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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整体解释和归纳一种可行的食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方法"基于 \Q̂ LF-EIQ1EQ数据库收集的
93) 篇原始文献!利用 BqI‘L!!@# 软件提取自由节点并提炼树状节点的方式构建基于指标的食品安全监管评价模

型!并回归现实验证模型的逻辑性和可靠性" 结果"食品安全是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共同责任"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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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时代"一些与民
生密切相关的公共产品(服务供给亟待增加’ 具体
在食品安全领域"食品安全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与
制度供给的滞后"使得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受到一系
列困扰与损害"广大消费者对优质安全食品的需求
不能得到有效满足’ 本研究基于 93) 篇权威文献"
以多元食品安全监管主体为切入点"尝试从整体上
解释和归纳一种可行的食品安全监管评价指标体
系"以客观评价食品安全监管政策’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

为保证分析数据全面可靠"本研究数据在 \Q̂
LF-EIQ1EQ中构建如下检索式%

6X6+G% # .LLS -HFQ>W -R_QK‘IOIL1 $ <;
ZGU\<;d% # .LLS -HFQ>W -R_QK‘IOIL1 $ <;
/*-6;/’6% #.LLS -HFQ>W-R_QK‘IOIL1$

X1SQcQOj -’X2G]4/BdGd" --’X" /tT’X
6IAQO_H1j9###29#!&

数据采集截止时间为 9#!& 年 % 月’ 最终检索
到 3(( 篇文献"其中 3(# 篇文献类型为/论文0’ 通
过人工阅读"剔除相关性不大的文章"最终确定 93)
篇研究论文为数据源并下载文献资料"93) 篇均为
英文文献"其中"中国学者针对我国食品安全问题
发表的文献有 9!& 篇"占分析样本总量的 %9@#7"研
究结果适用于中国食品安全的现实需求’
!@9"方法
!@9@!"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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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分析是在自然情境下通过充分收集资料"
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采用归纳而非演绎的
思路分析资料并形成理论"对某一社会行为和意义
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 ) !* ’ 质性分析依
据扎根理论"旨在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经验概括"
寻找反映事物现象本质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这些
概念之间的联系建构理论"如理论与资料相吻合"

理论则可被用来指导实践 ) 9* ’
!@9@9"研究内容

本研究以 BqI‘L!!@# 为工具对收集资料进行质
性分析"根据扎根理论系统化资料的开放编码(主
轴编码以及选择编码过程"以从整体上解释和归纳
食品安全监管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作为研究目标"将
多元食品安全监管主体作为树状节点"将与树状节
点有密切关系的具体内容进行归类"合并为评价指
标并作为自由节点"自由节点的选取源于文献研
究"文献显示当前主要食品安全监管主体包括政府
主体监管(经营者自身监管和社会主体监管 ) 3* "政
府监管功能的发挥依赖于政府监管网络结构和各
项监管制度的设置 ) 8* "具体监管组织结构包括监管
机构设置(监管人员素质和监管技术保障 ) (* &监管
制度则包括法律法规(司法执法(信息公开(风险管
控(信用体系(市场准入(追溯机制和宣传教育
等 ) $2)* ’ 经营者自身监管包括食品企业生产环境(

内部专项整治(原料使用(从业人员培训(内部安全
条例规章等内容 ) &* "社会主体监管则是指大众传
媒(消费者投票(第三方检测机构和行业协会监
督等 ) %* ’

9"结果
9@!"基于指标的监管评价模型

运用 BqI‘L!!@# 对 93) 篇文献中选取的自由节
点进行覆盖率分析和聚类分析"检测各自由节点与
其上层树状节点相关性 ) !#*#见表 !$’ 结果显示 93)

篇文献参考点最多的依次是监管技术(法律法规(

风险控制(追溯机制(从业培训(生产环境(消费者
投票等"表 ! 中参考点既表示自由节点提取时参考
的资料数"也代表文献中自由节点的重要性次序&
覆盖率指材料来源在节点处编码的百分比"是词频
与文章长度的比值’ 表 ! 显示监管技术的覆盖率为
!&@$!7"风险控制的覆盖率为 &@9!7"追溯机制的
覆盖率为 )@#87"以此类推’ 聚类分析中自由节点
与其上层树状节点间线性关系用 4QHKOL1 相关系数
表示"4QHKOL1 相关系数$ #@& f!@# 为极强相关"
$#@$f#@& 为强相关"$#@8f#@$ 为中等程度相关"
$#@9f#@8 为弱相关"$#@#f#@9 为极弱相关或无

相关"表中专项整治与经营主体监管之间的 4QHKOL1
相关系数为 #@8%9"表明两者间有中等相关性"大众
媒体曝光与社会主体监管之间的 4QHKOL1 相关系数
为 #@$#!"表明二者间有强相关性"以此类推 ) !!* ’

表 !"树状节点(自由节点(参考点(覆盖率及 4QHKOL1

相关系数

6ĤJQ!"6KQQ1LSQ" FKQQ1LSQ" KQFQKQ1EQ_LI1>"EL‘QKHMQ

KH>Q" H1S 4QHKOL1 ELQFFIEIQ1>

树状节点
自由节点
#元指标$

参考
点

编码
单词数

覆盖率
,7

4QHKOL1
相关系数

政府主体

经营主体

社会主体

机构设置 !% 3$$ 9@($ #@#98

人员素质 % !$8 #@&& #@##9

监管技术 )& 3 983 !&@$! #@#(%

法律法规 8) %!9 $@!9 #@83)

司法执法 98 (9& 9@3! #@838

信息平台 9! $)9 8@9) #@8(8

风险控制 8$ ! 3$8 &@9! #@3$)

信用体系 ) )3 #@3! #@38!

市场准入 !( 9() #@%& #@3&%

追溯机制 3% ! 3&( )@#8 #@3)#

宣传教育 98 $(! 3@%# #@98%

生产环境 9( )!% 8@&3 #@(!$

专项整治 ) !3% #@)& #@8%9

原料使用 !& 8)# 9@39 #@89!

从业培训 38 $(! 3@&) #@(3)

安全条例 % !8% #@%% #@89%

大众媒体曝光 !$ 389 !@33 #@$#!

消费者投票 9( 8$# 3@(9 #@3$)

第三方检测机构 !8 99$ !@9% #@()&

行业协会监督 & !#! #@%( #@3$!

""将 93) 篇原始文献作为 BqI‘L!!@# 中材料来源
的内部资料"依据自由节点和其上层树状节点间相
关关系构建基于元指标的食品安全监管评价模型
图#见图 !$’ 图中自由节点与其上层树状节点间相
关性用 4QHKOL1 相关系数表示"专项整治(原料使
用(从业培训(安全条例(生产环境与经营主体监管
间的相关性分别为 #@8%9( #@89!( #@(3)( #@89%(
#@(!$"表明这 ( 个自由节点与其上一层树状节点经
营主体均有中等相关性"以此类推’ 模型中元指标
储存在 93) 篇原始资料中"并作为外界环境的客观
反映决定现阶段食品安全监管评价的方向和特征’

元指标间相互协同"对各食品安全监管主体行为和
意识产生影响"元指标所包含的内在认知构成了食
品安全监管评价单元’ 各指标间既相对独立又彼
此关联"组成了复杂的食品安全监管评价指标评价
体系’ 该评价体系可以追踪特定指标"发现诸多指
标如何进行自我演变(如何引起人们行为和认知的
变革以及解释和理解人们如何运用这些指标特质
提高社会食品安全监管能力’

模型显示"虽然监管技术(人员素质和机构设
置是重要的参考点"也有较高的覆盖率"但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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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基于指标的食品安全监管评价模型
.IMRKQ!"X1SQc2̂HOQS Q‘HJRH>IL1 ALSQJLFFLLS

OHFQ>WKQMRJH>IL1

评价体系中的关系微弱’ 这并不意味着三者在评
价体系中可有可无"相反"这意味着目前我国监管
技术(人员培训和机构设置方面比较成熟和完善"
社会不再给予过多关注’ 而大众媒体则在食品安
全监管中处在较为明显的位置"意味着食品安全事
件的发生和进展与媒体介入密切相关"同时食品安
全与企业自身的原料使用(生产环境(从业培训(内
部专项整治和安全规定相关"需要政府相应的法律
法规和司法执法的有效介入(第三方机构的密切配
合和食品安全信息的及时公开’ 除此之外"还需要
加强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和风险防控机制"完善市场
准入机制和食品追溯机制"通过充分的宣传教育让
消费者实现对安全食品的自主选择’ 可见元指标
与外界环境协同交互"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各监管
主体监管能力的认同和接受程度"另一方面不断固
化多元主体协同监管这一理念"进而使社会逐渐自
觉接受或形成多元主体食品安全监管共治模式’
9@9"评价指标模型的现实验证

元指标提取过程是原始资料的价值聚集过程"
而指标实践过程则是将提取的元指标还原于食品
安全监管实践"验证元指标是否真实存在于监管实
践中"以判断评价指标与食品安全监管实践的吻合
度’ 具体对照结果如下%
9@9@!"食品安全监管基础硬件建设趋于成熟

在技术层面"目前我国食品检测技术不仅局限
于有毒物质"而且能够对食品化学成分(添加物(辅
料及微生物菌群等准确检测’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
展"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技术在食品检测中均有不
同程度的运用"包括液相色谱(分子生物学(酶联免
疫等技术"极大地提高了检测的准确性"这充分说

明我国在监管技术层面日趋成熟 ) !9* ’ 在人员培训
和机构设置方面"9##% 版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二
条(-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9#!( 版-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二款
均有对食品从业人员素质和业务方面的规定"并且
各级组织内部均单独设立专门食品安全管理机构"

可见关于监管技术(人员素质和机构设置配套较为
成熟完善的推断与事实相符’
9@9@9"食品安全监管软环境构建取得长足发展

/三聚氰胺0事件(/瘦肉精0事件(/苏丹红0事
件(/明胶0事件(/地沟油0事件等近几年发生的具
有较大社会影响的食品安全案例均和食品企业违
规滥用食品添加剂(生产环境不合格(内部专项整
治和安全意识不到位有关’ 事件均是在大众媒体
的跟进下进一步推动相关部门的持续介入"以这些
食品安全重大事件为契机"直接或间接推动了食品
安全监管相关立法(司法和执法的不断完善’ 在外
部的强约束下"食品企业日渐注重自身原料使用(

生产环境(从业培训(内部专项整治和安全规定"相
应的第三方市场也不断得到孕育和发展’
9@9@3"信息公开下的食品安全监管网络建构备受
关注

信息不对称一直是导致现实食品安全问题的
一大痼疾 ) !32!$* ’ 当消费者无法识别食品质量信息
时"食品生产厂商的机会主义倾向将导致食品质量
安全供给不足"市场会出现一个低质量水平的均
衡 ) !)* "所以仅用市场经济机制不可能提供最适宜的
安全食品"公共规制#政府监管$作为一种替代机制
在理论和实践中成为食品安全的重要保障’ 各国
的食品安全监管经验表明"卓有成效的食品安全监
管虽然不是培育良好食品安全格局的充分条件"却
是遏制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必要条件 ) !&* "国外发展
成熟的新规制经济学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框
架 ) !("!%* ’ 政府监管在资源分配中的效果和如何考
量政府的最优执法以及/谁来监督监督者0一直是
政府监管中的突出问题’ 对此"监管制度安排需要
考虑相关方的互动"食品安全监管的目标模式应是
政府监管(社会组织监管(消费者监管等多种机制
并列存在的复合体 ) 9#* "因此"多元主体食品安全监
管应运而生并不断深入"相应风险防控机制(市场
准入机制和食品追溯机制等机制建设一步步提上
日程"信息公开和提高消费者自主选择能力成为实
现食品安全监管目标的最终归宿’

3"讨论
本研究通过 \Q̂ LF-EIQ1EQ数据库收集原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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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利用 BqI‘L!!@# 软件提取自由节点(提炼树状节
点等方式尝试从整体上解释和归纳一种可行的食
品安全评价模型"并在现实中验证评价模型的内在
逻辑和可靠性’

研究发现"食品安全监管仅靠政府单一主体无
法有效实现"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元主体的相
互协同&多元主体食品安全监管力量的有效协同"
既要有合理的组织结构"又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
食品企业作为食品供应链中的关键环节"其主体责
任落实可以从源头上消除食品安全隐患&消费者(
媒体(行业协会(第三方检测机构等社会主体的广
泛参与不仅对企业食品安全问题有重要监督作用"
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政府部门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有助于促进食品安全问题的社会消解’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务
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启动了大市场监管体系改
革"而食品安全作为大市场监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需要着眼整体"综合考虑政府(企业(社会
等多方因素"整合建构多元主体良性互动的食品安
全监管模式’

本研究是对文本资料的一种建构性解释"观点
不可避免的带有主观性"后续研究需要围绕主要观
点进行访谈设计和实证调研"以进一步验证主要观
点的解释力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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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复工复产"员工健康防护该注意哪些问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 吴尊友’

企业的员工如何做好防护!在食堂就餐不得不摘下口罩!这时候怎么办( 就这个问题而言!对企业员工

来说有几个方面!首先还是症状筛查!包括体温测量%症状了解" 在人员密集的地方或者人多的企业!要戴

好口罩!特别是如果因工作需要带防毒,防尘口罩的话!也能够起到防护作用!戴以前或者取下以后要注意

洗手" 注意劳动场所的通风!最好能够保证洗手的设施!流动水要有保障" 在单位食堂或者在外面吃饭!要

尽量和其他人保持一定距离!如果单位允许!可以变成盒饭!这样可以减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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