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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食品经济管理是一门交叉学科 ,通过比较分析国内外食品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研究现状 ,运用系统工

程的理论和方法 ,提出了构建食品经济管理知识体系的必要性。在食品系统学的基础上 ,提出了食品生命周

期的 5个阶段 ,即食品的生产阶段 、流通阶段 、交易阶段 、使用阶段和回收阶段。根据食品所具有的自然属性

和社会属性的双重特征 ,明确了食品经济管理学科的交叉性和复杂性 , 创新性的设计出了食品经济管理知识

体系的 9大知识领域 ,并提出了食品经济管理知识体系的二维结构图 , 对我国食品经济管理学科的建立和快

速发展具有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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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odeconomicmanagementisanewandcrossdisciplineintheworld.Bycomparingtheresearch

levelsofthefoodeconomicmanagementathomeandabroad, basedonsystem engineeringtheoryand

methods, itisnecessarytosetupbodyofknowledgeforfoodeconomicmanagementdiscipline.Basedonfood

systemtheory, itputsforwardto5 stagesinfoodlifecycle.Thefivestagesarefoodproducing, food

distribution, foodtrade, fooduse, andfoodrecall.Accordingtothefoodnaturalattributesandsocial

attributes, itdefinesthatfoodeconomicmanagementisacrossandcomplexsubject.Meanwhile, itdesigns

ninefieldsofbodyofknowledgeandtwo-dimensionalstructurediagramforfoodeconomicmanagement

discipline.Itwillplayaroletoestablishanddevelopfoodeconomicmanagementdiscipline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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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 ,是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近年来 ,由于

频频发生食品中毒等恶性事件 ,严重威胁人类健

康。目前 ,各国加紧对食品安全的研究和投入 ,

国内外学者掀起了一股对食品安全管理 、绿色食

品研究等方面的热潮 ,如 David等
[ 1 -4]
对食品的

溯源性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 。 Kempson
[ 5]
对食品

管理中消费者所关心的营养搭配问题作了实证

研究 , Peterson
[ 6]
提出了休闲蔬菜的概念 , Terpstra

等
[ 7]
对食品储存和废弃物的处理等有关绿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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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都从食品经济管理的

某一个角度来研究问题 ,也是食品经济管理学科

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在今天的 “大食品产业”时代背景下 ,食品工

业正在向规模化 、集团化方向发展 ,形成了从 “农

田到餐桌 ”的跨越农业 、工业 、商业和服务业的新

型产业链模式
[ 8]
。单一的食品科学和工程理论

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需要建立相应的食品

经济管理学科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 ,从食品

经济体系和食品危机预警机制等战略管理的高

度及视角研究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

食品经济管理学科在国内尚属空白 ,学科体

系还未形成 ,国内外在食品经济管理学科方面的

研究也比较少 ,因此 ,如何构建食品经济管理学

科的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国外食品经济管理相关学科的发
展现状

　　2002年 ,美国 SCI-BYTES机构对 1997年 -

2001年间 ,受到联邦政府资助前 100名大学在食

品学科的研究方面进行了排名 ,排名的规则是统

计该大学在 ISI索引的杂志上公开发表论文的数

量 ,调查结果显示 , 1997年 -2001年间美国大学

在食品学科研究方面高度集中的前 5所大学
[ 9]
,

食品学科方面的论文占整个学校论文的比例比

较高 ,排名如表 1所示。

表 1　1997-2001年美国大学在食品学科研究方面高度集中的前 5大学

Tab.1　U.S.universitieswithhighestconcentrationsinfoodscience＆ nutrition, 1997-2001

排名 大学名称 在食品学科方面发表的论文 占整个大学论文发表的比例(%)

1 UniversityofGeorgia 318 3.78

2 UtahStateUniversity 73 3.41

3 WashingtonStateUniversity 160 3.20

4 TuftsUniversity 185 3.00

5 UniversityofCalifornia, Davis 387 2.64

　　在以上 5所大学中 , 只有华盛顿州立大学

(WSU)开设了与食品经济管理学科相关的本科

专业 -农产品工商管理 (Agric-FoodBusiness

Management),其他学校开设的主要是食品科学

与工程方面的专业 。

目前 ,国外有一些大学开设了与食品经济管

理专业相似专业 -食品工商管理(FoodBusiness

Management),具体开设该专业的部分大学名单

如表 2所示。

表 2　国外开设食品工商管理专业的部分大学
Tab.2　Foodbusinessmanagementinsomeforeignuniversities

序号 学校名称 国别 专业内容

1 WashingtonStateUniversity USA Agric-FoodBusinessManagement

2 OhioStateUniversity USA FoodBusinessManagement

3 ScottishAgriculturalCollege UK FoodbusinessManagement

4 UniversityofMinnesota USA AgriculturalandFoodBusinessManagement

5 MonashUniversity Australia FoodBusinessManagement

　　此外 ,还有一些大学开设了食品经济(Food

economics)、食品市场营销(Foodmarketing)等专

业 , 如 UniversityofReading(英 国 ), Purdue

University(美 国 ), NihonUniversity(日 本 ),

UniversitycollegeofCork(爱尔兰)。

国外 的 食品 工 商 管 理 (Food Business

Management)专业主要以工科为主 ,以 OhioState

University为例 ,该专业主要以食品工程为主 ,占

80%左右的课程 ,辅之以市场营销 、财务管理的

知识 ,因此 ,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食品经济管

理 ,也没有自成体系的食品经济管理学科。

2　国内食品经济管理相关学科的发
展现状

　　根据国家教育部公布的国家重点学科名单

(教研函 [ 2007] 4号),在食品科学与工程一级学

科所属的 4个二级学科中等级为 A
++
级的学校

只有 3所 ,分别为江南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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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大学 ,如表 3所示 ,可见这 3所大学在我国食

品学科的建设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全国有 88所

学校开设了食品科学这一专业 ,说明食品科学与

工程学科在我国已成规模和体系 。

表 3　食品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所属的 4个二级学科 A++级学校名单

Tab.3　FourA++leveluniversitylistinfoodscienceandengineering

排名 校名 等级 二级学科 一级学科 学科门类 学校数量 是否重点

1 江南大学 A++ 食品科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工学 88 ★

2 中国农业大学 A++ 食品科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工学 88 ■

3 华南理工大学 A++ 食品科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工学 88 ☆

1 江南大学 A++ 粮食 、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工学 34 ★

2 华南理工大学 A++ 粮食 、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工学 34 ■

1 中国农业大学 A++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工学 61 ☆

　注:“★ ”号表示该一级学科是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号表示该二级学科是国家二级重点学科;带 “■”号,表示该学科有博士学位授

予权 ,但不是国家重点学科。

　　在以上 3所大学中 ,所开设的专业主要集中

在食品科学与工程方面 ,具体开设情况如表 4所

示。

表 4　江南大学等学校在食品方面的

专业开设及研究现状

Tab.4　Foodresearchandfoodmajordevelopingin

someuniversitiesofChina

学校名称 开设专业

江南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动物科学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中国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生物技术

营养与食品安全

葡萄酒

华南理工大学

轻化工程(含印刷包装工程方向)

资源科学与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含糖工程方向)

食品质量与安全

　　而食品科学与工程是一门集生物 、化学 、物

理 、机电和化工等多学科交叉渗透的学科 ,恰恰

与经济管理领域是相隔离的 。

国内高校除了上海海洋大学 ,其他学校都没

有开设食品经济管理这一本科专业 ,相应的学科

也未成体系 ,食品学科方面主要集中在食品科学

和工程方面 ,偏向工程 ,与管理学科的交叉较少。

国外倒有一些大学设置了与食品经济管理

相近的本科专业 -食品工商管理(FoodBusiness

Management),但也是未成学科体系 。因此 ,食品

经济管理学科是个崭新的领域 ,是集经济 、管理 、

食品等学科交叉为一体的学科 ,国内外可以借鉴

的经验非常有限 ,如何摸索和构建食品经济管理

学科知识体系富有挑战性。

3　基于系统工程理论的食品经济管
理知识体系构建

3.1　食品系统的影响要素

3.1.1　食品系统的概念

近年来 ,日本对食品系统(FoodSystem)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 ,掀起了一个关于食品问题的新学

问运动 ,并于 1994年 ,在日本大学设立了食品系

统学会 ,以此推动食品系统学的研究 。斉藤修
[ 9]

对中 、日食品系统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研究 。章家

清
[ 10]
对日本食品系统的研究状况和进展进行了

详细的介绍 ,归纳了食品系统内涵 ,提出食品系

统是连结 “上游 ”产业的农林水产业 、“中游”产业

的食品制造业与批发业 、“下游 ”产业的食品零售

业与餐饮业以及作为 “湖 ”的最终消费者 ,并包括

将对其产生影响的各种制度 、措施和技术革新在

内的一种系统 。

日本的食品系统学 ,把 “食”和 “农”背离所产

生的农业与食品问题纳入了一种整体系统 ,具有

一定的研究价值。食品系统学的贡献在于运用

农业经济学 、食品工科学 、流通理论 、市场营销

学 、营养学和食品学等交叉学科 ,逻辑性地将日

益复杂化的食品供给纳入了一种简洁明了的整

体系统 ,阐明了各构成主体之间不仅有 “顺流 ”

的 ,还有 “逆向 ”和 “横向”的相互影响 ,并以此为

理论依据来科学地研究 。

但是由于其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历史还比较

短 ,并只注重食品链的研究 (foodchain),还未形

132



1期 郑锦荣:基于系统工程理论的食品经济管理知识体系构建

成完整的食品系统理论体系 。

3.1.2　食品系统的影响要素

食品系统是个复杂的系统 ,影响要素很多 ,

既受到社会经济的 、政治的影响也受有技术的和

环境方面的制约 ,如图 1所示 。

图 1　食品系统的影响要素图

Fig.1　Theimpactelementsoffoodsystem

　　图 1中经济因素指经济系统的运行结构 ,高

速发展的经济必然带动食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技

术因素指技术的革新 ,可以给食品经济的发展带

来跨越式的飞跃;环境因素指食品生产的可持续

性;政治因素指政策的制订 、食品安全监控体系

等。

所以 ,食品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必须用

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食品系统 ,否则会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因此 ,食品经济管

理是一项系统学科 ,必须具有自身的学科体系才

能去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

3.2　食品生命周期

生命周期理论已经应用在许多领域 ,如产品

生命周期 、项目生命周期等 ,国内外许多学者把

生命周期评价方法(LifeCycleAssessment, LCA)

运用到食品评价方面 , JohannaBerlin
[ 11]
对奶制品

进行了 LCA研究 ,任辉等
[ 12]
对食品生命周期评

价方法及其应用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

传统概念上的 “从农田到餐桌 ”只是反映了

食品供应链的大部分阶段 ,并没有涵盖食品的整

个生命周期 ,食品的生命周期还应包括食品废弃

物的回收和利用等阶段 ,图 2显示的就是食品流

通的几种方式 。随着食品经济的快速发展 ,食品

流通的环节越来越多 ,食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

长。

图 2　食品流通的几种方式

Fig.2　Severalmodesoffooddistribution

　　因此 ,食品生命周期可定义为从食品的生产

起点到食品使用完后废弃物回收的全过程 ,可将

食品划分为若干个阶段 ,所有阶段的全体就可称

为食品的生命周期 。按照以上的定义 ,食品的生

命周期可以划分为以下 5个阶段 ,如图 3所示。

图 3　食品生命周期的 5个阶段

Fig.3　Fivestagesoffoodlifecycle

图中食品生产阶段指包括食品的生产 、开

发 、规划设计以及原材料的采购等活动;食品流

通阶段指包括食品的运输 、配送和储存等活动;

食品交易阶段指包括食品的买卖 、交易类型等活

动;食品使用阶段指包括消费者的使用 、储存等

活动;食品回收阶段指包括食品废弃物以及过质

食品的回收等活动 。

3.3　食品经济管理知识体系的构建

3.3.1　食品经济管理学科的构成

食品经济管理是对食品系统进行全方位研

究的一门交叉学科 ,既要考虑到食品的自然属

性 ,即食品的经济性 ,又要考虑食品的社会属性 ,

即食品的安全性。因此 ,食品经济管理应该有其

独特的知识体系 ,它是由食品经济管理独有的知

识 、管理学 、经济学和食品科学等相关学科交叉

而成的 ,知识体系构想如图 4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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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食品经济管理知识体系的构想

Fig.4　Thevisionofbodyofknowledgefor

foodeconomicmanagement

　　食品经济管理独有的知识:食品溯源性 、食

品安全管理等知识;管理学 、经济学知识:系统科

学 、行为科学 、宏微观经济学等知识;食品科学与

工程:食品加工 、包装 、食品营养学等知识。

3.3.2　食品经济管理知识体系的设计

根据食品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 ,可以把食品

经济管理知识体系划分为以下 9大知识领域 。

(1)食品的整体管理 ,用系统管理的理论对

食品整个生命周期中所涉及到的资源进行合理

配置 ,使其经济效益最大化 ,该项内容贯穿于整

个食品管理的各个阶段 。

(2)食品的生产管理 ,主要对食品生产过程

中的运营进行管理 ,以提高生产效率为主要目

标 ,包括食品的开发 、食品的生产规划等 ,该项内

容主要发生在生产阶段 。

(3)食品的流通管理 ,主要对食品供应链进

行系统的管理 ,以降低物流成本 、保证食品质量

稳定为主要目标 ,包括冷链管理等 ,该项内容主

要发生在流通阶段 。

(4)食品的营销管理 ,主要对食品的市场和

销售进行开拓性的管理 ,以求占领更大的市场份

额 ,包括市场调查交易和使用阶段 。

(5)食品的采购管理 ,主要指原材料 、食品机

械设备的采购等 ,包括采购的模式 ,如招投标管

理等 ,以降低采购成本为目标 ,该项内容主要发

生在生产 、流通和交易前 3个阶段 。

(6)食品的服务管理 ,主要对食品的交易场

所 、交易模式以及交易平台进行管理 ,以提高食

品交易的服务质量 ,如农贸市场 、超市 、饭店 、酒

吧和网上交易平台等 ,该项内容主要发生在交易

阶段 。

(7)食品的质量管理 ,主要对食品的质量进

行全面的控制和监控 ,采用全面质量管理的方式

对食品的质量进行控制 ,防止不合格的产品进入

市场 ,以提高产品的品牌 ,该项内容贯穿于前面 4

个阶段。

(8)食品的危机管理 ,主要对客户使用食品

产生中毒等事件而产生的危机进行管理 ,并建立

危机预警机制 ,以达到危害最小 ,该项内容主要

发生在使用和回收阶段 。

(9)食品的安全管理 ,通过立法的方式 ,以法

律的途径对食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监控 ,使食

品从源头到餐桌的安全得到保障 ,既保证消费者

的安全 ,又要确保对环境污染最小 ,以追求食品

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包括溯源性管理 、安全监

控机制的设立和检测点的布置 ,新源性食品进入

的管理 ,食品保质期的监控等 , 该项内容贯穿整

个食品管理的各个阶段 。

如把食品生命周期作为横坐标 ,食品经济管

理九大知识领域为纵坐标 ,则可形成食品经济管

理知识体系的二维结构图 ,如图 5所示 。

图 5　食品经济管理知识体系的二维结构图

Fig.5　Two-dimensionalstructurediagramofbodyof

knowledgeforfoodeconomic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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