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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食品物流中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包括食品腐败变质、
化学污染以及包装破损和食品过期几种情况。而产生这些

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多种多样,既有物流行业本身效率低

下、中间环节过多、技术和食品安全意识欠缺、基础设施投入

不足的因素,也有法律制度不完善、相关部门监管不力的原

因。因此,必须同时从政府和食品物流经营者两方面寻找相

应的对策。政策层面上可以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建立行业准

入和检测制度,以及鼓励食品物流行业的投入、引导其实现

规模化经营、加强相关宣传等措施;经营者层面则需通过加

强对食品供应链的管理和监控、加强与食品安全相关技术、
安全设施的投入,以及加大对研发的投入等措施,达到保证

食品物流中食品安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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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odsafetyandpeople'slifeandhealtharecloselyrelated,

itsimportanceisself-evident.Theproblemoffoodsafetyinfoodlo-

gisticsmainlyinseveralcasesincludesfoodspoilage,chemicalpollu-
tionandbreakageofpackingandfoodexpiring.Thereasonsfor
thesefoodsafetyproblemsaremanyandvaried,notonlythelogis-
ticsindustryitselfisinefficient,toomanyintermediatelinks,tech-
nologyandself-disciplineability,lackofinfrastructureinvestment,

butalsotheunperfectlegalsystem,thesupervisioninrelevantde-

partments.Therefore,thecorrespondingcountermeasuresshouldbe
foundfromtwoaspectsinnationalandfoodlogisticsoperator.Na-
tionallevelcanimprovelawsandregulations,establishindustryad-
mittanceanddetectionsystem,aswellasinvestment,encourage
foodlogisticsindustrytoguidethescaleofoperation,strengthening
therelevantpublicityandothermeasures;theoperatorlevel,needto
strengthenonthefoodsupplychain managementand monitoring,

strengtheningandfoodsafetyrelatedtechnology,safetyfacilitiesin-
vestmentandincreasingR&Dinvestmentandothermeasurestoen-
sureandimprovefoodsecurityfoodlogisticsintheobjective.
Keywords:foodsafety;logistics;supplychain;coldchainlogistics

食品物流主要包括食品包装、仓储、运输、销售等环节。

在生产者提供的食品本身符合质量要求的情况下,要保证最

终提供给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就必须注意食品物流各个环节

中可能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事实上,多数令人们谈虎色变

的食品安全事件,都可以从食品物流的某一个环节找到其产

生的根源。对食品物流中存在的安全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从而采取相应对策,对食品安全的保障意义重大。

文章首先阐述食品物流目前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而

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

1　食品物流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

1.1　食品腐败变质

食品腐败变质是食品物流面临的主要问题,由于食品本

身的特殊性,其在包装、仓储、运输和销售的过程中因设施不

完善、作业不规范、卫生不达标或者储存时间过长等均可能

引起细菌或 其 它 微 生 物 滋 生,导 致 食 品 腐 败 变 质。据 统

计[1],美国2003~2004年度由于食品腐败产生的损失高达

350亿美元,超市56%的损失是由食品过期和腐败引起的。

1.2　食品化学污染

由于食品从生产到消费需要经历一段时间,而随着时间

的延长食品容易腐败变质,因此食品工业普遍使用防腐剂和

保鲜剂等食品添加剂来延长其保质期。一般来说,在某些食

品中添加适量的防腐剂和保鲜剂并不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影

响。但有些经营者为了达到进一步延长食品储存时间,减少

损失的目的,在食品加工过程中超量、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

剂,甚至添加不允许在食品中使用的化学药剂,如蔬菜水果

喷淋甲醛、米粉添加福尔马林等[2]。

1.3　食品包装破损

食品包装破损使食品丧失了相应的保护,直接暴露在对

其保存不利的外界环境中,导致出现腐败变质和化学污染的

可能性大增。如饮料包装破损极易导致细菌超标,变质,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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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出现溢流而污染其它包装完好的商品。对于食品物流来

说,由于其包装、仓储、运输过程均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碰

撞,食品包装破损成为食品物流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食品安全

问题。

1.4　过期食品

按照法律规定,过期食品是不准进入消费市场销售的。

但在利益的驱动下,很多无良商家通过去除包装或者涂改包

装上的生产日期等手段,将事实上已经超过保质期的商品投

放市场,从而产生相应的食品安全问题。

上述物流中出现的腐败变质、化学污染、食品包装破损

或过期的食品,可能损害消费者的健康安全,是不应当也不

允许其投入市场的。但在物流过程中,或因检测上的漏洞,

或者由于无良商家非法牟利的主观恶意,存在上述质量问题

的食品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最终消费环节,从而造成相应的食

品安全问题。

2　食品物流中存在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

2.1　物流企业管理水平低下

中国物流企业近年来发展非常迅猛,但大多数物流企业

管理水平仍然不高,导致食品物流整体效率低下,其直接表

现就是食品配送时间过长。这会产生两方面的负面影响:

①直接导致食品腐败变质的可能性增加;② 由于食品腐败

变质的风险增大,很多食品加工企业为了规避这种风险,会

有意识地在相应的食品中使用过量的防腐剂或保鲜剂等化

学药剂,从而导致食品的化学污染问题[3]。

2.2　食品物流中间环节过多

为了保证物流运输成本的最小化,物流企业应当尽量采

取门对门的直达运输方式。这样既可以节省频繁装卸导致

的额外成本,又能避免频繁装卸导致的各种损耗以及耗费的

时间。但是,由于物流企业之间分工的不合理,很多食品在

运输过程中要经过多次转运。这样频繁的装卸和转换负责

运输的物流公司,对于食品安全的保障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

响,诸如:频繁的转运会导致食品运输周期延长,导致食品腐

败变质,促使一些企业滥用化学药剂;食品包装破损的几率

大增,增加食品变质和二次污染的风险。

2.3　食品物流经营者缺乏相应的技术能力

很多食品物流经营者对最新的食品物流技术重视不够,

在技术设施以及研发上投入不足,导致其技术能力上的欠

缺。首先,缺少先进的物流跟踪和监测技术,物流过程中的

食品安全控制能力薄弱;其次,对现有物流技术研究不足,不

能充分发挥其保证食品安全的作用,如对冷链物流的认识仅

仅停留于冷藏车运输和冷库储存的技术层次上,对进一步的

冷链无缝衔接,以及针对不同食品采用不同的冷链运输方式

等缺少必要的技术储备。

2.4　食品安全意识的缺乏和政府监管的不足

很多食品物流的经营者出于节约成本,获取更大利润的

目的,在物流过程中不采取适当措施保证食品安全,缺乏必

要的食品安全意识。如在食品的运输环节,对需要冷链运输

的食品采用普通运输方式,导致食品腐败变质;在食品销售

环节,涂改过期食品上的生产日期后直接销售等。而由于物

流经营者多为中小企业,其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经营分散,政

府没有办法对其具体的物流行为进行全面监管,而政府监管

的缺位,间接造成了食品物流业的混乱。

2.5　相应的法律规制不足

在现行的《食品安全法》中,食品物流被视为食品生产经

营者的“相关活动”,并没有对食品的仓储运输等进行专门的

单独规定。近年来,物流业高速发展,普通的物流公司开始

大量进入食品物流行业。尤其是随着网络购物的迅速发展,

占线上交易很大比例的食品交易,几乎全部由非专业食品物

流公司负责仓储运输和配送服务。这些物流公司并不熟悉

食品物流的特殊性,由于法律对其从事食品物流并没有进行

相应的规定,因此缺乏与食品物流相对应的专业人员和技术

设备,也不熟悉如何保证物流过程中的食品安全问题。在食

品的配送过程中,这种不专业的运输方式极易导致食品包装

破损或者食品过期甚至腐败变质,从而在物流公司和消费者

之间引起相应的纠纷。

2.6　基础设施投入不足

对于物流行业来说,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其存在的基础。

完善的仓储设施及发达的交通运输体系是物流产业能够高

效率运作的基础条件。目前,中国食品物流专用的仓储和运

输设施存在明显投入不足的问题,如防止食品腐败变质至关

重要的冷链物流,是需要建造专门的冷藏储存设施以及冷藏

车进行运输的。近年来,虽然冷链物流的总量一直在高速增

长,但相关冷库的建设和冷藏车的数量仍然跟不上市场的需

求。2013年,冷链市场需求达到9200万t,冷链物流总体增

长速度达到20%左右。但是,冷链运输设施只是小幅增长,

2013年冷藏车市场保有量新增 13000台左右,同比增长

14%左右[4]。尤其是针对不同食品形态的专用冷藏车,如国

际上对浓缩果汁运输普遍采用的自带冷源的特殊集装箱车

辆,其投入不足的情况更为严重。

3　对策

3.1　政府层面上采取的应对措施

3.1.1　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建立相应的食品物流行业准

入和检测制度　建议对《食品安全法》及相关的法律进行修

改,建立食品物流业准入制度。从事食品物流的经营者除了

要求具备普通物流的资格和条件外,还必须另外针对食品物

流配备相应的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员,建立相应的食品物流的

专门管理制度,以及具有从事食品物流的相应基础设施。另

外,食品安全的检测不应仅仅针对食品加工环节和食品销售

环节,对于从事食品物流的经营者,同样需要对其设立专门

的检测标准,并制定定期、不定期地对其食品安全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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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的制度。

3.1.2　政策上对与食品物流相关的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予

以倾斜　首先,政府要加大对专业食品物流公司的扶持力

度,从资金到税收、过桥过路费等方面予以倾斜;另外,为了

保证农产品的新鲜,对农产品的运输应当在政策上采取一系

列优先、优惠的措施,比如建立农产品运输的绿色通道,免除

进城费,优先检查、免收或少收税费等[5]。针对冷链物流急

需的冷藏库和冷藏车辆的投入不足,国家可以对冷藏库的建

设和冷藏车辆的生产销售和使用提供投资准入、税收以及场

地方面的优惠条件,鼓励对食品物流有关的产业和基础设施

的建设。

3.1.3　鼓励食品物流经营者的规模化、联合化发展　政府

监管的经常性缺位是食品物流业混乱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由

于其经营的小型化和分散化,从而使政府无法承担对其进行

严密且全面的监控产生的成本。食品物流经营者规模过小,

也不符合规模经济的要求,使其缺乏先进技术和设施,难以

引进高素质管理和技术人才,导致食品物流运作效率低下,

延长食品运输周期,产生巨大的食品安全隐患。因此,政府

应当在资金和税收政策方面采取措施引导食品物流经营者

向规模化和联合化的方向发展,提高食品物流经营者的安全

保障能力。

3.1.4　加强食品安全意识的宣传和培训　相关政府部门有

必要专门针对技术和食品安全意识不高的食品物流经营者

进行专门的宣传,必要时可以对其进行相应的培训,以减少

或避免相应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3.2　食品物流经营者层面上的对策

3.2.1　加强食品物流的管理监控能力　良好的食品物流管

理监控能力能够为食品安全提供全方位的保证,是解决食品

物流中食品安全问题的核心。经营者在这方面需要加强的

方面有:① 建立完善的信息监控和采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

上述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并在合作的经营者之间实现

实时共享,这是加强供应链管理的前提。② 为了保证物流

的高效率,防止食品的腐败变质,应采取措施最大程度缩短

仓储运输时间,尽量实现食品的快速流转,在不同经营者之

间建立合作协调的制度,做到企业间的无缝化衔接。③ 建

立合作企业的资质评估机制,尽量选择资质更好的更有信用

和质量保障的合作者。④ 实施相应的国际质量标准认证,

如ISO9000系列以及环保认证,能够全程跟踪追溯食品物

流产生问题的各个环节,保证在出现问题时能立即找到责任

者,并发现问题所在,从而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同样的问题再

次发生。

3.2.2　加强对食品物流中食品安全需要技术设施的投入

(1)必须强调加强冷链物流方面的投入。如前所述,目

前冷链物流发展的瓶颈是相应的冷库建设和冷藏车的不足,

因此经营者必须加强这方面的资金和技术、安全设施的投

入。其次,应大力寻找冷链物流新的增长点,冷链物流传统

上一般用来运输生鲜食品,而事实上,对其它食品来说,采用

冷链物流也可以不同程度地延长其保质期,减少防腐剂、保

鲜剂的使用量,提高食品的安全系数。

(2)对于包装和装卸方面,应当针对不同食品的特点,

加强保障食品安全技术设施的投入,如针对生鲜食品的专用

低温(真空)运输装置,更多采用专用集装箱运输方式以防止

转运过程中频繁装卸带来的食品安全风险等。

3.2.3　加大对提高食品物流中食品安全的技术研发投入

(1)冷链物流技术。冷链物流技术是保证食品安全的

关键技术,应加大研发投入挖掘其在保证食品安全方面的作

用。主要包括:加大冷链物流的适用范围,寻找冷链物流新

的增长点;针对不同的食品实行不同的冷链管理,如哪些食

品需要实行高温冷链(即常说的冷藏)物流,哪些需要低温冷

链(低于-18℃)物流;冷链的无缝衔接技术,包括暂贮转运

的冷库、冷藏车、运输过程的温度控制、码垛形式等。

(2)物联网技术。物联网是基于互联网和各种高科技

信息设备的新一代物流监控技术,其通过二维码识读设备、

射频识别(RFID)装置、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和激光扫

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

相连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

踪、监控和管理[6]。通过物联网技术的运用,可以及时掌握

食品在物流过程中所处的环境温度、湿度,以及食品本身品

质的变化等,这些数据的集合和处理可以准确反映食品在运

输过程中的状态,极大地提高物流经营者对食品安全的管理

监控能力。

(3)食品专用集装箱技术。集装箱运输可以最大程度

上避免食品转运过程中的频繁装卸对食品安全带来的影响,

尤其应加大将其与冷链物流技术相结合,针对具体食品设计

相应的冷藏集装箱技术的投入[7]。

(4)更安全、更高效的食品添加剂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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