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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食品安全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着我国出口农产品的声誉和国际形象 [1,2]。在我国，随着

环境对农业生产的污染、农业种植和养殖业的源头污染的日益加剧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和食品安全为题

已成为产业界、政府、学术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新视点[3,4]。食品安全是涉及到多方面、多环节、多层次和多领域的问题。本

文首先说明引起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再此因素上分析了食品安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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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 

食品生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食品安全问题可能源自整个食物链，也可能源自农田、加工、仓储、运输、销售以及消费者自己的加

工环节，即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构成了食品安全影响的基本因素，可以称为影响食品安全的污染及技术因素。相对于污染及技术因

素，也存在影响食品安全的管理因素。 

1.1 影响食品安全的生物性污染 

生物性污染导致的疾病包括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及其代谢毒素对健康的潜在威胁。食源性疾病是当前影响中国食品安全、危害

公众健康的主要因素，以致病菌、病毒引起的为主[5,6]。微生物污染包括致病菌污染、病毒和真菌及其毒素的污染。目前，中国尚没有建

立起完善的食源性疾病报告系统。根据2001 年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发展中国家食源性的漏报率在95% 以上[7]。因此，在中国，微生物污

染成为影响中国食品安全的罪魁祸首。致病菌对食品的污染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对食品原料的污染: 食品原料品种多、来源广，

致病菌污染的程度因不同的品种和来源而异；二是对食品加工过程加工不彻底造成的污染；三是在食品贮存、运输、销售中对食品造成

的污染[8]。 

1.2 影响食品安全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的源头污染 

农业种植和养殖业的源头污染是食物中毒的“二号杀手”。据介绍，中国每年农药生产和使用量居世界第二位，农药引起的中毒占总

中毒人数的21% 以上。农药、兽药的滥用尤其是滥用国家已经禁止的农药，导致农产品中农药兽药残留超标，造成了对消费者慢性危害

或是急性中毒。此外，大气或是水体中污染物质的迁移和转化带来土壤污染。还有化肥施用对土壤的污染表现在致使大量的硝酸盐蓄积

在生物的叶、茎和根中，这种蓄积对作物本身无害，但却对人畜产生危害。还有一些新的食品安全，如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不确定性， 从

国内外转基因生物的研究来看，转基因食品具有潜在的危险：可能损害人类的免疫系统，可能产生过敏综合征；可能对人体有毒性；对

环境和生态系统有害；对人类和人体存在未知的危害等等[9]。 

1.3 影响食品安全中人的因素 

1.3.1 食品企业、从业者道德缺失 

企业生产的目的就是不断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是无可厚非的动机或是目的。但是很多人却只想着竞争，其道德被追求的利益所扭曲，

为牟暴利置人民的生命健康于不顾，缺乏起码的诚信。在经营中存在短期行为，对生产原料、加工程序、生产标准及进货来源、商品质

量缺少严格的要求，追求利益最大化，不计后果，有的存在侥幸的心理，认为一旦被抓住，不过是罚钱了事，不把消费者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当回事，没有想到后果的严重性和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他们只为追求自身的利益，急功近利，却将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置之度外，给中国社会带来严重食品安全问题，阻碍中国的经济发

展。 

1.3.2 政府部门缺位、监督不力 

中国的食品监管一直采取分段管理为主、品种管理为辅的方法, 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各职能部门之间要么会出现争着监管、重复执

法的现象 , 要么会出现争着不管、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 这就给某些食品行业违法生产、销售不合格食品提供了可乘之机。负责食品安全

的部门有工商、质检、卫生、农业、林业等10 多个部门，各个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和协作。主管部门缺位，执法力度不到位，对食品

安全监督的薄弱等都让问题产品躲过重重关卡进入市场。 



由此可以看出，为保证我国的食品安全得以维持在一个良好的水平，我国的政府部门必须时刻牢记自身所背负的责任， 务必落实好

对食品安全的监督，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1.3.3 消费者贪图便宜，安全意识薄弱 

许多消费者缺乏基本的食品安全知识、识假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有些消费者在消费时，受个人收入低等原因的制约， 首先考虑的

是价格因素，不懂得购买和使用有生产许可和使用安全食品标志的食品，加上片面追求感观鲜亮，忽视产品的内在品质，即便是在自身

的合法权益收到损害时，大多是吃出问题不维权。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较低，自我保护能力低下， 间接造成了违法食品有市场需求、违

法者有生存空间。 

由此看来，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必须时刻擦亮眼睛，不为表面所蒙蔽，不贪图便宜，加强食品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 食品安全对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影响 

2.1 食品安全问题对人类健康生存的威胁[10]  

食源性疾病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最大的食品安全问题。尤其是儿童、孕妇和老人。据WHO 统计，全世界每年仅5 岁

以下儿童的腹泻病例就有5 亿例次，造成300 万儿童死亡，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市发生了食源性甲肝流行， 造成30 多万人感染，9 人

死亡，对上海市当时的社会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1996 年日本发生的大肠埃希菌感染事件，造成近万人食物中毒，92 例并发出血性

结肠炎及出血尿毒症，有数名学生死亡。2001 年江苏、安徽等地爆发的出血性大肠埃希菌O157：H7，中毒人数超过2 万人，死亡177 人。  

2.2 食品安全问题对我国贸易的影响 

由于近年来我国农产品食品安全问题突出，造成了出口受阻，目的国不仅提高标准，还经常出现修改设计工艺或方案等， 为了要符

合对方要求的标准、技术法规，我们的出口成本增加； 由于价格的提升，其企业的竞争压力增大。  

由于我国的出口食品受阻，使很多厂商在生产过程中都产生了“重出口，轻内销”的心态。在出口产品的生产上采用高质量标准，而在国内

产品生产上降低标准，放松要求。这就造成了国内的食品安全隐患。同时，由于国内食品安全问题的存在， 国际上也普遍关注我国国内

食品安全生产，不利于产品出口。 

2.3 食品安全影响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食品安全事件具有连锁反应，会造成市场萎缩，影响或阻碍企业（行业）的发展。厂商不正当的生产行为对消费者和社会利益带来了巨

大的损害，同时也为厂商自身信誉带来了损害， 消费者需求的下降甚至没有需求，对于厂商的打击是致命的， 将会导致企业规模萎缩

或者倒闭。 

2.4 食品安全危害社会体系构建，影响政府形象，加深人民不信任程度 

每次食品安全事件出来以前，国内各行业生产状态是热火朝天，形势处于一片大好的。但是每次石破天惊的食品安全问题总是让人们毛

骨悚然，不寒而栗。这让群众普遍感到怀疑：为何各种明细而严厉的食品安全条例和各类法律法规不能在事发以前起到应有的作用？昔

日的三鹿是国内乳制业的知名企业，集万千宠爱，备受呵护。然而三聚氰胺的结果却令人发指。伴随着近几年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

对于整个社会的健康体系建立健全和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3 应对食品安全的策略 

3.1 加强从农场到餐桌的全过程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大力推行对种养殖源头的食品安全监管。建设规模化的出口农产品生产基地，从种养殖源头抓起、推行从养殖场、农田、茶园等原产地

到出口离境的全过程监管。同时建立农产品和食品原料的严格可追溯信息，及时查处所发现的不安全农产品和食品原料并及时切断供应

源，确保种养殖源头提供安全的农产品和食品原料。  

3.2 加大执法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2013 年的“两会”已经开完，国家机构的改革方案已经确定。食品安全的管理终于落定了，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来进行管理，从

源头到消费者手里就是一个部门管理，和



以前的多部门管理相比，职能更加清晰和明确。从制度上保证了食品安全管理更加高效。 

但是，我们还是要深深的意识到，既然有了明确的部门管理，我们在执法上必须坚持重点治乱，提高违法的

成本，增加违法者的痛感。生产者之所以敢铤而走险，在于其铤而走险的收益远远大于违法成本，正是这种经济

利益让生产者在诱惑面前放弃了道德理性。因此，不仅要进行大力度处罚，还要建立诚信档案，实行一票否决制。  

3. ３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食品安全性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把食品安全问题作为保障人民健康、增强人民体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保证社会稳定的大事来做。一是对

全民进行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利用一切媒体宣传食品安全科普知识， 尤其是消费者，消费者的安全性意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对消费过程中的食品安全性控制起着关键的作用。二是食品与土壤、大气环境息息相关，加

强对环境保护的宣传，强化人们的环保意识。三是加强诚信、公德的宣传教育，只有全民素质提高了， 食品安

全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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