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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7年是一个备受食品话题影响而动荡不安的一年。
在日本，接二连三地发现在食品方面存在造假行为，质问食品安全问题的新闻非常之多，特别是媒体
连续多日报道中国产食品如何“危险”。
2008年1月份又发生了中国产冷冻饺子中混入药物的事件。
结果，一个时期以来，所有标识为“中国产”的食品一度陷入滞销状态。
“到底相信谁才对呢？
”现在，有许多人心中都抱有这种不安的感觉。
于是，为了追求安全，“即使贵点也要买日本国产食品”、“不含农药、不含添加剂的食品或天然食
品才最安全、最好吃”。
这种只相信日本国产食品、相信有机栽培食品成为人心所向。
可是，在读完《食品的迷信:"危险"、"安全"信息背后隐藏的真相》之后，你会发现这种想法会发生180
度的变化。
大家需要首先理解的大前提是“没有哪种食品100％安全”。
即便大家都信任的“日本国产食品”、“天然食品”、“不含农药产品”等，也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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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芳川充，FM食品株式会社董事长，食品专家。
1963年生于北海道。
北海道大学农学部农艺化学科毕业后，从事食品行业20年。
专业为水产品，尤其熟悉鰻鱼。
因开展食品贸易，曾赴世界上约30多个国家考察。
也十分熟悉国内食品流通业，了解虚假食品、食品安全、食品流通的状况。
2005年后独立创业，目前除从事食品进口外，还涉足IT行业，并活跃于SEO咨询业。
近年来，逐渐出现了食品安全事件和众多相关的不客观报道，作者下决心从事宣传食品安全真实状况
的活动。
通过演讲、写博客、设置网页等方法，以中国食品状况为主，针对日本国产食品的安全性以及农药、
添加剂、虚假食品等的状况发表自己的观点。

边红彪，博士，1962年11月出生。
1984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俄日语系。
大学毕业后到共青团陕西省委国际部工作，1992年任国际部副部长。
曾任中国青年旅行社陕西分社副总经理、中国虹桥旅行社常务副总经理。
现任国家质检总局标准法规中心副译审。
2001年－2002年，在日本东京大学任访问学者，专攻国际政治与国际贸易专业。
2003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日本研究所），回国后获外国哲学博士学位。
主要著作有《中日关系研究——吉田茂对华外交思想》、《吉田茂早期对华外交思想研究》、《长安
怀古》、《丝绸之路》。
执笔《2002－2004年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年度报告》。
主要译著有《WTO与FTA》、《日本国际标准化活动经济效益》和《文化节事件一滑稽三人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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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章 食品“常识”中充满了迷信
 “再也不买中国食品了!
 席卷全日本的“食品时髦
 相信充满谎言的食品“常识”的日本人
 食品安全真的受到威胁了吗?
 意外稀少的食品受害者人数
 比食品安全更加恐怖的事情
 要严格到什么程度才能放心呢?
 开始被外国人讨厌的任性的日本人
 食品的真相在哪里呢?
第一章 谁都不说的中国食品的真相——当食品被炒作为“危险”的时候
 中国产食品的进口不合格率在平均值以下
 “违反标准值”的含义
 残留标准值的严格确定方法
 “中国产食品危险”论风暴的起源
 中国产鳗鱼的安全标准为世界最高等级
 1天1公斤，吃一辈子都没问题!
 日本进口鳗鱼检查的标准是如此的严格!
 因中国产食品引起损害健康者极其少
 进口食品和国产食品的农药检测结果比较
 中国食品加工厂管理制度的实际状况
 事实上日本产食品的不合格率比中国产食品高
 为什么只有“中国制造”遭受攻击呢?
 日本的餐桌离不开进口食品
 加强检查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章 产地造假花样百出——日本“国产”鳗鱼的八成为中国产造假王国——日本
 MEATHOPE公司和“比内鸡事件”的恶劣性质
 产地造假无法消失的两个原因
 越坏越赚钱、越坏越得便宜的社会结构
 日本“国产”鳗鱼有八成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产
 鳗鱼产品产地造假花样百出
 超市立刻下架中国产品的原因
 鳗鱼产品造假的金额规模有多大?
 避免被虚假标识迷惑的方法
 “价格高的商品就安全”之观点是错误的
第三章 保质期的“期限”是否恰当
 伪造保质期的事实真相
 过于严格的保质期限也存在问题
 “产地造假”和“保质期造假”的恶劣程度是不同的
 超市希望缩短食品保质期的心理
第四章 喜欢“国产食品”、“天然食品”的陷阱——这些食品真是“安全美味”吗?
 美国拒绝进口的日本食品
 日本检查标准对“自家孩子”(本国产品)要求宽松
 日本食品卫生管理体制是否已经达到国际水准?
 检查宽松的日本本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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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殖产品比天然产品安全吗?
 养殖产品比天然产品味道好吗?
 养殖产业是当今日本必须发展的产业
 进口食品比日本国产食品味道鲜美
第五章 “天然最好”的陷阱——无农药、无添加剂、有机食品的圈套
 质疑“不含农药”、“有机栽培”农产品的可靠性
 “无农药栽培”标识违背事实
 ⋯⋯
第六章 新闻媒体的谎言——食品报道中的不合情理信息
第七章 从餐桌上可以看到行政部门的怠慢松懈——是谁导致日本成为造假王国的?
第八章 应重新认识和对待“食”的问题——这一点比食品造假更重要
第九章 了解“真实食品”必备——做一个聪明消费者的7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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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真正的比内鸡其价格每只在2000日元以上，而废鸡的价格却大约只有每只20日元。
在当地，虽然这些鸡的出售价格过低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是为什么至今仍然没有人发觉这一点呢？
其不可思议之处与MEATHOPE公司的情况是一样的。
过去只有废鸡供应商，而没有销售正宗比内鸡的企业。
而且，尽管废鸡的出售价格非常之低，可是供应商仍然能够获取巨额利润。
为什么没有人发现这一点呢？
可以说，在这些事件当中，行政机构及其以相关从业人员为代表的相关监督职能几乎为零。
消费者在经济上所蒙受的损失非常巨大。
人们在“纳闷”的感觉下食用这些产品，相互赠送这些产品，他们在精神上所蒙受的损害也相当大。
另外，这些现象导致那些加工正宗比内鸡产品的企业倍受损害，同时，还对养鸡业者带来了巨大的间
接损害。
特别是，该事件致使比内鸡产品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受到损害，这是无法避免的。
即便如此，明明企业连一只比内鸡也没有使用，可是其企业名称依然叫做“比内鸡”企业。
特别是在水产业界，由于其产品名目繁多，时间一长，再加上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出产地上进行造
假的行为就开始出现了。
譬如，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鱼类和贝类产品当中，多罗波蟹、海胆、大马哈鱼、盐渍鲑鱼子都属北海
道的产品较为出名；金枪鱼要数大间的好；老头鱼要数茨城的好；玄蛤要数木更津的好；星鳗要数东
京的好；堪察加拟石蟹要数北陆的好；章鱼、大头鱼要数明石的好；河豚要数下关的好⋯⋯诸如此类
，日本号称是“某某产地”的产品实际上常常是日本国内其他地方出产的产品，或者是从外国进口的
产品。
这种情况非常多。
这些造假的程度有高有低，从将邻县产品标识为本县产品这种较低层次的造假，到将朝鲜出产的产品
标识为日本国内出产的产品这种较高层次的造假，形式种类非常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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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食品的迷信:"危险"、"安全"信息背后隐藏的真相》由中国计量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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