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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从食品安全风险涉及的食品种类、风险发生的供应链环节、风险形成的本质原因、风险产

生的责任主体四个要素入手,对 2001—2011 年的 3 484 个食品安全事件进行了定性分析和统计描述分

析,得出了我国食品安全的 4 个风险来源关键点分别是肉制品、深加工环节、要素用量不当、个体生产经

营者的结论. 针对上述风险来源关键点,提出了严格规范食品行业要素使用,加强对个体生产经营者的

监管,增强对深加工环节的管理和控制,强化对食品安全风险较高食品种类监管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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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我国作为食品生产和消费大国,食品安全关系

着 13 亿人的切身利益. 近年来各类食品安全事件

不断发生,居民消费信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引起了

社会各方面的强烈关注,如何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有
效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成为当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政府近期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法规来加强

对食品安全的监管. 2011 年 5 月,我国开始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危害食品安

全犯罪内容进行了重大修改,从司法层面加大了对

食品安全责任主体的惩罚力度. 2012 年 7 月 3 日,
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

定》,从战略上提出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和风险防

控的阶段性目标[1] .
相关学者在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研究方面取得的

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首先,在
食品安全风险来源的研究方面. M. F. Stringer 等[2]

将食品供应链和发生原因进行细分,为分析单一食

品安全事件的发生环节和产生原因提供了分析方

法. 张竹青等[3] 应用 HACCP 的原理定性地对供应

链环节中的风险危害进行分析,并主张建立关键点

控制体系. 吕园园[4] 从超市食品供应链的结构出

发,分析了超市销售食品风险形成原因,并指出了超

市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关键之处. 任燕等[5]对食品

流通领域风险来源的关键控制点进行了确认. 刘畅

等[6]归集了 1 460 个食品安全事件,按照发生环节

和本质原因对事件进行分类,找出了 4 个食品安全

关键控制点. 其次,在政府监管策略方面. 徐晓

新[7]分析了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和成因,提出了包括

完善食品安全标准、建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发挥中

介组织作用、促进消费者参与等对策措施. 李玉

等[8]提出建立一个消费者、中介组织、企业和政府

间相互沟通的机制,从而优化社会监管. 张旺璧[9]

分析了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提出要加强源头污染

的治理. 臧桀等[10]依据 HACCP 基本原理揭示了产

品缺陷出现在关键环节的规律,提出了监管应抓重

点,应由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防范,由结果检测转向过
程控制.

对食品安全风险来源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发

生环节和产生原因方面,对政策监管策略方面的研
究也主要集中在标准、机构、体系及法制建设等方

面.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依
据大量事件的分析来研究食品安全风险及其监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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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从食品种类、供应链环节、本质原因和责任主体
等要素入手,对食品安全事件的风险来源进行全面
深入的分析,准确定位食品安全风险关键点,进而提
出针对性的监管策略.

1摇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来源现状

我国食品安全的基础仍然较为薄弱,违法违规

行为时常发生. 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十二
五冶规划中迫切关注、亟待改善的问题. 根据我国卫
生部发布的 2001 - 2011 年全国食物中毒报告情况
(如表 1),虽然近两年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有所
好转,但是仍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表 1摇 2001—2011 年全国食物中毒报告情况

Tab. 1摇 Statistics from national food poisoning
reports of 2001—2011

年份 中毒报告例数 中毒人数 / 人 死亡人数 / 人

2001 185 15 715 146
2002 128 7 127 138
2003 379 12 876 323
2004 397 14 586 282
2005 256 9 021 235
2006 596 18 063 196
2007 506 13 280 258
2008 431 13 095 154
2009 271 11 007 181
2010 220 7 383 184
2011 189 8 324 137
合计 3558 130 477 2 234

摇 摇 数据来源:2001—2011 年卫生部关于重大食物中毒的通报资

料,见参考文献[11 - 15]

摇 摇 1) 食品安全涉及的食品种类广泛. 部分消费
群体大、影响范围广、关系到老百姓每日每餐饮食的
重点食品在食品安全事件中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近
年来涉及到乳制品、食用油、肉类、酒类、保健食品等的
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严重危害着人民的生命安全[16] .

2) 供应链多个环节存在安全隐患. 食品安全
涉及到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特别是近年来农
产品种养殖过程中的污染、食品加工过程和餐饮方
面存在着众多的不安全因素,导致食品安全事件不
断发生.

3) 导致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多样化. 随着工
业化的发展,环境污染对食品安全构成威胁,空气污
染、重金属污染和水污染日益严重,损害人类的健
康. 此外农产品农药、兽药超标、食品加工滥用添加
剂、人员环境不卫生等人为因素也是导致食品安全
事件屡有发生的重要原因[17] .

4) 食品安全事故责任主体规模小. 目前我国

食品行业的主要参与主体是个体生产经营者或者小
型企业. 我国农产品供应链的最前端即农产品生产
领域,主要参与主体是分散、组织化程度低的个体农

户生产者,农户组成的合作社的规模也较小;农产品
初加工领域和食品深加工领域近 60 万家的企业中,
具备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相对较少,小作坊式企业

数量众多,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食品流通和餐饮等
行业.

2摇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分析

2郾 1摇 食品安全风险来源要素

食品安全风险的产生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既有

包括宏观政策、法规、经济环境、科技水平等因素的
间接影响,也有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供应链上所有
环节的直接影响. 已有研究通常从食品安全事件的

起因属性角度,将食品安全风险分为物理性、化学性
和生物性风险三种. 本研究从供应链的角度查找食
品安全风险来源,对与供应链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

来源四要素进行细分(如表 2).
1) 风险涉及的食品种类. 主要包括“QS 食品

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冶下 28 大类食品以及生鲜

的水果、蔬菜、肉类、蛋类、水产类总共 33 类食品.
2) 风险发生的供应链环节. 包括农产品生产

环节、农产品初加工环节、食品深加工环节、农产品 /
食品批发环节、农产品 /食品仓储运输环节、农产品 /
食品零售环节、餐饮及食堂、农产品 /食品家庭消费
环节等 8 个环节.

3) 风险形成的本质原因. 包含要素、行为、卫
生及其他共四大类 12 项细分原因.

4) 风险形成的责任主体. 责任主体按规模分
为个体生产经营者、小型企业、大中型企业三类,其
中个体生产经营着主要有个体农户、个体食品加工

者、零售商户等组成.
2郾 2摇 风险来源的统计描述分析

本研究利用中国农业大学课题组《食品安全事

件数据库》中的 3 484 个食品安全事件(2001—2011
年)的数据开展研究. 从食品种类、供应链环节、本
质原因和责任主体等四要素入手,对食品的风险来
源情况进行统计描述分析,并深入探讨食品风险来
源各个要素的关键控制点.
2郾 2郾 1摇 食品种类的统计分析

针对食品安全事件涉及的 33 个食品种类,分析
不同种类食品的安全风险水平的差异,结果如图 1.
结果显示,2001—2011 年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比例最
高的是 肉 制 品 ( 肉 类 加 工 品 ), 占 所 有 食 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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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摇 摇 表 2摇 食品安全风险来源分类

Tab. 2摇 Classification of sources of risk in food safety

摇 风险来源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风险来源细分

食品种类

粮食加工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调味品;肉制品;乳制品;饮料;方便食品;饼干;罐头;冷冻饮品;速冻食品;薯类和膨

化食品;糖果制品;茶叶及相关制品;酒类;蔬菜制品;水果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蛋制品;可可及制品焙烤咖啡;食
糖;水产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糕点食品;豆制品;蜂产品;特殊膳食食品;水果;蔬菜;蛋类;鲜肉;水产;其他

发生环节
农产品生产环节;农产品初加工环节;食品深加工环节;农产品 / 食品批发环节;农产品 / 食品仓储运输环节;农产品 / 食品

零售环节;餐饮及食堂;农产品 / 食品家庭消费环节

要素原因 误食有毒动植物;废料回收使用;原料不合格;添加有害物

本质原因
行为原因 加工程序不当;要素用量不当;原料存储不当;包装不当

卫生原因 人员环境不卫生;废弃物污染

其他原因 成品储存不当;自然环境污染

责任主体 个体生产经营者;小型企业;大中型企业

10郾 01% , 其 次 是 调 味 品 ( 6郾 94% )、 糕 点 食 品
(6郾 16% )、乳制品(5郾 58% )、饮料 (5郾 38% )、鲜菜
(5郾 09% )、鲜肉(4郾 80% )、酒类(4郾 74% )、粮食加工
品 ( 4郾 43% )、 食 用 油 类 ( 4郾 14% )、 蔬 菜 制 品
(3郾 82% )、豆制品(3郾 76% )、水果制品(3郾 56% )、生

鲜水产(3郾 38% ),这些也都是发生食品安全事件超
过 100 件的食品种类. 水产制品、薯类、糖果制品、
炒货及坚果制品、蜂产品、茶叶及制品、水果、速冻食
品、罐头等其余食品发生食品安全事件的比例相对
较低,都在 3%以下.

图 1摇 食品种类统计分析

Fig. 1摇 Statistical analysis in types of food

摇 摇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肉制品事件发生频率最高,
是我国食品安全食品种类中的风险关键点. 肉制品
主要包括腌腊、酱卤、熏烧烤、发酵肉制品,熏煮香肠
火腿制品等. 很多肉制品生产经营者为了使肉制品
保持较好的外观或延长保质期,滥用化学制剂,严重
超标使用食品添加剂,导致肉制品质量安全问题多
发. 此外,还有调味品、糕点制品和乳制品[18] 等也
是问题相对较多的食品种类. 2011 年 4 月被查处的
广东某黑作坊用农药浸泡腐烂猪肉腌制腊肉事

件[19],严重危害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2郾 2郾 2摇 供应链环节的统计分析

食品安全风险来源众多,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
个环节都有可能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因此准确定位
风险发生环节,对进一步强化监管至关重要. 研究
对 8 个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环节进行了统计分析,结
果如图 2. 统 计 结 果 显 示 深 加 工 环 节 占 到 了
56郾 8% ,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环节的发生比率,占到了
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比例的一半以上. 初加工环节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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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郾 05% ,生产环节占 9郾 60% ,其他环节所占的比例
较小. 由此发现我国食品安全事件主要是由于前端
的生产加工环节所引起的,食品供应链的中后端的
流通领域和消费领域出现的问题则相对较少. 分析
供应链环节的发生频率后得知,深加工环节是我国
食品安全供应链环节的风险关键点. 深加工过程对
员工技术和操作规范要求最严格,问题也出现的最
多. 很多生产经营者在深加工过程中由于未遵守操
作规范,从而导致产品中营养物质不足、食品添加剂
使用过量,甚至使用化工原料替代添加剂使用,导致
了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 以江苏省某企业为例,
2009 年 5 月的“过量膨松剂危害大 美味蛋糕可能
让孩子变笨冶的报道揭示了该企业糕点加工过程
中,为保持良好口感,过量使用含有硫酸铝钾、硫酸
铝铵等成分的膨松剂问题,而长期食用铝含量超标
食品,不仅会引起神经系统病变,也会影响儿童骨骼
和智力发育[20] .

图 2摇 供应链食品安全风险发生环节统计分析

Fig. 2摇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food safety risks
in supply chain

2郾 2郾 3摇 本质原因的统计分析

对本质原因的统计分析结果如图 3. 在 12 个导
致食品安全事件的本质原因中,要素用量不当和添
加有害物是产生食品安全事件的主要原因,发生的
食品安全事件超过 1 000 件,占所统计事件总数的
比例分别为 25郾 33%和 22郾 74% ,明显高于其他本质
原因. 其次,人员环境不卫生和原料不合格也是产
生食品安全事件的重要原因,分别占 14郾 42% 和
10郾 95% . 包 装 不 当 ( 9郾 02% )、 加 工 程 序 不 当
(5郾 50% )、成品储存不当 (3郾 73% )、废弃物污染
(2郾 94% )、废料回收使用(2郾 38% )、误食有毒动植
物(1郾 12% )、自然环境污染(1郾 10% )和原料存储不
当(0郾 77% )等原因所占比例相对较小.

要素用量不当和添加有害物是我国食品安全本
质原因的风险关键点,都是有关投入品的问题. 有
的生产者为了对产品保持较好的外观或延长保质期

图 3摇 导致食品安全事件的本质原因统计分析

Fig. 3摇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main causes to food safety

或为了其他个人利益,过量使用防腐剂、着色剂等添
加剂;还有的非法使用双氧水、福尔马林(甲醛)、苏
丹红、工业碱等化工原料. 2009 年以来,广东省一些
企业生产的蜜饯多次被抽检出合格率低,被检出二
氧化硫的含量超标[21];2009 年 4 月,浙江晨园乳业
有限公司涉嫌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生产含乳饮料,
严重危害人的身体健康[22] .
2郾 2郾 4摇 责任主体的统计分析

我国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个环节都有着不
同规模的生产经营者,而这些食品生产经营者始终
是食品安全的责任主体和风险来源,为了找出食品
安全事件最主要的责任主体,本研究对食品供应链
中参与主体进行了统计分析,统计结果如图 4. 由图
4 可见,在总的食品安全事件中,个体生产经营者所
占比例已达 40郾 51% ,发生的比例最高,而小型企业
所占比例为 32郾 56% , 大中型企业所占比例为

26郾 92% . 从这一角度来看,个体生产经营者是导致

食品安全事件的主要责任主体,和小型企业和大中

型企业相比,个体生产经营者的问题严重,需要进一

步加强监管.
统计结果显示,个体生产经营者是我国食品安

全责任主体的风险关键点. 虽然小型企业和大中型

企业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事件发生频率相对较

低. 个体生产经营者包括了个体农户、个体食品加

工者、零售商户等,具有“数量大冶、“分布广冶、“管理

乱冶等特点,受资金、技术、卫生等条件的限制,很难

保证生产和经营过程中的食品安全. 一些个体生产

经营者为了降低成本牟取暴利,致消费者健康而不

顾,例如 2009 年 11 月发生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一些

小作坊使用违禁添加剂“泡出冶白胖毒豆芽事件[23],
表明了加强对小作坊监管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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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摇 食品安全责任主体统计分析

Fig. 4摇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responsible subject
for food safety

3摇 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策略研究

通过对食品安全事件风险来源的统计分析,找
出了食品安全风险来源的关键控制点,分别是肉制
品、深加工环节、要素用量不当和个体生产经营者.
针对这 4 个风险关键控制点,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
部门提出建议如下.
3郾 1摇 在要素投入方面,需要严格规范食品行业要素

使用行为

从本质原因的分析结果中发现,要素用量不当
和添加有害物成为了我国食品安全本质原因的风险
关键点,所占比例分别达到 25郾 3% 和 22郾 7% ,政府
相关部门应该从投入品开始治理,解决食品添加剂
过量使用和添加有害物的问题. 首先,加强对食用
农产品种植养殖活动的规范指导,落实生产者的投
入品购买、使用记录制度;监督食品生产企业严格遵
守国家食品添加剂相关标准. 其次,要严格生产投
入要素和食品添加物的使用标准,加大对违规滥用
投入品行为的惩罚力度,对添加有害物的行为依法
严厉打击,严格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管理,严禁各种
食品禁用物质进入食品生产和流通领域.
3郾 2摇 在责任主体方面,加强对个体生产经营者的监

管,鼓励食品企业做大做强

从责任主体的分析结果可知,个体生产经营者
的食品安全事件发生频率超过了小型企业和大中型
企业,所占比例达 40郾 5% ,成为了我国食品安全责
任主体的风险关键点. 从这一角度来看,个体生产
经营者是导致食品安全事件的首要责任人,而采取
公司化的生产经营方式能够有效地降低食品安全事
件发生的概率,因此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加强对个体
生产经营者的监管,并鼓励食品行业的兼并整合.
首先,要加强整治个体黑作坊和黑商贩,严防不合格
食品生产经营者进入市场. 其次,鼓励和扶持大中

型企业对一些小型企业进行兼并整合,促进食品行
业的重组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第三,提高食品加
工行业准入门槛,限制个体生产经营者和资金实力
不足的小型企业进入食品深加工等高风险领域,同
时严格审核市场上已有的加工企业,加强对企业的
技术扶持,帮助企业采用先进的加工技术和规范流程
等. 最后,完善并推广食品企业诚信体系,加强对信用
不良企业的监测,提升食品行业的诚信经营水平.
3郾 3摇 在供应链环节方面,加大对深加工环节的管理

和控制

在对供应链环节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 占
56郾 8%的食品安全事件主要是由于深加工过程的原
因导致的,建议监管部门在对食品企业进行巡查时,
应重点加强对薄弱环节的检查[24],特别是要仔细检
查深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原料和各种添加物. 首先,
严格治理深加工环节的添加物问题,政府和行业相
关部门规范和完善食品加工标准体系、整合现有标
准,监督企业按照标准进行生产,采用激励机制来推
进食品质量安全相关标准的贯彻执行. 其次,政府
监管部门应要求食品企业将深加工环节的操作流程
公开可视,加工过程中添加物的用法、用量、操作责
任人要有详实记录,随时备查. 第三,政府要落实企
业责任制,督促食品企业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员
工培训和内部管理,严把产品质量关.
3郾 4摇 在食品种类方面,强化对食品安全风险较高食

品种类的监管

在本研究分析的食品安全事件中,肉制品是发
生食品安全事件最多的一类,其次是调味品和糕点
制品,分别占 10郾 0% ,6郾 9%和 6郾 2% ,发生的食品安
全事件都在 200 件以上. 由于市场流通中的食品种
类众多,需要监管部门合理配置监管资源,把有限的
力量集中在关键的地方,取得明显的成效. 建议政
府在对加工企业和市场流通的食品进行检查时,要
加大对肉制品、调味品和糕点制品等相关高风险食
品类别的监督抽检、执法检查和日常巡查.

除了政府监管部门对风险来源各个方面加强监
管外,还应该借鉴国外成熟的监管方法,充分发挥行
业协会的会员核心组织作用,加强企业自律,提高消
费者的认知理解水平和监管意识,并且引导公众媒
体客观报道食品安全事件,形成一个社会成员多方
协作监管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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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ources of Risk and Regulatory
Strategy of Chinese Food Safety

LUO Lan,摇 AN Yu鄄fa*,摇 GU Chuan,摇 LI Y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mployed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statistical descriptive methods to 3 484 food safe鄄
ty cases occurred in 2001 - 2011,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of the types of foods involved,the supply
chains risking emerged,the essential reasons of the risks formed, and the main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risks as a starting point. Conclusion was drawn that the key points of the sources of risk for Chinese food
safety were meat products, deep鄄processing aspects, improper usage of elements, and individual produc鄄
ers and operators. In response to the mentioned key points, we propose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ict鄄
ly regulate the use of elements in food industry,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individual producers and
operators, enhance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deep鄄processing aspects, and increase the supervision on
food of high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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