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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吃饭问题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既要吃饱吃好，又要保证饮食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已达到5亿吨以上的水平，吃饱的问
题已基本解决。
同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广大城乡居民家庭餐桌上的食品日益丰富，吃好的问题也明显
改善。
但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食品不安全问题和食品原料中有毒有害物质残留量超标的问题却十分严重，
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人们在强调“民以食为天”的同时，又在呼吁“食以安全为先”。
食品安全问题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已成为现代社会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
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逐步提高，人们对食品的质量意识
和安全意识不断增强，食品安全问题受到了广大消费者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
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确保最终消费安全，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认识和广大消费者的一致愿望。
近年来，我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例如“瘦肉精”猪肉中毒事件、“红心”鸭蛋事件
、“多宝鱼”事件、“吊白块粉丝”事件、“阜阳奶粉”事件、“海南香蕉”风波以及注水肉和地沟
油事件等，在社会上均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这些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主要危害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庚造成直接的严重
危害（如“瘦肉精”中毒事件）或引起消费者的心理恐慌（如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超标）；另一方
面是给食品行业及生产经营者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包括不确定的或轻微的危害被放大和误传而造成
重大的经济损失（如“多宝鱼”事件、海南“香蕉风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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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食品安全与管理》分为九章，首先对现代食品安全问题从发生机理、经济学分析、市场与
消费者需求的理论视角做出阐述和实证，进而对现代食品安全管理问题从管理体系、国际上通行的管
理方法与手段、主要发达国家的管理实践、我国的管理现状和管理探索实践及管理案例分析等视角做
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与评介，其中作者提出的在食品安全管理上导入食品信息可追踪系统等现代管理
方法、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以及其他针对现存问题的政策建议等，在当前均具有极大的现实
意义。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民众的生命安全与健康，在各国都是头等大事。
在现代社会，食品安全与管理问题更成为备受政府和民众关注的热点。
作为我国较早致力于食品质量安全与管理研究的学者，周应恒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经过多年潜心研究，
取得了多方面的丰硕成果，集之大成著为《现代食品安全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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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应恒，男，1963年1月生，湖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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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现任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江苏农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国家农产品风险评估委员会专
家委员。
入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人才以及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项目。
主要从事农产品流通与贸易、涉农产业经济分析、农村发展等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近年先后主持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现代农业发展战略研究》以及2项国家自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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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等国际合作课题5项；在农产品特别是果蔬以及淡水产品的流通与贸易、农产食品的质量安全管理
、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以及农村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部分成果为国家和省
市相关部门的政策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发表论文70多篇，出版专著、译著等9部。
先后获得第二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论文奖，江苏省软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三等奖，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江苏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年会优秀论文奖，中国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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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的《农产品运销学》入选国家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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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现代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机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现代食品安全问题是人类自身经济活动发
展的必然结果。
对此，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推理：在农业尚未发达的阶段，食品的供应基本上是全部由农户自己完
成，从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如农家肥、饲料等）到农畜产品的种植和饲养，再到简单食品加工（如
自己做豆腐）——没有农药化肥等各种化学污染、没有加工及运输等污染、没有各种工程技术的污染
——家家户户自给自足（生产者与消费者合二为一），因此也没有受假冒伪劣产品侵害的可能。
威胁食品安全的因素基本局限在微生物污染上，而这种风险通常是无法降低为零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食品安全作为一个社会及经济问题的存在，是随着食品经济体系的复杂化而产生，
并随其发展而发展的。
而食品经济体系的复杂化主要体现于食品供给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复杂化。
因此，食品安全问题的形成机制根本上是由于当今食品经济体系（Food system）复杂化、国际化及多
元化。
食品供给的链条越来越长、环节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加大了食品风险发生的概率。
一种食品从农场到餐桌，要经过生产、加工、流通等诸多环节，而在每一个环节，食品都有被污染的
可能性，并且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污染问题都必然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从而威胁食品的安全消费
。
从风险的角度可以很好地归纳现代食品安全发生的机理，其发生的机理总结起来就是食品中危害的增
加，以及这些危害对人体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即风险的增大。
随着科学水平、认识能力的提高，人们能够认识到的食品危害在不断增加。
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多极化、周年化的食物需求，越来越多的技术被利用于食品的生产、加工
、流通等供给体系和消费过程之中。
但是，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类食物生产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危害。
危害的增加，首先表现在不断总结、发现过去技术使用上的失误。
例如，敌敌畏、甲胺磷等有机磷农药的使用，以及对食品进行辐射处理以提高货架期等技术方法，都
已被证明会影响相关食品进而对人体不利。
其次，科学家们通过科学研究，正在不断发现新的与食源性疾病有关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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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民众的生命安全与健康，在各国都是头等大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食品供应体系的日益复杂化、国际化，食品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备受世界
各国关注的社会问题。
我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始于1998年，当时我已完成博士论文留在日本京都大学做招聘学者。
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相继发生了食品安全事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
有了空前的提高。
我的指导老师——日本京都大学的新山阳子教授，非常敏锐地率先在相关领域从经济管理角度开展研
究。
正是她的引领，我开始接触食品安全这一领域问题的研究并为我从事相关的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和条件。
2000年我回到南京农业大学工作，但一直与新山教授的研究团队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其时，国内的食品安全问题也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而我发现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其特点既与国外的
问题具有共同性，也有不少中国特色，但是相关的研究还是少。
结合已有研究基础以及学校提供的科研平台，我开始致力于中国的食品质量安全与管理方面的研究。
食品安全问题是由于食品中存在的各种食源性危害对消费者造成所引发的。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是技术性的问题，但同时也是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本质上是信息不对称造成食品安全市场的失衡。
由于食品供应系统的日益复杂，作为消费者无法了解生产供应过程中的安全风险。
正是这种供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消费者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与判断，从而使不安全的产品在市
场中也可能被购买，供应者可能利用食品安全市场的这种特点逐利而造成食品安全市场出现扭曲。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本，在于通过管理促进信息的沟通。
克服信息的偏向，使消费者通过正确的选择达成食品安全市场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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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食品安全与管理》为中国现实经济热点问题系列之一，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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