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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的食品安全企业数据库指标 
体系构建研究 

张靖宇, 生吉萍*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 目的  构建系统、全面的食品安全企业数据库指标体系, 为政府监管及决策提供量化依据。方法  基

于全面质量管理体系, 辅以可持续发展思想, 构建出涵盖食品企业全过程、全员和全社会的食品安全企业数据

库指标体系。结果  从企业自身经营角度出发, 该评价指标包括 3 层评价因素。第一层包括产品质量、全过

程控制、客户满意、社会责任和质量可持续 5 个指标, 每个一级指标包含若干二级指标。结论  食品安全企

业数据库指标体系的构建, 帮助食品企业确保产品质量符合管理及市场需要, 也为政府整合食品企业生产经

营活动中的动态数据、加强对食品加工过程中各环节的把控提供了有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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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atabase index system of food safety 
enterprises based on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ZHANG Jing-Yu, SHENG Ji-Ping* 

(School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database index system of food safety 

enterprises database and provide quantitative basis for government supervision and decision-making. Methods   
Based on the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idea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food safety enterprise 

database index system was established, involv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food enterprises, all employees and the whole 

society. Res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included 3 levels of 

factor. The first levelincluded5 factors: product quality, entire process control, customer satisfac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quality sustainability, and each first-level factor included several second-level factors. Conclusio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atabase index system of food safety enterprises, it provides a powerful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integrate the dynamic data in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activities of food enterprises and 

strengthen the control of all links in the food process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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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 人类进行各项活动都离不开食

物的供给, 食品产业已是中国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自

改革开放起, 我国食品工业产业迅猛发展, 已成为全球范

围内食品生产、加工和消费大国[2]。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

国民的生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

稳定,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

全局性战略问题。自 2008 年三鹿奶业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以

来, 公众关注食品安全问题的视线从未移开[3]。近年来, 我
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初见成效, 如何保持这样的良好态势

是政府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当今社会处于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大数据时代, 企

业信息化不但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 更是实现政府

有效监管的重要手段。对企业而言, 通过数据整合, 可以

使企业打破原有的生产经营模式, 利于降低生产成本; 对
政府来说, 企业产品安全监管数据库减少了政府与企业间

的沟通成本, 增加了政府资源的利用率。构建全国性、系

统性、全面性的食品安全企业数据库对加强食品企业的管

理、保障食品安全、重塑消费者信心具有重大意义。而且, 
基于历史数据研究, 运用风险管理和关键控制点原理建立

食品安全企业数据数据库, 更有助于政府对食品安全的监

管工作, 使其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本研究基于全面质量管理体系, 辅以可持续发展思

想, 对食品安全企业数据库应该包含哪些指标提出建议, 
从而建立涵盖食品企业全过程、全员和全社会的食品安

全企业数据库指标体系, 以期为政府监管及决策提供量

化依据。 

2  全面质量管理 

全面质量管理的概念最先是由芬根保姆在《全面质量

管理》一书中提出的: 全面质量管理是为了能够在最经济

的水平上, 并考虑到充分满足用户要求的条件下进行市场

研究、设计、生产和服务, 把企业内各部门研制质量、维

持质量和提高质量的活动构成一体的一种有效体系[4,5]。首

先, 这里的“全面”包含 3 个层面, 涉及全过程、全员和全社

会的共同配合, 综合运用各种管理方法和技术, 使得企业

中每个成员都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产品产生、形成和实

现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可以相互制约、协同作用, 从而可

以更全面地解决质量问题 ; 其次 , 质量保障应该建立在

“最经济水平”和“充分满足顾客需求”之上, 成本和客户是

质量管理的 2 个基本约束条件, 抛开经济效益和消费需求

去谈质量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再次, “管理”强调各种功能

而不仅仅指统计质量控制中的过程控制或检验手段[6]; 最
后, 质量保障是个动态过程, 包括质量形成、质量维持和

质量提升, 不断重复此过程, 质量会呈现螺旋式上升。 
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对保障食品质量安全具有重要意

义。食品在生产过程中容易受到污染, 产业链中任何一个

环节出了一点问题, 都可能给最终的产品带来很大的质量

安全问题[7]。基于全面质量管理设计出的指标体系, 可以

激励食品企业按照全面性原则来进行食品生产, 在各类因

素的处置和解决过程中, 坚持从根源出发, 全面把控, 从
原材料、产地、环境、加工技术等全产业链角度进行有效

变革, 促进食品行业的系统发展。全面质量管理的概念在

饮料行业[8,9]、保健食品[10]、微生物控制[11]、罐头生产[12]

等方面已得到一定的推广应用, 例如。对饮料生产企业来

说, 基于全面质量管理中全过程、全员、全社会的思想内

涵, 不仅要考虑水源质量、厂房卫生、设备清洁、杀菌温

度、包装材料等生产环节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还要考虑操

作人员素质、产品售后服务、市场需求等因素, 最终确保

产品质量满足消费者需要 , 实现产品价值 , 为企业带来

效益。 

3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食品安全企业数据库评价指标的选取是整个综合评

价过程中的关键。建立科学、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对食

品企业按其食品质量安全进行准确分类排序的基础。在构

建指标体系时, 一般应遵循以下原则。 

3.1  系统性原则 

系统性原则又称为整体性原则, 需要将决策对象看

做一个系统, 协调系统中各分系统的相互关系, 使系统完

整、平衡。最终食品的质量安全是表征食品企业质量安全

管控水平高低的各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不能由单一

的某方面反映, 也不是反映食品质量安全的所有指标的简

单相加, 而是需要将相关指标放到整体系统中进行权衡取

舍, 从而获得可以从不同层面反映出该食品企业产品质量

安全指标的有机结合。 

3.2  科学性原则 

科学决策是相对于经验决策而言的。科学性原则要求

决策活动必须有决策科学的理论, 遵循科学决策的程序, 
运用科学的逻辑思维方式进行决策的决策行为准则。本研

究的评价对象为食品企业产品质量, 所选取的评价指标应

以食品企业产品质量的具体含义为依据, 至少能够反映食

品企业产品质量; 另外, 食品企业产品质量不仅仅指终产

品检测指标的合格, 产品所承载的服务在企业价值链中的

地位也日渐凸显。在选取指标的时候, 客户满意度也是衡

量食品企业产品质量的重要层面。 

3.3  全面性原则 

全面性原则在内部控制中有 2 层意思: 一是全过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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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即对企业整个经营管理活动进行全面的控制; 二是全

员控制, 即对企业全体员工进行控制。在构建指标体系的

过程中, 需要多角度、全方位地选取食品企业质量信用评

价指标, 并筛选出“精、简、准”的指标, 以尽可能少的指标

反映出尽可能多的信息。同时, 需要注意指标间无内容上

的重复与交叉。在层次分析法构建原则下, 使得每一层级

指标都能由低一层级的指标充分反映, 从而食品企业质量

安全评价这一总目标得到层层剖析、分解, 每一部分、每

一个侧面都能落到具体的考评内容上。 

3.4  可行性原则 

构建食品安全企业数据库评价指标体系的目标是为

现实中整合食品企业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服务的, 设计的指

标体系需要有适合的人员、设备和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水平, 
而且能够在实际操作中有实用价值。基于此, 本研究构建

的评价指标不仅要考虑到指标应具有代表性, 而且还要具

有可行性和适用性, 即在具体考评时, 管理者能够较为容

易地获得这些评价指标对应的准确信息。 

4  食品安全企业数据库指标体系结构 

食品企业质量安全保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
仅涉及到企业的硬件设施和管理体系等软件, 还涉及到原

料、生产加工、成品检验等生产活动[13], 社会责任及生产

环境也应在考虑范围之内。本研究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的思

想, 以食品企业市场准入许可要求的食品质量安全保障条

件为基础, 辅以食品企业产品质量的可持续性, 整合食品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动态数据, 运用风险管理和关键控

制点原理, 进一步分析食品企业各种影响食品质量安全的

因素, 并对相同或相近因素进行合并和筛选, 建立了食品

安全企业数据库指标体系, 如表 1 所示。该评价指标包括

3 层评价因素。第一层包括产品质量、全过程控制、客户

满意、社会责任和质量可持续 5 个指标, 每个一级指标包

含若干二级指标, 每个二级指标又包含若干三级指标。 

4.1  产品质量 

有质量保证的食品是食品企业得以立身发展的根

本, 是企业增加消费者信任和满意的前提[14]。保障食品

质量安全是食品企业最基本的义务所在。以往国内外学

者结合食品行业特点, 选取食品是否安全可靠、营养是

否丰富、口感如何、新鲜度等指标来衡量食品质量, 这
些指标只反映了终产品质量安全 , 并没有提及企业资

质、质量管理体系、标准采用等对产品质量有保障作用

的指标。本研究认为食品企业对产品质量的保障可以通

过以下 3 个方面衡量。 
4.1.1  食品质量认证 

企业资质是保障食品质量安全的基础, 而认证情况

是显示企业资质的重要依据。目前我国在产品方面实行无

公害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等产地认证和产品认证, 
同时引入国外体系认证思想, 积极完善危害分析及关键点

控制等认证。一般来说, 拥有相关认证证书的企业的食品

质量保障相对较好, 企业规模较大, 信誉较好。认证证书

数量越多, 其产品质量安全保障相对更加完善。 

 
表 1  食品安全企业数据库指标体系 

Table 1  Index system of food safety enterprise database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产品质量 

食品质量认证 质量安全认证情况、体系认证情况 

终产品质量 企业自检成品合格率、机构抽检产品合格率 

标准满足 标准采用情况、标准执行情况、质量控制成本 

全过程控制 

采购环节 原材料合格率、采购成本、原材料追溯情况、原材料质量检测方式 

生产环节 半成品检验合格率、半成品检验频次 

流通环节 流通过程中其保存方式及环境是否合格、流通过程中产品劣变率 

销售环节 承销商与生产商合作情况、销售过程中保存方式及环境是否合格 

员工综合素质 食品安全问题认知水平、相应的知识技能水平、操作规范度、接受培训频率 

设备完善程度 设备维护、保养和更新情况、是否符合安全卫生水平 

客户满意 
顾客层次 顾客群体特征 

顾客服务 产品质量问题处理件数、售后服务机制、质量问题应对机制、顾客满意度 

社会责任 
环境友好 能耗水平、包装是否可循环利用 

社会职责 员工流失率、企业信用评级 

质量可持续 
企业质量文化 企业的使命和价值观是否涉及食品安全, 领导者是否注重食品质量安全 

持续改进机制 是否鼓励全员不断寻找企业的质量改进机会, 缩小与先进水平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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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终产品质量 
终产品的质量是企业质量管理工作是否有效最直接

的指标。质量检测是食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保障, 质量检测

合格率的高低更是衡量食品企业食品质量安全与否的显性

指标。 
对终产品的质量检测一般包括产品自检和监管机构

抽检 2 部分。企业自检合格率体现了企业对生产过程的控

制能力和对食品质量安全的重视程度。基于食品的特性, 
企业自检大都采用快速检测; 监管机构抽检合格率反映

了食品企业产品质量的公信力。随着政府相关监管部门

对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不断重视, 抽检力度在不断加大。

如果企业被监管机构检出产品不合格 , 哪怕只是一次 , 
该食品企业整个社会信用评级都会下降, 会影响企业的

自身发展。 
4.1.3  标准满足 

产品质量评价基于一定标准, 当产品性质达到相关

定性和定量指标值之后, 才能判定该产品质量合格。因此, 
企业采用什么样的产品质量标准、规定何种质量检测手段

以及对质量控制成本要求, 都影响产品的质量安全。结合

食品行业, 我国食品质量标准分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地

方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等不同层级。一般来说, 企
业标准要求要高于国家标准。 

4.2  全过程控制 

全过程控制是全面质量管理的核心体现。食品生产全

过程控制一般与食品供应链相结合, 涉及从原材料到餐桌

的各个环节。全过程控制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管理工

作, 包含诸如员工参与、设备管理、流程重组、与供应商

交涉等一系列实践活动[15]。基于食品供应链思想, 食品企

业全过程的控制可以从采购、生产、流通、销售 4 个环节, 
结合人员与设备 2 大基础资源, 共计 6 个方面来评价。采

购环节的质量管理水平主要指企业与供应商合作关系的管

理水平, 企业应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 , 追求成本经济化, 
可以用原材料合格率、采购成本、可追溯情况来反映, 质
量检测方式则是反映企业对原材料质量把控的硬性指标; 
生产环节的质量管理水平可以用半成品检测合格率、半成

品检验频次来反映; 流通环节则需要关注食品在运输过程

中储存方式是否得当, 通过衡量运输环节环境和方式是否

合格和运输环节产品劣变率来衡量流通环节的质量控制水

平; 销售环节是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最后一道关卡, 由
于食品易腐败的特性, 对储存条件的要求相对较高, 例如

生鲜农产品、冷冻水饺等的储存问题。另外, 承销商与生

产企业的合作亲密度也影响供应链的稳定性和食品安全。 
食品生产人员直接接触食品, 其综合素质对食品生

产过程质量安全有很大影响。食品生产人员水平是指食品

生产人员为保障经过其加工操作后的食品具有较高的质量

所需具备的素质水平, 可以通过衡量食品生产人员相应的

知识技能、对食品卫生的认识水平、个人卫生及操作卫生

习惯等方面来评断。 
设备完善程度是保障食品质量安全的硬性指标。设备

的水平可通过考察企业为保证其生产的食品质量是否有按

企业实际情况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和更新, 是否有保障

设备设施持续符合安全卫生的要求, 从而保障食品的质

量、安全和卫生。 

4.3  客户满意 

全面质量管理的 3 大原则是关注顾客、持续改善和团

队工作, 其中关注顾客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则[16]。基

于波特价值链模型, 只有将产品送达到消费者并取得满意, 
所进行的生产加工活动才是有价值的[17]。顾客满意主要体

现感知质量特征, 反映出食品消费者对食品的认可程度, 
可以根据其在购买及消费过程中的全程体验或对食品企业

做出的满意度评价进行判断。另外, 企业产品和服务是联

系企业和消费者的纽带, 产品的好坏、服务的优劣将直接

影响消费者对企业的评价, 故而产品质量问题投诉量及处

理措施也可以反映食品本身质量。 

4.4  社会责任 

全面质量管理强调全过程、全员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食品企业也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才能提升产品质量, 
保障食品安全。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强调“社会共治”, 即发

挥社会各主体的责任意识, 共同监管食品安全[18]。企业需

要明确, 保障食品质量安全是其最基本的责任, 承担对资

源环境、社会保障方面的责任对维护食品企业良好的社会

形象有重要意义, 而良好的社会形象又会激励企业生产出

质量和安全指数更高的产品。同时社会责任还可以反映出

企业追求质量给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环境带来的损益。在

资源环境方面, 本研究选取包装是否可以循环利用、能耗

水平和企业环保等级来衡量; 社会职责方面, 选择企业信

用评级、员工流失率来评价。 

4.5  质量可持续 

食品企业食品质量的可持续性决定着其能否持续获

得顾客的信任, 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19]。食品兼具经验品

和信任品的特征, 经验品即只有购买使用后才能判断其质

量的商品, 信任品即为消费后也不能判断其品质的商品。

对于经验品, 消费者虽然在购买前缺乏有效的质量信息, 
但是消费者在购买后能认识到产品质量特性或通过长期购

买形成的经验能判断出质量和安全。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

食品企业产品质量安全不稳定, 不能达到可持续, 从长期

来看就会影响企业声誉, 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 
本研究从企业文化和质量持续改进 2 个方面衡量食

品企业食品保障质量安全的可持续性。企业文化是企业软

实力的核心所在, 反映了企业是否重视质量安全以及对质

量的重视程度。企业价值观是否涉及到质量安全的保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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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质量安全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领导者是否做出相

关的质量承诺, 且质量承诺是否切实可行, 是否可以准确

无误地传达到企业全体员工, 企业价值观是否能够被全体

员工理解和接受, 这些条件都会在无形之中影响着食品质

量安全。 
持续改进机制则是度量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能否持续

创新、改进, 满足社会需求, 实现可持续发展[20]。一方面, 
企业能否及时捕捉顾客需求变化并结合顾客反馈, 将需求

转化为食品的研发, 保障持续满足市场需求; 另一方面, 
在企业日常运作当中, 食品企业能否鼓励全员共同参与质

量改进, 真正实现产品质量的可持续性。持续改进机制的

实行, 不但有助于保障食品质量安全, 也会使企业一直保

持核心竞争力, 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理论, 从食品全供应链、可

持续发展的视角, 从产品质量、过程控制、客户满意、社

会责任、质量可持续等 5 个方面对食品安全企业数据库指

标体系进行分析, 构建出 15 个二级指标和 36 个三级指标

的综合评价体系, 能够较全面地反映一个食品企业产品保

障食品质量安全的能力, 以期为以后构建食品安全企业数

据库提供一个良好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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