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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品添加剂管理现状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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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食品生产中非法添加和使用非食用物质已成为当前食品安全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本文通过
对国内外食品添加剂的监督管理体系、国内食品添加剂的管理现状等进行梳理，总结了食品添加剂的重要作

用，国内外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中存在的违法使用、超限量或超范围

使用、违规使用和标识不符合规定四类违法行为等内容，在结合我国食品添加剂管理的具体实际和国外经验

的基础上，探讨完善我国食品添加剂的长效监管机制，指出要健全法规标准、完善评估与检测、加大监管与宣

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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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２０１０年６月１日实施的《食品添加剂生产
监督管理规定》把食品添加剂定义为“经国务院卫生

行政部门批准并以标准、公告等方式公布的可以作

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保鲜和加

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

质”。［１］食品添加剂作为食品工业重要的基础原料，

已广泛应用于糕点、饮料、乳制品、肉类等食品加工

领域，对食品的生产工艺、产品质量、安全卫生都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发生了一系列在食品生产中非法

添加和使用吊白块、甲醛、苏丹红、三聚氰胺和瘦肉

精等食品安全事件［２］，在国内外造成了许多不良影

响，使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产生了担忧和恐慌，合理规

范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成为当今社会极为关注的食品

安全问题。鉴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日益凸显，政府作

为食品安全的监管主体，有责任和义务从消费者的

安全出发颁布合理的法规和标准［３］，规范食品添加剂

的使用行为，保障消费者身心健康。本文通过对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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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食品添加剂的监督管理体系和国内食品添加剂的管

理现状等进行梳理，结合我国食品添加剂的具体实际，

探讨完善我国食品添加剂的长效监管机制。

１国内外食品添加剂的监督管理体系

１．１我国食品添加剂的监督管理体系
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问题是食品工业普遍关注

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对

食品添加剂实行管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加强了对食

品添加剂的生产管理和质量监督。［４］２００９年６月１

日实行的《食品安全法》对食品添加剂的监督管理确

立了分段监管的体制，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卫

生部承担综合协调的职责，并负责食品添加剂新品

种许可、制定和公布标准，质检总局负责对食品添加

剂生产企业、食品生产中使用食品添加剂和食品添

加剂进出口的监管，工商部门负责加强流通环节食

品添加剂的质量监管，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餐饮环

节使用食品添加剂的监管，工信部门负责对食品添

加剂生产企业进行行业管理、制定产业政策和指导

生产企业诚信体系建设 。［５］

为适应国内需求和国际发展的需要，我国不断

对原有的法律法规和标准等进行适时的调整。现阶

段我国食品添加剂监管的法律法规主要有：《食品安

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管理条例》、《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管理办法》和《食

品添加剂生产监督管理规定》等，这为细化和实施食

品添加剂的生产许可制度，明确落实生产、使用单位

及监管部门的职责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监管的

国家标准主要有《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ＧＢ２７６０—２００７）、《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卫生标准》

（ＧＢ１４８８０—９４）和《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和

方法》（ＧＢ１５１９３．１—２００３）等，内容涉及食品添加剂

产品类别、限用物种和范围剂量等方面。［６］

鉴于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的严峻形势，政府还

成立了全国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

加剂专项整治领导小组。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起，卫生部

联合九部委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了“打击违法添

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专项整治行动”，

将包括食品添加剂在内的 ８个行业作为整治重

点［５］，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近期，国务院专门召

开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李克强副总理作了重要讲话，并发布了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切

实加强食品添加剂监管的通知》，要求全面部署开展

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专项行

动。按照《食品安全法》及其相关要求，卫生部及相

关部门要着力加强食品添加剂管理法律与法规的衔

接，进一步完善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制度，修订食品

添加剂使用标准，继续深入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工作，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严格规范食品添

加剂生产、经营和使用。

１．２国外食品添加剂的监督管理体系

食品添加剂一直是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Ｃｏｄｅｘ

Ａｌｉｍｅｎｔａｒｉｕ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ＡＣ）关注的焦点和热点，

也是近年来标准修订的重点。ＣＡＣ下设的食品添加

剂法典委员会（Ｃｏｄｅｘ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Ｆｏｏｄ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ＣＣＦＡ）主要对联合国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Ｊｏｉｎｔ

ＦＡＯ／ＷＨＯＥｘｐｅｒ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Ｆｏｏｄ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ＪＥＣ

ＦＡ，由ＦＡＯ和ＷＨＯ成立的一个国际性专家咨询组

织［７］）通过的食品添加剂进行标准、实验方案、安全

性评价等方面的审议和认可，再提交 ＣＡＣ复审后公

布并向世界各国推荐［８］，如《食品添加剂通用法典标

准》（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ｄｅｘ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ｏｒＦｏｏｄ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ＧＳ

ＦＡ），供各国参考。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Ｆｏｏｄａｎｄ

Ｄｒｕｇ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ＤＡ）是管理食品添加剂的负责

机构，负责食品添加剂和色素添加剂上市前的审批

工作，并在法律的授权下监管食品市场，召回缺陷食

品等［９１０］；美国《食品添加剂法》规定了食品添加剂

的允许使用范围、最大允许量和标签表示方法［８］；美

国联邦法规最新版（２００５年４月）中的７０～７４、８０～

８２和１７０～１８６部分分别是关于色素以及其他食品

添加剂的法规规定，包括通则、包装、标识和安全性

评估等条款。［１０］欧委会健康和消费者保护总理事会

负责欧盟食品添加剂的管理，主要负责受理食品添

加剂列入准许使用名单的申请、审批，欧盟食品科学

委员会（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Ｆｏｏｄ，ＳＣＦ）主要负责

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评估，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８日，欧盟

新食品法，即欧洲议会与理事会１７８／２００２法规正式

生效，并于２００３进行了修订，为保障食品添加剂的

质量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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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我国食品添加剂管理的现状与问题

２．１现状
我国食品添加剂行业虽起步较晚，但是随着现

代食品工业的崛起，我国食品添加剂已由当初品种

少、产量低、质量不稳定以及生产企业小而分散的状

况发展成为初步标准化、国际化，并具有一定规模的

工业体系，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

统计，２００１年我国公布批准的食品添加剂有 １６１８

种，２００４年有１７００种（其中食用香料１０６７种），截

至２００８年 ６月，批准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已超过了

２０００种。［１１］目前，我国食品添加剂按其主要功能特

点分为２３类，２０１０年我国食品添加剂总产量在７１０

万吨左右，同比增长约 １１％，产品销售额约 ７２０亿

元，同比增长１２．５％，创汇约３２亿美元。［１２］随着消

费者对食品营养、质量及色、香、味的追求，食品产品

中添加和使用食品添加剂成为现代食品加工生产的

需要［１２］，目前食品添加剂的品种和功能正在不断发

展，如绿色食品添加剂、复合型食品添加剂都在加速

上市，食品添加剂行业已成为现代食品工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

２．２存在的问题

与国际上一样，我国食品添加剂的管理实行允

许使用名单制度，并针对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制

定了具体使用范围和使用量的规定。［１３］尽管我国食

品添加剂的监管体系不断发展，但是由于食品添加

剂产业发展较快，仍有些管理机制尚未完善和健

全［６］，再加上一些企业盲目逐利等因素，使得围绕食

品添加剂的安全问题时有发生，归纳起来主要有以

下四类违法行为。

２．２．１违法使用

为达到提高产量和感官增效等目的，一些企业

非法使用未经国家批准或被国家禁用的添加剂品种

及以非食用化学物质代替食品添加剂［１４］，如苏丹红、

吊白块、三聚氰胺、柠檬黄等。该类食品安全恶性事

件频频曝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食品非

法添加已成为当前食品安全的一个突出问题。

２．２．２超限量或超范围使用

一般来说，食品添加剂按照国家规定的范围和

剂量使用是安全的［１５］，但是一些企业为了迎合市场

需求或者缺乏安全使用常识、技术限制等原因，超限

量或超范围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面粉处理

剂和漂白剂等［１６］；另外，还有在混合工艺上因技术性

问题而造成的“滥用”现象。食品添加剂的超标使用

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如甜蜜素摄入过量会

损害人体的肝脏和神经系统，对老人、孕妇、儿童的

危害更加明显。［１６］

２．２．３违规使用

我国已建立了一套完善的食品添加剂监督管理

和安全性评价制度，对列入国家标准的食品添加剂

均进行了安全性评价［１２］，但是仍存在使用没有经过

安全性评价合格的复合添加剂、营养素，未经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检验合格的食品添加剂或无生产许可证

企业生产的食品添加物质，以及为隐藏食品本身或

加工过程中的质量缺陷或以掺杂、掺假、伪造为目的

而使用食品添加剂的现象，如在植物油中添加味道

类似于香油的香精生产“香油”，这就违反了食品添

加剂的使用原则。［１３，１７］

２．２．４标识不符合规定

一些企业在实际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的生产经营

过程中无视《食品安全法》、《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正确或不真实地标识食品添

加剂，存在误导和欺骗消费者的现象，严重侵犯了消

费者的知情权。［１３］这些问题不仅使食品添加剂滥用

成为媒体抨击的内容和关注的焦点，也加深了消费

者对食品添加剂的疑惑。［６］

３对策建议

食品添加剂关系到消费者的饮食安全，只有规

范使用和强化管理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和保证食品

安全，因此做好食品添加剂的监管是十分必要的。

针对我国食品添加剂的监管体系、管理现状，结合国

际经验和相关研究结果，提出了一些对策与建议。

３．１建立健全食品添加剂的标准体系与法律法规

《食品安全法》对我国食品添加剂安全标准提出

了新的要求，我国虽已初步形成了一套标准体系，但

仍存在标准滞后、缺少残留限量标准及检测方法落

后等问题，如我国已经批准的添加剂中，有国家标准

的仅占２０％左右，亟需建立符合国情并与国际接轨

的食品添加剂标准体系。而ＪＥＣＦＡ、ＣＡＣ、欧盟、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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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食品添加剂标准的理论研究方面已经从定性分

析转向了定量分析［１８］，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特别是

考虑到ＣＡＣ标准在国际贸易中的准绳作用，有必要
予以优先考虑；可结合我国的食品消费结构，有目的

和针对性地修订和补充我国的标准体系；同时，对于

暂时不具备国家标准的产品，可由技术权威部门组

织制定企业标准并在省级技术监督部门备案。［１９］在

涉及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经营及使用等方面，不仅要

有明确的卫生标准和技术规范细则，而且对不同的

违规与违法行为要有相应的惩处法规和条例，增强

可操作性。［６］

３．２完善食品添加剂的危险性评估与检测技术
危险性评估是保障食品添加剂安全的基础，也

是我国制定食品安全标准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

方法，因此可借鉴ＪＥＣＦＡ根据被评价物质的性质、使
用范围和使用量、结构—活性和代谢转归、暴露量等

因素决定毒理学试验内容的方式［２０］，进一步加强我

国对食品添加剂毒理学安全评价、暴露量的风险评

估等工作。同时，可以参考美国、欧盟先进的模式，

打破部门之间的界限，建立危险性评估信息资料平

台，交流工作经验和体会，提高评估质量。［２］此外，随

着我国规定的添加剂种类以及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

食品添加剂种类的增多，应密切关注新型检测设备

的研制，改变过去靠感官检查、常规检查等落后的检

测手段，不断增加食品添加剂及非食用物质的检查

种类，并使用更先进的快速检测技术以满足监管工

作的需要。

３．３明确监管职能，加强对食品添加剂的监督管理
我国对食品添加剂的监管实行分段监管，按照

《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卫生部等部委近期

的工作要求，各部门应根据自身职责加强对食品添

加剂的行政许可、生产、流通、使用等各环节的监督。

如从源头抓起，严格准入，严格落实食品添加剂的生

产许可制度；建立食品企业诚信档案、加强食品企业

备案工作，对有违规违法行为的企业打入备案“黑名

单”［２１］，督促企业严格自律，建立食品添加剂安全标

识与溯源制度，实行食品生产加工企业食品添加剂

使用报告制度；不断提高检测水平，建立动态巡查制

度，对经常使用添加剂的产品组织抽检，重点开展对

食品中的添加剂和非食用物质专项抽检和检测，整治

超过标准限量和适用范围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行为，查

处和打击生产、销售、使用非法食品添加物的行为［５］；

构建监测网络，完善应急处理机制，及时通报食品添加

剂质量和使用问题［６］；严格食品添加剂及相关产品研

制管理，以适应新形势下监管工作的需要。

３．４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有利于食品添加剂合理使用

的社会氛围

在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和消费者中，对食品添加

剂相关知识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如食品添加

剂企业是食品添加剂产品的第一责任人，有必要对

其加大食品添加剂法律规范与技术标准等的宣传力

度，同时对添加剂生产、销售和使用企业实施定期培

训，对企业相关人员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进行考

核［２１］，引导食品添加剂企业重质量、重安全、重信誉，

增强他们的食品安全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２２］；加大

对消费者食品添加剂科普知识方面的宣传教育，使

他们了解什么是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的作用和

安全性控制，消除对食品添加剂的误解［１３］；做好食品

添加剂安全信息的发布管理工作，通过网络、电视、

公告等形式定期发布食品添加剂生产、流通全过程

监测信息，并鼓励新闻媒体实施舆论监督，及时曝光

各类伪劣产品，构建广泛的社会监督体系，共同营造

推进食品添加剂合理使用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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