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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食物观下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的内涵及强化路径

杨 鑫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目的：2022年一号文件要求强化粮食安全教育，将消费者社会责任纳入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

义。方法：利用文献调查、概念比较研究、理论分析、政策文本梳理等方法，分析了消费者粮食安全责任的概念、

作用机制以及强化路径。结果：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的内涵为“在食物消费全周期中，消费者应自觉遵守一系

列社会共识和准则，使自身消费行为最小化对食物系统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的破坏”，其对食物系统转型具

有不可替代性、广泛性和长期性，涵盖了生态环境保护、市场秩序维护、食物扶贫与捐赠、食物营养健康与食品安

全治理等方面。结论：强化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有利于缓解粮食安全供给社会成本的非平等承担、改善食物分

配不均衡，主要路径包括健全法律政策、开展食物教育、降低实践成本、构建量化指标与监测体系等。

关键词：食物系统转型；大食物观；消费者社会责任；社会治理

为适应食物消费升级趋势，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2016年中央一

号文件明确“树立大食物观，面向整个国土资源，全方

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满足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

需求”；2022年，习近平在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

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进一步强调“从更

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

时，保障肉类、蔬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大

食物观超越了传统的口粮安全观，食物指所有可供食用

的农产品和食品，以及人类所需的主要营养素及微量营

养素［1］，使得调控对象由线性的粮食产业链转变为网状

的食物系统。食物系统中涵盖了所有参与者及其相互关

联的增值活动，既包括源自农林牧渔业的食物生产、流

通、加工、分销、消费和废弃处置过程，以及上述过程

所嵌入的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大食物观对粮食安全

提出更高要求，也会导致食物系统运行的社会成本迅速

增加［2］。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强化粮食安全教育”，

重在促进消费者反对食物浪费，在食物消费中自觉维护

国家粮食安全。若从食物产业链角度出发，可引申出

“保证粮食安全，生产者、流通者和消费者都有责任”。

结合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

局”，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人民群众都应参与粮食

安全的社会治理。因此，在大食物观下，不仅要通过优

化农业生产区域结构［3］、扩大食物来源等方式推进农业

供给侧改革［4］，更应从需求侧出发推动食物系统的可持

续转型［5］。

1 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及其内涵

国内对消费者社会责任的研究起步较晚，已有文

献主要关注到消费者社会责任的评价［6］，以及消费者社

会责任对企业营销方式、企业社会责任相互作用［7］等。

在食物消费领域，已形成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的共识［8］；关于粮食安全的主体责任研究较多，主要从

供给侧讨论强化机制，激励主体包括农户、流通者、地

方政府等，政策多集中于食物产业链生产端［9］，包括产

粮大县补贴、粮食省长负责制度、粮食流通领域监管

等。近年，部分研究提出加强责任消费意识［10］、倡导

节约和健康的食物消费理念、开展营养信息干预［11］

等。但是，围绕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的分析鲜见，

低水平消费者社会责任使反食品浪费、健康中国等政策

实践容易陷入运动式治理的困境：短期不能有效引导和

干预消费者的不合理食物消费模式和行为，长期无法转

变道德约束为“软硬兼施”的综合治理体系。

融合消费者社会责任、可持续食物消费［12］、可持

续食物系统等概念，本文定义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

为“在食物消费全周期中，消费者应自觉遵守一系列社

会共识和准则，使自身消费行为最小化对食物系统经

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的破坏”。其中，“社会共识和

准则”为“社会对消费者行为遵循法律、社会规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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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和期望”，食物消费全周期包括“食

物生产、流通、获取、营养摄入、厨余垃圾回收以及社

会监管”。从食物系统转型目标出发，消费者粮食安全

社会责任的外延至少包括 5个方面：生态环境保护、市

场秩序维护、食物扶贫与捐赠、食物营养健康与食品安

全治理（图1）。

1. 1 消费者社会责任对实现大食物观具有不可替代性

长期以来，粮食安全政策着眼于农业供给侧管理，

积极压实各级政府责任、企业责任以及激励生产主体的

种粮积极性。“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强化为“党政同

责”，且要求打击耕地“非农化”与“非粮化”趋势。

2016—2019年，全国财政一般公共预算累计安排农业

农村相关支出 6. 07万亿元，年均增长 8. 8%，高于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平均增幅。2021年强农惠农的财政

政策实施力度持续加强，形成8类35种财政农业支出项

目，总额超 2万亿元。在农业供给侧政策推动下，“十

三五”期间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突破60%，农业

生产的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快速提高，实现了历史性的粮

食“十八连丰”，2021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 483. 5 kg。
但是，供给侧政策与农业技术进步推动食物系统转型的

效果逐步减弱。一是农业技术进步无法影响食物消费偏

好演变方向，也不是居民营养健康水平提高的充分条

件，农业技术先进的美国却是肥胖率较高的国家之一；

二是农业技术进步确实令大多数食物价格下降，但也会

促进食物消费规模扩大，令农业自然资源消耗量无法下

降到预期水平，加剧资源环境约束［13］。总体上，大食

物观下粮食安全不能仅依靠供给侧主体得以实现，消费

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具有不可替代的互补作用。

1. 2 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对食物系统的影响力具

有广泛性

当食物供需结束短缺时代后，食物系统必然由

“以生产者为中心”转变为“以消费者为中心”。当社会

生产力水平较低、食物缺乏时，消费者被看作是生产链

条的终端，食物消费主要是满足热量需求。在消费者为

中心的循环性现代食物系统中，消费者是连接各个子系

统的关键环节（图 2）：一端连接食物产业内部，消费

者行为调整会通过信息流影响食物生产、流通等环节，

引发生态环境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的变化；另一端连接

食物产业外部，食物消费模式极大影响着居民营养健康

与人力资本水平。随着农业供给能力提升，居民对粮食

和重要副食品的供给结构和质量提出更高要求，而食物

消费升级与农业生产发展之间的矛盾会推动食物生产结

构改变、食物系统目标转型［14］。
在产业链内部影响方面，居民对动物性农产品的

需求推动了农业生产变化。2000—2020年，肉类、奶

类和蛋类产量增长了28. 8%、284%、58. 9%，下游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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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的5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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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以消费者为中心的食物系统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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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饲料用玉米需求同步增加，2020年玉米播种面积占

谷物播种面积的 42%，比 2000年高出 15个百分点。在

产业链外部影响方面，居民膳食能量和宏量营养素摄入

持续优化，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水平不断改善。由此可

见，大食物观下粮食安全政策应由供给导向调整为需求

导向，借助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以点带面”地带

动食物系统向更具生产力、包容性、可持续性的方向

转型。

1. 3 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推动食物系统转型具有

长期性

随着收入提高，食物消费目的表现为多样性和异

质性，不可持续食物消费行为将额外产生食物有效供给

的社会成本，食物消费负外部性将持续扩大。2017年
以来，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基本在 30%以下，进入了

20%~30%的富足生活区间。一旦食物消费缺乏正确的

观念和引导，巧妙多样的营销策略易诱发食物非理性决

策，诱发不可持续食物消费行为，收入增长甚至会成为

“助推器”［15］。2013—2015年每年餐桌上食物浪费量高

达 1 700万~1 800万 t，相当于 33万 hm²耕地和 13. 6亿
m³水资源被间接浪费，蔬菜、主食和肉类分别占浪费量

的 29%、25%、18%［16］；此外，婚礼等事件性消费的食

物浪费更多，“吃播”、“打榜”倒牛奶事件、与食物相

关的“抽盲盒”浪费等问题也大量出现。与食物浪费同

样严峻的是营养过剩，《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

告（2020年）》指出，超过 50%的成年人超重或肥胖。

而且，肥胖症会通过社交关系传导不健康饮食习惯，加

速扩大肥胖发生率［17］，导致社会劳动生产率降低、社

会医疗费用增加。简而言之，食物消费负外部性与消费

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是食物供给相对充足状态下的矛盾

统一体，前者扩大意味着消费者社会责任也将长期作用

于食物系统转型。

2 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的政策潜力与作用

机制

消费者粮食社会责任是消费者关心他人食物消费

的道德觉醒表现，有潜力成为干预消费者偏好、促进食

物可持续消费的“助推型”政策手段。首先，并非所有

食物消费都有负外部性，故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属

于消极责任①与道义责任，而非法律责任，即消费者粮

食安全社会责任侧重于鼓励消费者践行可持续消费行

为［18］，出于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自愿地为粮食安全贡

献力量，进而产生经常性行为动机。换而言之，消费者

粮食安全社会责任是食物消费行为对粮食安全产生有害

后果时，被要求予以补救的有限责任，主要利用舆论和

道德、教育引导消费者自律实现规制效果。其次，消费

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重点调节的是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最小化食物消费对其他消费者和后代消费者的影响。最

后，矫正不合理消费行为的政策难度较小，相对于巨量

的农业补贴、实施难度极高的食物浪费税、垃圾回收监

督机制等，培养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意识、推动可

持续消费行为等政策更容易被大多数人接受。

食物消费外部性内部化的理论上较优策略为税收

或补贴，但是不可持续食物消费监管较为困难，在个体

层面上法律难以明确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19］，通过征

税或补贴消除食物消费负外部性的经济成本较高。不仅

如此，与食物相关的强制性税收易引发社会争议，例如

食物浪费税受制于“如何界定食物浪费”的规范性困

境，各类形式的肥胖税被认为影响社会公平与干预个人

的食物消费自由权，引发大量道德层面辩论。即使政策

可行，消费者认为缴纳了相关税种后产生“良心效应”，

可能更大规模扩大自身食物消费负外部性。因此，基于

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的自我监督机制更具有可持续

性，不仅改变食物消费决策的偏好，而且会借助网络效

应重新塑造食物生产到食物分配过程，更有效率地推动

食物系统转型。

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有利于消除食物消费的

“二次市场失灵”。第一次来自于粮食安全的公共物品属

性，第二次来自消费者不可持续消费行为的相互影响。

政府供给粮食安全仅能解决“第一次市场失灵”，若对

“二次市场失灵”不进行治理，产生食物消费外部性的

部分消费者，不仅增加了粮食安全供给的总社会成本，

且其产生的额外粮食安全社会成本被所有人承担。从公

共物品理论出发，界定产权有利于技术进步，而技术溢

出效应更快地消耗“公共池塘”资源，需要制定更加严

格的总量与分配政策［20］。因此，政府提供粮食安全与

消费者参与治理并不矛盾，强化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

任能促进食物可持续生产与公平分配。

第一，实现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能营造良好

的食物消费文化，发挥对农业生产环境可持续和粮食安

全信息透明化的引导作用。在食物损失方面，若消费者

避免对农产品美观和标准程度的过度要求，农民就不会

任由大小极端和形状不规则的蔬菜和水果等腐烂产生温

室气体，经销售和零售商也能从差异化的农产品定价中

获得更多利润。此外，消费者对营养健康的追求会激励

①消极责任指当个体行为产生明显的外部性时，才会承担效应责任；相反地，积极责任是主动地承担责任，在本文中相当于要求消费者积极主动作为去提高

粮食安全水平，而这并不现实，政府依然是粮食安全积极责任的第一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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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主体增加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供给。在食物

消费升级引领下，截止到 2019年，我国无公害农产品

生产主体 4. 4万个，产品数量 8. 6万个，绿色食品、有

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达到 3. 6万个［21］。从

食品安全社会治理看，消费者赔偿金额控制食品质量安

全风险效果是经营者罚款的 3. 3倍［22］，消费者对食物

制造、流通主体的监管作用有效促进了二维码溯源、物

联网、12315投诉平台等技术或制度的发展。

第二，实现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能改善食物

分配不均衡问题。大食物观下粮食安全不仅意味巩固食

物供给能力，更是要消除高质量、高营养食物在不同地

区和收入组的消费不平等。2020年居民家庭人均肉类、

禽类、水产品、蛋类和奶类的消费量为 77. 2 kg，其中

东部、东北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消费量分别为 90. 9、
70. 9、70. 1、61. 1 kg。仅依赖增加食物供给总量实现

所有人粮食安全的代价极高，保持总量稳定而改善食物

分配的策略更有效率［23］。如图3所示，增长型和分配型

政策分别通过平移、拉高钟形曲线消除营养不良（灰色

阴影面积），前者会使营养过剩人数从A增长到B，并

伴随额外的环境成本，而后者会使其降低到C，增强了

食物系统可持续性。当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水平足

够高时，消费者会自主控制食物不合理消费行为、维持

食物市场秩序，也会“从下到上”推动分配型政策出台

和实施，促进大食物观下粮食安全的可持续性。

3 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的现状与相关政策

3. 1 消费者对粮食安全的社会责任水平尚需提高

粮食短缺时期结束时间并不长，大量消费者对应

当承担的食物理性消费、可持续消费等社会责任缺乏足

够认识。一是食物营养健康和意识行为水平较低，2020
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23. 15%，消费者对食物营

养健康的重视程度依然有提高空间。二是食物认知与购

买决策的非理性比例扩大，2018年食品安全和食品谣

言是食品行业舆论的主要来源，利用自媒体造谣已呈现

公司化运作趋势②；舆情会放大社会危机的实际影响，

加上消费者维护市场秩序意识薄弱，导致重大事件发生

下恐慌性食物抢购时有发生，具有冲击的连锁性、控制

的应激性等特征，给保障食物市场平稳运行带来挑战。

三是食品安全社会治理推进缓慢，食物需求侧政策以保

护消费者权益为主线，导致食物质量与安全的监管长期

依赖于政府的主动抽查，令消费者将自身描绘为“弱势

形象”，举报、投诉等社会监管方式没有形成合力。四

是餐饮浪费、厨余垃圾回收率较低等问题突出，消费者

倾向于用“浪费”显示对客人尊重的“餐桌文化”没有

明显改善。总体上，大多数消费者没有形成推动食物系

统转型的社会责任意识。

消费者之所以对推动食物系统转型的积极性较低，

关键在于缺少长期激励与低成本履行方式。日本消费者

对国产农产品具有自豪感，韩国形成了“身土无二”的

饮食文化，即家乡产出的食物最适合自身体质，对本国

食物质量最优、持续优化的信念感，会激发消费者对粮

食安全的社会责任感。中国消费者对食物系统转型的良

好预期尚未建立，国产食物的大量负面形象弱化了消费

者社会责任感。即便在经济较发达的部分地区，中高收

入消费者具备履行社会责任的经济和道德基础，可食品

安全投诉取证困难、食品标签信息模糊、食物再分配渠

②参见新华网网络舆情监测分析中心发布的《2018年食品舆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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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保障粮食安全的增长型与分配型政策作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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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缺乏等技术和制度门槛，推高了其履行成本。

3. 2 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相关政策的发展与不足

消费者社会责任水平提高并非与社会发展同步，

需要依靠以政府为主体、其他社会力量辅助的组织体系

进行引导。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具有公共物品属

性，部分消费者或者社会组织付出的努力会引发“搭便

车”效应。2005年日本颁布了《食育基本法》，明确政

府主导、各组织有序分工原则，分别在 2006年、2011
年和 2016年实施过 33次“食育推进计划”［24］。无论是

日本的食育行动推进计划，欧盟的可持续消费和生产计

划、美国的社区支持农业计划，政府均制定了系统战略

提升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水平。具体地，在学校、

社会组织、媒体、社区管理者等主体配合下，依靠政府

力量促进各相关主体加强横向互动、形成合力，共同提

升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水平。2013年以来，鼓励

消费者参与粮食安全社会治理的政策陆续出台，以节约

食物和科学膳食为主要目标，也涉及到提高自我保护意

识、参与食品安全社会治理、食物消费绿色化等内容

（附表），但实施措施仍需细化、执行力度亟待加强。

在节约食物方面，自 1991年开始，我国每年 10月
开展活动，举办了“公众走进粮食安全”系列活动，

2013年“光盘行动”发起以来，社会各界反对食物浪

费的社会共识逐步凸显。2021年 4月，《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食品浪费法》开始施行；10月，世界粮食日和全

国粮食宣传周的活动主题是“行动造就未来。更好生

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更好生活”，倡导消费者杜

绝食物浪费。整体上，消费者承担节约食物的社会责任

被广泛接受，食物浪费风气得到有效遏制。不过，已有

措施多是倡导消费者建立节约食物意识，没有评估和研

究具体的实施影响和路径，有些增加食物经营者成本的

措施可能落实困难。例如，《反食品浪费法》中规定

“餐饮服务经营者可以对造成明显浪费的消费者收取处

理厨余垃圾的相应费用”，而餐饮企业考虑到消费者评

价和口碑，在长期利润与避免食物浪费之间倾向于选择

前者，容易产生激励不相容问题，可能导致相关规定难

以落地。

在科学膳食方面，自《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

况报告（2015年）》提出“不健康饮食、肥胖问题凸

显”后，“健康中国”顶层设计逐步开展，随之出台了

具体的规划和行动方案。2019年发布的《关于实施健

康中国行动的意见》中，“鼓励个人和家庭积极参与健

康中国行动，落实个人健康责任，实施合理膳食行动”。

依据 5年后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
年）》，营养改善和慢性病防治工作面临巨大压力，膳

食脂肪供能比持续上升、家庭人均每日烹调用盐和用油

附表 2013年以来与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相关的主要政策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5
2016
2016
2017
2019
2021

2021
2021
2021
2022
2022

政策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

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粮食节约行动方案

关于做好 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

相关内容

消费者应当努力掌握所需商品或者服务的知识和使用技能，正确使用商

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鼓励家庭按实际需要采购食品，倡导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从简用餐。引

导消费者形成文明节俭消费理念

加强政府的惩罚力度和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原则，鼓励消费者在社会

治理上积极发挥作用

在餐饮企业、单位食堂、家庭全方位开展反食品浪费行动

规范消费行为，引导消费者自觉践行绿色消费，打造绿色效率主体

引导居民形成科学的膳食习惯，推进健康饮食文化建设

持续开展“光盘行动”，推动形成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抵制奢侈、低碳循

环等绿色生活方式

实施合理膳食行动，鼓励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

开展粮食节约行动

家庭及成员在家庭生活中，应当培养形成科学健康、物尽其用、防止浪费

的良好习惯

开展粮食节约行动，减少生产、流通、加工、存储、消费环节粮食损耗浪费

减少家庭和个人食品浪费

落实粮食节约行动方案，深入推进产运储加消全链条节粮减损，强化粮

食安全教育，反对食物浪费

加快提升食品消费绿色化水平，深入开展“光盘”等粮食节约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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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仍远高于推荐值，有超过一半的成年居民超重或肥

胖，缺少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消费者的差异化科学膳食

干预策略。

4 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的强化路径

从“口粮安全观”到“大食物观”，不仅要求农业

政策要注重农林牧渔的均衡发展、主副食物搭配，更是

对食物系统功能提出更高要求。在消费者市场力量日益

增大趋势下，食物消费负外部性几乎不可避免，要以

“人人负责”和责任消费观为基本政策取向，逐步转变

为保障食物产量和注重食物公平分配共存的粮食安全政

策体系。强化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属于大食物观下

提升粮食安全能力的需求侧长效机制，最终是通过营造

良好的现代食物消费文化和社会风气推动食物系统

转型。

4. 1 健全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的相关法律与政策

为规范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的具体行为，需

平衡消费者权利和义务。可对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制定系统的“消费者社会责任法”，或

者以分散立法的形式增加灵活性，出台粮食安全法、食

物营养法等法律，强调正向奖励和道义劝告，对他人或

社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食物消费行为可进行处罚。其

次，颁布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的统一量化标准和强

化目标，明确不同部门的主要职责和协作机制，可借鉴

有关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各省份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

平、居民受教育水平、膳食模式、社会治理基础等条

件，“因地制宜”实施提升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水

平的本地方案。

4. 2 利用食物教育培养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感

食物教育的目标是帮助消费者养成理性食物消费

习惯，形成为他人食物考虑的公民意识。应重点塑造未

成年人健康膳食、爱护环境、适度消费、参与粮食安全

公共治理等意识，推动现代餐食礼仪的构建，帮助其养

成从食物购买、处理到食用等环节的良好习惯，促进相

关少儿电视节目和广告制作、教材与书籍编写、亲子培

训开展等措施。对于大部分成年消费者，关键举措是营

造良好的食物消费社会风气，融合饮食多样性和平衡性

的现代膳食理念；依托企事业单位食堂、餐馆等主体，

强制要求提供菜品的营养信息以及摄入标准参照，助推

食物选择中建立平衡膳食的“默认选项”；相关部门也

可采用生态环境友好型农产品认证、食品安全水平的企

业和餐馆分级制度、反食品浪费示范单位评比等多种方

式，宣传优秀主体以放大社会示范效应，并给予税收优

惠。以政府为主导，学校、媒体、社会组织、家庭等多

方共同参与的培育体系建立后，强化消费者粮食安全社

会责任的长效机制才能顺畅运行。

4. 3 降低消费者履行粮食安全社会责任的实践成本

在信息支持方面，扩展食物信息体系，利用营养

标签、生态标签、安全标签等方式，帮助消费者进行可

持续食物消费的决策；为便于消费者获取健康营养相关

知识，应增加医院营养门诊、康养机构等数量，加大对

公共营养师等专业人才的支持力度。在改善市场环境方

面，重点是要求食物经营主体为消费者提供食物决策信

息，避免单次消费的信息不对称，可鼓励商店、超市等

食物流通主体提供生态和健康标签等，或者要求食堂、

餐饮企业等公布菜品的重量、营养等信息。在激励方式

方面，居民社区可推出“垃圾分类光荣榜”或评选“厨

余垃圾回收示范家庭”，公布践行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

责任的相关渠道信息、食物营养知识学习平台、扰乱食

物市场事件的举报方式、食物捐赠渠道等。为积极举报

食品安全事件的消费者给予奖励，研究生态友好型农产

品消费补贴标准，将消费者社会友好型行为纳入信用

体系。

4. 4 构建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的量化指标与监测

体系

消费者改变偏好和习惯需要较长时间，有必要细

致、定量化地进行跟踪评估。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已开展

超过 10年，从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素养、健康生活方

式与行为素养、基本技能素养 3部分进行评价。参考上

述长期监测体系，应结合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内

涵，从生态环境保护、市场秩序维护、食物扶贫与捐

赠、食物营养健康、食品安全治理 5个维度出发，融合

已有的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居民营养与健康调研等，尽

快建立科学详细的消费者粮食安全社会责任水平监测体

系，以评价促进工作提高、以考核促进不同区域的配套

政策落实。在短期监测数据收集方面，政府与餐饮、零

售、超市等大型企业应共建食物损失与浪费大数据分析

平台，以重点企业食物购销平衡月表的形式支撑政策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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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ion and Strengthening Path of Consumers'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Food Security
Under Concept of General Food Security

YANG Xin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Objective】No. 1 central document in 2022 requires strengthening food security education，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ncorporate consum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to governance of food security.【Method】Using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survey，
conceptual comparative research，theoretical analysis，and policy text sorting，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oncept，mechanism and path of
strengthening consumers'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food security（CSRFS）.【Result】CSRFS is“during full cycle of food consumption，
consumers consciously abide by a series of social consensus and guidelines which minimize the damage to the economic，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f food security”. And it is irreplaceable，extensive and long-term for transformation of food system，involving
ecological protection，maintenance of market order，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onation food，nutrition and health，food safety governance.
【Conclusion】CSRFS is conducive to alleviating unequal individual social costs of supplying food security and unbalanced food distribu ⁃
tion，and it’s strengthening paths include improving laws and policies，food education，reducing practical costs，and building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and monitoring systems.

Keywords：food system transformation；concept of general food security；consumer social responsibility；public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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