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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SM的食品安全事故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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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将食品安全事故影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层次化。方法  采用解释结构模型法(ISM), 构建食

品安全事故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 并对导致我国食品安全事故的因素进行层次性分析。结果  导致我国食

品安全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食品标准体系不合理、食源性疾病监测与预警系统存在缺陷、食品污染物监测系统

不完善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存在漏洞; 而导致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根本原因是食品安全信息网络不健全, 

信息传递不畅、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不完善和食品安全教育培训制度缺乏。结论  针对导致我国食品安全事故

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 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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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ratify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among food safety accident affect factors. 
Methods  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ling (ISM) structural model was constructed by ISM method. Then, 
hierarchy analysis was taken on the factors of China’s food safety incidents.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nreasonable food standard system, defect foodborne disease surveillance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imperfect 
food contamination monitoring systems, and loopholes food safety regulatory system were those of the direct 
influence factors which caused frequent food safety accidents. Imperfect food safety information network, im-
perfect food safety legal system and lack food safet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were those of the funda-
mental influence factors which also caused frequent food safety accidents. Conclusion  Target direct factors 
and fundamental factors,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food safety; 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ling method (ISM); analysis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 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关注。但近年来爆发
的“三聚氰胺”、“苏丹红”、“瘦肉精”、“地沟油”、“假

羊肉”等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 严重危害了消费者
的身心健康。因此, 寻求一种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有
效手段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然而,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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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众多、结构复杂, 要想减少我国食品安全事
件发生, 首先需对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科学
地组织管理。 

解释结构模型法[1](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
elling method, ISM), 是美国沃菲尔德教授于 20世纪
70 年代初为分析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结构问题而开
发的一种分析方法。该方法可以将复杂系统中的影响

因素构造成一个多级递阶的结构模型, 通过分析这
些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便可将导致问题的影响因
素之间的关系层次分析清楚。因此, 本文拟将 ISM方
法引入到食品安全管理与控制中, 找出导致我国食
品安全事故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 并依此提出相
关的政策建议, 以期为解决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提供
理论依据。 

1  食品安全事故影响因素 

根据文献报道, 食品安全事故的影响因素主要
有以下几方面 [2-16]: 环境因素、原辅材料本身的特
性、加工方式、供应链相关人员素质问题、食品污

染物监测、食源性疾病监测和预警体系、食品安全

法律体系、食品标准体系、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

食品安全信息传递网络、食品安全教育与培训制度、

食品安全性评价与危害性分析技术、食品安全检测

技术与设备、食品安全跟踪与追溯系统、食品安全

过程控制技术。 
上述这些因素相互交叉, 互为关联, 直接或间

接对食品安全事故产生影响, 致使决策者也难以确
定哪些因素是导致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根本因素 , 
从而难以有针对性地制定对策, 以解决我国食品安
全问题。例如: 食品链相关人员的素质既受到食品安
全法律体系的影响，又受到食品安全教育培训制度的

影响; 而食品标准体系同时食品安全信息网络、食品
安全性评价与危险性分析技术、食品安全检测技术与

设备 3种因素的影响。 
按照在模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系统的影响因

素可划分为 2类:  
①对模型起作用但不属于模型描述范围的因

素: 环境因素、食品原辅材料本身的特性、食品加
工方式;  

②模型所需研究的因素: 除①类外的所有因素, 
如表 1所示。 

表 1  影响因素 
Table 1  Influencing factors 

食品安全事故 S0 

影响因素 

1 食品链相关人员的素质 S1 

2 食品污染物监测系统 S2 

3 食源性疾病监测和预警体系 S3 

4 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S4 

5 食品标准体系 S5 

6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S6 

7 食品安全信息网络 S7 

8 食品安全教育与培训制度 S8 

9 食品安全性评价与危险性分析技术 S9 

10 食品安全检测技术与设备 S10 

11 食品安全跟踪与追溯系统 S11 

12 食品安全过程控制技术 S12 

 

2  食品安全事故影响因素 ISM 模型的建立 

为了分析这些因素对食品安全的影响, 建立系
统解释结构模型——ISM, 首先要弄清这些因素两两
之间的逻辑关系。经过深入分析, 确定影响因素之间
的相互关系如表 2所示。表 2中“1”代表 Si对 Sj有影

响; 空白代表 Si对 Sj无影响(i, j=0, 1, 2,···, 12); 对于
相互有影响的因素, 取影响大的一方为影响关系, 即
有影响。 

根据表 2 所示食品安全事故影响因素的逻辑关
系, 得到其可达矩阵 R如下: 

0 1 2 3 4 5 7 8 9 10 11 12

0

1

2

3

4

5

7

8

9

10

11

12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1 0 0 0 1 1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R S
S
S
S
S
S
S

6    

6  

  

          

                             
                             
                        

 =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1 0 1

     
                     0         
                             
                             
                             
  0                0 1 1 1 1

1 1 0 0 0 0 1 0 1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1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52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第 4卷 
 
 
 
 
 

 

  

表 2  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Table 2  The interactional relationship among factors 

 S0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0 1             

S1 1 1 1 1   1    1 1 1 

S2 1  1           

S3 1   1          

S4 1 1   1  1       

S5 1     1        

S6 1      1       

S7 1     1  1  1 1 1 1 

S8 1 1     1  1     

S9 1     1    1    

S10 1     1     1   

S11 1      1     1  

S12 1      1      1 

 
按照 ISM方法, 对可达矩阵R进行处理, 首先划

去 R 中具有完全相同的行及其相对应的列, 从上面
的 R中看出, 本可达矩阵中, 没有两行元素完全相同; 
然后再按 R 中每行元素“1”的个数多少, 从少至多顺
序排列, 形成具有右上角元素全为 0的减缩矩阵 R’。
R’中行和列的排列顺序为 S0、S2、S3、S5、S6、S9、

S10、S11、S12、S7、S1、S4、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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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R’中可以看出, 影响食品质量安全 S0的因素

层次共有四层: 
第一层: S2、S3、S5、S6 

第二层: S9、S10、S11、S12 
第三层: S7、S1 
第四层: S4、S8 
这四层因素集中反映了影响食品质量安全的原

因, 他们之间的层次关系形成了有一定逻辑关系的
影响因素链, 用箭头连接有影响关系的因素, 即可得
到解释结构模型图, 见图 1。要素之间有连线, 代表
它们存在直接的影响关系; 要素之间没有连线而中
间存在邻级有向线段的, 代表要素间存在间接影响
关系; 要素之间没有直接或间接线段相连的, 代表要
素间没有关系或关系可以忽略。 

3  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关键问题与对策 

根据食品安全事故影响因素解释结构模型, 可
得出以下结论:  

(1)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直接原因是食品标准体
系不合理(存在交叉、矛盾、缺失等现象)、食源性疾
病监测与预警系统存在缺陷、食品污染物监测系统不

完善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存在漏洞。因此, 要减少我
国食品安全事故, 首先应当加快对食品安全标准的
修订, 清理长期无人使用、存在严重问题及技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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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食品安全事故影响因素解释结构模型 
Fig. 1  The ISM structural model of factors affecting food 

safety accident 
 
陈旧落后的标准, 制定符合我国国情与企业实际情
况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建立食源性疾病主动监测
网络, 简化食源性疾病的报告制度, 加大对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实验室的投入, 提高实验室监测水平, 建立
食源性疾病监测国家数据库, 完善食源性疾病监测
与预警系统; 建立覆盖全国的食品污染物检测系统, 
扩大食品污染物检测种类, 建立食品污染物监测数
据库, 完善食品污染物监测系统; 加快对食品安全监
管部门的整合, 对食品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进
行监管, 改变突击式的监管模式, 对企业进行常态化
监管, 完善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2)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最根本原因是食品安全
信息网络问题不健全, 信息传递不畅、食品安全法律
体系不完善和食品安全教育培训制度缺乏。因此, 要
从根本上防止我国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还应当加
快食品安全信息化建设, 建立统一食品安全信息监
测、通报和发布制度, 逐步形成统一、科学的食品安
全信息评估和预警指标体系, 及时研究分析我国食
品安全形势, 对食品安全问题力争做到早发现、早预
防、早整治、早解决; 对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法》
进行修订, 并建立相关的配套法律, 加大对由人为因
素而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的处罚力度, 建立食品安
全事件问责制度, 逐步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建立食品安全教育与培训制度, 在学校开设专门的
食品安全教育培训课程, 从小培养人们的食品安全
意识, 食品链相关人员还必须接受专门的教育培训, 
只有获得了专门的食品安全教育培训证书, 才能够
从事食品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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