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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食物安全管理理论与政策研究》对食物安全管理的基本理论、问题、原因等作了深入探索和系
统分析。作者运用微观经济学与公共管理学的相关理论，从技术、市场、制度三个层面对食物安全管
理体系的结构和功能进行了创新性、系统性解构与剖析；在理论上深入探讨分析了生产者、消费者与
政府的选择行为，并运用产出距离函数构建了测度食物安全管理政策效应的分析模型；在系统比较典
型国家、国际组织食物安全管理的特征及功能和深入剖析我国“分段监管、分散管理、中央集权、地
方负责”食物安全管理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促进我国食物安全管理发展的有益思路
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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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加强公共管理，减少市场失灵。由于农产品的危害具有隐蔽性和累积性，市场对农产品质
量安全调节功能有限。近年来，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逐步认识到，仅凭市场机制难以从根本上解
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作为一项社会公益性事业，必须由政府承担起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义务和
职责。因此，各国均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如欧盟2000年发布了以强化政府管
理为重要内容的欧盟食品安全白皮书：许多发达国家均制定并实施了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宏观发展战
略，将其纳入国家公共管理范畴，理顺管理体制，加大支持力度，增加财政投入，加强市场监控。　
　（2）调整政府职能，实施一体化管理。发达国家多年的管理经验说明，只注重加工、流通、市场
监管，不注重生产源头管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在总结经验教训后，发达国家
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重点放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源头，实行从农田到市场及进出口的统一管理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普遍适时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部门管理职能做出调整和优化，以
充分发挥行政管理的力度和效率。例如，澳大利亚将卫生部的食品管理职能划人新成立的农渔林业部
，统一协调农、牧、渔、林产品质量安全的综合管理。德国政府在反思疯牛病事件的基础上，于2001
年将原卫生部的消费者保护职能划出，成立了德国食品、农业和消费者保护部，进一步强化和统一了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职责。加拿大于1997年成立了由农业部部长负责管理和指导
的食品检验局，将原分别隶属于农业部、渔业海洋部、卫生部等部门的有关业务纳入该局统一监管之
下。行政管理机构的改革和调整既说明各国对加强政府食品安全管理的高度重视，也说明农业部门应
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3）实施标准战略，占领市
场制高点。得标准者得天下。技术标准实际上就是国际贸易中的游戏规则，谁掌握了国际技术标准的
制定权，就等于抢占了国际贸易制高点。近年来，发达国家纷纷通过鼓励本国有实力的大公司参与国
际标准的制修订，成为国际标准的制定者和控制者，并以这种方式控制国际市场。发达国家实施以标
准为基础的贸易发展战略的主要特点：一是技术标准已经成为实施技术壁垒、保护本国利益的核心内
容。由于技术标准常常以人类健康、生态与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防止欺诈等面孔出现，因而
更具隐蔽性和表面的合理性，已日益成为实施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和高级形式。二是技术标准形式增
加，涉及面扩大。除产品本身技术标准外，对生产过程标准要求提高。欧、美等许多国家要求进口的
农产品实施HACCP等生产过程管理，对农产品加工、包装、仓储、运输等全方位管理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三是技术标准的更新速度加快。发达国家为了占领技术制高点和市场控制权，纷纷利用其先进
的科技成果和技术，加快了技术标准的更新换代速度，部分农产品标准甚至几个月修订一次，使得发
展中国家难以适应其标准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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