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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建立有效的学习通道和补充知识上#-自我型
家长.缺乏的是对外界信息的接收和认可度"因而
应集中帮助他们打破自我的围城而与外界食品安
全信息建立良好的沟通#-学习型家长.最为主动"
他们需要的就是足够的知识"所以对他们的教育就
是提供正确完整的食品安全知识信息即可(

综上所述"本文以河北某农村地区儿童家长
为例"研究了儿童家长的零食购买行为和对食品
安全知识的认知情况"并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对如
何向不同类型的家长开展更有效的食品安全教育
进行了初步探索( 下一步将在更多的农村地区对
儿童家长开展实证研究"以对研究方法和成果进
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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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安徽省生产企业&监管机构&检验机构&科研院所专家对 >‘33$1%!"$$+预包装食品标签通
则.的执行能力&理解能力和依从性!为标准实施和修订建议提供依据$ 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法!!"$% 年 3 b
$" 月本研究组通过组织会议&电子邮件&传真等多种途径开展问卷调查$ 调查对象选取安徽省区域内的生产企业&

监管机构&检验机构和科研院所的专家!收集标准执行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对标准条款的理解以及意见和建
议$ 结果(生产企业&监管机构&检验机构和科研院所回收的有效问卷分别为 %#&!#&!1 和 $! 份!收集的反馈意见
分别为 &5&!1&!! 和 $3 条’标准的知晓率为 ’!0"2’不同部门均认为标准的整体合理程度较高 "分别为 13012&
1%0%2&’$0%2&$""2#!可操作性较强"分别为 130’2&130#2&150’2&$""2#’生产企业和监管机构的人员使用
标准的频率较高’针对具体条款,直接向消费者提供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标示内容-,致敏物质改为强制标示- ,食品
添加剂在配料表中的标示形式-等反馈的意见较多$ 结论(跟踪调查表明!>‘33$1%!"$$ 的整体合理程度较高&

可操作性强!但是部分具体条款还需要提高其科学性和实用性$ 建议要加大对中小生产企业&监管部门的标准培
训力度和深度!推进标准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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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标签是指食品包装上的文字’图形’符号及一
切说明物"内容包括食品名称’配料表’配料的定量标
示’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标示’贮存条件等( 食品标签是
消费者了解食品信息最直接的途径"做好食品标签管
理对于改善我国居民的营养健康状况非常重要">‘
33$1!!"$$+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正是国家针对食
品标签科学管理的一个重要的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是对标准执行情
况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继而提出标准实施和修
订相关建议的过程"国际上已经形成惯例"美国’加
拿大’新西兰等国家"针对标准实施情况’依从性’
可操作性的调查已经作为一项常规工作定期开
展 )!8#*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5*及其实施
条例颁布后"卫生部牵头对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进行清理整合和跟踪评价工作"!"$! 年发布了+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规范$试行%, )3* "至此"我
国首次进行法律层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
价"它既是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食
品安全信息公布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修订完善食
品安全标准和实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科学依据(
目前"我国对标准和法规的跟踪评价工作尚处于起
步阶段"鲜有研究报道 )18’* "还需大量开展此类工作
收集数据"并探索研究方法"为后续评价工作提供
基线资料"评价标准实施效果( 本研究通过开展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以下简称+通则,%的跟踪
评价工作"掌握+通则,在安徽省地区的贯彻落实和
执行情况"调查标准参考指标或技术要求的科学性
和实用性"以期更好的推进标准的贯彻实施(

$(对象与方法
$0$(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来自淮南’淮北’安庆’蚌埠’滁州’合
肥 5 个地市"主要有预包装食品生产企业’监管机

构’检验4检测机构’科研院所的工作人员"基本涵
盖标准的使用对象( 监管机构选取质量监督’卫生
监督’工商管理以及部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单
位从事预包装食品监管的工作人员"每个监管机构
选取 $ b! 人#检验机构选取省市级的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和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实验室检验人员和主
管领导"每个机构选取 $ b! 人#生产企业选取企业
的法规部门负责人或企业质量管理’研发部门的主
管人员"每个企业 ! b% 人#科研院所选取医学’农
学’工学等高等教育机构的从事相关专业的专家教
授"每个院校 $ b! 人(
$0!(方法
$0!0$(调查内容

在取得被调查对象的同意后"通过组织会议’

电子邮件’传真等多种途径"采用统一的调查表开
展跟踪评价工作( 调查表的内容包括被调查对象
的基本信息和标准评价信息两部分( 基本信息包
括被调查人员的学历"本行业就职年限"所在企业
性质’规模’经营产品种类等#评价信息包括对标准
的知晓情况’标准的使用频次’整体合理性’可操作
性’具体条款的执行情况’部分内容设置是否合理
以及实际工作中的遇到的问题和对标准管理实施
的反馈意见等(
$0!0!(质量控制

按照项目实施方案"采用国家统一制定的调
查表"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卫生计生委%结合本地
区实际情况确定实施计划( 调查实施阶段"多种
途径组织调查对象进行调查表的填写工作"针对
预期内未完成的以及部分选项缺失的问卷进行电
话和邮件回访( 数据采用双人录入并进行数据核
查和确认(
$0%(统计学分析

对回收的调查表统一编号"用 I\FWGSG%0$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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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数据库并进行问卷的录入"用 .).. $10" 软件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采用 ,F;TAUA<SIY;NV!""%
生成图表( 标准执行单位对标准的理解’使用和对
各指标合理程度的评价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

!(结果与分析
!0$(基本情况
!0$0$(问卷来源情况

本次跟踪评价工作分别向生产企业’监督机
构’检验机构和科研院所发放问卷 %’’!3’%$ 和
$! 份"收回有效问卷分别为 %#’!#’!1 和 $! 份"有
效问卷回收率分别为 1’032’ ’!052’ ’"0%2和
$""2( 生产企业中国内企业占 3&0%2"中外合资
占 #032"民营企业占 !"0"2#企业规模 #" 人以下
的占 $&0%2"#" b!"" 人的占 &#032"!"" b#"" 人
的占 $30$2"#"" 人以上的占 !!0’2( 被调查人员
学历及本行业工作年限分布情况见表 $(
!0$0!(问卷整体评价情况

调查对象对标准的知晓率为 ’!0"2( 大专及
以下’本科’硕士学历的工作人员的知晓率分别为
1%0’2’’&052’$""2#本行业工作年限 # 年以下’
(((

表 $(被调查人员学历及本行业工作年限分布情况$人%

/GQVN$(RFUSTFQPSFAB A<WNCTNNGBW \TA<NUUFABGV[AT̂

NY\NTFNB;NA<TNU\ABWNBSU

调查对象
学历 本行业工作年限

大专及
以下

本科 硕士
# 年
以下

5 b
$" 年

$$ b
$# 年

$5 年
以上

企业人员 $1 $# ! $" $% 5 5
监管人员 % !" ! & $ & $5
检验人员 $" $# % 5 5 & $!
科研专家 " 5 5 " " ! $"
合计 %$ #5 $% !" !" $5 &&

5 b$" 年’$$ b$# 年’$5 年以上工作人员的知晓率
分别为 1#0"2’1#0"2’’%012’’3012#企业人员’
监管人员’检验人员’科研专家的知晓率分别为
’&0%2’’50"2’1!0$2’$""2( 总的来看"科研专
家和监管人员对标准的知晓率较高"随着学历和工
作年限的增长"知晓率升高(

标准整体评价结果显示"企业人员’监管人员’
检验人员和相关科研院所专家均认为标准的整体
合理程度较高 $认为合理和基本合理 %"分别为
13012’1%0%2’’$0%2’$""2( 标准的可操作性也
较高$认为可操作性很强和可操作性好%"分别为
130’2’130#2’150’2"$""2( 结果见表 !(

表 !(调查对象对+通则,整体评价结果$2%

/GQVN!(?XNTGVVGUUNUUZNBSA<S=N;PTTNBSUSGBWGTW

调查对象
标准合理性 标准使用频率 标准可操作性

合理 基本合理 每周 $ b! 次 每月 $ b! 次 可操作性很强 可操作性好

企业人员 %%0%$$$ 4%%% #&0#$$1 4%%% !&0!$1 4%%% &!0&$$& 4%%% $10!$5 4%%% 5’03$!% 4%%%

监管人员 %30#$’ 4!&% &#01$$$ 4!&% $503$& 4!&% #&0!$$% 4!&% !#0"$5 4!&% 5!0#$$# 4!&%

检验人员 %"0&$3 4!%% 5"0’$$& 4!%% $%0"$% 4!%% %"0&$3 4!%% $%0"$% 4!%% 3%0’$$3 4!%%

科研专家 #"0"$5 4$!% #"0"$5 4$!% !#0"$% 4$!% "0"$" 4$!% 10%$$ 4$!% ’$03$$$ 4$!%

((标准使用频率的调查结果则显示监管人员和
企业人员使用标准的频率要明显高于检验4检测人
员和科研院所专家(
!0!(+通则,中具体条款的执行情况
!0!0$(具体条款合理程度的分布情况

标准第三部分-基本要求.中第十一条关于-外
包装易于开启识别.的表述"被调查人员中认为合
理性不强的比例为 !30!2#反馈的意见主要是 -易
于开启识别.的概念较为模糊"实际可操作性不强#
易于开启不等于消费者可以随意开启"因为部分食
品的外包装一般都是用胶水或胶带封口"一旦开
启"外包装就被破坏( 建议对于-易于开启识别.要
有明确的定义(

标准-&0$ 直接向消费者提供的预包装食品标
签标示内容.包括标签一般要求’食品名称’配料
表’配料的定量标示等 $$ 项内容( 调查结果显

示"1&012的被调查人员认为该部分内容制定的
合理或基本合理"反馈的意见主要来自于企业(
具体问题有食品标签或说明书上特别强调一种或
多种有价值’有特性的配料或成分"具体哪些是有
价值’有特性的不明确#关于复合配料标示的问
题"复合配料实际操作中难以界定#添加剂的标注
规定不完善#助剂不标示的问题"残留量可能影响
生产中的质量检测#外包装形成销售单元的日期
不准确等(

标准-&0! 非直接向消费者提供的预包装食品
标签标示内容.应按照 &0$ 项下的相应要求标示食
品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和贮存条
件"其他内容如未在标签上标注"则应在说明书或
合同中注明( 调查结果显示 130"2的被调查人员
认为此项内容制定的合理或基本合理"且各类人员
之间反馈的合理程度相当"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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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标准具体条款合理程度的分布情况$2%

/GQVN%(+NGUABGQFVFSMWFUSTFQPSFAB A<S=NFSNZU

调查对象
调查内容 $ 调查内容 ! 调查内容 %

合理
基本
合理

可接受 不合理 合理
基本
合理

可接受 不合理 合理
基本
合理

可接受 不合理

企业人员 &!0&
$$& 4%%%

!30%
$’ 4%%%

!&0!
$1 4%%%

50$
$! 4%%%

&#0#
$$# 4%%%

%%0%
$$$ 4%%%

$10!
$5 4%%%

%0"
$$ 4%%%

&!0&
$$& 4%%%

%%0%
$$$ 4%%%

!&0!
$1 4%%%

"0"
$" 4%%%

监督人员 !’0!
$3 4!&%

%30#
$’ 4!&%

$503
$& 4!&%

10%
$! 4!&%

$!0#
$% 4!&%

5!0#
$$# 4!&%

$503
$& 4!&%

"0"
$" 4!&%

&$03
$$" 4!&%

#"0"
$$! 4!&%

&0!
$$ 4!&%

&0!
$$ 4!&%

检验人员 %&01
$1 4!%%

%’0$
$’ 4!%%

!$03
$# 4!%%

&0%
$$ 4!%%

!50$
$5 4!%%

5’05
$$5 4!%%

&0%
$$ 4!%%

"0"
$" 4!%%

&%0#
$$" 4!%%

&301
$$$ 4!%%

103
$! 4!%%

"0"
$" 4!%%

科研专家 !#0"
$% 4$!%

&$03
$# 4$!%

$503
$! 4$!%

10%
$$ 4$!%

#"0"
$5 4$!%

#"0"
$5 4$!%

"0"
$" 4$!%

"0"
$" 4$!%

#10%
$3 4$!%

&$03
$# 4$!%

"0"
$" 4$!%

"0"
$" 4$!%

合计 %&01
$%! 4’!%

%&01
$%! 4’!%

!"03
$$’ 4’!%

50#
$5 4’!%

%!05
$%" 4’!%

#!0!
$&1 4’!%

$!0"
$$$ 4’!%

$0$
$$ 4’!%

&&05
$&$ 4’!%

&!0&
$%’ 4’!%

$!0"
$$$ 4’!%

$0$
$$ 4’!%

注&调查内容 $ 为-外包装易于开启. #调查内容 ! 为+通则,第 &0$ 部分-直接向消费者提供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标示内容. #调查内容 % 为+通
则,第 &0! 部分-非直接向消费者提供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标示内容.

!0!0!(具体条款执行情况
与 >‘33$1!!""&$旧标准中预包装食品的定

义为-经预先定量包装’或装入4灌入容器中"向消
费者直接提供的食品.%相比"新标准扩大了标准规
定的适用范围和预包装食品的定义"新标准将适用
范围扩大为-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和非
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 在定义上向国
际标准看齐"与食品法典委员会 $向消费者销售或
为餐饮业提供预先包装和制作的食品%和欧盟 $为
最终消费者和大众餐馆或餐饮业提供的所有食品%
的表述一致(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有 $’052的被调查人员对
此类问题的判定仍存在疑问"这部分人员普遍工作
年限较短"从反馈的意见来看"主要的问题还是缺
乏对于标准的正确理解"需要开展此方面的培训"
特别是要组织负责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修订的权威
部门开展相关培训工作(

关于致敏物质推荐条款改为强制标示的问题"
有 &#032的被调查人员认为有此必要性( 从反馈
的意见来看"其主要还是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同
时减少此项遗漏对消费者健康的影响(

标准参照国际食品法典标准列出了 1 类致敏物
质"并将其作为推荐标示内容"鼓励生产企业标示"
有效履行社会责任( 此次调查关于将致敏物质推

荐条款改为强制标示的问题"科研专家’检验人员’
监督人员的支持率较高"分别为 3#0"2’#50#2和
#&0!2( 就预包装食品标签现场调查的情况来看"
致敏物质标示的问题反馈意见较多"部分生产企业
未对致敏物质进行标注和提示"或是缺少明确的警
示语"特别是像小麦粉"奶类’蛋类原料等"在配料
表中没用不同的字体或颜色加以警示"消费者很难
将其跟过敏物质联系起来(

关于包装表面积的计算"调查结果显示"$%0"2
的被调查人员在计算时遇到过问题"且监督人员遇
到的问题最多"特别是针对不规则包装的计算问
题"建议在附录 7部分增加相应的图例或图形计算
说明"方便使用者形象的理解和操作(

在同一预包装食品标签上"所使用的食品添加
剂可以选择 % 种形式之一进行标示"一是食品添加
剂的具体名称#二是食品添加剂的功能类别名称并
同时标示国际编码$c.D号%#三是食品添加剂的功
能类别名称并同时标示具体名称( 关于附录 ‘食
品添加剂在配料表中标示形式的调查结果显示"
’"0!2的被调查人员认为标示形式的内容完整’合
理"相比较于国际标准和发达国家标准"我国标准
给予企业多样化的选择( 从易于广大的消费人群
理解的角度"建议优先以食品添加剂的功能类别名
称加具体名称的形式进行标示"见表 &(

表 &(标准具体条款执行情况跟踪调查表$2%
/GQVN&(7UUNUUZNBSA<S=NFSNZUrFZ\VNZNBSGSFAB

调查对象
调查内容 $ 调查内容 ! 调查内容 % 调查内容 &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企业人员 $#0!$# 4%%% 1&01$!1 4%%% !$0!$3 4%%% 3101$!5 4%%% $!0$$& 4%%% 130’$!’ 4%%% ’"0’$%" 4%%% ’0$$% 4%%%
监督人员 !#0"$5 4!&% 3#0"$$1 4!&% #&0!$$% 4!&% &#01$$$ 4!&% !"01$# 4!&% 3’0!$$’ 4!&% ’$03$!! 4!&% 10%$! 4!&%
检验人员 $30&$& 4!%% 1!05$$’ 4!%% #50#$$% 4!%% &%0#$$" 4!%% 103$! 4!%% ’$0%$!$ 4!%% ’$0%$!$ 4!%% 103$! 4!%%
科研专家 !#0"$% 4$!% 3#0"$’ 4$!% 3#0"$’ 4$!% !#0"$% 4$!% 10%$$ 4$!% ’$03$$$ 4$!% 1%0%$$" 4$!% $503$! 4$!%
合计 $’05$$1 4’!% 1"0&$3& 4’!% &#03$&! 4’!% #&0%$#" 4’!% $%0"$$! 4’!% 130"$1" 4’!% ’"0!$1% 4’!% ’01$’ 4’!%
注&调查内容 $ 为-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不易判定的问题#调查内容 ! 为是否将推荐条款-&0&0% 致敏物质.改为强制性规定#调查内容 % 为
执行附录 7-包装物或包装容器最大表面面积计算方法.时"是否遇到了问题#调查内容 & 为附录 ‘-食品添加剂在配料表中的标示形式.内容
是否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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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0$(研究中反馈的主要问题

本次调查得到了被调查单位和人员的高度重
视和积极参与"食品生产企业和监管机构是反馈
意见较多的来源"食品生产企业作为标准的执行
主体"对标准的正确理解和依从性是标准制定和
实施的前提( 本次研究的调查对象中"外资企业
和规模较大的企业所占比例较低"这也与本地区
的经济发展现状有一定的关系( 从访谈和反馈的
意见来看"标准使用频率较高’从事相关专业工作
年限较长的人员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比较客观和具
体"大型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的人员对于国内外
的标准熟悉度较高"内部有专门的职能部门负责
标准的管理和培训工作"并且与监管部门保持良
好的沟通协商"对于标准的执行尤其是技术指标
部分起到了很好的反馈作用"反馈的意见和建议
实用性很强( 但是"研究也发现"部分被调查人员
缺乏对于标准的正确理解"究其原因"主要是培训
教材版本不一致’缺少标准制修订的权威部门组
织的培训( 此外"配套标准不完善"部分具体条款
解释不明确’标准间的协调性不强也是此次跟踪
评价过程中凸显的主要问题(
%0!(建议措施

科学合理的解读和宣贯是标准制修订和发布
后期的工作重点"建议增加标准制修订权威部门组
织培训的比例"充分发挥新型网络资源在标准宣贯
方面的积极作用"有针对性的开展培训工作#同时
应加大标准制修订的经费投入"加强相关科研单位
的研究工作"维护标准的权威性和协调性( 广泛征
求生产企业’监管部门’检验机构’科研院所’食品
相关行业和公众的建议"特别是广大消费者对食品
风险的感知与期望"发现问题并及时更正"提高标

准的执行力’依从性和增强社会责任感 )$"* ( 从各国
食品标签法规标准的制修定进程来看"既能保障消
费者健康"又能适应和促进我国食品行业平稳发展
是食品标签法规标准制定’修订的本质"以此为原
则"才能更好的为消费者和食品行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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