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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与信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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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的特点%类型!与相近包

装正面#

&MU

$标签的基本情况对比!与其他包装正面

#

&MU

$标签的实施效果比较等方面凝练实践经验!并为

中国启动与发展包装正面#

&MU

$标签提出建议"

关键词!正面事实标签&营养标签&包装正面标签&营养事

实标签&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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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

SP'9

%

严重威胁人类健康'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fQM

%的/

!"!"

世界卫生统计报告0

,

#

-显示&

!"#+

年全球约
(#""

万人死

于非传染性疾病&占总死亡人数的
$#̂

'不健康饮食是

全球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

-

'为预防营养相关

疾病&不少国家推出系列干预措施&其中&

fQM

将包装正

面#

&C6@:*6?*

B

/5a/

A

>

&

&MU

%标签列为改善饮食的一类推

荐措施,

)

-

'

&MU

标签是指位于食品包装正面#主视野%的

营养标签&采用营养素度量法#

S;:C0>@:UC6?01>

&

SU

%&以

图标+符号或描述性文字的简化格式评价食品整体营养

价值&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并快速比较食品间的营养价

值,

(

-

'瑞典是全球最早实施
&MU

标签的国家&在
#,K,

年

推行
V>

<

=61>

标签,

2

-

&随后美国+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法国+德国等国相继实施
&MU

标签'整体上&推

行
&MU

标签的主体有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与企业$政府

主导实施的
&MU

标签如瑞典的
V>

<

=61>

标签+新加坡的

较健康选择标志+英国的交通灯信号标签+澳大利亚的健

康星级评分+法国的
S;:C0*W56C>

标签*行业协会发起的

&MU

标签有美国全谷物协会的全谷物邮票+美国心脏协

会的
Q>/C:*P=>5a

标签+斯洛文尼亚心脏基金会的
Q>/C:

标志+芬兰心脏基金会和芬兰糖尿病基金会的
Q>/C:

符

号*企业推动实施的
&MU

标签有美国的
Y;070@

A

W:/C9

标

签+雀 巢 企 业 的 全 谷 物 保 证 标 识,

+

-

'目 前&中 国 学

者,

2

&

$̀ ,

-较多地研究政府主导的
&MU

标签&比较忽视对

其他主体
&MU

标签的案例分析'

中国
&MU

标签起步晚&直到
!"#$

年&中国营养学会

率先实施
&MU

标签&对低油+低盐+低糖食品标示!健康

选择"图标'

!"#,

年
$

月&中国在/健康中国行动计划

#

!"#,

(

!")"

%0确立了积极推动在食品包装上使用!包装

正面标签#

&MU

%"信息&帮助消费者快速选择健康食品的

行动目标'为促进
&MU

标签系统共建共享&提高多主体

参与度&也为中国营养学会!健康选择"标识提供经验借

鉴&研究拟从官方网站,

#"

-对美国食品前面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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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签开展案例分析&以期为中国行业协会启

动与完善
&MU

标签提供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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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及其类型
在美国&超重肥胖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根据

!"##

年

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调查数据&美国
)(̂

的成年人超

重&

!K̂

肥胖,

##

-

'为引导居民合理饮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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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领

先的食品和饮料公司的食品杂货制造商协会#

YC6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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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代表
#2""

多家食品

批发商和零售商的食品营销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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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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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联合牵头实施
&;&

标签'

&;&

标签

又称营养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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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在食品和饮料#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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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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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补充剂+婴儿和小于
(

岁儿童的食品%包装前面显示

关键营养信息&并由生产商自愿标示的
&MU

标签'

&;&

标签的设计有专门的顾问团队&由烹饪+营养教育+医学+

营养科学+运动生理学等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组成&为标

签教育与实施提供专家咨询和指导'

&;&

标签采用特定营养素体系的营养素度量法模

型&可展示食品中与健康意义相关的限制性营养成分#饱

和脂肪+钠+糖%和推荐性营养成分#蛋白质+膳食纤维+维

生素+矿物质%&例如&

&;&

标签可在展示能量+饱和脂肪+

钠+糖等含量及每日营养素摄入量的百分比#

^'/01

<

b/1*

;>

&

^'b

%的基础上选择展示推荐性营养成分'

&;&

标签

的显著特点是简化的营养事实标签#

W0.

B

10?0>7S;:C0:06@

&/5:9U/@>1

%'与中国营养成分表相似&美国的营养事实

标签强制显示!

#

"#能量%

k

!

#(

"#脂肪提供的能量百分

比+脂肪+饱和脂肪+反式脂肪+胆固醇+总碳水化合物+

糖+膳食纤维+蛋白质+维生素
O

+维生素
P

+钠+钙和铁%营

养成分的信息'

&;&

标签从营养事实标签中选取所需的

营养信息进行标识'此外&

&;&

标签沿用营养事实标签

的每日营养素摄入量的百分比&仅对饱和脂肪+钠以及蛋

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推荐性营养成分标示'但是&

&;&

标签的信息解读要求消费者储备相关营养知识&消费者

如果缺乏营养知识&则容易被
&;&

标签显示的信息所

误导,

#!

-

'

目前&美国市场上流行的
&;&

标签类型有水平格式+

垂直格式的基本图标与可选图标#见图
#

和表
#

%'基本

图标要求展示能量+饱和脂肪+钠+糖含量等信息&可选图

标展示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O

+维生素
P

+维生素
'

+

钙+铁+钾等推荐性营养成分的信息'此外&

&;&

标签按

照联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667/@7'C;

A

O7.0@09:C/*

:06@

&

&'O

%和美国农业部#

[@0:>7W:/:>9'>

B

/C:.>@:6?

O

A

C05;1:;C>

&

[W'O

%的营养标签规定确立图标+字体及其

大小+背景颜色'食用份量可用每杯+每半杯+每包+每

瓶+每人
!

汤匙等单位声明&提醒消费者控制食用量'

!

!

与相近
&MU

标签的基本情况对比分析
!!

在全球范围内&与
&;&

标签一样采用特定营养素体

系显示若干特定营养成分含量等信息的
&MU

标签主要

是每日推荐量#

Y;07>10@>'/01

<

O.6;@:

&

Y'O

%标签+营养

价值#

S;:C0:06@/1b/1;>

&

Sb

%标签+多交通灯信号标签'

如表
!

所示&除墨西哥外&

&;&

标签与多交通灯信号标

签+营养价值标签的推行机构都是发达国家&且这
(

个

&MU

标签无一例外地显示能量+饱和脂肪+钠+糖等限制

性营养成分含量及其每日营养素摄入量的百分比'除多

交通等信号标签外&这些
&MU

标签都没有对显示的营养

成分进行颜色编码'不同的是&

&;&

标签的推行机构由

行业协会发起实施&而其他
)

个标签均是政府部门推动&

且
&;&

标签比其他
&MU

标签多显示了蛋白质+膳食纤

维+维生素等推荐性营养素信息'

)

!

与其他
&MU

标签的实施效果比较
&;&

标签从
!"##

年推行至今&取得不错的实施效

果'研究发现&

&;&

标签不仅倒逼生产商提高产品的营

养品质,

#2

-

&而且对零食食品的营养评价最有效,

#+

-

'当

前&基于消费者视角的
&MU

标签作用比较逐渐成为该领

域的一大研究热点,

#$

-

'如表
)

所示&在消费者关注+理

解+选择食品等方面&

&;&

标签被用于与多交通灯信号标

签+能 量 星 级 #

-@>C

A<

*W:/C

%标 签+聪 明 选 择 #

W./C:*

P=605>9

%标签+数值营养质量#

S;.>C05@;:C0>@:*

3

;/10:

<

&

图
#

!

&;&

标签类型)

#"

*

&0

A

;C>#

!

8

<B

>96?&;&1/E>1

表
#

!

不同类型
&;&

标签展示的营养信息)

#"

*

8/E1>#

!

S;:C0:06@/10@?6C./:06@709

B

1/

<

>76?70??>C>@::

<B

>96?&;&1/E>1

格式 类型 展示的营养信息

水平格式

基本
&;&

标签 能量+饱和脂肪+钠+糖含量及每日营养素摄入量的百分比#除能量+糖外%

可选的
&;&

标签
可增加标示的推荐性营养成分#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含量及每日营养素摄入量

的百分比#除能量+糖外%

垂直格式

基本
&;&

标签 能量+饱和脂肪+钠+糖含量及每日营养素摄入量的百分比#除能量+糖外%

可选的
&;&

标签
可增加标示推荐性营养成分#蛋白质+维生素等%含量及每日营养素摄入量的百分比#除能量+

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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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的主要经验与启发



表
!

!

相关特定营养素体系
&MU

标签概况

8/E1>!

!

MF>CF0>G6?&MU1/E>10@

A

C>1/:>7:6:=>9

B

>50?05@;:C0>@:9

<

9:>.9

&MU

标签 国家 推行时间 推行机构 标签信息 颜色编码

&;&

标签 美国
!

!"##

年
杂货制造商协会#

YJR

%和

食品营销研究所#

&JR

%

显示每份食品能量+饱和脂肪+钠+糖+膳食纤

维+维生素
'

的含量及占每天推荐量的比重
无

多交通灯信号标签,

$

- 英国
!

!""+

年 英国食品标准局
显示每

#""

A

食品能量+脂肪+饱和脂肪+糖+

盐的含量及占每天推荐量的比重
有

每日推荐量标签,

#)

- 墨西哥
!"#(

年 联邦卫生风险预防委员会
显示每

#""

A

食品能量+钠+糖+饱和脂肪+反

式脂肪的含量及占每天推荐量的比重
无

营养价值标签,

#(

- 德国
!

!"#,

年 食品工业委员会
显示每

#""

A

食品能量+脂肪+饱和脂肪+糖+

盐的含量及占每天推荐量的比重
无

表
)

!

&;&

标签与相关
&MU

标签的作用比较

8/E1>)

!

P6.

B

/C096@6?:=>>??>5:96?&;&1/E>10@

A

/@7C>1/:>7&MU1/E>10@

A

相比较的
&MU

标签 研究结论 文献来源

&;&

标签+多交通灯信号标签
与

&;&

标签相比&多交通灯信号标签的信息更容易被消费者所

理解
,

#K

-

&;&

标签+能量星级标签+聪

明选择标签+数值营养质量

标签

(

种标签在寻找健康食品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能量星级标签+

&;&

标签+聪明选择标签首次被消费者发现时&注意力停留的时

间没有显著差异&而聪明选择标签被关注的时间较长

,

#,

-

&;&

标签+多交通灯信号标签
多交通灯信号标签并非比

&;&

标签更能引导消费者选择健康

食品
,

!"

-

&;&

标签+营养警告标签
与

&;&

标签相比&营养警告标签能有效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让

消费者用较短的时间理解标签信息
,

!#

-

S;F/1

%标签+营养警告#

S;:C0:06@/1f/C@0@

A

9

%标签作横向

比较'结果发现&

&;&

标签在信息理解方面不如交通灯

信号标签&在信息关注方面不如聪明选择标签&在吸引注

意力方面不如营养警告标签&虽然
&;&

标签的阅读体验

不强&但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引导健康食品选购的作用'

(

!

结论与启示
&;&

标签在美国肥胖症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下产生&

旨在为消费者提供日常的购物和饮食帮助'虽然
&;&

标

签简化美国营养事实标签&帮助消费者一目了然获取食

品与饮料的关键营养信息&但也存在吸引力不强+需要营

养知识储备等难题'对此&围绕
&;&

标签的优势与不足&

为中国
&MU

标签设计与推行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4#

!

丰富营养成分表信息"为
&MU

标签发展提供支撑

&;&

标签是一个
&MU

标签&又是简化的营养事实标

签&其经验表明&中国的
&MU

标签与营养成分表是互补

关系&即营养成分表信息客观&而
&MU

标签信息直观&

&MU

标签的内容可以以营养成分表信息为设计依据'在

消费者眼中&食品营养信息的透明度尤为重要&期待通过

营养成分表辨识
&MU

标签的信息可信度&增加标签信任

度'目前&中国营养成分表仅强制标示!

#

"#能量%

k

!

(

"

#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钠%&虽然/预包装食品营养

标签通则#

Ye!K"2"

(

!"##

%0#征求意见稿%将饱和脂肪

#酸%+维生素
O

+糖+钙列为新增强制标示内容&但与美国

!

#k#(

"的营养事实标签相比&中国的营养成分表预期展

示的营养成分还较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MU

标签的

作用发挥'因此&中国还要继续完善营养标签制度&在营

养成分表增加强制标示的营养成分信息&尤其是与居民

营养健康密切相关的营养成分#如反式脂肪+胆固醇+膳

食纤维+维生素
P

+铁等%'

(4!

!

实施可扩容的包装正面标签"引导均衡饮食

正面事实标签采用基本图标和可选图标两种格式的

标签&在强制标示限制性营养成分#能量+饱和脂肪+钠+

糖%的基础上选择标示蛋白质+维生素等推荐性营养成

分&既给生产商提供选择标示推荐性营养成分的自由&又

能保证消费者一目了然地了解限制性营养素'中国营养

学会主导实施的!健康选择"标识仅以限制性营养成分

#盐+糖+饱和脂肪等%含量总结食品营养价值&虽然符合

!三减"#减盐+减油+减糖%行动宗旨&但未考虑推荐性营

养成分#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影响了

!健康选择"标识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因此&中国的
&MU

标签可借鉴
&;&

标签经验&以践行!三减"行动为首要前

(!!

包装与设计
UOPVOYRSY N '-WRYS

总第
!)$

期
"

!"!#

年
$

月
"



提实施非限制性营养成分为主的
&MU

标签&引导和鼓励

食品生产商通过
&MU

标签展示推荐性营养成分'

(4)

!

采用颜色编码的
&MU

标签"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

&;&

标签虽然在引导健康饮食方面与其他
&MU

标

签没有显著差异&但由于缺乏颜色编码&让消费者难以注

意标签信息'因此&中国政府主导实施的
&MU

标签&或

者行业协会+企业发起实施的
&MU

标签&如果展示特定

目标的营养成分&则可借鉴英国的交通灯信号标签&对含

量合理+含量中等+含量超标分别采用红色+黄色+绿色编

码进行标识&以此吸引消费者选购食品的注意力&让他们

抽时间仔细了解产品的营养健康程度&并做出健康选择&

提高
&MU

标签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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