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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安全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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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当前猪肉安全问题，通过对生猪养殖和屠宰环节的调研，分析猪肉安全现状和存在问题，论述产生猪肉安全问题的

根源并提出其解决办法：建立安全风险评估体系；制定与国际接轨又适合国情的法律标准体系；建立廉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系、检验

检疫体系和官方兽医体制；健全沟通机制和溯源体系；落实猪肉安全责任，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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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safety issues of pork in live pig breeding and slaughtering were evaluated and possible solutions were presented as 

follows: establishing the safety risk assessment system; formulating the laws and standards in line with both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ractices;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a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nd carrying out the safety 

responsibil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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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猪肉价格大幅上升，与此同时猪肉安全问

题也备受关注，安全事故层出不穷。2005 年 6 月四川

省资阳、内江等部分地区发生猪链球菌感染事件，造

成死亡 38 例，人感染猪链球菌 204 例 [1]；2006 年 9
月，上海发生多起“瘦肉精”食物中毒事故，波及全市

9 个区、300 多人，引发此次食物中毒的“罪魁祸首”
是一批具有合法检疫证明的猪肉及猪内脏[2]；2006 年

我国因“高热病”发病生猪 379.8 万头，死亡 99.2 万

头，2007 年截止 10 月 25 日，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发病

生猪为 31 万头，死亡 8.1 万头[3]；2007 年 12 月 3 日

晚，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对外通报了上海梅林食品有

限公司生产的低钠午餐肉罐头在香港被检出含有硝基

呋喃，19 日初步判定产生原因是该批午餐肉罐头的猪

肉原料受到污染[4]。这些安全事件严重危害消费者的

身体健康，引发消费者对猪肉安全的不信任感；另一

方面影响生猪养殖和屠宰产业的生产秩序和可持续发

展，乃至社会的和谐稳定，引发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为了掌握猪肉安全现状，提高猪肉安全系数，

2007 年笔者针对生猪养殖环节和屠宰加工环节对广

东地区的猪肉生产和监管现状进行了调研，现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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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向同行汇报，以供参考。 

1  生猪养殖和屠宰加工行业现状 

1.1  饲养分散，以农户散养为主，总体管理水平较低 
目前我国大部分生猪是以农户散养为主，据农业

部统计[5]，全国年出栏 50 头以上生猪的规模化养殖比

重为 34%。另据调查结果显示，年出栏量在 2 万头以

下的企业中，没有一家企业通过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

证和无公害农产品认证，60%的生猪养殖企业不知道

国家的相关标准，未有企业通过 ISO 或者 HACCP 体

系认证，80%的生猪养殖企业未能拿出任何文件记录。 
1.2  饲养环境不容乐观，饲料安全把关工作尚待加强 

现代农业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大量使用农

药、化肥、促长剂等化学合成物来增加产量，导致农

作物中含有大量农药、激素残留，用此作为饲料原料

喂猪，容易造成猪肉产品的间接污染；另一方面，饲

料的预混料中大多加有饲料药物添加剂，这些饲料药

物添加剂或由于企业的商业机密不予标识，或标识不

全，容易造成滥用、误用。 
调查中的80%生猪养殖企业都是购买预混料后自

己配制全价料，而对饲料的安全检测工作，90%的企

业仅凭感官检验，理化检验基本是空白。对于饲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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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证登记工作，企业基本未实施，企业管理者称都是

购买大品牌，信得过的产品。 
1.3  集约化生产面临的疫病和兽药残留问题 

由于其高度集约化，现代工厂化养猪不可避免会

使疫病放大化，如 2006 年我国部分地区爆发严重的高

致病性蓝耳病疫情；另一方面由于不合理用药、违法

用药使猪肉中兽药残留问题比较严重。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了部分企业有滥用兽药的嫌

疑，如在兽药仓库中发现了国家违禁药物呋喃唑酮；

在猪饲料中长期使用抗生素作为预防用药和提高猪只

的生产水平；有兽医处方用多种抗生素和多种合成抗

菌药同时治疗生猪疾病等等现象。 
1.4  屠宰加工水平区域差异较大，地区发展不平衡 

城市经济条件较好的生猪屠宰企业中有 66.7%通

过 ISO 9000 认证，50%通过 HACCP 认证，66.7%生

猪屠宰企业知道国家的相关标准，83.3%的企业能够

提供相关文件和记录，记录上都有生猪屠宰进出台帐，

有一定的溯源性。而在硬件设施建设方面，83.3%的

生猪加工企业拥有猪屠体清洗装置，83.3%的企业拥

有同步检验线，50%的企业拥有冷藏、冷冻设施。 
城市经济条件较差的生猪屠宰企业中只有25%通

过了 ISO 9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没有企业通过了

HACCP 认证，没有企业知道国家的相关标准，75%
的企业未能提供相应的文件和记录。在硬件设施建设

方面，只有50%的生猪加工企业拥有猪屠体清洗装置，

没有企业拥有同步检验线，25%的企业拥有冷藏、冷

冻设施。 
1.5  生猪屠宰的主要业务是托屠代宰，加工白条肉 

目前 90%生猪屠宰企业都是代宰加工占绝对地

位，其代宰加工的性质决定了其猪肉加工工序设置基

本相同。都是视客户需要来决定是否采用麻电器，都

有悬挂输送机、浸烫池、脱毛机和劈半工具，最后白

条肉交给猪肉批发商，由他们自己或用汽车或用摩托

车运走。这种代宰性质决定了冷藏、冷冻设施基本不

用，同时也使后续的运输卫生问题无法监管，也影响

了生猪屠宰企业对猪肉产品质量安全把关的积极性。 
另外，生猪屠宰的私宰现象比较严重，其最大的

危害在于制售病死猪肉和制售注水肉，危害消费者身

体健康；同时偷税漏税和造成环境污染，扰乱市场秩

序。 
1.6  生猪屠宰加工过程中的检验检疫工作尚待加强 

生猪在屠宰场的“宰前宰后”检验检疫工作主要

由动物防疫部门负责，只有少数的屠宰场会参与其中。

动物防疫部门通过索“三证”、临车观察、抽检瘦肉精

等方式进行宰前检验，宰后检验主要是观察猪胴体、

猪内脏是否发生病变，检查旋毛虫、囊尾蚴等。对于

其他农兽药残留、重金属项目基本未涉及，而且有些

地方的瘦肉精抽检比例不到 3%、旋毛虫也采用抽检

方法进行。这是一个安全隐患。 

2  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分析 

2.1  猪肉质量安全监管不足 
一头猪从养殖到餐桌，有农业、经贸、工商、卫

生、质监、商检、公安等部门在管理，对猪肉的安全

控制由多个部门负责，形成分段、分部门多头管理的

体制，这种体制涉及到部门之间职责和权限，出现各

职能部门间职能交叉重复空白并存情况，协调和协作

起来难度大，监管责任难以落到实处。 
而兽医防疫制度难以保障猪肉安全，调查中发现

基层特别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兽医防疫部门抱怨

自己部门既要监管生猪养殖企业的疫病防治工作，还

要负责屠宰场的生猪宰前宰后检疫工作，工作量大，

人员少，经费不足（检疫收费：3.5/头），由于经费不

足导致部分地区生猪防疫监管情况不太理想。 
而且行政执法的力度还是略显不足。行业规范力

度不强，评不评级一样可以生产，使得企业重经济效

益而轻建设，甚至发生价格战。调查现场中，90%的

生猪屠宰企业向笔者转达了要求整顿和规范生猪屠宰

行业及严厉打击私宰的强烈愿望。 
2.2  猪肉质量安全监测控制薄弱 

90%的养殖企业缺乏有效的饲料质量安全检测手

段，仅仅靠感官检验来确定饲料的质量安全，后续的

生猪养殖也未对猪肉进行有效的检测控制。而另一方

面，90%的生猪屠宰企业以托屠代宰加工为主，60%
的生猪屠宰企业没有自身的养殖基地，生猪和加工出

来的猪肉都是批发商的，所以对猪肉质量负责的应该

是批发商。但实际上猪肉批发商不具备对产品进行检

验的条件和设备，同时他们往往以利益为取向，为避

免由严格的检验检疫而造成的销毁损失，去选择一些

把关较松的企业，甚至私宰。 
同时，我国猪肉安全检验体系还存在许多问题，

政府职能部门对生猪养殖环节的抽检力度有限，很多

时候仅限于抽检瘦肉精残留，对重金属和其他农兽药

残留方面的检测工作尚缺乏针对性和系统规划，不能

综合评价肉品的质量安全。而在屠宰加工环节，政府

驻点检疫人员则普遍感到国家投入不足，收入低，人

员少，检验检疫偏重于感官检疫工作，理化检测工作

仅限于按 3%~5%的比例抽检瘦肉精，甚至有些地方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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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都做不到。 
而且目前我国的农兽药及有害化学物质残留的检

测方法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缺乏快速有效的检测手

段，等检验结果出来时，猪肉已经卖完，肉品的去向

不明。另一方面，检测费用昂贵，养殖户不愿意支付，

政府监管部门没投入经费或经费投入不足，再加上政

府检测人员不足，检测时间长，只能抽样调查，不能

解决实际问题。 
2.3  缺乏科学合理的猪肉安全风险评估机制 

首先，由于缺乏对不同类型企业安全管理风险的

评估机制，使政府部门不能很好地把握多而分散的经

营企业总体情况，重复监管的同时又存在监管盲点，

企业怨声大而猪肉安全问题层出不穷，行政成本高而

效能低。其次，由于缺乏对猪肉产品安全的总体评估

机制，只要产品有问题就认为不安全，走向安全管理

的另一个极端。如有些地方按照 5%的比例抽检生猪

瘦肉精残留，发现一头有问题即销毁同批次的二十头

生猪，这种执法方式有待商议。再次，由于缺乏对社

会猪肉的总体风险评估和安全预警机制，缺乏引导消

费者建立科学消费观念，导致一些质量问题被媒体放

大为安全问题，严重影响消费信心、危及企业的生产

经营和社会和谐稳定。 

3  发展建议 

3.1  建立科学合理的猪肉安全法律标准体系 
根据猪肉安全风险评估的结果，制定一部按照“从

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管理理念的法律，贯彻执行好《农

产品质量安全法》，及时确立猪肉安全法律责任体系，

做好与民法、刑法、行政监察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有

效衔接。确立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法律责任；加大

对经营者违法惩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重点解决私

屠烂宰问题。另外要抓紧修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

可考虑将“定点屠宰”修改为“许可屠宰”，在条件成熟

的情况下，应加快制定《屠宰法》。 
完善猪肉质量安全标准体系。主要包括重要的食

品安全限量标准，食品检验检疫与检测方法标准，食

品安全通用基础标准与综合管理标准，重要的食品安

全控制标准和食品市场流通安全标准。另外要大力发

展有毒有害物质高效快速检测技术，着力解决当前检

测项目不多、时间长、成本高等三大难题，加大筛选

兽药残留的试剂盒的研究和开发力度，研制国产试剂

盒。 
3.2  逐步建立集权式的猪肉安全监管体制和新型兽

医管理体制 

按照食品安全“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管理的思

想，打破目前部门分割、各自为政的管理局面，加快

改革，逐步形成集权式的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加快低

成本、高效率检测技术的研究步伐，建立统一有效的

产前、产中、产后的质量监控体系，把以水、土等农

业生态环境安全，以兽药、饲料、种猪等农业投入品

质量安全保证和以猪肉等农产品市场准入认可性检测

有机结合起来。 
逐步实行兽医资格认证制度和兽医行政的“垂直

管理”，加快建立官方兽医和执业兽医相结合的新型兽

医管理体制。建立一支高素质官方兽医队伍，实现疫

病防治和畜产品安全从动物饲养-屠宰加工-市场检查

和出入境检疫的全面管理。 
3.3  建立起完善的猪肉安全风险评估体系 

工业社会没有绝对安全的猪肉，猪肉安全风险评

估实际上是一个平衡各方利益的平台，只能是执法部

门、经营者和消费者就猪肉安全问题在成本和收益上

做出的一种妥协方案。从微观到宏观，其包括了对产

品、经营者和社会总体消费环境进行安全风险评估等

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对涉及猪肉安全的项目进行加权，根

据分析评估的结果进行安全判定并执法。第二方面是

根据企业的规模、生产经营特点进行安全风险评级区

分并建立信用档案，然后根据企业的安全风险等级和

信用情况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第三方面是建立起猪

肉安全风险检测分析评价体系，根据安全风险评估结

果来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和应急预案，建立执法

部门、经营者和消费者三方风险交流平台，引导消费

者科学消费和进行猪肉安全预警。 
3.4  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建立“从农田到餐桌”溯源管

理体系 
加强猪肉安全源头监管，把监管关前移到养殖基

地，重点关注饲料和兽药等生猪养殖投入品。建立包

括生猪养殖场、生猪批发市场、猪肉屠宰加工厂、猪

肉流通销售等环节在内的可追溯体系，构建猪肉质量

安全的数字化监控和可追溯技术平台，实现猪肉生产

全过程关键数据的有效跟踪和传递。 
完善猪肉市场准入制度，严打私屠滥宰。加强对

定点屠宰场的规划和监督管理，对不符合法定条件从

事屠宰活动的，取消其定点屠宰资格。加大对私屠滥

宰窝点的查处力度，坚决清除私宰现象严重、问题突

出、长期存在的钉子窝点，重点对城乡结合部以及肉

类批发市场、城乡集贸市场、宾馆、饭店等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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