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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交流
食品安全舆情研判与处置的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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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舆情相当于食品安全工作者的耳朵和眼睛!本文归纳近年来舆情环境产生的新问题及其对风险交流带来

的挑战!进而结合实践提出建立舆情研判与处置机制的关键点!最后探讨舆情如何促进风险交流工作!以期对完善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体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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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触点多(+燃点,低$
且影响范围广’ 作为食品安全工作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舆情研判与处置工作的质量与效率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着政府和科学家能否及时回应公众关切
的问题并有效引导社会舆论$这一点在食品突发事
件处理中尤为重要’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
刚刚起步$亟需提高对舆情的敏感性和重视$并在
实践中从制度和技术等层面对舆情研判与处置机
制进行尝试与创新$使其融入风险评估和管理机
制$从而促进风险交流体系的建设’

!$我国食品安全舆情环境与问题
食品安全舆情可以定义为%媒体和公众通过传

统媒体和互联网等多种形式对食品安全问题或现
象进行报道(转载和评论$并在此过程中表达有倾
向性的观点或意见’ 食品安全工作离不开新闻媒
体和公众的舆论监督$而我国确实存在一些企业和
个人唯利是图$违法违规生产和销售食品的现象’
同时$我国风险交流的形势总体上呈现出正确的科
学信息明显处于劣势而没有科学依据的误导信息
大占上风的局面’ 加之$传统的政府新闻发布或媒

体通气会往往是滞后的$专家教条学术式的科普宣
教也不能适应广大公众对信息的需求$这些都给风
险交流带来更多挑战’ 为了应对新环境下的诸多
挑战$笔者从 56!5 年舆情中归纳出一些特点和新的
趋势$供食品安全工作者参考’
!9!$主流媒体的倾向性加速误导

在一个理性成熟的社会$主流媒体本应通过求
证核实$发挥过滤错误信息的作用$但近年来$我国
一些主流媒体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对热点问题$跳
过了科学家这一环节$抢时间进行报道’ 例如%56!5

年 5 月$中央电视台某栏目播出 +打破钢锅问到
底,$报道称某品牌+钢锅锰含量高出国标近 # 倍$

可致帕金森病, )!* ’ 此信息误导严重$引发广大消
费者对所有不锈钢制品的担忧’
!95 $错误报道以讹传讹

56!5 年 b 月$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公布
最新通过的一项增补标准$即液态婴儿配方奶
"WBNHBS BCRFCQABWU$中国不使用此产品#中三聚氰胺
最大限量值为 69!8 AJ@UJ’ 新华社发布的信息中
将原文中+液态婴儿配方奶,误译为+牛奶, )5* $之后
该新闻得到 /法制日报0等多家媒体二次传播$称
+我国三聚氰胺 598 AJ@UJ的标准远低于国际食品
法典委员会新出台的标准$国际标准比国内严格 !b

倍,$/中国青年报0呼吁+国产奶须尽快与联合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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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接轨, )7* ’ 虽然三天后$卫生部对此进行了正
面解读$但国内媒体仍不断转载关于我国标准落后
的新闻$以讹传讹的舆论持续近一个月之久’
!97$信息多元化人人为媒体

近年来$微博等新媒体已成为舆论监督的重要
组成部分"如%+瘦肉精,(+染色馒头,等食品安全事
件#’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具有发布快捷$没有
文字把关等特点$但新媒体在鼓励公众积极进行舆
论监督的同时$也为错误和谣言的快速传播提供了
机会 )#* ’ 一些主流媒体从业人员也热衷+爆料,$例
如%56!5 年 # 月$中央电视台某主持人发布微博+来
自调查记者的短信’ 同志们%不要再吃老酸奶和果
冻$尤其是孩子$内幕很可怕$不细说’,该微博一天
之内转发超过 E 万’ !5 月 !b 日$某网民发微博称
+食用的酱油(醋(饮料里面的塑化剂含量是酒的
#66 倍,$该微博几天内被转发近 5 万次$虽然该网
民又称该微博的信息并无任何依据’ 个别言论依
托数量庞大的粉丝可在短时期内形成广泛的舆论
影响力$这一现象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只有善用新
媒体平台才能进一步提高政府获取舆情(引导舆论
的水平和能力’
!9#$标题化趋势明显

一些媒体和网民频繁使用+致癌,+有毒,+导致
脏器损害,等描述作为信息的标题$如% +香蕉致
癌,(+某品牌蛋白粉用转基因$依赖性如海洛因,(
称某品牌矿泉水为+砒霜门,(+毒水,等等’ 上述说
法毫无科学根据$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公众的
恐慌 )8* ’
!98$信息内容真假难辨

负面信息往往得到快速传播$公众无法对信息
的真实性予以辨别$即便之后官方辟谣或专家澄
清$最初的报道早已先入为主$难以扭转 "首因效
应# )D* ’ 回顾一些食品安全事件$背后可能存在利
益陷阱$即个人和@或企业利用食品安全制造所谓
+舆情,对其他企业进行打击’ 例如%在 56!6 年发
生的+某品牌奶粉激素事件,中$虽经公安机关侦
查$事件为其他企业利用网络媒体推动造谣信
息 )b* $但奶粉和性早熟关系的舆论反复炒作’ 这类
虚假舆情不仅使公众受到误导和欺骗$还损害企业
甚至整个行业的发展’
!9D$+超标,信息满天飞

+超标,信息满天飞$例如%某品牌葡萄酒+农残
超标,(某品牌奶粉检出香兰素 +不合格,(某快餐
+汉堡大肠菌群超标 b 倍,事件’ 后经证实$+超标,

是由于检测机构不符合资质$或是检测失误(标准
使用不当得出的错误结论’

!9b$编短信和网络段子调侃食品安全
其中流传最广者如%+中国人早上醒来给儿子

兑一瓶添加三聚氰胺的三鹿奶粉$自己喝杯黑作坊
的豆浆$44$一盘饱含瘦肉精的熘肉片,’ 这类段
子无疑为公众造成了+什么都不能吃,的信息环境’

5$建立食品安全舆情研判与处置机制的关键点
上述复杂的舆情环境要求国家食品安全监管

与技术部门需要尽快建立符合现实需要的舆情处
置机制’ 笔者试图对机制建设的关键点$提供一些
个人看法’

食品安全舆情研判是指%在各种技术手段和举
报途径获取海量监测信息的基础上$重点筛选出涉
及本单位业务的舆情’ 风险交流工作者从媒体报
道和网民评论中归纳社会关切的问题$对事件性质
进行研究与判断"需要经验并结合以往相似案例#’

研判的关键点在于根据轻重缓急将舆情分类
分级$明确哪些属于影响力大的问题需要采取措
施$哪些是具有+苗头,性质的问题需要关注$还有
哪些作为参阅了解即可’

通常$ 风险交流专家将风险分为+实际风险,与
+感知的风险, )E* $在舆情研判中$风险交流专业人
员不仅要重视食源性疾病等产生实际健康危害的
舆情$还要综合考虑另外三个层面$即%舆情是否具
有引起公众强烈反应的风险感知特征 )E* ("新#媒体
传播力和政治经济影响力’ 笔者认为符合下列条
件的舆情应列入重点关注范围%媒体标题含 +有
毒,(+致癌,(涉及行业+潜规则,(涉及品牌影响力
较大的企业(可能影响整个行业的系统性风险 "如
包装材料有害物析出#(涉及婴幼儿"乳制品#等敏
感人群(主要媒体首页展示和舆情通量较大 "转发
评论次数超过一定数量#等’

与舆情研判和风险分类相配套的是应对和处
置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根据工作实际
对日常舆情(上级领导交付任务和应急事件分别建
立工作流程$明确责任义务和时效性&&建立内部
会商机制’ 根据舆情涉及的业务范围"如%标准(添
加剂(食物中毒#与专业部门确定处置优先顺序并
准备专业技术资料(起草应对措施建议&’建立专
家咨询机制’ 重视业内专家的经验$要与风险科学
评估(食品生产加工业(新闻传播和食品监管等多
个领域专家保持联系$获取背景信息(行业情况和
技术支持’ (实施处置措施’ 对不同的食品安全
热点$要选择合适的形式$例如%组织媒体交流会(
电视台专题采访(专家解读(公众开放日等加强媒
体舆论引导和社会宣传&)总结与评价’ 定期对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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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进行分析与归纳$评价舆情处置工作的时效性以
及传播影响力是否达到预期效果’

上述机制应首先在机构内部达成共识$形成规
范性文件’ 工作流程也应在实践中改进$并与评
估(应急(监测(标准等其他工作紧密配合与衔接’
舆情处置工作流程能对重要舆情及时研判并开展
风险交流活动$例如$对 +方便面桶外层荧光物超
标,事件$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在两天内组
织业务会商$通过网站进行有关情况的说明&再如$
针对+可乐色素致癌,等热点事件$评估中心开展专
家研讨并通过主流媒体专题采访形式予以解读’

7$舆情研判与处置促进风险交流工作
从实际积累的舆情信息中发现$一些具有普遍

性和规律性的问题可以为风险交流的工作方向提
供依据’ 从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56!5 年下
半年所收集的国内外食品安全相关舆情中$笔者发
现如下几个重要问题’
79!$涉及食品安全标准的舆情较突出

关于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媒体报道和评论频
繁出现$公众关注度很高$但误解很深$媒体质疑我
国食品安全标准缺失或落后$标准制定过程不透
明$甚至将假冒伪劣(非法添加和意外污染事件都
归咎于食品标准或检测方法存在缺陷’ 在某品牌
黄酒含致癌物氨基甲酸乙酯")%#事件中$媒体称国
标缺失$呼吁政府加强监管&对于+某品牌婴儿配方
粉汞异常,事件$媒体质疑汞为何没有纳入婴儿奶
粉的日常检测项目&在 +韩国农心泡面检出致癌物
苯并芘事件,中$媒体质疑我国为何没有方便面苯
并芘限量标准&在+白酒塑化剂超标事件,中$媒体
呼吁国家尽快制定白酒中塑化剂的限量标准’ 这
些事件的报道提示$食品安全标准的解读释义等正
面引导工作有待加强’
795$风险监测与风险评估的舆情引起社会关注

" 月 5E 日$中国广播网发表/我国四成儿童铝
摄入量超标 膨化食品是主要来源0 )"* $该报道以偏
概全$将铝摄入量超过铝的 =:k’值等同于+食品铝
含量超标,$很多媒体称+铝的过量摄入会引起婴幼
儿的神经发育受损导致智力发育障碍,$质疑面粉
和铝锅的安全性$甚至称医院没有铝超标检测设
备’ 理想的状态是$食品安全工作者对风险监测与

风险评估发现的问题进行主动解读$同时介绍政府
采取了哪些降低风险的措施 "如修订标准$查处违
法添加等#$将情况持续与公众和媒体做交流$这种
做法在国外和香港特区非常普遍$可有效维护科学
家的权威性和政府公信力’
797$问题高发食品备受关注

涉及乳制品的食品安全和质量问题的报道非
常频繁$其次是方便面包装材料和白酒有害物析出
等问题’ 反复出现同一类食品相关舆情的现象具
有新闻累积效应$易形成危机事件并损害公众对整
个行业的不信任’ 这提示风险交流需重视影响整
个行业的共性问题或系统性风险$为舆情早期应
对(风险监测和评估工作提供线索’

综上所述$复杂的舆情环境要求国家食品安全
监管与技术部门建立食品安全舆情处置机制’ 相
信经过大量实践$符合国情需要的工作机制将逐步
得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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