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陈君石在一次讲

座中提出，现在很多媒体报道中的食品安全问题并不符合食品安全的定义，很多问题与担心也

并无科学依据。 那么，食品安全问题被夸大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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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交流困难

不会与人合作

多数大学生

缺乏职场软技能

澳大利亚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老

板们对大学生的技能不满意。 大多数接

受调查的老板说应届毕业生缺乏“软技

能”———即比单纯的技术知识更重要的

人际交往能力，老板们认为社交是让大

学生符合期望值的“软技能”。

这次调查是由澳大利亚某建筑设

计公司委托调查公司进行的，来自全国

的 500 名接受调查的经营决策人被要

求评价员工的素质，尤其是对那些刚毕

业、没有工作经历的员工，他们普遍认

为这样的人技术方面很优秀，但解决问

题和与人交流等方面的能力偏低。 当被

问及他们最希望大学生学会什么技能

的时候，他们列出了一些，排在最前面

的依次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合作能力、

批判思考的能力、书面交流的能力。 缺

乏技能并不只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的问

题。 有 6%接受调查的管理人员说，拥有

走向成功的技能的毕业生人数不到

50%。人力资源部主管阿曼达·波拉克对

毕业生缺乏软技能感到相当头痛，她

说：“工程师所做的工作，有相当大一部

分是撰写报告和详细说明书，我发现这

些新上岗的大学生在学校时根本没学

过这些技能。 因此，在办公室以外也很

难展示他们的创意。 这些工程师出去展

示我们的计划时往往表现得不理想，因

为在大学里他们不注重学习如何当众

发言。 ”

缺乏软技能的人工作效率比较低，

达到既定目标的能力较弱，因此老板们

在招聘员工时对技能相当看重。 一家公

司的项目经理布莱恩·塔宾加说：“最重

要的是，老板们想寻找有团队合作能力

的人。 在很多公司里，往往需要很多人

合作才能完成一项工作，这种情况下不

能单纯地依靠某个人。 所以，你得明白，

你出的一份力只是完成一项伟大任务

所需力量的一部分。 ”在很多公司不得

不裁员的时候，老板们更加不想花钱聘

用一些连基本技能都不具备的人。

调查公司的调查显示，批判性思考

也是老板们希望大学毕业生具备的特

质之一。 批判性思考意味着能够从多种

角度去看问题。 很多时候你接受的培训

都是从 A点到 B 点直线怎么走，但我们

并不总是走直线。 批判性思考意味着后

退一步，仔细想想从 A 点到 B 点还有什

么走法。

那么，毕业之后，如何提高技能，波

拉克给出了以下建议。

找一位良师，他可以是你办公室里

的人，也可以是公司之外可以看出你的

缺点的人，让他指导你如何提高。

坦然地倾听来自你的主管领导的

反馈。

加入像美国青少年商会这样的年

轻人专业组织，同辈人聚在一起，提高

职业技能。

在某刀具公司， 大学毕业生挨家

挨户去演示刀的用法， 这是一种传统

的销售方式。 这样的工作方式使他们

疲惫，但他们学会了怎样与人交流，如

何演示， 如何管理时间———这些都是

老板需要他们具备的技能。

(据《做人与处世》)

食品安全问题被夸大了吗？

“绝大多数报道中所提及的‘食品安

全事件’并不符合食品安全的定义。 ”陈

君石说。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食品

安全是指食物中有毒、 有害物质对人体

健康影响的公共卫生问题。 有毒、有害物

质是不是会构成食品安全问题， 不仅取

决于有毒、有害物质毒性强度，还与人体

摄入有毒、有害物质的量相关。

据陈君石介绍，响当当的北京烤鸭皮

中含有对人的致癌物， 统称为多环芳烃

类。 但由于它只在烤鸭皮里存在，烤鸭肉

里没有，而且在烤鸭皮里含量很低，人们

也不天天吃烤鸭，因此对人体健康没有害

处。 所以，我们并不认为吃北京烤鸭构成

食品安全问题，或者说吃北京烤鸭是不安

全的。 再例如，现在人们常担心食品添加

剂摄入超量的问题，但事实上，并没有科

学依据。 糖精是中国人食用最多的甜味添

加剂，风险评估报告表明，即使假设所有

允许添加糖精的食品都加糖精并使用最

大量，按照全国营养调查数据中这些食品

的个人实际消费最大量进行计算，每人每

日每公斤体重的糖精摄入量也不超过国

际认可的允许摄入量标准。

认识误区导致食品安全问题被夸大

陈君石强调， 消费者的一些认识误

区，把食品安全问题无形中夸大。 例如，

消费者将假冒伪劣产品统统认定为不安

全的食品，这是不对的。 假冒伪劣是不诚

信的结果，像三聚氰氨加到牛奶、工业酒

精勾兑白酒这种影响健康的事件属极个

别， 绝大多数假冒伪劣产品并不对消费

者健康造成影响。 比如标志天然发酵的

醋，实际上是用食用醋酸兑制的，这是假

冒伪劣，但对消费者健康不构成威胁。 由

于假冒伪劣的产品数量巨大， 将其统统

戴上“不安全食品”的帽子，就大大增加

了食品安全事件的数量。

另一个常见的误区是， 消费者认为

食品添加剂都是不好的。 陈君石说，食品

添加剂是现代化食品加工业的灵魂，若

所有食品回归天然、无添加，则将看不到

琳琅满目、保质期长、口感好

的食品。 有了食品添加剂，便

能满足现代各种

人对食品的不同

需求。 食品添加

剂含量很少，人

们吃的主要还是

食物本身。

食品安全问题

不可避免

15 年前， 我国总体

食品合格率只有不到

60%；中国国家质检总局

在 2011 年 11 月发布数

据显示， 中国食品安全

监督抽查的合格率在

90%以上。 可现实中，为

什么消费者却感到食品

安全问题没有如此乐

观？

陈君石说：“就现阶

段来说， 食品安全问题

在我国仍不可避免。 我

国食品安全总体情况是

好的， 但存在的问题也

不容忽视。 ”

以我国食品生产环

节为例， 我国目前有 1

亿多的农户，鸡、鸭、鱼、

肉、蛋、奶、粮食、蔬菜、

水果等都是以分散方式

生产的，没有规模化、规

范化， 不可能实现标准

化；另外，有约 50 万个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其

中绝大部分是 10 万元

以下投资的小型企业，

以使用食品添加剂为

例， 全部不超标是不可

能的， 要求其细菌总数

都合格、 都严格遵循卫

生操作规程也是不现实

的。 因此， 就现阶段来

说， 食品安全问题在我

国仍不可避免。

消费者要学会自我保护

作为一名普通的消费者， 无法识别食品是

否安全怎么办？

陈君石认为， 除了消费者需要了解的背景

和知识之外，确实要学会一些自我保护措施。首

先， 注意食物多样化， 比如担心韭菜农药残留

多，那就不要天天吃，可以两周吃一次，10 天吃一次，于无

形中化解风险。 不可能说今天吃韭菜有农药残留，明天吃

白菜还有同样多的农药残留，因为现实中没有那么多农药

残留超标的蔬菜。

其次，建议去大超市购买名牌产品。 不是说不能去农

贸市场，农贸市场的风险比大超市大一些，但也没有大到

不可接受的程度。 如果觉得去农贸市场很享受，食品比大

超市新鲜，可以讨价还价，也可以偶尔去享受一下。

最后，掌握一些必要的食品安全常识。 在水龙头下小

水流用手洗蔬果，用这种办法可以去掉蔬果表面上绝大部

分农药残留，尽管有一小部分进去了，也会在烹

调加热中被破坏。 另外要预防食源性疾病，比如

生熟分开、 放冰箱的食物拿出来吃一定要重新

彻底加热等。 （据《科技日报》）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没有灵丹妙药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没有灵丹妙药，预防、应对任何食

品安全问题，一定要遵循风险分析的框架。 ”陈君石指出，

“风险分析框架是联合国有关食品安全机构、 各国政府以

及全世界科学家达成共识的食品安全应对原则，由风险评

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三部分组成。 ”

风险交流阶段涉及面最广，也直接影响食品安全应对

效果。

例如，2006 年“红心鸭蛋”事件发生后，科研人员进行

独立风险评估，结果表明，苏丹红是一种工业染料，不应添

加至动物饲料，但由于鸭蛋中的含量很低，只在蛋黄中有，

只有在每天食用 1000 个含有苏丹红的红心鸭蛋， 长期吃

下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当时，政府很快禁止了在鸭饲料里添加苏丹红，并将

已添加苏丹红的鸭蛋马上下架、取缔、销毁，并通过媒体告

诉公众，市场上已见不到“红心鸭蛋”。

“但当时没有一个政府部门把政府的措施和科学家的

风险评估结论告诉消费者，以致媒体对该事件炒作长达 6

周，造成了消费者谈红色变。”陈君石说，“政府部门应当明

明白白告诉消费者，现在市场已经没‘红心鸭蛋’了，假如

有人在前段时间曾经买过、吃过也不必担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