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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我国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监管主体不统一、各类信息“孤岛化”和缺

乏全过程监管等现状,提出充分利用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优点,保障食品安全。 通

过国内外文献的广泛调研和深入分析,发现运用大数据技术能将食品安全监管涉及原料供应、食品加工、运
输和销售全过程的海量数据聚合在一起,形成有效、实时的大数据,有效进行食品风险管理和食品供应链管

理。 利用物联网技术,可以实现食品安全全程追溯管理,实现食品安全源头可溯、去向可查、责任可究、全程

监控的监管目标。 云计算可以针对食品安全监管全过程的大数据高效分析,且无时间、地点限制,云计算还

可以改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解决信息“孤岛化”问题。 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食品安全监管应用中的不断融合

和全面推广,不仅能够进行事后的被动追溯,还能够实现事前、事中的主动管理和全天候监控,有效减少食品

安全事故的发生,为我国的食品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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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食品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不仅关系着

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更关系着我国经济的发

展和社会的稳定。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
国食品安全监管的法规不断健全,执法力度不断增

强,检测技术不断更新,监管体系不断完善,以保障食

品安全。 但食品安全事件依然时有发生,如知名餐饮

企业海底捞被检测出大肠杆菌超标,疫情期间多地进

口冷链食品被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以及云南邵通的

“镉大米”重出江湖等,食品安全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

广泛关注,如何加强食品安全有效监管,保障食品安

全,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目前主要存在食品监管主体

不统一,部门之间采取分领域、分专业、分段式监管

模式,各类信息“孤岛化”,难以共享[1] ;食品安全监

管注重形式,缺乏全过程监管[2-3] ;检测技术、检测

手段等存在科技瓶颈[4-5] 。 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

展,获取和处理数据的技术和能力大大提高,可以更

高效地对数据进行收集、存储、传输和分析,从而有

效地保障食品的安全。
进入 21 世纪以来,学科交叉融合加速,新兴学

科不断涌现,前沿领域不断延伸。 以大数据、物联网

和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已成为全球

关注重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将其确定为 7 个

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新一代信息技术催生出一系

列新产品、新应用和新模式,极大地推动了新兴产业

的发展壮大,也改变了传统经济发展方式。 当前已

有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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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构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食品

供应链管理等食品安全监管领域,有效推进了食品

监督执法信息平台建设,打造了
 

“互联网+食品监督

执法”新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6-7] 。 但是新一代

信息技术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应用尚属小规模探

索阶段,实际应用的并不多;各种新一代信息技术在

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应用大多是单打独斗,未能有效

整合;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应

用过程中还显现出制度瓶颈牵制技术推动、技术薄

弱限制制度形塑等制度与技术结构性张力问题[8] 。
为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应用,
使检验结果“孤岛化”现象得到有效根治,“从农场

到餐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和食品安全的全过

程监管成为现实,本文对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食品安

全监管中的应用进行综述。

1　 大数据在食品安全保障中的作用

大数据是指大量不同类型的数据从大量不同类

型的来源中高速产生,是高容量、高速度和高多样性

的信息资产[9] 。 大数据与过去的海量数据的区别

不仅仅在于数据量更大,更在于数据类型繁多,不单

包括“数字”,还包括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

格式,涵盖内容十分丰富[10] 。 在大数据时代,不仅

要发挥其在食品风险管理和供应链管理中的作用,
也要注重培养食品安全监管的专业人才。

1. 1　 大数据在食品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是制定食品安全政策必不可

少的环节,在食品安全风险管理领域,应用大数据建

立食品安全风险管理体系,有助于食品安全监管建

立长效机制。 张强[11] 分别从制度和技术层面分析

了食品安全管理中的问题,提出政府相关部门应起

牵头作用,借助于大数据建设,规范企业信息发布制

度,建立信息共享的信息化平台,从而为政府部门、
食品企业以及消费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信息;陈
少杰等[12]从风险评估(包含危害识别、危害特征描

述、暴露评估和风险特征描述目标 4 个环节)、风险

管理(包含风险评价、对管理措施的评估、管理措施

执行和对管理措施监督审查 4 个阶段)以及风险交

流 3 个方面阐述了大数据对食品风险管理的影响,

提出了大数据基础上的食品风险管理主体框架,为
我国食品安全长效机制的建立提供有效的工程技术

保障;苑立莅[13] 从数据收集与处理、食品企业日常

工作的记录以及食品质量保障 3 个方面阐述了大数

据背景下计算机技术在食品风险管理中的作用,促
进了大数据信息技术在食品企业中的广泛使用。 杨

丽娟等[14]从原料供应、食品加工、运输和消费 4 个

层面和 17 个具体指标建立了医疗机构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体系,从而为医疗机构的食品风险信息化管

理提供了基础。
政府监管部门在线发布大数据,方便普通大众

参与食品风险安全管理,如普通大众进入重庆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官网,可以发现我市食品安全检查中

不合格批次,并进行统计,图 1 即是对重庆市近三年

食品安全抽检中不合格批次的统计结果,普通大众

根据这些大数据可以从容应对食品风险。

图 1　 重庆市近三年食品安全抽检中不合格批次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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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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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sampling
 

inspection
 

in
 

Chongqing
 

from
 

2019
 

to
 

2021

1. 2　 大数据在食品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

食品供应链涵盖了食品的生产、储运和销售等多

个环节,通过大数据技术可以实现对各个环节的及时

追踪,保障产品的质量,从而降低消费者消费风险。
张臻竹等[15]结合国内外大数据的研究背景,通

过将系统分析、管理科学和信息技术融合,对食品安

全供应链管理的发展演变进行多角度剖析,为丰富

食品安全供应链管理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提供指导。
此外,不少学者对当前食品供应链中原料供应、食品

加工、运输和销售四个环节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

研究,引入了大数据技术,提出了相应对策,从而保

障了食品安全,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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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食品供应链中的问题分析及相应对策研究

Table
 

1　 Analysis
 

on
 

the
 

problem
 

of
 

food
 

supply
 

chain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问题

原料供应 加工 运输 销售
对策 特色 文献

原料 产 地 环

境被污染、原

料中农残、兽

残超标

生产 环 境 不

达标,违规使

用添加剂

运输 过 程 缺

乏对 食 品 的

保护、仓储环

境不达标

商家 操 作 不

规范 致 使 食

品被 污 染 及

消费 者 忽 视

食品安全

强化源头质量控制,推进无公害生

产;构建大数据检测系统加强生产

环境管理;改进储运方式,实施绿色

管理;加强市场监管,提高消费者安

全意识

将供应链管理技术

和先进的管理思想

相结合,充分利用互

联网优势,提高供应

链管理效率。

[16]

过度 使 用 农

药化 肥 或 激

素等;生产地

土壤 水 源 被

污染

滥用 食 品 添

加剂、工业助

剂等

运输、配送环

节中 冷 链 设

备缺乏

再加 工 操 作

不规 范 商 家

监管不到位,
不合 格 产 品

在售等

健全政府监管机制,完善食品安全

监管、通过数据监控平台实时监控、
大力发展智能化冷链物流与大数据

平台相结合,加强现代物流能力建

设

加大政府监管力度、
加强信息共享和信

息安全、加快大数据

技术与智能物流技

术相融合

[17]

部分 乳 制 品

企业 缺 乏 专

属牧场,奶源

品质无保障、
缺乏 先 进 的

检测 设 备 和

检测人员

生产 设 备 和

技术不先进,
无法 对 生 产

加工 过 程 进

行全面监控

缺乏 冷 链 物

流技 术 及 设

备;供应链各

节点 企 业 间

信息 共 享 程

度弱,缺乏深

度合作

保管 不 当 致

使乳 制 品 变

质、市场上销

售散装牛奶、
过期 乳 制 品

等不 合 格 商

品

采用“基于大数据和乳制品物流信

息共享平台的第四方物流配送模

式”、采用计算机系统以及专业检

测系统对乳制品鲜度、储存条件的

温湿度实施自动化检测、预警管理、
借助于乳制品物流系统来实现乳制

品的实时追溯

从乳制品质量安全

管理体系的构建、大

数据与乳制品物流

运作的融合和乳制

品追溯等方面创新

国内乳制品的供应

链管理。

[18]

1. 3　 大数据在食品安全人才培养中的应用

为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培养相关技术人才尤为

重要。 我国食品行业的发展与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

人才培养质量密切相关。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高校

食品安全专业现有的教学模式、教学内容以及教学

方法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因此,众多学者分别从

不同角度对食品安全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充

分调研,发现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

在一些普遍问题:如人才培养目标模糊,缺乏自身特

色;传统培养模式的评价体系基本以由课程考试考

核和毕业论文(设计)考核构成,缺乏对学生参与课

外科研活动的评价和激励。
针对这些问题,李立军[19]提出要明确人才培养

目的,突出区域特色,根据本区域食品行业的岗位要

求设定相应的人才培养目标,从而培养出更多的高

水平专业技术人才;袁建廷等[20] 提出将大数据思维

与高校食品专业教育相结合,建立用于实验教学的

大数据库以及把食品安全专业的人才教育从检测实

验前端转换到执法监管后端等措施,进而培育出具

有新思维的全方位食品安全监管专业技术人才。
此外,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也存在一些问

题,如:教学资源陈旧,教学内容单一,课程安排不合

理;教学方法上仍多采用传统的“灌输式” 教学方

法,学生学习缺乏积极性。 针对这些问题, 杨振

泉[21] 、关天琪等[22] 提出应建设及整合高校人才培

养数据,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组合与共享,使优质

的教育资源在线化和网络化。 同时,教师应将传统

的集体授课模式与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等新兴教学

模式相结合,充分发挥两种教学模式的优点,从而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2　 物联网在食品安全保障中的应用

物联网是指通过信息传感设备,按照约定的协

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

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

一种网络,物联网实现了人与物品及物品之间信息

的交换和通信。 实现对日常食品的智能化、便捷化

和高效化管理,已成为信息时代发展的重要方向,加
强物联网技术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应用有助于提

高食品安全监管效率。
2. 1　 物联网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应用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提高物联网技术在食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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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监管中的应用是实现食品安全监管智能化、
便捷化和高效化的重要举措。 如何充分发挥物联网

技术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作用,是食品安全监管的

研究热点。
许苗苗[23]提出利用物联网技术提高对食物源

头和食品企业内部的监管力度,将食品企业生产机

构、消费者互动系统以及食品检测机构融合起来,从
而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效率;张思源[24] 提出应建立具

有六大模块的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系统,实现将校园、
家长、供应商、仓管人员等有机地结合起来,随时追

溯食品的来源、流通情况,以确保食品的安全可靠;
张雨婷等[25]提出要建立包括生产加工系统、运输系

统、仓储系统、配送系统在内的食品安全管理平台系

统,以确保来源可追溯,质量可保证,责任可追究;马
少芳等[26]提出要充分利用射频识别技术,构建基于

物联网的食品“身份证”体系,为消费者了解食品信

息提供一个平台,增加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感。
2. 2　 物联网在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中的应用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手

段,将物联网技术与风险监测系统相结合,能够实现

对食品安全的有效监测,是当前国内外食品安全风

险监测的研究热点。
Gupta 等[27]基于物联网技术设计出一款食品掺

假检测系统,该系统利用各种传感器来监测食品的

温度、油、湿度等各项指标,操作简单且检测效果好;
雷嘉明等[28]设计出一款食品安全检测系统,该系统

运用 RFID 技术和相关计算机技术,能够对产品进

行安全溯源和监控;Zhao 等[29]建立了农产品中农药

残留检测系统,该系统采用生物传感器、无线传输和

检测装置以及信息共享平台,在对实际样品的检测

中表现出良好的效果;刘洋等[30] 应用物联网技术构

建了食品信息数据库和面向生产者、消费者和监管

部门的服务系统,将食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各项环节

有效衔接起来,进行统一控制和监管,从而提高食品

安全的程度;Chen 等[31] 提出了一种智能冷链系统,
利用许多传感器记录冷链产品中的温度、湿度和压

力,以及一种新型的 RFID 来监测食品的新鲜程度,
从而减少食品的腐败变质问题,保障食品安全。
2. 3　 物联网在食品追溯中的应用

食品可追溯体系已被公认为食品安全监管的有

效措施,是监控“从农场到餐桌”整个过程、确保“问

题食品”快速召回、减少经济损失、提高消费者信心

的重要工具[32] 。 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使之成为可能,
国内外有关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研究日渐增多。

卿勇军等[33]提出构建六横二纵的溯源系统,以
及城市管理系统,追溯应用系统,社会共治系统和应

急指挥系统等配套系统,从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
宽领域的食品安全溯源体系;Chen[34] 提出了一种针

对产品使用生命周期的自主物联网追踪系统。 该系

统利用 RFID 标签和阅读器、WSN 和 EPC 等技术,
可以实现对产品的有效追踪;Liu 等[35] 的研究引入

了一种物联网架构,用于在供应链中跟踪和追踪食

品。 他们使用射频识别和录像作为传感器,用无线

传感器网络、WiFi、以太网来传输数据。 该系统还包

含一个用于数据处理、分析和可视化的应用服务平

台,能够快速并准确的跟踪和追踪食品;Zou[36] 设计

了一个预防造假猪肉的追溯系统,这个追溯系统向

上可追溯至农场和屠宰场,物流以及检验检疫,向下

追溯至分销点和销售点,可实现从上至下为客户提

供猪肉的相关信息;陈佳丽等[37] 根据条码、RFID、
EPC 等物联网技术,通过对追溯流程和系统架构的

分析,设计出一款包括五大模块的追溯平台,可以实

现对食品的精准追溯;张旭东等[38] 针对我国食品安

全追溯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建立涉及全链

条、全周期、全人群、全方位的“食品供应链+健康”
的追溯新模式,为政府的科学监管提供依据,实现以

人的健康为核心的良性发展;Li 等[39]开发了覆盖整

个供应链的预包装食品跟踪和追踪系统,该平台集

成了 QR 码和 RFID,降低了架构的实施成本;朱嘉

祥等[40]提出,要构建包括物理层,汇聚层和服务层

的多层次模式的追溯网络,通过数据库表对食品本

身,操作数据库的人员的信息进行记录,以便用户可

直观清晰地看到食品从始至终的相关信息,从而保

障食品安全。

3　 云计算在食品安全保障中的作用

云计算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计算,云计算和存

储解决方案为用户提供了在第三方数据中心存储和

处理数据的各种能力[41] 。 基于云的解决方案可以

在移动设备上运行,无时间、地点限制,从起点收集

和分析数据,信息可以来自供应商、设备和实验室,
并将处理后的信息提供给利益相关者。 因此,云计

算逐渐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有效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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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云计算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的应用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与信息化建设逐渐成为当前

首要任务之一。 赵雷等[42]认为基于云计算下的食品

安全监管信息化是实现食品安全监管的有效手段,提
出制定食品安全追溯制度,通过云计算的优势来改善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并加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之间的

信息共享,解决信息“孤岛化”问题;姜大鑫[43] 基于我

国食品安全问题发生的原因及我国食品安全信息化

监管的现状,提出要建立完善的信息化监管网络和统

一的食品安全信息管理系统以及加强食品安全信息

化的立法工作,从而实现信息和资源共享,形成科学

合理的监督体系,切实保障我国的食品安全。
在实际应用方面,肖湘雄[44] 将云计算与食用农

产品质量安全管控相结合,从云计算和精准管控耦

合性的实践、机理和创新等方面进行了阐述与分析,
为精准管控提供了新的思路;刘丙昌等[45] 提出将云

计算应用于食品安全实时监控系统,该系统采用

IPC 进行视频的采集和编码,利用 4G 网络和云服务

对采集的视频信息进行传输和储存,用户便可利用

PC 端或手持设备获取想要的信息,这对保障食品安

全具有重要意义;陈明伟等[46]提出了以胶体金检测

系统数据为基础,以大数据、云存储为核心的食品安

全云平台服务模式,实现了以政府食品安全管理为

主体,生产者、消费者共同参与的食品监督环境;
Zhang 等[47]提出了基于云计算架构的食品安全监管

体系,通过云计算技术与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相结合,
利用层次分析法评价体系对食品安全风险因素进行

评价,以达到降低食品安全风险的目的。
3. 2　 云计算在产品供销体系中的应用

食品安全涉及各个环节,从原料的供应、加工再

到成品的运输、销售,每个环节都有可能出现食品安

全问题,安全的产销体系对保障食品安全来说至关

重要。 因此,有关安全的产销体系研究相对较多。
食品的相关信息追踪与共享能够为食品安全提

供可靠的数据保障。 伍玉秀[48] 基于云计算对有机

茶的安全产销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分析与研究,认为

云计算可以对产销信息进行收集并能监督数据的真

实性,并建立生产加工过程的智能溯源服务和销售

流通过程的智能追踪服务,还要有第三方监管服务,
并对 VIP 客户的购买行为进行分析,从而进行针对

性推荐。 石东贤[49] 采用 openfiler 分布式存储技术

构建了一套安全的数据存储体系,可以实现全球范

围内食品的跟踪与安全信息共享;Zhao 等[50]设计了

一款基于云计算的食品追溯系统,该系统采用独一

无二的 UCC 编码技术对产品的详细信息进行编码,
用户可使用便携设备扫码查询食品的相关信息,对
维护食品安全起到重要的作用。

4　 两种新技术协同在食品安全保障中

的应用

4. 1　 区块链+物联网

区块链是一个共享数据库,存储于其中的数据

或信息,具有“不可伪造” “全程留痕” “公开透明”
等特征,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黎传熙等[51]结合我国目前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通
过研究区块链技术,提出利用其开放性、独立性、唯
一性、可追溯性和便于数据查询等特点,为保障食品

供应链的稳定、安全以及食品溯源等提供技术基础

保障。 福建省依托区块链技术,以“一品一码”为总

体思路,构建数据驱动、多方协同的食品安全治理模

式,打造统一的“福建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平

台” [52] ,有效实现了产品质量问题来源可查、去向可

追、责任可究,食品安全质量管理工作取得了极大的

成功。 曾小青等[53] 提出将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结

合,构建覆盖食品的生产、加工、流通、监管、和消费

等全方位的食品安全溯源系统,从而实现食品来源

和去向的可查可追。
4. 2　 大数据+云计算

杨旭等[54]提出将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应用到

食品安全监管中,建立大数据交互平台和现代化实

验室,形成高标准的食品安全监测体系,切实保障食

品安全。 王雅洁等[55] 建立了食品有毒有害物质检

验检测大数据的风险分析算法,利用云计算技术对

海量数据进行存储,并运用云计算的计算框架进行

智能的并行数据处理及计算,最后得到风险分析结

果,从而得出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状态。
4. 3　 物联网+云计算

王谦等[56]分析了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及监管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相

融合的“三位一体”式管理创新模式和感知作基础、传
输作保障、云计算作大脑、应用作决策和服务的“四端

联动型”管理模式,构建了基于物联网管理模式下的

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实现了监管的公平,保障了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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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地区间均等化的发展。 廖祎玮[57] 提出了基于物

联网的食品安全追溯模型,运用射频识别、云计算等

技术构造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系统,从食品的生产、制
作加工到转运,实现对食品生产链的追溯。

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构建食品安全智

慧监管平台(图 2),公众和第三方也可以对食品原

料供应、食品加工、运输和销售全过程进行有效监

管,全面保障食品安全。

图 2　 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平台

Fig. 2　 Intelligent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platform
 

based
 

on
 

new
 

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5　 结论和展望

5. 1　 结　 论

食品安全监管涉及原料供应、食品加工、运输和

销售全过程,传统的监管对这些海量数据力不从心,
而运用大数据技术能将这些海量数据聚合在一起,
形成有效、实时的大数据,能够有效进行食品风险管

理和食品供应链管理。 物联网技术应用于食品安全

监管和风险监测有助于日常食品的智能化、便捷化

和高效化管理。 利用物联网技术,可以实现食品安

全全程追溯管理,实现食品安全源头可溯、去向可

查、责任可究、全程监控的监管目标。 云计算可以针

对食品安全监管全过程的大数据高效分析,且无时

间、地点限制,已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有效手段之

一。 通过云计算的优势可以改善信息不对称的问

题,可以解决信息“孤岛化”问题。 这些新一代信息

技术有效融合,可以对各种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进

行动态、自动识别,有效降低食品安全监管人员的劳

动强度,提高监管的广度和深度,确保“分段监管”
的无缝连接,有效保障食品安全。
5. 2　 展　 望

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食品安全保障中的应用已有

较多研究,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大部分仍处于理论

研究阶段,有些虽进行了小范围实践,其有效性还需

进一步检验。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些

地方的基础设施,如互联网连接、不间断的电源供应

等并不完善,难以充分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全天候

实时监管的优势。 新一代信息技术使用成本相对较

高,我国食品企业中中小企业居多,这类企业在全面

推广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进行日常监管有一定难

度。 我国当前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相关法律法规、
监测技术和专业人才配备还难以推进新一代信息技

术在食品安全保障中全面铺开。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但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食品

安全保障中的应用具有远大的前景。 新一代信息技

术是国家确定的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随着信

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相关人才

的不断培育,监管体系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融

合,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应用将变

得更加广泛和便捷,不仅能够进行事后的被动追溯,
还能够实现事前、事中的主动管理和全天候监控;可
以解决食品安全管理中的数据量大、环节复杂的问

题,更能有效减少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为我国的食

品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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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New
 

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Food
 

Safety
 

Guarantee

XIANG
 

Zhao-bao 
 

CHEN
 

Peng-fei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ood
 

safety
 

incidents
 

occurring
 

from
 

time
 

to
 

time
 

in
 

China 
 

the
 

inconsistency
 

of
  

supervision
 

subjects
 

in
 

China s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the
 

isolation 
 

of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and
 

the
 

lack
 

of
 

whole-process
 

supervision 
 

it
 

is
 

proposed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new
 

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Internet
 

of
 

Things
 

and
 

cloud
 

computing
 

to
 

ensure
 

food
 

safety.
 

Through
 

extensive
 

research
 

and
 

in-depth
 

analysi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it
 

is
 

found
 

that
 

the
 

use
 

of
 

big
 

data
 

technology
 

can
 

aggregate
 

the
 

massive
 

data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involv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raw
 

material
 

supply 
 

food
 

processing 
 

transportation
 

and
 

sales 
 

forming
 

effective
 

and
 

real-time
 

big
 

data 
 

and
 

effectively
 

conducting
 

food
 

risk
 

management
 

and
 

foo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can
 

be
 

used
 

to
 

achieve
 

whole-process
 

traceability
 

management
 

of
 

food
 

safety 
 

so
 

as
 

to
 

realize
 

the
 

supervision
 

goal
 

of
 

food
 

safety
 

that
 

the
 

source
 

can
 

be
 

traced 
 

the
 

destination
 

can
 

be
 

traced 
 

the
 

responsibility
 

can
 

be
 

investigated 
 

and
 

the
 

whole-process
 

is
 

under
 

monitoring.
 

Cloud
 

computing
 

can
 

efficiently
 

analyze
 

big
 

data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without
 

time
 

and
 

place
 

restrictions.
 

Cloud
 

computing
 

can
 

also
 

improve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islanding  .
 

The
 

continuous
 

integration
 

and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application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can
 

not
 

only
 

carry
 

out
 

passive
 

traceability
 

after
 

the
 

event 
 

but
 

also
 

realize
 

active
 

management
 

and
 

all-weather
 

monitoring
 

before
 

and
 

during
 

the
 

event 
 

effectively
 

reducing
 

the
 

occurrence
 

of
 

food
 

safety
 

accidents
 

and
 

offering
 

a
 

strong
 

guarantee
 

for
 

China s
 

food
 

safety.
Key

 

words new
 

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guaran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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