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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供应链管理机制下的食品安全问题处理对策 

余学军* 

(三峡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宜昌  443000) 

摘  要: 近几年,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市场经济体制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

题。其中食品安全问题逐渐凸现, 每年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都会被频繁曝光, 比如苏丹红事件、毒大米事件、三

鹿毒奶粉事件等, 这些问题的出现给我国的食品安全管理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因此需要制定食品供应链管理措

施,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本文主要从食品供应链管理机制下分析食品安全的影响因素, 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

对策, 为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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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measures of food safety problems under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food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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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of our 

country has brought not only a greater room for development, but also a lot of problems. Among them, the food safety 

problem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Each year, China's food safety problems are frequently exposed, 

such as tonyred events, poisonous rice event, Sanlu milk powder incident and so on, and these problems bring great 

difficulties to the management of food safety in China.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ormulate foo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measures to solve the food safety problem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ood 

safety from the foo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ood safe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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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目前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困扰我国公民的主要问

题之一, 要求食品行业必须做好监督管理工作, 食品供应

链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食品安全性。食品在生产、加

工、包装等各个环节都可能出现安全问题, 比如在食品生

产环节出现的农药残留问题, 加工环节产生的交叉污染问

题以及包装环节出现的包装纸污染问题等。对此更应该做

好食品供应链管理工作, 在供应链管理理念下寻找解决食

品安全问题的措施, 从而有效提高食品安全性。 

2  食品供应链的概念和发展现状 

2.1  食品供应链管理 

食品安全关系国计民生, 在社会和经济迅速发展的

今天, 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 食品供应链必须要做出相应

的改变, 使其不仅能完成传统的加工制造工作, 同时还必

须要在各个环节内实施更好的管理。众所周知, 食品从原

材料加工到消费者手中需要经历很多中间环节(生产、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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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包装、运输和销售等), 而每个环节都可能会使食品

受到污染, 比如在食品加工环节可能出现化学物质污染、

运输过程中由于保存不当可能出现变质、腐烂等问题。这

些都会对食品供应链的整体利益造成损害, 增加食品安

全风险。 

食品安全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的复杂工作, 在食品供

应链环节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比较多, 包括温度、湿度、

时间和存放方式等, 食品的自身安全性和供应链的安全性

有重要关联。我国的食品在供应链环节也存在较多问题, 

例如, 食品仓储管理环节和监督环节容易出现问题, 食品

在运输过程中由于储存不好而易发生二次污染, 这些问题

给食品安全带来较大隐患。为了更好地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应在食品安全管理中建立供应链管理理念, 并在此基础上

做好食品供应链各个环节的安全保护工作, 构建食品智能

管理系统, 对食品实施远程控制和管理, 并建立食品供应

链安全监督体系, 促进食品安全管理[1,2]。 

2.2  我国食品供应链现状 

一般情况下, 食品供应链是由食品加工业、农业以及

物流配送业等相关企业构成的食品供应网络系统。我国食

品供应链管理的主要特点是以集成化和同步化为主要特征, 

并且是在互联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主要围绕食品生产、

供应、物流、存储以及销售等环节实施经营。我国早期食

品供应链管理方面承受的竞争压力比较大, 一方面是由于

面临多方面待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需要思考达到食品多

样化快速发展的要求, 控制好食品安全, 同时实现食品企

业效益的提高。以肉制品供应链的发展为例, 很多地区的

肉制品供应链采用的是以龙头企业为发展形式, 企业通过

和农户取得联系分散经营, 并组织农户进行生产经营, 实

现区域化、专业化和一体化生产, 并实现生产、加工、销

售为一体的经营发展形式, 为农户提供一条龙的农业经营

服务[3]。但是在传统的肉制品加工食品供应链管理中, 企

业和农户之间的契约关系不稳定, 生产原料和产品质量等

都难以控制。一方面是由于食品的不安全因素贯穿于食品

供应链发展的全过程中, 在食品生产、加工和包装等环节

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污染, 影响整个供应链经营效

益的提高, 增加了食品安全风险。另外, 消费者在购买食品

的过程中缺乏对食品安全的了解, 同时消费者对食品安全

鉴别的知识和技术设备了解也比较少, 所以比较容易引发

食品安全问题, 基于此, 我国需要对食品供应链安全问题

进行有效的分析, 并制定相关解决措施[4]。 

3  基于食品供应链管理的食品安全问题分析 

3.1  食品生产环境的食品安全问题 

近几年, 经济发展形式呈现一片良好的发展趋势, 科

学技术不断进步, 在经营过程中不断迎合生产过程中的经

济效益增长需求。同时随着社会变化和发展, 人们消费观

念的变化直接影响着食品数量、质量的提高, 在还不能生

产较多种类食品的情况下, 只能依靠生产数量更多的食品

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 农药、激素、化肥等的应用

能够迎合这种发展趋势。在这种环境下农民可能为了追求

产品利益而施用更多的化肥和农药, 以期增加农产品的产

量[5,6]。农产品在种植过程中受到不同程度农药的污染, 人

体食用这些被污染的食品后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危害, 同时

还可能引发食源性疾病, 严重影响人体健康。所以食品供

应链的源头大量使用农药、生物制剂以及化学营养品等会

增加食品安全风险, 给食品生产加工带来较大的危害。 

3.2  加工环节的食品安全问题 

据有关调查显示[7], 食品生产企业发展规模过小比较

容易出现管理混乱的问题, 可能导致食品加工环节出现一

些问题。以大米、小麦和玉米等的发展为例, 总销量在 50%

以上的产品以 10 人以下的家庭作坊为主。在发展过程中, 

一些厂商为了追求最大利润一般会减少设备等方面的投入, 

加上对安全管理不重视、生产控制不严格等问题, 导致食

品在生产过程中容易受到微生物污染, 从而出现腐烂等情

况; 另外, 新的食品研究, 比如目前比较受关注的转基因

食品安全性问题也给食品安全带来较大的安全隐患。 

3.3  流通环节的食品安全问题 

在目前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下, 消费者的消费水平

不断提高, 很多农产品在销售过程中仍然以未加工或初级

加工形式进入市场。这种流通方式缺少必要的监督书单和

检验程序, 比较容易发生食品安全事件。而现代交通事业

的发展和城市化进展的加快, 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

费方式, 同时也使食品供应方式发生较大变化。在食品行

业生产和消费之间有很大的发展距离, 人们对食品种类的

需求不断提高。在长距离运输和大规模销售过程中必须要

多渠道经营, 多环节流通。但是在食品实际经营过程中, 我

国每年都有 750 亿元人民币的食品在运送过程中发生腐

烂、变质[8,9], 说明跨地区、跨国界的食品贸易在满足消费

者需求的同时可能会增加因微生物而导致的食品腐烂的几

率, 提高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的几率。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要

满足产品货架期的需求, 突破我国传统冷链物流和相关设

施、设备较落后的局面, 这些问题对食品储存和运输等环

节提出更高的要求, 以便降低食品安全问题隐患。 

4  食品安全问题的处理对策 

目前, 在供应链管理机制下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比较

突出, 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都可能会出现食品安全问题, 严

重威胁消费者的健康。解决供应链各个环节的食品安全问

题成为我国政府和社会必须要关注的问题, 利用这种方式

和政策最大限度降低食品供应链环节的安全问题, 提高全



310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第 8卷 
 
 
 
 
 

 

民食品安全意识。 

4.1  构建食品安全协同管理机制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比较复杂,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

须要建立食品供应链安全管理机制, 这种机制的建立就是

建立以食品生产企业为核心的供应链各个节点的协同管理
[10,11]。从企业层次进行分析, 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一般

是食品生产制造企业, 这方面的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必须

要承担食品供应链安全管理责任。我国农产品的供应地点

比较分散, 食品生产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借鉴日本、美

国等发达国家农业发展协作机制的优势, 利用食品全供应

链管理系统对食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进行统一管

理。在食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可以采用一种比较严格的质量

管理规范标准来约束各个环节负责人的行为。同时在流通

领域考虑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在零售环节、批发环节以及

包装环节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要加强检验, 严格控制各个

环节的食品安全[12,13]。 

4.2  做好食品供应链各环节的监督管理 

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是一项社会化工程, 在管理过程

中还需工商局、食药部门、质检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等做好

各个部门的协调工作。同时食品安全问题治理工作必须要

积极建立工商、公安、农业质检部门的合作机制, 定期沟

通, 实现资源共享, 不定期地实施联合监督。另外要完善食

品安全监管手段, 首先要完善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问

题, 及时修订食品安全标准。对于食品供应链中容易发生

安全问题的物流领域制定一套完善的食品供应链管理标准, 

并明确物流从业人员标准, 最大限度降低食品安全事件的

发生。 

4.3  提高食品供应链管理下的食品储存技术 

食品供应链包含众多环节, 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发生

安全问题, 基于此应以现代化技术为首选, 以电子化技术

为支撑开展食品存储工作。首先, 在电子商务发展环境下, 

利用电子技术提高互联网信息的传递速度, 对食品生产、

加工、流通各个环节的安全性进行分析, 利用网络技术监

控食品生产各个环节的信息, 并将这些信息记录下来, 方

便对食品生产过程进行监督。另外, 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

食品供应链能够及时发现问题, 并对问题作出快速反映, 

明确界定食品供应链主体, 减少消费者的恐慌。另外, 提高

供应链中冷链环节的储藏技术, 减少食品在运输过程中的

损失, 能够提高食品安全性[14,15]。 

5  结  语 

在食品供应链管理机制下, 对各个环节的食品进行

分析, 发现若要提高食品安全性, 必须加强食品供应链管

理工作, 加强供应链各个环节的监督和管理, 同时改进各

个环节的技术, 促进食品更好地生产、加工和流通, 减少各

个环节食品发生腐烂和变质的问题, 从不同方面减少我国

食品安全问题, 使消费者能够吃到放心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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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食品研究”专题征稿函 
 
 

功能性食品是指具有营养功能、感觉功能和调节生理活动功能的食品。目前已研发的功能性食品主要包

括: 增强人体体质(增强免疫能力, 激活淋巴系统等)的食品; 防止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便秘和肿瘤

等)的食品; 恢复健康(控制胆固醇、防止血小板凝集、调节造血功能等)的食品; 调节身体节律(神经中枢、神

经末稍、摄取与吸收功能等)的食品和延缓衰老的食品等。由于其特殊的营养功能, 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 

鉴于此, 本刊特别策划了“功能性食品研究”专题, 由南昌大学食品学院副院长邓泽元教授担任专题主编, 

围绕功能性食品的营养研究、开发应用、安全质量控制等问题展开讨论, 计划在 2017年 4月出版。 

鉴于您在该领域的成就, 本刊编辑部及邓教授特邀请您为本专题撰写稿件, 以期进一步提升该专题的学

术质量和影响力。综述、实验报告、研究论文均可, 请在 2017年 3月 1日前通过网站或 Email投稿。我们将

快速处理并优先发表。 

投稿方式:  

网站: www.chinafoodj.com 

E-mail: jfoodsq@126.com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