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2 卷 第 19 期 食 品 安 全 质 量 检 测 学 报 Vol. 12 No. 19 

2021 年 10 月 Journal of Food Safety and Quality Oct. , 2021 

 

                            

基金项目: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政策研究课题项目(2019—2020) 

Fund: Supported by the Policy Research Project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Regulation (2019—2020) 

*通信作者: 马静, 硕士, 高级工程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与质量控制。E-mail: mandy23@163.com 

*Corresponding author: MA Jing, Master, Senior engineer, Sichuan Institute for Drug Control (Sichuan Testing Center of Medical Devices), 
Chengdu 610100, China. E-mail: mandy23@163.com 

 

我国西南地区白酒质量安全监管中存在的 

问题及对策 

马  静* 

[四川省药品检验研究院(四川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 成都  610100] 

摘  要: 目的  了解白酒质量安全监管现状, 探究现有的监管模式所存在的问题, 并找出解决的对策。方法  

就白酒质量安全的基本情况、监管现状以及社会公众对白酒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情况, 对四川、陕西、贵州

白酒产业地区的典型大、中、小型白酒生产企业、参与市场监管的相关部门、科研单位以及社会公众开展问

卷调查、会议和电话访谈, 并对上述结果进行分析, 剖析问题, 找出解决对策。结果  白酒质量安全监管总体

表现较好, 但是由于现行的监管体制机制未完全理顺, 监管部门在激发市场活力、强化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发

展受限, 工商执法与检验检测机构人员及硬件配置等方面存在问题, 致使市场监管部门在督促白酒生产企业

提升自我监管能力方面以及引导社会公众在协同监管能力方面还较为欠缺, 从而导致白酒质量安全隐患突

出。结论  监管部门还需创新监管理念, 调整监管体系, 完善相关制度、法规; 督促白酒生产企业完善自我监

督及风险防控措施; 大力向社会公众普及食品质量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 发挥不同的监管主体作用, 降

低白酒质量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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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Chinese Baijiu quality and safety 
supervision in southwest China 

MA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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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Chinese Baijiu quality and safety supervision, explore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existing supervision mode, and find out the solutions. Method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s, meetings and telephone interviews about the basic situation of liquor quality and safety, the status quo of 

supervision and the public cognition of liquor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were carried out in the typical of large, 

medium and small Chinese Baijiu production enterprises, relevant departments participating in market supervision,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e social public and so on from Sichuan, Shanxi, Guizhou province, the obtained data 

were analyzed to find th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Results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Chinese Baijiu quality and 

safety supervision was good, but due to the existing supervision system and mechanism was not completely 

rationalized, the regulatory department's role in stimulating market vitality and strengthening public service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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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ed, and there were problems i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law enforcement and personnel and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f inspection and testing institutions, as a result, the market supervision department was still lacking in 

urging the Chinese Baijiu production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ir self-supervision ability and guiding the public to 

coordinate supervision ability, which led to prominent hidden dangers of Chinese Baijiu quality and safety. 

Conclusion  The supervision department should innovate the supervision idea, adjust the supervision system, and 

perfect the related system and laws; urge Chinese Baijiu production enterprises to improve self-supervision and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vigorously popularize the knowledge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to the public, give play to the role of different supervisory bodies, and reduce the risk of Chinese Baijiu 

quality and safety. 

KEY WORDS: Chinese Baijiu; quality and safety; regulation; countermeasures 
 
 

0  引  言 

白酒是中国的一种传统饮品, 以谷物粮食为制作原

料, 以大曲、小曲、麦麸及酒母等为糖化发酵剂, 经蒸煮、

糖化、固态发酵或半固态发酵、蒸馏等过程而制成的蒸馏

酒, 中国人酿造白酒的经验已超过 3000 年, 白酒也成为目

前食品工业产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近年来, 白酒行业

出现了塑化剂污染、黄曲霉毒素污染、添加剂超标、勾兑

酒、年份酒等质量安全问题, 一方面暴露出白酒生产企业

以利为本的错误经营理念, 缺乏对质量安全的控制, 严重

扰乱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安全管理秩序, 对广大消费者的身

体健康造成威胁[2‒6]; 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监管主体及客体

在监管方面的认识偏差和疏漏, 导致政府相关监管部门作

用于企业及公众的能力较低, 没有体现出服务型政府应有

的职能; 此外, 社会组织及公众维护自身权益和承担社会

责任的意识较薄弱, 接收到的法律知识较少, 参与社会监

督的能力与意识也不充足。 

因此, 为了保障白酒产品的质量安全, 维护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 解决白酒质量安全监管方面问题, 本文对白酒

质量安全监管的主体和客体开展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研究, 

试图找出白酒质量安全监管方面存在的系列问题, 并分析

其原因, 研究如何整合并充分利用资源, 提升政府的监管

回应能力和企业自我监管水平, 培植第三方监管力量, 发

挥好政府、市场及社会的作用, 保障市场秩序良好发展, 

为白酒质量安全监管方案的制定提供思路。 

1  调研情况概述 

1.1  调研对象及方法 

完善白酒的质量安全问题因涉及到监管主体(政府)、

监管客体(生产企业)和社会公众, 因此本研究以四川、陕

西、贵州省地区的典型大、中、小型白酒生产企业(14 家)、

酒业协会(3 家)、酒类研究所(2 家)、发酵院等科研单位(1

家)、参与省级及地市州市场监管的相关部门(20 余家)、社

会公众(400 余人)为对象开展问卷调查、会议及电话访谈。 

1.2  调研内容 

调研内容主要包含 3 个方面: (1)政府相关部门在白酒

质量安全监管方面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白酒生产企业

从业人员指出现阶段白酒行业中存在的质量安全问题及对

质量安全问题的监管控制措施; (3)社会组织及公众对白酒

产品质量安全及相关监管单位的意见和看法。 

1.3  数据处理 

对调研收集到的访谈问题进行了分类归纳整理, 问

卷中的数据也用问卷星后台数据处理软件及 Excel 软件制

成了图表, 便于统计分析。 

2  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2.1  政府在监管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监管体制机制尚未完全理顺。在市场监管机构改

革之前, 白酒产业由工商管理部门、质量监督管理部门与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3 个部门分散监管, 存在职责不

清、监管不到位的情况。省市场监管局成立后, 监管模式

由分散监管转为集中监管, 并在联合执法、制度建设方面

进行了有益的改革与探索。但是, 由于机构改革还处于试

运行期间, 部分职能未整合到位, 监管体系构建还不够完

善。在理念上, 也还在沿用传统政府主导的监管模式, 监

管权力集中在从上到下的逐层组织机构中, 以致组织体系

庞大, 工作效率低下。二是市场监管在激发市场活力、强

化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发展受限。当前, 行政监督制约机

制不健全、行政审批制度流程复杂的情况依然存在, 特别

是在白酒的许可证制度方面, 必须由省级部门审批, 审批

时间长, 未能实现按属地管理权限将地市级企业申报审批

权限下放, 社会管理与监督的作用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三是执法人力资源不足, 影响监管能力提升。虽然省级到

县级的行政执法机构及在编人数有所增加, 但下沉到每个

地区的执法机构及执法人员较少, 尤其是有食品专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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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才较少。由于日常基层执法监管任务繁重, 常常是几

十个人要面对上千家企业及个体生产户, 导致执法监督人

员的数量及知识储备、执法装备及手段等都跟不上新时代

背景下对监管的要求。四是检测机构技术支撑力量还要进

一步强化。现阶段各级食品检验检测机构的检测设备只能

基本满足常规性检测业务, 检验设备、配套场地、维修维

护经费、信息化管理等方面还存在配置不平衡、建设不完

备等情况, 这导致抽检监测工作效率低、检测周期长、检

验检测任务不能及时完成等问题的发生[7]。 

2.2  白酒生产企业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质量管理体系及制度建设的认知及认同感不

足。不同规模的白酒生产者建立的质量认证及认可体系不

一致, 一些白酒作坊没有建立任何的质量管理制度, 生产

管理不够规范, 生产过程质量把关不严; 一些中小型企业

虽然通过了 1~2 种质量体系的认证, 但是不按照质量管理

标准执行, 或者其质量管理制度及规定还达不到质量体系

的要求, 没有建立风险评估预警制度和监测体系, 风险意

识缺乏、形式主义严重, 导致管理责任落不到实处, 自我

监督的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大型生产企业在质量管理制度

和质量体系建设方面相对其他规模企业来说会更为正规, 

但是质量管理水平的科学化和精准化还有待提高。二是相

关从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白酒生产企业从高层到底层

员工的素质和学历普遍偏低, 部分企业不重视质量管理方

面的教育和培训, 导致管理水平落后, 从而影响产品质量

的可控性。三是企业缺少社会责任感, 道德缺失。企业诚

信道德意识薄弱, 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 生产和

出售质量不合格白酒, 甚至制造假冒劣质产品, 违反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 破坏社会公众利益, 这从侧面也反应出相

关监管部门在监管方面的漏洞, 比如惩罚力度欠缺等, 不

能够有效约束企业行为, 使其履行应有的社会责任[7]。 

2.3  未能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及公众在监管中的作用 

一是行业协会、大众媒体等社会组织及公众自我认知

方面存在误区。他们认为, 造成白酒质量安全问题的主要

原因是市场监管方面的失责, 没有意识到自身在社会中应

该承担的职责, 对民主法治的观念缺乏, 造成参与监督的

积极性不强。二是, 社会组织及公众参与监督的意愿不高。

由于部分社会组织与白酒生产企业存在利益关系, 不敢参

与监督举报; 一些媒体报道的也大多是食品安全方面积极

正面的新闻; 一些社会组织认为这不属于自己经营及管辖

范围, 不想插手质量安全监督方面的事情; 还有部分社会

组织及公众存在怕麻烦、怕报复、缺乏兴趣等心理因素, 不

愿意参与到共同监督中来。三是社会公众对产品质量鉴别

知识储备及自我维权意识薄弱。大部分人一般通过亲朋好

友、销售宣传、电视报道及报刊杂志中获取白酒质量安全

方面的知识, 较少有人主动关注白酒质量安全相关的专业

知识; 而当遇到产品的质量问题时, 仅有小部分人会联系

消费者协会或监管部门进行维权, 而大部分人只会自认倒

霉, 不知道怎么维权, 哪里维权, 或者对政府的监管水平

存有疑虑, 觉得维权的渠道不畅, 维权及投诉过程烦琐、

时间成本高、办事效率低, 很难达到其预期要求等; 同时, 

上述问题也从侧面反映了政府部门对社会公众的产品质量

安全教育力度不足[7]。 

3  监管中问题的成因分析 

3.1  监管体制方面的原因 

一是机构改革调整后, 部分行政部门在制度上的职

责权限还没有完全划分清楚, 未按照调整后的职责任务进

行工作, 出现监管重复、办事效率低的问题; 行政多头管

理的局面还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各部门间在制度运行和程

序执行方面的侧重点不同, 缺乏统一整合及职责重新分配, 

各部门的监管配合不一致、工作对接及协调性较差; 监管

部门的监管手段和措施较为单一, 主要以政府为主导的监

管方式, 较少与生产企业及行业协会建立沟通关系和协商

制度, 如此一来, 政策制度的推行和实施阻力增大; 政府

监管部门在各项事务权力下放不彻底, 监管资源配置不合

理 , 影响决策质量 , 阻碍信息交流 , 容易造成制度僵化 , 

滋生权力集中等现象; 政府的职能尚未转变到位, 在监管

方面主要是采取“强制性手段”, 想什么都管, 但是又都管

不好, 经常出现监管漏洞; 由于企业自律能力差, 监管部

门对生产企业的行政处罚力度较轻、政府的政策正向激励

的导向不足, 不能起到约束、控制和引导作用。同时, 政

府在引导社会公众、鼓励行业协会以及生产企业履行各自

监管职能, 以及塑造其建立监管主体意识的这种能力较为

缺乏, 需要加快监管体制的完善和创新[8‒10]。二是国家对

食品检验检测的能力建设还不够重视, 划拨的专项经费有

限, 地方财政资金困难, 不能对食品的检测硬件方面提供

更多的支持, 导致各级检验检测机构配套设备配置、实验

室改造及信息化的建设受阻; 同时, 由于编办部门下放的

中、高级职称指标过少, 相关责任部门缺乏激励机制, 而

工资薪酬期望值却较高, 人员流动频繁, 造成留职人员职

称晋升困难, 使专业技术人员检测水平得不到提升, 对食

品能力建设及检测抽检工作带来极大影响[11‒12]。三是市场

监管行政职权 2000 余项, 颁布的法律法规等有近 400 部, 

执法人员需掌握这些法律法规才能执法, 执行起来较为困

难, 导致大部分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出现执法不到位、

缺乏强制约束力度等问题; 同时, 由于执法机构编制不足, 

导致执法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老龄化严重、人员流动性

大, 或因执法机构对执法人员进行专业系统的培训不够, 

使执法人员管理手段老旧、创新意识缺乏, 常出现没有严

格依法执法或者执法不作为等问题[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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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白酒企业自我管理制度及意识方面的原因 

一是白酒生产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及制度建设的不完

善或缺失是导致管理水平低下和自我约束低的主要原因。

管理制度及质量管理体系规范化可以节省企业运营管理中

出现的内耗, 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预防潜在的风险; 

虽然白酒生产企业自行建立的管理制度在短时间内可能会

花费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但从企业长期的发展来

看益处良多, 有助于企业具备相应的能力去参与市场竞争

和实现自我监督[15‒17]。二是白酒生产企业管理者的质量管

理意识不足也是导致管理水平提不上来的原因。一些生产

企业缺乏主体责任意识和自发自愿的提高质量安全的控制

动力, 不重视质量管理制度的建立和体系的建设, 从心态

上过度依赖政府监管, 只要没有被查处或重罚, 就不会改

变现状,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制假或售假、知法犯法, 完

全忽略其社会责任。 

3.3  社会组织及公众参与监督积极性及安全意识方

面的原因 

一是由于社会公众的学历及收入有差距, 且社会公

众的消费习惯、对质量安全知识的储备及认知也不同, 大

部分人不能自行判断产品质量的好坏,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

监管部门对社会公众的质量安全法律法规教育力度不足。

二是大部分社会组织及公众认为白酒的质量安全问题是市

场监管方面的失责, 没有意识到自身在社会中应该承担的

职责, 对民主法治认识不足, 造成其参与社会监督的积极

性不强; 同时, 也有部分社会组织与白酒生产企业存在利

益关系, 不想参与监督举报, 不想插手质量安全方面的监

督事情; 还有部分社会组织及公众存在怕麻烦、怕报复, 

也不愿意参与到共同监督中来[18‒20]。三是监管部门在监管

信息公开方面做的还不够完善, 在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方面

出现投诉受理渠道不畅、处理不及时(未能及时反馈公众和

及时处理)等现象, 对群众诉求反应不灵敏, 导致维权投诉

渠道成为社会公众与政府沟通的“拦路虎”。 

4  对策建议 

4.1  完善政府监管体制 

首先, 推进市场监管体制改革, 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和提高治理能力的战略需要。市场监管部门可以统一实施

调整配置, 对各部门相近的职能进行整合, 并调整各部门

职能, 保证在机构改革不影响部门功能实现的前提下, 无

缝对接; 依据法律法规要求, 按照权力和责任相一致且权

责规定清晰等原则, 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权责, 对缺乏相

关依据的, 取消或者减少其权责, 进一步对权力进行限制, 

避免出现监管空白; 充分使用现代化技术手段, 加快推进

电子政务发展, 促进电子化办公、监管信息平台和数据库

的建设等, 完成共享信息和业务流程再造, 从而在整体上

提高工作效率; 通过简政放权等方式,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推广监管方式的创新,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机制, 完成强制

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以服务者的角度, 积极推进

由服务型政府建设, 加强与多方的沟通联系, 为生产企业

提供良好的市场氛围; 组织开展专家团提供质量技术服务

等活动, 协助其提升市场竞争水平[21‒23]。 

其次, 提升食品方面检验检测能力, 完善人才引进制

度, 打造专业技术队伍 , 提高人才薪酬待遇和配套福利, 

解决检验人员不足问题, 提升检验人员素质; 国家应根据

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情况, 适当的加大专项经费的划拨, 重

点向偏远地区倾斜, 来保障检测各地区检测任务的顺利执

行; 制定抽检相关的质量管理规范, 改良抽检环节的业务

流程, 扩大抽检场所范围, 加强抽检人员的风险、执行以

及安全意识, 保障抽检工作的有效性和可控性[24‒25]。 

最后,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是对执法队伍的综合

调整、减少执法层级, 推动下沉执法力量。行政执法监管

队伍需要具备专业能力, 适当增加编制名额, 建立岗位晋

升制度, 通过绩效考评办法, 从基层选拔优秀人才入编; 

整合现有执法机构, 融合工商管理部门、质量监督管理部

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等多个部门的执法职能及人员, 

组建综合类的执法队伍, 以避免多头执法、职能重复、责

任不清等情况产生; 建立法律法规、职业道德、思想及作

风建设、政策业务等相关知识的培训教育制度, 组织教育

培训和考核, 连同实际工作业绩纳入绩效管理中, 并与工

资待遇、职务职称的晋升结合, 建立以基层综合执法工作

经历优先提拔干部任用机制, 晋升评奖向基层倾斜制度, 

以此来激发执法者的工作积极性[26‒27]。 

4.2  提升白酒生产企业自我监督意愿 

首先, 监管部门应落实生产企业的主体责任, 鼓励其

推广先进质量管理体系, 加强风险管控, 组织专家团队协

助中小型白酒生产企业, 为其提供质量技术服务支持, 完

善自身质量管理体系和制度建设。鼓励白酒生产企业借鉴

和利用现行国际及国家标准、规范, 结合企业自身情况, 

健全或建立集质量、安全、卫生为一体的质量安全管理体

系, 督促其建立和完善自查及诚信制度, 引导其承担更多

的社会责任等, 主要塑造生产企业的监管主体意识, 鼓励

生产企业对自身生产和管理流程自纠自查[28‒29]。 

其次, 监管部门还应督促这些企业不定期组织从业

人员对白酒等食品质量安全知识、生产规章制度、相关

法律法规的培训, 制定培训考核制度, 建立培训档案, 以

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白酒生产企业也可以自行选取一段

时间 , 集中开展关于质量管理的活动 , 充分提升从业人

员的积极性和丰富知识面,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加强其

质量安全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 为完善自我监督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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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保障[30]。 

最后, 监管部门应针对生产企业的不同产业结构、行

为动机和自我监督的能力来采用不同的干预和监督手段, 

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采用经济处罚与资格处罚结

合方式, 建立失信企业惩戒机制; 同时, 对良好信用企业

进行通报, 形成企业红黑信息全民共同监管的格局, 增强

生产企业主体责任意识, 为中小型白酒企业及小作坊提供

减税降费、融资、搭建服务平台方式, 发布各类政策信息、

业务及技术咨询、培训计划等政策支持, 激发市场活力, 

加强对白酒中小型生产企业的管理培训, 激发企业管理人

员的政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31‒32]。 

4.3  鼓励社会组织及公众参与社会监督 

首先, 监管部门应加大白酒质量安全知识宣传力度, 

增强宣传的频率和宣传的渠道, 通过政府、相关机关单位

的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建立知识专栏, 定期推送消息, 

着力构建跨部门、跨地区的联动协作机制, 打造总体统筹、

各部门协调配合的制度格局; 号召白酒行业协会或大型白

酒生产企业定期组织走进社区, 进行白酒真假鉴别或质量

安全相关知识的普及, 让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白酒等食品质

量安全的监督治理; 提高对相关部门的人员法治观念和法

律素养的教育和培训, 把法治宣传教育与市场监管法治建

设现实需要相结合, 与社会公众意识教育提升相结合, 开

展法律法规宣传教育, 提升社会公众对市场监管相关法律

法规知晓度[33‒34]。 

其次, 监管部门应进一步规范投诉与举报处理程序, 

提升消费者的维权意识, 畅通投诉渠道, 健全全国统一的

投诉举报处理体系, 鼓励和引导维权处理部门完善纠纷解

决机制, 尽量以平和协商方式化解消费争议, 强化投诉受

理部门的履职责任, 耐心做好消费者投诉举报的解释说明

工作; 同时, 应完善社会组织及公众的违法举报激励机制, 

弘扬正面典型, 曝光反面案例, 并注意严守纪律、增强保

密意识, 以保护投诉举报者的合法权益[35]。 

最后, 政府应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 完善民主

程序, 加强民主监督, 强化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机制, 畅

通政务公开机制, 使得国家与公众交流的渠道得以畅通, 

引导和鼓励社会团体组织、利益集团、新闻媒体及社会公

众等第三方监管力量参与市场监督, 通过信息公开机制, 

让社会舆论和网络媒介影响形成约束力, 以规范生产企业

的主体责任意识; 同时应加强监管方面的专家智囊团的建

设, 发挥其专业优势, 形成市场监管协力[36‒38]。 

5  结  论 

由于目前多数地区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力比较集中 , 

社会权力很难发挥, 造成社会组织和公众的监督及约束能

力、企业自我监督的意向较为欠缺, 同时, 政府在制定的

部分政策措施和基础能力建设方面也较为滞后, 相关配套

的专业人员及专项经费不足, 造成监管体制及机制的运行

不畅; 因此, 在社会组织及公众的监督意识觉醒和素质提

升、白酒生产企业发挥自我监督和提升市场竞争水平、推

进政府职能转变、权力下放、优化服务以及社会主义经济

体制改革等回应能力提升方面的道路还很漫长。 

本文通过文献查阅及调研, 结合部分地区的实际情

况, 对政府、白酒生产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提出了提升

监管能力的对策措施和建议, 切合我国精简政府机构、下

放管制权、放权与监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政策举措, 为白

酒生产企业完善自身质量管理体系建设, 实行自我监督提

供了实践基础, 也促进了市场公平稳定, 激发了市场活力, 

有助于非政府组织及社会公众承担社会责任, 共同参与到

白酒等食品质量安全的监管中来, 加强了政府与这些社会

监督力量的协同进步, 提高白酒质量安全监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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