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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2009年，面临着全球性经济危机更加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我国提出了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稳外贸，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工作重点。

无论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发展质量，还是从微观经济的角度看产品质量，毋庸置疑，质量都

是拉动内需的关键。

1月10日，全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王勇局长作了《提升质检水平，服务科

学发展，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贡献》的报告，对2009年质监系统的工作提出了具体

的目标，并作出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

如何充分发挥质监职能作用？如何着力转变思想观念，创新体制机制，完善监管制度？

本刊特别邀请了5位著名专家对王勇局长的报告进行了解读，他们独特的视角、深邃的思维甚至

一些全新的理念，或许能够给我们以启迪，有助于我们从善变的形势中捕捉和把握发展机遇，在逆

境中发现和培育有利因素。

方向明，思路清，措施实。只有深入了解了讲话精神，掌握了实质，把握了精髓，我们才能一

步一个脚印地把质检工作推向前进。

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工作会议上王勇局

长的讲话发表后，我看了，有些感触。

首先，2008年的回顾摆了那么多的工作，

有内容，有数据。平常我接触到不少质检系统

的同志，也知道一点他们的事情。总觉得质检

工作很辛苦，却又往往是出力不讨好，或者说

出力难讨好。读了王勇局长的回顾，愈发有这

种感觉。做了那么多的工作，来了一个三鹿事

件，就召来那么多的埋怨。老局长引咎辞职，

新局长临危受命。这究竟是什么缘故。我带着

这个问题，翻来覆去地阅读这篇讲话，希望找

出答案。

在回顾中，王勇局长列举了质检工作中突

出的四条问题。宏观管理不到位、监管体制不

完善、基层建设还薄弱、依法行政能力差，这

四条是不是招致人们认为质检系统监管不力的

我意外地发现我们的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的监管工作中有同样性质的难

题，这样的问题需要大勇气、大魄力、大智慧、大权威来解决

解决大难题需要大智慧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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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呢？2009年的八个方面的工作部署是不是针对这四

条缺陷所做的努力呢？

我想就这两个疑问说说我自己的看法。我不是质检系统

的人，王勇局长的讲话是讲给本系统人听的，我则是从局外

人的立场和观点来看来想来说的。

王勇局长说得对，“当前质检工作正处在一个新的历

史阶段和新的发展起点上”。我们正是要从这样的认识来看

待我们的质检工作。中国的质检工作已不单纯是中国自己的

事了，已经变成国际上的事了。美国的FDA把它的办事处设

到中国就说明了这件事。美国人说，中国是人多钱也多的国

家，中国的质检工作就是要从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上保证这

么多的人和这么多的钱不受损害。这就是王勇局长说的2009

年“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稳外贸”的工作方针和“质

量和安全年”的活动要求。

既然是宏观管理，就不能只从

质检的角度去看待宏观管理。从全国

乃至国际看，质检总局和质检系统的

质检工作只是微观管理。在全国，管

理、指导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有工

信部、农业部、卫生部、公安部等多

个行政单位，机械联合会、纺织联合

会等多个行业协会，中国质量协会、

上海质量协会等多个事业协会。国内

这许多单位的协调和统筹是宏观管理

的首要问题。政出多门，共管都不

管，是目前的管理通病。

国际上，就拿美国说，美国政府的农业部、卫生部和几

个总局，再加上总统的消费和安全顾问，还有国际标准化组

织、国际电工组织、国际通信联盟的三大国际标准化组织，

我们面对它们要有一个统一的应对，这也是宏观管理的一件

重要事情。

如果说，产品即人品，那么管理产品的更需要人品。

人品是人才加品德，这需要周到合理的教育培训，这更是宏

观管理 需要考虑的基础，是百年大计的事情。诚信不是说

说就能诚信的，要从娃娃抓起。王勇局长谈到宏观管理时，

提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加快起草《质量发展纲要（2011—

2020）》。将“振兴”改为“发展”自然更加体现了一种深

刻的理念，我希望这次站在全国乃至国际的立场和观点上，

注意把握协调、统筹、基础，做一个好的发展纲要。2007年

的全国质量工作会议上，出席的国务院所属各部委中单单缺

少了教育部。在小组发言中我质询过教育部不出席的理由，

没有得到回答。教育者不关心质量和安全，国家没有希望。

关于监管体制的问题，王勇局长在2009年的八项工作中

没有论述。农业部管田间，质监局管生产现场，工商局管市

场，卫生部管餐桌 ，这个规定似乎很合理，但实行起来难

点、问题不少。再加上地方保护或利益相关，很多规定就执

行不了。系统工程中，接口 难处理，我意外地发现我们的

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的监管工作中有同样性质的难题。这样

的问题需要大勇气、大魄力、大智慧、大权威来解决。我查

过美国政府监管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的部门情况。他们也是

农业部、卫生部以及食品药品管理局、消费类产品安全委员

会、酒精烟草火器爆炸物管理局、专管汽车的公路交通安全

局等多个行政单位联合管理，也是经常发生矛盾和摩擦。但

是，他们都有专门制定的法律，严格规定各自的权限和单位

间配合的规定。有法院和各种民间维权组织的关注和监督，

所以情况好一些。王勇局长着重强调了“完善质检法制体

系”，从全国看，应该有个部门来负责考虑全国的事情。全

国人大常委会是个合适的地方吧。当

年《产品质量法》出台时，就有人批

评它是技监局的法。这个法现在要修

改，性质和原则一定要搞清。希望新

的《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

把这件事讲清楚。

关于基础和基层薄弱的问题，王

勇局长着重强调了技术性的措施，比

如标准化、认证认可、计量、信息化

等相关工作的建设或加强。但是，更

重要的问题是基层的现状。所谓质检

系统的垂直管理也只是在中央, 到了

地方质监、检疫是分家的，而且人事、经费都由地方政府负

责。这就势必在人财物等的资源上受到制约。其根本原因在

于一些地方政府领导把质量和安全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上的心

思不多。资源的贫乏如何能建设和加强技术性的工作，地方

质监部门行政执法的力度也就因此受到影响。

关于自身建设的问题。王勇局长讲的自然是质检总局

领导下的各级质检部门的自身建设。我曾到过总局和不少

地方局的办公室，看到各级官员很忙碌，担心他们没有太

多时间学习研究。我看到许多文件橱、地板上放置的也是

一摞一摞、一箱一箱的材料，有企业送来的评审材料、有

企业上交的质量档案、有监督抽查的报表，这些东西如果

认真阅读起来，那就要费好大的精力和时间。我想到，让

大学生来做社会实践，帮忙把这些材料整理一下，写出报

告，提出重点事项，再交有关官员阅读，岂不两全其美。

我还想，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有到市、县挂副职领导的

制度，以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锻炼。质检系统的官员不妨

也到行业协会、事业协会、研究单位挂职，交流锻炼。这

可能就符合了王勇局长提出的“大质检”的文化建设的构

思吧。

关于基础和基层薄弱的问题，王

勇局长着重强调了技术性的措施，比

如标准化、认证认可、计量、信息化

等相关工作的建设或加强。但是，更

重要的问题是基层的现状...... 其根

本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领导把质量

和安全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上的心思不

多。资源的贫乏如何能建设和加强技

术性的工作，地方质监部门行政执法

的力度也就因此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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