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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食品安全问题关系民生福祉、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社会问
题。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从温饱型向小康型、享受型的转变，全社会对健康问题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对食
品安全问题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食品产业快速发展，2009年食品工业总产值达到4.9万亿元，已成为我国国民
经济中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支柱产业之一。
然而，我国的食品产业总体发展不平衡，食品生产经营业态多，规模化、产业化程度不高，呈现多、
小、散、低状态。
有些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意识、责任意识、诚信意识比较淡薄，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对从业人员
的健康管理、进货查验记录、食品出厂检验记录、库存食品定期检查、问题食品召回等操作规范执行
不到位，个别企业还存在滥用添加剂、违法使用非食用物质等行为，给食品安全带来了隐患，食品安
全事故时有发生。
近年来爆发的“阜阳劣质奶粉”“非法添加苏丹红”“三鹿婴幼儿奶粉”等食品安全事件，凸显了食
品行业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政府部门的监管漏洞，使食品安全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人们迫切呼吁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尽快建立现代食品安全控制与保障体系，编织一张有效的食品安全
网。
　　食品安全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独立的问题，而是围绕食品产业链发生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的集中反映
。
食品安全涉及种植、养殖、加工、包装、储藏、运输、销售、消费等各个环节，既包括生产安全，也
包括经营安全；既包括结果安全，也包括过程安全；既包括现实安全，也包括未来安全。
因此，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根本的解决方法在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发展模式，这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参与。
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在逐步建立健全法
制管理体系的同时，通过加快促进食品行业发展，加大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力度，不断完善食品安全法
律体系、监管体系和标准体系，使我国食品安全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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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食品流通是整个食品链中重要且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
由于食品本身的特性、食品链前端(生产环节和加工环节)的影响以及食品异地生产、加工或消费的特
点等诸多因素，导致在流通消费环节影响食品质量安全的因素增多。
因此，严格控制与管理流通环节的食品安全，对于确保人类健康、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
义。
    本书由具有丰富的行政监管和技术监督经验的专家编写。
在编写中作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借鉴了相关的工作经验和国内食品安全监管的实际案例，力争
使本书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和实用操作性。
    本书共分为七章。
第一章是概述，重点介绍了食品流通的概念和食品流通环节的现状等内容；第二章是食品流通的许可
，着重讲解食品流通许可的管辖、条件、对象、事项、范围、许可证正管理等内容；第三章是食品流
通从业者行为规范，着重介绍食品流通标准、规范，从业人员的管理等内容；第四章是流通监督管理
，主要介绍食品流通监管的八大制度和食品流通重点专项整顿等内容；第五章是特殊品种的流通监管
，主要介绍特殊食物品种的独特性和特殊食物品种的流通监管等内容；第六章是食品流通长效监管体
系建设，主要介绍食品流通诚信体系和可追溯信息体系建设等内容；第七章是食品流通法律责任，着
重介绍食品安全行政、刑事和民事法律责任的构成及处罚等内容。
    本书可作为食品安全师监督管理培训的指定教材，也适用于各级、各类食品安全监管的业务培训和
技术培训，还可为广大食品生产经营者和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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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是我国粮食从产区到销区的物流费用占销售价的30％～35％，而发达国家为20％～25％。
四是我国冷藏运输率不足20％，而发达国家易腐食品物流过程冷藏率达80％～909，6。
五是我国农产品总产值与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为1：1左右，而发达国家这一比值为1：3到1：4，流通中
的物流增值严重缺失。
六是我国鲜活商品的跨区域流通因缺少专用站台、制冰能力和预冷设备，每年运输损耗高达20％，鲜
活农产品物流成本占总成本60％左右，全国鲜活农产品采后的各种损耗之和达千亿元之巨。
　　（2）东、中、西部流通业与市场流通体系发展不均衡在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下，东、中
、西部地区流通业的发展存在很大差距。
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占60％，但该地区拥有的零售业网点和人数却不到全国的一半。
每万人拥有的零售网点和人数，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分别低34％和36％。
从交易市场来看，东、中、西部发展不均衡现象很明显，东部地区商品交易成交额占全国的79.2％，
而中部和西部分别仅占13.1％和7.1％。
　　（3）流通效率以及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不高流通效率较低主要体现在：一是流通速度低。
据测算，我国国有商业流动资本年平均周转次数为2.3次。
日本的非制造业（包括批发、零售业）流动资本年平均周转次数为15～18次。
一些跨国连锁公司如沃尔玛、麦德龙等的流动资本周转次数年均可达到20～30次。
二是库存率高。
社会库存总额占社会商品销售额的比重也反映了流通效率。
据有关资料显示，1990-1998年美国、日本、德国制造业库存总额平均只占销售额的1.3％～1.5％，非制
造业（含批发、零售业）库存平均只占销售额1.149／6～1.29％。
我国2004年年末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商品库存占其当年销售额的比重为6.37％。
三是物流成本过高。
，2005年中国物流总费用占（DP比重为18.6％，而日本1997年物流总成本占GDP的比重为9.69／6，美
国2000年物流总成本占GDP的比重为10.1％。
可以看出，在物流效率方面，我国有较大的提高潜力。
　　2000年以来，我国流通产业创造的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相对稳定，长期保持在8％左右，与发达
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即达到15％以上的水平相比，我国流通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程度还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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