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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以来，食品安全问题引发了多起公共安全事件、贸易纠纷、政府危机。
食品安全已成为全世界消费者、管理者、生产者和销售者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
食品安全管理在发达国家也仅有百余年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只有三十多年的管理实践。
21世纪初，中国开始了全面的食品安全科学与技术的系统研究、人才培养和食品安全控制管理实践。
食品安全属于公共安全范畴，和食品科学与工程、公共卫生、农业科学、管理学和法学等学科有关。
食品安全是指食物是否含有有损于消费者健康的急性或慢性危害物。
食品安全科学与技术是指实施食品安全控制时所需要的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食品安全学是研究和降低食物对人体健康危害风险，以及保障食物尽可能无危害的学科。
食品安全学的基本理论体系由风险分析、“从农田到餐桌”全程控制理念、管理过程的透明性原则和
法规效应评估四大体系构成。
风险分析是食品安全学的理论核心；“从农田到餐桌”全程控制理念是食品安全学实践的方法学基础
；管理过程的透明性原则体现了利益攸关者的参与及知情权；法规效应评估强调食品安全管理决策对
产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影响。
《食品安全学导论》是作者在参与科技部“十五”、“十一五”食品安全关键技术项目的科研实践中
形成的思路，也是作者在食品安全科学问题研究和技术问题探索中讨论的结果。
该书在构思上强调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的原则；在叙述上基本做到通顺、流畅、易
懂；在读者对象上考虑到教学、科研、管理、生产和媒体交流工作者的知识需求，力求成为符合国际
理念、适合中国国情、满足消费需求、指导管理实践、提高知识水平的食品安全学的启蒙教材，成为
理解和建设中国食品安全法规体系、管理体系和科技体系的参考文献。
愿《食品安全学导论》的出版能为从事食品质量与安全管理研究和教学的学子、教师、科研人员、监
管人员、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帮助，共同促进食品安全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保障人类和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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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及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的相关文件和指南为基础，介绍
了食品安全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管理原则、基本方法，以及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全书的章节构成和内容安排以食品安全风险分析的三大要素（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为核
心内容和出发点，论述了三大要素的科学基础、相互关系及技术体系，同时选编了部分案例和参考资
料。
    作为一部指导管理实践、提高知识水平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学术性兼知识性论著，本书适合于从事
食品质量与安全研究的科教人员、负责食品安全监管的行政管理人员、食品加工与流通企业的管理人
员阅读；也可作为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本科生及硕士研究生的教材，或博士研究生及专业培训班的参
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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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的有毒、有害物质的发
现，以及食品科学与技术的发展，食品安全日益成为消费者和政府关注的焦点。
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常常使行业受损，引发普遍的社会问题，因此，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已成为世
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工作重点。
例如，瑞典在1973年设立了食品安全管理局；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简称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
卫生组织（FAO／WHO）在1976年就出版了《发展有效的国家食品控制体系指南》。
在过去30年间，有关食品质量管理的理论和技术体系得到了迅速发展，正在被科学界、食品工业界及
政府管理部门所接受，并在生产、加工、储藏、销售和消费领域发挥作用。
而食品安全的概念在21世纪初才在许多国家广为流传，逐渐被一些与食品科学、食品工程和质量控制
有关的学者和管理部门所接受。
进入21世纪，食品安全科技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推动下，从2002年起，一个个全球性的、地区性的食品安全研讨
会和论坛在世界各地接连举行，国家级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也在不断地重组和加强，食品安全的专业
研究机构和学科专业相继产生，人才队伍也日益发展壮大。
国内食品安全科技支撑能力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2002年，我国第一个食品质量与安全本科专业开始招生；2003年，我国设立了食品质量与安全，或农
产品质量与食物安全博士点，开始招收和培养食品质量与安全方面的专业人才。
2003年，政府设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国家层面协调和处理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监管被
写入各级政府的管理职责。
人们在从事食品安全管理、教学和研究的同时，希望对食品安全的基本内涵、食品安全学基本理论和
技术体系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本章在作者研究国际组织有关文件、学术报告、会议文集，以及亲自考察、学术讨论和自我理解的基
础上，归纳了食品安全学的理论基础，提出了食品安全学的学科构架，探讨了食品安全学的技术体系
，供食品安全领域工作的学者、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讨论和参考，以推动食品安全学的教学、科研和
监管能力建设，促进国家食品安全战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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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2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被批准招生之后，我萌发了编写《食品安全学导论》的
想法。
2004：年5月17～28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食品安全科技
合作谅解备忘录》，科技部“十五”重大科技专项——食品安全关键技术管理办公室与澳大利亚新西
兰食品标准局（FSANZ）在南京举办了一期食品安全科技培训班。
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首席科学家Marion Healy率领的专家小组为培训班编写了《食品法规框架
》讲义，作为培训班的培训教材。
本书的大部分作者参与了《食品法规框架》的编译、审校工作，并全程参加了食品安全培训班。
通过这次培训，使作者系统地了解到了国际组织（FAO、WHO、CAC）和工业化国家，特别是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的食品安全的法规体系和管理体系，以及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中国食品安
全管理及事件的关注，并得到了大量的文件和资料。
由此，开始了编写《食品安全学导论》的准备工作。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保证食品质量与安全——强化国家食品控制指南》是《食品
安全学导论》编写的框架基础。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世界卫生组织食品安全司Jorgen Schlundt博士，食品法典委员会前主席、瑞典食
品安全局常务副局长Sturt A.Slorach博士等，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信息。
这些讲义、资料和信息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知识基础。
《食品安全学导论》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科技部“十五”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食品安全关键技术“
食品安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课题（2001lBA804.A42）、科技部“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食
品安全关键技术重大项目“食品污染溯源技术”课题（2006BAK02A16）的资助；科技部“十五”国家
重大科技专项——食品安全关键技术总体咨询专家组及专家组办公室给作者提供了大量的科研实践和
交流机会，收集到了较多的资料、信息和案例。
这些研究结果、科研实践、学术交流，丰富了本书的内涵。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食品安全课题组、上海海洋大学食品经济管理系、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部分老师、研究生也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
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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