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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方学术文库·体制改革与转型发展：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9届学术年会文集（2011年度）（
第38卷）》根据2011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经济·管理学科专场，主题为“改革开放：制度·
发展·管理”汇编，共收录论文、论文提要、论文摘要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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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功能分析：我国食品安全经济性规制的机理考量　　食品安全的经济性规制主要是通过对食
品市场的利益相关者、生产者、经营者、行会组织与消费者主体行为的激励，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来实
现对食品安全的有效规制，运用市场价格、信誉、信用、产权、信息和消费者购买指数等经济性手段
进行规制，具有规制的动力强、规制的效果持久、规制成本低等特点。
　　第一，食品供给者自我规制可以降低食品安全规制的成本。
明确规制食品企业的产权制度，促使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自我约束。
生产者、经营者自我规制导致生产成本、销售成本的增加，在相应产权没有清晰界定，没有良好的市
场信誉机制和市场补偿机制的社会中，无法调动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能对食品
安全自我约束提供激励机制。
食品市场具有很强的信息不对称，或称“柠檬市场”，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很可能出现消费市场
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遵守法律、法规和惯例的企业可能被淘汰，而生产质次价高的企业
可能成为市场的胜利者。
企业产权不清晰制约经济性规制的动力，基于经济法对企业产权的合理界定，实现食品生产企业自我
规制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降低社会对食品安全规制的成本。
　　第二，完善的信息机制能有效规避食品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食品市场买卖双方面临食品安全信息的不完全性，食品市场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
的“柠檬”现象。
经济法体系中关于食品信息、信用、信誉的法律规定，发挥市场的自我激励机制，对食品生产者、销
售者进行规范约束。
由于我国还没有建立高效的信息披露机制和制度，市场信息不能及时在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政
府之间低成本、高效率的共享，食品安全的市场信息不易被相关者获得，或者信息获得的成本太高。
这样有些食品提供者的违法行为不易被发现或被发现的概率很低，就促使他们进行投机、短期行为。
　　第三，消费者参与可以实现食品安全规制的持续、长效。
食品是一种“经验性消费品”，对于食品消费者来说，食品供给者具有明显的信息成本优势，他们之
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食品消费者获得食品安全信息的成本高昂，不可能在购买食品时收集所有
相关的食品安全信息。
另外食品安全信息具有专业性、技术性特点，普通的消费者也不具有收集、分析、判断的能力，并且
信息收集、分析、处理的成本巨大。
还有食品安全隐患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发现，如果这也需要消费者自我鉴别，也不具有可操作性，而
且成本高昂。
普通消费者提起食品安全诉讼，因为信息的不对称，食品安全的举证需要较强的专业性，所以在举证
方面比较困难，这也增加了消费者的诉讼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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