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保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主题党建活动微党课第二十二讲

不忘初心，守望责任（一）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012 年初，针对一个时期以来社会普遍关注的食品安全事

件，我们把积极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制度设计、政策规划和

实务推进作为一项使命与企业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开展前期

试点和深入调研，倡议在钓鱼台举办了“中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高层研讨会”，受到广泛关注。

我们组织理论研讨的主要成果，社会评价是，第一次把食品

安全责任险的必然规律说的比较透，主要体现在食品本身具有的

规律性摸的比较透。

我们原来说推行食品安全责任险，好像是说你非要逼着企业

去买一个额外的风险的补偿，但是研究结果表明，食品本身具有

三个天然的特性：

一个是标识，通过标识能够看到食品安全，包括产地、质量、

过期；

第二个是经验，它要通过亲身食用来证明它是不是有毒或者

过期没有；

食品的第三个特点是信用，它里面掺没掺农药的残留，掺没



掺工业的明胶，也就是消费者食用了都不知道。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 1996 年对食品安全下了个定义，

就是食品安全是对食品，不会对消费者造成伤害的一种担保。W

HO 就把这个食品安全定义为一种担保，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

我们现在的食品的特性，靠食品企业自己说自己好是不行的，信

用是不够的，那么作为食品安全责任险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它一

定要通过第三方，国际上公认的是金融保险机构，通过食品安全

责任险对他的信用性进行增级，这样才能够表明食品对消费者无

伤害。

从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就是这么来的。这样跟试点省市去

谈，这次就把道理说的比较透了。食品安全责任险不是强加的，

不是非要强迫人去买的，而是它本身的特性所需要有这么一个制

度性安排。从这个角度与新华社的记者谈完了以后，内参的观点

也都反映出来了。

这次我们还有一个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到目前为止食品安全

问题，专家讲食品安全重大事件 60%以上不是食品安全问题。

就是说国外的食品安全一定是个技术问题，细菌、污染、转

基因或者对人的不认识。中国的食品安全 80%、90%以上是诚信

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是故意在掺毒、投毒、非法添加。

关于生产许可，我们做调研也发现这个问题，我们有生产许

可、经营许可、流通许可，但现在我们的许可往往形成了前期虚

假申报，为了满足许可条件大家去做假。申报完了，许可了以后



万事大吉。许可申请时承诺的东西，到后期没人管、没人做。

按照食品安全是一种担保的定义，应该在他发许可的时候，

有一个保险为他做一个兜底。台湾是这样的：台湾的食品企业拿

两个照，一个是营业执照、一个是保单，而且必须挂在很醒目的

地方。这就说明，拿到一个牌照你是有保险的，你如果违法诚诺、

不讲信用，有保险盯在那赔，基本上要形成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

目前，我们国家管许可的，结果不管是不是虚假申报，申报

完了以后，许可给了，一定是终身，如果以后他不按这个办了，

你也没办法。所以后来在食品安全监管里面出现个悖论，我们现

在食品安全出现的重大事件，不是我们监管出来的，而是媒体去

曝光的，最后形成了实际监管跟着媒体去执法，央视到哪去曝光，

监管到哪去执法。

有一个例子，我也研究算了一下，美国 FDA 食药局整个编制

9000 人，把美国食品安全管成了国际标准。

我们现在的整个监管力量大概两百多万人，全国的食品监管

涉及到十五个部委，结果管的跟着媒体去执法。

不能不承认，还是我们在机制上出问题了，在制度上出问题

了。食品的安全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利益问题。

为什么去造假？为什么去投毒？因为有利益，如果你把这个

利益让他不敢为、不愿为、不能为，他就不会去做，大家都会去

算帐了。现在我们违约的代价成本太低，大家都钻这个空子，都

去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