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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食品安全软治理研究
Studyonsoftgovernanceofruralfood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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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实践中,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存在着基层政府隐

性缺失、村级组织治理能力有限和自主性缺失、食品安全

意识不足、软治理机制虚化等主要症结,提出推进农村食

品安全软治理模式,指出需要厘定政府属地责任、强化政

府农村食品安全治理职能;加强村级组织食品安全治理

能力建设和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构建农村食品安全软治

理机制,促进社会合作,提升治理实效,弥补现行农村食

品安全硬治理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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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viewofthemainstickingpointsofruralfoodsafety

governanceinpractice,suchasthehiddenlackofgrassＧroots

government,thelimitedgovernanceabilityandautonomyofvilＧ

lagelevelorganizations,thelackoffoodsafetyawarenessandthe

virtualsoftgovernancemechanism,thispaperputsforwardthe

softgovernancemodelofpromotingruralfoodsafety,andpoints

outthatitisnecessarytodeterminetheterritorialresponsibility
ofthegovernmentandstrengthenthegovernancefunctionof

ruralfoodsafety;StrengthenthecapacityＧbuildingoffoodsafety
managementandfoodsafetypublicityandeducationofvillageorＧ

ganizations;Buildasoftgovernance mechanismforruralfood

safety,promotesocialcooperation,improvegovernanceeffecＧ

tiveness,andmakeupfortheshortcomingsofthecurrenthard

governanceofruralfoodsafety．

Keywords:rural food management; soft governance; soft

method;softconstraint;democraticconsultation

农村食品安全软治理是相对于硬治理而言的,就是以

软权力、软规则为支撑的全新农村食品安全治理模式,具
有食品安全治理主体更加多元化、治理手段柔性化、考核

评价的人性化等特征,有利于弥补现行农村食品安全硬治

理存在的不足.在国家推进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现代化进

程中,农村相对于城市食品安全治理而言,仍然处于薄弱

环节,形式不容乐观.首先,农村地广人稀,信息相对闭

塞,基层政府监管人员短缺,执法力量薄弱,对一些游离于

监管之外的“三小”食品经营主体治理不到位.其次,村级

组织受人力、财力资源的缺失导致治理能力有限、自主性

缺失,对食品安全无心无力开展治理.再次,农村食品行

业协会、社会组织监管机制发育不成熟,对食品安全缺乏

监督.另外,农村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在经济利益驱使下和

消费者自身文化水平的低下,缺乏食品安全意识和维权意

识落后等问题,导致一些在城市无法销售的假冒伪劣产

品,诸如“雷碧”“冰动”“歪歪爽”“康帅博”等山寨食品在农

村市场肆意横行,严重侵害了村民的生命和健康权,影响

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加强农村食品安全治理,事关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和

乡村振兴大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食品

安全治理高度重视,提出“四个最严”,要求全社会建立食

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十九大报告也提出了“实施食品

安全战略,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政府也切实将农村食

品安全治理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出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关于进一步加

强农村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农

村假冒伪劣食品治理的指导意见»«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

品安全责任制规定»等政策文件,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放在首位.
近年来,农村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社会公众和学者

研究的焦点之一,研究视角往往聚焦于农村食品安全的

公众参与和监管体系的构建.刘文萃[１]认为要从协同共

治视角鼓励公众参与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建设;吴林

海等[２]认为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力量薄弱,要引入社会力

量的参与,村民自治组织是重要的力量之一,要加强自身

建设,厘清与政府关系,发挥主体性作用,引导村民参与

食品安全自治.范海玉等[３]认为传统的农村食品安全治

理面临困境,要引入公众、食品行业协会参与治理,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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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公众合作构建模式.张志勋[４]认为要从日常监

督、利益驱动、考评奖惩、信息公开、争端解决构建农村安

全多元治理模式.李蛟[５]认为要从立法、资源投入、信息

公开、信用体系构建等方面加强监管,构建农村食品安全

监管体系.张蓓等[６]提出农村食品安全供应链、物流、市
场信息、监管体系不完善、村民食品安全观念意识缺乏,
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实施社会共治.现有农村食品安

全治理的研究侧重于不同主体的监管,提出了不同的监

管方式和监管体系,为解决农村食品安全治理提供现实

指导和深化相关研究奠定理论支撑.但从软治理视角对

农村食品安全治理研究的相关学术著作、论文尚未见.
为此,文章拟以社会共治理念为基础,对农村食品安全软

治理的概念、软治理主体和必要性、可行性进行研究,并
提出相应的路径.

１　农村食品安全软治理概念、特征
农村食品安全软治理是指多元主体在共商共议基础

上,和软权力为主要治理手段,利用协商、指导、调节、说
服、关怀等方式,制定完善食品安全村民自治章程、村规

民约等“软规则”体系,以规范农村食品生产经营运输主

体行为,解决农村食品安全问题的过程.与传统政府“硬
治理”相比较,具有以下特征.

１．１　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传统的农村食品安全治理主体主要是以掌握行政管

理权的乡镇政府,在农村食品安全治理中处于主导地位、
权威地位.乡镇政府利用手中掌握的“硬政策”“硬制度”
“硬权力”采取各种“硬措施”对农村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

进行“硬治理”,而村委会、食品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等其

他社会主体在治理中属于被管控对象,二者之间关系不

平等.而从软治理出发,可以鼓励多元主体平等参与治

理,充分激励了大量不拥有正式权力的社会主体,如自治

组织、食品行业协会、家族宗族、新乡贤、村民个人等,利
用自身掌握的资源优势,充分发挥主人翁精神,积极参与

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呈现多元共治格局.这就要求乡镇

政府在农村食品安全治理中要转变角色,从管控型政府

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与多元主体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共同

推进农村食品安全治理.

１．２　治理手段的柔性化

过去,乡镇政府对农村食品安全治理主要采取对违法

食品生产经营运输者进行罚款、没收销毁、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刑事处罚等“硬性”事后处理手段.而随着农村小康

社会的全面建成,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通行条件、信
息化快速发展,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变,农村食品安全“硬治

理”也暴露出其弊端和局限性,正在加速终结.多元共治

时代,解决农村食品安全问题主要依靠协商、指导、调节、
协商、说服、关怀等方式.如,鼓励多元主体在平等协商的

基础上参与制定农村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依托村委会、食

品行业协会、家族宗族、新乡贤等社会主体进行情感动员,
鼓励村民参与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农

村食品安全信息公示制度建设;开展村民食品安全知识培

训,提升村民食品安全意识等等.为此,推进农村食品安

全软治理要充分利用平等协商、情感动员、文化熏陶、人文

关怀、伦理黏连等软机制来推动农村食品安全治理.

１．３　考核评价的人性化

农村食品安全治理的本质是保障农村居民食品安

全,杜绝食源性疾病的发生,维护广大村民的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让村民过上“美好生活”,这就要求在农村食品

安全治理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把村民身体健康、生命

安全放在首要战略位置.在农村食品安全软治理模式

下,乡镇政府对农村食品安全工作的考核评价要改变过

去单纯依靠各种可量化的硬指标,如数量、比例等,要以

农村多元主体满意为导向,组织自治组织、食品行业协

会、家族宗族、新乡贤、村民对其开展农村食品安全治理

工作进行满意度测评,旨在从农村多元主体的角度,掌握

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工作存在短板,以便采取措施加以整

改,提高村民对农村食品安全工作的满意度.

２　 农 村 食 品 安 全 软 治 理 的 必 要 性 和

可行性
　　在国家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的背景下,把软治理嵌入农村食品安全治理,既是稳定农

村社会秩序和维护村民生命健康权的现实需要,也是促

进农村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实施农村食品安全软治

理,能有效弥补单纯依靠“硬治理”的不足,激发多元主体

参与农村食品安全治理的内生动力,降低治理的成本,增
强治理手段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维护村民生命健康权益.

２．１　激发多元主体参与农村食品安全治理的活力

构建多元共治农村食品安全治理体系是实现农村

“治理有效”“善治”目标的必要举措.软治理就是整合多

方之力,将基层政府与村级组织、社会组织、新乡贤、公益

骨干、村民等多个体视为地位平等的治理主体,充分尊重

他们的主体性地位,激发他们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活力,群
策群力共治农村食品安全.

２．２　弥补单纯依靠“硬治理”的不足

国家制定的“硬法”和政府的“硬行为”虽然长期是农

村食品安全治理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但农村社会存在的村

规民约、行业协会章程等“软规则”同样具有约束力,具有

巨大的治理效能.将这些软规则嵌入农村食品安全治理,
鼓励多元主体共商共治,合理分配食品安全治理权利与义

务,并与国家制定的“硬法”和政府的“硬治理”有机结合起

来,塑造刚柔并济的治理风格,有利于对“硬治理”进行超

越和纠偏,降低治理成本,提升农村食品安全治理成效.

２．３　增强农村食品安全治理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农村食品安全软治理主张在遵守国家制定的食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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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法基础上,遵循新时期农村“自治、法治、德治”治理要

求,结合农村实际,制定食品安全村民自治章程、管理规

范、农村食品行业自律制度等.同时,通过构建农村食品

安全自治制度、鼓励农村多元主体参与、充分发挥村民自

治作用,能有效分析并解决农村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健
全完善农村食品安全治理体系.

２．４　维护村民生命健康权

生命健康权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没有了这项权

利,一切都是空谈.农村地广人多,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

力,一些山寨假冒伪劣食品在城市难以销售,流向农村市

场,加之农村食品经营者、消费者安全健康意识淡薄,成
为了非法食品倾销之地.一些“黑工厂”“黑窝点”“黑作

坊”在农村的非法生产经营食品行为,在一定程度损害了

村民的生命健康权.吸纳社会多元主体参加农村食品安

全治理,能及时发现农村食品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环

节存在的违法和犯罪行为,消除安全隐患,最大限度地维

护村民生命健康权.

３　推进农村食品安全软治理的路径构建

３．１　厘定政府属地责任、强化政府农村食品安全治理

职能

　　从硬治理到软治理,首先要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农村

食品安全治理,打破政府唱“独角戏”和“一家独大”的格

局,通过厘定政府属地责任、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政府

农村食品安全治理职能,有序推动软治理的实施.推进

农村食品安全软治理,就是政府在农村食品安全治理过

程中必须有位、有为、有责,从治理理念、安全行政执法、

宣传教育、安全考核等层面对传统的治理思维和治理方

式进行革新,强化政府农村食品安全治理职能.这是基

于在农村食品安全多元共治体系构建中,政府是最大责

任主体,这就要求政府要设立农村食品安全治理机构、建
立一支“爱农村、爱农民、懂食品”的治理队伍,开展农村

假冒伪劣食品治理行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建立农

村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另一方面,构建和谐稳定农村社

会秩序和实施农村食品安全治理离不开政府的指导和引

导,政府要严格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加强农村食品安全治

理能力建设、强化对农村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的全面监管,

按照“四个最严”要求抓好抓实抓细农村食品安全治理.

３．２　加强村级组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建设

村级组织是农村治理的核心,是乡村振兴的保障.

提升村级组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关键在人.一是村级

组织要以党建为抓手,吸收本村优秀人才加入党组织,吸
引高校优秀毕业生、科技致富带头人、新乡贤到村任职,

选优配强村党组织书记和村级班子,建设一支懂治理、素
质高、本领强,能适应新时代乡村治理要求的村级干部队

伍.二是村级组织要盘活农村集体资源资产、激活生产

要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增强自身可自由支配财力,才
能拓展村级事务治理范围,做到食品安全有钱可治.三

是乡镇政府要减少对村级组织的行政干预,强化业务指

导,保障村级组织自治权的独立行使,增强村级组织在食

品安全治理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３．３　 加强农村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培育农民的食品

安全观

　　在加强农村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监管的同时,也要加

强食品安全知识的广泛宣传,提高村民的食品安全保护

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从源头上杜绝食品安全事故发

生[７].首先,把食品安全知识纳入农村中小学相关课程,

并实行食品安全校长负责制,实施食品安全教育从娃娃

抓起;实施食品安全知识进村庄、进农户,做到家家知、户
户晓.其次,要加强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的学法、懂法、守
法教育,自觉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食品安全市场

行为.再次,加强«消费者权益法»在农村的宣传力度,提
高农村居民的维权意识;建立完善维权途径,在村民权益

遭受损害时合法维护自身利益;利用假冒伪劣产品开展

现场辨别教育,提高村民的辨别产品能力,引导村民购买

食品单纯注重价格便宜向质量、价格并重转变,培养科学

的消费理念.最后,加强信息化和网络化建设和村级网

站、微信公众号等智慧乡村平台建设,通过宣传栏、广播、

电视、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做好食品安全宣传工作,让村民

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良好的食品安全观.

３．４　构建农村食品安全治理软机制,促进社会合作

硬治理强调以“硬法”为基础和政府治理行为的“硬”;

软治理强调以“平等协商”“达成共识”,注重多元主体的共

同利益,这种柔性手段积极鼓励农村多元主体积极参与食

品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各环节的监督,参与食品安全村规民

约的制定,配合政府做好食品安全宣传和行政执法工作,

形成良好的农村食品安全共治格局.如何构建这种共治

格局,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① 建立健全农村食品安全

村民自治机构,制定村民参与食品安全相关制度,赋予村

民相应职责、权利,明确参与流程和方式,提升村民参与

率,突出村民食品安全自治主体地位.② 搭建多元主体参

与村级事务协商民主平台,实现协商主体多元化,针对农

村食品安全等公共问题进行共商共议,实现农村食品安全

社会共治.③ 建立村务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建立农村食品

生产经营主体信息数据库,定期公布农村食品监督检查结

果,接受村民监督,保障村民的生命健康权益.④ 建设农

村食品信用体系,建立食品生产经营者信用档案,推行农

村食品生产、加工、经营户“红黑榜”制度,对获得“红榜”主
体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扶持;对“黑名单”主体进行曝光并给

予严厉惩处,督促农村食品生产、加工经营主体提高诚信

守法意识.⑤ 建立农村食品安全有偿举报制度,鼓励多元

主体参与农村食品安全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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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强调

“食品安全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社会

共治”,提出坚持多元主体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打造农村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可见,社会共治是农村食品安

全治理的必然选择.实践中,政府为主导的硬治理和软

治理是农村食品安全治理的主要模式,硬治理主要依靠

政府通过权力下沉、资源下沉等方式开展农村食品安全

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单一性、一元化特征,治理手段管制

性、垄断性特征;与硬治理不同,软治理主要依靠多元主

体在平等交流、民主协商基础上制定普遍认同的内部规

范,依靠自律互律机制、利益驱动、社会舆论、道德评价、

制度约束、协商合作等途径实施农村食品安全软治理,对
构建社会共治格局,激发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内生动力,具
有适应性较强、执行效率高,是未来农村食品安全治理的

发展趋势.

需要强调的是,提倡农村食品安全软治理并不排斥

硬治理,二者相互依赖、刚柔相济的关系,在全面推进乡

村治理体系现代化都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在保证硬治

理有效运行的前提下,在农村食品安全治理中灵活嵌入

软治理,能有效增加治理的灵活性和韧性.概而言之,构
建农村食品安全软硬协同共治格局,做到软硬兼容,有利

于实现农村食品安全“善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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