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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研究的总目标是：确定公共部门为提高中国遵循水果和蔬菜食品安全标准、提高行业竞争力以
及减贫而采取的最为有效的行动。
本研究得出了如下四个主要结论：　　（1）通过精简公共部门机构的职能和协调好这些部门的活动
，政府在推动食品安全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可获得更好的效果。
　　（2）向所有利益相关方提供培训、教育和足够的信息并加强规定的执行将会强化政府在为民众
保障食品安全方面的作用。
　　（3）制定适当的私营部门激励机制将会强化私营部门在食品安全管理方面的作用。
与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和提高竞争力相关的大部分成本可以由私营部门来承担。
　　（4）食品安全和竞争力的提高可以使贫困人口从中受益，同时，通过采取支持小农户和贫困消
费者的措施可以加强这两方面的协同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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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2 工业化国家的市场　　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的发展，中国的生产者可以
越来越好地对国外市场的需求及时作出反应。
对中国香港、日本、韩国以及在东南亚和北美的华人市场及时作出反应相对较为容易，因为与这些地
区或人群有相似的文化、饮食习惯或是种植类似的作物。
但是，早期的出口中也曾因为与出口市场在口味、作物品种和质量标准方面有差异而出现过问题。
来自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公司的直接投资加速了水果和蔬菜行业在生产组织、产品质量和安全方面
的调整，这一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元升值及人民币贬值期间特别明显。
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在生产线升级、扩大产品种类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在过去10年中，食品安全标准日益成为对外出口一个主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
大型采购商，特别是超级市场的采购商提出的要求已成为新鲜产品出口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般来说出口市场比国内市场要求高，但各国之间有差别，甚至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采购商也有差
别。
英国市场的要求要比俄罗斯或中东高。
超级市场对产品外观、分类和包装的要求要比其他零售商高，而且要求有规律的发货安排。
而为大部分餐饮业供货则相对容易。
从某种角度说，为加工而进行的生产比为超市提供新鲜产品的生产要求要低。
日本批发市场的放开将会使货物的配送效率更高，并推动更短的供应链的出现。
消费者消费偏好的主要发展趋势是强调新鲜和安全，小包装，有附加值，能够进行全程追溯和跟踪（
附录5）。
　　目前，中国用于出口的水果和蔬菜不超过新鲜蔬菜水果总产量的2％，实现的增加值大约占到水
果和蔬菜总增加值的4％。
但是，出口企业推动了技术传播、物流服务的发展及市场的拓展，因此对整个产业起着很大的带动作
用。
出口的增长将取决于技术、质量和安全方面的改善，同时也取决于是否能够增加产品品种，扩大供应
基地，以争取不同出口地区的市场机会及达到对产品的各种要求。
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通过就SPS措施、配额和关税进行谈判以扩大市场准入。
在今后10～20年时间里，出口在中国蔬菜水果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完全有可能翻一番。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水果和蔬菜产业遵循食品安全要>>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