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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食品药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关社会

和谐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 为广大群众所关注、为各级领导所重

视。一直以来，在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下，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有效维护了广大人

民群众的饮食用药安全。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清

醒地看到，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食品药品安全仍处于风

险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虽然总体趋稳，形势向好，但问题也时

有发生。如瘦肉精、儿童注射疫苗、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等事

件，增加了人民群众对食品药品的不安全感。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食品药品安全既是重大的民生问

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湖北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食品

药品安全工作, 全省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忠于职守，克难

攻坚，取得了显著成效。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是各级政府的职责所

在，是党和人民赋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使命与重托，责任

重大，不可懈怠。《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湖北省药品

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要求建立健全“地方政府负总责、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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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各负其责、企业是第一责任人”的监管责任体系。各级政

府应当加强对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的统一组织和领导，建立健

全责任考核评价机制，落实食品药品安全问责制和重大食品药品

安全事故一票否决制。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牢记重

托，切实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企业诚信档案、诚信评定

机制、失信惩戒机制、诚信激励机制，提高企业的法律意识、责

任意识、自律意识和自我管理水平，对食品药品的违法违规行为

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加大现场监督检查力度, 加大市场稽查打击

力度，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提高违法违规行为成

本；加大宣传力度，着力普及人民群众食品药品安全常识，提高

识别真假的能力，防止上当受骗；同时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

行有奖举报，形成各方共同参与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的良好局面，

以此提升全社会对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认知水平，共同营造一个

政府统一领导、部门积极履责、企业自我约束、行业严格自律、

专家科学判断、个人自我保护、公众普遍监督、媒体正确引导的

安全饮食用药的社会氛围，努力做到让人民群众花钱消费——买

得放心、吃得安心、用得舒心！

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

为引导人民群众正确看待我国食品药品安全现状，让广大人民群

众学习了解食品药品安全常识、普及食品药品安全法律法规，使

人民群众善于识别真假，提高自我防护的意识和能力，营造人人

关注食品药品安全的浓厚氛围，通过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就人民

群众经常关心的问题，譬如食源性疾病、食品添加剂、农药残

留、药品违法广告、药品不良反应、配伍禁忌等，采用深入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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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通俗易懂的描述，编辑出版了《食品安全常识》和《药

品安全常识》两书。两书图文并茂，有较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

可读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希望这两本书能成

为消费者的良师益友，也能架起监管部门与人民群众沟通理解

的桥梁。

食品药品安全无小事，食品药品安全大于天。希望人人关心

食品药品安全，家家享受健康幸福生活；保障食品药品安全，共

建诚信和谐社会；愿美好生活，从安全饮食用药开始……

以上，是为序。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011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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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名称知多少

目前，我国药品名称的种类有 3 种：通用名、商品名、

国际非专利名。

通用名是国家药典委员会按照一定的原则制定的药品名

称，是药品的法定名称，其特点是通用性。每种药品只能有

一个通用名，如青霉素钠、布洛芬。在药品生产、流通、使

用以及监督检验过程中，国家推行和倡导使用药品通用名。

商品名是指一家企业生产的区别于其他企业同一产品、

经过注册的法定标志名称，其特点是专有性。商品名体现了

药品生产企业的形象及其对商品

名称的专属权。商品名是生产厂

家为突出、宣传自己的商品，创

造品牌效应而起的名字，与药品

的成分、作用等没有关系。如天

津史克药厂生产的布洛芬，其商

品名叫芬必得；美国礼莱制药公

司生产的头孢克洛，其商品名叫

希刻劳。使用商品名须经国家主

我国药品名

称的种类有

3 种：通用

名、商品名、

国际非专利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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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批准。

国际非专利名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制定的药物

的国际通用名。它是 WHO 与各国专业术语委员会协作，

数次修订，为每一种在市场上按药品销售的活性物质所起

的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都可接受的唯一名称。例如青霉素的

国际非专利名为 Pen ic i l l in（盘尼西林），对乙酰氨基酚的

国际非专利名为 Parace tamol。

药品包装上的通用名常显著标示，单字面积大于商品名

的 2 倍；在横版标签上，通用名在上 1 /3 范围内显著位置

标出（竖版为右 1 /3范围内）；字体颜色使用黑色或者白色。

药品包装上的商品名一般与通用名分行书写，其单字面

积小于通用名的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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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许多仿制药在广告宣传中使用的并不是药品商品

名，而是注册商标。药品的注册商标，一般印刷在药品标签

的边角，含文字的，其单字面积约为通用名的 1 /4。

药品的准生证
——批准文号

药品批准文号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药品生产

企业生产药品的文号，是药品生产合法性的重要标志。未取

得药品批准文号的，生产企业不得生产药品。国外以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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