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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风险监测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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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品安全问题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 关系到国家生存和发展, 国家对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风险

监测一向非常重视。近年来, 为了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隐患、判断食品安全总体状况、确定食品安全监管重点

领域和品种以及为风险管理提供政策建议, 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理念也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转变。本文从

覆盖面、资源共享程度、资源投入和体系方面浅析了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风险监测现状, 并在提高风险

监测与评估的科技水平、提升数据收集能力和共享程度、完善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运行机制、健全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法律体系方面为我国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实施措施提出建议, 旨在提升我国

食品安全与社会稳定, 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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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tatus of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and risk 
monitoring in China 

CHEN Bin, GUAN Bin-Bin* 
(Nantong Food and Drug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Center, Nantong 226006, China) 

ABSTRACT: As a basic problem of human survival, food safety issues are related to national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country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and risk 

monitoring. In recent years, in order to discover hidden dangers of food safety in time, determine the overall status of 

food safety, determine key areas and varieties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provid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risk management, the concept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in China has also changed from post-investigation to 

pre-preventio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urrent status of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and risk monitoring in China 

from the aspects of coverage, resource sharing, resource investment and system, provide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of food safety risk monitoring in China,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evel of risk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data collection capabilities and sharing,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food safety risk monitoring in China and legal system of China's food safety risk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so as to improve China's food safety and social stability and safeguard the vital interests of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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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食品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与生命安全, 食品安全问题也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国

际贸易有着较大的影响, 此外也关乎到我国的社会稳定, 
因此食品安全愈来愈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2]。食品供

应是从农田到餐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其中包括很多的环

节, 因此食品安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指对食品、食品添加剂中生物性、化学性和物理性危害对

人体健康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所进行的科学评估, 包括危

害识别、危害特征描述、暴露评估、风险特征描述等[3]。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是通过系统和持续地收集食源性疾

病、食品污染以及食品中有害因素的监测数据及相关信息, 
并进行综合分析和及时通报的活动[4]。 

近年来, 为了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隐患、判断食品安全

总体状况、确定食品安全监管重点领域和品种以及为风险

管理提供政策建议, 我国大力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风

险监测工作, 并取得了一些成效[5,6], 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

理念也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转变, 但由于起步较晚, 基
础较弱, 整体能力的和综合产出与国际水平和现实需求存

在较大差距, 在很多方面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
市场准入门槛较低、检测机构的水平参差不齐、监督管理

资金投入不足等[7, 8]。 
鉴于此, 本文总结了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风险

监测现状, 并对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实施措施提供了一些

建议, 旨在提升我国食品安全与社会稳定, 维护广大人民

群众的切身利益。 

2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风险监测现状 

2.1  覆盖面较窄 

西方发达国家的食品生产经营方式趋于规模化、集约

化 [9–13], 而我国的规模以下小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为 28%, 
且大多处于欠发达地区[14], 各地食品工业化程度差距较大, 
模式较为复杂[15],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体制对于我国

的现代化工厂有很好的约束作用, 但对于基数大、消费者

多、产品类别复杂的小作坊的覆盖面却较窄, 在其监管上

具有较大的漏洞。食品供应从农田到餐桌是一个漫长的产

业链, 其中包括种植、养殖、生产、加工、贮存、运输、

销售等很多的环节[16], 我国目前的风险监测的监测范围、

覆盖的人口数、监测取得的数据还远不够发达国家的要

求[17], 此外, 我国的监测样本采集是主动采样并采用现场

付费形式, 实际工作过程中受到不少商家的抵触[18], 导致

部分样品采样难度较大, 获得数据的利用程度偏低, 以上

情形均导致监测数据还不能完全支持对我国食品安全现状

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估。 

2.2  数据共享程度低 

目前, 我国在风险评估模式离真正建立多方参与的

联合评估机制还有很大差距, 风险评估基础数据也十分缺

乏, 我国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监管部门与生产者之间、

消费者与监管者之间均存在数据共享程度低的情况, 首先, 
消费者仅凭外观是无法判断所购食品是否有农药残留、违

禁添加剂等; 其次, 我国食品生产企业小而多, 导致监管

方获取信息的人力物力较大, 监管成本较高; 最后, 因为

受到信息传播限制等因素, 监管者难以将食品安全信息迅

速, 及时地发布给消费者, 而消费者的反馈信息也很难收

集[19,20]。使得公众实际参与食品安全风险分析的几率更小, 
从而违背了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制度制定的初衷, 即为社会

公众的健康生活提供保障。 

2.3  资源投入不足 

目前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无论在经费还是人

员上的投入都有着较大差距, 我国人员、设备配置和经费

投入明显滞后, 陆晔等[21,22]调查研究表明大多数基层疾控

中心仪器设备配备与工作所需有较大差距, 或多或少存在

不同程度的仪器设备老化、不足和缺乏的现象; 新技术、

新方法的研究和使用不够从事食品安全工作现场技术人员

和检验人员匮乏; 而这些问题导致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手

段缺乏、样本缺乏以及数据缺乏均会影响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的结果。 

2.4  体系还不完善 

尽管起步晚, 但我国对于食品安全的立法未松懈, 一
直在不断的调整应对食品安全风险的对策, 在风险评估基

础上开展风险交流, 积极引导消费者、媒体科学认识食品

安全问题, 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制体系。然而我国在食

品安全的风险评估、预警、食品安全可追溯等制度方面也

不够完善 , 不注重事先预防和事中控制 , 将重点放在事

后补救 [23], 但由于食品行业有成千上万种添加剂, 难免

有一些食品安全检测项目和标准缺失, 造成无相对应的

检测方法或检测标准, 导致部分不法分子在其中有机可

乘; 此外 , 我国现行食品检测和食品监管还是存在一些

不足: 相关法规不完善, 食品检测标准缺乏统一性, 检测

标准要求的项目也存在缺陷和不足。最后, 随着经济的发

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 食品种类的也在不断更新和变化, 
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若不紧跟时代发展步伐, 容易造成

食品安全标准与食品发展衔接不上的情况, 导致食品安

全风险的产生和发酵。 

3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监管体系构建的对策 

3.1  提高风险监测与评估的科技水平 

政府部门要增加投入、改善仪器设备和设施条件,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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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国外先进的检验仪器, 检测人员要主动学习其他国家的

先进的检测方法, 增大研究力度, 加快研究进度, 争取早

日制定适合我国食品安全现状的检测方法和检测仪器 ; 
加强风险评估技术特别是新物质或未知风险的研究与开

发 , 开发新的食源性危害评估技术 , 提高识别未知风险

的能力。 

3.2  提升数据收集能力和共享程度 

提高收集新数据的能力, 增设风险监测采样监测点, 
扩大监测范围和样本量, 实现“全过程、广覆盖、动态监测”; 
提升现有数据的利用率, 风险监测各部门应切实加强监测

结果的相互交流, 既能最大程度的共享风险监测资源, 又
能加强风险监测结果的交流, 以便及时发现食品安全监测

隐患, 调整风险监测内容。  

3.3  完善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运行机制 

在已建立的国家风险评估体系的基础上, 探索多方

合作机制, 调动全国资源参与风险评估工作, 逐步将地方

疾控中心和高等院所、大专院校的优势技术资源纳入风险

评估工作体系中, 构建从中央到地方的全国风险评估工作

网络。尝试推进非政府机构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 
借助媒体的传播能力发挥巨大的监督管理作用; 借助消费

者协会等社会团体组织为风险分析评估机构提供反馈意见

数据, 完善风险监测和评估体系的建立。 

3.4  健全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法律体系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法律法规是食品安全法律

体系中的一部分, 要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缺

失, 确保食品安全监管有法可依; 完善风险监测与评估信

息公开的相关规范, 进一步明确食品安全风险信息公开的

主体, 加强中央与地方沟通、密切配合; 积极推动行业协

会、技术发达型企业参与构建高于国家标准的行业标准与

企业标准; 构建食品安全标准、法规数据库, 对食品安全

风险信息及时核实。 

4  总  结 

综上所述, 我国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还是较为

完善的, 但是某些方面还值得改进, 尤其是建立“从农田到

餐桌”的全过程一体化管理体系, 实现链条式的质量安全

管理和控制, 针对每一个环节都建立相关的监督制度和责

任制度, 以便长久保障食品经济的健康发展, 保障人民群

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此外, 也需提高风险监测与评

估的科技水平、提高风险分析能力、提升数据收集能力和

共享程度、发挥市场激励作用, 风险高低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 需定期进行及时监测, 不能一劳永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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