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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中国食品安全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在国际舆论和

媒体的持续炒作下,食品安全问题对中国国家形象造成了严重损害。食品安全问题在当今全球化

趋势下更引人注目,影响巨大。如何避免食品安全问题损害国家形象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全新课题,

中国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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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安全事件近年来频繁发生,对中国国

家形象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中国作为世界出口大

国,如何避免产品质量问题损害国家形象和经济利

益成为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

近年来接连发生了一系列较为严重的与中国相

关的食品安全事件。这些事件被国际媒体和舆论归

纳为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 进行炒作, 其中影响较大

的有: 2006年 10月报道, 巴拿马止咳糖浆含有毒二

甘醇, 导致百余人死亡, 该产品用中国甘油原料生

产; 2007年 3月报道, 含三聚氰胺和三聚氰酸的宠

物食品造成美国猫、狗等宠物死亡,其原料为中国产

小麦蛋白粉和大米蛋白粉; 2008年 6- 9月间披露

出来的中国三鹿奶制品三聚氰胺超标导致不少婴幼

儿肾功能衰竭; 2008年 9月报道, 中国出口日本的

大米因农药残留超标, 从而引发 毒大米 事件;

2008年 12月至 2009年 1月间从中国出口到日本的

速冻饺子被报告含有超标百余倍的高毒农药甲胺

磷,导致数十人中毒等。自 2006年起在不到 4年的

时间里中国连续被曝 5起严重的涉外食品安全事

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

这一系列涉华食品安全事件原因复杂, 西方媒

体不顾事实真相统统将其归咎为中国食品问题, 对

中国出口贸易造成不良影响。据统计, 2006年食品

安全问题爆发后, 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召回频率急剧

增高。2001- 2005年,中国商品的召回事件为平均

每月 8. 4起, 而 2006- 2008年则上升为 19. 5起。

尤其是 2007年 8- 12月,中国商品的召回次数达平

均每月 32. 6起,其中 10月更是高达 47起, 平均每

两天就有 3起召回事件发生。 2009 - 2010年 3月

召回事件次数虽有所下降, 但仍保持在平均每月

18. 1起,远远超出食品安全事件爆发前的水平 (见

图 1)。对比而言,日本自 2006年至今的召回事件

总数只有 31起,平均每月仅 0. 6起。

食品安全问题在损害中国经济利益的同时, 对

中国的形象也造成了直接损害。据盖洛普民意调查

显示,在美国有 94%的消费者倾向于购买美国食

品, 表示愿意购买中国食品的仅有不到 6%。

食品安全事件对 中国制造 (M ade in Ch ina)

品牌的信誉也造成了严重损害。国际舆论甚至出现

了 中国制造 成为 买家当心 ( Buyer B ewa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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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讨论。

图 1 美国对中国商品召回情况统计

来源: 根据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 ( the U. S. Consum er P roduc t Sa fety Comm ission)相关资料整理。 http: / /www. cpsc.
gov / cpscpub /pre re l/pre re.l htm .l (上网时间: 2010年 4月 5日 )

二

食品安全问题在国际关系领域属于低位政治范

畴,与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等高位政治问题有很大差

别。食品安全问题作为产品的生物安全问题, 关乎

民生, 直接影响消费者最根本的生命和健康权利。

生物安全问题又存在微观、不可感知等特点,很容易

造成消费者心理的恐慌和排斥,在群体中蔓延,形成

社会恐慌,产生刺激信号的放大效果,因此关注食品

安全问题的人群远远大于关注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等

高位政治的人群。国家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很容

易成为众矢之的。此外,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是在较为

集中的时间段发生或被报道出来的,自然会受到国际

社会的普遍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原本是孤立事件,现

在却发展到损害中国国家形象的程度,这其中西方媒

体的炒作和倾向性报道是主要原因之一。

西方媒体在涉华报道中,原本就普遍存在着通

过贬低、双重标准、夸张和煽情等方法贬损中国国家

形象的现象。在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上, 西方媒体的

报道保持了其一贯的倾向性,并通过以下三种做法,

将孤立的食品安全事件上升为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刻

意损害。一是西方媒体刻意将具体的食品安全问题

与中国国家挂钩,并采取倾向性表述,具体做法是用

中国指代具体公司和产品名称。例如, 有报道称

最近中国毒饺子引发的健康恐惧损害了中国食品

进口的声誉 , 南韩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宣称上

月从中国进口的泡菜中检测到了寄生虫卵 等, 皆

以中国指代相关责任公司, 其结果是让受众由孤立

的食品安全事件或单独的企业行为联想到中国的整

体行为。不仅如此,这些报道还不顾行文冗繁,重复

强调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公司或产品与中国有关。

例如, 2007年 5月至 2010年 1月, 纽约时报 等美

国主流媒体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的 14篇长篇

专门报道中, 共出现 中国 、中国的 以及以 北

京 指代中国政府的表述多达 315次, 平均每篇达

22. 5次。其中最多的一篇达到 50次, 平均每 29个

词中就有一个 中国 ! 一些报道还将食品安全问

题与中国政治挂钩。例如, 有报道称 挽救 中国制

造 品牌的唯一办法是中国的法治化 等, 将具体

David Barboza, C ustom ersW orldw ide P ress ing Beijing to A ct
after Ta inted- Food C ase , N ew York T im es, May 18, 2007, p.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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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孤立的食品安全问题与中国政治制度挂钩, 诋毁

中国的整体形象。

二是只要食品安全事件中存在中国因素, 西方

媒体就将这类事件说成是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例

如, 2006年巴拿马止咳糖浆事件是由于巴制药厂商

擅自更改中国原料的适用范围和保质期限等造成

的,责任不在中方。 然而西方媒体的报道普遍采

用倾向性表述。例如, 报道称 被有毒物质污染的

中国药品在巴拿马导致了超过 100人死亡 、因

为服用了含有造假中国原料的止咳糖浆导致了巴拿

马 100人死亡 等, 将责任简单归结为中国的食品

安全问题。与此类似, 2008年 9月日本毒大米事件

中的中国大米农药残留检测超标是由于日本修改肯

定列表制度的农药残留标准造成的。 2008年 12

月日本毒饺子事件最终被认定是刑事案件而非食品

安全问题, 但西方媒体不仅歪曲事实在第一时间

将类似事件简单归结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 还借题

发挥, 由此展开长篇的倾向性分析报道。

三是西方媒体在食品安全问题报道上采取双重

标准。例如, 2008年 9月 5日, 日本 三笠 等食品

公司销售的 800余吨大米含有有毒物质, 造成极恶

劣的社会影响,并直接导致上任仅一月的农林水产

大臣太田诚一及其事务次官辞职。中国奶制品三聚

氰胺事件也在同一时间段内发生, 二者都造成了极

其重大的社会危害。 但西方媒体的报道大量集中

在中国奶粉事件, 很少讨论日本毒大米事件。即使

报道, 也较少触及日本的食品安全问题,而是以辩护

的口吻讨论这些大米的原产地,并通过对比日本大

量的进出口贸易,将事件责任归结为大米生产国或

流通环节。

三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造成的不利影响既与西方媒

体的炒作有关,也与中国自身食品安全危机管理欠

缺、缺乏丰富经验、以及缺乏健全的体制和完善的法

律法规有关。

食品安全事件是一种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政

府进行危机管理的传统做法主要包括三部分: 在危

机潜伏期进行有效预防,完善管理措施和预警机制;

在危机爆发期作出快速反应,采取及时、有效和适当

的应对措施,减小影响范围、缩短作用时间、降低危

害程度;在恢复期尽快消除影响、恢复秩序和弥补损

失。随着食品贸易的全球化, 传统的危机管理方法

已经不能满足应对食品安全危机管理的要求。当

前, 食品生产流通环节的国际分工加强, 产品从配

方、原料、生产到市场都可能处于不同的国家。食品

流通链的跨国趋势导致单一国家的政府已经不能直

接并完整地将行政权力施加于危机管理的全过程。

食品安全危机管理需要相关国家进行充分沟通、协

调和合作,这构成了政府间国际贸易争端的危机管

理。在全球化造成食品安全问题存在国际社会普遍

压力的新形势下, 通过公共关系危机管理缓解国际

压力、消除食品安全危机的负面影响已经成为食品

安全危机管理的必要组成部分。

在食品安全事件不断发生的情况下, 中国政府

积极展开危机管理工作, 与国际社会进行坦诚和公

开的交流与合作。 2007年 11月 27日在北京举办

了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 13个国际组

织以及 45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多名代表参加的国

际食品安全高层论坛, 会议讨论并一致通过了 北

京食品安全宣言 。 2008年 12月中国政府又批准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设立办

事机构,并允许其参与中国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

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食品安全问题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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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象的损害,但并未在国际舆论中产生预期的

良好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危机管理中,对内危机

管理经验不完全适合国际化了的食品安全问题。

中国政府在应对 2002年 SARS疫情过程中,积

累了成熟的应对传统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

的经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国内突发性公共卫生体

系,并在应对国内各种自然灾害和工程事故中得到

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中国政府将这些成功经验和做

法应用到食品安全危机管理中,然而事实却证明这

些做法并不完全适合全球化的食品安全危机管理。

例如, 中国政府于 2007年 5月颁发了 国家食品药

品安全 十一五 规划 。这是中国食品药品安全领

域的第一个国家专项法规, 是对食品药品安全领域

五年发展的战略部署, 对防止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

具有战略意义,但对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西方媒体

认为该文件的政治动机超过实际效用, 计划实施的

实际可能性很低。

其次, 高位政治争端危机管理经验不完全适合

食品安全危机管理。中国政府在应对国际性高位政

治争端时具有较为成熟的危机管理经验, 通过将信

息控制在较小范围,采用政府间秘密沟通的办法,快

速解决争端,减小社会影响和阻力,这是较为稳妥的

高位政治危机管理方法。但是由于食品安全问题涉

及面广,关注者和知情者比较多, 利益牵涉复杂,因

此解决高位政治争端的危机管理经验并非完全适

用。2007年宠物食品事件便是例证。中国政府原

本想在行业范围内尽快解决争端, 缩小影响范围。

但美国宠物食品公司为推卸责任,维护其商业形象,

公开指责中国政府,并利用媒体进行炒作,使孤立的

宠物食品事件产生放射效应。

当前食品安全危机管理的内涵已发生根本性变

化:危机管理主体在很多情况下不再是单一政府,即

使部分事件发生在国内, 也同样面临国际舆论的压

力;危机管理的主要内容由行政干预变为国际沟通

与合作;商品生产国危机管理的目标和任务也不再

是消除危机本身,而是通过公共关系危机管理消除

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当前食品安全危机管

理应当包括三个部分,即: 传统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的国内危机管理、低级国际冲突 (贸易争端 )的危机

管理和公共关系 (国家形象 )危机管理。传统危机

管理是食品安全危机管理的基础, 国际冲突危机管

理是必要手段,公共关系危机管理则是更高要求。

相对国内和高位政治这两类危机管理而言, 中

国政府在国际公共关系危机管理方面仍缺乏经验。

四

食品安全问题是在国家的特定发展阶段出现

的, 发达国家相对严密的食品安全体系正是在曾经

极其严重和普遍的食品安全危机刺激下逐渐完善形

成的。 例如, 18至 19世纪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在

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严重的牛奶造假案例,且都造

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危害和影响; 二战后,日本也

接连发生了 1955年森永砒霜奶中毒事件、1956年

熊本水俣病事件、1963年新泻水俣病事件、1968年

米糠油事件等多起骇人听闻的食品安全事件。

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 当今全球化趋势下的食

品安全问题造成的影响杀伤力更大。因此如何避免

食品安全问题损害国家利益和形象对于世界各国而

言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中国应在借鉴国外成功经

验的基础上,积极应对食品安全形势的新变化,通过

实践和创新,妥善解决食品安全事件损害中国国家

形象的问题。

首先,应直面西方媒体, 争夺国际媒体的话语

权。国家形象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媒体的话

语权。中国媒体应在有损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议题

上, 与西方媒体形成争鸣。在事件发生后,在第一时

间发挥有效的宣传作用,尽快澄清事实真相,引导国

际舆论方向,避免中国承担过度责任和受到不平衡

关注。

针对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一贯倾向性,中国政

府在食品安全危机发生后需要采取以下三方面应对

措施: ( 1)对食品安全事件采取积极、合作和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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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扩大食品安全国际交流与合作,在食品安全

问题上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 2)事件发生后,尽

快调查并澄清事件的前因后果和责任方, 避免承担

过度责任,对西方媒体的栽赃和不负责任的报道及

时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回击和驳斥; ( 3)采取适

当手段和技巧,分解并减轻舆论和媒体对中国食品

安全问题的持续和特别关注。

其次,进行有效和充分的食品安全危机管理。

政府应从三方面展开危机管理工作, 以有效解决食

品安全问题对国家形象的损害。一是建立健全食品

安全法律法规;完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及机构建设;

宣传和引导食品安全社会规范的形成等, 以降低食

品安全事件的发生频率、减少其风险及危害。二是

建立健全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食品安全信息沟通渠

道,完善双边监管合作机制,建立在食品安全问题上

的互信;食品安全危机发生后, 采取公开、透明和积

极的应对措施,避免陷入被动; 在由此引发的食品或

商品贸易争端中, 采取明确、恰当的回报策略, 避免

问题扩大化和造成不良国际影响, 以形成一套适合

于食品安全问题的低位国际冲突危机管理规范。三

是加大公共外交工作力度, 扩大面向主要贸易伙伴

国民众的宣传;审慎处理具有重大影响的食品安全

相关事件,避免释放错误信号导致信息误读现象发

生。

第三,积极应对信用危机, 塑造 中国制造 品

牌, 采取有效措施使国际社会恢复对 中国制造 品

牌的信心,保持 中国制造 品牌的良好信誉。国家

有关部门应积极主导,进行面向国际社会有针对性

地宣传 中国制造 总体品牌的行动。中国厂商和

企业界应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扩大正面宣传和影响,

以良好的信誉和品牌为 中国制造 增光添彩, 为中

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责任编辑: 蒋裕国 )

(接第 41页 )内政、侵犯他国主权, 导致后冷战时期

极端民族主义泛滥, 给他国民族宗教极端分子以暴

力谋求分裂和国际干涉以可乘之机, 也为恐怖主义

的泛滥提供了温床。

再次, 双重标准 危害国际反恐合作。在全球

化不断深化的总体趋势下, 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性

增强。这种依赖性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 在安全领

域也同样如此, 而且两者相互影响。虽然目前恐怖

主义在不同国家与地区呈现的威胁程度有所不同,

但从恐怖主义在全球的发展态势看, 可以说没有一

个国家不笼罩在恐怖威胁的阴云下。因此, 加强国

际反恐合作是国际社会确保自身安全的一种必然。

同时, 在全球化时代,传统安全威胁不断下降, 非传

统威胁持续上升。与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不同的是,

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恐怖

主义就是非传统安全问题中最突出的暴力威胁,需

要各国通力合作来解决。但是, 一些国家仍保持冷

战思维模式,坚持意识形态及国家利益偏见,特别是

坚持 双重价值标准 。正是这种仅从本国利益出

发的 双重标准 ,使一些恐怖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空

间得以扩展,对其他国家构成的威胁与危害越来越

大。

此外,恐怖主义常常处于一种无疆界、无领土、

无固定基地、无标识状态, 反恐情报信息收集难度

大, 反恐难以做到 有的放矢 。

总之,国际社会反恐之路任重而道远。国际社

会不可能消除每一个仇恨根源, 也不可能阻止每一

种暴力行为。只有在联合国的领导下,国际社会共

同行动,综合治理, 并逐步铲除恐怖主义产生、蔓延

的土壤,才能有效遏制恐怖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责任编辑: 何桂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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