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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保健食品备案管理制度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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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研究日本的功能性标示食品备案制度以及备案产品情况，为我国保健食品市场准入制度改革提供参

考。比较研究日本的功能性标示食品备案制度与我国保健食品注册备案制度的异同。中日两国备案制度在政策

导向与评价原则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在安全性依据、功能依据、信息公开等方面，日本功能性标示食品备案管理制

度设计有很多可供研究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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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filing management system of health food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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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reform of health food market access system in China， the filing system and food 
products with function claims in Japan are studie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filing system and food 
products with function claim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s compare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on policy guidance and evaluation principle of supervision system.  It is worth for reference in produc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the evaluation procedure of safety and function cl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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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日本以内阁会议议定的《规制改革实

施计划和日本再兴战略》［1］为依据，以促进经济增长

为主要目的，在原有保健功能食品管理制度的基础

上新设了备案制管理的功能性标示食品，从而形成

了营养功能食品（自主合规）、特定保健用食品（注

册）和功能性标示食品（上市前 60 日备案）为主体

的保健功能食品管理制度。

我国于 2015 年修订《食品安全法》［2］，明确对保

健食品实行“注册备案双轨制”管理，拉开了新一轮

保健食品市场准入制度改革的序幕。随着工作的

不断深入，我国保健食品备案制度不断完善，逐步

形成了以原料目录和功能目录为基础，以备案法规

文件为准则 ，以备案信息系统为平台的制度体

系［3-5］。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维持和改善健康的消

费需求大幅提升，根据产业情况和形势的变化，对

现行保健食品备案管理制度进行审视、思考和革

新，是当前重要的任务。本文通过对日本功能性标

示食品备案制度的研究，以期对我国保健食品备案

制度改革提供参考。

1　日本功能性标示食品备案制度

1. 1　日本保健功能食品管理制度和功能性标示食

品备案制度的产生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国民疾病结构变化，适应

国民健康消费需求，日本于 1991 年发布《营养改善

法》（2003 年改为《健康增进法》）［6］，以“向消费者提

供正确信息，使消费者能够基于自身情况恰当选择

功能食品”为立法宗旨，建立以“允许功能声称的食

品”为管理对象的保健功能食品管理制度，包括营

养功能食品和特定保健用食品两类，并将注册管理

的特定保健用食品进一步细分为常规型、条件限制

型、规格标准型、降低疾病风险型 4 种类型，分别实

施注册或简单注册管理［7-9］。自 1991 年开始特定保

健用食品审批以来，日本共批准特定保健用食品

1 069 个［10］。

由于特定保健用食品审批困难，研发成本高，

食品安全标准及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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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上市周期长，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日本健康产

业界持续呼吁对保健功能食品管理制度进行重新

审视，日本规制改革会议自 2013 年开始探讨新的

功能性食品标示制度。

2015 年 3 月 20 日，日本发布《食品标示基准》

（日本内阁府令第十号）［11］，正式设立功能性标示食

品制度。其第十条明确标明，功能性标示食品是指

对未患病者（不包括未成年人、孕产妇、计划怀孕妇

女、乳母），以科学依据为基础，可以在包装容器上标

示功能性相关成分及其以维持和改善健康为目的的

特定保健功能（降低疾病风险除外）的食品。自此，

在原有特定保健用食品和营养功能食品的基础上，

日本保健功能食品增加了新种类——功能性标示食

品。产品形态上，功能性标示食品制度针对的对象

包括膳食补充剂形态的加工食品（片剂、胶囊、粉剂、

口服液等）、膳食补充剂形态以外的加工食品（面条、

粥等）、生鲜食品（蔬菜、水果等）3 类。日本保健功

能食品管理制度体系的发展历程见表 1。

在产品定位上，日本保健功能食品位于医药品

和一般食品之间，实行严于一般食品的管理制度。

对于营养功能食品，国家制定统一的营养成分含量

及功能声称，企业按照规定组织生产；对于特定保

健用食品，国家制定注册许可有关程序、申报资料、

验证试验等配套规定，实行个别许可；对功能性标

示食品，国家制定备案要求、销售对象限制、备案资

料、信息公开、健康损害情况收集等规定，产品上市

前 60 日备案。此外，在保健功能食品之外，还有一

类以“营养辅助食品”“健康辅助食品”等形式存在

的“所谓健康食品”，没有法律明文的定义，不允许

标示功能声称。

1. 2　日本功能性标示食品备案要求

2015 年 3 月 30 日，日本消费者厅发布《功能性

标示食品申报指南》［12］（以下称《指南》），明确自

2015 年 4 月 1 日起，企业在功能性标示食品拟上市

销售 60 日前，应向消费者厅提交备案申请资料。

2015 年至今已完成产品备案 4 700 余件。

1. 2. 1　销售对象限制

《指南》强调，经营者禁止向患病者、未成年人、

孕产妇、计划怀孕妇女、乳母销售功能性标示食品。

1. 2. 2　功能成分要求

功能性相关成分是指具有特定保健作用（降低

疾病风险除外）的成分。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考

量：（1）应通过收集体外试验、体内试验、临床试验

或者相关资料，对功能性相关成分的功能作用（直

接或间接作用、定性或定量作用）进行确证，对功能

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现有依据不充足的，应进行试

验验证。（2）功能性相关成分应当明确，不得以厚生

劳动省发布的“膳食摄入基准”以及“食品标示基

准”［11］附表 9 规定的营养素（主要包括蛋白质，脂

肪，饱和脂肪酸，n-3 系脂肪酸，n-6 系脂肪酸，胆固

醇，碳水化合物，糖类，膳食纤维，锌，钾，钙，铬，硒，

铁，铜，钠，镁，锰，钼，碘，磷，烟酸，泛酸，生物素，维

生素 A、B1、B2、B6、B12、C、D、E、K，叶酸，热量等）作为

功能成分。

1. 2. 3　安全性依据

申报者根据食用历史以及产品功能成分与医

药品相互作用等，对产品的安全性进行评价。食用

历史资料不充足的，根据文献资料进行评价。食用

历史资料和文献资料均不充足的，按照《片剂、胶囊

等形态食品生产适用的相关原则》［13］以及《特定保

健用食品的审查等实施指导原则》［8］规定的体外、动

物以及人体试验方法，对过量以及长期食用的安全

性进行确认（能合理说明的情况下，可免于过量摄

取试验）。

1. 2. 4　生产制造及质量管理

对膳食补充剂形态的加工食品（片剂、胶囊等）

和其他加工食品，生产企业应取得日本良好制造规

范（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GMP）或 者 美 国

表  1　日本保健功能食品管理制度体系的发展历程

Table 1　Development course of health food administration system in Japan
时间

1984—1986 年

1990 年 3 月

1991 年 9 月

1993 年 6 月

1996 年 5 月

2001 年 4 月

2009 年 9 月

2013 年 6 月

2015 年 3 月

2015 年 4 月

事件

文部省正式设立保健功能食品的开发研究课题《食品功能的解析和发展》，明确食品的第三功能（调节身体状态），
首次提出“功能性食品”概念

厚生省召开功能性食品讨论会（功能性食品制度化报告）

修改一部分营养改善法及实施规则，确立《特定保健用食品制度》（特定保健用食品）

首批特定保健用食品获批

建立《营养标示标准制度》（营养功能食品）

《食品卫生法施行规则》中确立了保健功能食品在《营养改善法》（2003 年改为《健康增进法》）中的地位，并修改了“医药品
范围的相关标准”，片剂、胶囊剂型也可用于食品

成立消费者厅和消费者委员会

公布《食品标示法》

公布《食品标示标准》

《食品标示法》施行，确立了功能性食品标示制度（功能性标示食品）

——601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FOOD HYGIENE 2023 年第  35 卷第  4 期

GMP 认 证 机 关 的 认 证 ，或 地 方 自 治 体 实 施 的

HACCP 认证，或 ISO 22000、FSSC 22000 认证机关

的认证，或符合生产国 GMP、HACCP 标准。对生鲜

食品，应参照《关于食品经营者应该实施的管理运

营标准方针》［14］执行。此外，申报者应提供产品的

功能成分及安全性相关成分的定量检测方法，由第

三方试验机构出具分析试验报告。

1. 2. 5　健康损害的情况收集机制

为防止食用功能性标示食品导致健康损害以

及健康损害范围扩大，申报企业应建立与消费者、

医疗机构等的健康损害联络机制、健康损害情况收

集以及向行政机关报告的工作机制，并在日本国内

设置联络窗口，由具备日语对话能力的人员负责

联络。

1. 2. 6　功能依据

申报者可以通过两条途径之一，说明拟标示的

功能声称科学依据。

途径 1：使用终产品开展功能试验。在日本国

内实施功能试验的，应将详细的试验计划在 UMIN
临 床 试 验 登 录 系 统（University Hospital Medical 
Information Network Clinical Trials Registry，UMIN-CTR）
进行事前登录；国外进行功能试验的，可以在世界

卫生组织的临床试验登录国际平台（International 
Clinical Trial Registry Platform，ICTRP）链接进入数据库

登录。登录的研究计划应至少包括试验名称、主要

评价项目、次要评价项目（必要时）、试验设计、受试

者分组、筛选条件、目标人数、经费来源、伦理审查

委员会确认、希望公开时间等。试验实施中改变原

登录的主要项目的，试验结果不能作为功能依据。

功能试验受试者原则上应从非患病者（未成年人、

孕妇、乳母除外）中选取。试验完成后，应将试验结

果在期刊上以研究论文的形式公开发表。

途径 2：开展终产品或成分功能性相关文献的

研究。为防止故意排除不同观点的功能评价论文，

申报者应对检索的文献依据实施 Meta 分析，基于全

部证据（肯定和否定的文献），作为产品功能科学依

据。科学文献研究调查的实施，应选择适当的文献

数据库，对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可能查到的文献

（指原研文献，包括未发表的研究报告及未发表的

研究论文）进行收集、查阅和分析。文献检索时，为

避免语言理解偏差，不能仅对国外文献数据库的英

文文献进行检索，还应对日本国内数据库的日文文

献进行检索。

1. 2. 7　信息公开

为方便消费者自主选择，产品获得备案号后，

除申报者个人资料等隐私信息外，原则上申报资料

所有内容均在消费者厅官网信息公开，包括产品基

本信息、向一般消费者公开的信息（产品信息、安全

性依据、注意事项、生产商及质量管理、功能依据等

简要论述）、向专业人士公开的信息（产品信息、安

全性依据及评价过程和结果、健康损害收集机制、

作用机制、功能文献综述和文献目录、文献检索结

果及流程图、功能试验论文的质量评价结果、功能

依据的总体评价结果、生产商及质量管理、原材料

及产品检测等详细内容）。

日 本 功 能 性 标 示 食 品 的 备 案 要 求 见 图 1。
1. 3　备案产品情况

截至 2021 年 11 月 19 日，消费者厅已备案功

能性标示食品 4 722 件［15］。已备案功能性标示食品

的主要功能声称用语及功能性相关成分见表 2。

2　我国保健食品注册备案制度

自 1995 年《食品卫生法》明确保健食品注册管

理制度以来，我国以注册备案、生产许可、日常监管

和监督抽验等为主要手段的保健食品全流程监管制

度体系不断完善，对保健食品实行严格监管。2015
年，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开启保健食品注册备案

双轨制市场准入改革，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

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保

健食品原料目录（包括原料、用量以及对应的功能），

同时制定涵盖原料标准、辅料、剂型、工艺等内容的

备案技术要求，由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审评中心和各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分别对纳入备案范围的进口产品

和国产产品实施备案。目前，已发布的原料目录范

围主要包括营养素补充剂以及辅酶 Q10、灵芝孢子

粉等［16-17］，备案剂型主要包括片剂、胶囊、口服液、软

糖等，工艺范围主要指成型工艺，立足于排除可能引

起产品物质基础发生明显改变的发酵、提纯、成分化

学结构改造等工艺。对原料目录外产品，由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对产品安全性、保健功能、

质量可控性的技术审评和注册审批［18-19］。自 1996
年至今，批准注册产品 16 000 余件。自 2017 年 5 月

开始备案至今，全国已备案保健食品 9 000 余件。

3　中日保健食品备案制度的比较

3. 1　制度设计和改革规划

中日两国均于 2015 年建立了保健食品备案管

理制度，但制度内涵却有所不同。日本通过备案制

度降低保健功能食品的准入门槛，由企业对备案产

品承担主体责任，备案制产品与注册制产品之间没

有建立联系，注册备案不存在转化关系且界限模

糊。中国通过备案制度减少评审审批事项，将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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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数量较多、技术要求比较统一的产品通过注册

转备案纳入备案管理，备案制与注册制之间联系紧

密。中日两国保健食品市场准入机制比较见表 3。

日本最初的保健功能食品管理制度设计纳入

了食品、药品（主要是维生素矿物质类），功能性标

示食品备案制度纳入了加工食品和生鲜食品，其特

表  2　日本已备案功能标示食品的主要功能声称用语及功能成分

Table 2　Health claims and functional components of foods with function claims in Japan
功能类别

体脂肪健康

血脂、血糖、

血胆固醇健康

皮肤健康

眼睛健康

血压健康

胃肠道健康

关节、骨骼

健康

情绪、睡眠、

记忆健康

主要功能声称用语

减少内脏脂肪、改善身体质量指数、减少体脂肪、减少体脂肪（内

脏脂肪）、抑制体脂肪增加、减少肥胖者内脏脂肪、减少腹部脂肪

（内脏脂肪）为主的体脂肪、使得脂肪容易以能量形式消耗、减少

内脏脂肪（胃肠脂肪）等

延缓餐后血中中性脂肪和血糖值的上升、增加脂肪的排出、抑制

膳食摄入脂肪和糖分的吸收、抑制或延缓膳食摄入糖的吸收、降

低高胆固醇者的血中胆固醇、减少中性脂肪、有助于维持中性脂

肪高的人的健康、增加脂肪排出、降低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等

保持皮肤水分、缓和皮肤干燥、保持皮肤滋润、提高皮肤保湿力

（屏障功能）、提高皮肤水分含量、有助于气温和室温较低时保持

健康的血流（末梢血流），具有维持体温（末梢体温）的功能等

调节眼睛聚焦功能、缓解使用眼睛引起的肩膀和脖子肌肉的负

担、维持视力、维持眼睛黄斑部的色素量、保护眼睛受到蓝色光

等的刺激、改善比色敏感度、提高视网膜中心蓄积的色素浓度、

有助于眼睛的对比敏感度（颜色浓度的判别力）、减轻电脑等引

起的眼睛疲劳感、缓解经常用眼的游戏和电脑工作等引起的眼

睛疲劳感和眼睛干涩等

适于血压高的人、有助于血压高的人的健康、帮助高血压者保持

血压健康、将升高的血压降低等

改善肠道菌群、利于通便、调整胃肠道、改善肠内环境、改善轻微

便秘者的通便功能等

帮助膝关节弯曲伸展、缓解膝关节运动烦恼、有助于骨代谢功

能、维持女性骨骼成分、有助于关节的灵活性和可动性、有助于

维持骨骼成分、有助于抑制运动和步行等导致的软骨成分的过

剩分解、维持关节软骨健康等

减轻工作等引起的紧张感、帮助夜间健康睡眠、提高睡眠质量

（改善熟眠感、改善睡眠韵律）、增加醒来起床时的爽快感、减轻

疲劳感、提高工作效率、缓解因事务工作引起的短暂性精神压

力、有助于细胞能量的产生，减轻日常生活中产生的身体疲劳

感、减轻起床时的疲劳感和睡意、缓和短暂性的工作压力、提高

部分认知记忆功能等

功能成分

乳铁蛋白、壳聚糖（金针菇提取物）、葛花异黄酮、来源于玫瑰

果的 tiliroside、光甘草定、醋酸、格氏乳酸杆菌 SP 株、表没食

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等

难消化性糊精、难消化性糊精（膳食纤维）、大麦 β-葡聚糖、来

源于五层龙的 salacinol、番茄红素、单葡萄糖橙皮苷、二十碳

五烯酸、二十二碳六烯酸、小麦白蛋白、来源于松树皮的原花

青素等

透明质酸钠、葡萄糖神经酰胺、玻尿酸钠（或者透明质酸钠）、

N-乙酰氨基葡萄糖、单葡萄糖橙皮苷等

叶黄素、虾青素、花青素-3-葡萄糖苷、DHA、玉米黄素、叶黄素

酯、来源于越橘的花青素和叶黄素等

乳酸三肽（VPP、IPP）、沙丁鱼多肽、GSAC（γ-谷氨酰基-S-烯丙

基半胱氨酸）、可可黄烷醇、α‐亚麻酸、γ-氨基丁酸（GABA）、

裙带菜肽等

双歧杆菌（长双歧杆菌）、大麦 β-葡聚糖、双歧杆菌 BifiX（B.
lactis GCL2505）、大麦 β-葡聚糖、难消化性糊精（膳食纤维）等

胶原蛋白肽、氨基葡萄糖盐酸盐、β‐隐黄素、大豆异黄酮、大

豆异黄酮（糖苷）、非变性Ⅱ型胶原蛋白、氨基葡萄糖等

茶氨酸、甘氨酸、咪唑二肽、表儿茶素-3-O-(3-O-甲基)没食子

酸酯、表儿茶素-3-O-(3-O-甲基）没食子酸酯以及没食子儿茶

素-3-O-(3-O-甲基)没食子酸酯、γ-氨基丁酸（GABA）、还原型

辅酶 Q10、银杏叶黄酮苷、银杏叶萜烯内酯、虾青素等

图  1　日本功能性标示食品的备案要求

Figure 1　Filing requirements for foods with function claims i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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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覆盖面广。备案制改革覆盖了可能涉及功能

声称的全部食品（包括膳食补充剂形态的加工食

品、膳食补充剂形态以外的加工食品、生鲜食品），

而不限于狭义的保健功能食品。与日本几乎同步，

我国于 2015 年也开启了保健食品备案制的探索。

截至目前，备案范围主要涵盖营养素补充剂和辅酶

Q10、灵芝孢子粉等单方产品，备案产品组方、功能

声称并未突破注册制产品的可控范围。我国现行

保健食品注册备案制度覆盖面较窄，尚未充分考虑

市场上已经广泛存在的所谓“功能食品”，尤其是消

费者难以准确区分此类产品与保健食品的问题。

3. 2　备案要求与信息公开

日本功能性标示食品备案制度，是由国家制定

统一的备案指导原则，企业依据指导原则开展研发

备案，完成备案后所有备案材料均予以公开（涉及

隐私的除外），从而将保健功能食品市场准入制度

由“注册制为主”推向“备案制为主”。优点在于国

家只制定指导原则，产品备案主体责任落实于企

业，审评审批压力大幅减少。缺点在于产品准入门

槛大幅降低，备案产品的功能声称、科学依据等要

求尺度难以统一，情况多样。

我国现行保健食品备案管理制度，是对于批准

数量较多、技术要求比较统一的产品，在统一发布

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原料、用量及对应功能），制定

相应类别产品的备案技术要求（包括质量标准、工

艺、剂型等）的基础上，将原料目录和备案技术要求

以下拉菜单、后台计算公式等方式纳入备案信息系

统。备案人完成产品研发后，主要以点选的方式完

成备案。优点在于通过备案系统限制将所有内容

进行固化，备案人可以自由调整的空间很小，监管

风险大幅降低，可以实现“无审查备案”。缺点在于

扩大原料目录主要依靠监管部门推动，难以充分调

动行业研发力量，备案产品呈现同质化，且复配产

品由于其中原料配伍和用量难以固化，扩大备案范

围比较困难。

日本以保障消费者自主选择权为宗旨，在消费

者厅官网公开备案产品安全、功能依据等全部备案

资料信息，供消费者免费查询和社会监督，同时也

将备案主体责任落实于企业。我国分别在市场监

管总局、食品审评中心和各省局官网公开注册证

书、进口备案和国产备案凭证、生产许可等信息，信

息公开渠道分散，消费者查询困难且对经注册或备

案的保健食品难以准确辨识。

3. 3　功能声称

作为与普通食品区分的关键标示内容，功能声

称的管理是保健食品管理的重要核心内容。日本

实行注册制管理的特定保健用食品，国家未对产品

的功能声称范围进行限定，批准产品的功能声称主

要是调节体脂肪或血中中性脂肪、改善牙齿健康、

改善胃肠道、促进矿物质吸收、血糖健康、血压健

康、降低胆固醇、骨骼健康、改善缺铁性贫血等

9 类。备案制度施行后，与注册制管理的特定保健

用食品相比，功能性标示食品功能评价的要求大幅

降低（如允许仅通过文献研究），同时国家未对备案

制产品的功能声称范围进行限定，备案产品的功能

声称早已不局限于特定保健食品的 9 类。从试验

验证的角度，许多功能声称难以通过客观试验数据

进行具有科学信服力的验证。

我国建立保健食品备案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通

过将技术要求比较成熟，质量安全风险较低的产品

纳入备案范围，从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减少评

审审批事项，推动产品快速上市。截至目前，备案

表  3　中日两国保健食品市场准入机制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market access mechanism of health food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国家

中国

日本

产品名称

保健食品

营养功能

食品

特定保健用

食品

功能性标示

食品

定义

声称并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适用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

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的食品

以补充特定营养成分为目的的食品。国家对营养成分的种类、摄入量以及营养成分的功能声称做出

明确规定，企业根据规定生产和标示营养成分功能

具有调节机体功能或降低因生

活习惯引起的健康风险，经过批

准，可以标示具体保健

用途的食品

对未患病人群（不包括未成年人、孕产妇、计划怀孕妇女、乳母），以科学依据为基础，可以在包装容器

上标示功能性相关成分及其以维持和改善健康为目的的特定保健功能（降低疾病风险除外）的食品

常规型：在饮食生活中，消费者通过食用能达到所标示的保健目的

条件限制型：有效性依据虽然不能完全达到特定保健用食品（常规

型）批准的审查要求，但经验证具有一定有效性，应对限制型条件

进行明确标示

降低疾病风险型：有效成分降低疾病风险的效果已经获得医学和

营养学界的广泛认知，降低疾病风险可作为标示内容

规格标准型：作为特定保健用食品的批准产品数量比较多，已经积

累较多的科学依据，有效成分等相关标准已经确定，无须经过个别

审查，通过规格标准是否适合等审查后，即可许可

市场准入

注册（目录外原料）或

备案（目录内原料）

自行上市

注册

注册

简单注册

简单注册

上市前 60 日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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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功能声称范围主要限定在补充维生素矿物质、

增强免疫力、抗氧化、改善睡眠、辅助降血脂等可控

范围。

4　对我国的启示

中日两国都历经从“单一注册”到“注册备案”

的保健食品市场准入制度演变。由于社会、法制、

舆论、企业自律等环境不同，我国保健食品备案制

度推进比较谨慎，日本功能性标示食品备案制度更

加开放，有些思路值得我国借鉴。一是可考虑进一

步扩大备案制度涵盖的产品范围。基于食用安全

风险防控考虑，在设定合理食用量限制的基础上，

将保健食品备案范围进一步扩大至营养强化剂、药

食同源等风险较低的原料及其复配范围。同时，进

一步简化备案程序，强化企业责任。二是可考虑进

一步丰富备案管理模式。在现有相对固化和封闭

式备案的基础上，建立以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为基

础的全新备案管理模式，即对于食用安全风险低的

产品类别，在用量上下限、功能声称、质量控制等原

则限制的基础上，全面公开产品基本信息、研发报

告以及毒理学、功能学、稳定性试验报告等资料，明

确备案人负责的上市后安全风险监测要求和定期

报备制度，免予注册审批，直接通过信息系统备案。

监管部门加强上市后产品的监管和抽检。三是以

消费者为中心，进一步强化产品的信息公开和社会

监督。利用市场综合监管的优势，整合注册备案、

生产许可、日常监管及企业法人库信息系统，建立

保健食品“二维码”信息查询平台，推广“二维码”标

识，便于消费者查询产品说明书、技术要求、安全和

功能依据、生产许可、行政处罚等信息，区分保健食

品与其他类别产品，从而压缩非法宣传空间，充分

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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