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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 年春节前夕, 我国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并在短期内扩大到全国和其他国家和

地区。此次疫情给我国食品行业带来极大影响, 尤其是餐饮行业受灾最为严重。鉴于我国互联网行业已发展

的相当成熟, 网络销售食品行为已经得到广大消费者认可, 我国可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 将食品安全监管与

信息化技术手段进行有机结合, 既为做好特殊时期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提供了手段, 又可以解决食品企业在特

殊时期面临的困境, 在做好企业帮扶工作的同时做好相应的监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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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fore the Spring Festival of 2020, the outbreak of pneumonia caused by new coronavirus infection 

in China spread to the whole country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a short term. The epidemic has greatly 

affected China's food industry, especially the catering industry. In view of the considerable maturity of China's 

Internet industry, online food sales have been recognized by majority consumers. China can make full use of this 

advantage in combining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is will provides means for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in special periods as well as solve the plight of food companies at such times. It can benefit in 

enterprise assistance work and supervisory work at the sa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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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近期, 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 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蔓延到全国和

世界上其他 18 个国家。鉴于疫情的严重性, 国务院批准春

节假期延长, 湖北省内各地陆续进入史无前例的“封城”状
态[1], 全国其他城市也分别采取不同措施, 以最大限度减

少人员流动, 保证人员可控。国际方面, 多国准备专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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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撤侨,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也于日内瓦时间 2020 年 1 月 30 日召开记者会宣布: 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2019-nCoV)被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

卫 生 事 件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PHEIC)[2], 是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应急机制中

的最高等级。 
此次疫情发生后, 媒体报道或坊间传言大都集中在

病毒本身或讨论疫情发生的功过是非, 本文重点跟大家一

起探讨一下在传染病疫情(或者自然灾害)特殊应急状态下, 
如何做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一方面提出特殊时期的食品

安全监管模式和建议, 另一方面提出特殊时期行业面临的

困难, 从政策角度分析监管部门可能为行业发展采取的措

施, 供监管部门参考。 

2  法律授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组织本级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农业行政等部门制

定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年度监督管理计划, 向社会公布

并组织实施[3]。 

3  食品企业现阶段面临的困境 

面对国内外的各种针对人员流动的限制措施, 我国

广大的企业都在经历着生死存亡的考验, 尤其以我们的

食品行业为典型。食品生产企业人员放假, 但企业工资照

付 , 企业主每天要承担高昂的人员成本和房租成本 , 而
且即使年后正常复工 , 因为交通物流影响 , 原料成本和

销售成本的增加也将会成为企业很大的负担。大的超市

情况相对较好, 小的超市受供货影响, 基本关门; 农贸市

场人员流动性显著减少 ; 餐饮服务企业受灾最为严重 , 
不仅预定好的年夜饭一个个临时取消, 春节期间的亲友

聚餐也因为大家不再走亲访友而荡然无存(根据商务部数

据, 2019 年除夕至正月初六, 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

售额约 10050 亿元[4]); 网络餐饮外卖, 因为骑手数量短

缺 , 延迟送餐情况大量发生 , 不少订餐在送到顾客手中

时已不适合即时食用。 
对于任何企业而言, 生存是第一要务, 只有先活下来, 

才有能力去关注食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在正常情况下, 企
业需要以优质、安全的产品去吸引顾客, 得到顾客的认可; 
反过来, 越是得到顾客认可, 企业越会关注自身的品牌, 
自己产品的质量和安全。但是, 在灾害疫情应急状态下, 
一方面, 人员、物流受限, 造成企业生产或服务成本大幅

增加; 另一方面, 大的食品生产企业或经营企业在原料、

物流议价, 以及区域布局, 甚至政府支持等方面要明显优

于广大中小企业, 因此可以做到短期内产品价格稳定, 这
就中小企业的生存形成了间接的打压。 

4  对市场监管部门的建议 

市场监管部门作为企业从出生到注销全生命周期的

审批、监管部门, 在灾害疫情应急状态下, 更应做到“两手

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所谓的“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
是指, 一手抓企业帮扶[5], 一手抓企业监管[6], 两只手都不

能放松。 

4.1  企业帮扶 

互联网平台经济在我国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 广大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近年来也是受益颇深。在灾害疫情应

急状态下, 市场监管部门可以投入精力稳定市场, 在政策

上多做倾斜, 一方面支持鼓励各大互联网平台引入更多中

小企业产品售卖, 并实现各个上下游企业更多的互动交流
[7], 另一方面指导实体行业做好防疫措施, 为复产复工打

好基础。在具体操作上, 一是可以借助相关行业协会组织, 
以中小企业集群, 尤其是小微企业集群的方式, 由行业协

会牵头代表, 与天猫、京东等互联网平台具体商洽合作[8], 
有效利用互联网的平台优势, 同时也可以加大降低企业单

兵作战的成本。在形式上, 可以利用资源等价兑换或销售

利益共享等方式, 减免部分优质、特色企业的入网费用, 
最终实现多方共赢。二是指导实体企业做好体温监测、行

程记录等措施, 及时全面收集复工人员体温记录和行程记

录, 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避免发生疫情二次扩散等情况。 

4.2  企业监管 

在积极做好企业帮扶的同时, 另一只手一定要紧抓

质量安全监管不放松。因为高企的成本和应急状态下的冒

险心理, 部分企业存在以次充好、非法添加的原始冲动, 
因此在灾害疫情应急状态下必须要做好食品质量安全的监

督管理。 
在灾害或者疫情特定应急状态下, 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无法进行实地检查, 客观上造成了监管处于真空状态, 
再加上受原料短缺、人工短缺等影响, 会带来较大的食品

安全隐患, 加大食品安全风险发生的概率。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做好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 尤其是在传染病疫情应急

下, 本身各个企业就会对人员流动进行严格限制, 监管部

门如何在防疫的同时, 还能对企业的食品安全进行有效监

管, 是当前监管部门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我们认为, 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 实现对行业的

智慧监管[9], 将会是行之有效的破解路径, 利用的形式主

要可以根据各地或各层级监管部门的需求确定, 可以建设

综合性的信息监管平台, 也可以根据某一特定监管职能针

对性的开发 app 或小程序。例如: 将生产许可、日常巡查

等监管过程中使用的标准化表格按照相关监督管理办法或

细则的逻辑要求, 以电子化形式呈现, 监管人员和监管对

象均可通过软件平台分权限实时上传或查看相关信息,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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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灾害或疫情实际情况[10], 有针对性的增加相关内容, 
如本次新型肺炎, 可以加入员工体温监控和消毒记录; 也
可通过视频或智能眼镜等技术手段, 代替人员到现场对食

品生产或经营场所进行核查或巡查; 还可以针对食品类别, 
按照相应的生产工艺流程, 设计开发出食品生产自查/监
管系统, 食品生产企业按照所生产产品流程工艺, 实时填

报原料、添加剂、称量、投料、各关键工序操作人员等信

息[11], 一方面做好信息记录和复核, 另一方面也可以满足

监管部门实时监管的要求,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生产过程

的监管, 实现监管关口前移; 此外, 利用地理信息和大数

据技术, 可实现对监管区域内各类型食品生产企业的时空

分析, 做好风险预警。 
此外, 鉴于目前网络购买食品或网络订餐的普遍性, 

尤其在疫情状态下, 更多的人会选择通过网络购买预包装

食品或进行餐饮消费。因此, 监管部门还需要加强对互联

网平台的监管力度, 在延续现有监管方式的同时, 通过风

险分级, 结合季节特点, 对各类食品进行风险分级管理[12], 
制定相应食品储运细化要求, 督促平台强制入网商户或餐

饮服务企业按照要求进行食品储运, 加强监管, 消除食品

安全隐患 , 避免因食品造成人员发病 , 即增加医院负担, 
又增加人员被疾病传染的风险。 

除了提高要求外, 监管部门还可以通过与互联网平

台进行相关交易数据的共享, 对购买量大的食品类别和品

牌, 结合购买人群区域分布(饮食消费习惯)、季节和食品本

身风险等级, 在年度抽检监测计划基础上, 有针对性的重

点组织开展临时性网络食品安全专项抽检监测。同时, 在
做好防护的基础上, 低频次、有重点的针对肉、蛋、奶等

居民重点消费食品, 在确保可追溯的前提下, 尽量简化程

序, 在重点商超开展抽检监测工作。 

4.3  加强对食源性传染病的监管 

2003 年 SARS疫情的发生对我国, 甚至全球的经济社

会都造成了严重影响, 后经流行病学证据和生物信息学分

析显示 , 野生动物市场上的果子狸是 SARS 冠状病毒

(SARS-CoV)的直接来源[13], 中华菊头蝠为 SARS 样冠状

病毒(SARS-like-CoV)的贮存宿主 [14]; 而本次新冠状病毒

疫情的发生, 根据 1月 29日最新发表于柳叶刀(The Lancet)
的一篇论文[15]显示, 新型冠状病毒与 2 个蝙蝠冠状病毒关

联密切, 表明蝙蝠可能是原始宿主, 华南海鲜市场出售的

动物则可能是中间宿主。2 次波及全球的重大疾病疫情都

起源于人们对所谓“野味”的无底线追求, 近年来, 虽然政

府部门不断加强对野生动物交易和食用的打击力度, 但是

由于受各种风俗、传说、偏方等因素的影响, “野味”消费端

的需求一直旺盛。对于此类“病从口入”的典型案例, 一方

面要继续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以疫情真实事件为案例, 重
在摆事实, 减少枯燥说教, 逐步改变部分地区、部分人群

的消费陋习; 另一方面, 针对本次疫情暴露出武汉华南海

鲜市场“挂羊头卖狗肉”, 市场监管部门监管缺失的问题, 
全国各层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各类交易市场的监管力

度, 减少或消除“野味”交易的机会。 
另一方面, 除了造成这 2 次大疫情的病毒外, 近年来, 

禽流感病毒、非洲猪瘟病毒, 以及诺如病毒等, 也给我国

的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市场监管部门还应加强技术

储备, 筛选出基础条件较好、技术实力强的检验检测实验

室, 专项投入, 建立起病毒检测能力, 并在日常食品安全

抽检监测工作中针对重点食品分别增加相应的病毒检测项

目, 将问题发现关口前移, 而不仅仅是一直处于被动应对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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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风险监测”专题征稿函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风险监测对保障人体健康有着重要的意义, 越来越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 

鉴于此, 近期本刊特别策划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风险监测”专题, 专题将围绕(1)危害识别、(2)危害特

征描述、(3)暴露评估、(4)风险特征描述、(5)区域性风险监测、(6)风险管理等方面。或您认为本领域有意义

的问题综述及研究论文均可, 专题计划在 2020 年 6~7 月出版。 

我们去年也组织过此专题, 于 6 月见刊, 专题共收录文章 65 篇, 独立出版整本期刊, 是本期刊以学科为

分类的最大专题, 影响较为深远。 

鉴于您在该领域的成就, 学报主编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吴永宁研究员及编辑部全体成员特别邀请

有关食品领域研究人员为本专题撰写稿件, 以期进一步提升该专题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综述及研究论文均

可, 请在 2020 年 04 月 30 日前通过网站或 E-mail 投稿。我们将快速处理并经审稿合格后优先发表。 

同时烦请您帮忙在同事之间转发一下, 希望您能够推荐该领域的相关专家并提供电话和 E-mail。再次感

谢您的关怀与支持！ 
 
投稿方式(注明专题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风险监测):  

网站: www.chinafoodj.com(备注: 投稿请登录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主页-作者登录-注册投稿-投稿选择

“专题: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风险监测”) 

邮箱投稿: E-mail: jfoodsq@126.com(备注: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风险监测专题投稿)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