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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问题的诱发机制与监管策略
＊

■ 韩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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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观 、 中观和宏观层 面 考察中 国食品 安全问 题的 成 因 ： 市场机制 受 阻、 产 业组织 失调 、 声

誉机制低效 以及市 场监管错位 。 在 回顾和 总 结发达 国 家食品安全监管经验的 同 时
，
提 出 了 我 国食品安全监 管

的思路和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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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
中 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焦点而备受社在价格管制约束下 ，

企业会改变其行为策略 ， 采

会各界关注 。 ２０ １ ７年 １ 月
，
习近平总书记对食品安全取的措施可能包括 ： 第

一

，
改变产品包装 。 通过改变

工作作出 的重要指示强调 ：

“

确保食品安全是民生工产品包装来规避价格管制 。
Ｗ第二 ， 降低产品质量水

程 、 民心工程
，
是各级党委 、 政府义不容辞之责

”

。 食平 。 降低质量可 以缩减成本 ，
是应对价格管制 的

一

品安全问题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又该如何治理 ，

一

直以来个举措
，
企业尤其可能会在公共肉 眼难 以分辨的质

争论不断。 有些人认为
， 市场经济是食品安全问题频发量方面进行成本缩减 。 此外

，
价格管制还削弱 了企

的罪魁祸首 ， 资本逐利是幕后推手 ，
这些观点是有失偏业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努力 。 提高食品安全水平 ，

颇的 。 理论表明 ， 市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食品必然面临着成本上升 ，
而上升 的成本需要在厂商和

安全水平 ， 但现实中食品安全问题又在市场经济中频频消费者之间进行分担 。 由 于食品行业普遍需求弹性

出现 ， 说明仍存在一些影响市场机制发挥的制度性障较低 ， 在市场机制 下 ， 消费者通常承担 了大部分上

碍 ， 需要通过政府优化监管策略来弥补市场失灵。升成本
，
这就要求终端零售价格上涨 ，

而价格管制

―

、 食品安全问题形成的诱因
又不允许食品大幅上涨 ’ 因此价格管制削 弱 了企业

在食 品安全方麵努力 和投人水平 ， 食 品安全问题

（
一

） 市场机制 受阻诱发食品安全因存在价格管制而恶化 。

市场机制 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其次 ， 市场竞争机制受阻引致食品安全问题 。 市

制的受阻 ， 诱发了食品安全问题 。场竞争机制 的优点在于
“

惩恶扬善
”

， 在奖励机制与惩

首先 ， 市场价格机制受阻引致食品安全问题 。 价罚机制 的约束下 ， 食品安全不应是个大问题 。 但问题

格机制在市场机制 中居于核心地位 ， 包括价格形成机在于 ， 在现有制度下 ，
奖励机制 和惩罚机制无法发挥

制和价格调节机制 。 食品是受政府价格管制的重点区作用 。 消费者对商品 的购买是一个
“

用脚投票
”

的过

域 。 食品涉及生活 的主要方面 ， 食品的价格也是普通程 ， 但因信息不对称 ，
人们无法有效识别

“

高质量
”

民众和政府都非常关心的 内容 。 食品支出是居民 日常的食品 ， 因而无法通过购买行为奖励厂商 ， 供应商无

生活支出 的重要组成部分 。 ２０ １ ５年 ， 农村居民恩格尔法因提供
“

高质量
”

食品而获得额外经济利润 ， 奖励

系数Ｗ为 ０ ． ３ ７ １
，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０ ． ３４ ８ 。 食品支机制受阻 。 同时 ，

在现有监管机制下 ， 即便企业被发

出仍占居民消费支 出 的很大
一

部分 ，
也因为此 ，

政府现提供
“

不安全
”

食品 ， 面临的经济处罚 通常也较

通常会对食品价格进行管制 。
Ｐ］小 。 与提供

“

不安全
”

食品的成本节省和利益获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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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 事后的惩罚明显不足 ，
提供

“

不安全
”

食品成为厂商声誉受损 ， 但并不需要为此支付高额的代价 。 在

企业的理性决策 。 因此 ， 竞争机制无法发挥作用也会
一些竞争并不充分的市场结构中 ， 消费者可选择的产

产生食品安全问题。品种类少
，
即便企业声誉受损 ，

也难以转向其他企业 。

（
二

） 产业组织失调影响食品安全品牌是企业声誉的重要内容 ， 在某种意义上 ，
品

食品行业通常产业集中度比较低 ， 从产业组织结牌就是产品质量的象征 。 对企业来说 ，
品牌是一种责

构来看 ，
属于比较分散 、 竞争相对充分的产业 。 在这任 ，

为 了让 自 己 的产品与其他企业的产品区别开来 ，

样的产业结构下 ， 企业如果创新不足 ， 容易面临低水企业注重对 自 己 品牌的培育 。 在品牌可以得到有效保

平的价格竞争 ，
而价格竞争最重要 的就是降低成本 ，障 、 不被随意复制的情况下 ，

生产
“

高质量
”

的产品

降低产品质量就是降低成本的
一个重要手段 。是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相一致的 ，

因此在品牌声誉

从产业组织视角来看
，
食品安全问题可能是

“

囚约束下的企业行为不会导致食品安全问题。 在现有状

徒 困境
”

的外在表现 ： 假设消 费者无法对
“

安全食况下
，
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并不健全 ， 企业品牌

品
”

和
“

不安全食品
”

进行明显区分 同时有两个食维护成本非常高 。 而小企业利用大企业积累的品牌声

品生产企业 Ａ 和 Ｂ
，
他们都有提供

“

安全食 品
”

和誉进行食品制造和销售 ， 对高声誉品牌的非法利用则
“

不安全食品
”

的选择 ， 假定企业生产
“

不安全食品
”

是低成本 、 高收益的行为方式 。 食品行业若无法有效

难以被管制机构惩罚或惩罚 力度不大 ， 那么 ， 当 Ａ企保护 品牌声誉 ， 品牌被非法利用且相应惩罚成本较

业选择生产
“

安全食品
”

， 对Ｂ企业来说 ， 选择生产低 ， 这时就蕴含着巨大的食品安全风险 。

“

不安全食品
”

而获得成本节约便是理性决策
；
若Ａ企（ 四 ） 市场监管错位难保食品安全

业选择生产
“

不安全食品
”

，
理性的 Ｂ企业只能选择生政府监管可 以分为经济性监管和社会性监管 。 经

产
“

不安全食品
”

才能进行竞争 ， 若此时Ｂ选择生产济性管制
一般是通过采取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准人 、 退

“

安全食品
”

，
则成本的上升无法得到弥补 。 这就意味出等行为 ，

是市场失灵的有效补充
；

社会性管制更多

着
， 无论Ａ企业生产

“

安全食品
”

还是
“

不安全食的是依靠各种标准 的制定来进行管制 。 经济性管制通

品
”

，
在弱监管下 ，

Ｂ企业的理性选择都是生产
“

不安常导致交易成本的提升
，
社会性管制则通过标准化降

全食品
”

；
同样 ，

Ａ企业面临着相同 的情形 。 于是 ， 两低交易成本 。 经济性管制强 、 社会性管制弱 ， 错位的

个企业都生产
“

不安全食品
”

就构成了一个稳定的纳监管就难以保证食品安全。

什均衡策略 ，
也就出现了行业的食品安全问题 。 相对于直接的经济性管制 ，

社会性管制对食品安

食品产业的进人和退出壁垒都非常低 ，
是造成食全和人类健康 的影响可能更加有效 。 以 烟草行业为

品安全的一个产业组织特征 。 食品行业进人壁垒通常例
， 吸烟有害身体健康 已成共识 。 在烟草产业的管制

比较低 ，
固定资产投人较小 ， 技术水平要求较低 ，

对中
，
可 以采取提高税收 、 配额限售的经济性管制 ；

西

企业最小规模要求也不高 。 食品行业的退 出壁垒也较方国家则更多采取社会性管制 ，
规定香烟的包装上必

小 ， 资产专用性程度低 ， 转产可能性较大 ， 市场是可须用大篇幅 、 显著字体注明
“

吸烟有害健康 、 吸烟容

竞争的 。 在这样的产业组织结构下 ，
小企业的进人往易致癌

”

等信息 。 食品安全信息就是政府应当提供的

往采取
“

打了就跑
”

（Ｈ ｉ ｔａｎｄＲｕｎ
） 策略 ：

一

旦食品行 一个公共产品 ， 了解食品安全信息有助于降低消费者

业出现正的经济利润 ， 大量小企业就涌人市场赚取经的鉴别成本和搜寻成本 。 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有天

济利润 ， 等行业利润为零又立刻退出 。 在这种产业组然的优势 ， 靠企业提供食品安全信息则会出 现市场失

织和行为策略下 ，
企业没有在食品质量上进行长期投灵 。 披露食品安全信息 ， 就是要告诉消费者哪些是安

资 的意愿 ， 于是隐含着食品安全的优患 。全食品 ， 哪些是不安全食品 ， 了解到这些信息后 ， 消

（三 ） 声誉机制低效威胁食品安全费者会理性地做出买或不买的决策 。

企业的声誉是
一种无形资产 ， 出于对企业声誉的＿

信任
， 消费者在进行购买决策时的搜寻成本会大大降

一 、 食 ° 口女全皿 目 的口际 ＿工验

低 。 声誉机制发挥作用 ， 最重要的是声誉损害必须有食品安全监管历来是难题 ，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

代价 。 而在现实中 ， 许多食品安全问题被曝光以后 ，化 ， 许多国家的食品安全状况也大都经历了
一个由好

２０ １ ７ ．０ ６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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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坏 、 再由坏变好的过程 。 ２０世纪初的美国 ， 同样面２ ． 监管机构是食品安全的保障

临着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
Ｉ

５
１但经过 １ ００ 多年的发展 ，发达 国家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显示出 ， 食品安全监

如今美国已经成为全球食品最安全的国家之一。管呈现出 由分散到统一 、 最终实现
“

一体化监管
”

的

（

一

） 国际经验借鉴的 市场 与管制基础发展趋势 。 西方发达国家早期的监管 ， 也是
“

头痛医

尽管我们与西方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头 ， 脚痛 医脚
”

， 并没有 出现一个完整的监管体系 。 随

但人们对安全食品的追求却毫无二致 。 西方发达国家着人们对食品生产过程的了解 、 对化学添加剂和药品

食品安全的监管历程可 以为我们提供有效的借鉴 ， 原的了解 、 对食品安全标准要求的提高 ， 监管机构才逐

因在于 ： 第
一

， 与众多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建设类似 ，步完善起来 。

改革开放 ３０年后 ，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长足首先 ，

主要监管机构有明确 的部门职能分工。 以

进步 ， 用市场来分配食品早已成为主要的资源配置方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 ＦＤＡ ） 为例 ， 该监管机构

式 ， 使得食品由 短缺转向相对过剩状态 。 在资源配置下设政府专员办公室 （０Ｃ ） 、 药品 审评和研究中心

基础上 ，
我 国与西方发达 国家有着共同 的

“

市场经（ ＣＤＥＲ ） 、 生物制 品审评和研究中心 （
ＣＢＥＲ ） 、 食品

济
”

体制基础 。 第二 ， 在食品安全监管上 ， 都成立了安全和应用营养中心 （
ＣＦＳＡＮ ） 、 设备仪器与放射健

相关机构来监管市场交易 的各个环节 。 从农田 到餐康中心 （
ＣＤＲＨ ） 、 兽药中心 （

ＣＶＭ ） 、 国家毒理学研

桌 ，
我国在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的制度试图保障安全和究 中心 （ＮＣＴＲ ） 和 监管事务办公室 （

ＯＲＡ ） 等部

质量 。 在职能设置上 ，
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也有着共门 ， 每个部门负责

一

个相关领域的监管工作 。

同的基础 。 不同的是 ，
我们在市场建设和监管职能的其次 ， 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能 明确 ，

注重合作

深度上还有所欠缺 ， 尤其是在市场环境 、 市场秩序 以监管 。 美国 ＦＤＡ也同农业部 、 联邦禁毒署 、 美国海关

及监管模式等方面 ， 和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一些差距 。和美国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等联邦部门 以及各州政府展

（
二

） 发达 国 家食品安全监管的主要经验开了频繁而广泛的合作。 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广 ， 但

西方发达国家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经验主要有对不同监管对象的监管内容有不同侧重 。 如 ＦＤＡ对于

以下几方面 ：处方药的监管涉及从药品测试 、 制造 、 标签规范 、 广

１ ． 市场经济是食品安全的基础告 、 市场营销 、 效用直到药品安全的每一个方面。 而

食品安全程度 比较高的国家 ， 通常也是市场化程对于化妆品的管理则限于标签规范和安全。

度高的 国家 。 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证实 ， 市场经济是最后 ， 监管机构并不忙于频繁制定标准 ， 这有助

食品安全的基础 。 发达国家在市场软环境和市场秩序于稳定市场预期 。 监管机构对于大部分产品的监管行

方面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 管制表现出
“
一

松
一

紧
”

。 首为是基于一系列公开的标准进行的 。

先 ， 西方国家对食品价格管制较少 。 高质量的食品理而食品安全监管在我国仍是多头治理 ， 而且各个

应索价更高 ， 对价格的管制 ， 通常导致质量 的下降 。 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也不顺畅 ， 存在相互推倭 、 逃避

而在我国 ， 对食品 、 尤其是农产品 的价格管制非常频责任的现象 。

繁 ， 事实上不利于维护食品安全 。 其次 ，
西方国家对３ ． 法规体系是食品安全的后盾

食品标签管制严格 。 以美国为例 ， 专门成立机构负责西方国家的食品安全还得益于其完善的法律体系

标签的规范 。 食品安全和应用营养 中心是美国食品药建设和执行 。 加拿大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在全球享有盛

品监督管理局负责规范境内几乎所有食品的安全和标誉 。 以其农产品为例 ， 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 、 质量

签使用的分支机构 。 只有告诉消费者哪些食品是好标准 、 监管部门 、 检验系统等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水

的 ， 哪些食品是坏的 ， 消费者才能利用正确的信息进平。 拥有 《食品药品法》 《词料法 》 《化肥法》 《种子

行 自 由选择和交易 。 我 国 目前对食品标签的监管则略法 》 《肉品检验法》 等诸多法律 ， 多管齐下 ， 共同保障

显不力 ， 标签乱用 、 错用 、 混用的情况经常 出现 ， 是农产品领域的食品安全 。 美国在食品卫生方面 ， 规范

对市场信息的一种扭 曲 。 由 此可以看 出 ， 西方发达国企业 、 团体和个人行为的联邦法律法规既有综合性的

家很少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进行干预 ，
反而是充分《联邦食品 、 药品和化妆品法案 》 《公众健康事务法》

利用市场机制 ， 力求矫正信息和价格扭曲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现代化法》 等 ， 也有非常具体的

３６嫂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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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肉类检测法》 《禽类产品检验法》 《正确包装与标（二 ） 完善食品监管法律建设

识法 》 等 。 这些法律覆盖了所有食品和相关产品 。 联在食品安全法律方面 ，
我们 已经有 了

一个基本

邦政府制定的强制性标准 ，
主要涉及环保 、 食品和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 但在法律条文的执

品等 ， 它们都以技术法规的形式出 现 。 此外 ， 还有私行中 ， 还凸显不足 ，

一定程度上弱化了 司法的公信

营标准机构 、 专业学会 、 行业协会等制定 的 ４万多项力 。 主要表现为 ： 其一 ，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 ，

对食品

自愿性标准 ，
以此来共同保障食品安全。安全事故的惩罚远远不够 。 由此 ， 企业的理性选择可

＿能是提供低质量的食品 。 在欧美 、 曰本 、 新加坡等国

家 ，

—次食品安全事故带来的可能是企业的永久麵出

西方发达国家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 ，
已经走过了市场和行业 。 其二 ，

对事故责任人的处理也相对较

百年历程 ， 而我国则 刚刚开始将食品安全提升到 国家轻 。 西方国家因食品安全事故被定罪人狱 ， 是非常正

战略高度层面上来 ， 仍处于起步阶段 。常的一件事 。 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 ， 地方政府官员通

从监管法律建设上来说 ，
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 。 常作为事故主要责任人被处以撤职等处分 ， 但一段时

上世纪 ５０年代 ， 我国开始把食品安全纳人法制化管理间后 ， 这些被处分的官员又通常能够
“

复出
”

， 这就弱

的轨道 。 早在 １ ９６４年 ， 国务院就颁布了 《食品卫生管化了官员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努力 。 其三 ， 食品安全事

理试行条例》 ， 但直到 １ ９９５年 ， 我国才颁布了第一部食故通常也与侵权 、 合同等问题相关 ， 但在执法过程

品安全方面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 在中 ， 相关部门并没有将食品安全与侵权 、 合同等概念

此基础上 ，
２００９年 ２ 月 ２ ８ 日

，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联系起来 。 事实上 ， 侵权和合同等相关法律条文 ， 也

第七次会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 随有非常多的条款可以用来规范和确认食品安全事故中

后又于 ２００９年 ７月 ２０ 日颁布 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的相关责任方 ， 有助于缓解食品安全问题。

安全法实施条例 》 。 从监管机构职能设置上来说 ， 我们 （三 ） 推进食品监管体制改革

也进行了一些改革 ， 成立了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首先要调整监管方向 。 在食品安全领域的监管 ，

局
， 牵头负责对食品药品的监管 。 尽管如此 ， 西方发达通常是社会性监管 ， 而不是经济性监管 。 因此 ， 推进

国家在食品安全管理方面的经验对我们仍有启示 ：食品监管体制改革 ， 要调整监管方向 ，
由经济性监管

（
一

） 探索有效合作监管模式向社会性监管转变 ，
更多地在产品标示 、 质量标准 、

首先是食品安全的国际合作监管 。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披露等方面加强监管 ， 而不是直接干预食品企业

高度发展的今天 ， 食品安全问题不是
一

个 国家的问的准人和生产过程 。 其次 ， 监管体制改革要求监管机

题 ， 而是世界问题。 ２００８年 １ １ 月 １ ９ 日
， 美国 ＦＤＡ驻构改革先行。 我国于 ２０ １ ０年成立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

北京办事处成立
，
随后又相继成立了广州 、 上海办事员会

，
由国务院副总理亲 自担任主任 ， 表明了我国在加

处
，
开创了食品安全国际合作监管的模式 。 这些办事强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决心 。 食品安全在

一定程度上具

处主要帮助我国完成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能力方面的建有公共物品属性 ，
需要有全国统一的机构进行监管 。

设
，
也对出 口至美国的食品药品进行检查 。 我国也筹（

四
） 优化产业组织竞合关 系

划在美 国设立对等的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分支机构 。 其产业是食品安全保障的组织基础 ，
良好的企业竞

次是食品安全的跨部门合作监管 。 在我国
， 食品的生合关系事实上有助于食品安全 。 食品产业组织规模狭

产 、 销售等环节都有诸多 的监管机构多头管理。 比小
，
进人壁垒和退出壁垒都较低 ， 原子型的产业组织

如
，
所有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都要由工商局颁发营业执结构 ，

一

方面容易导致恶性竞争 ， 另
一方面也不利于

照
， 在生产领域的监管既有质监部 门又有工商部门 。 促进食品安全的技术研发 。

部门之间的分工常常界限不明确 ， 合作起来也存在
一在农产品领域 ， 有效的产业组织结构已经发挥出

些障碍 。 只有厘清各部门 的监管职责 ， 才能在此基础其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的功能 。 比如 ，
社区支持农业

上进行部门合作监管 。 在形式上 ， 可以采取筹建食品（ＣＳＡ ） 的发展 ，
改变 了传统的竞争关系 ，

让消费者和

安全监管部际协调委员会等形式 ，
由牵头部门主导食生产者直接见面 ，

是农产品生产者躲避无序竞争 、 实

品安全的监管 ， 并协调各部门的行动 。现差异化的一种策略 。 欧美等国家社区支持农业的实

２ ０ １ ７ ．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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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表明 ， 农产品安全得到了更大程度的保障 。［３
］
碳酸饮料 （可乐 ） 市场 ３５５ 毫升装的 易拉罐饮料被换成 ３３ ０毫

“

民以食为天
”

， 食品安全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 用升的新包装而价格则维持不变 ， 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市场经济解决了
“

吃不饱
”

问题被证明是中 国 的一项［
４

］ 这个假设在现实 中并不为过 ， 否则 无法解释每次食品 安全重

伟大举措 ， 市场经济在解决
“

吃不好
”

问题上的功能大事 故中都有众 多受害者 ’
他们 正是因为不能分辨 出产 品质量而

也无可替代 。 所以保障食品安全离不开市场机制 ，
也受害 。

［
５

］
在 １ ８９ ８年的美西战争中 ， 由腐 败变质的 肉 类加工食品造成的

、
＇＇

Ｂ 〇

美军伤亡大于作 战伤亡人数 ， 可见 当时美 国的食品安全也面临严

注释
重挑战 。

［
１

］
恩格尔 系数 （Ｅｎ

ｇ
ｅ ｌ

＇

ｓ Ｃｏ ｅｆｆｉｃ ｉ ｅｎｔ ） 是食 品 支 出 总额 占个人消

费支 出 总额的 比重 。 此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作者为 中 国社会科学 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

［
２

］
如 ２０ １０年国家发改委制定的 《关于对部分重要商 品及服务实究 员 ）

行临 时价格干预措施的实施办法》 规定 ，
针对粮油 、 鸡 蛋 、 猪责任编辑 李 萌

肉 、 乳制 品等相关商 品 的价格波动情况 ，
分时段实施价格管制 。

＇

（上接第 ２７ 页 ） 具备现代人的
一些特征 ，

它为提升媒本质 、 媒介常用手段和技巧 以及这些技巧和手段所产

介素养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撑 。 德国哲学家马克斯 ？舍勒生效应的认知力和判断力 ， 不断提升 自身的辨别能力

说过
：

“

人从不满足周围的现实 ，
始终渴望打破他的此和判断能力 ， 真正达到媒介为我所用 ，

达到人的 自 由

时——此地——如此存在的境界 ，
不断追求超越环绕自觉状态 。 这是人的现代化进程 中的关键

一环
，
是人

他的现实——其中也包括他 自 己 的当下现实 。

”

由此可的素质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
能否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

见
，
人的现代化也是

一个历史的范畴 ，
人类潜在的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现代化的进程 ，

影响到人的 自

神追求与实然的现代化程度决定了人的现代化水平会由全面发展的实现程度 。 因此 ，
在今后理论研究中 ，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不断地臻于完善 。 人的超越如何处理好媒介与人的关系 ， 仍然是相当重要的课题 。

的心态及其超越的本性 ，
根本上是 由 人是无限开放 、

向上发展的主体性存在这一本质性规定所决定的 ， 即注释

人必须
“

从经验的 、 肉体的个人出发 ， 不是为了陷在［
丨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３〇 卷

， 人民 出版社 Ｉ
＂５ 年版 ， 第

里面 ， 而是为 了从这里上升到
‘

人
’”

＇因此 ， 人具 １ 〇 ７
？

１ ０８页 。

有否定 、 超越的精神意向 ， 使 自身能够从纯粹的动物Ｐ］
张智

： 《人的现代化 ：
内涵 、 动因 、 规律及经验

一从历 史唯

性中解放出来 ， 获得
“

成之为人
”

的条件 ，
这种 自 身

的超越性補于完麵雜雛人ｎ娜不野当
［
３

］
＃ｍ

第 １ 期

下
，
有探索新事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

能够突破常规
Ｍ［

４
］ 参见 彭兰 ： 《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三种媒介素养及其关 系》 ， 《上

的束４ ’
从而驱动人们 步与４越 。 在移动雜

、

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２ ０ １ ３年第 ５期 。

网时代 ’ 技术的先进性和ｆ目息的庞杂性 ’
为人们 了解

［
５

］
参见 【美 】 磨姆斯 ？波特 ： 《媒介素养 》 第 ４版

， 李德刚等译 ，

世界提供新的途径和方式 ， 人的现代化所具有的超越 清华 大学出版社■年版 ， 第 ２ ２ 页。

性
， 能够使人们不断追求更便利和有效的信息搜索方

［ ６］ 《马克思挪斯全影＞第 ２７卷
，
人民出版社 １ ９６ ５年版

，
第 １ ３页。

式 ， 探索和反思新媒介的属性与功能 ， 从而促进人们

获得高水平的媒介素养 。（作者为 中 南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
中 南 大

总而言之 ，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

媒介所发挥的作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２０１ ３级本科生 ）

用越来越大 ，
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传递工具 ，

更隐含

着 自身 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
具有很强商业性特征 。

￥

因此面对纷繁复杂的媒介信息 ，
我们理应具有对媒介

３８ 硬紐野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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