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1 卷 第 2 期

2013 年 4 月

食 品 科 学 技 术 学 报

Journal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郾 31 No. 2

Apr. 2013

文章编号:2095鄄6002(2013)02鄄0015鄄06
引用格式:郭崇义,李宁. 水产食品流通环节的食品安全问题及调控. 食品科学技术学报,2013,31(2):15 - 20.

GUO Chong鄄yi, LI Ning. Food Safety and Its Regulate and Control of Aquatic Products in Circulation Links. Journal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3,31(2):15 - 20.

水产食品流通环节的食品安全问题及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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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水产品的流通主体涉及到生产环节、加工环节、批发环节、零售环节、物流仓储环节. 每个

环节的食品安全问题既可能是上一环节的延续问题,也可能是本环节的新生问题. 其原因主要有

过度追求利润、诚信问题与监管漏洞,以及信息不对称与柠檬市场. 借鉴国外经验,建议我国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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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近些年在水产品的流通环节发生了多起食品安

全事件,如河鳗含孔雀石绿事件、福寿螺感染管圆线

虫事件、阳澄湖大闸蟹含硝基呋喃事件、多宝鱼药物

残留超标事件、《纽约时报》的“毒水水产冶事件、输
韩冷冻水产品注水事件等. 这些事件打击了相关产

业、损害了消费者的健康、败坏了社会形象. 尽管政

府加大了监管力度,降低了事件发生的概率,但水产

食品的安全问题依然存在. 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些问

题,很有必要对水产品在流通环节的安全问题进行

深入探讨.

1摇 水产品流通组织

1郾 1摇 水产品流通主体和环节

水产品从水域到餐桌要经过若干环节,有若干

组织和个人参与. 不了解这些环节和主体,就难以

有效地进行监管. 水产品流通主体是指参与水产品

从生产者到消费者流通过程的企业和个人,其起点

是水产品的生产者,终点是消费者. 这些主体可分

为生产环节(养殖、捕捞)、加工环节、批发环节(产

地批发、中转批发、销地批发)、零售环节(超市、农
贸市场、水产品专业市场、餐饮)、物流仓储环节等

几大类[1] . 本文仅重点讨论批发、零售环节.
1郾 1郾 1摇 批发环节的流通主体

批发环节的流通主体根据其性质可分为批发企

业、个体批发商、批发市场三大类,其中批发企业和

个体批发商合称为批发商. 批发商在水产品流通中

的主要功能有采购、批发、储存、分拣、物流、安全检

查等. 批发市场是批发商的集聚场所. 尽管超级市

场、统一配送、订单形式、直销等的快速发展会对水

产品批发市场的经销规模产生一些影响,但水产品

批发市场仍在水产品流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批发商或批发市场根据其在流通中的位置可进

一步划分为产地批发商或批发市场、中转批发商或

批发市场和销地批发商或批发市场. 产地批发商或

批发市场位于水产品的生产地,产地批发商直接从

生产者收购水产品. 中转批发商或批发市场分为两

种情况,一是从事水产品进出口的代理商;二是将一

个大区域的水产品集聚起来销往其他区域. 销地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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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商或批发市场位于大中城市,组织外地水产品为

本地区的零售环节服务.
1郾 1郾 2摇 零售环节的流通主体

零售环节的水产品流通主体主要包括以下几

类:水产品交易市场、经营水产品的零售商店、食品

服务机构、各种摊贩及无店铺零售.
水产品交易市场分为两类,一是位于综合农贸

市场中的部分,二是专业水产品市场. 水产品市场

的主要特点是摊位经营,经营主体是个体摊贩,个体

摊贩通常从水产品批发市场进货. 经营水产品的零

售商店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超级市场、大型超市、
生鲜超市、仓储商店、便利店、其他商店. 这里将超

级市场、大型超市、生鲜超市等几种零售类型统称为

超市. 超市作为一种现代化的零售类型,其典型特

征之一是连锁化发展. 随着超市的连锁化发展,其
在水产品流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食品服

务机构指提供食品服务的机构,如餐饮店、宾馆、娱
乐场所、社会机构的后勤部门(学校、医院、工厂、军
队等). 这些食品服务机构从批发市场、农贸市场、
专门基地采购水产品,经过加工后销售给消费者.
无店铺销售公司采取网上交易、送水产品上门等销

售形式,具有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等优点.
1郾 2摇 水产品流通模式

水产品流通主体组织方式见图 1.

图 1摇 水产品流通主体组织方式

Fig. 1摇 Organization mode of aquatic products circulation
摇

摇 摇 由图 1 可知,水产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有多种

流通的组织方式. 一个典型的水产品流通渠道是:
养殖或捕捞者———产地批发商或批发市场———(加
工商 )———中 转 批 发 商 ( 进 出 口 商 )———( 加 工

商)———销地批发商或批发市场———零售商、农贸

市场、食品服务机构———消费者,物流商和仓储商贯

穿中间. 在这个典型的以各种流通主体广泛介入的

渠道中,如果跳过某个或某些中间环节,则可以形成

不同流通模式. 例如,如果没有中间商参与,由生产

者直接到消费者,则形成直销的流通模式;如果零售

企业直接从产地采购,则形成零售企业直采型模式.
在这些模式中,经过长期博弈,总会形成一些实

力较强的流通主体. 这些主体在水产品流通链条中

起重要作用,如在定价、在质量把控等方面. 目前已

经形成了几种以某个强势流通主体主导的水产品流

通模式:销地批发市场主导型、龙头企业(连锁超

市、水产品加工企业)主导型、产地批发商主导型、
中转批发商(进出口商)主导型. 核心流通主体利用

其强势地位,对其他渠道成员造成压力,形成较为稳

定的渠道关系. 因而,识别这些水产品流通中的主

导主体,对其重点监管非常必要.

2摇 水产品流通中存在的安全问题

批发、零售环节存在的水产品食品安全问题可

分为两类:一是上一环节延续过来的问题,二是本环

节新生的问题.
2郾 1摇 批发环节的水产品安全问题

2郾 1郾 1摇 从生产环节延续来的食品安全问题

水产品在生产或加工之后,经过批发商的采购

进入批发环节. 如果生产环节把控不严,其业已存

在的食品安全问题(生物性危害、化学性危害和物

理性危害)会延续到批发环节.
以水产品的进出口为例,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发表的信息,2012 年 10
月、11 月、12 月检测出多起进口水产品的安全问题

(见表 1). 这些检测出来的问题都已依法做退货、
销毁或改作他用处理,未在国内市场销售. 没检测

出来的问题则进入了下一个流通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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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表 1摇 2012 年 10 月、11 月、12 月进境水产品不合格信息

Tab. 1摇 Unqualified inward aquatic products from oct. to dec. 2012

产品名称 产地 不合格原因描述 处理措施 进境口岸

冻格陵兰庸鲽鱼头 美国 镉超标 销毁 山东

冻黄金鲽鱼 美国 检出副溶血性弧菌 退货 山东

冻鱼肉 越南 检出孔雀石绿 退货 厦门

章鱼烧(冷冻鱼糜制品) 中国台湾 大肠菌群超标 退货 珠海

紫芋卷(冷冻鱼糜制品) 中国台湾 大肠菌群超标 退货 珠海

北欧泡芙(冷冻鱼糜制品) 中国台湾 菌落总数超标 退货 珠海

鱼包蛋(冷冻鱼糜制品) 中国台湾 菌落总数超标 退货 珠海

创意海鲜球 越南 菌落总数超标 退货 厦门

翡翠虾卷 越南 菌落总数超标 退货 厦门

鱼美人酷辣香味海苔 泰国 大肠菌群超标 销毁 北京

海苔末 中国台湾 铅超标 退货 厦门

鱼酱 日本 镉超标 退货 山东

冻大马哈鱼 美国 检出一氧化碳 退货 山东

冻红鲑鱼头 美国 未办理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 销毁 山东

冻真鳕鱼 美国 携带有害生物 销毁 山东

冻整条太平洋真鳕鱼 日本 货证不符 退货 山东

生带头南美白虾 泰国 检出副溶血性弧菌 退货 上海

冻煮鱿鱼耳 秘鲁 挥发性盐基氮超标 退货 山东

冻煮鱿鱼翅膀(熟耳) 秘鲁 腐败变质 销毁 辽宁

冻带鱼 泰国 镉超标 退货 山东

冻肉鲳鱼 泰国 镉超标 退货 福建

冷冻巴沙鱼 越南 非法进口 退货 江苏

冻虱目鱼 中国台湾 检出副溶血性弧菌 销毁 厦门

冻章鱼段 韩国 货证不符 退货 山东

干紫菜 韩国 违规使用化学物质聚二甲基硅氧烷 退货 江苏

豆豉小鱼干罐头 中国台湾 菌落总数超标 销毁 厦门

约克原味鱼脆酥片 马来西亚 违规使用化学物质柠檬黄 退货 厦门

三联盒海苔 韩国 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 销毁 山东

海苔杏仁脆片(麻辣) 中国台湾 大肠菌群超标 退货 厦门

台鲜屋干贝酱罐头 中国台湾 违规使用化学物质维生素 E 销毁 厦门

台鲜屋小鱼干酱罐头 中国台湾 违规使用化学物质维生素 E 销毁 厦门

摇 摇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 http:椅jckspaqj. aqsiq. gov. cn / 发布的信息整理

2郾 1郾 2摇 批发环节新生的食品安全问题

批发环节涉及到产地批发、中转批发和销地批

发,每类批发又涉及到数量众多的批发商. 批发商

在采购、储存、分拣、物流、批发水产食品的过程中,
出于各种原因,有可能产生新的食品安全问题.

批发商的盈利模式就是赚取水产品的进销差

价. 为了使这种差价最大化,其措施不外乎降低成

本、减少损耗、增加重量、提高价格. 这几个措施如

果采用非法的手段,便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新生食品

安全问题.
根据这个措施框架,对近两年新闻中反映出的

问题进行归纳如下:1)用假水产品冒充真水产品,
低成本高收益. 如用鱼粉明胶合成假鱼翅. 2)人为

增加水产品的重量,当价格不变时,可提高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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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海参里加糖、加胶. 3)对水产品保水、保鲜,以便

减少损耗. 如使用火碱、福尔马林、浓盐水等. 4)使
水产品更美观,以便提高批发价格. 如使用胭脂红

等化学色素对海米进行染色.
2郾 2摇 零售环节的水产品安全问题

2郾 2郾 1摇 从批发环节延续的食品安全问题

零售商从批发商采购水产品时,如果把控不

严,其批发环节业已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会延续

到零售环节 . 此时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来源有两

个,一是从生产环节延续到批发环节的问题再一

次延续到零售环节,二是批发环节新生的食品安

全问题(包括仓储物流中产生的问题)延续到零

售环节 .
2郾 2郾 2摇 零售环节新生的食品安全问题

零售环节涉及到超市、农贸市场、餐饮等类型,
每一类又涉及到规模各异、数量众多、现代化水平不

同的经营主体. 零售商在采购、储存、分拣、物流、销
售水产食品的过程中,出于各种原因,有可能产生新

的食品安全问题.
同批发环节一样,零售环节追求高利润的基本

手段也是降低成本、减少损耗、增加重量、提高价格.
表 2 总结了零售环节新生的食品安全问题.

表 2摇 水产品零售环节的食品安全问题

Tab. 2摇 Quality safety of aquatic products in retailing link

摇 摇 原因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食品安全问题

降低成本、提高价格

1)销售时,伪造产地(河蟹)、冒充野生(甲鱼)、以次充好

2)给鲜活水产品做“美容冶(用高锰酸钾或黄粉把普通甲鱼染成黄色,用洗虾粉清洗小龙虾)
3)包装简陋

4)没有冷藏设施

保障质量 滥用农药、甲醛以防苍蝇、防腐

减少损耗、提高存活率
1)在运输水体中加入孔雀石绿、丁香酚等

2)在暂养水体中加入孔雀石绿、福尔马林、过氧碳酸钠等

增加重量
1)注水(给黄鱼注水,可增重 10% ~20% )
2)甲醛浸泡(用甲醛浸泡鱿鱼比温水泡发重三倍)

摇 摇 再以餐饮企业为例,餐饮企业的水产品安全问

题除了采购问题及表 2 中的问题外,在其对水产品

加工过程中,还有可能存在其他一些问题[2]:1)水产品

存储或加工场地的卫生与安全问题; 2)食品添加剂滥

用、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等问题;3)加工工艺的卫生与

安全问题; 4)工作人员的卫生与安全问题.

3摇 水产品流通环节食品安全问题的原
因分析

摇 摇 水产品食品安全的影响因素有很多,这里仅探

讨两个关键问题.
3郾 1摇 过度追求利润、诚信问题与监管漏洞

我国水产品流通环节多,每个环节主体多,规模

大小不一,法律意识参差不齐. 商人的行为受市场

支配,为了攫取高额利润,有的企业不是采取正当的

营销手段,而是选择以消费者健康为代价的违反法

律或不道德的手段来实现. 假冒伪劣、非法添加、滥
用化学品等手段频频出现在水产品的流通中. 诚信

本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现在却成了一个普遍

存在的问题. 当违法、不诚信与水产品流通结合起

来,食品安全问题就会存在. 这就需要政府介入.
近些年,政府在食品安全的监管方面投入大量

人力、物力和财力,并且建立了各式各样的监管网络

和体系,但水产食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并未消除,不时

会有出现. 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政府投入的有限性

与水产品食品安全问题产生源的多样性、复杂性和

隐蔽性;另一方面在于监管网络存在漏洞,监管体系

的有效性仍需提高.
这里以质量检测体系的漏洞为例说明监管网络

的问题. 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监督抽查、委托检验、
企业自检相结合的检测体系,但以企业自检为主的

检测体系存在漏洞,如对质量安全检测不够主动、全
面,检验检测中心使用率不够高,难以核实数据的真

实性等.
3郾 2摇 信息不对称与柠檬市场

1970 年乔治·阿克洛夫发表了《柠檬市场:质量

不确定和市场机制》 [3]的论文,提出柠檬市场(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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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次品市场)理论. 该理论可对水产品的食品安全

问题给出解释:买方拥有较少的关于水产品的信息,
不知道水产品的真正质量,只能通过市场上的平均

价格来判断,由于难以分清商品好坏,因此只愿意付

出平均价格,以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损失.
水产品在流通过程中,在不同交易环节和主体

间交易时,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 一般而言,卖方拥

有水产品的信息多于买方掌握的信息. 随着水产品

由生产者流通到消费者,信息越来越少. 水产品有

好有坏,提供好商品的就要吃亏,提供不好商品的便

得利,于是好商品便会逐步退出市场,从而低质品充

斥市场,高质品被逐出市场. 在这个情况下,消费者

便会认为市场上的商品都是坏的,就算面对一件价

格较高的好商品,都会持怀疑态度,为了避免被骗,

最后还是选择坏商品. 根据柠檬市场理论,逆向选

择、信息不对称、劣质驱逐良质,为水产品的食品安

全问题提供存在空间.

4摇 水产品监管的国际借鉴与调控

4郾 1摇 美国、欧盟、日本的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美国、欧盟和日本是水产质量安全水平较高的

国家或地区. 水产品是食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

国家或地区对水产品的监管依据既有食品安全方面

的法律法规,也有专门针对水产品的法律法规(见
表 3). 可以看出,世界上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先进的

国家或地区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体系,强调风险管理,注重监管措施的有效落实.

表 3摇 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Tab. 3摇 Supervision on quality safety of aquatic produc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国家 / 地区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法律、法规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监管特点

美国

有关水产品质量安全的法律、法规累计多达 30 余部,如《联邦食品、
药品和化妆品法令》、《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公众健康保护法》、
《食品质量保护法》、《水产品及水产加工品与进口的安全卫生法

规》、《进口食品预先申报》

1)职能明确、法律完备、标准统一;2)缺乏统一领导机

构;3)强调预防为主的理念;4) 涵盖整个供应链;5)
HACCP 体系;6)风险评估、风险管理

欧盟

9 个水产品的卫生指令:21 / 492 / EEC、92 / 11 / EEC、93 / 140 / EEC、93 /
351 / EEC、93 / 383 / EEC、 95 / 51 / EEC、 96 / 22 / EEC、 96 / 23EEC、 2377 /
99EEC

1)高效、透明、稳定、可靠、可持续的管理体系;2)涵盖

整个供应链;3)协调机构协调各利益相关者;4)HACCP
体系;5)风险评估、风险管理

日本 《食品卫生法》、 《综合卫生管理制造过程》、 《食品安全基本法》
1)保障体系完善、监管措施严厉;2)HACCP 体系;3)风
险评估、风险管理

摇 摇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4]整理

4郾 2摇 我国的水产品监管

我国对农产品(涉及到水产品)的法律法规可

分为三个层次:国务院、部委、地方. 其中国务院发

布的法律、法规、政策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产品质量安全法》(2006)、《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

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2007)、《国务院关

于全面加强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
(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2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2009)、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2012)等.

部委发布的规章主要有:国家工商总局的《流
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2009)、农业部的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 (2010)、农业部的《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2012)、卫生部的《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2010)、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的《进出口水产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

法》(2011).
从风险管理角度的法规规章主要有:《国家食

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2011)、《卫生部食品安全事

故应急预案(试行)》(2013).
从监管部门看,涉及到水产品监管的部门有农

业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质检总局、
国家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工商总局、商务部

等 15 个部门. 为了加强协调,2010 年国务院设立国

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分析食品安全形

势,研究部署、统筹指导食品安全工作;提出食品安全

监管的重大政策措施;督促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
可以看出,近些年,我国农产品、水产品的监管

不仅强化了部门领导, 而且还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监

管体系,强化了应急管理. 对水产品的质量安全问

题的解决起到了积极的监管作用. 但同时我们又要

看到,水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并未根除,各种安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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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依然存在,监管体系依然存在漏洞,水产品质量安

全问题的解决尚需时日.
4郾 3摇 我国的下一步调控重点

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除了借鉴国外先进

经验外,还要考虑我国的发展阶段和特殊的环境条

件. 可通过检测重心前移解决延续性安全问题;通
过教育和加强处罚解决各环节的新生安全问题;通
过追溯制度和信息公开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具体

调控重点建议如下:
1)检测重心前移、强化政府检测. 淤 水产品的

质量安全不是“检冶出来的,而是上一环节延续来

的,或本环节新生的,因而,水产品的质量安全应从

“源头冶抓起,将检测重心前移. 由目前的偏重于超

市、批发市场、餐饮企业的事后检测,转向于偏重生

产者、产地批发市场或批发商的事前检测,各环节并

重的方式. 于 由于企业自检缺乏动力,因此应切实

加强政府抽检的制度建设. 增加政府在检测上的资

金、设备、人力等方面的投入,进一步扩大监测的品

种和参数.
2) 诚信教育与诚信管理、监督与处罚. 淤加强

对水产品经营者的诚信教育,一旦出现诚信问题,都
要被记入资料库,据此对经营者进行信用评级,并实

施差别化的监管. 于 强化法律法规政策的执行力,
加大处罚力度,对水产品安全方面的严重违法行为

涉及的相关责任人员,除常规性处罚外,还应依法予

以在一定年限内不得从事水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

处罚.
3) 完善追溯制度和信息公开. 建立水产品可

追溯体系对水产品的食品安全具有重要性和紧迫

性[5] . 加强水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需要落

实索证索票和购销台账制度,逐步实现水产品生产、
包装、储运和销售全过程的信息跟踪. 在水产品流

通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向上游(或下游)环节追踪查

询. 建立水产品流通的统一信息平台,通过全程追溯,
减少信息不对称,并对水产品经营者造成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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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Safety and Its Regulate and Control of
Aquatic Products in Circulation Links

GUO Chong鄄yi,摇 LI Ning
(School of Business,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Circulation links of aquatic products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such as production, pro鄄
cessing, wholesaling, retailing, logistics, and warehousing. The food safety problem in a circulation link
can come from upstream or this link, because of excessive pursuit of profits, honesty problems, supervi鄄
sion loopholes, and the market for lemons. Learning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of foreign countries to su鄄
pervise the quality safety of aquatic products, our country can get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putting for鄄
ward the focus of testing, honesty education, enhancing the punishment, and improving the traceability
system.

Key words: aquatic products; food safety; the market for lemons;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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