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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中国部分食品生产企业对营养标签依从性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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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了解中国部分食品生产企业对食品营养标签技术指标的依从性。方法 用调查表对我国 90家食

品生产企业进行基本情况、产品检测情况、营养标签制作和使用情况以及对  食品营养标签管理规范!的理解和执

行能力进行调查。结果 回收企业调查问卷 31份, 回收率 34 4% , 其中通过实验室认可或者计量认证者占

51 6% ,开展营养成分检测者占 67 7%。营养标签知识掌握情况较差, 对部分技术要点回答正确率约在 30% ; 内

资、合资和外资企业等不同性质企业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64 5% 的企业产品标注营养成分表。结论

食品企业在产品中广泛使用营养标签,但多不符合现行要求, 营养知识缺乏是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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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the Compliance of Nutrition Labe ling of Food P roduction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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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 ive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food production enterprises in com pliancew ith the techn ica l index

o f food nutrition labeling in Ch ina M ethod U sing questionna ires to conduc t a survey in 90 food production enterpr ises on

the basic situa tion, product exam ination, the production and use o f nu trition labeling, as we ll as their understand ing o f and

the perfo rm ing ability on the F ood Nu trition Labeling Managem ent Regulation. R esu lts There w ere 31 enterprises

respond ing to the survey, accounted for 34 4% of tota l enterprises rece ived questionna ires. Am ong the responders, 51 6%

o f them had passed the lab accred itation or me tro logy accredita tion and 67 7% of them had carr ied out nu trien ts ana ly sis.

Them aster of nutrition labeling know ledge w as poo r in these ente rprises. Only about 30% o f the responders could answe r

part o f the key po ints correctly. S tatistica lly, there was no sign ificant d ifference am ong the dom estic, jo int venture and

overseas funded ente rprises On ly 20 ( 64 5% ) enterpr isesm arked nu trient components on the package of the ir products,

bu tm ost o f them did no tm eet the lega l requ irem ents. Conc lu sion The use of nutr ition labeling on the package o f products

is w idely, but the practice of m ost food enterpr ises could no t mee t lega l requ irem ents. The ma in reason is lack o f nutr ition

know 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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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营养标签是指定型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向消

费者提供食品营养成分信息和特征的说明
[ 1 ]
,国际

组织和许多国家很重视其立法和管理工作。 2007

年 12月卫生部正式颁布了  食品营养标签管理规

范 ! (以下简称  规范 ! ) , 并于 2008年 5月开始施

行。为便于企业使用原有库存标签和建立新的营养

标签标示系统, 减少浪费和磨擦,  规范 !设置了 2

年的过渡期,给企业时间以提高其制作营养标签的

能力。食品生产企业作为  规范 !的执行主体, 对

 规范 !的理解和执行能力, 即依从性是营养标签法

规制定和实施的重要支撑
[ 2]
。本次调查是在  规

范!正式实施前的基线调查, 为进一步完善支持  规

范!、 规范 !实施的技术性文件以及为  规范 !效果

的评估提供参考数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国内生产定型包装食品的生产企

业,企业性质 (内资、中外合资和外资企业 )和产品

类别的分布比例均衡。以调查表的方式调查食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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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企业共 90家,北京及上海各 15家,广东 15家,浙

江 10家,河北 5家,陕西、四川、云南、吉林、黑龙江、

湖南、湖北、山东、天津、江苏各 3家。

入选条件: ∃ 国内食品生产企业,性质符合任何

一种:内资、中外合资和外资企业; % 具有定型包装

食品的企业; &自愿接受调查。

1 2 调查方法和内容

先与选择好的调查对象电话沟通, 取得对方同

意后, 以电子邮件、邮寄及传真的方式发放调查表,

并进行电话随访。调查内容包括: ∃ 企业基本情况;

% 企业营养成分检测能力:人员、设备、成本等; &企

业主要产品及营养成分标示情况; ∋营养标签制作

情况与营养标签知识; (培训对提高营养标签知识

正确率的影响。

1 3 资料的统计处理

将企业调查情况和检测结果建立数据库,将数

据库通过 SAS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了解不同调

查对象对 规范!的依从性并进行比对分析。
1 4 质量控制

制定调查方案:广泛查阅文献,制定初步的调查

研究方案,请专家论证并进一步完善。开展预调查,

评议、修改调查表并定稿。实施调查:组织被调查企

业认真填写问卷调查表。数据收集、整理:对原始数

据录入时要进行核查并及时修正确认。

2 结果

2 1 基本情况

本次共发放企业调查问卷 90份,收回 31份, 回

收率 34 4%。调查的食品生产企业全部为生产定

型包装食品的企业, 其中内资企业 11家, 外资企业

10家,中外合资企业 10家。被调查企业生产的食

品主要有谷类、乳及乳制品、糖果、饮料、调味品等。

被调查企业都有专人负责营养标签工作, 负责营养

标签的部门多为研发技术部、质保部和法规事务部,

参与营养标签工作的人数为 4~ 5人。

2 2 食品生产企业实验室营养成分检测能力

参与调查的食品生产企业中通过国家实验室认

可或者计量认证的有 16家, 占 51 6%。实验室平

均人数为 14人,其中本科以上学历的平均有 6人,

大中专学历的平均有 7人, 中专以下学历的平均有

1人。有 21家企业自己开展了检测营养成分的项

目,占 67 7%。

以营养标签涉及的营养素为根据,不同性质企

业的产品中, 日常检测营养成分) 1项的百分比分

布见表 1。各企业拥有的食品营养成分检测仪器情

况,见表 2。

表 1 日常检测营养成分的产品百分比

企业性质

10% ~ 30% 产品需要

检测营养成分

30% ~ 50%产品需要

检测营养成分

50% ~ 80%产品需要

检测营养成分

80%以上产品需要

检测营养成分
合计

企业个数
企业百分比

(% )
企业个数

企业百分比

(% )
企业个数

企业百分比

(% )
企业个数

企业百分比

(% )
企业个数

企业百分比

(% )

内资 3 9 7 2 6 5 1 3 2 5 16 1 11 35 5

合资 4 12 9 1 3 2 1 3 2 4 12 9 10 32 3

外资 6 19 4 0 0 0 1 3 2 3 9 7 10 32 3

合计 13 42 0 3 9 7 3 9 7 12 38 7 31 100

注:不同性质企业的产品,需要进行营养成分检测的百分比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 2 食品营养成分的检测仪器情况

仪器名称 配置仪器企业数量
配置仪器企业

百分比 (% )

分光光度计 18 58 1

荧光分光光度计 5 16 1

紫外分光光度计 5 16 1

索氏提取器 13 41 9

定氮仪 19 61 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9 32 3

液相色谱仪 16 52 6

气相色谱仪 11 35 5

离子色谱仪 3 9 7

质谱仪 5 16 1

样品前处理仪器 3 9 7

对于不能自检的营养成分, 企业多采取委托送

检至一个或多个部门, 其中 14家 ( 45 2% )送至疾

控部门, 19家 ( 61 3% )送至技术监督部门, 14家

( 45 2% )委托商业检验实验室, 10家 ( 32 3% )送

至其他机构。

2 3 食品生产企业营养标签知识水平

被调查的 31家食品生产企业中, 研发、检测和

法规部门的 120余名专业人员参加了问卷调查。与

营养标签相关的题目共有 24道, 每答对一题得 1

分,同性质企业之间比较,总分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31家企业共计得 551 分, 平均正确率为

74 1%。

调查发现, 企业专业人员对核心营养素、标签

定义、实施日期等普遍知晓率高 ( 95%以上 ) ; 而对

营养标签技术要点掌握不佳, 特别是营养素公式、营

养声称等技术要点,知晓率和正确率 ( 46%和 33% )

普遍较低。

2 4 企业营养标签的使用及制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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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调查发现, 在 31 家企业中, 有 20家

( 64 5% )企业 ( 1种以上产品 )标注了营养成分表。

但是截止到 2008年 5月 1日, 收集到的食品标

签 企业提供的标签样品中营养成分表多没有按

照新要求制作,并在格式、内容方面均不规范。

企业在确定营养标签标识值的时候, 采用的方

法主要有 4种: ∃ 检测食品配料的成分后进行计算;

% 根据资料文献查询配料的成分含量计算; & 直接

检测产品的成分含量; ∋参考资料文献的相似或相

关产品数据,并进行调整。采用前 3种方法的企业

各有 8家, 分别占 25 8% ,采用后 1种方法的企业

有 6家,占 19 4%,检测频次以 10次居多。

各种营养声称如含量声称和比较声称都有一定

的使用率, 其中使用 ∀高 ∗ ∗ # 等含量声称的有 15

家,占 48 4%; ∀低 ∗ ∗ #等含量声称的有 13家,占

41 9%; ∀少 ∗ ∗ # 等比较声称的有 4家, 占

12 9%; ∀多 ∗ ∗ # 等比较声称的有 5家, 占

16 1%。其中表示 ∀低#或 ∀少 #的声称, 以糖、脂肪、

胆固醇居多,表示 ∀高#或 ∀多 #的声称,以钙、维生素

和蛋白质居多。

3 讨论

3 1 回收率低的原因

企业对食品营养标签是否需要, 是否了解营养

标签, 是 规范!执行的关键, 调查问卷的回收率,或

许可以从某一侧面反映企业对营养标签的态度。本

次共发放调查表 90份,实际收回问卷企业 31家,回

收率 34 4%。内资、中外合资、外资企业比例基本

均等。虽然使用了电子邮件、传真、邮寄等多渠道发

放问卷,并不止一次进行电话随访同被调查企业联

系,但仍有 65 6%的问卷未能收回。收回问卷的企

业大部分为社会活动多、技术交流活跃的企业,激烈

的市场竞争使得这些企业开始不断提高自身研发水

平、倡导健康消费。由于业务需要, 这些企业对美

国、欧洲等国家的食品出口日益增多,他们大都早已

熟悉国外和国内营养标签的相关知识和管理要点。

而未合作的企业分为不同原因, 有的认为可能会泄

露企业机密,有的怀疑调查结果是否公布,有的顾虑

问卷中知识点回答错误或暴露出营养标签制作不规

范会对企业形象产生不良影响, 有的是因为无能力

制作标签或认识不足, 还有的企业认为目前尚处于

2年的过渡期而对营养标签持观望态度。

3 2 企业具备一定的制作营养标签的基础

从调查情况来看, 作为食品营养标签执行的主

体,国内食品生产企业的水平参差不齐。调查发现

企业实验室具备一定检测能力, 营养成分的标示项

目方面也考虑了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的要求, 制定

营养标签采用的文献来源等依据也较科学。检测频

次达 10次的居多, 说明数据的准确性较高, 代表性

较好。

3 3 符合  规范 !的营养标签较少的原因

在被调查食品生产企业中, 对营养标签知识掌

握情况都不好,如对需要一定计算过程的技术要点,

企业掌握仍有难度,对此类知识点回答的正确率低

于 30%。关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的原则:有些企业

出于宣传自己产品的需要, 没有遵循营养标签用语

不得删改和添加的原则, 没有严格按照规定进行营

养声称,说明这些企业对营养标签的科学性和严谨

性尚缺乏足够认识。由于营养标签技术要求较高,

企业正确地进行食品营养成分标示,保证营养标签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方面的能力尚存在诸多不足。

3 4 提高企业营养标签依从性的探索

3 4 1 加强标签知识宣贯 调查过程中,曾组织过

相关培训,绝大部分企业经培训后能够掌握营养标

签相关知识和标签制作的方法。实践证明, 开展宣

传教育和建立相应咨询服务系统, 通过举办学习班、

报告会、编写  释义 !和  实施指南 !、建立咨询平台

等形式能够提高企业制作营养标签的水平, 提高企

业制作营养标签的能力。

3 4 2 建立健全营养成分分析标准方法 企业应

不断提高营养成分的检测能力与检测水平, 保障食

品营养标签管理的顺利实施
[ 3, 4]
。食品加工企业应

切实保障营养标签内容与食品质量相符, 明确营养

标签的实施是为了指导消费者了解食品营养成分和

特点,从而选择适宜自己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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