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上海市江杨农产品批发市场，入场经营的批发商都
持有能详尽记录农产品检验、交易信息的 IC 卡。有了这
张 IC 卡，相当于给所经营的农产品配上了“身份证”，其
来龙去脉一目了然。

同时，批发市场的每个摊户都配备了一台与终端数据
中心相连接的专用电子秤。消费者购买蔬菜后，电子秤就
会“吐”出一张小票，上面清楚注明蔬菜的品种、金额，
还有一串追溯码。通过溯源码，消费者可以查询到上一级
批发市场的摊位号、经营者，直到蔬菜的供应商、生产基
地种植者等信息。这些确保农产品安全的举措，源于上海
开展的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试点工作。

所谓肉菜流通追溯体系，是指以发展现代流通方式为
基础，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实现肉菜商品流通的索证索
票、购销台账的电子化，形成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
责任可追究的质量安全追溯链条。

“建设肉菜流通追溯体系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从流
通领域入手，建立市场倒逼机制，强化经营企业的责任意
识和能力，提高我国食品安全保障水平。”商务部有关负
责人表示。

目前，农贸市场等传统渠道仍是我国生鲜农产品流通
的主渠道，这些市场以现货现金的一对一交易为主。统计
显示，我国肉类总产量 7000 多万吨，规模化养殖约占
50%，手工和半机械化操作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占 75%以

上，农贸市场销售约占 70%，非分割包装肉的比例占
85%以上。蔬菜产量 6 亿多吨，规模化种植不到 10%，个
体从业者占经营主体的 95%以上，农贸市场销售占 80%
以上；散装和无包装蔬菜占 87%以上。随着城市化进程不
断加快，目前我国大中城市肉菜供应七成以上来自外埠。
在全国大流通的格局下，食品安全保障任务十分艰巨。

为了使广大消费者吃得更放心，为肉菜“验明正身”
已显得十分重要。有了肉菜流通追溯体系，一旦产品出了
问题，责任者很容易被锁定。

肉类和蔬菜是“菜篮子”中的主要品种，消费量大。
选择从肉类蔬菜入手建立追溯体系，通过信息化改造、加
强市场引导等手段，可以改善流通基础设施，提高流通现
代化水平，带动农业生产的标准化、规范化。

日前，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第三批 15 个试点
城市名单公布。两年来，我国先后分 3 批确定了 35 个试
点城市。各试点城市成立了相应领导小组，明确试点目标
和任务，落实配套资金，健全了法规制度。

据了解，前两批 20 个试点城市已确定在 260 多个屠
宰企业、140 多个大型批发市场、5300 多个标准化菜市
场、2400 多个大中型连锁超市、7100 多个团体消费单位
开展试点。上海、成都、杭州、宁波、无锡、青岛等地的
追溯体系已投入试运行，初步实现追溯功能，并与中央平
台对接。一些试点城市在取得肉菜追溯的建设经验后，正

逐步扩大农产品追溯范围。其中，无锡市初步实现水果和
干货可追溯，上海市则尝试建立了水产追溯体系。

但目前推行肉菜追溯系统还面临着不少难题。比如，
一些商户因觉得多了一道手续而不愿使用，直接制约了供
应链中产品及经营者信息的采集；一些顾客购买肉菜后不
习惯索要小票。此外，不少地方肉菜经营集中度低，包装
化、品牌化程度不高，也制约着追溯体系的建设。

针对这些问题，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表示，一方面要
抓紧研发攻关，突破技术难点，加大流通设施改造力度，
满足追溯体系建设需要；另一方面要严格执行统一标准，
确保追溯管理平台互联互通，并适时向源头延伸，打造全
链条追溯体系。

商务部明确要求，各地对执行相关标准情况进行评
估，抓好城市平台与中央平台对接，形成完整的管理体
制；切实改进招标工作，强化项目实施过程质量控制。
同时，要求各地抓紧将运行维护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
算，建立专门的工作队伍，落实运维责任，细化评价指
标，完善评价机制和奖惩措施，不断提高刷卡率和数据
上传率。此外，各地还要大力强化日常运行管理，拓展
追溯体系功能；不断拓展城市平台功能，最大限度发挥
追溯体系效用。

姜增伟表示，要坚持政府指导、市场化运作，发挥企
业主体作用，加大动员力度，让企业充分认识追溯体系建
设的重要意义。下一步，商务部门将加大对试点城市的督
导力度，并与农业部门合作，加强流通环节与种养植环节
的信息衔接，探索建立肉类蔬菜全过程追溯体系。与此同
时，还将继续扩大试点范围，争取“十二五”末覆盖城区
人口百万以上的城市。

7 月 3 日拍摄的江苏南通一商品房工地。中国房

地产指数系统最新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6 月全国

100 个城市 （新建） 住宅平均价格为 8688 元/平方

米，环比 5 月上涨 0.05%，结束自 2011 年 9 月以来的

连续 9个月环比下跌态势。

崔根元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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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首批 10 个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试点城
市之一，四川省成都市肉菜流通追溯体系覆盖点位已
经达到 10791个。

6 月 21 日，在成都市高新区和平综合农贸市场，记
者看到市民买菜的袋子里几乎都有一张打印的小票。

“这可不是简单的收银单，小票上的数字能告诉我这黄
瓜是哪来的。”刚买完蔬菜的廖国贵告诉记者。

廖国贵所说的小票就是溯源票，上面不仅有销售的
时间、地点、价格、经营者信息、批发市场信息，还可以通
过溯源票上的溯源码，上网追溯所买肉菜的流通信息。

对于每天要保障 10 万师生饮食的四川大学饮食中
心来说，食品安全尤其是肉菜采购的安全尤为重要。饮
食中心办公室负责人肖敏告诉记者，2012 年初成都市
实现了肉菜流通终端信息采集、存储和传输的电子化，
与城市肉菜流通追溯管理平台互联互通，形成了完整的
肉菜流通信息追溯链条。肖敏一边在电脑上演示，一边
向记者介绍，“饮食中心每天的肉菜都会统一采购，然后
分发到饮食中心服务的 14 个食堂。采购信息会以溯源
码的形式记录在饮食中心肉类蔬菜溯源体系中，上网登

录成都市食品质量安全溯源监管公共服务平台，输入饮
食中心的登录名，不仅可以查看到当日采购肉菜的品
种、供货商、数量等所有流通信息，而且肉菜被哪个食堂
采用的情况都可以一一查询。”

在成都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大蒜专卖区，经营户李
朝阳告诉记者，“有了追溯码，上网查货源很方便，供货
商、种植户等信息都可以查，这对买卖双方都负责。”据成
都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董事长黄群峰介绍，从货物进市
场到货物卖出市场，通过追溯卡对货物的进出记录，“无
论是经销商还是批发商，都可以通过追溯码上网查看到
每一批货物从哪来，卖到哪去，从而保障每一批货品的可
追溯性。”黄群峰说。作为成都市第一批肉类蔬菜流通追
溯体系建设的试点单位，截至目前，成都农产品中心批发
市场基本实现了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任务。

成都市副市长赵小维表示，成都今年将在中心城
区新增 113 家菜市场、361 家大型餐饮企业和学校食
堂实施蔬菜追溯管理，使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实现全覆
盖。“要让这一长串数字的追溯码能真正保障广大老百
姓的饮食安全。”赵小维说。

食品安全直接关系民生。大力推进肉菜追溯体系建设，

是运用信息化手段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有益尝试，是一件政

府关心、百姓受益的大好事。

食品安全的责任主体是地方政府。在目前农产品大流通

的格局下，不少地方农产品的外埠供应量要比本埠供应量高

得多，仅靠地方自己的力量很难保障食品安全，也无法有效落

实地方责任。因此，建设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也是助推食

品安全地方政府责任制落实的一项有力举措。

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启动两年来，大部分试点城市初

步建成追溯体系，运行良好。该体系改善了流通条件，提升了

企业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同时提振了消费信心，促进了诚信经

营，提高了肉菜质量和安全水平。

实践证明，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可以改善流通基础设

施，提高流通现代化水平，并从流通环节入手推动农业生产的

标准化、规范化，促使生产企业按照食品安全标准进行生产，

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同时，该体系的建设使各流通节点

的信息互联互通，形成质量安全追溯链条，变“点监管”为“链

监管”，既可充分发挥各监管部门的职能作用，又能加强部门

间的执法协作，从而实现肉菜质量安全的全过程无缝隙监管。

不过，肉菜追溯体系建设涉及多个部门，需要坚持政府

推动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需要充分调动相关各方的积极

性。试点工作中，各试点城市

也要把追溯体系建设作为“一

把手”工程全力推进，落实好

配套资金，研究并落实好农商

对接、相关农产品增值税抵扣

等政策措施，切实减轻流通企

业负担。

肉菜“身份证”：给农产品上把安全锁
本报记者 李予阳

欧盟通过实施可追溯制度，确保食品从生产到销
售各个环节的追溯检查，有效提高了处理食品安全事
故的效率，并对食品行业从业者形成了有力约束。

在欧盟委员会于 2002 年 1 月制定的《基本食品法》
中，可追溯性被解释为：在生产、加工及销售的各个环
节，对食品、饲料、食用性动物及有可能成为食品或饲
料组成成分的所有物质的追溯或追踪能力。

欧盟《基本食品法》第 18 条明确要求，凡是在欧盟
销售的食品必须具备可追溯性，否则不允许上市。食
品、饲料、供食品制造用的动物，以及其他所有计划用

于或预计用于制造食品或饲料的物质，在生产、加工及
销售的所有阶段都应建立可追溯性制度。

除了 《基本食品法》，欧盟其他一些法规也对食
品可追溯性提出了要求。比如，第 852/2004 号法规
规定，饲养动物或生产以动物为原料的初级产品的
食品业从业者，必须保存有关信息的相应记录；第
89/396 号法规规定，食品必须作标记以确定批次；第
1830/2003 号法规还对转基因食品的可追溯性，以及
由转基因产品生产的食物和饲料的可追溯性进行了特
殊规定。 （予 阳）

欧 盟 如 何 实 施 食 品 追 溯

成都：

“追溯小票”成为消费“定心丸”
本报记者 吉蕾蕾

找准保障食品
安全的切入点

李予阳

通过信息手段，形成来源可追溯、

去向可查证、责任可追究的追溯链条

明确责任

争取“十二五”末，使肉菜流通追

溯体系覆盖城区人口百万以上的城市

扩大试点

新 闻 现 场

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在改善流通

水平的同时，能够从流通环节入手，推动

农业生产的标准化、规范化，促使企业按

照食品安全标准进行生产

本版编辑 张 伟 张 双

美 编 夏 一

本版邮箱 jjrbjrcj@163.com

7 月 3 日，造型独特的椅子引起参观者的关注。当

日，第五届“为坐而设计”大奖赛作品展在上海新天地

开幕，参展作品向人们展示：椅子不仅满足“坐”的行为

要求，同时将工作、游戏、运动、休息等行为的实现构建

在“坐”的基础上，展示出中国新锐设计师的新颖创意。

新华社记者 陈 飞摄

上 海 举 行 中 国 家 具 原 创 设 计 展

6 月百城住宅均价 9 个月来首次止跌

本报北京 7 月 3 日讯 记者刘溟报道：在今日举
行的 《中国银行业发展报告 （2011-2012）》 发布会
上，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表示，当前国内外经
济金融形势依然复杂多变，银行业应按照市场规则和
商业原则，依法合规经营，公开合理收费，不仅要在
市场竞争中获取利润，更要在经济发展的困难时期

“雪中送炭”，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拓宽市场信任基
础，与实体经济实现良性互动。

他强调，银行业要着力畅通贯彻宏观调控政策和
逆周期审慎监管政策的微观机制，进一步优化信贷结
构、降低融资成本，发挥好金融在扩大内需中的重要
作用，科学落实稳定投资和扩大消费等相关政策，持
续推动实体经济平稳发展。

对于银行业面临的市场风险，阎庆民表示，银行
在主动防范风险的同时要做到及早化解风险。要科学
把握风险管理的客观规律，将风险防范从被动防御转
向主动进攻。当前，要及时调整完善企业信用评价模
型、银行授信标准、客户甄别技术和信贷管理文化，
创新服务方式、信贷产品、管理流程、贷款利率定价
机制，提高风险防控的前瞻性、主动性。要力争做到
对风险早预警、早识别、早处置。

对于银行业的经营，阎庆民认为，银行业应处理
好做优传统业务与开展金融创新的关系，要在扎实做
优传统业务的基础上审慎科学开展创新。银行业应当
坚持和发扬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主的优良传统，通过优
化业务流程、改进激励机制、提升服务水平，推动传
统业务优化升级，实现传统业务精细化管理。金融创
新要以改善服务、降低风险、提高效率为前提。

银监会表示，商业银行不仅要

在市场竞争中获取利润，更要在经

济发展困难时期勇于承担社会责

任，与实体经济实现良性互动

本报北京 7 月 3 日讯 记者顾阳 李予阳从商务
部获悉：上周 （6 月 25 日至 7 月 1 日） 商务部重点监
测的食用农产品价格以降为主，生产资料价格连续第
十一周回落。

据介绍，18 种蔬菜批发价格连续两月回落，比
前一周下降 2.5%，比 5 月初下降 28.6%。其中冬瓜、
茄子和圆白菜价格降幅居前，鸡蛋、水产品等价格出
现小幅回落。在主要生产资料中，有色金属、农资、
能源、建材、钢材、轻工原料价格下跌，橡胶、化工
产品、矿产品价格小幅上涨。其中，能源价格下降
0.7%，原油价格下跌 2.3%，连续第十一周回落，累
计下跌 20.8%。

上周生产资料价格继续回落

自2010年商务部和财政部联合启动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以来，试点城市已初步

实现追溯功能，并与中央平台对接，正不断取得经验，试点范围也将进一步扩大—— 银行业要“雪中送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