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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是保障人民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课题，也是国际公共卫生领域的关注焦点。本文以

CNKI数据库中2013~2022年338篇核心及以上文献为样本，通过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我国食品安全

风险治理的研究现状与研究热点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发文量呈现线性增长态势，

受到国家政策和社会关注的推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领域的研究主题十分全面，涵盖了食品安全风险的

识别、评估、管理、交流等各个方面，以及政府、企业、消费者等不同主体的角色和责任。未来应更加

注重基于大数据和数字化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模式，以及供应链管理维度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方法，构

建更加完善和高效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为推进我国“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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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safety risk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safeguarding people’s health and social 
stability, as well as a focus of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health. This paper t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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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core and above literature from CNKI database from 2013 to 2022 as sampl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search hotspots of food safety risk management in China by using CiteS-
pace visualization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food safety risk 
management research shows a linear growth trend, driven by national policies and social atten-
tion; the research topics in the field of food safety risk management are very comprehensive, cov-
ering all aspects of food safety risk identification, assessment,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etc., 
as well as the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different subjects such as government, enterprises, 
consumers, etc. In the future,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food safety risk management 
model based on big data and digitalization, as well as the food safety risk management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o build a more complete and efficient food 
safety risk management system, and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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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食品安全风险通常指食物中有害物质对人或环境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和程度，食品供应链体系的各个

环节都可能存在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这些因素会沿着供应链体系传播并直接或间接地导致食品安全风

险，这是世界共同面临的重大难题[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世界每年有 6 亿人因食用受污染的

食品而患病，并有 42 万人死亡，造成 3300 万健康生命年损失(残疾调整生命年) [2]。 
近年来，我国也出现了“土坑酸菜”等食品安全危机事件，食品安全风险形势变得尤为严峻[3]，食

品安全风险问题亟需解决。2022 年 3 月 15 日晚，央视 315 晚会曝光了湖南岳阳多家酱菜生产企业使用

“土坑酸菜”作为原料，生产环境恶劣，防腐剂超标，存在食品安全隐患。这些酸菜被用来为一些知名

品牌代加工酸菜制品，如康师傅、统一等方便面企业的老坛酸菜包。事件曝光后，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

响和关注。涉事企业被当地监管部门查封，开展执法调查。与涉事企业有合作关系的品牌纷纷发表声明，

道歉，取消合作，封存或下架相关产品。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也迅速下架“老坛酸菜方便面”相关产品。

湖南省食安办决定对“3·15 酸菜案”进行挂牌督办，市场监管总局派督导组赶赴湖南开展行动。 
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完善

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的重要部署，作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树

立大食物观”等决策部署。这些重大决策和重要安排也为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指明了前进方向，增强了奋

斗动力。 
随着科技进步、现代食品和物流产业的推动，食品安全风险问题逐渐成为我国保障民生的一大挑战，

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情况下，食品安全风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提高，食品安全风险

治理难度也随之增加[4]。学者们对食品安全风险及其治理问题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深入探讨，取得

了一系列代表性成果，但学术界目前仍缺少针对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这一领域系统梳理的文章，而只有通

过对现有研究的全面梳理才能把握研究现状、热点与趋势。基于此，本文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 2013~2022
年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领域相关研究进行可视化研究，分析该领域目前研究现状，探究该领域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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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演化路径，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进一步研究创新提供借鉴创新。 

2. 文献收集与研究方法 

2.1. 文献收集 

本研究致力于厘清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领域的研究现状，在数据库的选择上，基于权威性和代表

性的综合考量，选用以中国知网(CNKI)作为来源数据库进行文献挖掘。考虑到高级检索能更提高检索有

效率，因此本研究以“食品安全风险”“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食品安全大数据”“食品安全风险预警”

“食品安全风险感知”“食品区块链安全风险”为主题词进行检索[5]，涵盖食品安全风险研究中治理背

景、治理主体、治理方法等常见关键词表述[6]，将时间跨度确定为 2013~2022 年，检索后获得文献共 380
条。为确保分析结果的精准度和权威性，本文进一步将检索范围限定在北大核心期刊以及 CSSCI 来源期

刊(含扩展版)内。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经过手动剔除资讯、报纸等非学术论文以及无作者文

献后得到 338 条有效文献，最终构成研究样本对食品安全风险领域地研究现状、热点和未来研究趋势进

行全面分析。 

2.2. 研究方法 

CiteSpace 是一款由陈超美博士开发的文献计量软件，它能够识别科研文献并展示科研的发展趋势和

最新进展。它主要利用共引分析理论(Co-ciation)和寻径网络算法(Pathfinder)等方法，通过绘制各种可视

化图谱来分析学科演化的潜在驱动力和探测学科发展的前沿领域[7]。 
本研究选择 CiteSpace 6.2.R2 作为分析工具，通过发文情况、共被引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聚类

分析等探索分析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领域研究的发展现状，挖掘相关研究热点，通过构建知识图谱对食品

安全风险治理的演化路径与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领域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参考。 

3. 食品安全风险研究文献基本状况 

3.1. 发文量及发文时间分析 

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文献年度发文量趋势来看，2013~2022 年，相关研究发文量基本符合线性

增长态势(如图 1)，年均增长率约为 23.11%，说明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党

和国家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食品安全成为民生问题和政治问题。在此背景下，国内学者对食品安全

风险治理的研究日趋活跃，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为相关基础理论发展和实践提供了支撑。 
根据图 1，我们可以将 2013 年~2022 年大致分为 2 个阶段： 
第一阶段：快速发展期(2013~2018 年)。2013 年，主管食品安全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明确提出

构建企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之后，监管部门

提出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全新理念[8]。2015 年 4 月 24 日，国家出台《食品安全法》，该法明确食品

安全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社会共治，建立科学、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2018 年 3
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启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挂牌成立，标志着食品安全监管进入了新阶段。从发

文数则可以看出，在该阶段，学界对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研究不断增长，尤其在 2016 年研究的文献数量

直接猛增至 41 篇，2017 年下降至正常水平后数量也在逐渐上升。 
第二阶段：稳定发展期(2019~2022 年)。2019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改革加强

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成为我国首份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出台的食品安全工作纲领性文件。随着

以上国家政策的出台，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迈向现代化，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食品安全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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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云等优质平台开始稳步发展，这些平台丰富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领域的发展，也为当下社会食品安全

相关问题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 
 

 
Figure 1. Annual publication trend chart of research literature related to food safety risk governance (unit: article) 
图 1.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相关研究文献年度发文趋势图(单位：篇) 

3.2. 研究作者及研究机构分析 

对样本文献的发文作者进行定量分析，不仅可以探析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领域的主要代表性学者，

也可以了解该领域的研究进程。根据普赖斯定律规定的核心作者群的形成要求，稳定的核心作者群发文

量应占领域全部论文的 50%及以上，计算核心作者发文量的计算公式 max0.749MP NP= ×  ( MP 为核心

作者的发文量下限， maxNP 是指发文最多作者的论文数) [9]。通过对研究作者进行词频统计得到，2013~2022
年间江南大学商学院吴林海教授发表核心文献数量为 4 篇，即 max 4NP = ，经计算得到 1.498MP = ，因此发

表核心文献 2 篇以上的作者即可认定为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对核心作者进一步统计

得到表 1，核心作者共 23 人，共发表核心文献 50 篇，占检索文献总量的 14.79%，以此判定该领域仍未

形成核心作者群。 
 
Table 1. Core authors in the field of food safety risk governance and their number of publications 
表 1.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领域核心作者及其发文量 

序号 发文量(篇) 核心作者 

1 4 吴林海 

2 3 吴永宁、吕煜昕 

3 2 张强、刘春立、程雅晴、刘杨、山丽杰、李栋、刘宇姗、刘翠玲、李敬光、周鹏、

韩世鹤、刘永胜、付云双、万鹏、罗季阳、李立、陈艳、崔旸、侯阳阳、肖革新 

 
使用 CiteSpace，得到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图 2)，节点代表作者，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 2 个节点即 2

个作者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对作者合作网络图谱整体分析，可以看出图谱已形成多个闭环，表明我国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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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风险领域已形成较为稳定的研究团队，其中以江南大学的吴林海团队最为紧密，其核心成员有李

艳云、山丽杰、林闵刚、吕煜昕、浦徐进等专家学者，其团队关于“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作用”和“影

响食品行业社会组织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主要因素”的研究在领域中形成较强的影响力，具有一

定的学术代表性，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领域的发展[10] [11]。但从节点分析可知，节点数

量 N = 230，连线数量 E = 109，网络密度 D = 0.0041，说明作者间有一定的合作关系，但不聚焦，期望

未来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相关的研究者加强沟通合作，以进一步推进该领域的深入研究。 
 

 
Figure 2. Author cooperation network map 
图 2.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核心科研机构在研究领域中同样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因此本研究对样本文献的署名机构进行共现分

析，得到机构合作网络图谱(图 3)。发文数量最多的是天津科技大学，共发表核心文献 10 篇，从合作共

现来看，节点数量 N = 205，节点连线 E = 65，网络密度 D = 0.0031。 
机构合作网络图谱整体呈现出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为中心向外扩散的网状分布，大多数机

构分布零散，机构间的合作关系并不十分紧密，但也有部分高校和机构保持着一定的合作联络，其中高

等院校和国家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研究院及实验室居多，如北京化工大学、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等。

天津科技大学、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和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

心合作较紧密，研究交叉较多，江南大学(商学院、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院与江苏省食品安全研究基地)
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浙江大学合作相对较为紧密[12]。研究实力相对更强的机构之间应该保持紧

密合作，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领域继续深耕，互相交流研究前沿热点，在研究上起到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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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Network map of research cooperation institutions 
图 3. 研究合作机构网络图谱 

4.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热点领域与趋势分析 

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表现文献核心的词或词汇，是对文献主题的高度总结，对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是把握研

究领域核心的基础。运行 CiteSpace，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谱，可知关键词共现节点数量 290 个，连线数量

350 个。通过将文献关键词的频次和中介中心性进行统计，并选取频次排名前 16 的高频关键词(表 2)。 
 
Table 2. High-frequency keywords of China’s food safety risk research from 2013 to 2022 
表 2. 2013~2022 年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研究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首次出现年份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首次出现年份 

1 食品安全 169 0.78 2013 9 数据挖掘 9 0.35 2015 

2 大数据 71 0.78 2015 10 风险评估 8 0.06 2014 

3 风险感知 28 0.77 2013 11 消费者 8 0.29 2015 

4 风险预警 22 0.15 2015 12 影响因素 7 0.1 2013 

5 供应链 16 0.16 2014 13 应用 7 0.03 2020 

6 社会共治 14 0.26 2016 14 食品 5 0.19 2021 

7 监管 12 0.21 2014 15 安全监管 5 0.02 2018 

8 风险治理 11 0.19 2016 16 乳制品 5 0.0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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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词频统计可知研究主题较全面，其中“食品安全”一词出现频次最高，出现 169 次，中介中心

性为 0.78，说明该词与其他关键词基本存在共现关系，其次是“大数据”(71 次)和“风险感知”(28 次)，
中介中心性分别为 0.78 和 0.77，以上结果表明未来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与大数据结合紧密，消费者对食品

安全风险的感知能影响风险治理效果。其次为风险预警、供应链、社会共治、监管、风险治理，分别出

现 22、16、14、12 次和 11 次，验证了前期高级检索时锁定文献的检索词。从以上分析可知，学者们对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相关的治理环境、治理方式、治理部门和社会作用更为关注。此外，数据挖掘、数据

融合等关键词出现频次不高，但中介中心性较高，说明在未来的数字时代，结合大数据进行食品安全风

险治理是重要趋势和切入口。 
 

 
Figure 4. Co-occurrence map of key words in food safety risk research from 2013 to 2022 
图 4. 2013~2022 年食品安全风险研究关键词共现图 

 
关键词共现图谱(图 4)反映出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领域研究的主题十分全面，从政府、企业、消费者等

不同主体进行研究，并且结合大数据、物联网等研究探讨，紧跟时代数字化发展趋势。 

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为进一步探明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的研究热点及演进趋势，使用对数似然率算法(Log-Likelihood 
Ratio, LLR)对关键词图谱进行聚类分析，最终得到关键词聚类图谱(图 5)。聚类谱图中的 S = 0.9777、Q = 
0.8736，说明划分出来的图谱结构显著、聚类高效且结果令人信服[13]。由图谱可知共得到 12 个聚类，

分别为：#0 食品安全、#l 大数据、#2 风险感知、#3 供应链、#4 风险治理、#5 政府、#6 预警、#7 数据

挖掘、#8 风险预警、#9 安全监管、#10 信任、#11 影响因素。 
基于关键词聚类图谱并结合食品安全风险研究热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近 10 年我国学者在食品安全

风险领域的主要议题集中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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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Keyword clustering map of food safety risk research in China 
图 5.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1) 基于大数据和数字化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 
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提高食品安全信息的收集、分析、共享

和应用能力，实现食品安全风险的有效识别、评估、管理和交流，是食品安全风险智慧监管和智慧治理

的新模式。目前，我国已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和应用案例，如：建立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食品安全信息

平台，例如中国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通过整合各类信息资源，为政府部门、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

公众提供食品安全信息查询、追溯、预警等服务。推进“互联网+”监管模式，例如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

见，要求餐饮服务提供者采用透明、视频等方式向社会公众展示餐饮服务相关过程。加强科技创新支撑

力度，例如将食品安全纳入国家科技计划，加强食品安全领域的科技创新；完善舆情监测机制，建立重

大舆情收集、分析研判和快速响应机制。在聚类图中主要表现为#1 大数据和#7 数据挖掘，其中也包含了

“信息”“追溯”“平台”“舆情监制”“数据融合”等关键词。 
2) 基于消费者风险感知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 
我国对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研究旨在探讨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认知、评估、应对和交流

等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对食品安全治理的影响和启示。在此维度上，我国学者借鉴国外的理论模型和测

量方法，对我国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进行了实证研究。学者们采用了 Slovic 模型、Frewer 模型等，

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城市居民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感知差异、信任水平和关注程度[14] [15]。部分学者

还总结了我国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一些特点，如高度关注但低度信任、高度恐惧但低度行动、高

度期待但低度参与等，并探讨了影响因素，如个人因素(如性别、年龄、教育等)、社会因素(如媒体、政

府、企业等)和文化因素(如价值观、信仰等)等[16] [17]。 
3) 基于供应链管理维度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 
食品供应链中各环节的食品安全风险特征、传导机制以及供应链协同、物流创新和信息追溯等均对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具有一定的价值。在供应链食品安全研究维度，我国学者采用 FMEA (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和 ISO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等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我

国农产品、生鲜电商产品和乳制品的质量安全风险及其治理对策[18] [19]。根据《2019 年中国食品安全

发展报告》，我国食品供应链结构复杂，参与主体多元，涉及农业、工业、商贸、餐饮等多个领域，涵

https://doi.org/10.12677/hjfns.2023.123032


陈芸 等 
 

 

DOI: 10.12677/hjfns.2023.123032 266 食品与营养科学 
 

盖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风险。因此学者建议，通过供应

链协同、物流创新和信息追溯等方式，提高食品供应链的透明度和效率，增强食品安全风险的预防和控

制能力。这一系列研究成果推进了供应链上下游各个主体对食品安全的把控和管理。 
4) 基于政府监管维度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 
目前以政府为主导的传统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在实际中存在着重复监管与执法等问题[20]，食品质量安

全监管本质上是政府与食品生产经营者之间的博弈过程，政府监管的有效性取决于不断降低监督检查成

本、降低败德行为的额外预期收益以及加大对违规的惩罚力度[21]。因此在加大政府监管力度的同时，未

来还需要完善监管体系，充分落实监管任务，合理分配监管资源，扎实做好监管工作，稳步提高食品安

全监管效能。 

4.3. 关键词突现分析 

对样本文献进行关键词突现分析，可用于探索食品安全风险研究主题的研究趋势。根据提取的 10 个

突现关键词(图 6)，以 2018 年为时间界限将研究大致分成两段。2018 年以前学者主要关注的研究点包括

食品安全风险影响因素、风险感知、风险控制、消费者、社会组织、风险交流、风险评估，其中大多为

关于对风险的初步感知、界定和控制。2018 年后的主要关注点转向安全风险、应用、供应链等，表明学

者开始逐渐将研究方向转移到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治理途径、方式和技术手段等。 
 

 
Figure 6. 2013~2022 keyword emergence map of food safety risk research 
图 6. 2013~2022 年食品安全风险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 

 
根据突现图谱(图 6)可知，研究方向的趋势和我国经济环境变化和政策风向有极高的关联度。2021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严格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加强和改进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完善食品药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探索

建立食品安全民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深入实施食品安全战略等。随后，食品安全标准、供应链管

理、冷链物流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受到关注，并在 2021 年保持稳定的热度，这些方面对于弥补不同地区、

不同类别食品安全要求不一致的问题，提升食品安全监管效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 2020 年后，我国学

者对食品安全风险的研究逐渐转向供应链和冷链物流等[22]。 
由于关键词凸显具有一定的延续性[23]，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学者可以着重从供应链着手进行食品

安全风险治理研究，并强调实际应用，积极响应国家政府在食品安全方面的战略部署，将理论研究成果

运用到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和治理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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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研究未来展望 

5.1. 结论 

本文对 2013~2022 年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领域相关研究进行可视化研究，分析该领域目前研究现状，

探究该领域的发展态势及演化路径，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1)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发文量呈现线性增长态势，表明该领域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受到国家政

策和社会关注的推动。从发文时间分析可以看出，2013~2018 年是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的快速发展期，

主要受到《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和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影响；2019~2022 年是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的稳

定发展期，主要受到《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的指导。 
2)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作者和机构合作网络尚未形成稳定的核心群体，合作关系不够紧密，期望

未来加强沟通交流和协同创新。从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可以看出，目前基本只有江南大学的吴林海团队形

成了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其他作者之间的合作较为零散；从机构合作网络图谱可以看出，目前只有天

津科技大学、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和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形成了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其他机构之间的合作较为分散。 
3)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表明，该领域的研究主题十分全面，涵盖了食品安

全风险的识别、评估、管理、交流等各个方面，以及政府、企业、消费者等不同主体的角色和责任。从

关键词共现图谱可以看出，“食品安全”是该领域最核心的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从关键词聚类图谱可以看出，“大数据”、“风险感知”、“供应链”、“风险治理”等是该领域最重

要的研究方向。 
4)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突现关键词分析表明，该领域的研究趋势和我国经济环境变化和政策风向

有极高的关联度，未来将更加注重基于大数据和数字化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模式，以及供应链管理维度

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方法。从突现关键词图谱可以看出，在 2018 年以前，学者们主要关注食品安全风险

影响因素、风险感知、风险控制等基础性问题；在 2018 年以后，学者们开始转向安全监管、应用、供应

链等实践性问题。 

5.2. 研究未来展望 

基于本文的分析结果，从以下 4 个方面对未来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方面的研究趋势进行展望： 
1) 深入探讨消费者如何感知、参与到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消费者是食品安全问题最直接受害者也

是最终解决者，消费者对不同类型、不同来源、不同程度的食品安全问题有着不同程度的感知后会做出

相应行为反应，并通过自身行为影响整个社会对于这一问题解决与治理。因此未来需要更多从消费者角

度出发，分析消费者对于不同类型、不同来源、不同程度的问题感知与行为反应之间存在何种联系，并

探讨如何通过激励机制或干预手段提高消费者参与度。 
2) 分析跨学科视角下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激励和干预措施。在实践中，

人们往往并不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在面对复杂而不确定的信息时会受到自身认知偏差或情绪影响而做

出非理性选择；同时人们也受到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等因素影响，在处理社会问题时会考虑他人意见或

期望而遵循一定规范。因此未来需要更多地运用行为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等跨学科方法来揭示人们在面

对食品安全问题时存在哪些非理性行为或社会规范，并设计有效激励或干预措施来纠正或引导这些行为

或规范。 
3) 建立食品安全信息平台，利用大数据等实现信息的实时智能共享和应用。随着数字化技术在各个

领域广泛应用，在提高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方面也带来了新机遇。在此背景下，建立一个完善且高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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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平台是提高我国整体水平和竞争力必不可少条件。通过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收集整合各类信息资

源，并通过云计算等技术手段进行智能分析处理，并将结果快速共享给各个利益相关方，并根据具体情

况采取相应措施。 
4) 建立社会共治机制，发挥多元主体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和责任，形成协同效应。在当前

复杂多变且高度开放透明化时代背景下，单纯依靠政府部门监管已经无法满足社会需求，需要多元主体

参与共同协商解决问题。因此未来需要更多地研究如何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共治机制，明确各方的

权利和义务，建立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机制，促进各方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实现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社会

化和民主化。 

6. 结语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是关系国家安全和人民健康的重大课题，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重要保障。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

验，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和政策指导。本研究以中国知网为文献数据库，研

究了在 2013~2022 年间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研究的热点，并进行未来研究展望，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

治理研究提供借鉴。面对新时代的新挑战和新要求，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还有很多不足和空白，

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提高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协同性，构建更加

完善和高效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为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和实现“中国梦”做出更大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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