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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假冒伪劣产品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危害。国务院

办公厅颁布《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

〔2015〕95号）》，部署推进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工作，旨在

建设覆盖全国、统一开放、先进适用的重要产品追溯体系，提升产品

质量安全与公共安全保障能力。各地方各部门党政一把手亲自抓重要

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迫切性和现实意义。要结合各级

政府工作的实际情况把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纳入党政一把

手绩效考核评价，同时制定切实可行的考评机制。要建立目标责任制，

设置科学考评指标；要运用科学技术，规范考评流程；要健全考评成

果运用机制。 

http://www.so.com/link?m=aDMzJUrGQECFUzsqfrmBI09av0MO3rARj%2BhrtvPI9V%2BB9leSDgJu3yIwSa4S7AmMzz3ceg3ixBL9TqNrxn3Pqu9V4NmQpXVXV1sNIRK8Rxy9xdpoaTr5PgPCq1BUnSN%2Fesq%2FNBWcfBnzsGs094C1YczpnqFd4juRsnDX9jU1kSxIcw7aMr9RKjaz6kJTmi8V6kAs0L9vaVEo%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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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围绕食用农产品、食品、药品、稀土产品

等重要产品，积极推动应用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建设追溯体系，

在提升企业质量管理能力、促进监管方式创新、保障消费安全等方面取得

了积极成效。但是，也存在统筹规划滞后、制度标准不健全、推进机制不

完善等问题。为加快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重要产品追溯体系，2015 年 12

月 30 日, 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

见（国办发〔2015〕95号）》。随后，2017 年 2月 16 日，商务部联合工业

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安全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关于推进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

的指导意见》，部署推进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工作，旨在建设覆盖

全国、统一开放、先进适用的重要产品追溯体系，提升产品质量安全与公

共安全保障能力。我们认为，要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以上《意见》，使之成为

各级政府的实际行动，确保每个任务真实落地，根治“疫苗事件、问题奶

粉、僵尸冻肉、假冒农资、地沟油、夜光猪肉、毒牛奶、毒大米”等假冒

伪劣产品，关键在于调动各地党政一把手的积极性、责任心和担当，把重

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纳入各地党政一把手绩效考核评价，把为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负责放到重要位置。 

一、假冒伪劣产品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危害 

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会因为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而受到一系

列的危害。诸如造成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给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扰

乱市场秩序，影响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威胁人们的财产以及人身安全，给

消费者带来精神和物质上的多重伤害，滋生腐败现象，破坏社会风气等。 

1.造成国家经济损失，破坏国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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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伪劣的生产经营活动一般都是地下隐蔽进行，存在跨区经营、信

息收集困难等特点，不仅造成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而且各级政府每年还

需拨出相当数目的专项资金，用于执法部门打假，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

健康发展。据悉在中国，假冒伪劣重要产品规模是 3000~4000亿元，特别

是烟、酒、农资、食品、药品等行业，已成为假冒伪劣的“重灾区”。 

假冒伪劣产品在国际上被视为“仅次于贩毒的世界第二大公害”，而中

国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假冒伪劣产品的产地，一些国家和地区还专门成

立打假联盟来对付中国产品,严重败坏了中国产品和企业在国际上的形象。

同时，假冒伪劣产品也破坏了我国的投资环境，国外投资者对他们在中国

的投资回报表示担忧，进而使我国丧失了许多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机会。 

2.扰乱市场秩序，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中的基本机制，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具有十分重

要的影响。假冒伪劣产品由于不用支付研发费用、宣传费用，在生产中使

用低劣的原材料，因而在价格上占据“竞争”优势，甚至使真品的市场份

额逐渐缩小直至消失。假冒伪劣产品严重破坏了“游戏规则”，使价格机制

不能充分发挥其调节作用，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3.增加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影响企业长期发展 

通常被假冒的产品都是一些经受过市场和消费者检验的优质品牌。面

对泛滥的假冒伪劣产品，这些企业不仅要支付比假冒伪劣产品更高昂的生

产成本，且不得不成立专门的打假机构。一个企业的人力、财力、物力是

有限的，打假活动势必会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削弱企业的市场

竞争力。此外，由于打假费用较高，且具有“公共品”性质，一些企业无

力打假或不愿打假，以至于在市场上出现“劣胜而优汰”的怪相。 

4.安全事件频发，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 



— 4 — 

消费者是假冒伪劣产品的最终受害者。假冒伪劣产品以次充好是对消

费者权益的公然掠夺，致死致残事件频发，使广大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承

受巨大侵害。2017 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72.7 万件，比上

年增长 11.2%，其中质量安全、虚假宣传等问题较为突出，在全国发生的

多起重大劣质酒中毒、药品安全等事件，令人触目惊心。 

5.滋生腐败现象，破坏社会风气 

近年来，中央政府的打假力度持续加强，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制假、

贩假活动仍然是屡禁不止。在制假、贩假的背后往往存在监管官员的失职

渎职以及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腐败问题。一方面，一些官员为了一己私

利，无视人民利益和法律，充当制假贩假者的“保护伞。另一方面，唯 GDP

至上的官员晋升机制，使得一些地方政府或官员片面追求任期内经济发展，

和企业相互勾结，跑马圈地，采用行政手段限制外地区真品的流入，进一

步加剧了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 

二、党政一把手亲自抓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和现

实意义 

一些干部群众说，“千难万难，一把手肯抓肯干就不难”，这形象地说

明了作为“关键少数”的党政一把手的作用。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

设是惠民生、促消费、稳增长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对提

高供应链效率和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水平、推动流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构建信息化监测监管体系、营造安全消费的市场环境具有重大意义。因此，

为了进一步推进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需要发挥制度优势，充分

调动党政一把手的积极性。 

1.党政一把手亲自抓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是提升政府公信

http://www.so.com/link?m=aDMzJUrGQECFUzsqfrmBI09av0MO3rARj%2BhrtvPI9V%2BB9leSDgJu3yIwSa4S7AmMzz3ceg3ixBL9TqNrxn3Pqu9V4NmQpXVXV1sNIRK8Rxy9xdpoaTr5PgPCq1BUnSN%2Fesq%2FNBWcfBnzsGs094C1YczpnqFd4juRsnDX9jU1kSxIcw7aMr9RKjaz6kJTmi8V6kAs0L9vaVEo%3D
http://www.so.com/link?m=aDMzJUrGQECFUzsqfrmBI09av0MO3rARj%2BhrtvPI9V%2BB9leSDgJu3yIwSa4S7AmMzz3ceg3ixBL9TqNrxn3Pqu9V4NmQpXVXV1sNIRK8Rxy9xdpoaTr5PgPCq1BUnSN%2Fesq%2FNBWcfBnzsGs094C1YczpnqFd4juRsnDX9jU1kSxIcw7aMr9RKjaz6kJTmi8V6kAs0L9vaVEo%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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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有效途径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但是也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其中假冒伪劣问题对整个社会经

济造成了多方面的危害，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食品药品

安全事件频发不仅直接威胁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公众对政府的信心，长此下去，势必会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不断下降。

党政一把手亲自抓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既能体现党和政府对重

要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视，维护党的形象，也能使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成为政

府履职的重要方面，提升政府公信力。 

2.党政一把手亲自抓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是实现服务型政

府的重要举措 

服务型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其基本职能是提供制度供给服务

和良好的公共政策服务。同时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民主和责任的政府，如果

连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都不能有效地解决，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和谐社会

都是不切实际的。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而政府

正是依据这样的公共需要而产生的，政府机构有责任在法律约束范围内尽

可能提供髙质量的服务。因此，作为党政一把手应发挥示范作用，以上率

下，统筹协调，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加快推进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

系建设。 

3.党政一把手亲自抓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是强化政府监管

职能的基础 

中国政府的监管体制是纵向监管为主，横向监管为辅。从 2008年的三

鹿奶粉事件到近期的长生疫苗事件，已经暴露了中国政府监管模式的一些

问题。上下监管下级，管理范围广、成本高，很难发现问题，如果被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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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上级亲手提拔的人，监管者更会因此放松警惕，很难实现真正的监管。

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程，由党政一把手

亲自抓部署、抓方案、抓协调，层层传导责任，才能够最大程度的引起各

级政府的重视，强化政府监管职能，使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工作顺利开

展。 

三、对策建议 

为了使党政一把手亲自抓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不流于形式，

真正达到党政一把手重视产品质量监管，主动开展体系建设工作的目的，

必须结合各级政府工作的实际情况把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纳入

各地党政一把手绩效考核评价，同时制定切实可行的考评机制。 

1.建立目标责任制，设置科学考评指标 

党政一把手亲自抓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是当前经济社会发

展的客观需要，决不是权宜之计。但要做到常抓不懈，成为各级党政负

责人的自觉行动，并不容易。因此，对党政一把手亲自抓重要产品信息

化追溯体系建设实行定期的目标考核，尤为必要。应建立目标责任制，

对各单位做出具体的工作计划，同时对年底的目标考核对象、内容、方

法做出公示。考评目标既要有量化指标，也要兼顾综合情况；既要重视

党政一把手的主观努力情况,也要兼顾地方的自然条件和发展程度，做到

公正客观，调动各单位党政一把手亲自抓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

的积极性。 

2.运用科学技术，规范考评流程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网络信

息技术接力涌现、相互叠加、迅猛发展。区块链作为分布式数据存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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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技术的集成应用，已成为联合国、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许多国家政府研究讨论的热点，被越来越多

地应用于政府治理方面。区块链系统的透明化、数据不可篡改等特征，完

全适用于党政一把手的考评机制。具体来说，可将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

系建设工作的流程数据与区块链网络进行实时同步，内部审查人员和广大

群众可通过节点对数据记录进行监管和验证，保障考评的客观性，提高政

府的公信度。 

3.健全考评成果运用机制 

考评党政一把手政绩本身不是目的，充分运用考评结果，才能激发广

大干部的工作热情，因此，必须健全相关成果运用机制。以 GDP增长为基

础的政绩考评机制在调动地方官员发展地区经济的积极性方面曾发挥过

重要的历史作用。但随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这种激励机制的消极后果也

越来越明，违背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近些年，中央政府特别强调

地方科学发展问题，着力构建以“四个全面”为导向构建科学政绩考评体

系，不再简单地以 GDP 增长来论英雄了。 

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以保障民生为核心，坚持发展一切为民

的价值导向和民生优先的行为导向，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和公益性事业，

符合以“四个全面”为导向构建科学政绩考评体系要求。而且只有将重要

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成果与干部的选拨任用相关联，做到奖优罚劣，

才能让党政一把手充分重视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发挥示范作用，

立足全局，打破利益阻隔，造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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