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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舌尖上的中国》看如何利用 HACCP管理 
体系提高我国食品安全 

徐  俊 
(上海浦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动植检处) 

摘  要: 本文通过对《舌尖上的中国》的描述, 指出食品安全除了和原料控制、管理体系等显性因素有关外, 还

和这一国家和地区的地理环境、人文、食谱、饮食习惯等隐性因素有关系。同时指出我国推行 HACCP管理体

系对食品安全的两大优点和三个不足, 并提出了四个措施提高我国的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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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央视热播的《舌尖上的中国》, 取得了
很高的收视率, 但从中也不难看出我国食品安全是
有别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 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笔
者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食品安全, 除了和原料控
制、管理体系等显性因素有关系外, 还和这一国家和
地区的地理环境、人文、食谱、饮食习惯等隐性因素

有关系。 

1   中国的食谱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食谱 
的不同特点 

1.1  饮食习惯不同 

中国的饮食习惯与西方“菜生而鲜 , 食分而
餐”的饮食习惯有很大的不同 , 中国的菜肴更讲究
色、香、味、形、器。8000 年来我们的祖先经历
了煮、蒸、炒三次重要的飞跃 , 至今世界上懂得蒸
菜和炒菜的民族也就我们仅此一家。 同时 , 由于
过度追求食品的外在色、香和口感 , 而给食品安全
带来隐患。  

1.2  食物来源的丰富性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富戏剧性的自然景观, 高原, 
山林, 湖泊, 海岸线。这种地理跨度有助于物种的形
成和保存,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样多潜在
的食物原材料。为了得到这份自然的馈赠, 人们采集, 

捡拾, 挖掘, 捕捞。穿越四季。中国美食多样性、地
域差异性和农业多样性同时存在。 有别于世界很
多国家的食品监管由农业部一个部门完成的模式 , 
我国的食品监管注定是要多部门完成。  

1.3  人多地少, 使得我们只能“靠山吃山、靠海

吃海”   

中国以世界上 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 22%的人
口。过去我们讲食品安全在很大程度上讲就是粮食安

全。中国人说 :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不仅是一
种因地制宜的变通 , 更是顺应自然的中国式生存
之道。从古到今 , 这个农耕民族精心使用着脚下的
每一寸土地 , 获取食物的活动和非凡智慧 , 无处
不在。如: 北方人喜欢吃面食, 而南方人则离不开米
饭。一个是黄河流域以黍和麦为主的旱作农业, 而另
一个则是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又如: 嘉兴人喜吃
粽子 ; 宁波人喜吃年糕。饺子是中国民间最重要的
主食。因此, 食品这一概念在中国的范围比世界上任
何国家都广泛。 

1.4 中国也是世界上利用微生物, 最早懂得“发

酵”的民族之一 

腐乳、豆豉、黄酒、泡菜等无一不是“发酵食品”。

我们的老祖宗, 用一些坛坛罐罐, 加上敏锐的直觉, 
打造了一个食物的新境界。要达到让食物转化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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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的境界 , 这其中要逾越障碍 , 要营造条件 , 要
把握机缘 , 要经历挫败 , 从而由“吃”激发出最大
的智慧。在这些酱缸里 , 微生物的世界 , 此消彼长 , 
互相制约。“中国的酱”, 在人类的发酵史上独树
一帜 , 数千年间 , 它成就了中国人餐桌上味道的
基础。  因此 , 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喜欢“发明”食
品的 , 但在现在社会这种“发明”可能会给食品安
全带来隐患。  

1.5  我们民族在存放食品的过程中创造了美食 

贮藏食物从早先的保存食物方便携带发展到

人们对食物滋味的不断追求 , 保鲜的技术中蕴涵
了中国人的智慧 , 呈现着中国人的生活 , 同时“腌
制发酵保鲜”也蕴含有中国人的情感与文化意象。  

时间是食物的挚友 , 时间也是食物的死敌。为
了保存食物 , 我们虽然已经拥有了多种多样的科
技化方式 , 然而腌腊、风干、糟醉和烟熏等等古老
的方法 , 在保鲜之余 , 也曾意外地让我们获得了
与鲜食截然不同、有时甚至更加醇厚鲜美的味道。  

但是 , 从现代人的眼光看 , 腌制食品等一些
古老的保存方法有潜在的食品安全。  

2  在我国推行 HACCP 管理体系对食品安

全的作用 
上面从《舌尖上的中国》分析了我国食品的

特殊性。由于饮食习惯、食品工业的特点不同 , 我
国的食品安全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有所不同。但

是现阶段大力推行 HACCP 的管理模式对提高我
国的食品安全是有益 , 这是因为HACCP能够帮助
我们解决 :  

1) 中国食品想要更顺畅地进入国际市场 , 特
别是欧洲、北美市场 , 就必须执行 HACCP; 食品
加工企业 , 若是想要在国内这个大市场占有一席
之地 , 也必须要执行 HACCP。因为 HACCP 能为
食品安全提供保障 , HACCP 是一整套管理体系 , 
所以 HACCP 已成为一种沟通国与国、政府、消费
者、生产者、科研单位、新闻媒体的相互之间的

桥梁。  
2) 在我国鉴于食品安全问题很多产生于食品

供应链的不同环节上。从质量标准体系和供应链

综合管理的角度讲。如果下游的食品企业执行了  
HACCP 管理体系 , 那么它就会要求上游的食品企
业也要执行 HACCP 管理体系。那么 , 经过若干年

后会有更多的企业执行HACCP管理体系 , 提高了
食品安全。   

但是 , 依靠 HACCP管理模式想解决所有的食
品安全问题 , 这也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 :  

1) 以 HACCP 为基础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是
对食品安全危害进行识别、评估并加以控制的应

用管理体系。但体系所指的危害是指那些显而易

见的危害。所以 HACCP 不是零风险体系 , 执行
HACCP 旨在将食品安全风险降低至可接受水平。 

2) 国际上目前研究 HACCP 控制食品安全 , 
主要集中在针对危害因素进行控制的 HACCP 模
式 , 在先期工作中以大量统计学为技术 , 在加上
数理分析。在研究成熟的技术上 , 把 HACCP 管理
模式进行立法 , 明确控制什么危害 , 发生不合格
怎样处理。而我国在 HACCP 的推广过程中过于偏
重企业自己制定 HACCP 计划对生产加工环节进
行食品安全控制 , 不要说不能解决“从农田到餐
桌”整个过程的食品安全问题 , 即使在企业内它的
执行力度也是不够的。很多企业的 HACCP 计划书
中只定了两个 CCP 点 , 一个 CCP 点是原料控制
( 其实企业对原料也无法控制 , 只能做到凭证收
购而已), 另一个 CCP 点是金探。  

3) HACCP 无法解决农药、兽药(抗生素、激

素 )和禁止使用的饲料添加剂的残留造成源头污

染 , 也无法解决环境污染、水污染给食品安全带来

的危害。  

那么 , 如何完善 HACCP 管理体系 , 提高我国
的食品安全哪 , 笔者以为 :  

1) 立食品安全的监测系统和统计系统 , 在此
基础上才能够建立食品安全的快速预警系统。美

国 CDC统计结果每年估计七百万个病例受食品安
全影响。而我国统计结果每年大约只有 40 万人受
食品安全影响。两者的差距难道是真实情况的正

式反应吗？这其中的原因很多 , 但笔者以为是我
国的食品安全的监测系统不完善造成的 , 很多食
品危害的数据没有统计。只有统计数据正确了 , 才
能够找出整个社会食品安全的薄弱环节 , 才能有
的放矢地制定食品安全的其他政策。  

2) 逐步把成熟产品的 HACCP 管理体系上升
为法律。制定明确的 CL 值和最终产品的标准。使
企业生产者、政府监管部门、科研工作者、新闻



200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第 3卷 
 
 
 
 
 

 

媒体、消费者等社会各阶层之间形成了一个统一

的标准、统一的价值观。并以此来评判事物的好

坏。如 : 欧美等发达国家大都建立了适合本国 , 且
与国际接轨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横向管理体系

以各种法律法规健全、组织执行机构配套、政府

和企业逐步建立实施 HACCP 的预防性控制体系
为特征。纵向实施“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管

理。在管理手段上强调制度手段与行政手段等多

种手段的组合。  

3) 我国目前的超市消费占整个食品零售业的
比重越来越大 , 人们日常的食品安全与超市提供
的产品高度相关 , 因此要研究把超市纳入 HACCP
的控制体系。如从加工配送中心的连锁超市食品  
供应链所涉及的物流过程入手 , 研究超市食品供

应链结构和食品物流的特点 , 建立一个包括种植、
养殖、生产加工、储存、运输、销售环节和政府

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全过程管理体系。  
4) 适当教育消费者 , 如我国执行的《食品标

签法》就是给消费者以知情权。如果消费者选择

含有 HACCP 认证标志的产品, 那么, 消费者的选择
权将促进食品行业自觉执行 HACCP的管理发展。  

总之 , 签于我国的国情 , 我国的食品安全和
欧美等发达是有所不同的。在现阶段大力推行

HACCP 的管理体系对提高我国的食品安全是有
利的 , 但是 , HACCP 管理体系也并不能解决我国
所有的食品安全问题 , 它的效果取决于企业生产
者、政府监管部门、科研工作者、新闻媒体、消

费者等社会各阶层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