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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防护应对经济利益驱动故意污染食品安全问
题可行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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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扼要阐述经济利益驱动食品安全问题同时, 概要分析了 2000年至 2010年期间发生在国内的重

大食品安全事件, 针对经济利益驱动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 “故意污染”本质原因, 在提出应用食品防护理念

预防经济利益驱动食品安全问题构想的同时, 进一步提出从“农田到餐桌”食品供应链全过程中应用食品防护

工作, 寻找容易被经济利益驱动进行污染的薄弱食品、薄弱食品类别, 进行评估, 采取针对性防护措施,加强对

食品供应链中薄弱食品、薄弱环节的监管, 实现食品安全的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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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问题是
遍及全球, 在社会生活中长期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制定什么策略和采取什么手段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是世界各国或地区需要面对的重要的国家命题。 

食品安全问题是在特定条件下存在的、属于该特

定条件下可以被接受的问题, 例如, 我国要面对人口
众多、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食品需求, 单靠
用粗放的、效率低下、不使用任何化学投入品的原始

农业方式, 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 其次, 即使公认安
全的罐头食品其安全性仍没有达到百分之百, 仍然
有万亿分之一(12D: 以十二倍百分之九十杀菌率计
算)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的概率, 塑造百分之百的食品
安全是不符合科学规律的, 因此, 决策管理层和社会
公众理性地、科学地理解和对待食品安全问题, 是解
决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一个重要的基本的态度。 

食品安全问题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 或是不同
阶段、不同时期都具有不同的特征, 但共同要面对的, 
是受经济利益驱动, 在食品生产活动中采用掺假、偷
工减料、添加非食用物质, 超范围、超量使用农兽药
和食品(饲料)添加剂和采用其他不适合人类食用的
方法生产加工食品方式污染食品的故意行为。世界各

国都在探讨和制定措施来应对故意污染食品安全的

行为, 其中采取食品防护来应对经济利益驱动故意
污染食品安全问题成主要的做法, 在我国解决食品
安全问题也具有可行性。 

2  经济利益驱动食品安全问题及现状 

经济利益驱动食品安全问题专指为追逐经济利

益, 在食品生产活动中采用掺假、偷工减料行为造成
的食品安全问题。在经济发展进程中, 尤其是经济发
展的初级阶段、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的特定阶段, 经济
利益驱动食品安全问题可能会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

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 国内屡屡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 2000

年的工业石蜡掺大米(流通中间环节故意掺假污染)、
2001年的南京冠生园使用回收月饼生产月饼(生产厂
家故意掺假污染)、2003年的辽宁海城学生豆奶中毒
事件(生产厂家生产过程违反操作规程)、2003年的金
华火腿农药浸泡火腿事件(生产厂家故意掺假污染)、
2004年的重庆石蜡火锅底料事件(生产厂家故意掺假
污染)、2004年的阜阳劣质婴儿奶粉事件(生产厂家故
意掺假污染)、2004年的广州工业酒精假酒事件(生产
厂家故意污染掺假)、2004年的陈化粮做“民工粮”
事件(流通环节故意污染掺假)、2005年的光明回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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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生产厂家故意污染掺假)、2005/2006 年的苏丹红
事件(生产厂家故意污染掺假)、2006年的广东瘦肉精
中毒事件(农业生产初级阶段故意污染)、2006年的上
海多宝鱼“嗑药”事件(农业生产初级阶段故意污染)、
2008年的“三聚氰胺”奶事件(农业生产初级阶段故
意污染)、2010年海南的毒豇豆事件(农业生产初级阶
段故意污染)、2010年开始的地沟油风波(食品供应链
之外的故意违法行为)。可以看出, 绝大多数属于经
济利益驱动下的故意污染食品安全问题, 其显著特
点是, 肇事者明知故犯、置消费者健康、社会道德和
法律全然不顾。 

肇事者斗胆“明知故犯”, 与三个主要因素密切
相关: 获取经济利益大小、故意污染破坏食品行为被
发现可能性、以及故意污染破坏行为被发现后受到处

罚严重程度。显而易见, 在经济利益巨大、违法违规
难以被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被发现后不会受到任何处

罚情况下, 必然发生经济利益驱动的食品安全问题。
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快速发展, 经济利益驱
动的食品掺假、偷工减料行为日益成为现阶段食品安

全面临的巨大挑战和突出问题。 
面对形形色色的经济利益驱动故意污染食品造

成的食品安全问题, 需要重新认识经济利益驱动食
品安全问题本质, 针对其追逐经济利益的特点和不
择手段获取利益最大化的特征, 引入食品防护理念
和针对性控制措施, 即本文中探讨和提出的“食品防
护应对经济利益驱动食品安全问题”措施。 

3  食品防护理念及国内外实施现状 

2001 年美国“9·11 事件”在给美国经济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的同时, 更给美国民众造成了极大的心理
恐慌。2002年 6月 12日美国总统布什签发了《生物
恐怖法》(Bioterrorism Act of 2002)。紧接着, 负责食
品安全的各个部门: 食品药品管理局(FDA)、食品安
全检查署(FSIS)、疾病控制中心(CDC)、环境保护署
(EPA)、农业部(USDA)、海关(USCS)等部门出台了一
系列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规和制度来确保食品安全

和供应。“食品防护”就是其中之一, 目的是防止或降
低食品恐怖事件对正常经济秩序造成的破坏。目前, 
美国食品防护工作在继续关注食品恐怖的同时, 也
开始关注经济利益驱动的食品掺假问题(EMA)。2008
年初, 中国国家认监委开始在国内相关食品企业中
推广食品防护计划, 食品防护工作在我国举办的重

大体育赛事及出口食品安全保障工作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2010年, 食品防护国家标准(GB/T27320-2010)
颁布, 为在食品安全保障工作中全面开展食品防护
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用食品防护理念应对经济利益驱动食品

安全问题可行性 

(1) 保障食品安全大环境已形成。食品安全上升
为国家重点策略之一, 除《食品安全法》外, 2012年
7 月, 我国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
决定》, 提出了我国食品安全的阶段性目标, 计划用
３年左右的时间, 使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整顿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 违法犯罪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突出问题
得到有效解决。并指出要用５年左右的时间, 使我国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

系、检验检测和风险监测等技术支撑体系更加科学完

善, 生产经营者的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和诚信意识普
遍增强。这为实施食品防护理念提供了良好的法律和

政策环境。 
(2) 食品防护是与国际接轨的现实需要。9.11事

件后, 美国颁布“生物反恐法”, 供应美国食品、饲料
的境内外生产企业必须获得 FDA 注册。以防止出口
到美国的食品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受到生物、化学和物

理危害的偶然污染;同时降低食品链遭到人为蓄意破
坏和破坏的危险。我国上万家输美食品生产企业必须

根据美国方面的要求实施食品防护。 
(3) 食品防护切合食品安全管理的“预防原则”。

“预防原则”是欧美等国食品安全管理工作遵守的重

要原则。实施食品防护, 将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事
后补救”的被动应对模式改变为主动预防模式, 从预
防“故意”污染破坏食品安全的角度出发, 主动寻找
食品安全的薄弱环节制定保障措施, 通过分析寻找
食品生产过程、企业生产链中的薄弱环节, 提出针对
性预防控制措施, 加强食品安全保障工作中薄弱点、
薄弱环节的安全保护措施, 实现了特定环境下的食
品安全保障目标。这从根本上突破了食品安全保障工

作的理念, 将原有的应对自然发生或“非故意污染”
食品安全问题的食品安全保障理念推进了一大步。 

(4) 食品防护技术基础逐步夯实。近年来, 我国
抓紧推进食品防护计划, 《食品防护计划建立与实施
指南 食品生产企业》、《食品企业食品防护计划建立
与实施研究》等已出台或获得项目立项。培训了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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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技术专长的评审人员, 这对推行食品防护提供了
技术支撑。 

(5) 美国食品防护成功经验值得借鉴。美国在食
品防护安全评估和控制的理论和方法为食品安全管

理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结合我国现实食品生产状况、
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并结合诚信建设等, 完全可以建
立适合我国食品安全特点的食品防护体系。 

5  应用食品防护理念建议 

(1) 充分调动食品供应链每一参与者积极性。从
食品供应链角度看, 经济利益驱动的故意污染食品
安全问题已经存在于食品供应链的各个阶段, 应用
食品防护理念, 需要将食品供应链当作一个整体或
企业来应用食品防护整体工作, 分析供应链中可能
存在的具体薄弱食品、薄弱还节, 应用针对性食品防
护措施。同时, 要充分调动食品供应链中每一个参与
者, 主动参加预防食品掺假的行为; 并且, 积极鼓励
零售商与供货商及生产商建立合作关系, 对所销售
产品的真伪进行鉴别。必须强调的重要工作, 政府监
管部门要对非法食品生产企业及时取缔, 避免非法
企业生产劣质产品倾销市场、劣币驱逐良币, 扰乱市
场正常经济秩序。具体讲, 可以借鉴已经发生经济利
益驱动食品问题的经验教训(如: 三聚氰胺、孔雀石
绿、苏丹红, 偷工减料行为); 也可针对易发生掺假食
品行业发布掺假预警白皮书, 并制定相关行业的良
好操作规范约束管理行业行为; 定期召开多行业参
加的预防经济利益驱动掺假行为研讨会。 

根治经济利益驱动的食品安全问题更需要从观

念上做调整。首先, 转变原有的以产品检测为主和间
隔抽查为辅的被动管理方式, 逐步推进到以过程管
理和预防为主的主动管理模式; 其次, 在从农田到餐
桌的全过程管理框架下, 针对关系民生的主要食品、
重要食品类别, 实施全过程管理, 采用食品防护理念
及具体措施, 对相关过程及产品种类全过程涉及的
各个环节存在的薄弱环节分析, 采取必要的防护措
施, 有效遏制现阶段突出的经济利益驱动食品安全
问题; 再次, 在具有一定规模和条件的行政区域, 推
广和实施食品防护工作; 另外, 在食品安全综合治理
工作中, 要积极发挥执法机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威
慑作用。 

(2) 兼顾内外现有食品安全控制体系。食品防护
着重于“人为”因素, 解决是食品非传统危害问题, 但
没有脱离或超出 HACCP的范围。尽管其控制方法有

独特性, 但食品防护的一些要素已存在于 GMP 等体
系之中, 因此不可能完全脱离原有的体系。因此, 要
把食品防护融入现有食品安全控制体系, 并结合美
国等国的食品安全体系加以完善。  

(3) 重视发挥消费者、行业协会的日常监督作
用。重视发挥消费者、行业协会的日常监督作用, 加
强政府部门的执法监督作用、刑事犯罪管理部门的惩

治执法作用; 在强调政府负责食品安全组织协调工
作的同时, 关联经济利益驱动食品安全问题生产场
所所在地政府的职责。像解决违法犯罪行为一样严惩

经济利益驱动食品安全犯罪。 
(4) 着重抓好如下几项工作: 了解产品薄弱环节

情况; 增强发现掺假行为、情况的方式; 开发全面威
慑经济掺假行为的策略; 了解“当地”价值体系关, 和
社会经济秩序; 开发利用全面的跨部门信息交流平台。 

6  结  论 

经济利益驱动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食品

安全保障工作面临的主要挑战。在应对经济利益驱动

食品安全问题时, 需要转变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理念, 
紧扣经济利益驱动食品安全问题的“故意污染”特征, 
在从“农田到餐桌”食品供应链中应用食品防护理念, 
针对食品供应链中的薄弱产品、薄弱环节采取针对性

的预防控制措施, 主动预防潜在的经济利益食品安
全问题发生。 

当前, 在预防经济利益驱动食品安全事件问题

上, 尤其需要行业及行业成员之间的互相监督作用。

相比行业以外的人员, 行业内人员更了解该行业的

生产行为和市场情况, 充分调动行业人员内部之间

的监督作用, 营造一个秩序良好的行业环境、市场氛

围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有效途径！行业间紧密合作是解

决(挫败)经济掺假行为的关键所在。尽管食品安全领

域的经济利益驱动安全问题只是社会经济发展中存

在若干问题的一个缩影,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透视了

社会中存在的不正常的“一切向经济利益看”的价值

趋向问题。 

面对经济利益驱动故意污染食品安全事件的严

峻形势, 国家从宏观层面提出了系列工作任务和要

求: 抓法制⎯建立权责利相对应的法律追究惩治体

系; 抓源头⎯从田间地头抓起, 从动物饲料抓起; 抓

标准⎯建立最严格的食品药品安全生产标准; 抓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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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加强食品质量风险预警, 帮助企业完善质量安

全控制体系。其中一个重点内容就是要求对食品中存

在的安全问题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预警、早处理。

屡次发生的为追逐经济利益而全然不顾职业道德、社

会公德的食品安全事件, 一再敲响食品安全警钟, 加

强对经济利益驱动故意污染食品犯罪行为应用食品

防护理念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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