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我国食品安全管理
安徽财经大学 　陶 　琼

[摘要 ] 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食品安全关系到人类健康、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食品安全是一
个世界性的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食品贸易额的不断增加 ,国际市场关于食品安全的纠纷也在增加。
如何确保食品安全 ,建立“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食品生产加工过程的安全管理 ,是政府、行业管理者和食品
生产者需要努力解决的课题。本文主要从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食品标准、国家监管和企业自律等方面对我国
食品安全管理进行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 ] 食品安全 　市场准入 　食品标准

一、制度安排
食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已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热点 ,大众和政府都期望通过制度来解决中国食品的安全问

题 ,食品卫生注册制度、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食品质量安全认证制度等都是极其有效的制度安排。
1、实施食品卫生注册制度。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实施卫生注册制度是国际上普通采用的一种确保食品

安全卫生的一种管理措施 ,是对食品生产企业的生产、储存、卫生状况、卫生管理以及安全卫生质量控制等体
系进行系统地评价并予以确认的管理制度 ,是按照国际惯例 ,体现国家管理的行为。对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实
施国内卫生注册和申请国外卫生注册 ,有利于促进我国出口食品生产企业提高生产管理水平和食品质量安
全水平 ,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 ,消除贸易技术壁垒 ,扩大食品出口 ;对进口食品国外生产企业实施卫生注册
制度 ,对保证进口食品的安全卫生 ,保护我国人民身体健康 ,维护国家利益具有重要意义。为此 ,要认真执行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卫生注册登记管理办法》、《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卫生注册要求》和《进口食品国外生产企业
注册管理规定》,以维护我国食品卫生注册制度的健康发展。

2、实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为确保食品安全 ,国家质检总局自 2000 年起首先对小麦面、大米、
食用植物油、酱油、食醋等 5 类食品实行质量安全市场准入监督管理。并在我国正式建立实施食品质量安全
市场准入制度。2003 年 7 月又将肉制品、乳制品、饮料、调味品 (糖和味精) 、方便面、饼干、罐头、冷冻饮品、速
冻面米食品、膨化食品 10 大类食品纳入市场准入范围。国家质检总局计划用 3 - 5 年时间 ,将所有加工食品
(28 大类)全部纳入国家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管理范围内。在实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过程中 ,要
认真贯彻《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审查通则》、《食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严格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强制
检验制度和“QS”(质量安全)标志制度。对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生产企业将不能继续生产 ,对未经检验
或检验不合格的食品一律不准进入市场 ,凡获得市场准入的食品要加贴“QS”标志 ,以便于广大消费者知情、
识别和购买。我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的建立与实施 ,说明政府对食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重视 ,对人民
群众健康的关心 ,同时也标志着我国食品质量安全的总体水平将会有一个极大幅度的提高。

3、实施食品安全认证制度。食品安全认证作为国际通行的对食品及其生产体系的安全性进行评价的有
效方法 ,是目前各国政府进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开展食品安全认证不仅能为社会公正客
观地提供食品质量安全信息 ,指导消费者选择安全食品 ,促进食品生产企业不断提高食品质量安全水平 ,同
时也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目前 ,我国开展的食品安全认证包括产品认证 , (如有机食品
认证、绿色食品认证、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如 HACCP 认证、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都是以环保、安全、健康为目标的
可持续食品。有机食品、AA 级绿色食品是面向国际市场 ,A 级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是满足国内广大人民
群众健康需求。我国根据国情需要 ,按标准要求不同将食品安全认证分为不同层次 ,对促进食品出口和保证
国内安全食品供应具有重要意义。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 体系认证是以食品安全管理为中心 ,通
过对整个食品生产、加工、储存、运输和销售各个环节的食品安全危害进行控制 ,来证明组织具有提供安全食
品的保证能力。ISO9000 质量体系认证 ,是用来证实组织有能力提供满足顾客要求和适应法律法规要求的产
品 ,目的在于使企业持续改进和增强顾客满意。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是用以证明组织具有按既

必要建立长三角区域利用招商引资规划 ,尤其要突出产业分工。只有各地政府携手合作 ,友好协商 ,才能获
得长三角地区招商引资的最大整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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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环境保护标准和法规要求提供产品的环境保证能力。目前我国具有一定规模的食品企业约 50000 多家 ,
只有约 10000 家食品企业通过了 ISO9000 认证 ,400 多家食品企业获得 HACCP 认证 ,而通过 ISO14000 认证的
则更少。应加快认证工作的步伐 ,为食品安全提供必要的保障。

二、标准支撑
食品标准是衡量食品质量安全性的主要依据。在国际贸易中 WTO 为促进世界贸易自由化 ,解决国家之

间贸易争端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其中与食品安全管理相关的协议有《贸易技术壁垒协议》( TBT协议) 和《实
施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协议》(SPS协议) 。TBT协议规定成员采用的标准是国际标准。SPS 协议强调各成员
的食品安全标准建立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制定的有关食品添加剂、兽药残留、污染物等标准的基础
上。任何出口到海外的农产品及其加工成的食品都必须遵守 CAC 制定的国际食品安全标准。国际食品标
准已成为保护消费者安全和保证食品公平贸易的技术支撑。

食品标准水平体现一个国家在国际食品贸易中的保护水平。如果一个国家采用较高的食品标准 ,就能
筑起食品贸易技术壁垒 ,既保护了本国消费者的健康 ,又保护了本国的食品产业。所以发达国家的食品标准
大都高于国际标准 ,而我国食品标准与国际接轨不够 ,安全标准不高 ,某些标准中农药、兽药、重金属等有害
物质的限量指标与 CAC标准中的限量指标差距较大。近年来我国出口食品常被国外扣压或退货 ,这其中有
贸易技术壁垒的原因 ,更重要的还是我国食品质量安全水平达不到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要求。例如 ,
2001 年 8 月至 2002 年 5 月美国 FDA 就扣留了 934 批中国进口食品 ,其中主要原因有 :食品卫生差、杂质含量
高、农药残留和兽药残留 (氯霉素、激素类、合成抗菌素、? - 兴奋剂等)超标、食品添加剂超量以及沙门氏菌、
李斯特氏菌、黄曲霉毒素、重金属镉污染等。2002 年 1 月欧盟从来自中国冻虾等水产品、禽肉中检出氯霉素
残留 ,1 月 31 日开始禁止我国近 8 亿美元的所有动物源性食品对欧盟出口。

国内市场食品安全卫生质量也令人担忧 ,蔬菜及动物源性食品中因农药残留、兽药残留、化学添加剂和
微生物等超标引发中毒事件时有发生。据统计 ,2003 年我国 19 个省、自治区报告的食物中毒 1481 起 ,中毒人
数 29660 人 ,死亡 262 人 ;假酒、假奶粉、有毒大米、毒油等人为掺假事件屡禁不止 ,严重危害消费者的健康与
安全。为确保食品安全 ,基础在于从生产的源头把好关 ,实施“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质量控制 ,包括产地环
境质量控制 ;农作物种植、畜禽饲养、水产养殖及食品加工中的农药、兽药、化肥、抗生素、饲料添加剂、食品添
加剂等的控制 ;产品质量和卫生指标的控制等。要实现这些过程的有效控制 ,必须制定一系列标准提供技术
支撑。此外 ,进行食品安全检测和监管执法工作也必须以标准为依据。

因此 ,加快建立符合 WTO 规则和国际标准一致的我国食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 ,尽快提高我国食品标准
中各项质量安全指标 ,使我国食品安全卫生质量适应日益严格的国际市场需求 ,扩大食品出口。同时 ,使国
内广大人民群众能享受安全卫生的食品供应。

三、国家监管
1、强化食品质量安全监管职责 ,保证国家监管有力。对食品质量安全进行监管是国家赋予监督管理机

构的职责 ,应本着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精神 ,站在公正立场秉公执法 ,对市场食品质量安全和食品生产企业
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的监督抽查工作应形成制度化、规范化 ,严格按照食品质量安全法规和技术标准以及与
食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和程序开展工作 ,并应努力培养和建设一支公正廉洁、技术熟练、认真负责的监管队
伍。

2、完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加大执法力度。依法监督是食品安全的根本保障。我国已制定了《食品
卫生法》、《产品质量法》等一系列与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 ,但在食品安全方面的法规尚不
完善 ,处罚力度还不够 ,为使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 ,严厉打击违法行为 ,我国应进一步
完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加大惩罚力度 ,对生产、批发和销售冒伪劣食品者应使其倾家荡产并接受法律
制裁。

3、运用检验检测手段 ,严把市场准入关。标准是规范市场和市场监督的依据 ,而检验检测是市场监督的
重要手段。建立完善的食品检验检测体系 ,加大检测投入 ,探索先进快速的检测仪器、检测技术和检测方法 ,
提高检测水平 ,充分发挥检测网络为监管体系提供技术性支持的功能 ,保证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科学
性、公正性和有效性 ,严把市场准入关 ,对达不到标准要求的食品坚决不允许进入市场。

4、实施食品生产全过程的监管。针对食品质量安全应实施“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质量控制 ,政府也应
从源头抓起 ,对食品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加强监督 ,如对食品原料产地环境质量的监控 ,对禁用的农药、兽药
等的监管 ,对食品企业卫生条件、人员健康状况的监管以及对食品安全认证后的监管等 ,并尽快建立全过程
监控的食品质量安全预警系统 ,可追溯系统、监测系统、应急系统等。

四、企业自律
提高食品质量安全水平 ,还要靠企业自律。首先 ,企业要增强法律责任意识 ,严格遵守《食品卫生法》、

《产品质量法》、《食品企业卫生规范》、《产品质量认证管理条例》等质量法规。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 ,摒弃假
冒伪劣食品 ,始终把消费者的健康、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其次 ,提高质量意识 ,树立“质量第一”的价值观念 ,
把满足顾客需求作为质量工作的核心。加强企业质量文化建设 ,坚持以人为本 ,通过激励与管理 ,使企业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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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市某老年生活用品公司营销策略研究
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赵玉忠 　李春娟

[摘要 ] 人口老龄化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 ,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事业单位 ,都越来越重视满
足老年人的要求 ,本文分析了秦皇岛老年生活用品市场的人口和经济等相关环境 ,并对某老年生活用品公司
进行了深入地研究 ,从产品、价格、促销、分销四个方面提出了该公司的营销策略。
[关键词 ] 秦皇岛 　老年 　生活用品 　服装 　营销策略

秦皇岛市某老年生活用品公司是北京某老年生活用品连锁总店开设的一家分店 ,店内聚集了全国各地
名优品牌的老年人服装、鞋、帽、保健品、化妆品等 ,其中以服装作为主要经营项目。连锁店根据老年人胸宽、
体胖的特点 ,先后与上海、石家庄、深圳蛇口、北京等地 100 多个品牌签订了订货合同。老年生活用品公司从
100 多家供应商中选择一些适合秦皇岛地区老年人需求的供应商 ,并与之形成长期的合作关系。由于老年人
对服装的需求受季节性因素的影响 ,经销商可以将滞销的服装返给供应商 ,这样就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经营风
险。

一、秦皇岛市的老年人口环境
市场 = 人口 + 购买力 + 购买欲望。市场的这三个要素的有机结合构成现实的市场 ,其中任一要素发生

变化 ,都会引起市场规模的变化。而人口作为构成市场的基本要素之一 ,其特征的变动 ,会通过对其他市场
要素的影响间接引起市场需求的变动。所以 ,我们先来分析秦皇岛的老年人口情况。一般而言 ,人口老龄化
是指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大于 10 % ,或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大于 7 %的人口状
况。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剧 ,秦皇岛也不例外。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秦皇岛 60 岁以上老年人占总
人口的比例达 9. 38 % ,这一比例在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进一步上升至 11. 36 % ,总人数 31 万多人 ;65 岁以
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由四普时的 6. 24 %提高到 7. 83 % ,总人数达到 21 万多人。从上述的变化中可以看
出 ,秦皇岛市老年人口规模较大 ,发展速度呈现快的特点 ,其巨大的市场潜力是不容忽视的。

二、秦皇岛市老年人经济状况分析
1、老年人前半生的积蓄成为巨大的财富来源。进入老年期 ,人们的储蓄倾向会逐渐降低 ,前期积累下来

的各种动产和不动产逐渐转变成为购买力的来源 ,消费在老年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老年人没有长期的债务负担。在我国 ,中、青年群体多半背负着购买房产的债务。目前正在实行住房

制度改革 ,许多无法享受福利分房政策的中、青年正在为将来购买商品房而积极地储蓄 ,或即将走上分期付
款买房的道路。但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则多半是福利分房政策的受益者 ,住房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他们相应
没有这一方面储蓄的压力。

3、老年人不用再抚养子女。中年人和一部分青年人 ,他们的子女年龄尚小 ,需要他们负担其生活开支 ,
而且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教育制度改革 ,这也迫使青、中年父母进行储蓄。但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 ,其子女已参
加工作并且成立了自己的家庭 ,这一时期老年人家庭成员较少 ,收入可绝大部分用于自身的消费。

4、秦皇岛市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构成情况。自改革开放以来 ,秦皇岛市老年人口的购买力在不断提高 ,
换言之 ,秦皇岛市老年人口的生活收入在稳定地增长。秦皇岛市老年人的收入主要来自 :退休金、子女赠送、
财产性收入、领取基本生活费等。(见表 1)

表 1 　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构成
主要生活来源 60 - 64 岁 65 - 69 岁 70 - 74 岁 75 - 79 岁 80 - 84 岁 85 岁以上

退休金 49. 41 34. 11 24. 18 15. 72 13. 17 7. 84

领取基本生活费 1. 47 1. 67 1. 98 1. 66 1. 76 1. 34
家庭其他成员供养 46. 59 61. 11 71. 31 78. 82 82. 88 88. 25
财产性收入 0. 24 0. 20 0. 10 0. 24 0 0

个员工都能意识到确保食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性和责任感 ,并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 ,从而在整个企业中形成
重视质量 ,为提高食品质量尽心尽责的企业精神。再次 ,自觉实施 HACCP 管理体系、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
和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 ,严格生产工艺规程和要求 ,严肃操作纪律 ,采用有效的预防措施和监控手段 ,并采
取必要的纠正措施 ,加强各个生产环节的质量把关和最终产品的质量验收 ,保证出厂的食品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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