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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转基因技术在食品中的发展与应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由于人口激增与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产生的粮食危
机与能源匮乏等现实困境。通过总结美国、欧盟和日本在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管理方法、安全评价机制、审批许可制度

中的成熟经验与特点，分析我国转基因食品的发展现状，探讨其在食用安全性、环境安全性、监管制度、标识制度中存在

的弊端，结合国际成熟经验与中国国情，积极探求适合中国转基因食品的相关对策，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备安全保障体系、

加强生态环保意识、健全监管制度、完善标识制度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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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基因食品顾名思义就是利用转基因生物技
术获得的转基因生物品系，并以该转基因生物为

直接食品或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由于我国人口

众多，食品需求量极大，且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人们对食品营养和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

了使食品能够迎合人们的需求和期望，转基因技

术应运而生。经过近４０年的发展，转基因食品研
究日臻成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很大程度上

改变了中国农业发展现状，培育出具有抗虫、抗病

毒、抗杂草、抗旱、抗寒、抗碱等优良性能的转基因

作物，提高了粮食产量，解决了古往今来困扰人们

几千年的粮食短缺问题①。但相较于转基因技术

相对成熟的美欧日等国来说，我国的转基因食品

管理还相对薄弱，美欧日等国在转基因食品标识

制度、管理方法、安全评估及审批许可制度方面相

对成熟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除此之外，转

基因食品在满足人们良性需求的同时也会造成一

些安全隐患，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方面、管理制度

方面仍存在较大问题亟需解决②。因此，我国必

须借鉴美欧日等国的成熟经验，并结合基本国情，

不断完善转基因政策上的薄弱之处，制定相关政

策加以改善。

一　转基因食品的国际经验
在全球化的今天，转基因食品作为科技进步

的产物，其发展与应用已经成为多国关注的焦点。

由于世界各国在历史文化背景、转基因食品接受

程度、转基因技术发展水平及消费者消费水平上

均存在差异，导致在转基因食品政策制定上未达

成一致。目前，美国、欧盟和日本在转基因食品政

策的制定与执行方面在全球范围内最具代表性。

（一）国际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

为保障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知情权

与选择权，国际上针对转基因食品普遍要求对其

标签进行“转基因食品”字样标识。然而，世界各

国针对转基因食品标签标识方面持有不同的态度

与标准，并根据各国国情制定了不同的标识政策

加以保障，主要包括强制标识、自愿标识及介于两

者之间的标识政策。强制标识是指不论转基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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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是否与传统食品在成分与功能上存在差异，只

要食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或者在生产中采用转基

因技术，都要进行标签标识。目前，欧盟采取的就

是强制标签制度，侧重于对转基因食品的加工方

法并追溯其生产加工过程。自愿标识制度是针对

实质上等同于传统食品的转基因食品来说，国家

相关法律对其不做强制标签要求，而是允许采用

自愿标识。但若含有事关食品安全的成份，为保

障消费者在信息对称的前提下做出自愿的消费选

择，应当明确对其致敏成分、组成成分或者营养成

分及可能引起的后果等予以标注。美国就是严格

执行自愿标识的国家，认为转基因食品应该与传

统食品采用相同的标签要求，不要求加贴转基因

食品的强制标签，并且针对来源于转基因技术的

食品，只需在包装上标注事关转基因食品使用安

全的其致敏成分、营养物质含量等，对其转基因食

品的生产方法与工艺并未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强

制标签标识。日本介于美国与欧盟之间，采取强

制与自愿相结合的标签标识制度。对转基因农作

物如大豆、玉米、马铃薯、油菜籽和棉籽，需要进行

标识；以转基因农作物为原料加工成的农产品，若

未检测出残留重组 ＤＮＡ或者由其编码的蛋白质
成份，则无需进行标识，但可自愿进行标签标识。

（二）国际转基因食品管理方法

尽管随着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转基因食品

逐渐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解决各国国内粮食

危机的同时也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然

而由于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背景、转基因技术发

展水平、国民对转基因食品接受度和收入水平方

面存在差异，导致各国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管理

方针及政策制定方面各有不同。美国对转基因食

品采取积极的态度，实施实质等同性原则来评估

转基因食品，即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之间并未

存在区别，二者都是安全的，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管

理侧重于产品本身而非产品的加工过程。美国的

“联邦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公开表明：转基因食品

的管制方法与传统食品相同，食品安全性的管制

仅考虑其客观特征和用途，不考虑该食品的制作

工艺和技术。除此之外，美国采取三足鼎立的管

理机构来保障转基因食品安全，即食品和药品管

理局、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局、环境保护局①。在

立法方面，《生物技术监管协调框架》《美国食品

安全现代化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也对转基

因食品的安全加以辅助管理。欧盟在转基因食品

管理方法上强调预防原则，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

也是消极的，认为其本质上是不安全的，其管理原

则是先假定转基因食品存在潜在的安全隐患，对

其本身及所包含的所有活动进行严格的检验，从

而有针对性地制定法规加以约束②。相较于美国

只关注最终的产品，欧盟更注重的是产品的加工

过程。欧盟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规包括水平系列

法规和产品系列法规，分类进行转基因食品的安

全管理。日本在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管理上更加

倾向于欧盟的做法，注重生产过程管理。文部科

学省、通产省、农林水产省和厚生劳动省四个部门

共同对转基因食品参与管理。

（三）国际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机制

转基因技术能增强作物抗性，提升粮食产量，

推动经济发展，展现明显的经济效益，但因其稳定

性和安全性尚未得到充分验证，潜在的风险尚未

可知，公众对转基因作物持有不同的看法和接受

度。因此，进行严谨的转基因作物安全性评价显

得尤为重要。美国采取实质等同性原则来评价转

基因食品，即若一个新食品或食品成份与现有的

食品成份在化学成分上大体相同，则新食品和传

统食品在安全性方面同等。美国遵从实证主义并

认为在没有实际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存在潜在危

害的情况下，如果其成分、营养物质含量、特性与

传统食品相同，则具有实质等同性，均是安全的，

转基因食品遵循与传统食品一致的安全检测与评

价标准，唯有两者在不具备实质等同性的前提下，

才会逐一进行安全性检测与评价③。欧盟的转基

因食品安全评价政策相较于美国而言并不局限于

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之间是否存在实质等同

性。欧盟要求对所有转基因产品进行环境风险评

估及人类与动物健康风险评估，以确保其对人类

健康和环境的潜在影响被及时发现并采取治理措

施。欧盟各成员国的食品安全评估机构必须对转

基因食品及饲料是否会影响人与动物安全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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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还需对自然环境可能造成的危害进行评估。

此外，欧盟为了保证转基因食品在对人与动物及

环境造成威胁时能及时追回，制定了严格的转基

因生物可追踪性法律法规，该法规规定转基因食

品在标签标识时需标注唯一特有的身份代码，监

察转基因食品加工、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并要

求相关企业保留五年的转基因食品相关记录。日

本也制定了严格的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机制，任

何打算进入日本市场的转基因食品都必须通过厚

生劳动省的安全性审查。

（四）国际转基因食品审批许可制度

基于转基因食品的特殊属性，全球绝大多数

国家已经针对其实验转移和种植程序制定了特定

的规范，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潜在风险。美国农

业部动植物卫生检疫局主要负责转基因植物的审

批许可工作，其工作核心为对转基因植物的研制、

开发及释放过程进行管制，评估转基因生物对环

境和人与动物健康是否具有潜在威胁，并颁发转

基因作物田间试验或者转基因作物商业化释放许

可证。具体流程如下，若某一研究机构需将正在

进行田间试验的转基因作物进行转移，需要向美

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疫局提出申请，再确认不

会对人和环境造成危害后，予以批准许可。欧盟

对转基因食品的监管最为严格，为保证转基因食

品的安全性，其审批许可流程极为繁琐。其中转

基因有意环境释放９０／２２０／ＥＥＣ指令主要对转基
因食品的生产过程进行管理，并规定转基因食品

必须经过严格的强制审批程序，安全通过后才能

上市。若某一国家欲想向欧盟成员国投放转基因

作物用于商业化使用，必须向该国管理部门提供

对人和环境无潜在危害的风险评估报告，并以此

作为其他相关管理部门评估的依据，由于其审批

流程繁琐、耗时长，且需要提供书面报告，因此在

一定程度上此指令限制了欧盟引入转基因食品。

即使相关部门批准，但若其他成员国否定，仍需进

行相当长的审批流程，由欧盟委员会作最终裁定。

而日本转基因食品审批许可程序与欧盟相似，其

审批侧重点都是产品生产过程。转基因作物商业

化的申请者需先进行自我评估，再经由政府组织

的相关专家进行审批检查，确定对人和环境无潜

在风险后批准审批许可。

二　我国转基因食品的发展现状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粮食需求量极大，转基因

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粮食供给缺口，

转基因食品逐渐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为保证转

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我国可借鉴美国、欧盟等国家

成熟的转基因食品管理经验，制定一系列的法律

条约来保证消费者权益，但目前大众对转基因食

品的认知度和接受度仍较低①。

（一）转基因技术发展迅速

转基因技术是指将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基因

导入到目标生物体的基因组中，以实现对其性状

的改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家启动“国家高技术
研究与发展计划”，目的是为了对相关转基因作

物进行研究。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国国家科学技
术委员会颁布了“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指导

全国的基因工程研发和开发工作，在科研成果方

面，我国颁布转基因耐储存番茄、抗虫棉安全证

书，批准了转基因抗虫棉商业化种植。截至２０２２
年底，我国又相继颁布了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１
号”及其杂交种“Ｂｔ汕优６３”、转基因植酸酶玉米
“ＢＶＬＡ４３０１０１”、转基因抗虫耐除草剂玉米
ＤＢＮ９９３６、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品种“中黄６１０６”
等生产应用的安全证书，共计批准农业转基因生

物安全证书１８７项。此外，我国也十分重视转基
因食品检测技术的研发，蛋白质痕迹检验技术、光

谱分析检测技术、ＰＣＲ检测技术、检验基因芯片
技术等广泛应用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检测中。成功

研制３０余种高通量精准检测新技术，研发了相应
的检测试剂盒与专业检测设备。这些技术成果为

我国深化转基因技术开发提供了强大动力，并为

转基因食品产业化的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②。

在转基因棉花培育方面，培育了３６个抗虫棉
花转基因品种，在此基础上又培育了制种效率、产

量、抗病虫害更强的高产抗虫三系杂交棉；在水稻

和玉米的转基因培养中，培育出转基因抗虫水稻

“华恢１号”和 “Ｂｔ汕优６３”、转基因抗虫耐除草
剂玉米“２ＨＶＢ５”等优良品种，减少农药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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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在转基因动物培育

方面，建立了转基因奶牛遗传转化和扩繁技术平

台，培育获得转基因奶牛超过２８０头。
（二）转基因食品消费量极大

我国作为粮食消耗大国和粮食生产大国，粮

食需求量极大，仅靠传统的粮食品种种植根本满

足不了国民的温饱需求。我国转基因食品的消费

种类众多，消费数量大。消费的主要转基因农产

品包括大豆、棉花、油菜和玉米等，其中最主要的

是转基因大豆。然而大豆生产跟不上连年增长的

需求，产需缺口较大，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我国大豆生
产量仅为 １９６．０２、１６４．００、２０２．８０亿公斤，而需求
量却高达１１９８．４９、１１１２．５７、１１５２．９０亿公斤，大

豆自给率不足２０％。通过转基因技术研发，将抗
除草剂基因、抗虫、耐碱、耐旱等优质外源基因植

入大豆基因中进行基因重组，培养大豆优质品种

提高大豆年产量，减少对外贸易资金消耗，节约资

源。因此我国政府重视对转基因作物的研究。扩

大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是另一增加粮食产量的有

效措施，１９９６年转基因作物在我国首次进行商业
化种植，种植面积约为２５５０万亩，我国转基因作
物种植面积呈现动态性变化，截至 ２０２２年底，我
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为 ４４００万亩，位列全球
第８位，目前，我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相对落
后。世界各国转基因作物种植情况如表１。

表１　２０２２年世界各国转基因作物种植情况

排名 国家 种植面积（亿亩） 与上年同比（％） 占全球转基因作物总比（％） 主要转基因作物

１ 美国 １１．２１ －１．０ ３６．９ 棉花、玉米、大豆、油菜、甜菜、苜蓿

２ 巴西 ９．４８ ＋１０．４ ３１．３ 大豆、棉花、玉米、甘蔗

３ 阿根廷 ３．５３ ＋０．４ １１．６ 大豆、玉米、棉花、小麦

４ 印度 １．８６ ＋４．８ ６．１ 棉花

５ 加拿大 １．７０ －３．０ ５．６ 油菜、大豆、玉米、甜菜

６ 巴拉圭 ０．５６ ＋８．４ １．９ 大豆、棉花、玉米

７ 南非 ０．４８ ＋８．８ １．６ 棉花、玉米、大豆

８ 中国 ０．４４ －３．２ １．４ 棉花、番木瓜

９ 巴基斯坦 ０．２６ ＋１０．０ ０．８ 棉花

１０ 澳大利亚 ０．２３ ＋７４．６ ０．７ 棉花

１１ 其他国家 ０．６３ ＋２．６ ２．１ ———

　　数据来源：全球咨询机构Ａｇｂｉｏｌｎｖｅｓｔｏｒ

　　（三）转基因食品立法工作日渐完备
我国转基因发展相对落后，中央政府陆续颁

布政策进行扶持。２００１年５月９日，国务院第３８
次常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施的《农业转基因生物

安全条例》，针对在科学实验、监管及生产经营各

环节中可能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严格的规

定和标准；转基因生物三个配套的管理办法由国

家农业部于２００２年１月５日发布，指出转基因生
物发放安全证书必须严格进行环境安全和食品安

全监测，针对境外引进农业转基因生物，在投入环

境与成产之前，需要进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检验，

并对其中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产品强制进行标识；

２００９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在
风险监测评估、食品安全标准制定与执行、食品标

签标识与追踪等方面，明确了转基因食品生产经

营与监管主体需承担的职责，保障了我国转基因

食品的安全与质量，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严密的

安全保护措施①。２０１６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
加强对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研究，并指出强化

安全管理和科学普及的重要性，为转基因商业化

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１日，《农业
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植物品种

命名规定》《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修改后重新发布，本

次修改对转基因品种审定做出具体说明，优化了

安全评价申报要求，标志着我国转基因商业化进

入落地阶段，种业板块将迎来重大变革；２０２２年，
中国农业农村部颁布了《国家级转基因玉米品种

１７１
①周娜：《乡村振兴视角下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探析》，《理论探讨》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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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标准（试行）》《国家级转基因大豆品种审定

标准（试行）》，转基因在法规层面迈出重要一步；

“十四五”规划发布，基因与生物技术被确定为国

家战略性科技前沿攻关领域及战略性新兴产业。

（四）转基因食品公众认可度低

当前，大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可程度较低。

一方面，目前转基因技术虽然取得了较多科技进

展，培育出了抗虫、抗病、耐碱、耐旱性能较强的转

基因作物，在转基因动物方面也取得了较多科研

成就，但由于目前我国转基因技术研究时限短，研

究成果不成熟，再加上转基因技术本身又是一门

较深奥的学科，这就导致国民对转基因食品安全

性能表示怀疑。另一方面，由于转基因食品的认

知程度不深，再加上网络上大量关于转基因食品

安全事故的负面报道，国民很容易受到网络舆论

的影响，产生转基因食品高风险的刻板印象。此

外，市场上转基因食品的价格明显低于非转基因

食品价格，再加上商家经常打着非转基因的噱头

吸引顾客，国民根据固有认知往往在购买能力内

尽可能地选择非转基因食品①。

国民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与否存在质疑，对

公共机构的体制性管理缺乏信任，对转基因食品

的认知程度较低。国民的体制性信任缺乏由以下

三方面原因导致：一是转基因食品监管部门对转

基因食品信息公开能力不足，宣传力度不够，部门

间沟通不畅，信息发布散乱且更新缓慢甚至不更

新，并且转基因监管主体权力过大，腐败严重；二

是新闻媒体在报道与追踪转基因食品安全事件时

往往领先于科研机构官方声明，研究者更倾向于

专注科学研究而非普及科学知识，他们通常服务

于政府机构而很少从民众角度出发为其发声；三

是转基因食品对其转基因成分标识不清晰、不规

范，甚至缺失，侵害了消费者对购买的食品是否含

有转基因成分的知情权和获知权。正是由于转基

因食品管理与研发中存在各种问题，导致转基因

食品推广存在困境②。

三　我国转基因食品存在的问题
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与标识方面存在

弊端。一方面，转基因食品由于外源基因的导入

与表达，可能会威胁到人类的安全与健康，同时，

也会打破生态环境的稳定，造成环境污染。另一

方面，在转基因食品的监管方面，较发达国家而

言，仍存在很大差距。

（一）转基因食品的食用安全性

过敏反应。食物过敏反应是指人体的免疫系

统将食物中的某些成分当作抗原物质而产生的异

常反应。转基因食品中的蛋白质，对人体来说属

于异源蛋白质，对过敏体质的人来说易引发过敏

反应。由于外源基因的导入，转基因食品中基因

发生重组，外源基因可能会产生食品中本不存在

的新成分，而人体一旦摄入这一新成分，可能会造

成原本对其食物无过敏反应但因其重组基因新成

分的表达而对该食物产生过敏反应，如果对此类

转基因食品并没有进行详细标记，那么人体产生

过敏反应的风险程度将会大大增强。

潜在毒性。转基因技术在实际运用过程中，

导入基因可能会造成毒素蛋白质的过量表达，从

而使转基因食品存在潜在毒性。相较于传统食

品，转基因食品是指将外源基因通过基因工程技

术植入生物体中，从而得到携带新遗传特性的改

良品种，植入的外源基因一般来源于其他生物体，

涵盖动植物与微生物。由于外源基因来源多种多

样，人们对外源基因是否会产生潜在毒性的担忧

也与日俱增，短期内食用转基因食品可能并未发

现或证实会对人体产生毒性，但若长期食用，由于

潜在毒性积累是否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需要更

进一步研究与验证。

抗药性。实验研究表明，通过转基因技术，抗

生素抗性标记基因得以成功筛选并转入到带有外

源基因的细胞中，诱发细胞变异，产生耐药菌株，

影响抗生素抗性③。抗生素抗性基因可通过摄入

转基因食品这一途径，转移到人或动物消化道的

微生物群中，并在菌群里得以表达，从而获得了抗

药性，导致人体（牲畜）抗生素药效失效④。

（二）转基因食品的环境安全性

产生超级杂草。转基因作物演变为超级杂草

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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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欧梅，周茵，杨伟，等：《营销渠道合作中的企业间关系规范、跨组织人际关系规范与机会主义行为》，《珞珈管理评论》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张云华，张诩，赵俊超：《农产品消费侧的引导与管理研究》，《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２０２２年第１０期。
毛新志，任思思：《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治理的特质初探》，《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孙华平，陈婷婷，胡诗宇：《绿色发展视角下生态富民路径研究》，《浙江树人大学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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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两种路径：一是随时间推移转基因作物本

身不断进化，最终演变成超级杂草。转基因作物

由于进行了基因改良并获得了抗性，相较常规农

作物，抵御自然灾害与病虫害的生存能力更强，可

能会演变成难以控制的超级杂草；另一种是转基

因作物可能使近缘野生物或杂草演变成超级杂

草。外源基因通过基因漂移将其耐除草剂、抗虫

或其他抗性基因转移到近缘野生物种或杂草中进

行表达，提高其田间适应性，造成超级杂草或杂草

化问题①。

影响生物多样性。环境安全性的核心问题是

转基因生物在田间释放后是否会将外源基因传递

到野生植株中，从而破坏自然生态平衡及生物多

样性。地球上的物种和生态平衡是经过成千上万

年优胜劣汰的演变才得以形成，现如今在很短时

间内人为改变它的遗传特性可能会对环境带来潜

在威胁，破坏物种多样性，通过基因遗传、变异影

响后代的繁殖与发育，改变物种间的竞争关系形

成优势种，造成基因单一化，使生态环境变得

脆弱②。

引发基因污染。转基因食品是经过对转基因

成分进行标记、基因修饰与重组等流程而得到的

产品，在诸多利益驱使下可能会从科研实验室流

入到食物链，进而影响整个生物链，不仅会对自然

界中原有生物的发展规律和生态平衡造成破坏，

还会对整个生物圈产生一定程度的基因污染。

（三）转基因食品的监管制度不健全

监管主体内部存在利益冲突。作为转基因技

术的领跑者，我国转基因食品监管跟不上转基因

技术发展的步伐，由于监管机构内部存在利益冲

突矛盾，转基因立法进程开展步履维艰，农村农业

部注重发展问题，忽视安全性问题，环保检查部门

强调生态安全，缺少经济发展思维，各部门出发点

和侧重点不同造就目前监管漏洞。

监管理念落后。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制

度在理念方面存在一些落后问题，消费者对食品

安全公共参与程度不深，政府对转基因食品信息

及安全披露方面保守，信息更新缓慢或更新不及

时现象屡有发生。此外，转基因食品在安全监管

日臻成熟的背后，监管灰色地带、法律条款界定模

糊情况层出不穷，各类违法违规行为逐年递增，专

业人才梯队建设、监管组织层次结构设置仍需完

善。转基因食品监管主体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监管

效率低下，在实际监管过程中容易出现部门腐败

现象，同时监管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不畅也会导致

监管过程不利。

监管流程不完善。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监管是

全过程监管，这种模式涵盖了从研发阶段直至产

品过期处理的全部环节。由于转基因食品在各个

过程中都展现出其独特性和试验性特点，因此要

求在整个过程中实施严格的全过程管理。我国并

未从全过程角度出发监管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

品立法体系尚不健全，法律法规也未从全过程的

角度达到监管全覆盖，对转基因食品的监管力度

主要聚焦于研发、生产与销售阶段，售后阶段的法

律监管中存在空白，使得消费者缺乏投诉渠道③。

（四）转基因食品的标识模糊

标识制度不完善。标识是消费者了解和选择

食品时最直接的采购依据。２００２年起，我国已经
正式实施转基因标识制度，２０２１年出台的《食品
标识管理新规》明确要求对转基因食品及含转基

因原料的食品进行标识管理，但市场上转基因食

品没有标识或随意标识等现象屡有发生，转基因

产品的“身份”没有明确标志。目前我国转基因

食品标识标准模糊，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

转基因食品应如何进行标识，造成了转基因食品

生产商利用法律漏洞对转基因食品不加以标识，

侵犯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容易导致消费者误食转基因食品而产生过敏

反应。

阈值标准欠缺。西方国家对阈值有明确的规

定，美国对转基因成分阈值的界定为５％，若超过
则归类为转基因食品；欧盟该阈值则规定为１％，
我国并未界定阈值的范围，这不仅是对国民健康

的不负责，也是对不法转基因食品生产商的放任

与纵容。执法人员对食品中含有多少转基因成分

才能被定性为转基因食品没有参照标准，对含少

量转基因成分却未做标识的食品易引起不必要的

诉讼，放任了含转基因成分食品生产公司的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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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五湖，蒋乃华：《外部风险对粮食种植类家庭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研究》，《经济问题》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蔡保忠：《农业生产托管与农业绿色低碳转型———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王成利：《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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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行为，转基因食品生产商可能会为获取高额

利润回报，抱有侥幸心里对其含有少量转基因成

分的食品不加以标识。

标识不规范。部分转基因食品虽然进行了标

识，但标识不规范。《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

办法》条例规定，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应当醒目。

但实际上市场中转基因食品包装上标识字迹狭

小，一般很难被发现，更甚者标识隐藏在配料表

中，反之，非转基因食品却明确标记着“非转基

因”字样，并且部分转基因食品的标识用语不当。

四　保障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对策
由于我国转基因技术起步较晚，转基因食品

在其安全性与制度监管方面存在较大发展空间。

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安全保障体系、倡导国民生态

环保意识、建立健全监管制度、完善相关政策法规

来保障转基因食品的安全。

（一）完备安全保障体系，保障转基因食品

安全

针对异源蛋白质易致敏这一问题，国家农业

部出台了相关政策，明文规定食品企业和相关农

业部门在对转基因食品及作物申请安全证书时，

需提供目标蛋白的毒理性试验和致敏性评价数据

分析。相关政府部门应严格遵守《卡塔赫纳生物

安全议定书》规定，以预先防范的原则处理及评

估含抗生素抗性基因的转基因食品对消费者健康

带来的危害，农业农村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

理办公室要进一步完善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体

系，禁止在转基因技术研究过程中将抗生素抗性

基因作为标记基因。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转基因食品无论是种

类还是使用数量都将逐渐增多，而转基因食品的

安全性仍存有疑问，因此，转基因食品安全检测技

术变得至关重要。目前，转基因食品安全检验方

法通常对其核酸与蛋白质成分进行检验并分析研

究，这两种方法虽具有较高灵活性、准确性和高效

性，但也存在不足之处。为保障食品食用安全性，

需进一步加强对转基因食品检测技术的探究与学

习。蛋白质痕迹检验技术根据电泳条带等获取蛋

白质信息，可以判断转基因食品安全性；ＰＣＲ检

测技术，通过分析 ＤＮＡ结构与功能，进行位点检
测，能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利用基因组学检测

技术，研究者能够深入分析其中的遗传规律及组

织架构，揭示生物本质特征和全貌；基因芯片技

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高效分析基因序列，在获取

食品关键遗传信息的同时进行食品安全检测。通

过应用转基因食品安全监测新技术，可以对转基

因成分进行更细致的分析与研究，一定程度上能

及时发现转基因食品的潜在毒性及快速定位其过

敏原。

（二）加强生态环保意识，促进转基因食品绿

色发展

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在转基因作物及其产

品研究、开发、生产中，综合考量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环境效益①。为防止基因发生转移，可以设

置一定的间隔距离，中间作为缓冲区用来种植同

种非转基因的植物，种植雄性不育品种，避免花粉

之间进行杂交授粉，防止基因花粉的逃逸。在转

基因产品开发与应用过程中，应理性、客观、安全

地运用转基因技术，维护生态系统平衡，保护生态

多样性，正视潜在生态风险，推进转基因作物安全

法规建立。建立长期的环境安全跟踪研究，实时

监测转基因作物的生长与产量情况，当环境因农

作物遭到破坏时，各级政府均应出台相应政策，保

证生态环境的良性恢复和可持续发展②。

在发达国家，由于法律体系较为完备且试验

成本较高，一些大型公司和科研机构为了规避高

昂成本和法律风险，选择将尚未完全经过验证的

转基因食品送到发展中国家及贫困地区进行测

试。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人们通常只把目光

聚焦到对人类、生态、社会等有利的一面，而忽视

了其弊端，仅仅用道德加以约束的效果又微乎其

微，以现有的科技手段，并不能根除转基因食品所

带来的风险，因此，在转基因技术的研究中，要站

在伦理道德的制高点上进行监控，不能为了满足

自己的利益需求而失去了对生命科学的敬畏，从

而使新技术更好地为人类所服务。科研人员要保

持对生态环境、人体健康的敬畏之心，用伦理规范

来避免转基因食品的风险发生。加强伦理道德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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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松林，余雨：《新乡贤赋能乡村振兴研究》，《海岳学刊》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张燕，张新：《耕地生态补偿制度与“生态人”的耦合性分析》，《重庆社会科学》２０２２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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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促进转基因食品向公众利益和社会价值方面

发展①，实现转基因技术的可行性、可持续性和经

济实用性，为人类未来的幸福生活和社会发展做

出更大贡献。

（三）健全监管制度，促进转基因食品高质量

发展

转基因食品监管机构各部门之间应进行协调

沟通，建立完善有效的政府问责机制，切实履行对

食品市场的安全监管职责。在实际监管过程中，

政府应通过媒体，如报纸及微信公众号等对转基

因技术及其食品进行科普，加强公众的参与力度，

强化其在消费者知情权及健康权实现过程中的主

导作用，加强转基因政务信息公开化、及时化。针

对转基因食品研发生产的复杂背景及对转基因技

术安全层面的考虑，我国转基因食品监管机构要

担当起主要责任，联合其他监管机构统筹管理，监

管部门间应建立便捷的信息沟通渠道，消除部门

间的隔阂，从全局出发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进行

统一管理，从而快速解决我国转基因食品监管的

腐败混乱局面，促进转基因食品管理的高效性和

实际可行性。

转基因食品和企业，要遵循农业农村部出台

的《２０２１年农业转基因生物监管工作方案》，加强
对研究试验、品种审定、进口加工等方面的监管。

在制定专门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法时，要注意借鉴

国外的立法模式，建立完备的转基因食品安全评

价、监控及惩戒制度，立法要与时俱进，在制定新

的法律条款时及时废除过时法令。参照国外监管

模式，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要建立从研发、生产、

销售及售后等各个阶段的全过程监控体系，同时

给消费者提供售后投诉渠道，确保消费者权益在

受到侵害后能得到有效维护，最大程度地保障消

费者合法权益，实现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有效保

证。并且对转基因食品在生产、流通、销售等各环

节的权利和义务进行详细界定，明确各方主体法

律责任。

（四）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推动转基因食品标

识普及化

在转基因食品标签标识上，各个国家基于本

国国情与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促

进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正规化。虽然我国在标识

问题上一直采取强制措施，但由于相关监管部门

并未充分履行自己的责任导致监管工作没有落实

到实处，大量已经标识但标识不规范的转基因食

品及并未进行任何标识的转基因食品流通到市场

中。这是由于国家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惩罚力度

不够，并未对转基因食品生产者起到震慑作用。

许多转基因食品生产者抱有侥幸心理，相较于丰

厚的收益回报，惩罚所带来的损失根本微不足道，

这就导致不良转基因食品生产者一次次挑衅法律

的底线，不断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针对此等现

象，惩罚力度不能仅限于轻拿轻放，对触犯法律条

款的非法转基因食品生产商一定要严抓狠打，只

有惩罚超出他们的承受范围，才能起到一定震慑

作用。

除此之外，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还有以下做

法：首先，中央政府可借鉴欧盟的措施，设立阈值，

给食品的生产者和执法人员一个标准，构建反向

标签制度，将转基因成分在转基因食品中的技术

临界值用法律明文规定，扩大实施标识管理的转

基因生物目录。其次，欧盟是转基因产品质量追

溯系统的先行者和重要推动者。企业可借鉴其丰

富经验为转基因食品设置独特识别码，全过程追

踪生产、流通、销售情况，形成一条完备的信息资

源链，快速定位问题发生阶段并及时追究相关部

门责任。最后，在食品标识方面，应确保信息的真

实性、直观性和显著性，既要反映出食品成分的真

实情况，也要让消费者能清楚地了解食品中转基

因成分含量。此外，标签上的信息应使用明了、易

懂的文字和图标，以便于消费者理解。

结语

当前，转基因食品凭借其高产优良的特性，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的粮食危机困境，提高了

作物的优良属性，同时拓展了可供消费者选择的

食品种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转基因食品市

场占有率的逐步增大，国家和国民逐步意识到转

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

政策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除此之外，随着国家

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倡导，绿色、高质量、可持

续性等词深入人心，人们越来越注意到环境保护

的重要性，在对待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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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不以牺牲环境

为代价来促进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国家也在不断

地堵住转基因食品监管方面存在的漏洞，通过学

习与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在转基因食品标识管

理方面也逐渐完善。转基因技术与转基因食品虽

然存在潜在的不确定性，但不可否认它们对推动

国家科技进步与民生安全方面的贡献。因此，我

们应该理性对待转基因技术与转基因食品，不断

地进行完善与创新，使其对人类发展与生态文明

建设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鉴于转基因食

品的迅速发展和应用，有必要借鉴美欧日等国经

验，建立综合、透明和负责任的管理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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