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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安全研究成果座谈会召开
食品安全状况、水产品相关报告及专著发布

刘志刚 王欣童 本报记者何妍君

11月26日，江南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中国食品安全报社联合举办的“中国食品安全研究成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发布了《中国
食品安全状况研究报告（2024）》《中国水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报告（2024）》，以及《中国食品安全战略研究》《网络食品交易风险与治理机
制研究》等专著研究成果。

江南大学商学院院长浦徐进教授，上海海洋大学经管院院长、国家海水鱼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杨正勇教授，中国食品工业
协会副会长、中国食品安全报社社长朱长学，中国食品安全报社总编辑李涛，中国工商出版社总编辑李轶群，中国农业出版社教材出版分
社社长徐芳等出席会议。座谈会由江南大学食品安全与国家战略治理实验室、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吴林海教授主持。

广泛凝聚智慧
为守护食品安全贡献力量

浦徐进介绍，经过多年来在食品安
全领域的不懈努力，江南大学正日益成
为研究与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力
量。学校的优势学科是“食品科学与工
程”和“轻工技术与工程”，这两个学科是
国家“双一流”重点建设学科，同时也在
教育部第五轮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位列
A+档；在ESI全球影响评价排行榜上，学
校社会科学总论等11个学科进入全球前
1%，其中化学学科跻身世界前1‰，以食
品学科以主体的农业科学跻身世界前1
�；在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中，“食品
科学与工程”学科连续六年排名世界第
一。“值得重点关注的是，今年上半年，学
校依托食品学院、人工智能与计算机学
院和商学院共同申报的食品安全与国家
战略治理实验室获批首批江苏省高校哲
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这也标志着本校人
文社科在跨学科研究领域迈出了重要一
步。”浦徐进说。

杨正勇谈到，当前我国水产养殖产
业正处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的阶
段，一方面是养殖技术不断创新；另一方
面是产品的差异化需求不断涌现，消费
者越来越关注水产品品质和品牌价值。
上海海洋大学作为一所以海洋、水产、食
品为显著特色的百年学府，学校始终秉
承“渔界所至，海权所在也”的创校初心，
构建以水产一流学科为引领多学科协调
发展的学科群，现有国家海水鱼产业技
术体系产业经济功能研究室、国家虾蟹
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功能研究室、国
家特色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功
能研究室、上海海洋大学中国渔业发展
战略研究中心等一批学科平台。他表
示，其所在课题组搜集了大量的文献资

料和数据，形成《中国水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发展报告（2024）》，希望水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建设能更好地推动渔业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促进渔业高质量发展。

朱长学表示，作为食品安全领域的国
家级专业新闻媒体，中国食品安全报社成
立30年来，始终坚持服务于国务院食安委
28个成员单位、服务于产业、服务于地方，
为行业护航、为民生“鼓与呼”。报社以报
网全媒体为“基础”，以品牌活动为“两
翼”，构建全国食品安全领域第一舆论阵
地。报社一直实行开放式办报，从2018年
开始，报社与江南大学联合举办《食品安
全风险治理评论》专栏，至今已经7年时
间。成绩来之不易，贵在形成合力，他提
到，本次座谈会上发布的研究成果是各方
汇集智慧、凝聚共识的产物，从中可以看
到，我国食品安全保障水平稳中向好，成
绩的取得，来自于高层的高度重视、基层
的艰苦努力、社会的合力共治、专业媒体
的长期发力，当前我国的食品安全工作，
不但一刻也不能放松，还要进一步加强，
群策群力、大胆实践、开拓创新，形成食品
安全社会共治的新格局，推动食品安全工
作再上新台阶。

吴林海表示，要不断拓宽合作渠道，
提升合作层次，重点体现在四方面：一是
与新闻媒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开展交流
互动，促进信息共享。一直以来，江南大
学与中国食品安全报社紧密合作、密切交
流，设立宣传专栏，及时发布学校科研进
展、成果转化等信息，今后也将继续突出
深度挖掘和广度拓展，探索更多合作领域
和合作模式，共同为我国食品安全事业贡
献力量。二是与食品行业共建合作平台，
推动企业提升安全水平与技术创新能
力。三是与理论界建立学术交流平台，定
期举办学术研讨会、论坛等活动，发挥各
自优势，推动理论创新，促进理论成果应
用于实际生产中。挖掘食品行业人工智

能、数字化转型的典型案例，研究食品安
全社会共治典型案例，加以推广，推动行
业高质量发展。

徐芳介绍，中国农业出版社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始终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
坚持服务“三农”的办社宗旨，以农业专业
出版为特色，面向大众读者，出版了一大
批立足“三农”、服务社会的优秀读物，形
成了完备的农业图书结构体系。出版社
与众多高校有着十分紧密的合作，本次会
议即将发布的《中国食品安全战略研究》
是与江南大学吴林海教授团队的第三次
合作，希望能对未来的深化研究提供有益
的参考。今后出版社将努力与专家团队
合作，尽最大力量出版理论联系实际，学
术含量高、实践价值强、可读性强的各类
出版物。

食品安全系列研究报告发布
充分发挥“智囊”支撑作用

相关研究人员介绍，《中国食品安全
状况研究报告（2024）》以充分的数据与事
实阐述了全国主要食用农产品与食品市
场供应、质量安全保障取得的重要成就。
主要是：全国食用农产品市场供应充足且
质量水平实现新提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合格率稳中趋好、婴幼儿配方食品监督抽
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的水平、食品进
口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依法打击食品犯罪
取得新成效、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效能实现
新提升等。

研究报告《中国水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发展报告（2024）》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背
景下，把水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视为渔业重
要的新质生产力，系统梳理了我国水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的发展现状与分布特征。
报告基于“互联网+”视角构建了水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发展指数的评价体系，总结了

国内外知名水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建设
经验，并提出了构建“区域公用品牌+企业
品牌+产品品牌”三位一体的协同发展模
式及相关政策建议。报告由国家海水鱼
产业技术体系（CARS-47）产业经济研究
室、上海海洋大学中国渔业战略发展研究
中心组织推进，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之国家海水鱼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
岗位研究团队撰写。

专著《中国食品安全战略研究》重点
阐述了中国食品安全战略的逻辑起点、基
本遵循、科学内涵、历史定位、战略目标、
实施路径、基本遵循与运行机制，刻画了
新时代以来食品安全战略实施取得的主
要成效，并立足国情与把握食品安全风险
治理的全球规律性，深入研究了新时代食
品安全战略“谁来治理”“治理什么”“怎么
治理”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专著《网络食品交易风险与治理机制
研究》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作为理论基础，
剖析网络食品市场基本特征，厘清网络食
品交易风险产生的原因及风险治理面临
的挑战，从构建网络食品交易风险协调共
治的理论框架、研究网络食品风险政府治
理体系、创新风险内部自治制、重构社会
力量参与网络食品风险治理体系四个层
面，提出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食品
交易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路径。《网络食
品交易风险与治理机制研究》由人民出版
社出版。

座谈会上，与会嘉宾们围绕中国食品
安全状况、网络食品交易风险与治理机
制、中国食品安全战略、中国水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发展等主题展开讨论，重点全面
总结了提升我国食品安全监管质效的实
践经验，积极回应和破解了食品安全监管
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这些成果数据、讨
论和共识对于构建食品安全社会治理新
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为我国食品安全工作
的深入推进提供了有益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