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肖玉梅（１９８１—），女，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实验师，硕

士。Ｅｍａｉｌ：ｘｉａｏｙｕｍｅｉ００９＠ｙｅａｈ．ｎｅ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８－２９

第３１卷第５期

２０１５年９月 ! " # $ %

!!"#$%&'()*+,

Ｖｏｌ．３１，Ｎｏ．５

Ｓｅｐ．２０１５

犇犗犐：１０．１３６５２／犼．犻狊狊狀．１００３－５７８８．２０１５．０５．０６８

运用信息技术提高中国食品安全管理的思考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ｏｏｄｓａｆｅ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肖玉梅

犡犐犃犗犢狌犿犲犻
　

肖富强

犡犐犃犗犉狌狇犻犪狀犵

（１．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重庆　４０１３３１；２．四川仟和食品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１３３０）

（１．犆犺狅狀犵狇犻狀犵犆狅犾犾犲犵犲狅犳犈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犆犺狅狀犵狇犻狀犵４０１３３１，犆犺犻狀犪；２．犛犻犮犺狌犪狀犪狀犱

１０００犉狅狅犱犆狅．犔狋犱．，犆犺犲狀犵犱狌，犛犻犮犺狌犪狀６１１３３０，犆犺犻狀犪）

摘要：目前中国的食品安全管理问题众多，不容乐观，其中根

源性问题是中国食品在采购、生产、流通等环节，食品信息化

程度低，信息不对称、不透明，无论是政府监管部门还是社会

力量难以全面收集、掌握食品安全有关的信息，不能形成及

时有效的监管和监督。反观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或地区，

信息化手段渗透食品安全管理的各重要环节，保证食品能被

追溯跟踪，因此迫切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从思想观念

认识食品信息化管理的重要性，制定法规推行和发展信息技

术及标准，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提升食品管理的信息化

程度，发挥信息技术在食品安全管理中的应有价值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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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在中国食品安全管理领域的运用具有重要意

义。就食品供应而言，中国正处在由食品供应短缺阶段到食

品供应结构性相对过剩阶段的过渡时期，所以食品管理部门

的工作重心由食品供需总量的保障问题向食品质量的保障

问题转变。食品质量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

现代信息技术对食品安全的监管是保障食品安全最为有效

的途径之一。首先，一种食品从田间地头到厨房餐桌往往存

在一个漫长的生产链，从生产加工、到运输储藏、再到销售食

用，食品在每一个环节中都可能存在安全问题，这就需要先

进且完备的信息管理和共享系统，否则难以完成对信息的监

管［１］。其次，在食品安全的管理过程中，由于食品安全监管

过程中信息量较大、监管程序复杂，只有依据先进的计算机

信息管理体系才能实现对数据有效的整理与分析，才能对企

业的管理和决策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计算机信息系统既能

够实现对食品全程的追踪和跟踪，又能够对食品的安全实现

主动的监管和管理。因此，先进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是食品安

全的有效保障［２］。

　　将信息技术运用于食品安全的管理领域后主要在如下

方面起到作用：

　　（１）数据管理领域。通过运用信息技术建立相关数据

库，可以高效管理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数据，能够有效进行信

息共享和提供信息服务，这些信息包括了食品投入使用的规

范、质量标准，生产的安全技术指标及食品安全的相关政策

法规等。

　　（２）档案管理领域。通过日常的工作记录，建立属于监

管企业食品安全的各种档案信息，包括信用记录、产品认证、

企业的注册登记信息等。

　　（３）信用追踪领域。信用追踪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

食品进行的一种从“餐桌到地头”的追索体系，这种追索体系

有利于建立社会的信用体系和政府机关的监管体系，具体包

括了食品的消费环节、流通环节、加工环节、贮藏环节、销售

环节、生产环节等。

　　（４）风险评估领域。通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所采用的

国际公认的风险评估方法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和风险评估

机制，能够通过对市场风险的提前预测和评估，使食品企业

部门能够提前做出正确的决策［３］。

　　（５）技术指导。通过开发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各种软件

系统，能够有效指导企业安全生产，从源头上保障食品的质

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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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食品安全管理中存在的信息流通
障碍

１．１　政府获取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信息困难重重

　　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的

中间环节逐渐增多，二者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同时由

于受到人员方面的限制，政府在监管过程中收集企业食品安

全相关信息的难度逐渐增大，企业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往往难

以有效自律。政府在食品供应链信息收集的难度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① 生产原料信息；② 食品加工环节的信息；

③ 食品的流向信息。这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政府在食品安

全管理的过程中，企业与监管主体之间信息流通困难，信息

资源不对称。

１．２　监管部门之间动态监管信息难以有效衔接

　　目前，中国食品监管部门之间存在职责不明、部门之间

欠缺有效协调等诸多问题。虽然食品安全受到农牧、税务、

工商、卫生、质检等多方面的监督，国务院也专门成立了监管

食品安全的食品安全委员会对各部门进行整体上的指导和

管理，使各部门之间相互协作，共同监管企业的食品安全。

但正是这些又导致了在实际食品安全的监管过程中，各监管

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流通和交流，各自为政，权力之间

往往相互交叉，部门之间互相掣肘，使得行政效率降低，互相

之间协调能力减弱。同时，由于监管部门之间职责不明，各

部门间收集的监管信息相互闭塞，导致在食品安全监管的过

程中存在一些监督管理上的盲点和漏洞，这些都构成了食品

安全的潜在隐患［４］。

１．３　社会大众的监督信息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媒体、消费者保护协会、市民、第三方评估机构等作为行

政监管的补充都是有效保障食品安全的社会监督力量，尤其

是应当充分发挥市民的监督作用，因为他们既是食品安全的

最终受益者，也是食品安全的直接受害人，同时普通市民也

具有广泛的监督力量，因此社会大众能够为企业的食品安全

管理提供大量的、有效的监督信息。但是社会力量在实施食

品安全的监督过程中存在地位较为弱势、信息严重不对称、

监督途径不畅通等问题，导致了其在食品安全的监督过程中

往往会存在反馈慢、成本高、举报难等尴尬的问题。社会力

量长期以来难以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食品安全监管最主要

力量仍然是政府。

２　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管理中信息技术的应
用状况

２．１　电子签名和电子记录

　　在美国，关于食品、药品管理的法律规定在联邦法规第

２１卷第１１部分中，该部分是关于“电子记录、电子签名”的相

关规定，该法规要求企业向ＦＤＡ提交电子记录，并应当保证

所提交的电子记录完整且真实［５］。同时，为了保障电子记录

的完整、真实，法规规定企业必须保障对计算机管理系统能

够执行一定的操作，如记录已经删除或者修改的电子记录，

授权能够登录系统人员的资格等。该章对于电子签名也有

相关规定，即企业在校验该人员符合标准后，才能授权其拥

有电子签名的资格［６］。

２．２　原材料的存储与使用

　　在美国，关于原材料存储与使用的管理制度规定在美国

联邦法第１１１部分中，该部分要求企业应当使用自动化库存

分离控制系统或者信息技术防止不同原材料之间的误用或

者交叉污染，实现对原材料存储与使用上的管理。该法规同

时对计算机系统的管理进行了规范，该规则要求计算机管理

系统原有各项工艺参数的更改必须经过授权的质量控制人

员的同意，同时该规定还要求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应当对各

项数据记录备份［７］。

２．３　数据采集

　　在欧盟，欧盟食品安监局（ＥＦＳＡ）通过数据采集工作来

对食品安全进行风险评估。欧盟食品安监局于２００２年成立

了专门的数据采集技术工作组，并制定了饲料与食品样品的

标准，这一标准对验证标准、专有名词、检测结果、样品原产

地、检验分析方法、样品特征等数据元素进行了标准化的规

定。同时，还规定了电子数据的传递与交换的规则和数据传

输的统一格式，以保证欧盟成员国之间，或与欧盟食品安监

局的电子数据传递与交换的统一性［８］。

２．４　追溯跟踪体系

２．４．１　美国《反生物恐怖法》及ＦＤＡ的相关举措　美国《反

生物恐怖法》于２００２年开始实施，该法案规定了所有属于该

法案中规定的食品都可以被追溯并可以被跟踪，被追溯是指

食品能够从餐桌到农田被追溯回去，被跟踪是指食品从农田

到餐桌能够一路跟踪。ＦＤＡ根据该法案要求食品的生产

商、供应商尽快上报生产时间、生产日期、批号、销售顾客、产

品名称等相关信息，企业必须在ＦＤＡ所要上述信息４ｈ以

内提交，这实际上就是要求企业应当采取计算机信息管理系

统来收集整理相关信息，因为纸质的信息记录方式通常难以

达到ＦＤＡ的要求
［９］。

２．４．２　美国农业部的家畜追踪体系　美国非常重视农业的

信息化水平，是在农业领域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为接受

市场评判、实行公众监督、建立诚信体系，２００３年创建了完

善家畜的追踪体系，要求农民、加工商和零售商通过运用信

息技术和计算机系统建立对家畜的标记以实现对家畜的追

溯与记录，消费者能够有效地了解到家畜从出生、养殖到屠

宰、加工的整个过程。通过建立家畜的追踪系统，能够实现

４８ｈ内对家畜类食品从农场到加工厂的鉴别
［１０］。

２．５　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检查

　　只有计算机信息系统记载的数据可靠、准确，食品的安

全管理才能有效、正确。为此，美国ＦＤＡ已于１９９７年制定

了专门的检查方案以实现计算机信息系统对食品的安全保

障作用［１１］。该方案ＦＤＡ调查员对计算机系统的监督、检查

职责，并规定了ＦＤＡ检查员具体职责以及需要监督检查的

具体内容。主要内容包括：

　　（１）对计算机信息运行系统进行检查。主要包括电磁

环境等因素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影响、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硬

件的检查、对计算机信息系统软件的检查、对计算机信息系

统的校准与维护的检查、对食品生产过程中生产记录的检查

以及对检查员工是否符合相应资质等。

　　（２）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检查。如生产程序的

建立能否考虑和符合操作范围；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硬件设施

能否满足该系统的功能性要求；计算机系统的软件设施能否

达到食品安全监管的目的；设备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能否实现

对计算机系统的验证；计算机信息系统所产生的监管结果能

否进行不断反复的重复验证；计算机系统对确认方案和确认

结果是否能够充分记录；计算机信息系统能否对程序进行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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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记录；当计算机信息系统出现故障时系统能否记录相关

数据；计算机信息系统经过重新确认后记录内容是否包含日

期、原因等。

　　（３）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监控进行检查。检查的具体内

容包括：接收数据是否具有可靠性与准确性；计算机信息接

口数据是否可靠；计算机信息系统所装配的警报系统能否准

确提醒操作人员的操作行为是否超出指定限额或者操作是

否正确；确定是否需要连接报警的情形以及如果计算机信息

系统报警后企业应当作出的反应；对于生产控制的过程尤其

是生产过程的主要程序如何能够做好人工备份来保证出现

紧急情况时，能够通过人工干预提取相关信息；在因计算机

信息系统重启造成系统关闭或文件恢复处理上系统是否存

在文件的恢复程序，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食品生产中各种事

项、参数能够被准确的记录下来。

３　信息技术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应用
３．１　建立能够实现食品安全追踪的物联网体系

　　物联网是通过运用激光扫描器、定位系统、红外线感应

器、视频识别等技术将互联网与物品连接到一起来实现信息

的交换，通过物联网技术来保障每个生产环节都符合食品安

全的要求，对食品的安全监管能够从“餐桌到地头”进行追

索，保证整个供应链完整的信息。

３．２　设立虚拟的互联网联合监管组织

　　针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之间权力相互掣肘、互相交叉等

现象，建立由一专门机构领导下的互联网监管系统，各监管

机关之间实行网络监管作业，各监管部门之间职责明确、权

属分明，有效保障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作用。互联网监管平

台的构建能够避免监管部门之间的权利冲突、责任推脱［１２］。

３．３　企业食品安全诚信数据库接口

　　国内外学者在企业诚信数据库建设方面的理论较为丰

富。企业的诚信指标包含了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两个方面，

食品安全信用是企业诚信数据库的一个重要部分，食品安全

的信用能够反映企业责任主体、奖惩情况、质量情况、年检情

况等个体信息。在数据库的互通过程中，将国家法律法规的

数据库与食品安全数据库连接到一起，这样能够增强企业的

责任感，实现违规必究，防止违规处罚和人为干预处罚［１３］。

３．４　利用互联网实现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广泛监督

　　政府负有监督企业食品安全的职责，社会公众同时也具

有监督企业食品安全的权利。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食品安

全信息和食品监管信息，这既是公众了解食品监管信息，也

是在出现食品质量问题时公众的诉诸途径。同时也是公众

及时举报和反映食品安全问题，并对政府的监管行为提出建

议的有效途径。互联网共享平台的运用能够使社会公众与

政府之间实现信息的共通和有效利用，使食品安全的监督范

围更为广泛，政府的监管更为高效、及时。

４　确立信息技术在食品安全管理中应用的
配套措施

４．１　确立食品安全信息化的标准、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在中国企业的食品安全信息化程度不高，试图通过企业

自律来保障食品安全并不现实。政府作为食品安全的监督

主体应当制定食品安全信息化领域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等

规范性文件，这些规范性文件能够为实施食品安全监督的性

质主体提供技术依据和法律依据。在中国食品安全信息化

创建的过程中，应当参考欧盟、美国等相关国家成熟的立法

经验，建立、完善中国的食品安全跟踪、追踪体系和企业食品

安全信息化的相关法律法规［１４］。

４．２　不断提高食品企业安全信息化的意识

　　中国食品企业信息化水平整体发展不均衡，企业的信息

化程度参差不齐。中小型企业对食品安全信息化还知之甚

少，对食品安全信息化认识程度不高，而大型企业对于食品

安全的信息化认识较高，其信息化程度也较高。在如此重视

食品安全的当今社会，食品企业应当不断增强信息化的意识

并不断提高食品企业的信息化水平，将信息化贯穿到食品企

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整个阶段，让食品既可以被跟踪

又可以被追溯。

４．３　不断开发有关食品安全信息化的相关软件

　　中国食品企业存在食品供应链过长、组织化程度较低、

生产经营过于分散等问题，这都对食品安全的信息化造成了

极大的困难，信息化软件的开发商应当吸收和借鉴欧美等发

达国家信息化软件的相关技术并结合中国食品企业的特点，

开发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食品安全跟踪和追溯及食品安全信

息化管理的相关软件［１５］。另外，食品安全信息化软件的开

发商应当将各个部门分散、独立、互不兼容的信息系统整合

在一起，实现部门之间信息的共享，不断发挥信息技术在食

品安全中作用，提高中国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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