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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食品安全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
中国也迫切需要加强和改革国家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国务院各部门及各级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
，关注食品安全的阶段性目标、源头管理策略、管理体制、法律法规体系、科技支撑体系等宏观战略
问题。
《中国食品安全控制研究》一书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魏益民教授、上海海洋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刘为军博士及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潘家荣研究员共同完成的。
魏益民教授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一级岗位杰出人才，早年留学德国，多年来一直从事食品科学、食品质
量与安全等领域的研究，先后多次访问德国、瑞典、丹麦、意大利、巴西和欧盟等国和机构的食品安
全研究与管理部门，参加相关国际会议。
近年来主持了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发表了多篇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是科技部“十五”、“十一五
”重大科技专项“食品安全关键技术”总体咨询专家组成员。
刘为军博士作为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的年轻学者，对我国食品安全的历史变迁、发展，食品安全控制的
基本理论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参与了“十五”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食品安全关键技术”的
过程管理，参加了该专项的验收工作，期间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这部论著也是对“十五”食品安全专项实施及成果情况的一个很好总结。
潘家荣研究员长期从事食品安全方面的研究，是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和电子溯源方面的专家。
该书以食品安全控制的基本理论为基础，对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是一部关于
中国食品安全管理问题很重要的论著。
该书在全面评价中国食品安全历史变迁及特征的基础上，基于“十五”期间中国食品安全关键技术应
用综合示范的实践，分析了江苏、福建、陕西等省市食品安全控制的具体案例，从政府监管、企业控
制、科技支持、消费者行为等方面提炼了食品安全控制的关键因素，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食品安全
目标控制模式，对于解决“从农田到餐桌”整个食品供应链上的各种食品安全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食品安全是一个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问题，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在食品安全方面取得更
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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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有关食品安全控制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控制的基本经验
，对中国食品安全的历史变迁进行了系统研究，通过深入分析中国各阶段食品安全控制的变迁特征、
变迁规律以及存在的问题，从国际和国内两个视角总结了食品安全系统化、综合化控制的总体趋势，
提炼了食品安全控制的关键影响因素，最终提出了新型食品安全“网-链控制”模式，从理论和实践两
方面为解决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作为一部食品安全管理领域的学术论著，本书适合于从事食品安全研究的科研人员、负责食品安
全监管的行政管理人员及食品企业管理人员阅读，也可作为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高校教师、本专科
学生及硕士研究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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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益民，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科学院一级岗位杰出人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
加工研究所所长。
1982年毕业于原西北农学院农学系，获农学学士学位；1990年在德国吉森李比西大学农学院获得农学
博士学位；1991年在德国卡塞尔大学国际农学系获得农业项目管理博士后证书。
1991年初回国，先后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工作，致力于我国食品
科学与工程方面的研究与教学。
在谷物科学与技术、食品质量与安全领域在国内、国际有一定的影响；在食品质量与安全学科建设方
面有自己的见解和实践，参与申报和建设了食品质量与安全本科专业，农产品质量与食物安全博士点
；在食品和食品污染溯源技术研究方面，受到国际同行和专家的关注，并与国际同行合作。
主持国家“十五”、“十一五”“食品安全关键技术”课题。
刘为军，男，1977年生，江西于都人，博士，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食品经济管
理、食品质量与安全等方面的教学及科研。
2006年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曾于2004～2007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从事客座研究，期间在科技部中国生物技术发
展中心借调工作1年。
参与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国家知识创新项目、企业横向合作等各类课题10余项，在《中国农村观察》
、《中国科技论坛》等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1篇，参编著作4部，编写国家农业开发项目、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资金项目、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等各类可行性研究报告20余份。
潘家荣，男，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84年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作物遗传育种专业，获农学学士学位；1996年毕业于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
能利用研究所，获农业生理物理硕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植物营养专业，获农学博士学
位。
现主要从事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研究。
主持和参与了科技部“十五”、“十一五”、“863”等研究项目，在农用化学物资在农业生态环境中
的迁移研究，尤其在利用标记化合物进行农用化学物质残留、降解研究，以及在标记合成、放射性示
踪和放射性测量中有一定的经验和基础，曾获得省、部以上奖3项。
在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中，建立了人畜共用性腺技术的放射免疫分析技术、农药残留免疫分析技术
和转Bt蛋白放射免疫检测技术，先后研制了畜禽E2雌二醇(E2)、Bt蛋白放免试剂盒和甲胺磷、对硫磷
、乐果和多菌灵酶联免疫试剂盒，获发明专利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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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我国，由于长期受粮食短缺的影响，许多学者界定“食品安全”也都是从“粮食安全”开始的。
在《中国粮食经济》2004年的“专家谈食品安全”栏目中，数位专家都将“粮食安全”视为“食品安
全”11。
另外，甚至包括某些领域的院士也曾将与“粮食安全”相近的“食物安全”理解为“食品安全”[12]
。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研究重点转向食品的质量安全。
大部分学者认为食品安全的内涵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食品数量安全，它涉及食品供给数量的保证，
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二是食品质量安全，它涉及食品质量的保证，以避免食品可能含有有害物质
对人体造成危害。
学者们认为，食品数量安全和食品供给安全是两个不同的议题，但二者也有一定的联系，对人类健康
有共同的影响。
食品供给安全以保障供给为目标，而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则是在保障食品供给的基础上所表现出的食品
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对于食品安全的科学内涵，不同学科也有不同表述。
许多学者还从如下意义上对食品安全做了界定：第一，食品安全是个科学概念。
食品安全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涉及生物、化学、医学、物理学等学科，以及公共卫生科学
。
每一次食品安全大的进步，都与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对新的病菌或危害的确认有关，或是食源性疾病
的暴发，引发人们对公共卫生和食品加工和处理方法的重视。
第二，食品安全是个政治概念。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食品安全都是企业和政府对社会应承担的最基本的责任和必须做出
的承诺。
食品安全与生存权紧密相连，具有唯一性和强制性，通常属于政府保障或者政府强制的范畴。
第三，食品安全是个经济概念。
食品作为一种必需品，有着巨大的市场。
无论是在国际市场还是在国内市场，随着富裕程度的增加，食品贸易不断增长，这一方面带动了全球
食品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疯牛病、二嗯英等食源性疾病的暴发又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
响。
第四，食品安全是个法学概念。
市场失灵会导致政府干预，这种干预大多是以法律法规形式出现，依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
张涛[13]从食品不安全所损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符合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性质等角度出发，提出食品
安全保障需要国家运用经济法形式进行干预。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环境、生态、社会等层面对食品安全进行了界定。
张文学等[14]在对食品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过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食品安全的环境责任”概
念。
2003年吴泳将食品安全提到生态安全的层面上，并用生态文明的理论对食品安全进行了探讨。
周应恒等[15]从经济学角度对现代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多层面分析，认为食品安全问题是现代生产和
消费方式的产物。
李磊[16j认为食品安全是一个社会性概念，是食品在生产、加工、储存、分配和制作过程中，确保安
全可靠、有益于健康并且适于人类消费的种种必要条件和措施，是食用时不会使消费者健康受到损害
的一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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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食品安全控制研究》由“十五”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食品安全关键技术”信息共享平台建设课
题(2001BA804A42)、“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食品安全关键技术“食品污染溯源技术”课
题(2006BAK02A16)、上海市教委第五期重点学科“食品经济管理”(J50703)、上海海洋大学博士科研启
动基金“食品供应链安全控制模式研究”(B-8204一08-0227)和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
项基金“食品供应链安全控制模式及其协作机制研究”(B-8101-08-0029)资助。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科技部“十五”重大科技专项“食品安全关键技术”总体咨询专家组及专家
组办公室的大力支持，陈君石院士、吴永宁研究员、岳永德教授、李聪研究员等专家提出了许多宝贵
的意见和建议，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感谢科技部社会发展司徐俊处长、麻名更副处长，科技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安道昌副主任、赵清
华处长、周乃元主管的热情指导。
本书的很多观点和思想都是在参与食品安全科技综合示范区调研的过程中形成的，感谢江苏省科技厅
杨天和副处长，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赵林度教授、王海燕教授，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朱诚教授，河
南农科院科研处张玉亭副处长，广东农业科学院科研处陈琴苓副处长等专家的热情指导。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食品安全课题组以及上海海洋大学食品经济管理系也为本书的出版
提供了大力的帮助，借此机会向他们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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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为一部食品安全管理领域的学术论著，《中国食品安全控制研究》适合于从事食品安全研究的科研
人员、负责食品安全监管的行政管理人员及食品企业管理人员阅读，也可作为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
高校教师、本专科学生及硕士研究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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