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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淇河晨报

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一位官员告

诉记者，像思念、三全算是比较好的企业，他们的

产品都不符合国家标准，这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

产品对消费者造成了损害肯定要进行赔偿，但违

法成本低在食品行业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企业很

少进行赔偿。

郑风田认为，食品安全本来是底线，现在反而

不受企业真正重视，很多企业只管生产不管安全。

此外，政府在保障农产品和食品产量的同时，也要

承担一定的“安全成本”，财政投入向食品安全方

面倾斜，在提高标准后对企业进行培训和补贴。

相较而言，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对违反食品

安全法规的行为施以重罚。 比如 2010 年 8 月，美

国发生因沙门氏菌污染而召回 5.5 亿枚鸡蛋的

事件，国会法律委员会因此一致同意，必须加大

处罚力度，特别是对明知故犯者的惩罚。

大白菜从去年的高价到

今年的价格“寒冬”，让菜农损

失很大。 究其原因，就是菜农

种菜带有盲目性，前一年价格

好，今年就一窝蜂地种，结果

造成供大于求，菜贱伤农。 建

议有关部门要建立产销对接、

市场预测等体系，给菜农以正

确指导。

王志庆 新区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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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

北风转偏南风 2 级到 3 级，

温度 0

℃

到 10

℃

， 夜里到明

天晴转多云。 小雪节气里宜

吃的温补食品有羊肉、牛肉、

鸡肉等； 宜吃的益肾食品有

腰果、山药、栗子、白果、核桃

等。

更多天气资讯， 请拨打

12121。

从三鹿“三聚氰胺”

事件，到双汇“瘦肉精”事

件，再到近期思念、三全

的“细菌门”，层出不穷的

食品安全问题似乎总是

离不了那些行业龙头企

业。

近日，多家速冻食品

巨头产品先后被检出金

黄色葡萄球菌（简称“金

葡菌”），随后传出新速冻

面米制品标准将对金黄

色葡萄球菌不得检出的

要求改为限量要求。 无独

有偶，此前立顿乌龙茶被

检出稀土限量超标，同样

牵出了稀土限量标准是

否取消的争论。 跟生乳国

标被质疑一样，食品安全

标准“被大企业绑架开倒

车”的质疑声再次出现。

名企频出问题，三全承认其速冻食品含菌

“金葡菌”不得检出改为限量，食品安全新国标被指开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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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像思念、三全算是比较

好的企业，他们的产品都不符合国家标准，这是

非常可怕的。 食品安全本来是底线，现在反而不

受企业真正重视。 政府应该不断健全法制，各相

关部门采取强硬措施，严厉处罚违规企业，增加

违规企业的预期成本。

食品安全出现“群体性事件”

速冻食品龙头企业近期集体“沦陷”，

思念、湾仔码头、三全水饺先后被检出金

黄色葡萄球菌。 三全食品 22 日的公告承

认，南京市工商局抽检公司速冻食品中含

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称已对该批次产品启

动了召回程序。

另据媒体报道，上海质监局日前在其

官网发布消息称，浦东新区质监局两次对

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湾仔码头”食

品生产企业上海品食乐冷冻食品有限公

司进行执法调查，企业确认，该批次不合

格产品共计生产 154 箱，每箱 24 袋，已全

部出厂，没有库存。 目前上海各大超市已

将该批次产品全部下架。

早在 10 月份， 速冻食品的龙头企业

思念食品就被曝出部分水饺产品中检出

金黄色葡萄球菌。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

员周思然告诉记者，金黄色葡萄球菌广泛

存在于自然界中，且速冻食品上游环节鲜

肉、蔬菜、水产品等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含

量并未做强制规定， 再加上行业自动化、

规模化程度仍然较低， 导致众多企

业产品被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

海通证券分析称， 近三年我国

速冻食品行业收入增速在 25%

左右， 未来随着居民消费水平

的提高、 快节奏生产带来的饮

食习惯改变、 冷链物流的逐渐

完善，行业还有很大增长空间。

金黄色葡萄球菌事件发生后，

消费者 (尤其一线城市 )对速冻

食品的消费或受到一定影响，

三全、 思念等品牌短期内的销

售也将受到影响。

实际上，今年 3 月份双汇“瘦

肉精”事件虽然引起了全社会对食品

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但食品安全事

件并未见减少。 不只是速冻食品，乳制

品、肉制品都是重灾区，其中出问题的

很多都是行业的龙头企业。

后果

“低标准”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近年来，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不少演化

为标准之争， 涉及国家标准大大低于国际标准、

内外标准有别等问题。今年年中关于《生乳》新国

际的争论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中国乳品标准被有

的业内人士称为“全球最差标准”。

据了解，我国食品安全标准采用国际标准和

国外先进标准的比例仅为 23%， 如我国允许的

“农残”量要高出美国数倍，有危害的“植物奶油”

在我国没有强制性的限量标准，我国的原料奶每

毫升含菌量 200 万个的标准得不到国际承认。

此次速冻食品“细菌门”也陷入了有关标准

问题的舆论漩涡。思念食品有关负责人曾对媒体

表示，按照国家目前的食品安全卫生标准，水饺

中确实不得含有金黄色葡萄球菌，但是，按照新

的即将生效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被检出有问题

的水饺金黄色葡萄球菌含量是达标的。这一表态

引发公众对速冻食品标准“开倒车”和被企业绑

架的质疑。 对此，卫生部称新国标更加符合国际

食品微生物采样检测要求，是科学合理的。 有关

新标准比老标准要求低系误读。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

郑风田告诉记者，标准修订过程中，消费者的声

音往往是缺位的，而企业有很大的冲动去降低标

准，结果很可能就是企业的意见反映出来了。

“更高的标准能激发企业找到创新的手段，这

是美国著名战略学家波特的观点。 ”他说，现在很

多中国企业靠低标准的产品占领市场， 挤掉竞争

对手，然后再慢慢提高标准。 这种市场竞争策略忽

视了消费者的健康，是很不负责任的。 如果企业因

为标准低而不去创新，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措施

食品安全监管须祭出“重典”

相关

食品乱象的罪魁祸首

罪魁祸首之

一：低收入

只要出得起价，

市场本身有淘汰与

净化功能

“三聚氰胺” 事件

发生之后，国产奶粉一

度滞销。在高端奶粉市

场，洋奶粉已经占领了

8 成市场。 而在一线城

市的婴幼儿奶粉市场，

洋奶粉早就是主流。在

被称为一夜倒退 25 年

的“乳业新国标”曝光后，

洋牛奶（液体奶）又发威

了，销量激增了三成。 同

时， 洋奶粉还纷纷涨价，仍

然供不应求。

一方面， 真正高收入的人群不会在

乎奶粉钱，另一方面对于许多家长来说，

省吃俭用也要给孩子最好的， 也不太在

乎奶粉钱，在这样的情况下，高端奶粉和

婴幼儿奶粉市场就把大家认为品质上没

有保证的奶粉给淘汰了。

问题在于普通人的收入水平低，

大部分时候真的出不起价

我国普通劳动者报酬占 GDP 的比

重 22 年间下降了近 20 个百分点， 而与

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一是资本报酬占

GDP 的比重上升了 20 个百分点； 二是

政府收入比重持续增加，占 GDP 的比重

也已超过 20%。在 GDP 这个“大蛋糕”确

定不变的情况下， 资本、 政府拿走得太

多，势必意味着劳动者所能拿到、分享的

将更少、更微薄。普通劳动者参与分配的

地位正在日趋边缘化， 变得愈来愈无足

轻重、不值钱。

另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乡居民

之间收入差距在 3.3 倍左右， 行业间差

距最高达到 15 倍之多，10%的最高收入

户与 10%最低收入户人均差距 20 多倍，

少数金融国企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

均工资的 100 多倍。

罪魁祸首之二：高通胀

通胀也是食品安全问题推手，

又被后者给掩饰住了

我国目前 CPI 权重中， 食品占比过

高，变动一小点的影响就很大。而 CPI 又

被普遍看做衡量通货膨胀的标志。 在这

样的情况下，每当要调控物价、控制通胀

时，首先就是要控制农产品的价格。政府

不必要和不正确的干预， 扭曲了各生产

要素的报酬，通货膨胀的“成本”最终却

强制性加在了食品行业上。另外，通胀也

让食品生产的各个环节成本都有所上

涨，在人们收入有限，无力负担高价的情

况下，生产者就从降低质量，甚至造假来

营利。

生产者都是逐利的， 要求他们仰望

星空， 培养道德血液来自律无疑是天方

夜谭，政府的监管亦不是万能灵药。更重

要的在于， 增加人民收入， 抑制物价上

涨，让不安全食品失去市场“需求”。

（综合《经济参考报》《南方都市报》

等消息）

食品安全问题实在是老生常谈。加强监管也

好、道德约束也好，人们从太多角度思考和呼吁

过解决之道。不过，罪魁祸首却鲜被提及，这要从

需求说起。

低收入群体对低价食品的需求 普通民众对低价“高品质食物”的需求

地沟油和头发酱油都对人体有害， 且它们的

产量都挺大。而根据售价和销路，它们一般都以低

价出售，很有市场。有时候低收入人群直接用它们

做饭，有时候它们流入了小饭馆、工地等地，再被

民众消费。 事实上，大多数人们心里都很清楚，路

边摊、小饭馆里的食物很多都不太卫生，使用的食

物原料也可能不太好， 但是很多人依然选择在这

些地方就餐。 许多劣质食品在农村的销路也都非

常好。 这是因为人们只买得起这样价格的食物。

掺假“江苏大米”、毒奶粉、假红酒等食物其

实一起说明了一个现象，管理学人刘远举对此有

精辟的解释，他把这归结为“拖拽效应”———一国

居民对食物品类的需求欲望，受他们常在电影中

看到的、在报纸上读到的、在广告中听到的影响，

施加影响的群体往往是一国的高收入人群。他们

消费的商品被视做“可及的幸福”的象征。对低收

入群体而言，这种影响拖拽他们进入更高的食品

品类层次，产生“拖拽效应”。 在面子观念的作用

下，这种拖拽甚至带有一定强制性。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食物的要求

提高了，希望吃到更好的东西，比如在物质匮乏

的年代，普通家庭的婴儿大都吃母乳，等再长大

一些就吃米汤等食物。 可是现在，奶粉成为了主

力。 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谁也不想自己的孩子

“输在起跑线上”。

所以，人们对更高品质食物的追求就是一个

巨大的市场需求，而购买力又有限，掺假的“高品

质食物”就成了选择。

食品乱象之需求论

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