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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参与监管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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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与普及%媒体及自媒体的信息传

播对食品安全治理的影响和作用凸显$文章阐明媒体参与

监管对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影响和效能&于消费者而言%媒

体能给消费者传递食品安全知识%改变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的

现状'于政府而言%媒体参与监管能弥补政府对食品安全监

管的不足%能促进政府完善食品安全政策法规'于企业而言%

媒体参与监管能改善企业生产行为%促进企业长远发展$但

是%媒体参与监管也会对三者产生负面影响%研究明确了媒

体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应扮演的角色%并提出改善媒体监管行

为的途径$

关键词!食品安全治理'媒体监管'消费者'企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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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

&N$

*

$因

而$建立专门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是世界各国加强食品安全

监管的基本方法)

#

*

%

&))!

年$美国政府成立0总统食品安全

管理委员会1$成员主要是各级食品安全监管职能部门负责

人$此委员会的基本职责在于协调美国的食品安全工作$对

食品安全工作进行一体化管理)

;

*

%

$%%&

年$欧盟理事会发

表了0食品安全白皮书1$决定加强对食品0从农场到餐桌1的

控制$针对日益突出的食品安全问题$欧盟形成了一个较完

善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近年来$中国政府也一直在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的力

度$一方面$各类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相继颁布%

$%&:

年

&%

月
&

日$新修订的3食品安全法4开始实施$该法以0预防为

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社会共治1为指导原则$被称为0史

上最严3食品安全法41+

$%&"

年
:

月
&

日$包括3流通领域商

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43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办法4在内的

&%

项食品新法规正式实施%另一方面$政府的检查机制也

由过去的单随机检查升级为双随机检查$同时$各级政府也

相继使用可溯源等新机制保障食品安全%

尽管政府相关政策措施相继执行$但仍远未达到预期效

!%$



果$也未能改变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现状)

:N"

*

%深究食品安

全问题频发的根源$政府监管的有效性不足是重要原因之

一)

(N!

*

%基于此$为了更好地提升食品安全的监管质量$构

建多主体共同参与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吸引了众多学

者)

)N&%

*的研究%其中$媒体作为覆盖面最广的第三方$已成

了学者研究的重点%李小华)

&&

*针对媒体对食品安全事件报

道的客观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法律规范的角度探讨了相

应的处理策略%孙昊等)

&$

*研究认为$要进一步转变食品安

全监管理念$扶持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充分肯定第三方监管

机构的监管效应$应该基于多元化的监管主体$建立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的协同监管机制%为了鼓励公众积极参与食品

监管$要保障媒体采访报道食品安全事件的权利$充分利用

网络等各种平台$发挥媒体的社会监督功能$建立信息共享

机制%

政府(消费者和企业是食品安全监管的三大主体$媒体

参与监管必定对这三者造成影响%一方面$媒体参与监管能

改善三者的行为$从而有利于保障食品安全+但媒体监督是

一把双刃剑$在强化监督的同时$会带来负面效果%本文拟

从监管主体出发$立足于研究媒体参与监管对消费者(企业

和政府的影响$以期为未来对媒体监管研究的完善提供指

导$为改善媒体监管行为提供依据和建议%

&

!

媒体监管对消费者的影响
近年来由于各类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使得消费者的信任

危机问题成为目前食品安全治理中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而

媒体参与监管可能成为消费者信任危机产生的助力$也可能

帮助减少消费者的信任危机%一方面$消费者是食品安全的

最后把关人$这样的责任使命使得消费者必须具备相关食品

安全知识$而媒体则是消费者获取相关知识的最重要的来源

之一$媒体传递信息的科学性对消费者的认知有重大的影

响%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信息公布的正式性要求$政府只在

官方网站及相关电视台正式公布消息$再由各大媒体进行转

述%加之中国食品行业发展不平衡$各类食品企业呈现量大

面广(产品参差不齐等特点$食品质量安全生产的信息透明

度低$单纯依靠行政监管部门消费者很难彻底实现消费知情

权)

&#

*

%而由于媒体传播覆盖面的广泛性$使得媒体成为消

费者获取食品安全信息(了解食品安全现状最重要的渠道

之一%

&6&

!

媒体参与监管能改善信息不对称的现状

媒体介入监管有利于改善消费者处于信息弱势方的地

位%普遍认为$广大消费者在选择食品时$对其原料处理(生

产工艺(化学添加物等信息的了解处于完全的信息不对称状

态$所处风险较大)

&;

*

%如果没有媒体曝光$食品安全的危害

将会隐蔽地体现在人口平均寿命(各类疾病的发病率以及医

疗负担等社会福利水平上$从消费者的角度而言$媒体承担

了0排险者1的角色%

'28E7J

等)

&:

*将委托代理理论用于解

决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中国特色的

制度体系中$解决企业和监管者合谋的问题主要通过高层行

政机构$但仍然难以摆脱代理人0隐匿行动1和0隐匿信息1的

双重可能$而解决上述难题的最优选择就是最大限度地降低

信息不对称程度$其中$降低媒体监管的交易成本是降低信

息不对称程度的有效方法)

&"

*

%因此$新闻媒体在报道食品

安全事件时$不仅仅只是单纯关注食品安全事件本身$更重

要的是要促使专家学者运用专业的食品安全知识$对食品安

全事件进行客观的评价$使消费者对事件的危害性和危害程

度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

*

%

&6$

!

媒体参与监管有利于改善消费者的危机识别和处理

行为

!!

媒体监管对消费者危机识别和处理行为具有重大影响%

研究发现$一方面$当消费者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时$特别是食

品安全危机的初始阶段$受众普遍表现出强烈的传递一切相

关信息的动机)

&!

*

$而社会媒体为此提供了快速而广泛的传

播平台+另一方面$面对食品安全事故产生的原因和事故责

任$只有当危机受众广泛地参与认定讨论时$才更容易表达

出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态度)

&)

*

$对于危机处理者而言$他们能

清楚地了解受众的反应$进而采取相应措施降低危机影响$

在这一点上具有极为积极的意义+再者$食品安全事件发生

后$消费者很容易产生广泛的恐慌情绪$而充分利用社会媒

体的传导功能$可以对公众大面积的恐慌施加正面影响和引

导$如
$%&&

年日本核电站爆炸事件使得中国民间产生了海

盐可能被污染的传言并被公众大肆传播$出现了大范围盲目

抢盐的状况$最后权威专家通过媒体进行辟谣$才使这场风

波渐渐平息%因此$社会媒体具有防止危机扩散的潜力)

$%

*

%

&6#

!

新媒体有利于促进消费者之间"消费者与他方的交流

新媒体作为媒体的新兴势力$在近年发展十分迅速%相

对于传统媒体的单向传递)

$&

*

$新媒体不但能给消费者传递

信息$同时消费者也能通过媒体深究信息根源$可有效实现

信息的双向传递%通过新媒体$消费者能够互相交流探讨$

更能通过与发布消息的媒体交流$深挖事件的根源+并且$这

种双向交流是直接的$不会涉及由中间媒介带来的转述不当

和断章取义的风险$这样的渠道有助于广大公众建立理性的

沟通和互动$因此$新媒体能更准确地传播信息)

$$

*

+同时$新

媒体能极大地鼓励公众参与监督的热情$消费者可以在自媒

体平台上直接表达(转发和评论自己的意见和不满$不需向

有关部门投诉或向新闻媒体爆料即可获得实际影响食品市

场的效果)

$#

*

%如今$像3中国食品安全报4等许多传统媒体

均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并在平台上发布

关于食品安全的新闻$公众可以在平台里留言并对日常的食

品安全问题进行揭露+另外$公众也能在自己的新媒体平台

上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揭露$引发社会关注$比如
$%&$

年的

白酒塑化剂事件$就是最先由消费者通过自媒体公布报道$

并最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的%

&6;

!

媒体参与监管对消费者的负面影响

媒体参与监管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消费者产生负面影

响%一些媒体或者个人为了片面追求关注度$故意人为地夸

)%$

学术争鸣
!

$%&(

年第
)

期



大事件影响深度和广度$制造骇人听闻的效果$这样传播的

信息是不准确的$尤其一些伪科学信息$最容易误导受众$进

而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和对事物的看法)

$;

*

%食品安全问

题一旦经媒体夸大报道$将严重影响消费者对该类食品的消

费欲望$甚至产生0恐慌1$从而影响市民正常的消费活动和

生活)

$:

*

+同时$媒体的不实报道会造成民众对食品的信任危

机$人们在谈食色变之际$发出0我们还能吃什么1的惊呼$严

重打击到大众的消费信心$伤害市民的切身利益)

$"

*

%而以

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在曝光食品安全问题中也具有强大的

民众认知引导作用$在不清楚微博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是否

属实时$仍然会改变其购买行为)

&#

*

%

媒体是消费者获得食品安全信息最主要的途径$媒体的

监管行为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消费者的心理和行为%作为媒

体$传递给消费者的应是准确及时的信息$应以消费者的利

益为价值导向$而不是为了某些私利而故意传播一些不实的

信息$误导消费者$进而引发社会恐慌$政府也应进一步加强

此方面的立法和执法%

$

!

媒体监督对企业的影响
企业是食品的提供者$是食品安全最主要的责任主体之

一$企业的生产加工行为对食品安全起着决定性作用%但近

年来$企业的生产行为令人担忧%一方面$由于人的趋利本

性$部分企业为获得更多利益$恶意降低成本$0劣币驱逐良

币效应1产生$合规食品企业由于合法生产无利可图$被迫实

施不安全生产行为$最后导致行业食品生产不安全+另一方

面$由于企业生产环境及储存等技术不过关$造成食品的二

次污染$导致食品安全问题%而媒体作为第三方介入行业监

督必然对企业造成重大影响%贺建刚等)

$(

*以五粮液集团的

案例研究了在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下$在利益输送过程中媒

体监督对公司治理的积极影响+李培功等)

$!

*也通过实证分

析的方法验证了媒体参与监管对公司治理有促进作用%

$6&

!

媒体监督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人具有趋利的本性%研究)

$&

*发现$监管是促使企业良

性发展的重要手段$政企合谋等权利寻租现象也是在没有有

效监管的情况下产生的%媒体监管有利于企业的长效发展$

一方面$媒体监管能充分曝光食品企业负面信息$从而影响

社会形象(品牌声誉$进而影响企业利润$因此$媒体监管可

促使企业履行企业责任$减少失责$促进行业正当竞争+另一

方面$在应对食品安全危机时$危机情景传播理论表明企业

可利用媒体减少负面影响$而受众负面情绪(受众负面口碑(

受众接受度是影响受众态度的关键因素$这些可以分别施行

否定策略(削弱策略和重塑策略加以调整$从而最终影响受

众态度)

$)

*

%最后$媒体作为企业与消费者的信息传递中介$

可帮助企业了解消费者需求$从而帮助企业建立与消费者之

间的信任桥梁)

#%

*

%

$6$

!

媒体参与监管对企业的负面影响

当媒体引导的舆论导向错误时$可能对企业产生极为不

利的影响%通过研究重大安全实例$周善)

$"

*发现媒体在报

道食品安全事件的新闻时存在一味追求0抢眼球1和轰动效

应的现象$不科学地过度炒作食品安全事件$严重误导消费

者的消费意向$使被曝光的企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

于合格食品的销售商也因为媒体的夸大报道而严重影响到

其正常的收益)

$:

*

%曾经轰动一时的老酸奶事件$对老酸奶

行业造成极大影响$事件之后老酸奶产品一度面临退市%

企业是媒体监管的对象$媒体对企业食品安全情况的披

露决定着企业的命运$故媒体在传递食品安全信息时$首先$

要再三确认信息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力求精准明确$实事求

是+其次$报道应具有针对性$不能因为某个企业存在问题而

使整个行业蒙受损失+再者$由于新媒体言论自由的特性$媒

体平台应加强对舆论的监督$防止不真实的食品安全信息的

大肆传播%

#

!

媒体监管对政府的影响
政府是保障国民食品安全的重要责任主体)

#&

*

$政府监

管是遏制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重要途径%但是目前中国拥

有的食品生产企业量大面广$面对庞大的监管对象$政府监

管难度较大$加之许多食品小作坊地址隐蔽$政府难以查

处)

#$

*

$很多地方监管存在盲区)

##N#;

*

+另外$中国的监管体制

也存在一定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

管为辅的监管方式使得食品安全监管出现0九龙治水1的尴

尬状况$0没有问题都来管$出了问题都不管1的情况层出不

穷$重复监管(重复抽检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覆盖面广是媒

体的重要特质$而这一特质恰好能弥补政府对监管盲区的缺

陷+另外$媒体作为政府与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中介$

能够帮助政府了解到自身体制等其他方面的不足$促进相关

政策(体制的完善%但若媒体引导舆论不当$也会给政府造

成不利影响%

#6&

!

媒体介入行业监管有利于政府根据民众需求完善政策

法规

!!

由于目前中国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体制尚未理顺$对食

品安全各级监督制度难以建立$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反应速

度不能满足消费者对知情权的诉求$因此$更需要媒体在短

时间内将全面(科学的声音传达出去$为受众解惑%现有研

究)

#:

*认为$媒体已成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监督者和

发布者%张蕾)

#"

*对人民日报等媒体从事互联网舆情的监测

和分析研究工作的现象进行分析$发现网络媒体是政府决策

的助推剂和加速剂$扩大效应促使政府迅速对事件进行反

应$加快了解决问题的速度%而国外学者同样认为媒体具有

帮助政府完善政策制定的作用%

'/DC=2

等)

#(

*在研究了利益

集团活动政策(媒体参与之间的关系时$采用了巴西无地农

民运动案列$无地农民通过媒体报道最终促使执政者出台了

相关有利政策%

$%%!

年中国0三鹿奶粉1事件引发了全球媒

体的关注$各大媒体对于此事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报道$而这

件事最后促使中国政府于
$%%)

年
$

月颁布了中国第一部

3食品安全法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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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媒体通过影响中央和地方的代理关系改善政府的监管

!!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契约理论研究发现$如果把媒体监

管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能较好地增进上级机构对地方

政府履职情况的了解$从而会影响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业

绩评价$更严重的还能引发渎职问责等)

#!

*

%一般认为$媒体

曝光这一激励机制的加入$一方面$地方政府为规避被曝光

风险$在监管问题等代理问题上将自觉付出更多努力+另一

方面$媒体监管能同时降低中央和地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分担中央政府监管成本$降低实际的平均监管投入$提高监

管效率)

#)

*

%

$%&$

年的0速成鸡1事件很好地体现了媒体参与

监管的此类影响$一开始农业官员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

在$以及一些别的原因否认养殖户存在问题$而最后是通过

央视暗访$才引起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视%

#6#

!

媒体的存在对政府监管带来的负面影响

媒体参与监管也可能会加大政府监管的难度$尤其是当

媒体的舆论导向错误时%新媒体舆论的逆反性易被利益集

团所利用$加大了政府监管的难度%毕竟$新媒体环境下的

消息源$特别是自媒体的消息源$有很大一部分会受专业知

识所限$从而容易传播不实信息%特别是部分人理性不足$

认识问题片面$对正统思想观念(主流意识形态容易产生逆

反心理%这种逆反性最容易被某些0网络推手1所利用$他们

通过设置议题$制造热点$操控网上舆论$甚至出现利益集团

以0黑金1操控网站言论(影响政府决策(进行恶意商业竞争

的现象)

;%

*

%

媒体监管应是政府监管的有益补充$媒体理所当然应扮

演好这一角色$发挥自身覆盖面广的特性$深挖食品安全事

件根源+媒体还应该充当政府监管者的角色$监管政府的行

为$避免0官商相护1的情况产生%另外$媒体还是消费者与

政府沟通的桥梁$媒体应及时将消费者的需求信息和发现的

食品安全问题传递给政府$促进政府实施以消费者利益为导

向的行为%

;

!

结论与对策
食品安全关系着国民生计$媒体监管作为政府监管的补

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对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产生巨大的

影响%媒体作为信息渠道(沟通平台等$对消费者心理(行为

和生活状态影响显著+媒体参与监督更能约束企业行为$使

企业更注重长远利益%与此同时$媒体参与监管对提高政府

监管效率(改善中央与地方代理关系起到积极的作用+不实

报道的存在又可能给企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总而言之$媒

体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对政府(消费者和企业在具有正向作

用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应采

取相关措施减少媒体监管的不利影响$时刻关注媒体引导的

舆论导向%

近年来对媒体监管这方面的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比

如"现有的研究主要是根据具体事例和代理理论进行分析研

究$而很少考虑媒体与消费者(企业以及政府之间的博弈$而

媒体参与监管实际上也可以看成媒体与各主体博弈的过程%

就现有媒体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可以通过以下途径

予以完善"

!

&

#借助科学家团队$对媒体监管进行监管%对新闻媒

体!包括新闻媒体的自媒体平台#有关食品安全方面的报道$

建议由食药监部门设立0新闻检查1部门及配套的制度$由具

有较高专业知识水平的管理人士担任新闻发言人$外来的或

内部的新闻稿件由省级以上!含省级#食品学会或食品协会

专家团队$而不是专家个人$进行专业审核$确保食品安全新

闻报道的科学性%

!

$

#专家团队除了审核新闻稿件外$还可以定期在新闻

媒体上进行食品安全知识的普及宣传$搭建科学权威的食品

安全科学知识的发布平台$及时对食品安全事件进行权威的

分析$消除食品安全谣言带来的恐慌$提高消费者的辨别

能力%

!

#

#由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与食药监局联合$组织食品学

科专家$对从事食品安全报道的记者定期开展食品科学基本

常识的培训$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科学素养$理性对待食品

安全的报道%对未经审查擅自抢发食品安全相关新闻报道

的媒体及从业人员严肃处理+对涉嫌与利益集团勾兑$故意

发布有关食品安全不实报道的记者(编辑$取消从业资格$并

予以相应的法律惩处$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

!

;

#网监部门一方面要加强对自媒体!网站(微博(微信

等#的监管力度$经常性提醒自媒体从业人员强化新闻自律$

谨慎处理不明来源的信息+另一方面$对自媒体上发布相关

食品安全谣言及时上传食药监局新闻检查部门$即时予以撤

销$并对屡教不改的自媒体予以取缔$直至送交法办%

!

:

#食药监局新闻检查部门应开设面向全社会的畅通的

食品安全信息热线!电话(邮箱或其他#$随时接受社会团体

或个人的举报$及时组织专人调查核实$第一时间予以处理%

对新闻媒体开设特别联络热线$形成新闻媒体与政府相关职

能部门间的常态化沟通机制%

食品安全事关全民健康和社会稳定$需要政府监管部门

的高度重视$也需要媒体的监督和信息传递+食品安全毕竟

是专业的科学问题$必须借助专业的科学家团队予以明辨是

非$从科学的角度理性对待食品安全事件%政府(企业(消费

者都是与食品安全息息相关的$只有各部门联合$媒体参与

监督$全民关心$才能确保食品安全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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