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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喜事件三启示 

近曰，食品行业的热点莫过于上海福喜食品公司向知名餐饮 

企业供应过期变质肉类原料的事件。包括国家食药监总局在内的各 

级监管部门对此给予高度关注并进行了严厉的查处。数名上海福喜 

管理人员被刑拘，福喜母公司�SI集团停止上海福喜的运营，而麦 

当劳等多家快餐企业也停止了与福喜的合作。这个食品行业颇有影 

响的事件经过10天的发酵，有了初步的结果，而比处置福喜更有价 

值的是业内从中得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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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喜违法媒体先曝光 

亟待实施有效监管 

同不少有影响的食品行业 

负面新闻一样，上海福喜事件走 

的又是媒体首先暗访曝光、监管 

部门跟进调查、最终依法处置的 

程序。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表示， 

这次事件中，媒体发挥了重要作 

用，这样的舆论监督是正能量。 

一位食药监系统的工作人员 

告诉笔者，现行监管的主要目的 

是督促企业遵纪守法。每一个程 

序和步骤都需要面对政策法规的 

检验和当事人的质疑。因此在操 

作上，即使发现了违法线索，也 

只能按部就班地调查。既不可能 

像公安机关那样采取非常手段进 

行侦査，也不可能像媒体那样采 

取相对灵活、快捷的方式来迅速 

曝光。监管部门所能做的只是依 

法对企业进行例行的技术层面的 

检査，而很多企业的主动违法行 

为在这样的检查屮是不可能被发 

现的。 

事实上，像上海福喜这样的 

长期隐蔽的严重违法行为，如果 

没有企业内部“线人”，媒体也 

很难发现。而作为不具有监管职 

能的媒体，这样的暗访是否可持 

续，这样的取证是否完整并具有 

效力，这样的曝光能否得到执法 

部门的支持……这些都是疑问。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送审 

稿中曾有这样的描述：“任何单 

位和个人发布可能对社会或食品 

产业造成重大影响的食品安全信 

息，应当事先向食品生产经营企 

业、行业协会、科研机构、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实。”向如 

此多的利益相关方核实情况，对 

于媒体来说几乎不可操作。 

业内人士指出，现行监管有 

其扎实规范的长处，也存在难以 

—针见血的短板。企业是食品安 

全第一责任人，但在目前企业社 

会责任感和诚信意识相对缺失的 

背景下，针对现状探索科学有效 

的监管方式，已成为政府部门一 

道不可拖延的必答题。对于食品 

安全之痛，媒体只是一副可用的 

“药引子”，药方还得由监管部 

门开。 

福喜黑心洋快餐挨骂 

亟待消除公众盲区 

7月22日，上海食药监局紧急 

约谈麦当劳、必胜客、汉堡王、 

棒约翰、德克士等22家下游食品 

流通和快餐连锁企业。目前已封 

存相关产品约100吨。这是截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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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监管部门对于受到福喜影响的 

洋快餐品牌仅有的回应。因为没 

有证据显示这些下游企业违法。 

与之相对应的现象是，很少 

有人知道福喜，他们只是说肯德 

基、麦当劳出事了。7月28日，记 

者在北京首都机场对过客进行了 

一个非正规的调查，问题是“你 

是否了解福喜事件”。结果在回 

答记者提问的10个人中，竟然有 

6个人把福喜事件说成了麦当劳 

出售过期食品。而媒体报道的标 

题也是“肯德基麦当劳供应商违 

法”。在福喜事件中，口水纷纷 

指向了知名洋快餐品牌，而违法 

的真凶福喜却被公众和舆论或多 

或少有意无意地淡化了。 

不仅如此，借助福喜事件的 

发酵，在各种媒体上，洋快餐垃 

圾、洋品牌傲慢、肯德基和麦当 

劳压榨供应商等抨击国外快餐连 

锁品牌的言论也纷纷传出。甚至 

一些和福喜不沾边的餐饮原料供 

应商，只要沾上洋快餐就躺着中 

枪。 

一位餐饮界人士曾对笔者 

说，从专业角度讲，肯德基、麦 

当劳对于企业食品安全把控监管 

的理念与流程，完全可以作为大 

多数中国食品企业的教科书，中 

国食品企业如果能够有一半达到 

这样的水平，整个中国的食品安 

全水准就会大幅度提升。很多人 

骂洋快餐，不是出于科学和公 

正，而是给食品安全贴上了情绪 

化，民族化等不应有的标签。 

纵观福喜事件，本身并不复 

杂，核心就是两个字——违法。 

本来福喜这样一个知名食品原料 

供应商的作奸犯科，从内部管理 

到外部环境，从工艺水平到人员 

素质，完全可以作为一个食品安 

全典型案例进行剖析研究，遗憾 

的是，由于福喜不直接面对消费 

者，由于福喜的下游是名头更加 

响亮的麦当劳、肯德基，这个案 

例剖析就被异化了，更多地变成 

了游离于食品行业之外的社会新 

闻。 

福喜出事麦当劳断货 

亟待关注上游安全 

从7月25日开始，北京多家麦 

当劳餐厅贴出提供有限菜单的致 

歉信。食品架上空空如也，过去 

柜台上摆放的多张彩色选餐牌已 

被一张印有薯条、咖啡、冷饮的 

黑白打印纸取代。据报道，麦当 

劳在中国各地的餐厅也陆续出现 

少肉缺餐的局面。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从供应 

商方面分析，麦当劳在美国发展 

一直是和福喜集团合作，进入中 

国市场后，也把美国福喜集团引 

入中国作为原料供应商。麦当劳 

在上海福喜过期肉事件出现后， 

全面断绝与中国福喜的合作。这 

样仓促的决定也必然会导致原料 

供应上的短缺。 

麦当劳，一个位列世界500 

强、在中国拥有数千家门店的餐 

饮连锁品牌，多种原料供应依托 

一家福喜，福喜出事了，麦当劳 

成了福喜事件中的受损大户。从 

这个角度说，麦当劳说自己是福 

喜的受害者也不为过。而麦当劳 

这样的大牌企业受累于福喜，却 

真的是其运营上的败笔。虽然福 

喜的资质和生产能力，能够适应 

麦当劳对于原料产品大规模标准 

化的需求，但是作为麦当劳这样 

的大牌企业，把全部的原料供应 

都放在福喜一家，确实存在着风 

险和隐忧。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食品 

工业正在面临升级，可以肯定， 

经过产业整合与市场选择，会涌 

现出一批航母级的超大型优质品 

牌企业。福喜事件给了这些企业 

一个有价值的提醒，那就是在产 

业链条越来越延展的背景下，食 

品产业上下游企业的关联也更加 

紧密。终端产品企业为了自身的 

品牌安全，就必须将把控的关口 

前移，更加关注“头顶上”的安 

全，包括深人了解原料行业的动 

态，及时掌握原料企业的情况， 

强化监控原料产品的品质。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