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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品安全追溯是目前研究的热点,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追溯成本过高而且还要受供应链脆弱性的

制约。在分析主要问题产生的原因和阐述中外食品安全追溯进展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食品安全追溯的对策建

议:改变食品流通方式,利用现代化交易手段;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追溯法律;进行食品安全追溯的绿色供应链

设计,主要包括绿色设计、绿色材料的选取、绿色生产、绿色包装和运输、绿色营销以及绿色回收7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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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安全涉及民生之本,一旦出现问题危害很

大,无论是国外的疯牛病、二恶英,还是国内的三聚

氰胺、苏丹红、毒饭盒等事件无不造成了恶劣的后

果。食品供应链的环节众多,有些原料可以直接用

作食物,有些则需要经过加工,从农田到餐桌还要经

过贮藏、包装、运输等很多环节,造成每个环节都可

能影响到食品的性质和品质。目前,很多学者都提

出要进行食品可追溯体系的建设,如马汉武等[1]认

为实现食品可追溯能协助企业有效地监控食品的生

产过程,还可以准确追溯到问题发生的根源;修文彦

等[2]提出农产品追溯制度建设是实现农产品质量安

全的主要方向;杨安荣等[3]认为只有物料流动全过

程包含的信息都清楚了,产品的可追溯问题才能解

决。此外,食品可追溯方面的技术研究也非常多,如
王波等[4]重点研究了农产品和食品领域可追溯系统

的技术现状,着重给出了条码自动识别技术和无线

射频识别技术的发展;谢菊芳等[5]运用二维条码技

术、RFID技术和组件技术,设计了基于 NET构架

的猪肉安全生产追溯系统;文向阳[6]列举了全球开

放的物流信息标识和条码表示系统EAN·UCC在

加工食品供应链中可追溯性的应用案例。
现有的研究在食品可追溯的界定和追溯系统设

计方面有很多成果,但对食品可追溯问题的讨论还

不是很深入,如供应链运作为什么会影响到食品的

可追溯? 如何设计一个绿色供应链来规范食品可追

溯系统? 因此,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分析研究食品安

全追溯问题。

  一、食品安全追溯存在的问题

1.食品安全追溯成本过高

食品安全追溯会产生一定的信息成本和监督交

易进行的成本,本文将其定义为“追溯成本”,追溯成

本过高的原因主要有:
(1)信息搜寻难。食品标识和食品应急保障等

方面虽然有相关立法和细则规定,但由于追溯信息

数据库的建立不完整,使相关企业在追溯查找源信

息时因没有追溯信息或商品标识损坏花费大量时

间,如企业没有对产供销每个交易环节的交易记录

进行信息标识和保存,间接导致了追溯信息搜寻难。
(2)谈判涉及多方博弈。通常所说的谈判成本,

是指企业为寻找外部交易对象和与交易对象的谈判

过程中在有关交易条款订立、合同起草等方面的投

入。而食品安全问题出现后,作为外部交易的消费

者会寻找第三方例如消费者协会和民事诉讼法律部

门来进行维权,这时候多方博弈的结果取决于各方

掌握信息的多少,也就是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
消费者相较容易处在弱势,当企业把责任推卸给供

应商时,消费者或供应商因为信息不对称不得不选

择第三方介入来寻求解决的办法,相关问题查找和

确定安全责任等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

会增加追溯的谈判成本。
(3)缔约存在制度漏洞。食品安全中某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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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现是由于制度本身的漏洞所致,如三聚氰胺事

件,主要是因为其作为添加剂能冒充蛋白质,并且三

聚氰胺是白色晶体,几乎无色,生产工艺简单、成本

又低,如果企业在缔约中缺乏相应的添加剂评估和

监管的强制规范制度,就容易被无资质的供应商和

不法分子投机取巧,从而造成追溯的困难。可喜的

是这类问题在新制定的《食品安全法》中进行了修

正,明确规定食品添加剂应当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且

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方可列入允许使用的

范围;不得在食品生产中使用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

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4)监管存在息事宁人和投机主义。追溯监管

过程中存在只要找到责任方就息事宁人的现象,换
句话说,食品安全问题找到的责任方可能并非完全

责任方,如奶粉有毒是因为其中含三聚氰胺,三聚氰

胺可能是在奶粉中直接加入的,也可能是在原料奶

中加入的,那么超市奶粉销售终端出现的质量问题

可能来源于供应商、生产厂家或者是原材料生产者

等多个环节。这就产生了投机主义,某些企业觉得

安全责任肯定追溯不到他们。这样又大大增加了食

品安全追溯的难度和成本。
(5)商家违约成本低。食品安全问题相关赔付

的标准目前也不统一,甚至违约的赔付额过低。消

费者购买的某些零售食品,一是数量不会太大,二是

总价也不会太高,一旦发现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商家一般只接受退货;当然,对此结果不满的消

费者,可以上法院主张“10倍的赔偿金”,但得先去

鉴定食品有问题,这就会产生前面所提到的谈判成

本,需要支付律师费、预付诉讼费等,结果消费者由

于追溯为诉讼所付出的额外成本和损失,难以促使

其积极维权,给追溯造成困难。
2.食品安全追溯受供应链脆弱性制约

总的来说,加快食品的流通速度和精简其供应

链可以大大降低食品可追溯成本,而可追溯的难易

程度跟供应链上交易信息的对称性有关,交易信息

越透明,追溯的难度越低,反之越大。Svensson[7]将
供应链的脆弱性特征定义为由供应链内部风险和外

部风险影响而使供应链所暴露的严重功能障碍和扰

动。食品供应链的复杂结构带来了风险性和脆弱

性,并影响到食品安全追溯的有效性。
一方面,上游的企业在食品种植、牲畜养殖等过

程中存在原料被污染的风险,如采购的饲料和化肥

等原料在标准不达标、污染和缺乏监管等情况下被

食物吸收或被牲畜食用所造成下游销售环节的食品

质量问题。三鹿奶粉经过追溯的最终责任实际是在

上游,因为不法分子在原奶收购过程中就添加了三

聚氰胺,而三聚氰胺作为一种化工原料添加剂,可以

在原奶掺入清水后,仍然符合收购标准,这就使得采

购环节的脆弱性影响到整个供应链。
另一方面,食品供应链的中间介入者众多,包括

农户、农产品生产资料供应商、农产品收购商、农产

品加工企业和农产品零售企业等等,这些独立的经

济主体构成了复杂的网链结构。制度环境、生态环

境和贸易环境的日趋复杂化,使得食品安全问题出

现的几率大大增加。如疯牛病的罪魁祸首是牛脑海

绵状病的病毒,二恶英的产生原因是大气环境因素,
这些都是外部因素造成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减弱。

  二、中外食品安全追溯的进展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食品安全质量控制的相关标

准包括HACCP(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GMP(良
好加工操作规范)及ISO9000质量安全体系等。而

这些标准主要是对加工环节进行控制,如GMP保

证了食品生产加工要符合安全卫生的作业规范,
HACCP则建立了预防性控制保证体系,ISO9000
来评估食品在生产过程中的品质控制。相比较而

言,国外的食品安全追溯的相关标准较完善,而国内

还缺少在食品安全追溯方面的统一标准和立法。
自从英国发现全球首例疯牛病以来,各国政府

相继采取措施,出台了相应的法律和政策法规以保

证食品安全。以欧盟为例,欧盟相继出台了(EC)
1760/2000号、(EC)1825/2000号以及(EC)178/
2002号等法规,对在市场销售,包括进口的食品提

出了可追溯性要求。美国的联邦法典在9CFR71.
19中明确规定了动物标识的内容,规定州与州之间

流通的商品猪需要标识,并且制定了动物饲养及其

相关企业和动物个体编码标准体系。澳大利亚和日

本等国也都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此外,国际食

品法典委员会也在制定食品可追溯性产品的相关标

准并于1997年发布了食品安全卫生的管理规则《危
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及其应用指南》,为全球食

品安全管理及认证提供了大纲性要求。指南要求食

品企业按照HACCP原理实施管理即可将影响食品

安全的因素降至可以控制的程度,里面包括进行危

害分析、确定关键控制点、建立关键控制点的监控程

度、验证记录等环节。国际物品编码协会(GS1)开
发了食品及农副产品的跟踪与追溯解决方案,采用

EAN·UCC全球统一标识系统,实现食品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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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过程管理。
目前最新的可追溯发展综合了信息技术、识别

技术和网络技术来监控源头污染、添加剂是否含有

害物质等流通环节中的安全隐患。通过网络,消费

者可查询所购买食品的完整追踪信息。追溯技术可

以用在检测食品特性(或组成元素)上,这些技术有

的可以用来对食品的来源或历史进行明确的推断,
有的可以用来证实某一元素的存在。如物种鉴别

(利用脂肪酸和DNA技术),生产加工和储存的追

溯系统和生物传感器的应用等等[8]。而追踪技术主

要为个体标识技术,目前,国内外使用的个体标识技

术主要有:条码、电子纽扣式标签、塑料标签、血型鉴

定、视网膜图像识别、基于蛋白质、脂类化合物的标

识方法、红外线光谱法、GPS和GIS技术、DNA指

纹技术、卡识别技术等[8]。

  三、加强食品安全追溯的对策

1.利用现代化交易手段,改变食品流通的方式

国内的食品交易方式绝大多数仍处于“看货-
讲价-挑选-购买”的协商买卖,即“对手交易”的方

式。达成远期性契约交易的甚少,采用拍卖等现代

交易方式的更是凤毛麟角,食品流通过程繁琐。目

前,交易量大、知名度高、辐射面积广的专业农产品

批发市场数量不足,不能够保证农产品在全省乃至

全国范围内流通;有的布局不够合理,有的选址不合

适;现有的农产品市场设施简陋,市场配套设施不完

备,管理水平、信息手段等相对落后,难以满足经营

者的服务要求。而且农产品交易方式落后,交易规

范化程度有待提高。

2.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的相关追溯法律

国内目前食品安全召回与追溯标准各个行业都

在研究,但是国家尚没有出台强制性的标准,缺乏法

律依据。目前主要依据是《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

法》的出台是防止、控制和消除食品污染以及食品中

有害因素对人体的危害,预防和控制食源性疾病的

发生,保证食品安全的重要举措,但是也没有强制性

规定企业必须要建立召回、追溯等信息化系统。召

回制度在我国工业行业应用比较成熟,尤其在汽车

整车、零部件等产品的召回中标准制度比较健全,但
是在食品企业中尚处于起步阶段。随着经济的高速

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百姓对食品质

量安全也越来越重视,因此,建立食品召回制度已经

成为当前食品企业的质量管理的一个有效手段,同
时能够有效地帮助企业更好地遵守《食品安全法》,

增加消费者的食品安全信息。执行召回制度不仅仅

有利于消费者,也有利于商家树立良好的形象。

3.进行食品安全追溯的绿色供应链设计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资助了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制

造研究协会进行了一项“环境负责制造”研究,该项

目组于1996年提出了绿色供应链的概念[9]。绿色

供应链管理建立的是一种跨行业的协作,覆盖了从

原材料选择到最终产品销售的全部过程。主要包括

绿色设计、绿色材料的选取、绿色生产、绿色包装和

运输、绿色营销以及绿色回收7个环节。其核心是

将集成管理的思想纳入到整个供应链的运作,考虑

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率的有效配置。许靖波等[10]对

农产品安全可追溯制度建设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

质量安全追溯机制,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
因此食品安全追溯还应该进行绿色供应链的设计,
仅有绿色制造理论和供应链管理技术的集成还远远

不够,应该将绿色设计、绿色原材料、绿色生产、绿色

包装运输和绿色营销构成一个完善的可追溯的供应

链条,体系概念模型见图1。

图1 绿色供应链追溯体系模型

(1)绿色设计的可追溯。食品的特殊性在于大

多产品是经过深加工过程得到的,包括屠宰分割、混
合、合成等众多环节,这就造成一旦出现产品问题后

责任不清的问题。绿色设计就是要了解产品在养

殖、种植过程当中是否出现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环节,
通过设计产品单元的编码体系建立产品档案。

(2)绿色材料的可追溯。食品问题很多出现在

非食品原料、添加剂阶段,苏丹红、瘦肉精、三聚氰

胺、超标农药等食品添加剂等案例告诉我们不能等

到终端销售出去后再进行相应的标准检疫,应该将

原料单元检疫化,通过制度手段加大抽检范围或者

加入检疫标准,不符合标准的限制生产和流通。
(3)绿色生产的可追溯。目前的追溯技术可以

实现生产单元标签化,条码标签的建立可以实现生

产单元的关联,通过信息化手段定位问题来源,将商

品条码标识的原理推广到存储、加工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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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绿色包装运输的可追溯。对于食品安全的二

次污染、流通过程中由于温度、破损等原因造成的食

品变质、损耗等不确定风险通过流通单元追踪化实现

实时监控,加入温度感应技术和在途追踪技术等。
(5)绿色营销的可追溯。终端在超市中一般都

有可视化的商品条码扫描,而批发、零售一般难以用

产品单元来追溯,可以用承载产品的工具单元来进

行追溯,例如托盘、拖车、包装箱等。

  四、结 语

食品安全追溯的成本、制度和技术研究是一个

重要的命题。从整个食品供应链的角度进行绿色追

溯的设计,本文只提出了一个概念框架,还需要进一

步研究其特征、运作方式和技术集成等内容,特别是

在食品追溯过程中的流程管理、风险评估、责任界定

以及系统设计等方面如何形成标准的问题。我国推

行食品安全可追溯制度,不但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
政策体系配套,还需要相应完备的技术支持作保障。
另外,我国存在众多的科研机构和行业协会,应协调

好政府部门、行业组织和科研机构的职责权能,使之

为国家食品质量安全出力,合理有效地利用现有资

源,搞好科研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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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eabilityStudyofFoodSafety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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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rovincialKeyLaboratoryofAgriculturalInformationScience,AnhuiAgricultur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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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problemoffoodsafetytraceabilityisahotresearchatpresent.Thepaperpointedout
thatthemajorproblemsinfoodsafetytraceabilityarethatthetracingcostistoohighandthetraceabili-
tyislimitedbythefragilityoftheprovisionchain.Onthebasisofanalyzingthecausesoftraceability
problemsandthetraceabilityprogressathomeandabroad,thepaperproposedsomerelatedsuggestions:

changingfoodcirculationways,usingmodernizationtransactionmethods,improvingthelawsoffood
safetytraceability,caringonthedesignofgreensupplychainwhichmainlyincludedsevenlinks:the
greendesign,thegreenmaterialselection,thegreenproduction,thegreenpackingandtransportation,the
greenmarketingaswellasthegreenrecycle.

Keywords foodsafety;supplychaintraceability;transaction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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