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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对比分析中美两国的食品标签管理体系。方法 　概述中美两国食品标签管理情况 ,采用对照法分

析两国食品标签管理体系的差异。结果 　中美两国对食品标签管理都十分重视 ,但是在管理机制、管理规定和管

理理念方面存在差异。结论 　可以从美国食品标签管理体系建设情况中得到启示 ,不断完善我国的食品标签管理

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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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标签作为记录食品综合信息的载体 ,是食

品内在信息最直观的体现 ,食品标签管理也是许多

国家重要的食品安全管理方式之一。为了保护消费

者健康、规范进出口食品贸易以及保护本国食品市

场等多种目的 ,许多国家纷纷制定了各种食品标签

管理的规章制度 ,食品标签技术贸易壁垒日渐形成 ,

并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美国拥有世界公

认的要求较为严格、管理较为完善的食品标签管理

体系 ,美国的食品标签管理机构职责分明 ,新法规的

研究和制定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 123 ]。对比分析中

美两国食品标签管理体系 ,对我国的食品标签管理

体系建设有一定帮助。

1　美国食品标签管理体系

111　美国食品标签管理机构

美国按照食品类别对食品标签进行分工监管 ,

监管涉及多个政府部门 ,各州与地方政府负责其司

法管辖区域内的所有食品 [ 4 ]。美国涉及食品标签

的管理部门包括卫生和人类服务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DHHS)的食品药品管理

局 ( Food and D rug Adm inistration, FDA) ,美国农业部
(U. 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 )的食品安全

检验局 ( Food Safety and Inspection Services, FSIS) ,

财政部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的烟酒税收贸易

局 ( A lcohol and Tobacco Tax and Trade Bureau,

TTB )。

根据职责分工 ,食品药品管理局负责除肉类和

禽类以外的在美国境内销售的国产或进口食品 (包

括带壳蛋类 )、瓶装水和酒精含量小于 7%的葡萄酒

饮料的安全、卫生和准确标识。食品安全检验局负

责肉类、禽类和蛋类产品的安全、卫生和准确标识。

烟酒税收贸易局负责向厂家收取酒类、烟类、火器以

及弹药的产业税 ,确保这些产品的标签、广告与营销

符合法律规范 ,并以保护消费者与国家税收的方式

实施法规管理 ,厂家督促自觉遵循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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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美国食品标签管理规定

《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 》( Federal Food,

D rug, and Cosmetic Act)是美国一部基本的食品药

品化妆品安全管理法规 ,它在伪劣食品、假冒食品、

膳食补充剂标签豁免、公开声称、婴儿配方粉要求和

新膳食成分等多个章节对食品标签作出了相关规

定。《合理包装和标签法 》( Fair Packaging and

Labeling Act)于 1966年由卫生和人类服务部、联邦

贸易委员会 ( Federal Trade Comm ission)联合发布 ,

该法案对标签内容的标示位置和格式、含量声称的

内容、净含量附加声明制定了具体规定。《1990年

营养 标 签 和 教 育 法 》 ( Nutrition Labeling and

Education Act of 1990)于 1990年 10月 26日由国会

审议通过 ,该法规包括强制性和自愿性营养声称规

则、营养标签格式、营养声称等多方面营养标签规

定。《1994年膳食补充剂健康和教育法 》(D ietary

Supp lement Health and Education Act of 1994)则对膳

食补充剂声称、营养支持声明、膳食补充剂配料标注

和营养信息标注等多方面标签内容作出规定。

《2004年食品过敏原标签和消费者保护法 》( Food

A llergen Labeling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of

2004)则是美国关于食品过敏原标签的一部基本法

规 ,该法规于 2006年 1月 1日起实施。

此外 ,《联 邦 肉 类 检 验 法 》( Federal Meat

Inspection Act )、《禽 类 产 品 检 验 法 》 ( Poultry

Products Inspection Act)和《蛋类产品检验法 》( Egg

Products Inspection Act)分别对这 3类产品的标签标

示作了规定。《葡萄酒、蒸馏酒及麦芽酒精饮料主

要食品过敏原标签 》(Major Food A llergen Labeling

forW ines, D istilled Sp irits, and Malt Beverages)对法

规涉及的 3类产品制定了自愿标注过敏原标签的有

关规定 [ 5 ]。

以上法规宗旨或内容都被收录在《联邦法典 》

第 21章第 101节 (CFR211101)“食品标签 ”部分中 ,

可以说它是上述食品标签法规的实施细则。我国输

美食品企业在制作食品标签时都应掌握美国的这部

分规则 ,这对制作出合格的输美食品标签具有十分

重要的参考价值。

113　美国 FDA食品标签检验制度

关于食品标签检验 ,美国 FDA对进口食品实行

“自动扣留”制度 ,这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 FDA )

对进口食品实施管理的一项主要措施。即如果多个

样品经检验不合格 ,尽管这种不合格未存在对人体

健康的明显危害 ,也会被 FDA“自动扣留 ”。食品

标签检验就属于这种情况。被 FDA宣布为“自动扣

留 ”的货物运抵美国口岸时 ,必须经美国当地 FDA

认可的检测机构检验合格并经 FDA驻当地分支机

构审核认可后 ,海关才准予放行 [ 6 ]。

2　中国食品标签管理体系

211　中国食品标签管理机构

我国的食品安全管理采取“分段管理为主 ,品

种管理为辅 ”的行政管理体制 [ 7 ]
,食品标签管理属

于食品安全管理的一个范畴 ,自然遵从于该体制 ,由

多个行政机构共同管理。目前 ,工商部门负责国内

市售食品标签的抽查 ,质检系统负责进出口食品标

签的检验 ,卫生部负责食品营养标签的管理 ,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负责保健食品标签的审批。

212　中国食品标签管理规定

与美国相比 ,我国的食品标签管理体系建设起

步较晚 ,我国对于食品标签的规范化管理起始于 20

世纪 80年代。就我国食品标签规范性文件的性质

而言 ,可分为这样几个层级 :国家法规、部门规章、国

家强制性标准和国家推荐性标准。

1982年 ,为了规范食品标签 ,正确指导食品消

费 ,保护消费者身体健康 ,引导食品生产和销售业的

健康发展 ,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卫生法 (试行 ) 》,这是我国第一部对食品标签作出

明确详尽规定的法律。由此我国展开了一系列食品

标签法制化监督管理工作。1995年 10月 ,第八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自公布之日起 ,《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试行 ) 》废止。2009年 2

月 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在第十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获得

了高票通过。这部长达十章 104条的法律对食品的

标签作出了严格的限定 ,共有 18处提到了食品标签

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已于 2009年

6月 1日起施行 , 1995年 10月制定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卫生法 》同时废止。此外 ,《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都对食品

标签作出了明确规定。

在实施以上食品标签相关法规的基础上 ,我国

有关职能部门还制定了一些部门规章 ,进一步规范

食品标签管理。1993年 3月 ,卫生部为加强食品添

加剂卫生管理 ,防止食品污染 ,保护消费者身体健

康 ,制定了《食品添加剂卫生管理办法 》。该《食品

添加剂卫生管理办法 》将标签作为生产企业申请生

产或者使用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申请食品添加剂卫

生许可证的必需材料。2002年 3月 ,卫生部对此进

行了修订。1996年 3月 ,卫生部为加强保健食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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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 ,保证保健食品质量 ,颁布了《保健食品管

理办法 》,其中对保健食品标签作出明确规定。

2007年 12月 ,卫生部又印发了《食品营养标签管理

规范 》,以指导和规范食品营养标签的标示 ,引导消

费者合理选择食品 ,促进膳食营养平衡 ,保护消费者

知情权和身体健康。2007年 5月 ,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发布了《保健食品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 ) 》,以规

范保健食品的命名 ,确保保健食品名称的科学准确。

2007年 8月 ,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食品标识管理

规定 》,以加强对食品标识的监督管理 ,规范食品标

识的标注 ,防止质量欺诈 ,保护企业和消费者合法权

益。这些部门规章成为食品标签相关法规的有效补

充 ,推动了我国食品标签规范化管理的进程。

为了更好地规范食品标签管理 ,我国还相继制

修订了一系列国家标准。1987年 ,我国首次颁布了

一部强制实施的国家标准《食品标签通用标准 》

( GB 7718—1987 )。该标准后来历经 1994 年和

2004年 2次修订 ,现行版本为《预包装食品标签通

则 》( GB 7718—2004)。1992年 ,在实施通用标准的

基础上 ,我国又针对特殊膳食用食品制定了《特殊

营养食品标签 》( GB 13432—1992) , 2004年经修订

被替代为《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通则 》( GB

13432—2004 )。 1989 年 , 我 国 对 酒 精 含 量 为

015% ～6510%的酒精饮料制定了《饮料酒标签标

准 》( GB 10344—1989 ) , 2004 年该标准被修订为

《预包装饮料酒标签通则 》( GB 10344—2004)。这

3部标准是我国制定的食品标签方面的独立标准。

此外 ,我国部分食品企业在制作标签时还需参考其

他标准 , 如《保健 (功能 ) 食品通用标准 》( GB

16740—1997)、《婴幼儿配方粉及婴幼儿补充谷粉

通用技术条件 》( GB 10767—1997)、《食品添加剂使

用卫生标准 》( GB 2760—2007)及其后续增补修订

条款等。

在实施以上强制性规定的基础上 ,我国还制定

了一些与食品标签相关的推荐性标准 ,如《白酒检

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 GB /T 10346—

2006)。这些推荐性标准从行业规范的角度对产品

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食品标签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

供企业自愿选择标注。

213　中国食品标签检验制度

我国对进出口食品标签实施检验制度 ,即在对

食品标签所标注内容的真实性进行检测的基础上 ,

对其是否符合相关标注要求进行评定。我国加入

W TO后 ,出口食品面临着来自欧盟等各国的技术壁

垒的挑战 ,同时由于关税的下调 ,大量的进口食品、

化妆品涌入国内市场 ,食品、化妆品安全工作任务更

加艰难、责任更加重大。我国开展的食品、化妆品标

签检验制度是质检系统按照 W TO的原则 ,利用 TBT

协议和国际通行做法 ,对进口食品、化妆品实施管理

的有效措施。对于进口食品标签 ,审核其是否符合

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 ;对于出口食品标签 ,按照

出口国的标签要求进行审核 ,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

理 ,以免出口食品因标签不合格而遭受损失。

3　中美食品标签管理体系对比分析

中美两国对食品标签管理都十分重视 ,由于国

情不同 ,法规建设起步不同 ,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异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1　管理机制不同

美国是根据产品划分食品标签的监管职能 ,我

国则是按照产品的食物链阶段划分。美国的监管模

式对于同一种产品而言体现出监管连续性强的特

点 ,无论是国内产品还是进口产品 ,同一行政部门可

以进行链式监管 ,包括了每个产品流通环节。我国

的管理模式则呈现出阶段性管理的特点 ,例如对于

进口食品标签 ,在入境口岸由检验检疫部门负责检

验 ,进入国内市场后则由工商部门负责抽查。

312　规章建制不同

美国的食品标签管理主要依据法律 ,而且法规

体系比较清晰 ,法律的制修订间隔期也比较短。我

国则主要靠法律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来规范食品标签

管理 ,标准修订的间隔期较长 ,而且关于食品标签的

国家标准还不十分全面 ,有待进一步完善。

313　管理理念不同

由于美国的食品标签管理起步较早 ,因此它在

管理理念方面比中国更显成熟。一方面 ,美国以强

大的经济实力为依托 ,投入大量资金开展食品标签

方面的科学研究 ,为新规章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另

一方面 ,美国不断向公众普及食品标签方面的科学

知识 ,将正面的行政管理和侧面的群众监督有效结

合 ,从而使监管更有力度。我国目前则主要靠政府

部门管理 ,而且在食品标签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相

对较少 ,对食品标签知识的普及程度不够高。

4　美国食品标签管理体系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研究美国的食品标签管理体系 ,认为我国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善。

第一 ,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协作与交流。由于

我国的食品标签管理涉及多个部门 ,并实行分段管

理 ,因此建议各政府机构之间加强联系 ,对重点产品

适时开展食品标签专项抽查活动 ,互通各部门掌握

的食品标签信息 ,积极为完善食品标签管理体系建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 56　　　 —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CH INESE JOURNAL OF FOOD HYGIENE
2010年第 22卷第 1期

设提供意见和建议。

第二 ,完善食品标签法规标准体系。虽然我国

的食品标签管理已经取得一定成绩 ,但是食品标签

相关法规标准还需进一步完善。例如 ,我国的产品

类别标签标准较少 ,而一些产品具有其鲜明特点 ,在

涉及食品标签具体标注时仅参考《预包装食品标签

通则 》和《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通则 》会无所

适从 ,因此应积极制修订具体产品类别的标签标准。

第三 ,加强食品标签的教育宣传力度。美国为

普及宣传食品标签知识而制定《营养标签和教育

法 》,我国也应重视加强群众教育 ,使之认识到食品

标签的重要性 ,并起到协同监督作用。

5　结语

综上所述 ,中美两国对食品标签管理体系建设

都十分重视 ,都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是两者在管理机

制、管理规定和管理理念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我国

可以从美国食品标签管理体系建设情况中得到启

示 ,完善食品标签法规标准体系 ,加强政府部门之间

的协作与交流 ,加强食品标签的教育宣传力度 ,进一

步推进我国的食品标签管理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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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文件

卫生部关于成立第一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的通知
中央编办 ,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监察部、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工商总局、质检

总局 ,法制办、新闻办 ,食品药品监管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厅 (局 ) :

根据《食品安全法 》及其实施条例规定 ,卫生部组建了第一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 (以下简称

第一届审评委员会 )。第一届审评委员会委员由各部门推荐 ,经严格遴选产生 ,并向社会进行了公示。

第一届审评委员会由 350名委员和 20个单位委员组成 (名单附后 ) ,主要职责 :审评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提出实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建议 ,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重大问题提供咨询 ,承担食品安全标准其他

工作。委员会下设 10个专业分委员会。

附件 :第一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委员名单 (略 )

二 ○一 ○年一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