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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国民的生命健康，本文分析了产生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提出了加强食品安全监测技

术的开发、健全食品安全监督体系等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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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病从口入，食品是人们赖以

生存的基础，食品的安全也是保障人们身体健康的

根本，近日酒鬼酒发生的“塑化剂”事件，再一次使食

品安全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不

仅关系到国民的生命健康，关系到生产厂商的经济

效益，更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

受到食品安全问题的影响，我国的出口食品受到限

制，直 接 影 响 到 我 国 的 出 口 经 济。近 年 来，从 毒 奶

粉、瘦肉精，到地沟油、染色馒头，再到最近酒鬼酒中

发现塑化剂……这些都反映出我国的食品不安全问

题十分严重。《人民日报》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３０日报道，
青岛超银学校为让学生吃上放心菜，承租了３００亩

土地３０年自办农场，成为全市首家承包土地，生产

绿色 蔬 菜、肉 类 禽 蛋 的 学 校。校 长 张 旗 称，自 己 是

“让各类食品安全事 件 给‘逼’的”。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
日，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社旗下的《小康》杂志发布

“２０１２中国综 合 小 康 指 数”，结 果 显 示，全 面 建 成 小

康社会进程中，“食品安全”成为２０１２年最受公众关

注的焦点问题。食品不安全问题已经在较长时间内

存在，国家也对食品安全问题十分重视，但是食品不

安全问题仍然不断发生，这就需要我们在对食品不

安全问题进行表层分析的同时，进行更深层次的分

析，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１　 我国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

１．１　餐桌污染

餐桌污染是食品安全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商家

为了赢得更大利润，在对原材料、食品加工过程或者

储运过程中，对食品进行改变，使食品失去原有的营

养，甚至变成有毒的东西。近些年来发生的三聚氰

胺现象、假鸡蛋现象、毒馒头现象，还有最近发生的

羊肉造假、酒鬼酒中的塑化剂等，都是人为造成的食

品污染。商家只顾自身盈利，不顾消费者生命健康，

通过在食物中加入石蜡、工业油、地沟油，或者对蔬

菜施用剧毒农药、滥用化学药品等方式，使人们时刻

处于危险之中。他们赚的是昧心钱，应该加强对违

法商家的管理［１］。

１．２　添加剂

我国的食品添加剂种类繁多，为了保证食物不

变质，适当的 使 用 添 加 剂，对 人 体 并 没 有 太 大 的 危

害。但是我国的添加剂缺乏管理，滥用添加剂现象

十分普遍。受到商业利益的驱使，很多商家滥用添

加剂，很多添加剂的使用都没有进行安全评测，长期

使用对人体有很大的危害。据调查，我国成人在一

天之内能吃进八九十种添加剂。长期服用这种慢性

毒药，对人们生命健康构成巨大威胁。

１．３　环境污染

由于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使得在经济 发 达 的 今 天，环 境 污 染 问 题 日 益 严 重。
这些环境问题又反过来影响了食品质量，造成食品



安全问题。环 境 污 染 对 食 品 的 污 染 主 要 是 通 过 大

气、水体、土壤以及食物链的方式。大气污染物能够

直接或间接被动植物吸收，使食品源发生污染；水体

污染主要是通过灌溉方式造成的污染，植物被污水

浇灌后，本身就存在有毒物质，人们吃了有毒的蔬菜

也会造成健康问题；土壤污染主要是农药化肥、工业

废水排放造成的污染和大气污染物的降落。

２　食品安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２．１　市场信息的不对称

市场信息的不对称使得市场作用失灵，从而产

生了食品安全问题。市场信息的不对称主要表现在

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政府与生产者的信

息不对称、消 费 者 与 政 府 信 息 的 不 对 称 三 个 方 面。
食品的质量具有隐匿性，比如农药残留、添加剂等有

害物质的存在，消费者是不能直接感知的，而且消费

者受到有害物质的危害之后，在短时间内不能察觉

出来。政府对生产者的监管需要较高的成本，政府

也不会将食品质量信息最快地传递给消费者，使得

消费者获取的信息不足，处于劣势地位。

２．２　食品安全监测技术落后

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餐桌污染，就是食

源性的危害，而我国针对食源性危害还没有完善的

监测系统。发达国家针对肉制品、乳制品等食物中

的微生物、细菌等都制定了动态监测和评估体系，建
立了相对固定的监测网络。相比之下，我国的监测

体系就显得很不完善，监测数据严重缺乏，也没有采

用新技术、新资源，对食品进行安全评估与监测。随

着科技的发展，食品生产企业对食品的研究不断推

陈出新，这就要求食品安全监测技术随着食品的发

展而发展，对监测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食

品安全监测技术的落后，使食品安全问题不能及时

被监测出来［２］。

２．３　食品监管部门职责不明确

我国对食品安全问题比较重视，因此赋予许多

部门食品监管的职能，这些部门有卫生、工商、农业、
质检、商检等部门，食品监管部门繁多，使食品监管

能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开展。但是也带来了很多的问

题，部门的增多，势必会使执法的主体不明确，部门

与部门之间的协调性、配套性、合作性都成为制约各

部门职能发挥的不利因素。由于食品安全问题由多

个部门监管，又 缺 少 协 调 机 制，各 部 门 的 角 色 不 明

确，权力、责任和任务不清晰，相互之间的协作不方

便，使得不法商贩钻了空子，不合质量要求的食品源

源流出，而监管乏力。

２．４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不完善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不完善，为不法商贩提供了

可乘之机，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比较落后，
随着食品的种类不断增多，已有的法律显然不能全

面涵盖。食品安全监督体系不完善，食品的安全标

准、法律涉及的内容十分不健全，有很多环节都存在

空白，并且法律法规的制定，没有按照食品变化发展

的形势而改变，使食品安全不断有新问题出现，一时

难以找到解决办法。对食品问题的处罚力度不够，
新华网消息 说，正 在 修 订 中 的《北 京 市 食 品 安 全 条

例》修订草案，拟对食品安全犯罪者实施“终身禁入

行”的惩处———地方新规看起来威严，但就全国层面

而言，在人命关天的诸多公共事件中，仍鲜有倾家荡

产、终身禁入的罚单。处罚较轻，使得一些不法厂家

不惧怕被责罚，仍然我行我素。

３　解决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对策

３．１　建立信息披露制度

要想解决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市场失灵现象，降

低食品安全 事 件 发 生 的 频 率，就 需 要 信 息 公 开 化。
政府可以建立信息披露制度，扩大消费者对食品信

息的掌握范围，让消费者能获得更准确、更丰富的信

息，进而对食品做出选择。政府应该发挥职能，积极

收集有关食品的信息，并负责整理和发布信息，定期

或不定期的对食品安全监测结果进行公布，为消费

者提供更多的信息。同时，要加强对食品广告和包

装的管理。很 多 商 家 只 是 要 给 过 期 产 品 换 一 个 标

签，就能再次出售。国家应该加强管理，颁布相关法

律，保证食品广告和包装都能反应真实信息［３］。

３．２　加强食品安全监测技术的开发

食品安全监测技术能够有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的发生，监测技术的提高能够随着食品的变化而变

化。提高监测水平，及时把不合格的食品排除在市

场大门之外，才能保证消费者的健康安全。政府应

该增加财政投入，加大对食品安全监测技术的开发；
充实食品安全监测队伍，积极学习国外优秀的监测

手段和方法；提高监管手段和方式，建立系统的检测

网络，对食品安全进行动态的监督管理；食品质量检

测部门还应加强软件和硬件建设，积极引进国外先

进的监测方法，使我国食品安全监测技术跟上经济

发展与食品发展的步伐，完善食品安全监测体系。

３．３　建立食品安全应急处理体系

食品安全管理不仅要关注事后，更要加强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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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防和应急处理，因此，需要建立食品安全应急处

理体系。食 品 安 全 应 急 处 理 体 系 应 包 括 信 息 的 收

集、预防、应急演练、危害控制、事后恢复等内容，争

取在事故发生后，能最快收集到事故信息，对事故的

危害做出科学的预测和分析，把发生危害的范围和

后果降到最低限度［４］。在处理完事故后做好经验总

结，从中吸取教训，完善应急预案。不但各个地区要

建立应急预 案，还 应 结 合 国 内 外 优 秀 经 验，建 立 完

整、科学的应急处理机制，尽快在全国内实施。

３．４　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监督体系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改革和

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可见食品安全问

题已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是处理食品安全问题的有力保证，国家应尽快建立

健全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特别是完善食品安全监管

体系。首先，应对威胁食品安全的各个环节进行严

密监控。由于部门较多，在投入力量上也应该有所

侧重，要善于抓住重点［５］，对各个环节的危害程度进

行综合分析，分清各个环节的重要性；其次，要加大

食品安全问题的处罚力度，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只有

加大对不法商贩的处罚力度，使处罚大于其生产不

安全食品带来了效益，就可使商家的不法行为有所

收敛。

４　小结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要

求越来越 高。身 体 健 康 是 保 证 生 活 质 量 的 基 本 要

素。然而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有些商家绞尽脑汁

非法营利，使人们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食品安

全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市场发挥作用，更需要国家

政策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的监督。食品安全问题是社

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亟需解决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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