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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主要分析我国城乡食品行业和食品安全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研究对策。通过分析我国城乡冷链食

品，超市、商铺和农贸市场食品，智慧食堂，外卖送餐食品五方面的食品行业和食品安全现状，找出城

乡食品安全监管的难点痛点。同时，该文结合相关食品法律法规，以及食品科学与工程暨食品安全专业

知识，探究我国城乡食品安全监管对策。该文研究旨在引起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更多关注，并为相关部门

提供相关信息，以便全面加强食品安全的监管，共同建设我国城乡健全的食品安全体系，促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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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food industry and food 
safety in Chinese urban and rural area, research on countermeasures. By analyz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food industry and food safety for cold chain food, supermarkets, shops, food at far-
mers’ markets, smart canisters and takeout food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the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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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ain points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re identified.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combines relevant food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food science and engi-
neering and food safety expertise, to explore urban and rural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counter-
measures. This study aims to arouse more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on food safety, and provide re-
levant information for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 the su-
pervision of food safety, and jointly build our country’s perfect food safety system in urban and 
rural area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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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时代的不断发展带动了各行各业的兴起和快速发展，并伴随其安全问题，其中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

大众关注的焦点。食品安全关乎人的身体健康，各个地方的食品安全政策有所异同，但其宗旨均为保障

人类的食品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安全法》) [1]已于 2009 年 2 月 28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并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四次会议修订。保障食品安全关系每个消费者切身利益。制订与修订《安全法》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高度重视。修订《安全法》草案重点作了以下完善。一是对生产、销售和餐饮服

务等各环节实施最严格的全过程管理，强化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完善追溯制度。二是建立最严格的监

管处罚制度。对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构成犯罪的，依法严肃追究刑事责任。加重对地方政府负责人

和监管人员的问责。三是健全风险监测、评估和食品安全标准等制度，增设责任约谈和风险分级管理等

要求。四是建立有奖举报和责任保险制度，发挥消费者、行业协会和媒体等监督作用，形成社会共治格

局。会议决定，修订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2]已于 2009 年 7 月 2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57 号公布，并

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国务院第 42 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2019 年 10 月 29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

院令，公布修订后的《条例》，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条例》共 10 章 86 条。食品安全是民生

工程，2015 年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的实施，有力推动了我国食品安全整体水平提升。在《条例》的

细化和规范下，《安全法》的落实得到保证，从而促进我国城乡食品安全继续往强化监管、完善风险监

测与标准等基础性制度和落实生产经营者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和完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等方

面全面规范方向发展。2020 年 10 月 14 日，习近平主席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也提到，解决食品安全等问题，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和安全感更有保障

[3]。在国家的重视下，随着社会发展，城镇化提高，人民文化与生活水平提升，食品安全逐步得到保证，

但依然存在各种食品安全的难点痛点或者新问题。例如冷链食品方面的管理运输体制以及存在的问题，

农贸市场食品监管，甚至于新型模式智慧食堂与食堂智能化监控，消费者对此种新型模式的认知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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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以及外卖送餐的监管，都需要找到解决方法。不仅法律上有规范，还要有“最有力的举措”和“最

坚决的行动”，才能为“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航。下面就此进行分析，并研究对策。 

2. 冷链食品 

食品冷链是指易腐食品从产地收购或捕捞之后，在产品加工、贮藏、运输、分销和零售、直到消费

者手中，其各个环节始终处于产品所必需的低温环境下，以保证食品安全，减少损耗，防止污染的特殊

供应链系统[4]。在这个漫长的加工运输过程中，每一个过程都需要食品部门做好质量保障措施，否则都

有可能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我国城乡冷链物流市场规模快速增长，生鲜电商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我国城乡

农产品、冷链食品的产地、加工地和消费市场的重塑。诸多因素推动下，我国城乡冷链需求正在快速增

加，进而推进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自 2015 年国家层面提出实施城乡冷链物流基础设施补短

板的要求后，我国冷链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根据中物联冷链委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

委员会(简称“冷链委”，CCLC)数据显示，2019 年全国冷库总量预计约 6052.5 万吨，新增库容 814.5 万

吨，同比增长 15.56%。截至 2019 年 11 月，全国冷藏车市场保有量为 21.27 万台，较上年增长 3.27 万台，

同比增长 18.16%。其中 1~4 月份冷藏车市场销量大幅上扬，进入 5 月份，由于 5.21 大吨小标问题的曝光

和治理，蓝牌轻卡冷藏车销量有所影响，不过 10 月份之后冷藏车市场整体回升。冷链物流中冷链运输是

一大关键，近年来冷藏车的销量不断上升，冷链运输的效率不断提高，安全效果逐渐完善。为了推动港

口冷链物流的发展，我国主要港口陆续建设海港冷链物流中心，实现货品到港，快速检验，保障冷链不

断链，有效弥补我国港口冷链物流的短板。目前我国港口冷链物流基础设施主要集中在上海港、大连天

津港、青岛港、宁波舟山港和深圳港，其他港口的冷链物流设施建设也在快速推进中[5]。但是目前食品

冷链发展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还没有形成整体的冷链体系。2021 年 10 月 17 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在官网发布消息称，在对青岛新冠肺炎疫情溯源调查过程中，从工人搬运的进口冷冻鳕鱼的外包装阳

性样本中检测分离到活病毒[6]。这是国际上首次在冷链食品外包装上分离到新冠活病毒，并证实接触新

冠活病毒污染的外包装可导致感染。这也再次说明，冷链食品风险监测工作务必高度重视，不可松懈。

为保障群众食品安全，规范冷藏冷冻食品监管，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和食品安全保障工作。冷链食品全程

需要控制产品处于必要的低温条件下，而有部分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对部分产品不制冷运输，也有些企

业没有及时对冷链运输车设备进行检查更新，造成制冷失败或不足，而在此过程中有些产品质量或许就

失去了保障。为避免货车空跑，出现冷链运输车辆混合使用的情况。一些县城市场的食品冷链运输率低，

为降低运输成本，冷藏运输车辆常常混合使用，部分冷藏车存在单程拉生鲜，返程拉百货的现象。在这

种混合使用过程中，如果未能对冷冻库和冷冻冷藏车辆等场所进行有效消杀，或所运输的普通货物微生

物较多，则存在交叉污染和影响冷冻货物品质的风险。而且部分经营者经营的进口冷藏冷冻品也没有消

杀记录。冷链物流基础设施不足，造成冷链食品的“断链”现象。现有冷链物流企业少，企业发展缓慢，

经销规模小，服务标准不统一，特别是乡镇和农村一级，农产品采集后，未能及时进行存储，鲜活产品

的储存和运输无法通过冷链设施有效衔接，“农产品上行”货损货差比较大。由于企业对冷藏车和冷链

仓储等寄递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生鲜农产品公路运输的冷藏运输量偏低。玉林市市场监管部门反映，

有 80%左右生鲜农产品仍在常温下流通，腐损率达 25%以上；冷藏运输率只有 20%左右，在冷链储藏、

运输和销售等环节存在“断链”现象。这种生鲜农产品高腐损率亟待通过加强冷链覆盖等方式进行改善

[7]。目前冷链食品不断发展，但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先规范市场管理体制，可

以出台相关政策，加大对冷链物流行业的扶持制度，严格实施生鲜、冷鲜和冻鲜农产品采集后的储存和

运输全程监控与质量、鲜度追溯制度，推动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衔接，推行冷链产品温度湿度全程监控

和全程追溯。同时，需要提高企业食品安全意识，可以出台相关奖惩政策，奖励优秀冷链食品管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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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不注重细节和忽视食品安全的不法企业，推动冷链食品不断完善，保障食品安全[8]。 

3. 超市、商铺和农贸市场食品 

目前，我国城乡超市、商铺和农贸市场食品安全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几种不符合要求的情

况。 

3.1. 乡镇食品加工规模与规范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人们消费食品的习惯逐渐由初级农副产品为主向加

工食品过渡，即加工食品消费占食品消费总量的比重越来越大。食品相关产品中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

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和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限量规定和食品加工过程都有严格

要求。而在食品加工过程中，因乡镇加工设备、加工工序与加工技术落后，以及生产加工企业未能严格

按照上述工艺要求和食品安全标准操作(例如：微生物杀灭不完全导致病原微生物大量繁殖，超量使用、

滥用食品添加剂或在食品中非法使用非食品添加剂等)，从而产生食品安全问题[9]。 

3.2. 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和用量 

城乡食品安全中有关食品添加剂的问题层出不穷，超量使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现象时有发生。如 2015
年苏诚食品有限公司滥用牛肉膏使猪肉摇身一变成牛肉[10]，糖精钠代替绵白糖生产甜馒头[11]，以及卤

鸡爪中加苯甲酸钠以防腐，凡此种种均导致食品安全问题。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国际上先后组织成立

了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和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CCFA)，集中研究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

问题，制定食品添加剂相关标准和检测方法。我国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规则应遵从肯定列表制，列入

目录表的物质才可作为食品添加剂来使用。食品添加剂有它使用的范围和用量。生产厂家在食品加工中

要严格遵守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12]中没有

规定的食品添加剂，不允许在该食品中使用，某种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不包括的食品品种，不允许在

该食品品种使用这种食品添加剂。同时还需注意使用规则，使用范围，及最大使用量或残留量。不合理

和违法使用色素和添加剂，以及加工场地的环境严重污染等等都将产生加工过程的污染，影响食品安全，

严重的将形成有毒食品。 

3.3. 与食品安全、营养有关的标签、标识和说明书的要求 

完整的食品包装标签还没能完全实现。各超市、商铺和农贸市场等售卖食品等商品包装要求须审核

过关，例如商品包装标签上须有食品营养成分表(豁免标注的商品除外)。若包装上没有营养成分表的生产

厂家，则商品必须按照《GB28050-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13]的规定加贴营

养成分表。其中豁免标注的商品明细包括以下几种情况：关于生鲜食品,是指预先定量包装的、未经烹煮、

未添加其它配料的生肉、生鱼、生蔬菜和水果等，例如袋装鲜(或冻)虾、肉、鱼或鱼块、肉块和肉馅等。

此外，未添加其它配料的干制品类，例如干蘑菇、木耳、干水果和干蔬菜等，以及生鲜蛋类等，也属于

本标准中生鲜食品的范围。但是，预包装速冻面米制品和冷冻调理食品不属于豁免范围，例如速冻饺子、

包子、汤圆和虾丸等。关于乙醇含量 ≥ 0.5%的饮料酒类。酒精含量大于等于 0.5%的饮料酒类产品，包

括发酵酒及其配制酒、蒸馏酒及其配制酒以及其他酒类(如料酒等)。上述酒类产品除水分和酒精外，基本

不含任何营养素，可不标示营养标签。关于包装总表面积 ≤ 100 cm2 或最大表面面积 ≤ 20 cm2 的预包装

食品，产品包装总表面积小于等于 100 cm2或最大表面面积小于等于 20 cm2的预包装食品可豁免强制标

示营养标签，但允许自愿标示营养信息。这类产品自愿标示营养信息时，可使用文字格式，并可省略营

养素参考值(NRV)标示。但是，食品加工企业集中生产加工、配送到超市、商场、连锁店和零售店等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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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预包装食品，应当按标准规定标示营养标签。关于包装饮用水。包装饮用水是指饮用天然矿泉水、

饮用纯净水及其他饮用水，这类产品主要提供水分，基本不提供营养素，因此豁免强制标示营养标签。

对饮用天然矿泉水，依据相关标准标注产品的特征性指标，例如偏硅酸、碘化物、硒和溶解性总固体含

量以及主要阳离子(K+、Na+、Ca2+、Mg2+)含量范围等，不作为营养信息。 

3.4. 食品生产经营过程的卫生要求及经营许可证 

超市、商铺和农贸市场的食品安全卫生问题也不少，主要涉及食品质量是否合格再售卖，以及售卖

环境不卫生导致食源性疾病和群体生物中毒频率升高。同时，超市、商铺和农贸市场也存在没有经营许

可证，以及违法经营等问题。尤其是，我国各城乡农贸市场分布广，数量多，在这些农贸市场中，各种

农产品应有尽有，而农产品的丰富也推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尽管农贸市场有丰富的农产品，但是各种商

贩之间同时也存在非常多的无序竞争，农贸市场环境较差，治安管理不良等都会影响市场的正常运作，

因此必须重视规范农贸市场食品安全监督，采用正确的监督方法进行监督，提高农贸市场食品安全监管。

目前，农贸市场食品安全监管难点主要是农产品进货渠道不好把握，有些产品在农贸市场中的许多货物

都是小作坊生产出来，难以进行大规模生产。有一些蔬菜水果等从农户直接收取，未经过检测环节，质

量不能保证，因此也产生了一些食品安全问题。 

3.5. 食品检验方法与规程 

食品检验的指标主要包括食品的一般成分分析、微量元素分析、农药残留分析、兽药残留分析、霉

菌毒素分析、食品添加剂分析和其他有害物质的分析等。根据被检验项目的特性，每一项指标的检验对

应相应的检验方法。 
除传统的常规分析方法外，仪器分析方法逐渐成为食品卫生检验主要的手段，包括分光光度法、原

子荧光光谱法、电化学法、原子吸收光谱法、气相色谱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法等。以上检验方法按照检验

项目，大致可以分为无机成分分析方法和有机成分分析方法[14]。 
目前，上述检测方法还不能满足现场快检要求。日常生活中超市、商铺和农贸市场中的食品在农贸

市场食品中占比比较高，但由于快检时间长，过程复杂，在检测过程中，大量食品已经对外销售，不能

保证购买者的健康安全。 
综上所述(3.1~3.5)，市场监管人员需要按以上要求严格把关超市、商铺和农贸市场对食品售卖情况，

才能保证食品安全，让人民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只有加强检查力度，才能保证流入市场食品安全。 

4. 智慧食堂 

食堂普遍是窗口排队选餐，耗费时间较长且排队拥挤，用户体验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食堂经营方

面，由于食堂就餐人数不固定，在准备菜品时只能按照经验备餐，容易造成菜品的浪费，增加运营成本；

在商品出入库中采用人工统计，采购管理不够规范；财务数据和库存数据等无法实时记录统计；用户对

菜品缺乏满意度反馈评价机制，导致无法及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的处理。针对上述种种问题，智慧

食堂管理系统顺势而生，从而促进传统食堂的智能化、信息化和数字化改造[15]。 

4.1. 系统介绍 

智慧食堂系统能够为各类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高校、医院及大型团餐服务集团提供全新的“移

动互联”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帮助企业摒弃传统餐饮管理弊端，挖掘“移动互联”管理精髓，直达运

营管理核心，由内而外打造理念超前和技术先进的互联网团餐。智慧食堂系统迎合“移动互联”时代潮

流，创新打造便捷的食堂订餐模式，可实现精准备餐/采购、杜绝浪费/腐败、加强员工和食堂的互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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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员工就餐体验和食堂服务水平。同时智慧食堂具备强大的管理功能，不仅包括采购、成本、库存、报

表、人员权限和饭卡管理等基础食堂管理功能，还有高端的食堂总部管控能力，能满足所有类型和规模

的食堂管理需求。 

4.2. 应用实例 

应用实例 1：8.55 元可以吃到一顿什么样的中饭？白煮对虾 26 克、2.6 元；虎皮鸡爪 43 克、2.4 元；

西红柿炒蛋 110 克、1.98 元；蒜蓉高山菜 45 克、1.08 元；米饭 165 克、0.49 元，合计 8.55 元。 
位于温州大学学生公寓 C 区的亿源智慧餐厅，一名温大学生给自己精心挑选了以上的“自助餐食”，

精准到克[16]。 
应用实例 2：用 11.86 元能吃到一顿怎样的午餐？ 
净炒三色(芹菜、红萝卜、鱼板) 65 克、2.05 元；蒜香拌西兰花 60 克、2.14 元；蜜汁叉烧 40 克、4.67

元；黑椒鸡扒 20 克、2.10 元；米饭 150 克、0.90 元，合计 11.86 元。 
同样，位于岭南师范学院雷阳区田径场对面的新泽园智慧食堂，一位学生也为自己精心挑选了以上

的“自助餐食”，精准到克。 
虽然精准到克的确可以解决一些打饭阿姨手抖的现象，但是于此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在学校实

行“智慧食堂”时尤其需要注意适用对象为学生，面对智慧食堂的发展，菜价的设置不宜太高，否则普

及度可能达不到预期目标，最终的结果也只会以失败创新告终。 

4.3. 智慧食堂的变革 

实现“打菜不排队、结账不排队”。 
用餐者在餐厅门口拿餐盘和一个带二维码的托盘，再用手机微信或者支付宝扫描二维码完成首次绑

定，接下来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挑选了。 
每个菜品旁边都有一个手掌大小的液晶显示屏，托盘放在感应区内，夹菜之后，显示屏就会显示对

应的菜名、重量和价格等信息。用餐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增加或者减少。用餐者打好了饭菜，直接在

餐厅内找位置坐下来用餐，15 分钟内，系统会根据你选择的菜量和菜价，自动结算这一餐的费用，完成

无感支付。 
精准到克和无感支付的实现，关键在于餐厅有一套智慧系统。精准到克是通过“算法”来实现的，

用餐者夹菜的时候，自动称重系统会根据原重量减去现有的重量，计算出拿走的菜量，再乘以菜价，就

可以算出单个菜品的费用。无感支付功能则是基于微信和支付宝“免密支付”，使得打菜和结账时不再

需要长时间排队，大大提升了用餐的体验。 
尤其是在疫情影响下，这套系统可以减少人员聚集现象。一方面用餐者无需排队，另外一方面餐厅

现场服务人员大大减少(如只有 3 人)；而传统食堂仅打菜饭的师傅就不少。此外，采用智慧系统后，餐厅

内如果某个菜品的量不多了，后台数据实时反馈到后厨，服务人员视情况及时对其补充。 

4.4. 以克计算有助于健康膳食管理 

精准到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支付，更重要的是健康膳食。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 [17]，成年人每天一般应摄入盐 < 6 克，油

25~30 克，奶及奶制品 300 克，畜禽肉 40~75 克，水产品 40~75 克，蛋类 40~75 克，蔬菜类 300~500 克，

水果类 200~350 克，谷薯类 250~400 克，水 1500~1700 毫升。这被称为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 
在智慧餐厅，每天可以提供多个大类和上百道菜品供选择，用餐者可以自主搭配每餐摄入的食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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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甚至还针对健身人士推出了轻食系列。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健康膳食管理，饮食的摄入控制非常重要，

他们这套系统可以让大家更为准确地了解和把握自己各类食物摄入的情况，可以有意识地调节自己的饮

食。 

4.5. 自发“光盘”减少厨余浪费与污染 

同时，普通餐饮对供餐数量估计错误，造成剩余大量食物，有黑心后厨可能继续供给隔顿饭或者隔

夜饭，存在食品安全隐患，而智慧食堂可以减少这种情况，降低食品安全隐患[16]。 
精准到克计算费用智慧模式应用的另外一个意外收获是越来越多的“光盘”现象。传统食堂按菜品

计算价格，品种少，而且菜量多少往往是看食堂师傅。精准到克计算费用智慧模式应用之后，用餐者就

会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精细化选菜，可以大大减少浪费现象。 

4.6. 前景分析 

智慧食堂管理系统面向人流量大的企事业单位及学校食堂，以现代物联网和云计算技术为基础，结

合视频智能分析和无线传感网的应用，实现食堂收银自动化、厨房操作透明化、成本核算科学化、物业

服务智能化和健康管理个性化，提升大中型食堂后勤服务水平，打造健康食堂新理念。智慧食堂管理系

统能够大大提高员工的就餐效率和节省就餐排队时间，帮助用户充分节省好每一分每一秒。同时屏幕上

的营养数据分析界面，可以清晰为用户展现各类营养参数，协助用户更好的把握饮食，保障身体健康。

应用智慧食堂管理系统不但提升了传统食堂的形象，也为经营方节省了资金，是经营方与消费者共赢的

好模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智慧食堂管理系统会越来越流行。 

5. 外卖送餐食品 

食品安全问题是关乎民生的大问题，不容忽视，外卖食品也不该成为食品安全问题整治的“留白”。

近年来，在互联网的大力推动下，外卖送餐逐渐深入大众，越来越快捷方便，外卖大平台如美团和饿了

么等，已被众人所熟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第三方平台逐渐打入该市场，但相继而来的也

产生不少问题，比如第三方的介入，使得卖家和买家之间的关联不够直接，有些外卖运输效率不够高。

有时候线下几分钟买家和卖家就能直接解决的问题，因为有了第三方的介入，卖家和第三方平台的相互

推托，导致买家的问题不能得到及时的反馈和解决，造成买家不好的体验。有些第三方为了自己的利益，

加大竞争，放低了对一些商家的门槛。平台管理监督制度太低，自然造成不良的局面，如有些不法商家

缺乏正规的生产经营许可证，有的使用过期的生产经营许可证，有的甚至伪造证书，生产不合格的食物。

而很多消费者亦仅仅是看了商家和平台的介绍，即根据需要下单了，根本没有考虑买到的外卖食品是否

合格，甚至是否对于人体健康有危害。 
另外，在外卖送餐包装方面，也有不少新闻媒体报道其存在卫生问题，比如在 2016 年和 2017 年的

“3.15 消费者日”里，媒体曝光多家“外卖黑作坊”[18]。这些黑作坊为了确保外卖速度，甚至在前一天

就包装好了食品，当天运送前仅进行简单的加热。而这些食品因为放了大量调味品和香料，吃不出有异

味，但是食品的卫生却令人堪忧。此外，外卖小哥和厨师的卫生健康问题也需要得到重视。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19]，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相关人员必须拥有健康证，但是一些餐厅自己招募的

送餐员和厨师并未办理健康证即已上岗，若这些工作人员携带传染性疾病病毒，那么势必会对消费者的

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再者，外卖容器的卫生情况同样应该引起重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送外卖的小

哥可能变过，但是车上装的保温箱倒没变过。保温箱如果不经常清洗，里面会积累越来越多的菜油菜垢，

这些固态的菜油菜垢在保温箱内很容易滋生细菌，菜油菜垢也可能会渗透到外卖食品中，这样外卖食品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22.1211146


苏俊华 等 
 

 

DOI: 10.12677/hjas.2022.1211146 1075 农业科学 
 

就存在了卫生安全隐患[20]。 
筑牢网络外卖食品安全“防火墙”，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安全”，已经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

要命题。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让各个利益相关方都参与进来，聚焦共治共享和线上线下联动，推动生

产经营者自觉履行主体责任、政府部门依法加强监管和公众积极参与社会监督，形成各方各尽其责、齐

抓共管和合力共治的工作格局，促进整个外卖行业的良性发展。 
网络订餐平台一头连着商家、一头连着消费者，守护食品安全责无旁贷。平台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

充分发挥“以网管网”优势，严格落实审核和监管责任，主动采取食品安全保障措施，努力为外卖食品

上好“安全锁”、系好“安全带”，确保食物安全卫生地送到消费者手中。 
作为食品生产者，入驻商家是确保外卖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要强化诚信自律，不仅在源头上抓

好食材安全，还应完善企业内部质量控制，确保生产经营过程持续合规。同时，入驻商家要做好网络订

餐食品安全管理，提升网络订餐食品安全水平，让广大消费者“点得放心，吃得安心”。另外，消费者

也应积极行动起来，一方面尽量选购有品牌的外卖，另一方面遇到不安全的食品要勇于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不给“黑心”外卖可乘之机。 
保障互联网餐饮安全，必须实施严格监管。市场监管部门应聚焦外卖全产业链，实施全链条食品安

全综合监管，严防严管严控食品安全风险，着力完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规则与机制，督促平台和商家落

实主体责任。同时，加快健全以“双随机、一公开”[21]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和以信用监管为

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对食品安全问题坚持“零容忍”，严惩重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守住食品安全。 

6. 结语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国各方面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规则与机制，都应该努力完善。继续

探究冷链食品方面的管理运输体制以及存在的问题，以及商家、企业和国家等如何对待这种局面，农贸

市场食品监管，甚至于新型模式智慧食堂与食堂智能化监控，消费者对此种新型模式的认知和接受程度，

乃至线上的快餐送餐，同样少不了食品监管，以上内容都无不与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挂钩，

新型模式的兴起更是为乡村振兴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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