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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视角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研究 

吉晓香*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泰州  225300) 

摘  要: 食品安全监管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屏障, 而“互联网

+”的迅速发展和运用有利于解决我国目前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困境。本研究分析“互联网+”给食品安全监管带来

的机遇, 进而通过政府、社会、市场主体的全方位合作, 提出“互联网+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构建及实施策略, 

以促进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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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model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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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is an important barrier that concerns the vital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nd 

ensures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the people.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will help solve the 

predicament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Internet+” to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Internet+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mode through the all-round coope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society and market players, so a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in China. 

KEY WORDS: Internet+;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supervision mode; social governance 

 
 

1  引  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 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国家与社会的广泛关注。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实施食品安全战略, 

让人民吃得放心[1]。食品安全作为国家战略明确提出, 是

政府的高度重视, 更是回应人民对食品安全现状的关切。

通过依法建立严格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以及科学完善的食

品安全监管体系, 才能有效地保证食品安全, 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生命健康[2]。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 政府

用“史上最严”食品安全法对各类食品生产经营行为进行了

规范, 也以“四个最严”具体要求强化食品相关单位及个人

的责任, 即: 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

罚、最严肃的问责[3]。但是当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现状与社

会需求、民众期待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食品安全监管工

作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近年来,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

发展, 从技术层面为食品安全的有效监管带来了机遇[4-6]。

在 2017 年的“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中, 国务院明确提

出: 依托现有机构, 整合现有资源, 重点建设全国食品生

产经营许可信息公示系统, 以及食品生产经营监管、检验

监测、信用管理、应急管理、风险评估和移动执法系统[7]。

如何利用“互联网+”理念带来的发展机遇, 依托现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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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互联网+食品安全监管”的新模式, 最大限度地降低

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率, 这是当前国内外研究和关注的重

点。鉴于此, 本研究以互联网+平台技术为载体, 来寻求解

决当前食品安全监管困境的有效性, 尝试采用互联网+平

台技术为依托, 就食品安全监管问题进行具体探究, 为食

品安全监管提供理论参考。 

2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 我国各地实行了监管体制改革, 以区县级为

单位, 将工商、食药、质检 3 个部门合并为“市场监督管理

局”, 国家层面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组建了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改革创新是新形势下对食品药品监管和市场监督

管理模式的新探索, 也是精简机构整合职能的新尝试, 具

有很强的现实意义[8]。体制的改革使得我国的食品安全建

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同时也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市场主体单位基数大, 食品安全监管力量不足 

2014 年 7 月 8 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

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提出: 凡是市场主体基

于自愿的投资经营和民商事行为, 只要不属于法律法规禁

止进入的领域, 不损害第三方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

安全, 政府不得限制进入[9]。随着食品市场准入门槛的降

低, 导致市场主体发展迅猛, 特别是小作坊、小餐饮、小

摊贩等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出现, 使得食品安全监管的任

务更多更难。另外, 由于长期受到传统的政府本位行政监

管思维模式的影响, 政府监管部门的权力边界不清, 行政

垄断依然存在, 往往无视市场机制的存在, 导致政府部门

监管显得力不从心, 效率低下[10]。 

2.2  食品安全监管信息严重不对称 

2016 年 3 月 16 日, 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

心发布《2014—2015 年度中国食品安全监管透明度观察报

告》。报告显示, 除国家食药监总局信息公开勉强及格外, 

31 个省级与 27 个省会城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无一及格, 

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公开仍有巨大空间[11]。食品药品安全监

管信息的公开, 是对消费者最好的保护, 是对违法者最大

的震慑, 是对执法者最硬的约束, 是对社会舆论最好的引

导, 是对诚信体系建设最大的贡献[12-14]。提高食品安全监

管信息的透明度, 可以减少政府监管部门不作为的可能性, 

有效抑制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不法行为。另外, 市场主体诚

信的缺失和食品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素养的不高也给食品安

全监管增大了监管难度[15]。面对市场激烈地竞争和趋利心

理, 一些市场主体法律意识淡薄, 诚信品德低下, 置法律、

品德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康于不顾, 违法经营、制假贩假, 

导致食品安全问题的频发。染色馒头、瘦肉精、地沟油、

毒奶粉等恶性食品安全问题都是市场主体不诚信的表现。

诚实信用是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及其运行机

制的基础和保障[16-18]。若食品生产经营者缺失诚信, 将严

重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食品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素养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

安全和健康。新《食品安全法》有明确要求, 食品生产经

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对职工进行食品

安全知识培训, 加强食品检验工作, 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19]。但目前中国食品行业低小散的发展水平及自身无培

训能力, 导致食品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存在对食品安

全知识不熟悉, 食品安全意识薄弱等问题。另外, 对于食

品从业人员的信息(比如: 个人健康体检信息、个人有无食

品从业违法行为记录等), 没有提供公众查询服务, 与食品

生产、经营企业数据库也没有实现信息共享互通, 食品从

业人员的健康证检查仍然是由政府一线的监管人员现场逐

户人工检查, 部分食品经营者甚至向监管部门提供外地健

康证或假健康证[20], 这更加大了监管部门的监管难度。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有

着更高的期待和需求, 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针对上述

存在的问题, 亟待一种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系统, 利用互

联网技术畅通政府、企业与社会公众的信息传递, 积极引

导社会公众对食品安全的监督, 提升基层食品监管人员工

作效能, 从而能够实现对市场主体及食品从业人员进行较

全面的监管, 改善现有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3  “互联网+”创新食品安全监管模式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技术蓬勃发展, “互联网+”已经改

造及影响了多个行业。“互联网+”的兴起在暴露政府监管滞

后的同时, 也为我国政府监管转型提供了机遇和挑战[10]。

在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面临许多问题的背景下, 互联网

等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了新的工具和

发展思路。因此, 将“互联网+”与食品安全监管相结合, 在

监管模式上实现多重监管方式的协调, 充分发挥信息公开

和公众参与机制的作用, 为政府监管转型创造良好环境。 

3.1  “互联网+食品安全监管”的核心理念 

互联网倡导的是开放、平等、创新、分享、免费的理

念[21]。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科学运用, “互联网+”

技术已经影响并改造了许多行业, 促进了各项事业发展的

进一步提升。在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0 号文件中提出: 积极探

索公众参与的网络化社会管理服务新模式, 充分利用互联

网、移动互联网应用平台等, 加快推进政务新媒体发展建

设, 加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交流, 提高政府公共管理、公

共服务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响应速度, 提升政府科学决策能

力和社会治理水平,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22]。 

对于食品安全监管而言, 一方面要确保快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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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监管; 另一方面要保证监管信息的公平、公正、透

明。因此, 在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督中面临监管任务重、

监管力量不足、监管信息不透明等诸多困境的背景下, 将

“互联网+”技术与食品安全监管相结合, 打造“互联网+食

品安全监管”的新模式, 是非常恰当和具有现实意义的。 

3.2  “互联网+”给食品安全监管带来的机遇 

“互联网+食品安全监管”是借用互联网在信息传递、

数据处理、数据存储、大数据挖掘等方面的优势, 借助计

算机、移动终端设备、服务器、数据库的结合, 为食品安

全的监管提供快速、便捷的服务。 

首先, “互联网+食品安全监管”有助于解决目前食品

安全监管任务重、监管力量不足的问题。新《食品安全法》

提出“社会共治”的理念, 这对于推动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

制转型具有重要意义[23]。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公民素质的提

高, 越来越多的人都愿意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但是由于

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影响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互联

网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时间、空间的障碍, 为公众

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参与途径。利用互联网的信息共享、信

息交换、大数据分析等功能建立一个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平

台, 市场主体通过平台公开自己的监管信息, 接受公众的

监管; 社会公众则可以利用多种智能终端随时随地获取监

管对象的信息或上传监管的状态信息。因此, 通过将“互联

网+”引入食品安全监管提高了食品安全监管的便捷性和

灵活性, 也为传统的政府本位行政监管减轻了任务[24]。 

其次, “互联网+食品安全监管”有助于提高食品安全

监管信息的透明度。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取得实效的基础

条件, 信息开放的程度和方式直接影响着公众参与的兴趣

和效果[25-27]。政府利用互联网平台及时公示食品安全监管

信息, 消费者通过浏览网站信息自主选择合格产品, 加快

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秩序, 完善市场倒逼格局, 营造人人

关注食品安全、广泛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良好氛围。 

第三, “互联网+食品安全监管”有助于提高社会公众

的食品安全监管专业性及市场主体、从业人员的责任意识

和食品安全素养。利用互联网技术, 通过食品安全监管信

息平台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教育, 普及《食品安全法》法律

法规和食品安全知识, 增强市场主体的责任意识和诚信意

识, 提升行业自律水平, 提高公众食品安全与依法维权意

识, 掌握简单的食品质量识别方法。   

4   “互联网+食品安全监管”的模式构建及实

施策略 

“互联网+食品安全监管”通过“互联网+”带来的网络

互通、信息共享、大数据分析等功能, 推进食品安全“社会

共治”的形成, 为食品安全的监管提供快速、便捷的服务。

但是该目标的实现还需要政府统一规划、企业参与以及社

会协同合作, 通过凝聚各方力量探索出“互联网+食品安全

监管”的实现路径, 食品安全监管“互联网+”平台体系的构

建如图 1 所示。 

由图 1 可知: 食品安全监管“互联网+”平台体系应用

了工程领域常用的“事后管理”、“事中管理”、“事前管理”

等多个概念, 但并不是以消费者购买食品的节点为划分点, 

而是以消费者消费食品的节点为划分点。为了能够最大限

度地保障食品安全监管效果, 所有与食品生产、储存、销

售、运输等相关的主体都需要或主动、或被动参与到监管

过程中。为了能够确保食品安全监管做到“公平”、“公正”、

“公开”, 务必要及时采集和储存食品生产、储存、销售、 
 

 
 

图 1  食品安全监管“互联网+”平台体系 

Fig. 1  “Internet +” platform system for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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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等事前工作关键信息, 以便能够在出现食品安全事故

时可及时核查; 由于会涉及到海量的数据, 通过互联网+

平台进行备份处理与采集就显得尤为必要。与此同时, 互

联网+平台还要动态更新展示与食品提供方有关的关键信

息(包括处理信息、投诉信息、评价信息等), 确保广大消费

者能够及时了解到食品提供方的发展历程与真实状态, 进

而真真正正地达到“去劣存优”的食品安全监管效果[28]。 

4.1  食品安全监管“互联网+”平台体系的基础设施

系统 

食品安全监管“互联网+”平台体系的基础设施系统主

要包括应用表现层、应用服务层、数据库资源管理层、网

络及硬件资源管理层(见图 2)。其中: (1)应用表现层: 通过

人机交互等方式, 将应用服务层与数据库资源管理层紧密

结合在一起, 并以直观形象的形式向用户展现信息处理的

结果。(2)应用服务层: 根据客户端用户的请求, 实现信息

的存取、传输、编辑、管理等各种业务功能。(3)数据库资

源管理层 : 包括各种类型的数据信息 , 以及实现信息采

集、存储、传输、存取和管理的各种资源管理系统, 主要

有数据库、数据库管理系统和目录服务系统等。(4)网络及

硬件资源管理层: 由计算机、手机等终端设备组成, 硬件

资源为系统的运行、访问、操作提供了保障。网络由计算

机网络、电信网、有线电视网等三网融合, 为各基础设施

之间的通信提供保障。 
 

 
 

图 2  食品安全智慧监管系统的层次结构 

Fig. 2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food safety intelligent supervision 
system 

 

4.2  食品安全监管“互联网+”平台体系的数据库系统 

数据库系统是食品安全监管“互联网+”平台体系的基

础, 只有先建立基础数据库, 并将基础数据库与食品安全

监管信息平台进行整合, 才能为后续食品安全监管的开展

奠定基础。目前, 我国的互联网用户规模位居全球第一, 

拥有着丰富的数据资源。大数据时代的来临, 为政府社会

沟通能力、科学决策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危机预防能

力、组织协调能力以及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带来了巨大

的机遇[14]。因此, 对于基础数据库的建设, 应该充分利用

大数据技术, 在政府的统一规划下进行各个基础数据库系

统的开发。该模式下数据库中的数据主要是由社会公众、

政府相关监管部门、食品从业人员、市场主体所提供, 需

要具备的基础数据库(见图 3)包括: 社会公众信息数据库、

投诉建议数据库、政府监管信息数据库、从业人员信息数

据库、从业人员体检信息数据库、从业人员培训考核数据

库、市场主体信息数据库。 

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中, 公众作为重要的参与主体

是食品安全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必然选择[29]。因此, 为了方

便社会公众参与到食品安全的监督中, 在“互联网+食品安

全监管”模式的数据库系统中必须包含社会公众诉求信息

及其个人基本信息。在“互联网+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下, 社

会公众不仅要监督市场主体, 同时也要对政府的行为进行

监督。对于社会公众提交的诉求信息, 政府部门应及时对

涉事经营单位进行调查依法处理并反馈调查结果, 保障

公众的知情权, 接受群众的监督。而食品从业人员和市场

主体是食品安全的责任主体, 在“互联网+食品安全监管”

模式的数据库系统中必须包含两者的基本信息, 接受公

众的查询与政府的监管。为方便查询食品从业人员的体

检信息, 所有从业人员的体检信息应由具备相应能力的

医疗机构所实施体检后上传到数据库中(以身份证号码作

为唯一关键字)。 

当然这些数据库只是最基本的, 各地区可根据实情

增加相关数据库。基础数据库需要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相

互联通, 做到数据的实时共享、互通互联、权限访问, 为

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平台的建立提供实施基础。 

4.3  食品安全监管“互联网+”平台体系的平台系统 

当基础数据库系统建设完毕, 就需要进行具体的食

品安全监管系统建设。按照系统使用用户身份的不同, 系

统模块分为管理员模块和用户模块(见图 2)。管理员模块用

于实现系统的管理和维护。包括: 权限管理、系统模块编

辑、数据库管理等。用户模块中, 不同的用户可以通过不

同的平台渠道进入系统进行操作并获取相应权限的服务, 

实现食品安全智慧监管的信息化(见图 4)。具体包括政府平

台、市场主体平台、从业人员平台、社会公众平台。 

(1)政府平台: 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通过该平台可以

实现对市场主体及从业人员的信息查询、监管信息记录、

公众诉求处理反馈、食品从业人员培训考核、从业人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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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础数据库系统建设 

Fig. 3  Construction of basic database system 
 

 
 

图 4  食品安全智慧监管系统的用户模块结构 

Fig. 4  User module structure of food safety intelligent supervision system 

 
检信息的上传等。 

(2)社会公众平台: 社会公众可以通过此平台查询经

营者及从业人员的基本信息, 还可以对经营主体进行评价

及投诉。 

(3)市场主体平台: 食品经营者利用此平台可以向外

界进行信息公示, 包括市场主体基本信息、信用状况、明

厨亮灶信息记录、经营主体日常运营情况记录等。经营主

体还可以利用此平台查看消费者对自己的评价信息、投诉

建议, 以便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改进服务质量、提升诚

信水平。 

(4)从业人员平台: 个人如果确定为某食品经营主体

的从业人员, 则需通过此平台进行基本信息录入方便公

众及政府查询 , 并通过此平台进行食品从业知识的培训

及考核[30]。 

5  互联网+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实施策略 

利用“互联网+”构建的食品安全监管系统为社会提供

一个平台, 客观呈现市场主体的食品安全状态, 在保障消

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 借用社会公众的力量, 高效解决了

以往信息不透明、信息整合缓慢、信息传播滞后的监管和

执法壁垒的问题, 能够达到有效规范消费市场秩序的目的, 

构建以“社会、市场主体、政府”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的

系统, 实现食品安全的全面有效监管, 改善现有食品监管

中存在的问题, 真正实现政府监管执法部门、经营者和消

费者的三方共赢。为顺利推进“互联网+食品安全监管”模式

的实施, 提出如下几点对策:  

5.1  加快推进政务信息整合共享 

“互联网+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中最基本、最核心的要

素是数据, 要用数据决策、用数据说话、用数据管理、用

数据创新。针对当前数据共享不足的突出问题, 政府应大

力推进政务信息系统的数据整合, 提供跨部门、跨层级的

数据共享。跨部门政府数据共享有助于促进协同办公, 提

升政府行政效率[16]。让信息多跑路, 让群众少跑腿, 让管

理更有效, 让人民更有获得感, 为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提

供强大信息化保障。 

5.2  建立电子追溯系统 

各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该逐步推广应用以数字证

书为首的电子标识, 通过电子标识来对食品提供方的法人

信息、经营范围信息、注册号信息等进行链接, 既可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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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交易的安全性, 又可及时判断食品提供方的主体资

格。与此同时, 还可通过二维码技术来全程覆盖食品生产

消费的供应链全过程, 让“互联网+”平台所记录的信息能

够做到全覆盖、全链条、全环节。例如: “互联网+”食品安

全监管系统中的明厨亮灶系统可以让公众和政府监管人员

通过网络平台实时监控和记录厨房操作, 减少市场主体与

公众间信息不对称的障碍。因此, 政府应当积极引导鼓励

市场主体建立和完善互联网视频监控系统, 实现食品制作

实时监控, 公开食品加工制作过程, 自觉接受政府和公众

的监督。 

5.3  开展监管大数据分析利用 

大数据时代, 数据成为组织进行决策的重要战略资

源[17]。“互联网+”食品安全监管系统的数据库中汇集大量

的监管数据, 包括政府及相关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数据。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分析, 发挥出数据应有的作用, 

发现食品安全热点, 开展产品风险评估, 实现对食品安全

舆情快速把控和趋势预测, 初步形成智慧监管模式。 

5.4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和系统的及时推广 

专业人才主要是信息系统平台的建设和维护人员 , 

可以鼓励高校加强相关职业技能人才培养, 积极培育数据

工程师应用创新型人才。加强信息化人才培养, 实现“互联

网+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人才保障。另外, 政府要加强系

统推广工作, 共同促进“互联网+”食品安全智慧监管。 

5.5  健全标准体系 

面临日益艰巨的食品安全监管任务, 单一政府行政

监管模式很难有效控制食品质量安全[18]。要实现食品安全

监管社会共治, 就必须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 

只有这样, 才能形成政府和社公的共同参与。所以要转变

政府职能, 明晰食品安全监管参与各方的法律权限。当前, 

我国在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数量虽然较多, 但是存在

着立法滞后、法条冲突、操作性差等问题, 对违法者威慑

力严重不足。政府应强化市场主体责任, 树立市场主体是

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思想, 从严管理, 完善食品安全治

理的法律体系。 

6  结  语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于食品

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积极引入“互联网

+”, 既缓解了政府监管的压力, 也是“互联网+”在公共服务

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有益探索。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 利

用“互联网+”的优势可以有效缓解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

中存在的问题, 但并不能保证食品的绝对安全。在这一过

程中, 监管主体要起到食品安全治理的主导作用, 弥补不

同主体之间的形式合作的缺陷, 实现监管力量的化学融合

[19], 这样才能实现“食品安全战略”的决定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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