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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及对策探析

周朝歌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　濮阳　457000）

摘　要：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食品安全管理是国民身体素质的重要保障，是其高效投入社会生产的重要前提，相关单位必须确保对食

品安全进行更为有效的管理，为国家经济水平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本文详细阐述了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分析了不同食品生

产经营主体应当采取的食品安全控制措施、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可以采取的多项监管举措以及新时代食品安全风险共治体系的构建，以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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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food safety management safeguards our physical quality, which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providing a healthy production for society. Relevant units must ensure mor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food safety and create good conditions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problems of food safety in China, and analyzes the safety measures taken by different food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entities. Chin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hould formulate regulatory initiatives and build a food safety risk co-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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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内市场经济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改善，食品

生产越来越专业化，食品安全领域出现的问题却越来越多，食品质

量安全监管工作亟待加强。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存在巨大

的安全隐患。对于此类问题，应充分吸取教训，研究对策，以避免

食品安全问题的再次发生

2 我国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

2.1 安全意识不足 

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认识涉及到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和消

费者等诸多方面。生产商过分注重利润，而采用质量低劣的原料 ；

经营者、销售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推销伪劣甚至有害的食物 ；消费

者的冷漠，不曝光，不监督，不公开，不采取监督是造成食物安全

问题的原因。

2.2 源头存在污染

当前，我国的工业发展迅速，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环境问题

是引起食物质量问题的一个主要因素。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各类粮食

问题中，大部分都与环境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化工原料的

使用与污染是造成粮食生产的主要原因，特别是由三废引起的气、

土、水污染 ；而不科学的使用也会导致食物中含有大量的杀虫剂，

从而对食物原料造成污染。特别是在粮库中使用化肥、农药、兽药、

激素等生长激素，导致食品中农药、兽药残留、水体、土壤等方面

的重金属等，对食品的食品质量造成威胁。

2.3 食品生产经营者缺乏自律

一些企业对卫生和质量控制不够重视，造成了重金属、微生物、

毒素等污染物进入 ；一些食品生产厂家为改善食品外观、口感、保

存期、加工方便等原因，使用过量或过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或使用

不能食的化学物质。一些食品企业生产和销售“三无”食品和过期

食品，甚至还有一些食品是有毒和危险食品。餐饮企业的生产经营

活动中，食品原料的质量不达标、餐具消毒不到位、生产工艺不合

理等都有可能诱发食品安全事故。

2.4 食品安全监管不到位

首先，由于我国地级市及以上地区还没有建立起健全的食品

检验和检测制度。资金的缺乏，检测设备、检测技术和专业人员无

法适应新的需要 ；二是对市场的控制不力。由于缺乏事先和事后的

监督，致使部分问题食物进入了市场。三是执行效率不高，有些执

法部门为了自己的利益，害怕冒犯他人。存在执法不力乃至滥用职

权的现象。第四，执法资源不足，线索发现能力不足。如今的时代，

造假、贩卖、微信、直播等各种形式的食物营销都存在着潜在的安

全风险。

3 我国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成因分析

3.1 食品安全预警管理技术装备手段落后

我国食品质量安全预警检测方面的技术有限，从检测装置到

监控方式均与国外水平有着较大差异。国外有多种检测方法可以测

定 360 余种杀虫剂，但国内并没有同时检测上百种杀虫剂的分析技

术。而且国内很多地区的食品安全检测试验机构的基础设施发展滞

后，仪器设备陈旧，功能不全，无法有效应对突发食品安全案件。

3.2 政府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管有待加强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有待完善，消费者和企业间受消费意

识、企业趋利行为、有效供给等因素影响而存在矛盾。政府发挥市

场管理优势是缓解国内食品安全供需失衡的关键问题，因此需要充

分发挥政府的行政监督功能，避免部分商家社会责任和社会道德缺

失，使用落后的设备和技术生产不合格的食品，进而维护食品安全

生产市场，保障人们的生命、健康以及财产安全。

3.3 利益驱使不良商家在食品生产环节弄虚作假

部分商人一味追求利润，失去基本信用，为了提高经济效益，

生产假冒伪劣食品，如咸鸭蛋中加入禁用化学药剂，用福尔马林溶

液浸泡产品等一系列的食物安全案例。

3.4 消费者遇到食品安全问题时维权意识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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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若遇到食品安全问题，应主动维权。在

现实中，许多消费者维权意识淡薄，且大部分消费者购买后没有及

时向店主索要发票等购物证据，导致维权证据不够充分。部分食品

制造企业为利所驱，无视国家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大了消

费者维权难度，提高了消费者维权经济成本，致使消费者维权意识

逐渐淡薄。

4 解决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策略

4.1 加强源头控制

4.1.1 加强生产源头控制

食品安全问题要从源头上进行控制，将所有的有毒、有害成

分都从源头上进行，从根本上杜绝食品进入市场对人民的身体造成

危害。这一阶段的重点是 ：一是要强化沿海地区的污染防治，二是

要严格管理。避免某些非法公司偷偷将污水排入海洋，对海洋造成

污染 ；另外，饲料和农药的使用也要严格控制，这些都是养殖中必

不可少的东西，饲料不合格、农药过量都会对食物造成危害，所以

要严格把控。

4.1.2 提高食品安全检测技术

目前，国内的食品安全技术发展水平与国际接轨，但在推广

和使用上仍处于较低的地位。检验工作相对消极，未能充分利用食

品安全检验技术的作用。应对突发食品安全事件需要的现场检测技

术并不成熟。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研究部门需要重视该类问题，加大

培养力度，公司技术检验团队的核心人员，引领着化验技术的持续

发展。技术研发单位必须建立一个完善的现场测试技术系统，满足

实际检测需求。

4.2 增强企业经营者的诚信观念

诚信是一个公司的精神所在，没有诚信，就没有立足之地。

企业得利人民，企业家要有一种社会责任，这样企业就可以继续发

展下去。对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工序都要进行严密的监控，如果出

现任何质量和安全问题，必须马上从根源上进行解决，以减少生产

中的潜在危险。只有这样，公司的健康发展，才能在社会上站稳脚

跟，赢得顾客的青睐。

4.3 健全食品法律法规

各级人大、政协成员要主动提出建议，要多下地开展调查研究。

及时掌握最新信息，做好食品安全的保护与维护工作，促进法律法

规的制定。要使市场正常运行，必须要有健全的法律和法规，而要

确保食品的安全，就必须要有一个健全的法律和法规来约束。各省

市要结合本地的具体国情，制订出适合本地特点的食品安全法律，

切实保证本地居民的粮食安全。在法律和体制的高度抑制违法行为，

加强惩罚，使得违法的经营者要为此付出惨重的损失。

4.4 加强消费者自身维权意识

消费者对于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认知程度及其自我保护意识

的加强，均可对食品生产企业形成压力，使之不断提升食品安全质

量控制水平，从而推动我国食品产业的发展。实际上，消费者对大

型的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会保持积极的维权态度，但面对小型的消

费安全质量问题就会缺少维权的积极性。相关部门应积极创造有利

于消费者维权的条件，使消费者在消费行为和维权监督中拥有主体

地位。另外，消费者不能轻视每一次的消费行为，要主动索要发票。

在消费无小事的消费理念中，逐步提升消费者自身的维权意识。消

费者还应将监督食品质量安全作为自己的职责所在，对企业潜在食

品安全隐患加强监督，一旦发现违规行为，应及时检举，在自身权

益得到保障的同时，也能向不法企业施加一定的压力。

4.5 完善监管监督体系

4.5.1 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力度

政府必须形成以供给为推动的政府监管体制，监督企业建立

合乎市场投入产出比的价值激励机制，健全企业信誉机制，促使企

业信誉和市场利益产生正循环。还要处理好消费者和企业之间关于

消费意识、消费欲望和企业趋利行为之间的关系，减少矛盾。努力

提升政府人员的社会责任和社会道德感，积极提升企业的生产设备

水平，提高食品从业人员的从业素质。综上所述，需要将政府监督

机制进行逐步落实，主动发挥政府监督作用。

4.5.2 完善政府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完善食品全过程统一的食品认证溯源系统，能有效减少不良

厂家在食品生产环节中的弄虚作假行为。应建立贯穿整个产品供应

链的有效追溯体系，提升供应商管控和库存管控的有效性，采用有

目标和费用较低的问题食物进行回收，提供产品维护和减少投诉的

机会。电子标识是当前最具专业性的产品追溯体系的技术。这个体

系包含了商品生产、物流、销售等各方面的基础资料，一旦产品出

现问题，可以根据商品的标识内容进行跟踪。并帮助监督部门判定

问题的产品及产品的销售区域。另外，相关部门要制定惩罚性的补

偿机制，对违法的商人进行惩罚。严格的惩罚性赔偿可以让公众意

识到法律对侵害活动的强烈否定，促使权益受损的消费者敢于起诉，

揭发不法侵害，以此对业内其他不法企业产生有力震慑，进而减少

或最大限度地抑制违法活动的出现。

4.5.3 发挥媒体监督作用

在食品质量安全控制方面，媒体监督往往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媒体可对食品质量安全相关方面的问题进行曝光，同时还可通过媒

体监督，展开食品质量安全知识教育及宣传活动，且这一宣传成本

相对较低。因此，各大媒体应重视自身在食品质量安全控制中承担

的社会责任，借助自身的平台优势来宣传食品安全知识，加深宣传

教育的广度及深度，并为消费者提供参与食品质量安全监管的渠道

和平台。媒体还可以对食品检测结果予以公布，以此来推动食品安

全信息的公开，使消费者可以及时得到监督结果反馈，促进市场的

和谐发展。

总结与展望

食品质量安全对一个国家持续健康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现阶段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依然需要面对和解决。综上所述，在分析

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发生的原因之后，应通过精研食品安全检测技术，

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加强消费者自身

维权意识等策略引导消费者、政府和相关的责任人以及企业互相配

合，牢筑食品质量安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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