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综合新闻 微信：lswbwx 2021.1.12 星期二 编辑 吴天奇 陆娟 美编 王晨同

2020年食品安全和健康十大热点发布

冷链食品、毒蘑菇、米酵菌酸上榜
2020年，中国食品产业在疫情中经历了一场大考，承担起确保市场稳定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免疫力、冷链食品、“酸汤子”中毒等

一系列食安健康热点问题也受到人们广泛关注。
1月8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指导，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主办的“2020年食品安全与健康热点科学解读媒体沟通会”在京召开。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总顾问陈君石、北京工商大学校长孙宝国、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吴清平3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多
位权威专家分别对春节防疫、米酵菌酸、植物基食品等2020年食品安全与健康十大热点进行了科学解读，表达学术界观点。

新冠肺炎是呼吸道传染病，不是食源性疾
病。尽管中国有证据表明，新冠肺炎的传播途
径，除了人传人以外，还可能物传人，对于消费

者来讲，这种感染的机会非常小。搬运进口货
物的工人，如果预防措施不到位，通过物传人而
被感染的机会较大。

解读专家：陈君石，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总顾问

春节防疫——严防反弹、控制食品污染

国家统计局 11 日发布数据，2020 年全年，
全 国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指 数（CPI）比 上 年 上 涨
2.5%。“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5%左右”的物价调
控目标较好实现。

2020 年，CPI 月度同比涨幅在 1 月份达到
5.4%的高点后逐步回落，11月份同比下降0.5%，
12月份转为同比上涨0.2%，但仍在较低的区间。

“2020 年 CPI 运行呈现明显的‘前高后低’
走势，全年上涨 2.5%，保持在合理运行区间，顺
利实现了全年物价调控目标。”中国宏观经济研
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主任郭丽岩说。

郭丽岩分析，一季度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后，
我国全面落实重点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各
地“菜篮子”“米袋子”强基固本，加大力度恢复
生产和供应，应急保障、储备调节、进口调节等
措施精准到位。二季度以来，CPI 呈现平稳回
落态势，尽管三、四季度受到季节性、极端天气、
散发疫情等影响，个别商品价格出现短期波动，
但总体上延续稳定回落态势。

从近期来看，12月份CPI由降转涨。12月份，
CPI同比上涨0.2%，11月为同比下降0.5%。从环比
看，CPI由11月的环比下降0.6%转为环比上涨0.7%。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一些消费者反映近期
食品价格上涨，“姜你军”“向前葱”“辣么贵”等
现象有所显现。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学智
分析，食品价格由上月的同比下降2%转为上涨
1.2%，是推动 CPI 回升的主要因素。受极寒天
气影响，鲜菜、鲜果的生产放缓、储运成本增加，
价格上涨。随着春节临近，需求季节性增加，同
时饲料成本上升，促进猪肉价格环比上涨6.5%。

但与此同时，宏观物价水平仍然保持平
稳。数据显示，12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核心CPI同比上涨0.4%，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
百分点。

展望 2021年，专家认为物价总水平将保持
总体稳定。

“受全年翘尾明显低于去年的影响，预计
2021年物价总水平将呈现‘先抑后扬’的运行态
势。”郭丽岩分析，尤其是年初受高基数、较大负
翘尾以及春节错月等技术性影响，CPI同比涨幅
可能在低位徘徊，全年将维持在合理运行区间。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
认为，猪肉价格在供给回升及基数效应的双重
作用下同比回落，将会对整体价格形成较长时
间的负向拉动，消费服务需求的释放将成为
2021年影响CPI走势的重要因素。随着国内外
经济形势有序改善，就业及消费将相继回升至
常态，核心 CPI 同比有望呈现低基数水平下的
稳步回升。 据新华社

前高后低 去年我国CPI上涨2.5%

我国野生蘑菇分布广泛、种类繁多，其中掺
杂着数量庞大的有毒蘑菇。民间流传的所谓鉴
别野生蘑菇是否有毒的经验并不可靠，目前，还
没有简易辨别的科学方法，并且误食中毒后尚

没有特效治疗药物，因此，消费者预防野生蘑菇
中毒的最根本方法是“不采、不买、不吃”不认识
的野生蘑菇。

解读专家：吴清平，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
长、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名誉所长

误食毒蘑菇——我国食品安全头号致死因子

椰毒假单胞菌酵米面亚种产生的米酵菌
酸，是引起“酸汤子”食物中毒的罪魁祸首。椰
酵假单胞菌食物中毒的高危食品包括三大类：
谷类自制发酵制品、变质银耳或木耳、发酵薯类

制品。为避免该类食物中毒的发生，家庭或小
作坊要慎重制作或尽量不制作、不出售酵米面
类食品。正确购买和科学食用银耳、木耳等相
关食品，禁止出售鲜银耳。

解读专家：刘秀梅，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名誉副理事长、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

米酵菌酸——“酸汤子”中毒的罪魁祸首

免疫力是指机体对外防御和对内环境维持
稳定的反应能力，合理膳食是增强机体免疫力的
基础和保障，此外保证充足睡眠，进行适量运动
并保持放松的心理状态也是影响免疫力的重要

因素。在后疫情时代，食品工业正以国家政策和
消费者健康需求为导向，通过不断地提升食品营
养高质量供给能力，将在满足消费者免疫力提升
的健康需求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解读专家：丁钢强，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所长

免疫力——后疫情时代消费者的首要健康需求

随着人类追求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兴
起，植物基食品受到消费者广泛的青睐，成为了
食品行业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为大力促进植
物基食品的快速发展，满足消费者的健康新选

择，科技界和产业界应注重夯实植物基食品的
科学理论基础，开展技术创新研究，以科技进一
步提升植物基食品的营养水平，满足健康、美味
的新需求。

解读专家：郭顺堂，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江
连洲，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国际食品科学院院士

植物基食品——健康饮食的新潮流

疫情影响，引发了对全球粮食安全的重新
审视。目前，我国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安全稳
定。要强化以食品科技为依托的粮食安全保

障，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
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研究实施“藏粮
于食品”工程。

解读专家：孙宝国，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
长、北京工商大学校长

粮食安全——唤醒危机意识，杜绝食物浪费

网络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新兴的流量经济，
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满足消费者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食品作为直播
带货中重要的商品品类，更要明确相关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政府监管部门、电商平台等环节的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消
费者应秉持理性消费观念，从规范和信誉度好
网购平台选购产品。

解读专家：马冠生，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主任

直播带货——堵住火热营销下的安全漏洞

新冠病毒可能对食品及其包装造成污染，
因此对食品全产业链的安全提出了更高的卫生
要求。进口冷链食品及其包装可能成为远距离
跨境运输携带并传播新冠病毒的载体，因此疫

情防控要着重加强关口前移，在强化源头控制
的同时，相关食品生产经营者应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主体责任，做好“人”“物”同防。

解读专家：李宁，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国家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中心副主任

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下的难点与重点

诺如病毒是引发人类感染性腹泻的主要病
原之一，流行具有明显的季节性。诺如病毒虽
然有很强的感染性且传播途径广泛，但引发的
感染属于一种自限性疾病。专家建议：保持良

好的卫生和饮食习惯是预防和控制诺如病毒感
染最有效的措施；发现疑似病例要及时上报，加
强感染者的治疗和管理；加强食品生产经营单
位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

解读专家：陈颖，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李凤
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微生物实验室主任

诺如病毒——导致食源性疾病的“惯犯”

食物过敏是一个全球性的食品安全和严重
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避免摄入致敏物质是防
治食物过敏的唯一有效途径，实施食品致敏物
质标签制度是避免食物过敏的有效措施。当
前，我国迫切需要基于中国人群流行病学调查

确定过敏食物清单，通过多学科协同创新以应
对我国人群食物过敏问题。消费者应增强对食
品包装上致敏物质标示认识，避开食用会导致
自己过敏的相关食品。

据新华社

解读专家：吴永宁，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食品真实性与溯源分会
理事长；陈红兵，南昌大学中德联合研究院院长

食物过敏——被忽视的食品安全“隐形杀手”

利率市场化又迈出一步。上海证券报记者
近日获悉，2020 年 12 月 31 日，人民银行下发通
知称，自 2021年 1月 1日起，信用卡透支利率由
发卡机构与持卡人自主协商确定，取消信用卡
透支利率上限和下限管理。这意味着，信用卡
透支利率将实现完全市场化，银行可以根据自
身情况灵活定价。东吴证券银行研究团队首席
分析师马祥云认为，取消信用卡透支利率区间
限制，在监管方向上符合预期，属于利率市场化
改革的必要步骤。

对于信用卡利率市场化定价改革，人民银
行采取了分步走、渐进式改革的策略。

2016年4月15日，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信用卡
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称，取消此前统一规定的信
用卡透支利率标准，实行透支利率上限、下限区间
管理，上限为日利率万分之五、下限为日利率万分
之五的0.7倍。同时，配套放开信用卡透支计结息
方式、对溢缴款是否计息及其利率标准等相关政
策限制，以进一步完善利率市场化机制。

人民银行当时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实施分
步走、渐进式改革，有利于发卡机构在过渡期内
进一步积累定价数据和经验，引导其完善信用

卡利率定价机制。同时，有利于避免个别发卡
机构盲目降价打价格战。

记者查阅部分主流发卡行信用卡章程发
现，目前，信用卡透支利率对应的年化利率上限
为18.250%，下限为12.775%。实际上，银行普遍
按照上限计息。

此番放开利率区间限制管理后，短期内银行
会否调整利率？一位银行人士向记者表示，预计
至少一年内，银行应该不会作出相关调整。

对于大多数商业银行而言，信用卡业务是
一块“必争之地”。特别是近年来，商业银行转
型零售，信用卡业务扛起大旗，带来了丰厚的利
息收入、中间收入，同时也带来了客源。目前，
市场上已有百余家银行参与信用卡市场竞争，
但基本上由国有大行以及股份行占主导。

为保障持卡人权益，人民银行还要求，各发
卡行应通过该机构官网等渠道充分披露信用卡
透支利率并及时更新，在信用卡协议中以显著
方式提示信用卡透支利率和计结息方式，确保
持卡人充分知悉并确认接受。银行在披露信用
卡透支利率时应以明显方式展示年化利率，不
得仅展示日利率、日还款额等。 据新华社

信用卡利率市场化改革
你的透支利率可议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