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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食品安全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为建立和完善我国食品出口安全制度，保障我国食
品出口安全，本文对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我国食品出口美国、日本、欧盟受阻的种类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归纳出制约
我国食品出口的四个原因，即贸易保护日益加剧、质量监控管理落后、检疫技术标准滞后、食品消费理念转变，

并提出了完善食品标准，适应贸易需求；提升企业素质，增强社会责任；加强政府监管，保护消费者利益；实施

绿色营销，开拓产品市场的针对性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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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０８和２００９年我国食品出口美国、日本、欧
盟的安全情况

　　２００９年，我国食品出口美国、日本、欧盟的受阻

总计１５８８批次，较２００８年增长了１４５７％。其中，

出口美国的受阻批次最多，达 １０５８批次，增长了

４９．６５％；出口日本的受阻３０４批次，增长了７．０４％；

出口欧盟的受阻２２６批次，降低了４２．７８％（表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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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我国食品出口美国、

日本、欧盟受阻情况

出口国家
受阻批次（次）

增长情况（％）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美国 ７０７ １０５８ ４９．６５

日本 ２８４ ３０４ ７．０４

欧盟 ３９５ ２２６ －４２．７８

合计 １３８６ １５８８ １４５７

数据来源：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ｑｓｉｑ．ｇｏｖ．ｃｎ／，下同。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中国食品出口合格率一直保持

在９９％以上。［２］２００９年我国食品出口总体的质量状

况比较稳定，批次不合格率波动区间在 ０．１１％ ～

０．２％之间；货值不合格率在 ０．０９％ ～０．３２％

之间。［３］

我国食品出口受阻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些为非

食品安全方面的，如：不符合包装、标签和说明的规

定，未经注册批准，缺少证书材料，不符合进口法律

规定等。但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占大部分，本文就

食品安全方面的原因进行分析。

１．１食品出口美国的安全情况

１．１．１食品出口受阻的种类

我国食品出口美国受阻从２００８年的７０７批次增

加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０５８批次。其中，烘烤食品增长了

１４．５倍多，水果及其制品增长了１倍，糖与糖果、巧

克力类增长了９２．５０％（表２）。

表２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我国食品出口美国受阻情况

种类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增长情况

（％）
批次 比例（％）批次 比例（％）

烘烤食品 ９ １．２７ １４０ １３．２３ １４５５．５６

水果及其制品 ２７ ３．８２ ５４ ５．１０ １００．００

糖与糖果、巧克力类 ４０ ５．６６ ７７ ７．２８ ９２．５０

水产制品 ２５１ ３５．５０ １７０ １６．０７ －３２．２７

蔬菜及其制品 ８７ １２．３１ ６２ ５．８６ －２８．７４

粮谷 ３９ ５．５２ ３２ ３．０２ －１７．９５

其它 ２５４ ３５．９３ ５２３ ４９．４３ １０５．９１

合计 ７０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５８ １００．００ ４９．６５

注：“其它”中包含的种类繁多，包括饮料类，调味品、发酵制品，罐头

及包装食品，豆类及其制品，蜜饯，保鲜水果，方便食品类，干（坚）果

类，肉鸡肉制品等２４种，但各部分所占的比例很小。

１．１．２食品出口受阻的问题

单批次食品受阻可能由于多项问题，２００９年，出

口美国的食品中，因食品安全问题受阻的从２００８年

的６９９批次增加到７６０批次。其中，食品添加剂超标

的批次增加了近 ２倍，农、兽药超标的减少了

７１．５８％，化学物质污染的减少了８３．０８％，不符合卫

生要求的下降了８．２７％（表３）。

表３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我国食品出口美国受阻的问题

受阻原因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增长情况

（％）
批次 比例（％）批次 比例（％）

食品添加剂超标 １６２ ２３．１８ ４３９ ５７．７６ １７０．９９

化学物质污染 ６５ ９．３０ １１ １．４５ －８３．０８

农、兽药超标 １９０ ２７．１８ ５４ ７．１１ －７１．５８

不符合卫生要求 ２７８ ３９．７７ ２５５ ３３．５５ －８．２７

其它 ４ ０．５７ １ ０．１３ －７５．００

合计 ６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７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７３

注：本表不包括食品出口受阻的非食品安全问题，表５、表７同之。

１．２食品出口日本的安全情况

１．２．１食品出口受阻的种类

２００９年我国食品出口日本受阻从２００８年的２８４

批次增长到３０４批次。其中肉及肉制品增长了３倍

多，干（坚）果类增长了２５％，蔬菜及其制品增长了

１５．９４％，水产制品增长了１３．４３％（表４）。

表４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我国食品出口日本受阻情况

种类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增长情况

（％）
批次 比例（％）批次 比例（％）

肉及肉制品 ９ ３．１７ ３７ １２．１７ ３１１．１１

干（坚）果类 １６ ５．６３ ２０ ６．５８ ２５．００

蔬菜及其制品 ６９ ２４．３０ ８０ ２６．３２ １５．９４

水产制品 ６７ ２３．５９ ７６ ２５．００ １３．４３

其它 １２３ ４３．３１ ９１ ２９．９３ －２６．０２

合计 ２８４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４ １００．００ ７．０４

注：“其它”中包含的种类繁多，包括罐头及包装食品，方便食品，饮

料，焙烤食品，调味品、发酵制品，粮谷类，腌制品类等２４种，但各部分
所占的比例很小。

１．２．２食品出口受阻的问题

２００９年，我国出口日本的食品中，因农、兽药残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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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超标受阻的最多，达１４４批次，比２００８年增长了

４１．１８％；其次是微生物污染，为７７批次，比２００８年

减少了２３．７６％。另外，食品添加剂超标的批次增

加了近２．５倍，含有毒有害物质的减少了３８．４６％

（表５）。

表５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我国食品出口日本受阻的问题

受阻原因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增长情况

（％）
批次 比例（％）批次 比例（％）

食品添加剂超标 １４ ５．４１ ４８ １５．８９ ２４２．８６

农兽药超标 １０２ ３９．３８ １４４ ４７．６８ ４１．１８

含有毒有害物质 ３９ １５．０６ ２４ ７．９５ －３８．４６

微生物污染 １０１ ３９．００ ７７ ２５．５０ －２３．７６

其它 ３ １．１６ ９ ２．９８ ２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５９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６０

１．３食品出口欧盟的安全情况

１．３．１食品出口受阻的种类

２００９年我国食品出口欧盟受阻 ２２６批次，比

２００８年减少了 ４２．７８％。其中，糖与糖果减少

９６．１５％，方便食品类减少８６．３６％，干（坚）果类减少

６１．１４％，水产制品减少５１．１１％（表６）。

表６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我国食品出口欧盟受阻情况

种类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增长情况

（％）
批次 比例（％）批次 比例（％）

糖与糖果 ２６ ６．５８ １ ０．４４ －９６．１５

方便食品类 ２２ ５．５７ ３ １．３３ －８６．３６

干（坚）果类 １７５ ４４．３０ ６８ ３０．０９ －６１．１４

水产制品 ４５ １１．３９ ２２ ９．７３ －５１．１１

其它 １２７ ３２．１５ １３２ ５８．４１ －３．９４

合计 ３９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６ １００．００ －４２．７８

注：“其它”中包含的种类繁多，包括蔬菜及其制品，饮料类，大米及杂

粮，调味品，焙烤食品类，豆类及其制品，食用油类，肉及肉制品，腌制

品类等２３种，但各部分所占的比例很小。

１．３．２食品出口受阻的问题

２００９年我国出口欧盟的食品中因食品安全问题

受阻的总计１９６批次，比２００８年减少４５．７１％。其

中，不符合卫生要求的减少了７８．９５％，微生物污染

的减少了７８．８２％，添加剂不合格的减少了４２．１１％，

含有毒有害物质的减少了１７．９８％（表７）。

表７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我国食品出口欧盟受阻的问题

受阻原因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增长情况

（％）批次 比例（％）批次 比例（％）

微生物污染 ２０３ ５６．２３ ４３ ２１．９４ －７８．８２

含有毒有害物质 ８９ ２４．６５ ７３ ３７．２４ －１７．９８

添加剂不合格 ３８ １０．５３ ２２ １１．２２ －４２．１１

不符合卫生要求 １９ ５．２６ ４ ２．０４ －７８．９５

其它 １２ ３．３２ ５４ ２７．５５ ３５０．００

合计 ３６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６ １００．００ －４５．７１

２我国食品出口安全问题的原因

２．１从国际趋势看———贸易保护日益加剧，食品出口

问题凸显

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密集型的食品产业

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价格上的优势［４］，但从进口国角

度考虑，食品的大量进口势必会对本国同种行业的

发展和生存构成威胁，进口国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如

设置各种贸易壁垒，来保护国内产业。我国入世后，

美、日、欧等我国主要的食品出口国利用关税来保护

其本国市场的作用逐步减弱，而为了保护其本国的

相关产业，就会以食品安全为借口，采取提高食品质

量、卫生等标准对我国食品的进入设置障碍。

２．２从企业内部看———企业质控管理落后，缺乏安全

预警机制

我国食品出口企业虽然建立了食品质量监控体

系，但内部产品质量控制体系还不健全，对国外的相

关质量标准跟踪了解不够。同时，我国的食品安全

信息服务体系不够完善，食品风险预警工作不到位，

食品安全质量追溯体系也不健全［５］，缺乏食品安全

控制的信息平台，缺乏面向广大生产者、消费者的教

育、培训和信息咨询系统以及完善的食品安全预警

机制。

２．３从监管体制看———检疫技术标准滞后，监督管理

体制不顺

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呈现快速化、系

列化、标准化和精确化的特征。我国食品安全检验

技术、手段以及质量管理体系与国际贸易的要求有

一定差距。［６］我国食品出口检验过程中，由于标准和

检测方法不同步，可能无法达到进口国的检验要求，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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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食品出口受阻。特别是目前我国以环节监管

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多部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进

出口食品与国内消费食品属于不同监管部门管理的

现状，客观上难以避免食品出口受阻的问题。

２．４从消费层面看———食品消费理念转变，标准规则

日益完善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健康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人们的消费理念也就由“生存型”向

“发展型、健康型”转变，对营养、健康、卫生、无污染

食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从而人们对食品的安全属

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各个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颁布

不同的规则和标准。［７］由于这些规则和标准的增加

具有不确定性，使得我国食品的出口在短期内难以

适应，从而导致我国的食品质量受疑，限制了我国食

品出口的增加。

３保障我国食品出口安全的对策建议

３．１完善食品标准，适应贸易需求

建立健全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是实施食品进

出口安全管理工作、促进国际食品贸易发展的技术

基础和保障。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食品安全标

准体系建设，加快检验检疫农兽药残留超标、食品卫

生、食品添加剂超标等方面的食品质量安全标准的

修订步伐，同时结合我国国情，积极采用国际标准，

特别是国际食品法典的标准、指南和有关技术，提高

标准水平，来满足我国食品加工业的发展和食品进

出口贸易发展的需要。［８］

３．２提高企业素质，增强社会责任

努力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加强企业管理，提高

企业整体素质。［９］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要求食品企业

家要有良好的职业水平和职业操守，食品企业必须

把优质安全放在第一位。企业要健全质量管理机

制，改进食品生产技术，提高人员整体素质，来确保

食品质量的安全、健康。同时，要督促企业加强自有

原料基地建设，监督企业规范使用食品添加剂，帮助

企业加强自检自控，完善追溯体系，强化食品的溯源

管理。

３．３加强政府监管，保护消费者利益

建立健全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快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衔接和配套法规的起

草和修订，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执法监督管

理体系、监督检测检验体系、食品安全认证体系、生

产技术推广体系和市场信息体系；建立有效的食品

安全控制系统，通过加强行政部门、监督检验部门和

分析实验室建设，加强食品进出口检测能力和人力

资源建设，对食品的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全过程的

安全进行监督、检查、管理，适应不断提高的食品进

出口安全监管要求，保护消费者利益。

３．４实施绿色营销，开拓产品市场

绿色营销是在常规营销的基础上，强调把消费

需求、企业利益、环保利益三者有机统一起来，是一

种较高级的社会营销。绿色营销比社会营销更重视

环境保护，企业实施绿色营销，既可以通过自身的绿

色形象，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又能对公

众的消费行为起导向和强化作用，有利于开拓我国

绿色产品市场。［１０］

食品安全已成为全球公众健康优先考虑的问

题，食品出口在一国的出口贸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人民健康、经济发展、企业

生存、国家形象，认真分析我国食品出口的安全问

题，建立良好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是转型期的中国

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必须面对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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