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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企业控制食品安全的激励主要取决于市场、管制和法律制度。
不同制度运行的交易成本决定了企业控制食品安全激励的强弱。
本书较全面地分析了食品安全风险、食品安全信息类型以及食品安全市场，在权衡各种制度优劣势的
基础上，探讨了中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制度原因。
    鉴于中国目前的市场制度对企业生产更安全食品激励作用的有限性以及法律制度的高成本运行，本
书通过问卷和抽样调查方法，分析了消费者以及食品企业对食品安全管制的需求。
通过对中国自前食品安全管制供给体系以及发达国家较成熟的食品安全管制供给体系的分析，本书最
后构建出基于激励的中国食品安全管制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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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小梅(1964-　)，江西南昌人。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
研究方向为管制经济学和卫生经济学等。
主持省级课题2项，参与完成国家级课题3项、省部级课题3项。
出版专著1部，参加撰写专著、教材7部。
先后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并有论文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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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样，企业往往会抱着侥幸的心理，继续生产问题食品。
诚然，尽管奶制品中含有“三聚氰胺”这一在短期内具有信用品特性的信息，但是，消费者经过一段
时间食用会对身体产生不同程度的伤害，使这一信息显性化，转变为经验品特性，最终使企业这种有
损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暴露在阳光下，使其在市场中完全失去声誉，受到来自市场的惩罚。
但是，我们应意识到，这个由信用品转化为经验品的过程，企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企业被迫
停产，奶农把鲜奶倒掉），而那些无辜的婴儿付出的却是身体健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显然，对于这类具有信用品特征（哪怕是短期）的食品安全问题通过市场的声誉机制很难实现，或者
说，实现的成本太高。
法律是通过把企业对消费者造成的成本内部化的方式引导企业提供安全食品的。
在食品市场中，消费者如果由于消费不安全食品而对其身体或生命造成了不良后果，就可通过法律途
径，起诉企业。
经过确认属实，则要求企业对消费者造成的伤害进行赔偿，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法律的激励机制可引导企业生产安全食品，但是，其前提条件是，法律制度
必须健全有效。
并且，法律对企业所实施的惩罚等措施是一种事后制裁，此时，问题食品已经对消费者造成了伤害，
而某些伤害是难以通过经济补偿来弥补的（例如，食用毒奶粉使婴儿失去生命）。
况且，还有相当数量的不安全食品对消费者造成的伤害是隐性且长期的，这种情况消费者就无法通过
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显然，法律的激励机制对促进企业生产安全食品存在局限。
管制是通过促进市场中声誉机制的建立来激励企业生产安全食品的。
我们知道，在信息不完备的食品市场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以奶制品为例，一般情况下，消费者鉴定奶制品质量的好坏主要依靠自己的视觉和味觉来判断具有搜
寻品和经验品特性的信息（例如，品牌、生产日期等，有些品牌的奶制品可让消费者现场品尝其口味
等），而对于奶制品本身的营养成分，以及是否含有对身体有害的成分等信用品特性的信息，消费者
却无法进行鉴别（绝对没有人愿意通过长期消费某种食品，观察食品对自己身体的影响来检验食品的
好坏）。
生产企业正是抓住了消费者很难判断奶制品这些具有信用品特性的质量特点，通过稀释鲜奶，添加“
三聚氰胺”等方式，以次充好，扩大奶制品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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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食品安全管制长效机制:经济分析与经验借鉴》是中国经济文库·应用经济学精品系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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