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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监管主体的模式转换与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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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升,人们逐渐提高了日常生

活品质,同时更加注重食品安全问题。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工作

形式比较严峻,需要积极开展食品安全监管主题模式改革工作,
结合当前实际情况注重食品安全监管主体的模式转化,并在食

品安全监管机构职权变更以及设定上需要法制化,有利于给人

们提供更加安全、健康食品,逐渐提高人们整体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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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当前广泛关注食品安全问

题。然而,当前我国食品安全事件存在着频繁发生情况,导致食

品安全存在着形势严峻问题。新形势下,我国应积极开展食品

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工作,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完善的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模式,优化食品安全监管主体权力配置以及主体结

构、监管模式等,有利于推动社会的稳定发展。

1 重构食品安全监管主体模式

当前我国在进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力度不够,为了逐渐提

高食品安全监管力度,需要明确我国食品安全主体模式。针对

政府部门监督管理进行分析,当前在监督管理模式上还存在着

一些不足,不能更好的满足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需求。因此,需要

制定完善的重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主题模式,需要做好微调、改
革工作。同时针对一些监管内容积极开展大幅度改革工作,做
好食品安全监管主体模式转换工作。构建完善的全国食品安全

统一监督管理机制,并做好合并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相关职能,将
一些机构相关职能做好剥离,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完善的监督管

理方案。然而,在进行重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主体模式过程中,
还存在着一些阻碍,需要综合利益和权力,逐渐完善和优化重构

监管方案。通过对利益格局进行优化,有序开展监管改革工作,
可以确 保 监 管 模 式 的 统 一,充 分 展 现 出 食 品 安 全 监 管 自 身

价值[1]。

2 构建完善的社会性监督管理模式,并加强落实食品安全

监管理念

在进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过程中,需要充分展现出社会性

监督管理自身作用,创新传统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统治型管理理

念,并通过社会力量有序开展监督管理工作,有利于更好的顺应

当前社会发展趋势。通过政府结合实际情况,积极规范和鼓励

民间组织监督管理,鼓励人们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构建完善的民间组织监督管理体系。通过民间组织的方式,积
极开展食品安全、生产安全以及卫生安全管理工作,这与人们的

生命安全以及自身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采用这种方式,
开展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可以起到监管、协助以及提供信息

作用。政府在进行监督管理过程中,需要多支持和鼓励民间组

织开展公共安全中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并制定完善的食品安全

标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制、食品安全信息收集机制、食品安

全检测机制等相关内容,并做好落实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理念,有
利于提高整体管理质量。此外,需要逐渐优化消费者食品安全

诉讼渠道,逐渐提升食品安全消费者自身监督管理力度。针对

食品生产者、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着不对称信息情况,政府

有关部门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食品安全信息内容及时进行提

供,可以确保人们的选择权、知情权等。针对诉讼机制剪力方

面,需要构建完善的公益诉讼以及集团诉讼管理机制,有利于消

费者采用诉讼方式更好的维护自身权益。地方政府相关监督管

理机构,需要根据当地情况优化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内容,实施社

区联动管理机制,在社区、街道合理设置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人

员、联络员等,有利于确保食品监督管理工作质量。通过实践可

以取得不错的管理效果,因此需要各个社区大力进行大力开展

宣传推广工作。采用群众路线的方式,积极进行食品安全监管

工作,可以有效提升整体监管力度[2]。

3 确保食品安全监管机构职权更具法治化

当前我国在进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时,取得了很多的

工作经验,然而针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质量上还存在着很

多的不足,需要针对实际情况及时进行调整,有利于充分展现出

监督管理自身优势,并提高消费者整体满意度。针对行政权设

定来讲,作为法律保留事项,需要严格遵循职权法定相关原则。
针对权力设定以及变更的来源于正当性。对于行政机关职权来

说,需要做好法律设定工作,在设立机构时需要通过权利机关批

准。针对法治发达国家,一般先有法律在进行新的机构成立,通
过法律详细规定机构相关操作流程、自身责任以及有关权力等

内容。针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来说,需要机构职能变

更具备充足法律根据,能够避免出现违法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并
很好的做到民主要求和法治相统一,有利于确保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机构更具合理性、权威性、实效性以及科学性特征,避免出

现食品监督管理机构自身职能出现相互牵制、相互交叉等情况,
逐渐提高整体监督管理力度和工作效率。通过对行政组织法进

行合理优化和完善,能够更加明确行政机构基本设置原则,有利

于更好的规范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内容,有效提高

食品安全监管整体水平[3]。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逐渐提高

了人们生活品质,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当前人们更加关注食品安

全问题。为了给人们提供安全、健康的食品,需要注重食品安全

监管主体模式转化,结合实际情况,应制定完善的监督管理方

案,确保监督内容更具法治化,有利于更高的规范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内容,充分展现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主体模式自身价值,并
逐渐提高消费者满意度,从而推动我国社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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