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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进程智慧和经验 

边红彪*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北京  100191) 

摘  要: 中国以人民利益为中心, 历来重视食品安全监管, 不断摸索和完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 多年来积累

了丰富的食品安全监管经验, 一些食品安全监管的做法已经在引领食品安全监管趋势, 体现了中国食品安全

监管的智慧和经验。譬如,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已经经历了三次大的食品监管机构改革, 监管模式更加科

学。其中的网络食品安全监管, 网格化食品安全监管, 校园食品安全监管等显现出很好的监管效果。本文就中

国食品安全监管的进程智慧和经验进行一次系统分析, 包括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和监管模式的变化、网络食品

安全监管、网格化食品安全监管、校园食品安全监管、农贸市场食品安全监管、旅游餐饮街食品安全监管、

农家宴食品安全监管、小商贩小摊贩的食品安全监管等, 为了解中国食品安全的做法和经验, 开展食品安全监

管经验交流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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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wisdom and experience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in China 

BIAN Hong-Biao*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Market Supervision, China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ization Institute,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China takes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constantly explores and improves the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model. Over the years, it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in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Some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practices have led the trend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reflecting China’s wisdom and experience in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For example, since 

China joining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t has undergone 3 major reforms of food regulatory agencies, and 

the regulatory model is more scientific. Among them, network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grid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campus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have shown very good supervision effe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wisdom and experience of China’s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including changes in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gencies and 

supervision model, network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grid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campus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of farmer’s market,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of tourist catering street,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of farmhouse banquet, food safety of small vendors and vendors, and provided a reference for the exchange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ing the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f China’s foo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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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中国始终在探索和创新适合本国国情的食品安全监管

模式, 以确保舌尖上的安全。建国以来, 中国经历了 3 次大

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 积累了适合本国国情丰富的食

品安全监管经验, 每次改革都实现了符合当时时代发展背

景的政策目标, 进一步完善了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中国根据

每个阶段的发展需要, 不断创新适合新时代发展需要的监

管模式和方法, 取得了良好的监管效果。2001 年第一次调整

实现了将进出口食品和国内食品集中在一个部门(国家质检

总局)监管的目标, 2013 年第二次调整实现了集中在一部门

(国家食药总局)监管食品的目标(进口食品除外), 2018 年第

三次调整实现了大市场中(市场监管总局)的食品安全监管

目标。而以往的研究报道中对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经验介绍

较少, 不利于社会各界及国际上了解中国食品安全的政府

架构和模式。本研究将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进程智慧经验进

行一次系统分析, 供社会各界参考交流。 

1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前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 

1949 年新中国建国以来, 基于食品卫生需要, 国家规

定食品卫生主要由卫生部门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同管

理食品卫生[1], 确立了卫生部门与食品行业部门主管食品

卫生的模式。这一部门监管食品的模式延续到了改革开放

初期的 1978 年。从 1978 年开始, 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由一

部门为主的监管转变为分段监管模式。鉴于食品卫生管理

范围的扩大, 1978 年, 将城乡集市贸易的食品卫生管理工

作和一般食品卫生检查工作划给工商部门管理, 其食品卫

生监督检验工作由食品卫生监督机构负责; 畜禽兽医卫生

检验工作由农牧渔业部门负责; 进出口食品则由国家进出

口商品检验部门进行卫生监督检验。食品生产企业的管理

由各主管部门负责。可以说这种食品监管模式适应了这一

阶段的时代发展需求。从建国初期, 到 1978 年改革开放初

期, 再到 2018 年的大部制改革, 中国食品安全管理经历了

由一部门管理到分段监管再到逐步相对集中在一个部门监

管、其他部门参与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 

2  2001 年第一次食品安全机构调整和创新 

第一次食品安全监管机构调整发生在 2001 年, 入世

后为了应对 WTO 工作, 把好进口商品安全关, 把不合格

食品堵在国门外, 也为了加强质量监督工作, 与国际接轨

规范管理标准化工作和认证认可工作, 包括规范进出口食

品和国内食品安全相关标准的衔接。中国将原国家技术监

督局、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合并, 组建了国家质量监

督 检 验 检 疫 总 局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QSIQ)[2], 将原卫生部门主管的食品卫

生管理职责(食品标准制定除外), 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主管的进口食品监管职责等, 统一由新成立的国家质检

总局负责。形成了国内食品生产环节和进出口食品安全由

一部门监管、其他部门配合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按照食

品产业链划分监管职责, 分段监管食品安全。这一调整适

应了当时的时代发展需求。 
其他涉及食品安全监管的部门有农业部、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食品餐饮, 2003 年成立)、卫生部、工信部、商务

部、工商总局等。形成了以国家质检总局为主、其他多部

门参与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这种将国内食品和进出口食

品监管放在一个部门的监管模式有利于集中监管。 

3  2013 年第二次食品安全机构调整和创新 

21 世纪初, 伴随着国内外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民众

对食品安全的呼声不断提高。2009 年 6 月中国制定了《食

品安全法》[3], 成为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从此中国废止了旧的《食品卫生法》, 监管理念从“卫生”
提升到了“安全”, 并按照食品供应链划分食品安全监管职

责, 对保证食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新的《食品安全法》中不仅出现了风险评估等科学性

名词, 而且明确了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职责。譬如, 规定

卫生部负责食品风险评估和标准制定;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负责食品生产许可、生产加工环节安全监管和进

出口食品安全监管; 农业部负责初级农产品生产质量监

管、商务部负责食品流通行业, 生猪屠宰和酒类流通的行

业管理; 工信部主管食品工业; 工商总局负责流通环节食

品安全监管;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餐饮服务环节的监

管, 消费环节食品卫生许可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公安部

负责打击食品安全犯罪。2013 年之前, 我国主要有 7 个部

门参与食品安全管理, 形成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宏观

协调, 地方政府负总责的食品安全监管的基本框架。这一

时期, 中国依然保持了分段监管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 
但是, 这种分段监管的模式看似条框清晰, 但实际依

然未能摆脱多头监管模式, 显现出协调配合难度较大, 出
现问题难以追责等弊端。为了解决多头监管问题, 理顺体

制, 建立相对集中统一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 在 2010 年, 
为统筹指导食品安全工作, 国务院设立了国务院食品安全

委员会, 主要职责是分析食品安全形势, 研究部署、统筹

指导食品安全工作; 提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大政策措施; 
督促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这对统一协调食品安全监管

工作意义重大。 
2013 年中国果断调整食品安全机构和职责, 形成了

主辅分明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2013 年, 中国国务院再次

调整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和职责, 根据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



1602 食 品 安 全 质 量 检 测 学 报 第 12 卷 
 
 
 
 
 

方案, 食品安全的主要监管部门较前相对集中。新组建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4], 将食品安全主要职能相对集

中到一个部门, 明确责任落实。但进出口食品依然和国内

食品分开管理, 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进出口

食品安全。此举整合了有关机构和职责, 使食品的集中管

理进程又得到推进。有利于进一步提高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水平, 对实现食品集中监督管理有重要意义。按照中国国

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国务院将食品安全办的职

责、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职责、质检总局的生产环节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职责、工商总局的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职责整合, 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如此, 2013
年的机构改革形成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宏观协调, 
食药总局负责食品安全监管, 农业部、质检总局、卫计委、

工信部、商务部、工商总局参与监管, 彼此相互协调配合

的监管机制。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国家食品

药品监管管理总局。 

4  2018 年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调整和创新 

长期以来国家部委机构臃肿, 政府效率难以提高, 难
以适应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需求。为适应新

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 2018 年 3 月, 按照

国务院大部制改革方案 , 新组建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5], 不再保留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涉及原来这 3
个部委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责(进出口食品监管职责划入海

关总署)一并划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立足于适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 实施大市场中的大食品监管, 实
现了减少监管机构数量, 改变政府机构繁多、职能交叉的

现象, 提高政府效率的政策目标。使政府运作更有效率, 
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角色定位。形成

了在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宏观协调下, 以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为主负责食品安全管理, 其他部委参与监管的食

品安全监管模式。 
其他参与监管的部门分工为: 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

会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标准制定; 农业农村部负责食

用农产品的安全生产和质量管理; 海关总署负责监管进出

口食品安全; 工信部负责食品工业管理; 公安部负责打击

食品犯罪。这种一部门负主要监管责任, 其他部门协调配

合, 国内食品与进出口食品分开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 从
根本上有利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 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新组建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除食用农产品

的安全生产(种/养植质量监管)、食品安全风险评估、进出

口食品安全监管外的, 食品从生产、加工、流通到餐桌的

所有食品链条的质量监管, 使得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更加

集中、高效、合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监管工作

与时俱进, 在网络食品安全监管、农贸市场监管、校园食

品安全监管、美食街食品安全监管、农家宴食品安全监管

等方面推出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管方法, 取得良好效

果。网格化食品安全监管模式, 基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开

展联防联控, 这些模式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信息和监

管模式, 在新时代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5  中国现行网络食品监管模式引领国际趋势 

5.1  网络售购食品的背景与问题 

在中国, 基于发达的互联网技术以及便利的网络支

付方式, 网络售购食品备受消费者追捧。与此同时, 因为

网络售购食品市场准入门槛低, 注册或备案手续缺乏, 假
冒伪劣食品混杂其中, 加之食品加工卫生环境差, 包装简

单, 送货途中的质量问题较多, 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 网
络售购食品引起国家食品监管部门的关注。譬如, 2018 年

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 2018 年食品类投诉

列前五位 , 达 30101 件 [6], 占整个互联网购投诉比的

3.95%。其中食品质量投诉 12309 件, 食品安全投诉 1763
件, 价格投诉 1750 件, 剂量投诉 1650 件, 假冒投诉 1672
件, 合同投诉 2264 件, 人格尊严投诉 231 件, 虚假宣传

4611 件, 售后服务 2624 件。此外, 保健食品投诉达 7298
件[7]。因此, 面对网购食品存在的严峻形势, 国家加强网络

售购食品监管势在必行。 

5.2  中国加强网络售购食品监管 

鉴于上述网购食品存在的问题, 为规范网络商品交

易管理, 维护消费者利益, 2018年 3月,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成立了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司[7], 该司的职责是, 拟订

实施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监督管理的制度措施; 组织

指导协调网络市场行政执法工作; 组织指导网络交易平台

和网络经营主体规范管理工作; 组织实施网络市场监测工

作; 依法组织实施合同、拍卖行为监督管理; 管理动产抵

押物登记; 指导消费环境建设。 

5.3  制定了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早在 2017 年, 国家针对网络食品售购问题, 首先是

完善监管制度。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 制定了《网

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8], 并加强了对网络

售购食品的监管。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6 年发布了《网络

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9]。各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也制定发布了加强网售食品和网络订餐监管的办法文件。

二是落实平台责任。要求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

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 审查其许可证; 如实记

录并保存食品交易信息; 发现入网食品经营者有违法违规

行为的, 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 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 立即停止提供网

络交易平台服务。三是加强监测监管。开展网络食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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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监测, 加强网售食品和网络订餐的监管, 依法查处

违法违规行为。四是受理投诉举报。认真受理消费者的投

诉举报, 依法调查处理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保护消费

者利益。通过这一系列加强网络售购食品的监管措施, 使
得网络食品供应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满足人民群众对网络

售购食品安全的期盼。 

5.4  网络食品安全监管引领国际趋势 

据考察 , 在美日欧等发达国家 , 目前未发现在其经

济、海关和消费部门设立有专业的网购商品管理部门。而

中国拥有世界级的电商, 如阿里巴巴、淘宝、京东、拼多

多等, 拥有数亿网络消费者和巨大网络消费市场。面对网

购食品存在的问题, 中国及时采取监管措施, 并成为全球

第一个在政府监管部门成立网络交易监管司的国家, 专门

司职网络商品包括网络食品交易的监管, 起草《电子商务

法》[10], 制定《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制
定相关法规《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在
网购食品的政府管理部门设置、法规制定、监管措施方面

起步早, 把住了食品网络售购贸易的脉搏, 适应了网购食

品的市场发展需求和监督管理需求, 在网购食品安全监管

方面引领国际趋势。 
2018 年以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采取 2018 网监

专项行动, 集中开展电商平台假冒伪劣、虚假宣传、假海

淘、涉嫌垄断等专项治理。2019 开展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

动(网剑行动)[11]。对规范网络销售, 打击假冒伪劣, 虚假宣

传, 维护消费者利益起到作用。譬如, 以中国质量万里行

消费投诉平台处理投诉效果为例, 2019 年, 中国质量万里

行消费投诉平台收到食品投诉后(总计 1436 件), 为消费者

达成调解协议 1151 件, 自行解决或撤诉 206 件, 为消费者

挽回经济损失 30 万元[12]。维护了消费者的利益。 

6  中国对农贸市场的监管 

中国的智慧农贸市场有以下几个特点: 拥有先进的

农残快检设备, 食品进行登记实现可追溯, 证照齐全, 公
平交易, 信息平台定期及时发布检测信息、价格信息、供

销信息等数据 , 每天多次打扫卫生 , 实施定期食品安全

检查, 定期消杀。农贸市场的智慧监管, 核心体现在供应

链的食品安全大数据技术和可追溯, 这方面中国都做到

了。同时, 中国国内绝大多数农贸市场设有快检室[13], 每
天对蔬菜或肉类等农兽药残留等进行抽检, 确保蔬菜农

药残留或其他卫生指标符合国家标准。市场监管人员对

市场进行定期检查或者巡查, 市场有专人定期定时进行

消杀。在扬州某农贸市场调研时看到, 农贸市场的地面卫

生状况非常好, 地板干净明亮, 仿佛酒店大厅, 四处通风, 
而且保持常态。 

7  “明厨亮灶”、校园食品监管的智慧化和信

息化 

近年来, 中国校园食品安全的信息化智慧化管理代

表了校园食品安全监管的国际趋势, 监管效果显著。这体

现在校园食品安全的明厨亮灶工程方面。面对校园食品

安全的突出问题, 如发现有的食品不卫生、有个别无证食

品经营者参与经营的情况,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对此进行专项整治 , 并倡导在校园落实互联网+明厨亮 
灶 [14]工程, 执行情况良好, 体现了高度的信息化和智慧

化管理理念。 
中学除了贯彻落实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教育部、

国家卫健委等 4 部门发布的《关于落实主体责任强化校园

食品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15]、《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

康管理规定》外, 在学校应加强食品安全的信息化和智慧

化管理。譬如推行餐厅的互联网+“明厨亮灶”工程, 在餐厅

安装摄像设备、电视直播装备, 可以把餐厅和后厨操作晒

给家长和全社会, 家长和社会人士通过下载 APP, 可实现

校园厨房的可视化监控, 这样可以让师生对食品制做及操

作情景一目了然, 让学生吃得放心, 让家长和社会看得放

心。这些高度信息化的校园食品安全监管方法引领国际趋

势, 代表校园食品安全监管的智慧化现代化水平。在国家

市场监管部门推动下, 据中国央视报道, 目前全国校园食

堂“明厨亮灶”覆盖率已经超过 90%[16], 北京、上海等城市

已经实现 100%全覆盖。 
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

的规定, 我国校园食品安全监管各有关单位严格落实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 学校有专任领导进行陪餐, 对食堂从业人

员和卫生环境进行监督管理。学校对食堂进行科学化、智

慧化、精细化管理, 严把食品采购关, 食品采购有签约供

货商, 实现可追溯, 确保食堂供餐质量。令人惊喜的是, 中
国大学的食品安全监管也同步实现了信息化智慧化管理。

在广东湛江某师范学院[17]调研时发现, 该校食品安全监管

也实现了互联网+明厨亮灶。 
除了加强校内食品安全监管外, 市场监管部门也加

强了对校园周边超市、小商贩、小摊贩的监控管理, 在超

市设有 APP, 一扫描就可查询到从业者的销售信息。取缔

那些无证小商贩小摊贩餐饮店的营销, 不得销售如不合格

辣条等的坑害学生健康的不合格食品, 消除校园食品安全

隐患。 

8  美食街的食品安全智慧化监管 

上述的信息化食品监管在文化旅游方面也被有效利

用。譬如, 有时, 美食街可能存在食品卫生风险、食品中

农兽药残留超标风险、出现销售纠纷无法及时处理等问题。

面对这一情况, 一些地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及时出台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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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现场设立快检室 , 经检测合格的食品才允许销售,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现场给游客提供食品信息和处理纠纷, 
保护了消费者利益, 维护了食品安全, 监管效果好。譬如, 
山东日照市市场监管部门将 APP 监管[18]应用在美食街的

监管方面。在日照市某文化旅游美食街上的所有餐馆都安

装了 APP, 客人只要一扫描 APP, 餐厅主的姓名、经营餐

谱、地址和电话号码立刻显现。更为方便的是, 这个 APP
可以与当地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监管人员连线, 监管人员

在线可以与旅游消费者和店主进行交流。如发现食品安全

问题, 消费者可以在线反映, 市场监管局人员可以随时在

线进行协调处理, 极大方便了消费者。在这条旅游美食街

上, 市场监管局还设置了食品快检室, 美食商家每天早上

6 点就将各自经营的饭菜送至快检室检查, 检查合格方可

销售。检查内容有农兽药残留是否超标、微生物和其他食

品卫生指标。这些做法包含了高度的信息化智慧化水平, 
不仅提高了食品安全监管水平, 有利于保证食品安全, 对
该市吸引游客、提升文化旅游城市形象也具有重要意义。 

9  农家宴的食品安全监管 

中国农村婚喜等活动有自办宴席的习惯。为加强对农

村自办宴席食品安全的监管, 属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对从

业者培训, 采取现场监管[19], 实现了农家宴的食品安全。 
一些地方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依据《食品安全法》[3]

第八章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 推出了针对农家宴的地方性

监管措施。具体措施有: 制定家宴申报制度, 一些地方要求

村长、党支部书记等承担起食品安全申报的督促责任, 有的

村镇还设有食品安全监管员、协管员, 具体负责信息通报。

明确户主举办方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 并签订食品安全

责任书。主要是为了预防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病的发

生。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经常组织对当地农家宴厨师进行培训, 
包括申报管理、厨师监督管理、食品采购、加工过程监管、

餐用具清洗消毒、食物中毒的处置方法等进行详细的讲解, 
并提出明确要求。通过培训, 切实提高了农家宴厨师的食品

安全意识, 为确保农家宴食品安全及农村食品安全奠定了

坚实基础, 在基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体现了以人民利益

为中心的思想。 

10  小商贩小摊贩的食品安全监管 

在中国各城市, 即便有城管出面监管, 仍然有小商小

贩出没销售食品, 主要特点是流动性强, 不易发现, 属于

一个监管的难点。对此, 中国一些基层市场监管部门依法

推出地方性的监管措施, 要求小商小贩到当地市场监管部

门登记备案[20], 经市场部门许可后并要求小商贩在指定的

地点指定的时间段进行销售, 不能扰乱交通和社会秩序。

这对稳定人民群众生活起到实际作用。2019 年 11 月, 江苏

省扬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食品安全法》36 条, 并根

据当地实际情况推出了针对小商小贩的监管措施[21], 既照

顾了小商小贩的利益, 也维护了社会秩序, 值得其他城市

参考。 

11  政府部门食品安全监管的联防联控 

在中国, 食品安全监管也提倡联防联控, 联合监督检

查执法。2018 年, 食品安全机构改革后, 除食用农产品的

质量监督管理在农业农村部外, 食品安全从食用农产品进

入生产加工阶段、流通阶段到餐桌的监督管理都由市场监

督系统管理。但食品安全的监管涉及到种植养殖的源头监

管。在实际食品安全监管中, 基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已经

形成了联防联控[22], 部门联合检查监督执法管理。对食品

安全监管食品产业链全覆盖, 不留缝隙, 起到良好效果。

在浙江台州天台县调研时, 当地农业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

的监管人员陪同调研, 并介绍了农业农村部门的市场监管

部门联合监督检查执法的经验, 起到良好示范作用。当然, 
中国基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联合监管不仅局限于浙江, 
在全国联合监督检查执法已经形成了常态。这种食品安全

相关部门联合执法的做法, 有利于堵塞食品监管的漏洞, 
对维护食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12  网格化监管引领食品安全监管趋势 

网格化[17]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是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 
基层食品安全监管单位(如村、乡镇、县、以及属地的街道

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等食品安全监管相关部门设立专职食

品监管员、协管员), 将收集到的当地各方面食品安全信息

通过网络及时上报上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有些地方通过

填写地方社会综合治理网络平台中的食品信息栏目, 将信

息上报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有利于政府部门早发现, 早处

置。在中国, 依靠当地的社会综合治理网络平台, 开展食

品网格化监管工作, 实现食品安全信息通报迅速精准, 在
实现食品安全信息化管理方面已经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

是近 10 年以来中国食品安全信息化、智慧化监管的象征, 
预示着食品安全监管方法的创新和进步。2019 年 12 月, 在
湛江市调研时见证了某街道办事处的食品网格化平台[23]。

它的特点是有专任网格员收集食品安全信息, 及时上传通

报至社会综合治理网络平台中的食品安全信息板块, 便于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早发现, 早处置。 
在中国的大多数基层单位都与当地社会综合治理网

络连接, 每个食品安全网格化平台设有食品安全监督员或

者监管员, 村镇级食品网格化平台向区、县级食品网格化

平台上报信息, 区、县级平台向市级平台上报信息。这些

信息包括当地食品生产加工企业、餐饮店、单位餐厅、农

贸市场、各种农家宴、餐饮小店或小作坊等的各类食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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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信息。这些信息最终会上报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研判

处置。为保障食品安全信息上报畅通, 及时发现及时处置

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也是科技信息技术在食品安全信息

通报方面被有效利用的成功案例。网格化食品安全监管模

式体现了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信息化、智慧化水平, 而且, 
网格化监管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 并引领食品安全监管的

趋势。 

13  结束语 

中国实施了 3 次大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创新, 每一次

创新都适应了当时的时代发展背景。尤其是 2018 年配合大

部制改革而组建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使得食品监管

更加集中, 更加科学合理, 运作更有效率, 体现了适应市

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大市场中的大食品监管特点。 
在具体食品监管实践中, 中国创立了网络食品监管

模式, 代表了新时代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的趋势, 为规范网

络食品销售, 维护食品安全, 及时解决消费者关注的网络

食品安全问题起到重要作用。校园食品安全监管的互联网

+明厨亮灶监管模式是我国的创新, 信息化可视化令人放

心, 代表校园食品安全监管趋势。譬如 APP 视频现场观看

食品加工操作过程和销售过程, 这些做法一方面体现了校

园食品安全的底气, 监管的智慧和便利, 另一方面使得家

长和社会更放心。网格化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体现了现代化

信息技术在我国基层食品信息收集的普遍利用, 体现了基

层单位收集信息及时、上报信息及时的特点, 便于政府食

品安全监管部门对问题的早发现早处置。旅游餐饮街的食

品安全监管模式体现了 APP 技术现场了解信息和处理纠

纷的便利性, 便于监管方、销售方和游客的三方及时交流。

食品快检室对不合格食品的排除使游客吃得放心、吃得安

全, 提升了餐饮街食品安全形象。针对农家宴会的食品安

全监管维护了农村的食品安全。农贸市场的信息化智慧化

监管, 适应了食品安全市场需求变化和监管的需要。市场

监管系统推出的这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管措施, 对保

障食品安全起到了实际作用。而且这些做法和经验, 处处

体现了中国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这些经验不仅

有效维护食品安全, 也希望为国际上食品安全监管的交流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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