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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加工模式在提升食品小作坊食品安全 

水平方面的应用研究 

李  琳 1*, 梁卫华 2, 潘子强 1, 陈永强 1, 严美燕 2, 沈志华 1, 王  放 2, 白兰青 2 

(1.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中山  528402; 2. 中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中山  528400) 

摘  要: 目的  提升小作坊食品安全水平。方法  以中山市已建的 6 个集中加工生产区为例, 介绍中山市食

品加工小作坊集中生产的基本情况, 分析集中加工生产存在的优势(质量成本优势、设施环保优势、监管效率

优势及成长学习优势)及面临的挑战。结果  提出了食品加工小作坊集中生产的应对方案。结论  通过集中加

工模式, 可以提升食品加工小作坊的食品安全水平, 并为小作坊的集中生产提供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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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of food processing small worksh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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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safety level of food processing small workshops. Methods  Taking the 

six centralized-processing districts in zhongshan as an example,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concentrated production of 

small workshops in Zhongshan city was introduced. The advantages of centralized-processing production (quality 

cost advantage, facilit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vantage, regulatory efficiency advantage and growth learning 

advantage) and challeng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solution of the centralized production in the food processing 

small workshops was put forward. Conclusion  Through the centralized-processing mode, the food safety level of 

the food processing small workshops can be enhanced,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and basis for the centralized 

production of small worksh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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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食品安全关系到人民健康和国计民生, 近年来频繁

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中 50%以上都来自于食品加工小作坊
[1]。食品加工小作坊消费对象广泛、消费层次多样且带有

浓厚的地方饮食文化特色, 这些特点决定了食品小作坊在



3662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第 8 卷 
 
 
 
 
 

 

国内外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其存在具有长远性和复杂性
[2]。由于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从业人员知识水平不高, 生

产设施和设备简陋, 质量管理薄弱, 导致其保证食品安全

的能力低下, 加上小作坊分布广、活动隐蔽、流动性强、

开停频繁, 违法行为难发现、难打击、难根治, 对其管理

工作是食品监管的重点和难点[3]。据官方统计, 在近 50 万

家食品生产加工主体中, 全国食品加工小作坊约 35.3 万家, 

占总食品生产单位总数的 78.7%, 实际存在的小作坊数量

远高于这个数字[4]。面对此难题, 各级政府发展和制定出

不同的监管模式和监管政策。而集中生产, 建设食品小作

坊集中加工园区成为目前最为有效的食品小作坊监管模式

之一。2015 年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5], 鼓励建设食品小作坊集中加工

区, 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建设食品小作坊集中加工

区, 对本行政区域内食品小作坊实现集中管理。 

所谓集中加工或小作坊整合, 是指在政府和监管部

门推动下, 某一特定区域、特定行业中食品生产加工小作

坊之间、小作坊与其他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之间通过纵向或

横向的联合, 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行业组织化水平的过程
[6]。本文以中山市为例, 分析了中山市已建 6 家集中加工

区的现状、探讨其在提升食品安全水平方面的优势及面临

的挑战, 旨在为集中加工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

依据。 

2  中山市食品小作坊集中加工区的基本情况 

2.1  中山市食品小作坊的基本情况 

中山市位于珠江三角洲中南部, 总面积 1783.67 平方

公里, 常住人口 314.23 万人, 下辖石岐、小榄、古镇、三

乡、坦洲等 24 个镇区, 现有食品加工小作坊 774 家(统计

时间为 2015年 1月至 2015年 12月), 主要从事烧腊制品(烤

鸭、烧鹅、手撕鸡、烧猪肉、烤乳猪、猪头皮、卤味等)、

米面制品(主要是河粉、面条、饺子、面包、糕点、饼等)、

压榨花生油(也有少量菜籽油)及豆制品(主要制作豆腐、豆

干、腐竹)等 4 大类产品的生产(见图 1)。其中烧腊制品小

作坊的数量最多 (314 家 ), 在大多数镇区占比高达

30%~45%。24 个镇区的食品加工小作坊类型基本一致, 但

分布比例不同, 具有鲜明的镇区特色, 如黄圃镇作为中国

第一个“食品工业示范基地”, 其生产的腊味享誉中外, 作

为腊味的配套产业, 该镇有生产肠衣的小作坊 13 家。黄圃

镇出产的大头菜风味独特, 关家尾村更因其特殊地理标识

被人称为“头菜村”, 全村共有头菜生产小作坊 23 家。 

2.2  中山市集中加工小作坊的基本情况 

为提升食品安全水平, 中山市先后建设了 6 个集中加

工区(具体分布见图 2), 其中小榄竹源食品加工中心和东

凤镇食品集中加工基地属于综合性食品集中加工区, 加工

区内生产的产品包括豆制品、花生油、烧腊制品及米面制

品等; 西区烧腊集中加工区和小榄集中屠宰加工基地则主

要生产烧腊制品和卤肉制品; 南区利群豆制品加工区和火

炬开发区的水磨坊豆制品加工区则是豆制品小作坊的集中

加工区。 

 

 
 

图 1  中山市食品加工小作坊的分布(2015 年 1 月~12 月) 

Fig. 1  The distribution of food processing small workshops in 
Zhongshan city (2015.01~12) 

 
 

 
 

图 2  中山集中加工区的分布图 

Fig. 2  Location of centralized-processing district in Zhongshan city 

 
小榄镇竹源集中加工生产区成立于 2004 年, 最初主

要是集中生产豆制品, 2008 年该基地迁址新建后扩大了入

驻种类, 目前该镇所有的食品加工小作坊均已入驻集中区, 

共计 60 户(见表 1)。东凤镇食品集中加工基地于 2012 年 7

月投入使用, 目前进驻小作坊 38 家。中山西区烧腊制品集

中加工生产区于 2011 年 1 月正式运营, 目前入驻烧腊生产

小作坊 43 户。该集中加工区在屠宰场内, 原料优势较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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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肉类来源有保证, 生产相对规范; 但由于集中加工区

毗邻屠宰场, 生猪的暂养场所与烧腊加工车间间隔不够, 

交叉感染的风险较大, 存在一定的食品安全隐患。中山小

榄镇集中屠宰加工基地成立于 1997 年, 是小榄镇的生猪、

菜牛、羊、三鸟的定点屠宰厂。2010 年, 该基地开始集中

生产小榄镇的烧腊制品。南区利群豆制品加工区主要集中

了豆制品生产小作坊, 目前该厂区分为 9 个摊档, 每个摊

档 200 平方米, 从业人员 20~30 人, 各自独立采购、独立

生产、独立销售。该厂生产的豆制品主要供应中山城区及

周边市场, 拥有品牌“徽腐豆制品”, 日生产能力为 2 吨干

豆。火炬开发区水磨坊豆制品加工区集中了 10 家豆制品小

作坊, 从业人员 50~60 人。该集中加工区的原料均由专业

配送, 主要销售途径是通过门店自售, 也有少量批发, 每

户小作坊年销售额在 10~30 万, 年产量在 10~100 吨。 

3  食品加工小作坊集中加工生产的优势及面临

的挑战 

3.1  小作坊集中生产的优势分析 

食品加工小作坊集中生产被认为是当前食品加工小

作坊的发展方向, 是提升小作坊食品安全水平的有效措

施。新加坡早在 1971 年就开始了推行小贩迁徙计划, 打

造小贩中心并将小贩中心作为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类似医

院、学校等), 纳入到政府规划, 制定建设标准[7]。我国各

地政府也都试行开展集中生产, 建设食品小作坊集中加

工园区, 如中山市小榄镇[8]、佛山南海区[9]、银川市[10]、

青岛市[11]、鄂尔多斯市[12]等地区先后建立了集中加工区, 

其中鄂尔多斯的“八统一管理”、佛山的“南海模式”、中山

市的“小榄模式”等被认为是比较成功的管理模式。集中生

产既可有效解决政府在小作坊食品安全领域的管制问题, 

同时也很好地保持了小作坊的活力。综合以上城市或地

区的做法 , 结合中山市的实际情况 , 食品加工小作坊的

集中生产在质量成本、提升食品安全水平及监管效率等

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3.1.1  质量成本优势 

从经济角度来看, 整合可较好应对质量成本的增加。

小作坊的整合可分为横向整合和纵向整合, 横向整合主要

是生产相同或相似产品的小作坊进行集中生产, 由于产品

相同或相近, 采购生产原料、优化生产工艺以及销售等都

可集中进行和推广。集中采购可产生规模效应, 降低生产

成本, 获得经营上的规模经济效益。青岛流亭豆制品小作

坊集中加工区和威海打铁豆腐小作坊集中加工区将部分豆

腐生产小作坊集中起来, 实现了大豆和食品添加剂的大宗

采购, 降低了原料采购成本并保证了原料质量。中山火炬

开发区水磨坊豆制品厂通过集中采购实现了大豆的专业配

送, 不仅可降低采购成本, 而且原料质量稳定可靠。 

纵向整合则主要是相关上下游企业进行整合和一体

化生产, 这样可降低企业质量控制成本, 尤其是一体化所

有结构后可集中担负质量控制成本, 有共享和充分利用的

优势, 降低单位产品平均质量成本。建立集中加工区后可

建立检验室, 实现统一检验, 目前中山市 6 家小作坊集中

加工区中有 4 家建立了检验室, 提升小作坊的质量监测水

平和对原辅料、半成品及终产品的把控能力。 

3.1.2  设施环保优势 

从事食品加工生产对环境卫生和设备清洁的要求较高, 

同时不可避免要产生废弃物, 需要使用锅炉、消防等设施设

备, 小作坊由于资金有限和食品安全知识匮乏, 生产卫生条

件较差, 很容易成为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源头; 同时大多数小

作坊不会投资污水处理、消防设施或安全水电设施等, 这使

得小作坊生产过程的安全风险较高且给周边环境带来不良影

响。小榄镇和东凤镇政府均给予了集中加工区补助, 帮助集

中加工区建立污水处理区, 南区利群豆制品加工厂实现了统

一供能, 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 可完善基本卫生设施和消毒

设备, 改善食品生产、贮藏环境,从源头上控制食源性疾病的

传播; 同时可建立起科学、系统、合理的污水处理设施、水

电安全设施、锅炉安全设施、消防设施等, 集中解决小作坊

的供能和三废问题, 避免小作坊业主们由于缺乏处理能力而

任意丢弃的行为, 同时实现统一供能和高效供能。 

 
 

表 1  中山市食品小作坊集中加工区的基本情况表 
Table 1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centralized-processing district of food processing small workshops in Zhongshan city 

集中加工区名称 入驻家数 是否配备食品安全员 食品安全培训(次/年) 是否有检验室 进驻加工区意愿 

竹源加工区 60 有 3 有 100% 

东凤镇集中加工区 38 有 2 有 94.7% 

小榄集中屠宰加工 25 有 2 有 96% 

西区烧腊集中加工区 43 有 2 筹建 51.2% 

南区利群豆制品加工区 9 无 0 无 55.6% 

水磨坊豆制品加工区 10 有 1 有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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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监管效率优势 

从监管角度上看, 小作坊整合可有效提高监管效率
[13]。目前我国的监管力量与监管任务不匹配, 监管人员受

能力、经验、常识水平、精力等条件制约, 超过一定限度, 

就不能有效实施监管。只有通过整合, 提高素质, 才能有

效提高监管效率。此外, 小作坊整合也有利于政府和监管

部门平衡现实矛盾。政府既要追求保障食品安全的目标, 

又要维护社会稳定 , 促进经济发展 , 解决就业和三农问

题。面对小作坊, 政府和监管部门需要在相关政策之间寻

求平衡点, 积极推进整合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扩大企业

规模并做强大, 提高产业集中度, 使小作坊有能力改善生

产条件, 确保食品安全, 并能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以小

榄镇集中加工区为例, 以往对烧腊制品、豆制品的检测频

率大约每周 2 次, 小作坊集中生产后由于建立了集中加工

区的检验室, 检测频率增加到每天 1次, 抽检率从 0.55%提

高到 5.26%。 

3.1.4  成长学习优势 

小作坊的食品安全水平低下与从业人员的知识水平

不高关系密切, 由于小作坊分布广, 政府针对食品安全的

培训和专家的业务指导很难在小作坊业主之间开展, 集中

生产后, 培训的效率和效果都可得到提升, 同时小作坊业

主间也可通过同行观摩、行业研讨等方式将一些先进的工

艺和技术进行快速推广 , 提升产品质量, 开展良性竞争, 

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目前中山市东凤镇、小榄镇及火炬开

发区的 4 家集中加工区均每年举办 2~3 次食品安全知识及

法律培训, 2016 年, 小榄镇竹源集中加工生产区因开展食

品安全教育效果显著被授予“中山市食品药品安全科普教

育基地”称号[14]。 

3.2  小作坊集中生产后面临的挑战 

食品小作坊准入门槛较低, 从业人员素质相对较低, 

虽然食品加工小作坊集中生产具有质量成本和监管效率上

的优势, 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食品加工小作坊集中生

产仍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难。和规范的食品企业管理相比, 

集中加工模式面临着如下几个挑战。 

3.2.1  小作坊业主入驻集中加工区的意愿不强 

通过对中山市集中加工区入驻小作坊业主以及非集

中加工区小作坊业主的调查可知, 部分小作坊业主对进驻

集中加工区热情不高, 存在着抵触情绪, 如入驻南区利群

豆制品集中加工区和西区烧腊集中加工区的小作坊业主中

分别有 55.6%和 51.2%的人不认可集中生产模式, 分析其

原因, 主要有入驻集中加工后生产成本上升、销售路径延

长、销售损耗增加等。从生产成本来看, 进入集中加工区

后, 食品小作坊加工业主需要支付基地管理费用、垃圾处

理费用及检验检测费用。以中山市为例, 小榄镇和东凤镇

的食品加工基地租金均为每月 20 元/平方米左右, 西区烧

腊加工区由于靠近市区, 租金为 63 元/平方米; 佛山南海

集中加工区的租金为 38 元/平方米, 大多数食品加工小作

坊介于 60~200 平方米, 与租住民居或在自家操作相比, 小

作坊进入集中加工区后 , 直接面对的就是生产成本的上

升。同时入驻集中加工区后生产所需的水电等将按工业用

电结算, 相对于先前的民用标准, 费用也将提升, 这使得

很多加工作坊业主入驻意愿不强。 

食品加工小作坊生产规模小, 大多都在居民区附近, 

采取的是“前店后厂”、“作坊+销售门店”或“作坊+经销商”

的生产销售模式, 客户群体基本分布在原有加工作坊周

边, 销售方便、销售成本低廉。而加工作坊集中生产区一

般都远离市区 , 远离居民区 , 这将导致很多小作坊必须

远距离运输和销售 , 增大了产品损耗和交通费用 , 增加

了销售成本。 

3.2.2  集中加工小作坊引导措施不足 

虽然《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

例》鼓励建设食品小作坊集中加工区, 但并没有做强制要

求, 这使得入驻集中加工区的小作坊不仅要面临与规范食

品生产企业的竞争, 也要面临与非入驻集中加工区作坊的

竞争。小作坊实现集中生产意味着抽检或监管将更加规范, 

这使得很多入驻集中加工区的业主认为约束更多。广东省

于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实行小作坊登记制度, 这意味着达

到生产条件的小作坊均可合法存在, 因此集中生产如果没

有相应的政策优惠或扶持手段, 小作坊业主驻留集中区的

意愿不强。而要提高小作坊的食品安全水平, 推动集中加

工进程, 政府的柔性管理手段尚待进一步完善, 在行政指

导、行政资助、行政合同管理及行政教示等方面均需采取

更为有效的引导措施[15]。 

3.2.3  食品安全管理水平整体水准尚待提升 

以中山市的 6 个集中加工区为例, 部分集中加工区的

管理人员并不具备食品安全知识, 简单地把集中加工区的

管理理解为“集中生产、集中供能、集中处理废弃物”, 缺

乏对食品安全的持续关注和学习, 对集中生产的优势认识

不足; 有些集中加工区的管理人员则只片面关注收取管理

费, 入驻的小作坊业主则认为入驻集中加工区后政府应对

他们生产的产品给予优惠, 减少检验频率等。这些认知和

管理水平的不足将限制集中生产发挥其优势。 

4  小作坊集中生产的应对方案 

4.1  坚持政府引导, 实现市场化运作, 推行集中生产 

以集中加工区的情况来看, 中山市小榄镇和东凤镇

的 3 个集中加工区以及佛山南海烧腊集中加工区、山东威

海及青岛的集中加工区均是在政府主导下建立的, 而西区

烧腊集中加工区、南区利群豆制品加工厂和火炬开发区的

水磨坊豆制品厂则主要是民间主导。从运营结果来看, 较

为成功的集中生产模式经验都是由政府和监管部门做主导, 

因此政府和监管部门在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集中生产中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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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殊作用, 是是否能取得成功的关键[16]。在集中生产的

管理中, 政府应发挥“推动者”的角色, 通过财政补贴、行政

奖励、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正负激励手段在条件成熟的

地区推行集中加工生产区。由于各地条件存在差别, 行业

发展也不同 , 因此不可能采取同一个模式 , 而把顾客导

向、结果导向作为集中生产的重要方针, 坚持市场化运作

是集中生产能够顺利开展的重要一环。 

4.2  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 提前介入, 专业指导 

集中加工区要设计规范科学, 包括选址、原材料保

存、作坊布局、废物处理等, 对于新建的集中加工区, 监

管部门应提前介入, 给予专业指导和明确指引, 帮助集中

加工区开展厂区设计、车间布局, 同时建立卫生设施、消

防设施、排污设施及安全水电设施。对于已建的集中加工

区, 需要按照食品安全的要求, 逐步对其进行改善升级。 

4.3  出台优惠政策, 鼓励小作坊入驻基地  

政府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和优惠服务, 采取对集中

加工区、入驻集中加工区的作坊业主进行补贴等手段实现

政策上的引导和扶持; 如给予房租补贴、解决加工户生活

困难(如新疆克拉玛依区帮助解决了加工户子女入学难问

题 , 并与基地物业公司协商解决困难加工户的物业管理

费、暖气费、燃气费等实际问题; 中山市水磨坊豆制品集

中加工区在加工基地附近建造了低租房, 供基地从业人员

居住等)。 

4.4  标识管理和标准化操作 

通过标识管理等手段将集中加工区与非集中加工区

的产品予以区分。如新疆克拉玛依区就免费为基地内加工

户、送货车辆、人员服装注册“大拇指”标识并对该标识进

行推广, 标识管理可大大提升产品的信誉度, 提高小作坊

业主入驻集中加工区的信心和积极性。 

4.5  技术支持和技能培训 

监管部门要在技术和技能方面对集中加工区提供帮

助, 如帮助食品加工小作坊建立简单易行的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科学有效的卫生规范操作降低食品安全风险; 同时鼓

励集中加工区在产品品质上下功夫, 通过技术创新、设备

改造等手段提升产品品质, 实现其可持续性发展。在集中

加工区对从业人员开展系统性培训, 包括食品安全法、食

品原料的保藏、食品操作卫生规范、食品加工新技术、预

防食物中毒、科学合理使用食品添加剂等内容, 逐步提升

小作坊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意识和食品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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