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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餐厅菜单标示热量和其他营养信息是一种有效预防肥胖的措施，在创新食品环境和促进健康饮食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我国餐饮食品营养标识尚未普遍开展，其主要影响因素有推行力度不足、经营者意愿不强、基础数

据不完善以及技术能力不足，本文期望为推进餐饮食品营养标识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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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nutrition labeling in catering foo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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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playing calories and other nutritional information on restaurant menus is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prevent 
obesity， which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innovating the food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healthy eating.  Nutrition labeling 
of catering food has not been widely developed in China.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insufficient implementation， the 
willingness of the operator， incomplete basic data， and insufficient technical capabilities.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promoting nutrition labeling of catering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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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们生活节奏加快，越来越多的人选

择在外用餐，餐饮食品的膳食特点对居民营养状况

的影响日益凸显［1］。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报告［2-3］显示餐馆菜肴食盐和食

用油用量较高，在外用餐者的膳食结构存在能量、

脂肪和钠等营养成分摄入较多的问题，过量摄入能

量、糖、盐和饱和脂肪是导致肥胖和相关非传染性

疾病的重要原因。然而多数消费者对餐馆菜品的

能量、脂肪和钠等营养成分含量知之甚少，当菜单

上的营养信息少于预期时，会对消费者的反应产生

消极影响［4］。餐饮食品营养标识（Nutrition label for 
catering food）是指展示餐饮食品有关营养成分信息

和特性（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

能声称）的说明，包括文字、图像、图形等形式［5］。通

过餐饮食品营养标识，可以向消费者提供详细和创

新的营养信息。WHO 在多份报告［6-11］中提及，餐馆

菜单上标注能量和其他营养信息是一种有效预防

肥胖的措施，在创新食品环境和鼓励健康饮食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

西兰等国家依据本国国情制定了相关的法规政策

用以指导餐饮行业营养标识的实施，我国《健康中

国行动（2019—2030 年）》合理膳食行动中对推动餐

饮食品营养标识提出重要指示，鼓励餐饮业、集体

食堂向消费者提供营养标识［12］。然而目前我国餐

饮食品营养标识进展缓慢，人们对其也缺乏相应的

了解。通过对国内外近 10 年的餐饮食品营养标识

进展进行综述，总结我国餐饮食品营养标识的标示

现状和影响因素，为推广餐饮食品营养标识，助力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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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1　餐饮食品营养标识开展现状

1. 1　国际餐饮食品营养标识开展现状

为指导就餐者对菜品进行合理选择，世界各国

根据不同的地域与饮食特点制定相应法规条例、指

南或计划，用以指导餐饮食品营养标识的开展及

实施。

法规层面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纷纷出台相关法

规和规定来推进餐饮食品营养标识。如美国国会

于 2010 年通过联邦法律，要求在美国拥有 20 家及

以上的连锁餐馆需在餐单或点餐台标注所出售食

物 的 能 量 值 ，将 此 作 为《可 负 担 医 疗 法 案》

（Affordable care act，ACA）［13］的 一 部 分 内 容 ；2015
年 ，纽 约 颁 布 了《城 市 卫 生 法 典》（New York city 
health code）［14］，规定连锁餐厅在菜单上钠盐含量超

过 2 300 mg 的食物必须加上一个带有盐瓶的黑色

三角形警告标志，同时各个餐厅也需要张贴海报，

警告顾客摄入过量的盐分将增加罹患心脏疾病及

卒中的风险；2015 年，加拿大安大略颁布了《健康菜

单选择法案》（Healthy menu choices act，HMCA）［15］，

要求在安大略拥有 20 家及以上的连锁餐馆菜单上

标注所售食物的能量值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在

《2006 年食品法》（Food act 2006）［16］中规定了餐饮营

养标签的要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在《2015 年

食品条例》（Food regulation 2015）［17］中强制规定了需

要标示能量的快餐食品类型；2021 年，澳大利亚首

都领地（ACT）卫生局修订的《2001 年食品法》（Food 
act 2001）［18］中提出餐饮食品营养标识的要求，指出

需要强制标示能量的食品类型及需要强制标示的

内容和标示位置；在东南亚地区，2015 年，日本实施

的《食 品 标 签 标 准》（Labeling standards for food 
products）［19］对食品营养标识的适用范围、需要标识

的营养成分、注意事项及标识方法做出规定；2019
年，韩国公布《食品等的标示、广告相关法律实施规

则 》（Regulations on substantiation of claims in 
labeling or advertising of foods）［20］，规定营养标示对

象食品中包括即食食品、快餐食品。

与此同时，各国也纷纷出台相关指南或计划指

导如何进行餐饮食品营养标识。2015 年，美国在

《美 国 居 民 膳 食 指 南（2015—2020 年）》［Dietary 
guidelines for Americans （2015—2020）］［21］中重视菜

单标签的使用引导，建议居民在外就餐或购买熟食

时查阅菜单标签；2018 年，昆士兰州卫生部发布《食

物标准守则标签规定指南》（A guide to the labelling 
requirements of the food standards code）［22］指出需要

强制标示能量的食品类型及强制标示的要求；维多

利亚州在《大型连锁食品企业和超市的千焦耳标签

计 划》（Kilojoule labelling scheme for large chain food 
businesses and supermarkets）［23］中规定从 2018 年 5 月

1 日开始，连锁食品企业和超市需要在菜单、菜单板

上标示即食食品的平均千焦耳含量，声明“成人每

日平均能量摄入量为 8 700 kJ”；2022 年，澳大利亚

新西兰食品部长会议批准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菜

单标签政策指南》（Policy guidance for menu labelling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24］，其中涉及在菜单上

标示能量的要求。

各国学者对餐饮食品营养标识的实施效果也

进行了研究，发现餐饮食品营养标识对于改善消费

者的消费行为具有显著作用。JULIA 等［25］在法国的

两家餐厅进行试验研究，发现餐饮食品营养标识能

显著减少消费者能量、糖、饱和脂肪的摄入，使其膳

食营养质量得到显著改善；PETIMAR 等［26］在美国

的 104 家餐馆进行试验研究，发现菜单的能量标识

显著降低了消费者能量的摄入；NIKOLAOU 等［27］在

英国 3 所大学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标示能量与高能

量商品销量大幅度下降有显著相关性；FREEDMAN
和 LARNER［28］的研究表明，对能量和脂肪含量进行

信息标识可使消费者对大份量薯条的选择显著减

少；LONG 等［29］对菜单能量标识与能量消费进行了

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发现菜单能量标识与每餐能

量摄入的减少有相关性；FERNANDES 等［30］研究发

现对餐饮食品实施营养标识能促进健康饮食。

1. 2　我国餐饮食品营养标识开展现状

为使消费者在选择菜品前能了解各种菜品的

营养价值，进行合理的膳食搭配，我国于 2017 年发

布《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时提出制定餐

饮食品营养标识的计划［31］，2020 年 12 月，国家卫生

健康委通告《国卫办食品函［2020］975 号》发布了

《餐饮食品营养标识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提倡

餐饮行业对所有餐饮食品进行营养标识，并明确提

出了标示内容及标示要求。《指南》指出，餐饮食品

营养标识的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标示内容（能量、脂

肪、钠和相当于钠的食盐量）和可选择标示内容（蛋

白质、碳水化合物、糖、矿物质及维生素等营养素），

同时提出能量值和营养素含量值应以每份或每

100 g/100 mL 餐饮食品中的含量值标示及餐饮食

品营养标识信息应真实、客观、清晰、醒目的标识要

求［5］。且同期发布的《营养健康餐厅建设指南》及

《营养健康食堂建设指南》均明确要求健康餐厅或

健康食堂建设必须按《餐饮食品营养标识指南》对

所提供的餐饮食品进行营养标识［5］。国家卫生健康

——1384



我国餐饮食品营养标识现状及影响因素——李楠，等

委员会在发布《指南》时倡导各地区要通过试点示

范，以点带面，逐步在辖区全面推广营养健康餐厅、

营养健康食堂建设工作，推动餐饮业转型升级［5］。

在《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十四五”规划》中进

一步提出实施国民营养计划，落实合理膳食行动，

要做到结合综合试验区建设，加大营养健康食堂、

餐厅、学校的试点建设工作力度，开展营养健康烹

饪模式与营养均衡配餐的示范推广［32］。自《指南》

发布后，部分地区转发《指南》用以指导各地对餐饮

食品进行营养标识，部分营养健康食堂、餐厅已开

始对餐饮食品进行营养标识。然而，目前除《指南》

等指导性文件外，尚未有相关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对

餐饮食品营养标识做出规范性的强制要求［33］，我国

餐饮食品营养标识的开展现状仍不容乐观，除部分

营养健康食堂、餐厅进行餐饮食品营养标识，餐饮

业餐饮食品营养标识进展较为缓慢。

目前，我国学者就公众对餐饮食品营养标识的

态度进行研究，发现我国居民对餐饮食品营养标识

有很强烈的需求，对在我国推广餐饮食品营养标识

的支持度较高［34］。杜文雯等［35］对杭州市 2 589 名居

民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有 70% 以上的人赞同在我国

推广餐饮食品营养标识，而且该团队在杭州市某连

锁中餐厅的两家餐馆试点之后，发现对餐饮食品进

行营养标识可以减少钠的购买［36］。吕晓华等［37］对

餐饮食品营养信息标识进行了研究，发现在 143 名

研究对象中，有近 85% 的人支持在餐单上标注营养

信息，有 87% 的人认为在餐单上标注营养信息会改

变点菜选择。黄泽颖［38］研究发现餐饮食品营养标

识等其他标识可帮助植物性饮食者减少钠、脂肪、

反式脂肪酸、糖等限制性营养成分摄入，同时增加

蛋白质、全谷物等鼓励性营养素/食物摄入。张露

丹等［39］调查发现图形化餐饮食品营养信息标识能

改善消费者在外就餐时的消费行为，从而引导消费

者在外就餐时合理膳食。

由此可见，当前我国对餐饮食品营养标识指导

性文件已经发布，居民对餐饮食品营养标识也有迫

切需求，但标识进展缓慢，应进一步对餐饮食品营

养标识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2　餐饮食品营养标识的影响因素

2. 1　餐饮食品营养标识的推行力度不足

为使消费者在外就餐时能辨别食物营养成分

的种类及含量，美国通过政府制定相关法规强制要

求餐馆提供所售菜肴的能量等营养信息［40］，且在膳

食指南中对餐饮食品营养标识进行推广，建议居民

外出就餐时查看菜单标签，选择低钠菜品，并提倡

在学校食堂实施菜单标签［21］。我国《指南》的发布

标志着餐饮食品营养标识可依据指南规范标识，但

《指南》配套问答明确《指南》是指导餐饮食品营养

信息标识的技术性文件，不是强制性执行文件，除

《指南》外尚未出台相关政策和法规对餐饮行业营

养标识进行指导、规范和要求［41］，这使得经营者未

对餐饮食品营养标识予以重视。《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2022）》中倡导“学会阅读食品标签，合理选择预

包装食品”，但对餐饮食品营养标识的倡导力度不

足，目前配合《餐饮食品营养标识指南》的发布，仍

缺乏正确标识和理解的指导。

2. 2　餐饮企业经营者标识意愿不强

多数餐馆认可餐饮食品营养信息标识对改善

菜品的重要性［42］，但经营者的目的是实现盈利，一

般会更加注重菜品口味和色泽等影响消费者菜品

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而且经营者认为对菜品进

行营养标识不但需要投入额外成本［43］，还有可能影

响消费者的用餐体验，失去消费好评，从而导致顾

客流失，并对收入产生不利影响［44］，所以多数经营

者对餐饮食品营养标识的意愿并不强烈。廖宇婷

等［45］对成都外卖餐饮类商家中 834 名厨师和配餐

员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厨师和配餐员对营养标识了

解意愿仅为 28. 10%；代雪梅等［46］调查发现成都简

餐类外卖商家大多对营养标识的重视度不够，缺乏

营养标识相关知识；李京雨［47］调查发现中国餐饮从

业人员整体营养知晓率偏低，大多数从业人员在餐

饮食品营养标识的查看上选择偶尔会看；李妞妞

等［48］对北京市某高校学生对食堂堂食营养标签的

认知进行调查，发现学生认为食堂堂食营养标签的

必要性和可信度较高，有必要为食堂堂食制作营养

标签，但食堂堂食营养标签应用情况较差；王鑫［49］

调查发现消费者营养知识匮乏，虽支持在菜单上进

行营养信息的标注，但餐饮行业缺乏将营养信息传

递给消费者的模式和方法。

2. 3　餐饮食品营养标识所需要的基础数据不完善

《指南》规定，餐饮食品营养成分含量应用计算

法，即依据餐饮食品中原料、烹调油以及调味品的

使用量，参考《中国食物成分表》和其他权威数据库

中相同或相近食物的营养成分数据，计算出其中相

应的能量值和营养素含量值，因此专业的营养成分

数据库是对餐饮食品进行正确营养标识的关键。

但目前餐饮食品营养成分数据库的数据主要参考

《中 国 食 物 成 分 表 2002》和《中 国 食 物 成 分 表

2004》［38］，而对于一些食品亚类在不同地区可能存

在不同名称，或因环境和种植方式的影响而发生变

化的情况，很难完成对餐饮食品营养成分的科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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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和计算［50-51］。如果不对餐饮食品营养成分的基础

数据进行完善，会影响营养成分计算的科学性和准

确性，从而影响餐饮食品营养成分的标识。

此外，餐饮食品营养成分检测或计算能力不足

也制约着餐饮食品营养标识的开展。餐饮食品能

量及营养成分正确标识的前提是餐饮食品营养成

分的准确测定或计算。但餐饮食品在食品加工链

条中受多环节影响，如产地、储存、烹饪方式和时间

等［52-54］，在餐饮食品营养成分计算模型的开发过程

中，如果不对餐饮食品原材料的产地、种类、储存、

餐饮食品加工过程中烹饪时间、烹饪方式等影响因

子以及餐饮食品的储存、保管等关键影响因素进行

充分考虑，会对餐饮食品中营养成分的准确计算造

成相应影响［55］。而这些影响因素需要通过对不同

地区不同季节的食物中营养成分数据的分析，以及

在不同烹饪方式下对餐饮食品营养成分的测定后

进行科学计算，最终整合相关因素，开发计算模型，

以期有效指导餐饮食品营养成分的准确计算与科

学标识。

3　小结

餐饮食品营养标识有助于人们了解菜品营养

素的种类及含量，改善人们的膳食生活质量。餐饮

单位在进行正确营养标识的过程中，也促进餐饮单

位进行菜品改良，让菜品更营养、健康，进而给消费

者营造更健康的饮食环境。但《指南》推行力度不

足，经营者对餐饮标识意愿不强，以及受食物成分

数据库、营养成分计算模型等各种因素影响，目前

我国的餐饮食品营养标识尚未普遍开展。未来，需

要营养专业人员、餐饮行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大

力推广餐饮食品营养标识，开展健康烹饪模式与营

养均衡配餐，塑造和完善我国居民的合理膳食行

为，提高国民营养健康水平，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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