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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食品安全法律控制研究》以食品行业的准入、生产、销售、消费为主线，以市场监管为切入点，从
法学、管理学角度综合进行研究，重点探讨立法、执法对食品安全保护的介入角度及程度，强化食品
安全法律保护和监管。在研究内容方面，《食品安全法律控制研究》采用总论与分论相结合的方式，
总论部分首先对中国食品安全状况和国内外食品安全法治做基础性研究，为后面的研究内容的展开作
铺垫；总论部分还对食品安全事故中的法律因果关系和对食品安全事故责任方责任追究进行研究，建
议将疫学因果关系和严格责任制度引入食品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中。分论部分是总论部分内容的展
开和具体化，在分论部分，按照食品安全相关环节从食品行业准入、食品源头阶段、食品生产阶段、
食品销售阶段、食品包装、食品消费阶段和食品安全信用体系等几个方面详细探讨食品安全法律控制
具体制度。

Page 2



《食品安全法律控制研究》

书籍目录

总序（张来武） 前言 上篇 第一章中国食品安全概述 第一节食品安全内涵概述 第二节中国食品安全现
状 第三节食品安全问题的危害性 第四节我国现阶段食品安全问题的成因 第五节我国现阶段食品安全
问题的可解决性 第二章中国食品安全法治概述 第一节中国食品安全法制进程 第二节中国食品安全刑
法保护 第三章国外食品安全法律控制概述 第一节美国食品安全法律控制 第二节欧盟食品安全法律控
制 第三节 日本食品安全法律控制 第四节德国食品安全法律控制 第五节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安全法
律控制 第六节俄罗斯食品安全法律控制 第七节国外食品安全刑法保护 第八节对国外食品安全法制的
借鉴 第四章食品安全犯罪因果关系 第一节刑法因果关系理论概述 第二节食品安全犯罪因果关系概说 
第三节食品安全犯罪受害人特异体质与因果关系 第四节食品安全犯罪因果关系的盖然性 第五节疫学
因果关系之于食品安全犯罪 第五章严格责任的借鉴 第一节严格责任理论概说 第二节国外严格责任刑
事立法 第三节我国食品安全犯罪中严格责任制度的引人 下篇 第六章食品行业准入法律控制 第一节市
场准入法律制度概述 第二节食品行业实施市场准入制度的必要性 第三节我国食品市场准入法律控制 
第七章食品源头环节法律控制 第一节食品源头污染主要表现 第二节食品源头污染法律控制 第三节食
品源头环节刑事规制 第八章食品生产、流通环节法律控制 第一节食品生产环节食品安全问题 第二节
食品流通环节食品安全问题 第三节食品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现状 第四节食品生产、流通环节食品
安全刑法保护 第九章食品包装法律控制 第一节食品包装安全概览 第二节食品包装安全法律控制 第三
节食品标签法律控制 第四节散装食品安全法律控制 第十章食品消费环节法律控制 第一节食品消费环
节食品安全状况 第二节食品消费环节食品安全法律控制 第十一章食品安全信用体系 第一节食品安全
信用体系概说 第二节食品安全信用体系的内容 第三节食品安全信用刑法保护 第十二章食品召回法律
控制 第一节食品召回概说 第二节我国食品召回立法 第三节我国食品召回制度内容 第四节食品召回法
律完善 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3



《食品安全法律控制研究》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封存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食品及其原料，并立即进行检验；对确认属于被污染的食品
及其原料，责令食品生产经营者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召回、停止经营并销毁。
封存被污染的食品用工具及用具，并责令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信息发布工作，依法对食品安全事故及
其处理情况进行发布，并对可能产生的危害加以解释、说明。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立即成立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指挥机构，启动应急预案。 《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事故应
急处理机制的规定只是原则性的，食品安全应急管理过程一般由三个阶段（事故发生前、发生中和发
生后）组成，在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建立相应的应急管理机制。应急管理机制的建立应当围绕5个主
要环节进行：应急信息收集、应急预防准备、应急演习、损害控制处理及事后恢复。因此，需要建立
应急计划系统、应急训练系统、应急感应系统、应急指挥中心（包括决策者、应急处理小组和应急处
理专家）、应急监测系统和应急资源管理系统。事故发生前的管理活动要努力将事故化解在爆发前。
事故发生中的管理活动要注意将危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事故发生后的管理活动重在恢复原状，汲取
教训。不可否认，应急预案在及时控制和减轻乃至于消除食品安全突发事故的危害、保障人民群众的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方面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食品安全应急预案不同于食品安全应急处
理机制，结合前面的分析，食品安全应急预案同食品安全应急处理机制的主要区别是：“预案”应对
事后，“机制”管理事前、事中及事后，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预案”具有可变性，“机制”则具有
长期性和稳定性；“预案”以事先沟通为保障，“机制”以制度建设为保障；“预案”强调分工和职
能，“机制”强调协作和职责；“预案”各地做法不一，“机制”则应全国统一，便于上令下达，下
情上报。建议在各地现有的应急预案的基础上，逐步总结国内外相关经验，在国家层面上形成较为完
善的、系统的食品安全应急处理机制，在全国统一执行。建立食品安全应急处理机制的前提是有法可
依，因此，国家在建立食品安全应急处理机制的同时，应抓紧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食品安全应
急处理机制的具体内容。 完善食品安全预防体系 目前，在欧盟和日本，一般是通过构建整体的风险
预防体系来达到预防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目的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是一种预防性的前瞻
防控体系，是为了防止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及后果蔓延而设计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就是评价已经知
道的或潜在的对人类构成危害的食品安全因素，包括对食物中的生物性、化学性、物理性因素的分析
；对某些物质的摄人量的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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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食品安全法律控制研究》可供食品安全法律研究人员、食品安全管理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关心食品
安全的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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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学术水平比较一般，凑合

Page 6



《食品安全法律控制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