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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在国内外被应用于保障食品安全。为探明该系统进一步的发展方向, 本文研究比

较了欧美日食品安全追溯的法律制度以及系统的应用状况, 分析了不同主体应用食品安全追溯系统的领域,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对策, 得出食品安全追溯系统与社会共治密切联系的结论。食品安全相关社会

主体应采取食品安全风险管理措施。政府应加强法规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同时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模式以分摊开发与应用追溯系统的成本; 企业借助追溯系统自律的同时可塑造品

牌形象以提高数据的价值; 消费者应提高参与能力, 在成为食品安全受益者的同时促进系统的推广应用; 同时, 

食品安全追溯有待于借助大数据技术进一步发展, 从而具有更加丰富的应用价值, 以保障人民的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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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is used at home and abroad to ensure food safety.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direction of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this paper studied and compared the legal system of food safety 

traceability in Europe Union, America and Japan, and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the system, and analyzed the 

application area of foo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for different subjects. The conclusion was that foo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was closely linked to social co-governance. Food safety-related social entities should adopt food 

safety risk management measur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 model should be 

used to share the costs of developing and applying the traceability system; enterprises can build brand image to 

improve the data value relyingon self-discipline function of the traceability system; consumers are suggested to 

improve their participation ability, and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 while becoming a beneficiary of food 

safety;. at the same time, food safety traceability needs to be further developed with the help of big data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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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get richer application value and guarantee people food safety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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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可以提供有关供应链管理、产品质

量控制以及产品生产和交换的信息, 是质量管理不可缺少

的工具之一[1]。该系统可以提高食品安全信息传递效率、

有效控制食品安全质量、降低食品安全风险。自英国疯牛

病、日本大型食物中毒等食品安全事件以来, 发达国家制

定了相关的食品安全追溯法律制度, 指导食品安全追溯技

术应用于实际生产, 并逐步向其他食品类别延伸[2]。我国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 表现为食品生产企业的内外部

环境在供应链全过程存在风险[3]。自 2006 年起, 我国开始

着手于食品安全追溯法律制度建设, 为追溯技术的实践提

供了政策支持, 保障了食品安全追溯的实施, 并在北京、

上海等地进行试点示范, 建立了肉类、蔬菜、酒类等食品

的追溯系统[4]。 
本文旨在分析食品安全追溯的发展, 以欧盟、美国和

日本为例, 比较我国与国外食品安全追溯系统之间存在的

差距, 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分析不同主体应用食品安全追

溯系统的方向、优化食品安全追溯系统的对策, 从而实现我

国食品安全追溯系统进一步发展, 保障人民的食品安全。 

2  食品追溯的定义 

国内外对食品追溯的定义并未统一。欧洲将食品追溯

定义为: 在食品生产、加工、分销和零售的每个阶段, 食
品、饲料、肉类及其动物或食品添加剂都可以追溯到上游

或下游并能查询信息[5]。美国定义为: 信息流使食物可追

溯, 从生产到销售的全程进行监控来识别出问题, 进行及

时召回[6]。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 与国际标准化组织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将“产品追溯”定义为追踪并详细记录

生产、加工、分销和营销的食品或饲料的具体情况[7]。2010
年, 日本修改《食品可追溯制度》, 沿用 CAC 的定义。 

目前未见中国对食品追溯概念的阐述, 程景民[8]对中

国食品追溯体系分析, 提出食品追溯体系包含 2 个层面的

内容: 宏观上, 指食品可追溯系统, 促进食品企业和食品

监管部门将不安全食品召回, 确保食物来源的可追溯性并

增强商业和消费者的沟通; 微观上, 指的是实施食品安全

和质量控制管理, 使原材料和成品具备追溯性。 

3  欧盟、美国和日本食品安全追溯的进展 

3.1  食品安全追溯法律制度进展 
1996 年, 疯牛病首先从英国爆发, 给欧盟的畜牧业造

成极大损失, 其原因主要是在饲料中添加的肉骨粉引起牛

发病[9]。为了控制疯牛病, 在 2000 年颁布的《食品安全法

规》中要求, 从 2005 年起, 欧盟范围内所有食品都必须具

备追溯性[10]。自此, 欧盟不断对追溯方面的法律制度进

行完善; 2006 年, 《欧盟食品及饲料安全管理法则》加

强了追溯供应链环节中需要关注的薄弱环节; 2012 年的

16/2012 号法令对于冷冻动物源性的追溯信息提出了要

求 [11]。欧盟颁布的追溯法律是其他发达国家借鉴并制定与

本国追溯相适应的关键。 
美国“从农田到餐桌”的风险管理, 在法律制度上具有

强制性追溯的特点, 主要体现在 3 部法律制度的颁布实

施。2002 年, 《生物性恐怖主义法案》规定了食品企业进

行食品追溯的模式; 2007 年, 《食品药品修正法案》对于

防止食品掺假提供了追溯机制; 2011 年, 《食品安全现代

化法案》要求食品企业生产的食品具备可追溯性[11,12]。 
日本自欧盟爆发疯牛病起, 对食品追溯的关注度开

始增强, 相关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 在“从农田到餐桌”的
风险控制追溯环节中增加了消费者环节。2003 颁布的《牛

肉可追溯法》要求对牛肉实施追溯, 此后, 借鉴对牛肉的

追溯方法, 日本也开始对其他食品进行追溯, 并于 2009 年

颁布了《大米可追溯法》; 2010 年《食品安全可追溯指南》

完善了追溯系统的要求, 标志着日本追溯食品类别逐渐扩

展为全面覆盖[13,14]。 
国外发达国家在食品安全追溯方面起步早, 食品安

全追溯法律法规的变化, 集中体现了追溯工作的重点、方

向, 乃至技术的发展进步水平。一般来说, 食品安全追溯

技术的应用均由于单个食品的风险而引发, 然后根据实际

生产的情况, 向其他的食品类别逐步延伸。 

3.2  食品安全追溯技术应用进展 
欧盟、美国和日本研发食品安全追溯的新技术, 无形

中加快了建设食品安全追溯系统的进程, 推动了食品安全

追溯的发展。19 世纪, 动物耳标在欧洲发达国家兴起, 目
的是记录奶牛信息, 追踪奶牛饲养、运输等信息[15]。20 世

纪 70 年代, 标识代码和条码符号首先应用于美国食品零

售贸易的销售终端零售 POS 机, 基于美国和国际物品编码

协会开发的 GS1(globe standard 1)系统, 开发了 EAN·UCC 
(European article numbering-uniform code council)系统, 拓
展应用至全球范围内的用户。美国的流通领域中引进了自

动识别技术, 结合了商流、物流和信息流, 追溯条码标识

的不可复制性[16]。欧盟建立了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

(rapid alert system for food and feed, RASFF), 欧盟成员国

利用此系统进行食品和饲料信息交流、追溯召回等, 对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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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事件事前、事中和事后进行预测预警, 降低食品安

全事故发生的风险 [17] 。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 (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 HACCP)用于食品安全追溯的

供应链各环节, 通过采取有效控制关键点的措施, 发挥预

防、减少或消除有害食品污染物的作用, 被广泛地接受并

采用[18]。20 世纪 80 年代, 美国首先提出危害分析 HACCP
的追溯方法, 并应用于指定的禽畜类食品, 之后又推广到

禽畜产品以外的食品中[19]。20 世纪 90 年代, 自疯牛病爆

发以来, 欧盟引入了 HACCP 体系, 制定了《食品安全白皮

书》, 以提高食品安全的质量控制[8]。1995 年, 日本发生

了大型食物中毒事件, 公众对食品安全高度重视, 日本食

品被禁止进入欧盟市场, 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由此, 
日本开始引入 HACCP 体系, 并将其应用于食品安全追溯

系统, 在乳制品、肉制品等食品中进行追溯以提高食品安

全[20]。1998 年, 欧盟启动“动物电子标识项目”, 强制要求

实施动物标识和标识溯源系统[15]。1999 年国际物品编码学

会 采 用 了 美 国 麻 省 理 工 大 学 提 出 的 工 程 总 承 包

(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 EPC)的概念, 结合

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技术, 开发

了 EPC 系统, 旨在构建实时物联网平台[16]。21 世纪初, 美
国成立了冷链协会, 协调管理全球易腐败不易保存的食品, 
从而保障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权益。2003 年, 欧盟应用

电子标识设备提高对动物的监控, 并决定推广应用 RFID
技术[15]。2004 年, 日本在农产品领域引入了 RFID 的农产

品追溯试验系统[21]。2004 年美国农业部推动全国性动物识

别系统(national animal identification system, NAIS)项目, 
其核心是动物识别编码系统[22]。近年来, 日本农业协同工

会(Japan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JA)针对谷物、水果、

肥料和饲料、乳制品等如何生产及渠道做出规划。JA 应用

电子舌技术减少劳动力投入并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在保障

食品安全的同时, 开发品牌农产品并提高产品竞争力, 例
如: 全世界连锁“711”的奶酪、肯德基的炸鸡等[23]。 

食品安全追溯技术逐渐呈现出 3 个方面的特征, 从传

统的物理标识技术, 逐渐向数字化技术演变; 从单一数据

记录, 向多数据记录, 到关键技术记录演变; 从简单标识, 
向风险预警, 到风险控制演变。 

4  我国食品安全追溯的进展 

4.1  食品安全追溯法律制度进展 
我国逐步完善了与食品安全追溯相关的法律体系。

2006 年,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颁布标志着国内食品安

全追溯体系的新起点[24]; 2011 年,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

理条例》新增产品追溯制度[25]; 2015 年, 《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要求国家建立全程追溯的食品安全追溯体

系[26]; 2016 年,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要求建立农

产品全程追溯协作机制[27]; 2017 年, 《关于印发国家食品

安全示范城市标准(修订版)的通知》阐明全国范围内建立

的食品可追溯示范平台取得初步成功; 同年, 《关于发布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若干规定的公

告》要求建设重要产品信息追溯体系[28]。2019 年, 农业农

村部颁布《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与农业农村重大创建

认定、农产品优质品牌推选、农产品认证、农业展会等工

作挂钩的意见》[29], 要求已获得食品生产认证标识的企业

都必须实施追溯 , 这是政府推广追溯系统的一项重大举

措。我国自启动食品安全追溯法制建设以来, 相关法规进

展迅速, 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规体系。 

4.2  我国食品安全追溯应用状况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 追溯体系得以不断完善, 逐渐

变得信息化、便捷化, 可以在更多的追溯环节采集更多的

信息。 
我国在学习借鉴的同时, 也制定了符合我国实际生

产需求的政策以及调整追溯技术应用的范围。20 世纪 50
年代, 我国借鉴欧洲的动物耳标措施, 将其应用于牛、羊

信息的记录, 以区分个体差异[15]; 20 世纪 80 年代, 国务院

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管理条例》, 标志着食

品安全监管开始萌芽[30]。监管人员用笔、纸记录监管情况, 
手动填写打印的文件, 并向食品经营者索取符合生产标准

的票证, 对出现不符合法律法规的情况给予处罚; 20 世纪

80 年代末, 二维码更新升级替代一维码技术, 通过调整编

码长度以满足增加录入信息量的需求[31]; 20 世纪 90 年代, 
我国首先在水产养殖业引入 HACCP 体系, 而后又在肉制

品、乳制品等食品加工业纷纷建立了基于 HACCP 的食品

追溯体系[32]; 自动识别技术主要有条码技术、DNA 识别技

术以及 RFID 技术等[31]。条码技术方面, 我国主要沿用

EAN·UCC 的条码技术, 通过追溯条码在电脑终端查询食

品的商品信息。进入 21 世纪, 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崛起和互

联网的发展促进了可追溯技术的快速发展; 2000 年, 中国

物品编码中心在 100 多个食品领域建立了基于 GS1 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应用示范工程, 将“食品安全追溯”的理念传入

中国[33]; RFID 技术方面, 我国主要通过 RFID 技术、激光

扫描系统等建立物品与互联网的联系来实现智能化识别、

定位的物联网[34], 运用 3G 移动通信设备采集条码信息传

输到信息采集系统, 从饲养、加工、存储等均利用 3G 技术

将商品信息或者视频信息传输给网络平台储存, 运输过程

运用 GPS、GIS 技术和 3G 通信相结合, 消费者可扫码或电

脑终端设备查询获取食品的全部信息[35]。 
食品安全预警系统方面 , 自 2007 年以来 , 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已在全国 31 个省市的 349 个城市建立食

品安全信息网络, 在此基础上建成全国食品安全分析预

警系统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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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在条码技术方面, 应用可追溯系统的 RFID
技术贯穿于食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 对生产价值高

的食品及应用场景标准要求高的情况具有重要作用; 2010
年我国举办上海世博会, 利用 RFID 技术实现食品安全追

溯系统, 并将应用成果推广至相关农产品[37]; 区块链技术

与食品安全追溯的结合保障了数据的安全性, 降低了数据

篡改威胁性, 增加了验证机制并削弱结构中心化[35]。2009
年基于物联网的发展提出了智慧物流, 在物流运输行业中

应用新兴技术, 实现智能追溯的功能, 例如: 2017 年京东

在上海建成了全球第一个全流程无人仓[38]。区块链技术与

人工智能结合, 高效、精准、透明地实现了供应链的溯源

性[39]。人工智能技术与食品安全预警的建设, 将 HACCP
原则与智能识别等功能结合, 应用于食品供应链中, 提高

了智慧监管的效率[40]。 
不同于欧美国家 , 我国产业组织格局表现为低度

化 [41], 食品工业总体上呈现小、散、弱的特点, 农业规模

化、集约化、标准化程度低, 但是我国积极在重点领域、

重点风险防控方面开展食品安全追溯的探索和尝试[42,43]。

如何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是亟待解

决的问题。 

5  不同主体应用食品安全追溯系统的方向 

5.1  政  府 

政府作为追溯制度的建立者、落实者以及追溯信息的

监督者, 在统一追溯标准的同时, 也肩负保障食品安全, 
引导企业应用追溯技术的责任, 为实现全链条的追溯保驾

护航[44]。欧盟、美国和日本的政府以强制方式促进食品安

全追溯, 例如: 欧盟在农产品种植和加工环节中立了良好

的生产实践指南和加工标准; 美国在生产、加工和销售阶

段制定了良好农业操作规范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s, 
GAP)、HACCP 体系、制定食品可追溯制度等; 日本制定

《食品安全追溯指南》, 要求企业实施追溯, 同时也鼓励

企业符合自身发展的追溯体系[45]。 
我国政府对食品安全追溯的监管行为主要体现在

制定食品追溯的相关法律标准, 指导下级政府落实政策; 
监督食品生产经营者 , 尤其是企业实施追溯并交信息 , 
确保食品生产信息的真实性和食品生产行为的安全性 ; 
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时, 收集追溯系统中供应链各环节数

据, 层层追溯, 明确责任主体和责任环节, 在《食品召回

管理办法》指导下实施食品召回或下架处理。以广东查

处问题奶粉为例, 2015 年,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运用乳制品电子追溯系统, 将不合格产品的流通信息排

查出来 , 调查批发和零售企业 , 并追溯供应链出现问题

的环节 , 将问题乳制品及时召回 , 降低其流入市场带来

的危害[46]。 

5.2  企  业 
5.2.1  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提升业务管理能力 

作为追溯系统运营的主体, 企业在食品市场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企业应完善风险防范机制, 提出风险防控策

略[47]。供应链的管理重心要从以企业为核心转变为以消费

者为核心, 以消费需求决定生产, 借助消费驱动力提高供

应链全程标准[48]。企业可建立食品安全信息体系, 公开透

明地向消费者提供多项选择[49]。消费者对企业的信任主要

建立在食品安全事件的危机处置机制, 建立企业预警管理

系统, 及早发现潜在的问题并采取措施以减少损失, 分享

创新管理理念, 有利于凸显企业正面形象, 增强消费者对

企业的信任。 
5.2.2  塑造产品品牌形象, 分享产品质量信息 

通过食品安全追溯系统, 企业给公众传递“真、优、美”
的品牌形象。 

“真”指的是产品的防伪保真, 主要分为线下交易和线

上交易 2 种场景保障产品的真实性。线下交易是通过收集

生产企业的产地数据、流通环节批发商的数据和超市销售

终端授权数据[50], 通过溯源知晓食品原产地信息, 减少不

良商家仿制假冒伪劣的产品, 加强食品品牌的保护。线上

交易是通过与第三方平台的合作, 采集供应链全程的信息; 
查询所需的食品追溯的全程信息, 为食品的来源提供可靠

的数据, 建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优”是通过采集食品营养性和安全性指标的检验检

测数据, 进行分析与可视化呈现, 突出其综合性安全优质

食品的特点。通过食品检测机构提供的食品成分分析数据, 
把各类食品的营养性指标成分含量清晰地展现出来; 安全

性指标来自国家法规、标准、管理条例等物理性、化学性、

生物性等相关指标, 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质量控制进行了规

范。把营养性和安全性指标结合起来, 应用可视化的方式

展现出来, 消费者能快捷地掌握所需食品的营养性与安全

性价值, 树立优质食品的品牌形象。 
“美”包括环境美、文化美、工艺美、评价美、包装美、

历史美、民俗美等[12]。食品安全追溯信息服务需要注入美

的内涵。环境美方面, 全国各地不同地区依靠其各自得天

独厚的地理环境, 可以生产出不同特色的食品, 例如, 贵
州省仁怀市独特的气候特征适合微生物繁殖, 使用稳定的

特殊野生微生物菌群发酵的酱香型茅台酒享誉中外[51]。工

艺美方面, 食物中某些营养物质针对特殊疾病、特殊人群

具有保健的价值, 可以借助严格的标准、复杂的工艺等来

实现; 以山药为例, 罗小芬[52]通过对山药多糖的提取、分

离的技术形成山药功能性饮料, 可提高人体免疫力。 

5.3  消费者 
5.3.1  物质层面 

中国已进入消费升级的时代: 2018 年人均 GDP 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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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8000 美元[53], 国民从关注食品安全, 逐渐发展为对营养

与健康的重视。全世文等[54]分析了北京消费者对食品安全

信息的需求, 发现消费者倾向于购买具备食品质量标识的

食品。通过食品安全追溯系统提供食品安全信息, 是目前

公认的能够传递产品信息的有效方式, 能为消费者提供可

靠的食品安全信息[1], 包括食品的物流信息、检验检疫状

态和储存环境等[53,55]。公众选购食品时, 借助食品安全追

溯能降低不安全食品事件发生的概率; 消费者以此获取食

品追溯信息 , 从而参与食品市场监管 , 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5.3.2  文化层面 

追溯使产品来源更易区分, 能够更好地体现产品的

品牌价值。刘增金[56]研究猪肉追溯系统发现, 消费者信任

可追溯猪肉并倾向于购买标识明确的品牌猪肉。品牌文化

对食品的影响不容小觑, 食品企业使用追溯系统增加品牌

价值, 可追溯性食品在市场易被识别和接受, 其安全性和

可靠性能增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从而创造品牌效应。追

溯可推动了我国的食品企业健康发展, 向全世界传播我国

的食品品牌文化。 

6  对  策 

6.1  政  府 

政府应完善追溯法规条例, 并督导贯彻落实, 解决追

溯技术全局性、系统性的应用问题。同时, 政府作为监管

部门, 需要使用追溯信息解决责任追查、产品召回等方面

的问题。在我国食品工业小而全, 导致追溯边际成本高的

背 景 下 , 实 行 政 府 和 社 会 资 本 合 作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可以分担追溯系统建设与应用的成本, 并
激发企业使用追溯系统的积极性。借助 PPP 模式能解决在

食品安全追溯系统使用初期不成熟和企业使用受限的问题, 
政府可以调动更多的部门、获得更多的资源使追溯系统不

断优化, 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56]。 

6.2  企  业 

企业实施自查主要有 3 个方面: 现场监控、企业内部

审核和第三方审核[57]。实际上, 企业自律是食品安全生产

的关键, 主要是表现为企业内部审核, 通过对食品生产过

程的各个环节进行监控, 向消费者提供与食品追溯有关的

信息。此外, 企业可自行抽查追溯码, 发现生产全程可能

出现脱节的情况并遵守政府制定的食品安全各项法规条例, 
提高食品生产效率和管理能力, 减少不必要的食品安全纠

纷和事故,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保障公众切身利益。 

6.3  消费者 

对消费者进行倡导、培训和教育, 树立良好的全程食

品追溯意识[58]。消费者是使用追溯系统的 大受益人, 同

时提高消费者食品安全追溯意识可以为企业实施追溯提供

动力, 为构建全程食品安全追溯有促进作用。借助追溯系

统传递食品真、优、美的信息, 消费者以此鉴别食品品质

优劣, 追溯信息也为消费者提供证据, 一旦出现食品安全

问题可向相关机构、部门进行投诉。此外, 消费者监督食

品安全市场, 履行食品追溯相关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义务, 
积极参与我国食品安全质量管理, 维护自身食品安全合法

权益。 
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广泛应用在食品安全各利益主体。

消费者养成应用追溯系统的习惯, 购买安全营养食品的同

时, 也为食品企业分摊了部分追溯费用。对应的, 消费者

为食品企业分摊部分追溯费用, 也促使企业完善自我监督

管理体制, 保质保量地生产优质食品。政府、媒体等重视

宣传、传播食品安全追溯的内容, 可以提高消费者追溯意

识。在食品安全各相关主体的努力下, 按照市场化模式下, 
企业生产, 政府监督, 消费者参与, 营造良好的食品安全

生产和管理大环境。 

7  结论与讨论 

食品安全追溯系统与社会共治密切联系。只有在政府

政策支持、企业应用规范、消费者广泛认可, 3 方食品安全

主体共同作用下 , 食品安全追溯系统的发展才能得以推

动。未来可运用大数据技术构建食品安全追溯系统, 实现

食品安全领域综合布局, 并且基于 HACCP 原理对供应链

各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 包括原材料的获取途径、食品中

有效成分的添加、符合要求的生产环境等, 采取预防性措

施、进行系统性的风险控制。通过运用追溯的管理方式, 政
府、企业等各部门相互协调合作, 方可系统性得解决食品

安全问题, 人民的食品安全才能得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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