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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ofembeddedgovernancemodeloffoodsafetyrisk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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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嵌入式治理作为一种创新性的研究方法,其不仅重

视制度因素对组织变革的影响,更注重经济、政治、社会

等因素在组织发展中的重要性.文章总结了中国食品安

全风险在于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手段等与治理目标

还存在“脱嵌性”的现实问题,例如,治理主体的单向性、

治理手段的脱嵌性、治理机制的滞后性等,指出可以通过

治理主体互嵌、治理手段双管齐下,以及治理机制长效化

等途径,实现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的嵌入式治理,重构食品

安全风险治理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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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novative research method, embedded

governancenotonlypaysattentiontotheimpactofinstitutional

factorsonorganizationalchange,butalsopaysmoreattentionto

theimportanceofeconomic,political,socialandotherfactorsin

organizationaldevelopment．Thereviewsummarizedthepractical

problemsof＂decoupling＂betweenthegovernancesubject,govＧ

ernancemechanism,governancemeansandgovernanceobjectives

inChinesefoodsafetyrisk,suchastheunidirectionalgovernance

subject,thedecouplingofgovernancemeans,andthehysteresis

ofgovernancemechanism．Itispointedoutthattheembedded

managementoffoodsafetyrisksinChinacanberealizedandthe

newmodeloffoodsafetyriskmanagementcanbereconstructed

throughthewaysofinterembeddingofgovernancesubjects,dual

approachesofgovernancemeans,andlongＧtermeffectivenessof

governance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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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食品安全既是重大的民

生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工作

上升到治国理政的新阶段,并作出了实施食品安全战略

重大决策[１].但是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依旧存在着治

理主体“一元性”、治理内容“表面性”、治理手段“悬浮性”以

及治理机制滞后性等问题[２].面对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

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何在动态化的社会结构选择,从

复杂化的社会风险变化中寻求新的治理路径至关重要.

对此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学者们已进行了综合考量与

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①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刘兆平[３]认为,中国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依旧存在风险评估质量低下,技术与数据整

合力度不高,以及风险评估方法单一等问题.董士昙[４]

从体制机制角度切入,发现中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还存

在评估模式专家主导,评估过程行政导向等问题.在未

来,应从隶属关系、组织模式、权责分配、评估程序、制约

机制等角度对中国食品安全风险体系进行重构.周良金

等[５]指出在«食品安全法»基础上构建的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制度,在评估过程、评估规范、评估职权以及评估模式

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行政导向问题.同时,制度的构建

尚未发挥公众以及媒体等第三方力量,存在着明显的评

估主体鸿沟.

②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王建华等[６]认为中国食品安

全风险治理应该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耦合协同

机制,实现多中心嵌入式食品安全风险共治.张蓓等[７]

基于协同理论提出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应当从主

体责任落实、制度基础夯实、谣言传播管理、智慧监管赋

能等角度加强食品安全风险协同治理机制.但是已有研

究仅仅运用相关理论来研究食品安全风险问题,尚未探

讨理论本身,相关理论是否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

治理,还需要深入探讨.

“嵌入”一词最初是由匈牙利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

尼提出,他认为经济应当嵌入到政治、宗教文化和社会关

系中发展[８].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嵌入性”的概念,他认为在关注社会网络对个

体行为结构性制约过程中,应更加关注个体行为者的“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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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性”,即为充分发挥个体行动对其所处结构性制约的主

观能动性[９].

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情境下,嵌入式治理即为政府、

公民、第三部门等多主体应嵌入到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

整体逻辑框架中,丰富治理手段、深入治理内容、构建多

元治理机制.研究拟从嵌入式治理理论视角探索中国食

品安全风险治理路径的重构方式,实现中国食品安全风

险嵌入式治理,以期为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路径重构提供

思路与启示.

１　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现实困境

１．１　治理主体行动的单向性

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等都是食品安全风险治

理的主体,须完全嵌入食品安全治理场域中并形成互惠

关系才可以从根源上促进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有效进行.

但是,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主体行动的单向性依旧明

显,主要体现在食品安全风险共治理念偏差严重、食品安

全风险共治信息交流不畅、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法制

保障不足三大方面.

１．１．１　食品安全风险共治理念偏差　嵌入式治理理念强

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双向互动,受制于传统管制型食品安

全风险治理模式的约束,政府权威包揽,排斥第三方力

量,导致多元共治理念缺失.同时,多元主体共治理念的

氛围感不足,也使得治理主体间的公平性、互动性、合作

性受阻,食品安全风险多元主体制度化、组织化程度低.

１．１．２　食品安全风险共治信息交流不畅　信息交流与共

享是实现多主体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基础,但中国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信息发布依旧依赖于政府机构,尚未

形成统一的食品安全信息发布机构.信息发布机构的单

一性就导致了食品信息发布的不透明性与滞后性,对于

食品安全风险事件的处理结果多以事后通报为主,缺乏

过程性与公开性.

１．１．３　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是食品安全风险多主体嵌入

的保障　中国在２０２１年修订了«食品安全法»,法律也明

确提出食品安全风险多主体共治的基本原则,但由于缺

乏可操作性的定义,多主体嵌入式合作就成为空谈,实际

运作难以取得成效.

１．２　治理手段的脱嵌性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手段主要包括制度化和非制度

化两种形式[１０].制度化手段主要包括法律法规、政策等

正式制度;非制度化治理手段主要包括约定俗成、共同价

值观、社会规范等非正式制度.在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

理过程中,正式制度悬浮于食品安全治理实践中,非正式

制度的衰微性和契约性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最终导致

治理手段的整体脱嵌性.

１．２．１　正式制度的悬浮性　随着转基因、纳米技术等高

科技力量在食品安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食品安全风险

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综合性愈加明显.同时,在现代

风险社会中,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不仅需要实现事实与内

容的相契合,更加需要实现事前预防与事后追责的统一.

而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法律责任制度体现为以“事
后课责”为中心的特点,难以实现政府干预的节点前移.

此外,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法律体现为以个人权益为中心

的责任追究模式,如侵权责任、合同责任等均体现个人主

义原则.加拿大学者萨姆纳曾指出“权利的扩大与增加

也会导致权利的贬值”[１０].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法律在注

重个人权利的维护中,也丧失了对公共利益的重视,食品

经营者、行业协会、消费者等在内的社会责任.

１．２．２　非正式制度的衰微性　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

诺维特认为习俗、社会关系、共同价值观都是影响经济行

为的重要因素.在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经营者诚

信价值理念的缺失,消费者监管习惯的游离都导致了非

制度性的整体衰微,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非正式制度

可以对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１．３　治理机制的滞后性

从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现有治理机制建设现状看,食

品安全风险机制的构建更重视具体食品安全问题的解

决,但忽视长期目标的可持续性建设.

１．３．１　缺乏协商机制　协商机制通过多主体的平等对话

与讨论等形式,实现多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与行动协同,

破解食品安全风险共治过程中的信息鸿沟问题,促进食

品安全协商治理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回归.但是,在
实践中,由于无法通过正式的参与途径将相关建议进行

直接性表达,只能通过媒体等第三方力量进行间接性的

表达.这种间接性的风险治理不仅难以在实践与空间上

获得更多优势,更加不利于多主体合力的形成.

１．３．２　缺乏合作机制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中国食

品安全风险治理长效机制的形成离不开合作机制的构

建.由于食品安全生产过程的复杂性、食品安全监管的

动态性,对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需要专业技术支撑,需要

与专业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但目前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

理过程中公众、媒体等社会力量尚未与专业组织建立合

作关系,现有合作机制依旧停留在“民告官管,民不告官

不纠”的窘境,长效性的合作机制尚未形成.

２　嵌入式治理模式的构建

２．１　治理主体互嵌

食品企业、行业协会、新闻媒体以及消费者,都是中国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重要外部力量,对于实现食品安全风

险治理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外部干预机制的运作必

须与政府主导力量相耦合才能彰显.因此,食品安全风险

多主体互嵌式治理就需要完善嵌入式微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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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　信息对称是治理主体互嵌的前提　在食品市场

中,生产者、经营者、监管者和消费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可以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来保障食

品安全信息披露的种类、方式、地点等,从而最大限度地

实现食品安全信息公开与透明.同时,政府可以构建食

品安全信用档案,将企业的违法信息记录在案,定期及时

地进行公布,便于消费者对违法企业进行声誉惩罚.

２．１．２　法律体系开放是治理主体互嵌的保障　在完善法

律体系开放的过程中,要注重对行业和公众参与机制的

培育,最大程度地实现食品安全的意见征集、意见综合,

为食品安全决策制定提供信息基础.食品安全风险治理

在立法过程中应该体现公众意志,倾听公众声音,反映大

众需求.在执法过程中应完善有奖举报制度,加强公众

对执法监管部门的监督与制衡.在司法体系中,应逐步

完善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制度和食品安全损害赔偿制度,

以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综上,实现信息的无障碍化沟通与法律体系的具体

化操作,为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主体互嵌提供了基础与

保障.

２．２　治理手段双管齐下

面对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手段“脱嵌性”问题,应

采取以法律、正式制度来规范主体间关系的契约治理

(ContractualGovernance)和以共同理念及价值观为基础

的社会化关系治理(RelationalGovernance).契约治理和

社会关系治理有助于实现制度性治理与非制度性治理的

双效融合,对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来说,优化食品行业协

会治理机制和加强食品安全教育是实现契约治理和关系

治理的重要方式.

２．２．１　优化食品行业协会治理　行业协会应坚持政府的

顶层设计与分类指导,并在职能、机构、人员、财务等方面

独立于政府管理,充分发挥自治性与独立性,坚持公益导

向,降低行业协会的入会交易成本,提升企业的参与率,

并及时反馈食品生产企业的诉求.同时,行业协会也应

加强内部治理,例如为了防止企业间的合谋机制,可以构

建互查制度,实现双企业之间的循环检查.为了防止企

业间的恶意竞争,打压对手,可以建立申诉机制.同时,

必要的奖惩制度有助于实现行业内企业间的规范发展,

但是该制度的严格程度如何“拿捏”还需深入研究.

２．２．２　强化食品安全教育　加强食品安全教育是重塑食

品安全社会氛围,提升公民食品安全意识理念的重要途

径.在加强食品安全教育中应通过正规教育与职业教育

相结合的途径,实现教育的普及化.同时,食品安全教育

渠道也应坚持多元化方式、多样化载体的社会化教育形

式,立足电视、广播、短视频、图书乃至学校课堂等途径,

实现食品安全教育的生活化与大众化.

２．３　治理机制的长效化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效果不仅依赖多主体间的自我调

适与协同,更加需要构建长效机制来治理食品安全风险

机制“脱嵌性”问题.

２．３．１　协商机制制度化建设　协商民主机制的制度化建

设不仅能够为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

更加可以明确多主体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地位,明
确参与治理的流程与体系.例如,可以构建囊括政府、食
品企业、公众等多主体的食品安全网络治理平台,实现食

品安全治理的线上沟通,及时交流、治理常态,从而实现

食品安全协商机制的智慧化.

２．３．２　建立合作机制　面对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过程中的

风险动态性与鉴定专业性,治理主体还需与第三方食品

检测机构实现长期化合作,例如,食品检测有限公司、食
品检测研究院等,从而提升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专业性.

３　结论

研究从嵌入式治理理论视角探索中国食品安全风险

治理路径的重构方式,搭建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耦

合协同机制,实现了多中心嵌入式食品安全风险共治,有
效地弥补了治理主体“一元性”、治理内容“表面性”、治理

手段“悬浮性”以及治理机制滞后性等问题.但研究还存

在一些不足:① 研究尚未导入数据、案例进行分析,缺乏论

证深度;② 对嵌入式治理论述相对较少,作为西方舶来品

的相关理论,是否符合中国国情,是否体现中国特色治理,

还需要深入探讨,在今后笔者将逐步完善、弥补以上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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