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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别阐述了法国
:1;<.+87=<5

标签的推广!实施效

果!运算法则以及
:1;<.+87=<5

标签与相关包装正面

"

>?@

#标签的比较$总结了
:1;<.+87=<5

标签的应用实践$

并提出了对中国实施
>?@

标签的若干启发%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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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包装正面标签&营养标签&预包

装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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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

%#%#

年#)指出%

中国居民膳食结构不合理%摄入较多高油*高糖*高能量

密度及低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对蔬菜和水果的摄入不足%

超重肥胖问题不断凸显%慢性病患病'发病仍呈上升趋

势&包装正面!

>?@

#标签是改善人口饮食的有效措施%

为世界卫生组织!

IJ?

#推荐和提倡+

!

,

&所谓
>?@

标

签%是指使用营养素度量法!

:1;<.52;@<=D./5

%

:@

#%通过

图标*符号或描述性文字的简化格式评价食品的整体营

养价值+

%

,

%比包装背面标签!如营养成分表#更能让消费

者一目了然地了解食品的营养状况并迅速做出健康选

择+

&

,

&中国
>?@

标签起步晚%但发展迅速%中国营养学

会率先倡导实施
>?@

标签%于
%#!)

年
!#

月公布(预包装

食品-健康选择.标识使用规范)!试行#%对低油*低盐*低

糖食品标示-健康选择.图标&(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

则)!征求意见稿#提到%鼓励在预包装食品的包装正面采

用图形等信息对营养成分表进行补充说明/当食品中脂

肪*钠*糖含量符合
K

'

G:LL##!

$

%#!(

时可以使用-健康

选择.标识&

%#!'

年
)

月%中国在(健康中国行动计划

!

%#!'

$

%#&#

#)中确立了积极推动在食品包装上使用-包

装正面标识!

>?@

#.信息%帮助消费者快速选择健康食品

的行动目标&

>?@

标签在全球比较流行%已在美国*英国*法国*澳

大利亚*新西兰*瑞典*新加坡等国家实施&政府主导的

>?@

标签有瑞典的
M5

6

0=/5

标识*英国的多交通灯信号

标签*新加坡的较健康选择标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健

康星级评分*法国的
:1;<.+87=<5

标签&其中%法国卫生部

实施的
:1;<.+87=<5

标签是新兴的
>?@

标签!

%#!)

年#%对

欧洲多国影响较大+

$

,

%且是近年来
>?@

标签领域的关注

热点+

N

,

&虽然中国个别学者对政府主导的
>?@

标签有

所关注+

"

,

%但尚缺乏对
:1;<.+87=<5

标签的经验做法进行

分析&研究拟从
:1;<.+87=<5

标签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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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报道与文献收集信息进行案例分析%旨为中

国食品营养标准体系完善提供政策启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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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的推广与实施效果

!9!

!

:1;<.+87=<5

标签的启动与推广

%#!&

年以来%法国的肥胖症患病率越加严重%根据法

国最大的流行病学及公众健康调研机构
G?:LKO:G*L

的一项调查数据+

)

,显示%近
!"P

的成年人患有肥胖症&

对此%法国卫生部采取了一系列公共卫生措施%在
%#!)

年

开发并实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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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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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又称

N

色营养标签!

N+G:Q

#%通过字母和颜色显示食品健康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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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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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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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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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N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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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营养均衡性!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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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共有
O

!最

健康#

"

*

!最不健康#

N

个健康等级%表示产品对均衡饮

食从大到小的贡献&关于颜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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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图

标采用交通灯信号设计原理%

O

*

X

*

G

*

R

*

*

评级分别对应

深绿色*浅绿色*黄色*橘红色和红色%其中绿色代表建议

多吃%红色代表适度食用&针对具体食品%

:1;<.+87=<5

标

签的评级字母在徽标上会进行放大突显%方便消费者迅

速辨别产品的营养价值%并在同类食品中进行比较选择&

图
!

!

:1;<.+87=<5

标签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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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制造商在食品包装上标示
:1;<.+87=<5

标签属于

自愿行为%并非强制%但基本覆盖
X=2.L5/57;.=2

品牌产

品%该标签显示在食品包装正面的右下角%在
G=/<1

6

;

*

X.=+@Q-25;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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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L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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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商店推广实施%尤其是
X.=+

@/-25;

商店%

:1;<.+87=<5

标签在所有食品的价格标签上均

有注明&鉴于
:1;<.+87=<5

标签尚未覆盖法国全部食品%

除了 通 过 网 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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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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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开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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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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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应用程序&购物时%消费者只需通过应用

程序扫一扫食品包装袋的条形码%就可以将食品的营养

成分信息转为
:1;<.+87=<5

评级&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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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的实施效果

%#!(

年
$

月$

%#!'

年
N

月%受访者对
:1;<.+87=<5

标

签的认识率稳步提高%达
(!9NP

%支持率达
'#P

+

'

,

&而

且%法国人倾向于购买
:1;<.+87=<5

评级高的产品&根据

法国尼尔森!

:.5/852

#公司调查数据%虽然
:1;<.+87=<5

评

级高的产品在超市货架上仍占少数%但评级
O

或
X

的产

品销量已在上涨%分别增加了
!9#P

%

#9(P

/评级为
G

或
R

的产品销量正在下降%分别降低了
!9!P

%

#9%P

&

与法国类似%欧洲多数国家也面临重大公共卫生危

机和非传染性疾病影响%比利时*西班牙在
%#!(

年%德国

在
%#!'

年分别引进了
:1;<.+87=<5

标签%并得到了广泛推

广与消费者信任&根据食品产品数据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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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法国共有
!))

个品牌
%'%"

个产品贴有

:1;<.+87=<5

标签%比利时有
%(

个品牌累计
)&"

个产品贴

有
:1;<.+87=<5

标签%以及西班牙有
!"

个品牌共计
!%(

个

产品贴有
:1;<.+87=<5

标签&

%#%#

年
N

月%欧洲消费者组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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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ZG

#的
)

个

成员国!法国*比利时*德国*荷兰*西班牙*波兰和希腊#

共计
)

万多人发起-呼吁欧洲各国强制且统一使用
:1;<.+

87=<5

标签.的请愿&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实施
:1;<.+87=<5

标签%一

些国际食品企业和知名食品连锁超市也在产品上加贴

:1;<.+87=<5

标签&

%#!(

年
!#

月起%达能企业在鲜乳制品

中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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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雀巢是第一家在欧洲大规模

采用
:1;<.+87=<5

标签的公司&

%#%#

年%雀巢在法国*德

国*瑞士*比利时以及奥地利的
[-<F52[=1<,5;

植物基

产品*

:58

\

1.H

巧克力味牛奶*

X1.;=2.

披萨*雀巢咖啡*

T-

33

.

烹饪产品和
M.;M-;

巧克力等
N###

多款产品中使

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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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雀巢与通用磨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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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资成立的全球谷物联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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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产品中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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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德国

食品连锁超市阿尔迪!

OQRU

#*历德!

QURQ

#和汉诺威!

V5+

E5

#在自有品牌中加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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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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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的运算法则
法国国家公共卫生机构借鉴了英国食品标准局

!

>==FL;-2F-<F8O

3

527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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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交通灯信号标签的

营养评分方案%并根据法国居民膳食指南%经法国公共卫

生高级理事会的反复修改%最终完成了
:1;<.+87=<5

标签

算法设计&

:1;<.+87=<5

标签采用总结指示体系的营养素

度量法模型%不展示具体营养成分信息%仅突出最终营养

价值信息&具体而言%是将每
!##

3

或
!##,Q

食品中所

含的限制性营养成分和推荐性营养成分作为评分标准%

赋予
O

!

]!N

分#

"

*

!

$#

分#评级&总分值
^

累计限制性

营养成分分值
]

累计推荐性营养成分分值&

表
!

中%限制性营养成分主要是能量*糖*饱和脂肪

酸和钠%每种营养成分的分值范围为
#

"

!#

%简单加总累

计
#

"

$#

%

$#

表示每
!##

3

或
!##,Q

食品中限制性营养

成分含量最高%而
#

表示含量最低&

!!

表
%

中%推荐性营养成分主要为蔬果*纤维和蛋白质

&

类!

%#%#

年还列入了菜籽油*核桃油和橄榄油#%每种营

养成分的分值范围为
#

"

N

%加总累计
#

"

!N

%

!N

表示每

!##

3

或
!##,Q

的推荐性营养成分含量最高%而
#

表示

含量最低&

!!

由表
&

可知%固体食品与饮品的总分值对应的
:1;<.+

87=<5

评级是不同的%

O

评级对应的固体食物分值为

]!N

"

]!

%而饮品必须为纯净水&但相同的是%食品的

健康程度随着总分值的提高而下降&原则上%除酒精饮

"

前沿观点
>V?:KU*V_U*I

总第
%&N

期
"

%#%!

年
N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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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的限制性营养成分及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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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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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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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料和
&

岁以下的婴儿食品外%所有食品!固体食品和饮

品#均符合营养评分标准&

&

!

:1;<.+87=<5

标签与相关
>?@

标签的
比较

&9!

!

与相关
>?@

标签的区别

!!

:1;<.+87=<5

标签与英国食品标准局!

>LO

#的多交通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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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的推荐性营养成分及分值"

(

#

K-A/5%

!

V57=,,52F5F21;<.52;8-2F87=<58=D

:1;<.+87=<5/-A5/.2

3

分值
水果与

蔬菜'
P

纤维'!

!#

]%

3

0

3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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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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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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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3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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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

,Q

]!

#

#

#

$#

#

#9'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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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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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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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9'

$

&9%

&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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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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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9$

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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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表
&

!

食物与饮品总分值对应的营养评级"

(

#

K-A/5&

!

K0521;<.;.=2-/<-;.2

3

7=<<58

C

=2F.2

3

;=;05

;=;-/87=<5=DD==F-2FF<.2H

固体食品总分值 饮品总分值 营养评级

]!N

"

]!

纯净水
O

!最健康#

#

"

%

#

! X

&

"

!# %

"

N G

!!

"

!( "

"

' R

!'

"

$# !#

"

$# *

!最不健康#

灯信号标签!

T1/;.

C

/5K<-DD.7Q.

3

0;L.

3

2

C

=8;Q-A5/.2

3

#

+

!#

,

均采用了红绿灯颜色编码显示营养成分的健康程度&虽

然
:1;<.+87=<5

标签采用深绿色*浅绿色*黄色*橘红色和

红色
N

种颜色%而多交通灯信号标签仅采用红色*黄色和

绿色
&

种颜色%但二者均以绿色!无论是深绿色还是浅绿

色#表示最为健康%推荐消费者增加摄入/黄色表示健康

程度中等/红色!橘红色#代表健康程度较差%警示消费者

控制摄入量和食用频率&然而%

:1;<.+87=<5

标签采用总

结指示体系%采用
O

"

*N

个评级%而多交通信号标签采

用特定营养素体系的营养素度量法模型%展示食品的限

制性营养成分!脂肪*饱和脂肪*总糖和盐#及其含量%根

据各种营养成分含量的高低进行颜色编码&

:1;<.+87=<5

标签与澳大利亚联邦农业部推行的健康

星级评分!

J5-/;0L;-<V-;.2

3

#标签+

!!

,

*美国指引星认证

企业实施的指引星!

[1.F.2

3

8;-<8

#标签+

!%

,均采用总结指

示体系的营养素度量法模型对食品总体营养价值进行评

级&不同的是%健康星级评分对食品的健康程度进行

#9N

"

N9#

星评级%共
!#

个等级%但没有色码/指引星标签

仅对食品的健康程度进行
#

"

&

星评级%共
$

个等级%没

有颜色编码%而
:1;<.+87=<5

标签仅有
O

"

*N

个等级%分

别有颜色编码&

&9%

!

与相关
>?@

标签发挥的效果比较

欧洲目前流行不同种类的
>?@

标签%为推行统一的

>?@

标签%学者们广泛对
:1;<.+87=<5

标签等多个
>?@

标

签的作用进行了横向比较&其结果如表
$

所示&由表
$

可知%文献+

!&]!'

,证实了
:1;<.+87=<5

标签比其他
>?@

标签在食品营养价值评级*健康食物选择*膳食水平提高

等方面的优势%仅文献+

%#]%!

,不认可
:1;<.+87=<5

标签

的作用&

#

"

_=/9&)

$

:=9N

黄泽颖等!

:1;<.+87=<5

标签的应用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发



表
$

!

:1;<.+87=<5

标签与相关
>?@

标签的作用比较

K-A/5$

!

*DD57;7=,

C

-<.8=2A5;E552:1;<.+87=<5/-A5/.2

3

-2F<5/-;5F>?@/-A5/8

>?@

标签比较 结论 来源

:1;<.+87=<5

标签*多交通灯信号标签*简化的营养标签

系统!

;05L.,

C

/.D.5F:1;<.;.=2Q-A5//.2

3

L

6

8;5,

#

:1;<.+87=<5

标签最有助于消费者对食品的营养价

值进行正确分类
*

3

25//

等+

!&

,

:1;<.+87=<5

标签*多交通灯信号标签
:1;<.+87=<5

标签更能帮助购买更营养健康的食物
*

3

25//

等+

!$

,

:1;<.+87=<5

标签*多交通灯信号标签
:1;<.+87=<5

标签更能提高消费者的整体膳食质量%

但多交通灯信号标签更能减少总热量摄入
>.2H5/8;5.2

等+

!N

,

:1;<.+87=<5

标签*多交通灯信号标签*健康星级评分

!

J5-/;0L;-<V-;.2

3

#*警告标签!

I-<2.2

3

Q-A5/.2

3

#

:1;<.+87=<5

标签最能帮助消费者更好地了解食物

的营养价值
O2F<55Y-

等+

!"

,

:1;<.+87=<5

标签*多交通灯信号标签*健康星级评分*警

告标签
:1;<.+87=<5

标签最能改善食品选择
*

3

25//UR

等+

!)

,

:1;<.+87=<5

标签*多交通灯信号标签*健康星级评分*警

告标签*每日指导摄入量!

[1.F5/.25R-./

6

O,=12;

#

:1;<.+87=<5

标签对食品营养质量进行分类的效果

最好
_-2F5Y.

a

Y5<5

等+

!(

,

:1;<.+87=<5

标签*多交通灯信号标签*健康星级评分*警

告标签
:1;<.+87=<5

标签更能帮助消费者选择食物
>.-/=2

等+

!'

,

:1;<.+87=<5

标签*多交通灯信号标签*健康星级评分*每

日指导摄入量!

[1.F5/.25R-./

6

O,=12;

#

多交通灯信号标签更有助于食物选择和展示营养

信息%而
:1;<.+87=<5

标签最不利于食物选择及其展

示的信息局限

L-2;=8

等+

%#

,

:1;<.+87=<5

标签*

:1;<U2D=<,X-;;5<

6

标签
:1;<U2D=<,X-;;5<

6

标签的信息更丰富*更有用
T-441

等+

%!

,

$

!

对中国实施
>?@

标签的启发
$9!

!

开发
>?@

标签手机应用程序$提供健康引导延伸服务

!!

法国开发了
:1;<.+87=<5

标签的智能手机用程序%顺

应了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提高了
:1;<.+87=<5

标签的使用

体验与影响力&当前%中国的营养标签还停留在纸质媒

介阶段%虽然未来可能实施简单易懂的
>?@

标签%但由

于媒介承载信息局限%营养标签的作用未能进一步被挖

掘和激发&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

%%

,显

示%截至
%#%#

年
"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9$#

亿人%其

中%手机网民规模
'9&%

亿%占
''9!NP

&因此%中国
>?@

标签的落地实施可同步上线应用程序%赋予多项服务功

能%例如了解
>?@

标签的基本介绍!如运算法则与使用

方法#以及-扫一扫.食品条形码获悉
>?@

标签信息%如

果居民膳食营养大数据构建完成%还可以通过应用程序

获取精准营养指导与营养餐推荐&

$9%

!

公开
>?@

标签运算法则$提升消费者的使用信心

法国在官方网站详细公布了
:1;<.+87=<5

标签的运算

法则与使用指南%并以简洁清晰的图形加以阐述%使尽可

能多的消费者熟悉
:1;<.+87=<5

标签%提高其使用程度&

而中国营养学会发起实施的-健康选择.标识%虽然通过

多种媒体渠道进行宣传和推广%但较少对-健康选择.标

识的运算法则进行公开%且缺乏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如图

片*视频等#进行科普&因此%不论是政府主导的
>?@

标

签%还是行业协会*企业发起的
>?@

标签%都需要公开详

细的运算法则%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以及提高其选购

>?@

标签产品的积极性&

$9&

!

关注推荐性和限制性营养成分$设计适合中国的

>?@

标签

!!

当前%政府主导的
>?@

标签较多采用总结指示体系

的营养素度量法模型进行设计%除
:1;<.+87=<5

标签外%还

有瑞典的
M5

6

0=/5

标签*新加坡的较健康选择标志*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的健康星级评分均将推荐性营养成分和限

制性营养成分纳入计算%客观评价食品的整体营养价值%

为消费者选购营养均衡的食物提供了条件&中国营养学

会的-健康选择.标识只关注限制性营养成分!钠*脂肪及

添加糖#%虽然契合了国家倡导的-三减.行动!减盐*减

油*减糖#%有助于预防超重肥胖与-三高.等慢性病风险&

然而%该标识忽略了推荐性营养成分!蛋白质*维生素*矿

物质*膳食纤维等#%未能解决当前中国并存的隐性饥饿

问题&因此%中国的
>?@

标签算法设计还需考虑营养不

均衡问题%科学选取若干有代表性的推荐性营养成分和

限制性营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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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RO

发布关于熟食中食源性疾病风险因素的报告

!!

%#%!

年
N

月
)

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RO

#

发布一份有关零售食品商店熟食部门中食源性疾病风

险因素研究的报告&

这项研究是一项为期
!#

年计划中的一部分%该计

划研究了何时出现食源性疾病的危险因素%例如员工

的个人卫生习惯不良以及洗手不当等食品安全行为/

以及它们与食品安全管理系统!

>LTL

#和认证食品保

护经理!

G>@T

#的关系&该研究的数据收集于
%#!N

$

%#!"

年&

>RO

观察到%与欠发达的
>LTL

相比%拥有发达的

食品安全管理系统!

>LTL

#的熟食店更有可能适当控

制食源性疾病风险因素&此外%由认证食品保护经理

!

G>@T

#负责的熟食店比没有认证食品保护经理在场

或雇佣的熟食店在
>LTL

发展得更好&

对研究数据的分析表明%熟食店部门对以下方面

有最好的控制"

0确保不直接接触即食食品

0将动物原料食品烹饪至所需温度

相反%需要更好控制的最常见食品安全行为和做

法包括"

0确保员工练习正确的洗手

0在适当的温度下保存需要冷藏的食物

0适当冷却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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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的应用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