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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近些年来的食品安全

事故，从苏丹红进入咸鸭蛋到光

明用了回收奶，再到加了苯的可

乐、糖精超标的五粮淮液、掺了

三聚氰胺的奶粉等，这些食品安

全事故确实突显出我国食品安全

的现状：

首先，初级农产品源头污

染较重。产地环境污染、污水浇

灌、滥用甚至违禁使用高毒农

药；工业三废、城市废弃物的大

量排放，造成许多有毒、有害物

质渗入土壤中；饮用水中细菌、

重金属含量高；饲养禽畜非法使

用生长激素及“瘦肉精”……这

些都大大降低了农产品消费安全

性。

其次，食品生产加工领域假

冒伪劣问题突出。有的滥用或超

量使用增白剂、保鲜剂、食用色

素，有的掺杂使假，生产假酒、

劣质奶粉，用地沟油加工食用油

等，还有许多生产者不会使用安

全生产工艺进行种植、加工，从

而造成食品安全问题。

第三，食品流通环节经营

秩序不规范。有些企业在食品收

购、储藏和运输过程中，过量使

用防腐剂、保鲜剂，部分经营者

销售假冒伪劣食品、变质食品，

还有的在农村市场、城乡接合部

及校园周边兜售“三无”食品、

假冒伪劣食品。

当然，食品安全问题并非我

国独有，欧美发达国家同样走过

了一段模糊的探索时期。曾经蔓

延欧洲大陆的疯牛病造成一些人

患上了“克雅氏症”，患者中有

近百人死亡，引起整个欧洲甚至

全世界消费者空前的食品信任危

机；比利时等国曾发生因动物饲

料被二 英污染，导致畜禽类产

品及乳品含高浓度二 英事件，

引发有关国家人民对畜禽制品的

高度恐慌。就近年来我们最关注

的奶粉事件来说，国外的问题奶

粉也一样层出不穷：2002年丹麦

产荷兰多美滋奶粉受微小金属颗

粒和润滑油污染，被全球召回；

2002年美国雅培近1100吨婴儿奶

粉因怀疑受到含细小铁质微粒的

0.50～0.75升润滑油污染，被责

令在全球进行查封并销毁；2004

年美国美赞臣奶粉因阪崎氏肠杆

菌超标被判为不合格产品进行销

毁，并对消费者进行了赔偿。 

现在，发达国家对食品安全

问题的探索经过政府和食品企业

的共同努力已经卓有成效。相信

经历了一系列风波的我国食品行

业，在政府的协助扶持下，也一

样能够走出阴霾，找到一条符合

我国国情的健康的食品行业发展

模式。对此，北京方圆品牌营销

机构认为，可行之道在于在政府

多管齐下的基础上企业开展产业

营销。

没有多管齐下，企业很难自觉开

展产业营销

问题决定了解决的路径

现阶段之所以食品事故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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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欧洲大陆的疯牛病造成 些人

食品安全，盛大开启
“产业营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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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主要问题有五点：

1、农业种养殖环节的污染

问题。目前农产品生产主要以农

户为单位，农产品全过程质量监

控难度大，有些国家明令禁止或

限制使用的含激素类药物、剧毒

农药的使用引起的牲畜中毒或影

响健康情况难以控制，对食品安

全影响较大。 

2、食品生产加工领域的问

题。食品生产企业相当一部分为

家庭小作坊，特点是“小、散、

乱、脏、差”，这种生产单位缺

乏生产合格食品的基本条件，食

品安全难以保障。 

3、食品流通环节的问题。

目前城乡食品经营单位大多数为

个体工商户，缺少必要的设施，

经营管理落后。一些食品批发市

场缺乏有效的安全检验手段和质

量控制措施，使造假者有机可

乘，甚至成为假冒伪劣集散地。

经营业户贪图私利，蓄意出售过

期或变质食品现象屡禁不止。 

4、农村食品安全问题。由

于农村食品市场分布面广，监管

网络不健全，导致无证生产、经

营食品情况时有发生，食品安全

隐患比较多。不法分子往往将假

冒伪劣食品销往农村集贸市场和

小卖部，由于农民群众购买力

低，鉴别知识少，因而购买食品

时容易买到假冒伪劣产品，蒙受

损失，影响健康。

5、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不健

全。食品生产、销售、卫生等环

节，特别是生产、养殖方面的一

些基础环节，没有规范性的法律

法规，有些食品安全标准不健

全。同时，有关部门监管职能交

叉，导致责任不明，影响工作质

量。

正是由于食品安全问题是全

方位的、交叉而有层次的，所以

解决问题时应该抱着全面客观的

态度和方法，决不能因噎废食。

多管齐下治理是根本

所谓多管齐下，是指政府主

导下的治理结构。要注意的是，

政府主导并不意味着政府一手包

揽，而是在政府立法的基础上，

动用多方资源，从多个角度、层

次共同治理。

1、完善食品安全相关法制

过去的食品安全事故让我们

看到，治理违法食品添加剂和抗

生素是保证食品安全的关键。在

总结过去教训的基础上，食品安

全法特别明确，要对食品添加剂

加强监管。

食品安全法还规定，国务

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指导食

品安全监管工作。在此之前，我

国的食品安全监管采取的是分段

管理模式，卫生部、农业部、国

家质检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各司其

职，但因为执法部门过多引起职

责交叉和权力真空现象，各方之

间相互制约难，相互配合也难。

以“三鹿事件”为例，到底是农

业部没有做好杜绝在鲜牛奶中添

加有害化学物质的工作，还是质

检部门或者卫生部门没有负责好

清理整顿和监管工作，存在很大

的争议。加之我国食品产业链太

长、地域太广，在某一个部门的

层面，很难面面俱到地履行好食

品安全监管的职责。此规定则从

根本上解决了多头监管、政出多

门所带来的管理问题，为食品安

全管理树立了更有效的新屏障。

食品安全法特别强调了食

品生产经营者应对社会和公众负

责，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

任。该法还确立了食品生产经营

者食品安全信用档案、不安全食

品召回等一系列制度。明显加大

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将现

行的最高处以违法所得5倍的罚

款提高为货值金额10倍的罚款。

2、加强政府职能部门作为

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市场

发育、转型阶段，政府有责任以

积极的作为维护人民群众的食品

安全，同时应该将这种作为置于

公众、舆论、媒体的监督之下。

就食品安全而言，政府的首要职

责是把好安全检测关，将食品检

测总体情况和不合格产品具体名

单向社会公布，让消费者心里踏

实，并通过消费选择行为对不合

格产品给以市场的惩戒。

从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到苏丹

红、福寿螺、多宝鱼，再到三鹿

事件，回顾近年来发生的食品安

全事件，几乎都是先被消费者或

媒体披露出来，监管部门则总是

慢一拍，这导致出现问题后，消

费者常常因听不到权威声音而无

所适从。因此，相关部门应将食

全法特别明确 要对食品添加剂 2 加强政府职能部门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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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风险监管关口提前，主动对

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和食品中

有害因素进行检测，在食品安全

事故出现之前把问题解决。

3、加强第三方监管力度

食品监管是一个世界性的难

题，因为食品行业是典型的信息

不对称的行业。尽管政府有着众

多的强制性规章制度迫使企业提

供安全的食品，但由于有些企业

对利益的追求，市场上往往会出

现一些不合格、不安全的食品，

而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又会导致

监管失灵的情况，这也就造成了

不安全食品的泛滥。

目前我国的食品监管是典

型的政府主办模式，公众在食

品监管中的参与程度很不够，

渠道不畅通。今后的食品安全

监管，应该加大第三方的监管

力度，如行业协会、消费者协

会、媒体等。引入行业协会参与

其中，可以充分发挥它们在跨

部门、机构间的协调和牵头作

用。媒体对于食品行业的监管也

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它不仅

是社会的眼睛，帮助公众及时发

现并避开风险，其实也是政府的

“耳目”，帮助政府了解社会事

实，听到社会的声音，以便更有

效地解决社会问题。

4、从生产源头杜绝

落实食品安全必须从农业

生产的源头抓起。据统计，我国

农作物种植过程中，化肥的平

均施用量是发达国家安全施用

上限的2倍，而利用率仅在40％

左右；中、东部地区污水灌溉

较为集中，其中受重金属污染的

土地占污灌面积的20％；农药

使用中以杀虫剂为主，占总量

的78％，其中甲胺磷、敌敌畏

等毒性较高的品种最多。据农

业植保部门抽样调查，在叶菜

上使用过高毒农药的种植户占

32.3％。16个省会城市蔬菜批发

市场的监测结果表明，农药总检

出率为20％～60％，总超标率为

20％～45％。因此，从源头上保

障质量安全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推

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引导生产者

实施农业过程中的生产记录，带

动农户合理施肥用药。

没有产业营销，多管齐下终究丧

失了安全重要的主体单位

企业作为大多食品安全事件

的主体，对于食品安全方面的立

法、检查、监督不能仅有被动适

应的态度，更应该主动配合政府

自检自查，而合适的办法就是展

开产业营销。

产业营销是农业产业化后一

个兼容社会性与自身品牌性的新

方法。作为我国农业产业化的核

心，产业营销在各地已经展开，

其基本模式就是公司+农户。事

实上，公司+农户的模式为我国

的农业产业化做出了极其卓越

的贡献。但农业产业化一旦上升

到农产品深加工，上升到品牌操

作，公司+农户的模式就有些捉

襟见肘。三鹿

事件中涉及的

乳业巨头们可

以说都是公司

+农户模式的

忠实履行者，

但这并未阻止

危机的爆发。

不可否认，其

中 蕴 含 着 逐

利、道德等多范畴因素；但同

样不可否认的是，公司+农户模

式，因公司与农户的利益结盟并

不稳固，甚至有公司与农户争利

的危险，所以终究在源头上为食

品安全埋下了祸根。

而与之相对应的，一些食品

企业将公司+农户模式进一步优

化，实行公司统一产业化管理，

却产生了新的机遇。比如圣农

公司，作为肯德基等巨头的供应

商，其实行的是完整的产业化工

业生产流程，也正因为其流程的

严谨、安全，数次得到风投的青

睐；还有鸡蛋巨头德青源，同样

凭借产业营销，在鸡蛋三聚氰胺

危机中轻松实现了独善其身。

在此，方圆品牌营销机构提

示：做产业营销并不是在产业链

全面开花，而是找到自己的核心

优势后，从品牌突破，然后兼顾

产业链，最后实现品牌与产业链

的完整契合。但凡较早实行产业

营销的企业，不论是独善其身，

还是获得投资，大多可以实现自

己的规模，从而赢得更多竞争

力。这样一方面可以使自己的企

业获益，还有一个重要的好处

是，使企业作为国家食品安全战

略的主体，主动完成国家政治要

求，有效避免了被动适应规则的

态势，在保证广大消费者吃到足

够安全食品的同时，也获得了长

远的发展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