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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国食品安全标识制度的构成要素包括专门的管

理组织、多元化的使用客体和多样化的标识类型，其文本

特色体现为建立多元化的制度规范体系、重视建构政府

和市场主体的协力机制，以及关注特殊食品安全标识的

规范化建设。对此，可以从完善以《食品安全法》第七十

一条为基础的多元食品标识规范体系，构建以超市和农

产品市场为核心的自律管理规范体系，增设特殊食品安

全的专门标识规范制度机制等维度，优化与构建中国食

品安全标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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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是欧盟的第一大农业国［１］，也是世界上仅次于

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大国［２］。为了实现对食品安全的有效

管理，法国构建了以食品安全标识为核心载体的全过程

全覆盖的可追溯性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事实上，食品

安全标识是以实现和保障食品安全为目的、以安全质量

认证和政府行政监管等为手段，对于符合相应食品安全

标准的食品进行标识，由于这些标识存在形式为标签，也

被称为食品标签制度［３］。整体来看，法国从２０世纪下半

叶起即开始在农产品生产和食品工业中推行食品安全标

识制度，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整套成熟多元

化的食品安全标识制度体系。因此，从制度借鉴的视角

来看，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有

关食品标识制度规定，法国食品安全标识制度运行得卓

有成效，对于优化与构建中国食品安全标识制度具有重

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１　法国食品安全标识制度的构成要素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法国食品安全标识制度已形成

了一整套管理组织健全、使用客体多元、类型多样化的行

之有效的规范体系，为法国国民的生命健康的良好和相

关产品维持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１．１　法国食品安全标识制度的管理组织

有效的食品安全标识制度的存在，离不开高效率的

专门管理组织。法国食品安全标识制度中分别规定了政

府行政管理和超市自律管理两种管理模式。政府行政管

理属于国家范围内的统一管理，相关标识的认证和使用

由法国农业部负责，对法国主要的政府直接许可的相关

食品安全标识进行管理。主要包括农业生态标签（ＢＩＯ）、

红色标签（Ｌｅｌａｂｅｌｒｏｕｇｅ）、特殊工艺证书、原产地冠名标

签、ＣＣＰ产品认证（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ｐｒｏｄｕｉｔ，产品合

格证）、“山区产品”质量标签，以及企业使用的食品安全

标签的认证、特色食品的证明标签、地理标志保护标签和

营养食品标签等。政府同意管理的食品安全标识由法国

经济 与 财 政 部 管 辖 的 “竞 争、消 费 和 稽 查 总 局”

（ＤＧＣＣＲＦ）予以核实，通过国家标签和鉴定委员会的评

审后，由法国农业部总体负责签发，再由农业部和经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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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委托有关行业协会，负责对贴有这些标签的食品进

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充分体现评估和管理职能的分离

状况）。

超市自律管理主要是以食品作为主要售卖对象之一

的大型连锁超市实行，比如法国最著名的超市集团家乐

福，即有自身管理的食品安全标签，对所有符合条件的食

品供应商提供的产品粘贴食品质量认证标识（ＦＱＣ）
［４］。

由于超市是法国食品的主要销售渠道之一，由超市自身

管理的食品安全标识在法国食品安全标识制度管理中拥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１．２　法国食品安全标识制度的使用客体

并不是所有食品都需要或者说都能够使用食品安全

标识，比如直接加工后食用的食品，或者散装食品，即不

需要或者不能使用食品安全标识。法国食品安全标识制

度尽可能扩大食品安全标识的使用客体范围，以最大程

度实现对食品安全的保障，使用客体主要包括以下３种

类型。

（１）农产品：农产品是食品的直接来源和主要的食品

原材料，是实现源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５］，也是法国食品安全标识制度的主要客体。

法国农业部进行管理的农业生态标签、红色标签、“山区

产品”质量标签的主要使用对象，即为符合相关条件的农

产品。而其他类型的食品安全标签，如特殊工艺证书、原

产地冠名标签以及大型超市自身管理和使用的食品安全

标签，也有相关部分的使用对象是农产品。

（２）包装类加工食品：包装类加工食品往往涉及到各

种食品添加剂和工艺等可能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因此

也成为法国食品安全标签使用的主要客体之一。尤其是

红色标签和超市自身管理和适用的食品安全标签，更是

主要以包装类加工食品作为主要的保障对象。

（３）特殊工艺食品：随着现代社会食品消费者口味和

偏好的日益多元化，特殊工艺食品因为能够满足特殊消

费者的需求而具有非常独特的市场价值，特殊工艺食品

也因此成为法国食品安全标识制度的重要客体。特殊工

艺证书即法国政府为了充分挖掘特殊工艺食品的市场价

值，并充分保障相应的特殊食品安全而特别设计的食品

安全标签。此外，由于特殊工艺消费者范围较为狭窄，掌

握相关特殊工艺者往往属于收入较低的人群，因此，特殊

工艺食品标签还具有一定程度的扶贫功能。

１．３　法国食品安全标识制度涵盖的标识类型

根据外在表现形态和适用的管理规范的差异，当前

法国食品安全标识制度涵盖的主要标识类型有以下

几种。

（１）大型超市自用的食品安全标识：法国食品的主要

销售渠道是遍布不同社区和商业区的大型连锁超市，家

乐福超市更是法国食品销售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关键主

体。为了保证所出售的相关食品的质量安全，以家乐福

为代表的大型超市均有自用的食品安全标识，如家乐福

的食品质量认证标识（ＦＱＣ）。大型超市自用的食品安全

标识一般与相应的供应商食品安全认证体系相配套，从

而保证只有通过了相应食品安全认证的食品才能使用相

应的食品安全标识，只有具有相应食品安全标识的食品

才能正常销售。

（２）生态农业标签（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ｉｏｌｏｇｉｑｕｅ）：根据

１９９７年法国农业部签发的《多年生态农业发展实施计

划》，法国农业部对不使用杀虫剂、化肥、转基因物质，并

严格限制含有副作用的添加剂使用的农业生态产品颁发

的特种标签，上面有“生态农业”标识和 ＡＢ识别符号，具

体见图１
［６］。

图１　“生态农业”标识与ＡＢ识别符号

Ｆｉｇｕｒｅ１　＂Ｅｃ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ｏｇｏａｎｄＡＢ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ｍｂｏｌ

　　（３）红色标签：１９６５年由法国《农业指导法律》创设，

用来证明某一农产品或食品具有“名、优、特”口味，相关

质量和工艺由“国家标签和鉴定委员会”审核通过。法国

使用红色标签保证产品质量最多的行业是家禽饲养业，

尤其用于法国特产鹅肝和鸭肝酱产品［７］。红色标签即优

质标签，是由法国农业部颁发认证的国家级标签，其表示

某种农产品或食品具有比其同类产品更好的质量。

（４）特殊工艺证书：１９９０年法国颁布了《特殊工艺证

书法令》，获得特殊工艺证书的对象是符合某些特殊的品

质要求或达到预期的来源地、生产、包装等特殊工艺要求

的食品或非加工、非食用的农产品。１９９４年以来，产品来

源地也可作为一项标准纳入特殊工艺证书中，而这一申

请程序和所有的法律要求应完全符合欧盟ＣＥＥＮ２０８１／９２

法令“受保护的地域标识（１ＧＰ）”的规定。

（５）原产地保护标识：原产地保护标识制度是法国最

早的标识制度，１９３５年即开始实施。该标识由法国国家

产地研究院（ＩＮＡＯ）签发，具体监管由农业部负责。这一

标识要求相关的食品必须具有与相关地域直接联系的原

产地特色，能反映该地域食品的独特地质条件、气候特

征、农艺方法和管理方式。最初被用于葡萄酒和烈性酒，

后续逐渐扩大到奶制品，其他的农产品和食品［８］。

（６）ＣＣＰ标识：１９９０年法国制定了《ＣＣＰ认证办法》，

并对于通过了ＣＣＰ认证的与一般产品不同，符合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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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技术说明的特殊规定，经过了严格的检查和监控的

农产品和食品使用ＣＣＰ标识，ＣＣＰ标识的主要使用者为

经过了严格的ＣＣＰ认证的法国农场主或合作社。

（７）山区产品质量标识：１９９９年法国制定了《山区产

品质量标识规定》，具有该标识表明相关产品的所有原

料、制作工序是在符合规定的特定山区完成，并严格遵守

了相应的工艺质量规范，用以打击不断出现的假冒山区

产品的现象。事实上，出现假冒山区产品现象的原因很

大程度上是山区产品的生产者往往是收入水平较低的山

区农民，从这个意义上论，山区产品质量标识也具有一定

扶贫作用。

２　法国食品安全标识制度的借鉴意义
法国食品安全标识制度具有较长的历史和成熟的经

验，与中国现行《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及相关法律规

定相比较，法国食品安全标识制度的借鉴意义主要表现

为以下３个维度。

２．１　建立多元化的制度规范体系

中国现行２０２１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以下简称２１年《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仅对相

关食品安全标识的真实性提出单纯的概括性要求，缺乏

对不同类型标签真实性的进一步规定。而法国食品安全

标识制度具有典型的多元化特征，每一种主要的食品安

全标识，均对应着相应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从而有效保

证相应食品标签的真实性，如１９６５年由法国《农业指导

法律》创设的红色标识、１９９０年法国制定了《ＣＣＰ认证办

法》确立的ＣＣＰ标识、１９９７年《多年生态农业发展实施计

划》确定的农业生态标识等。多元化的制度规范体系，有

利于对不同的食品安全标识进行更为详细而具体的可操

作性规定，在保证相关食品标签内容真实性的基础上，对

于相关食品安全制度的落实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２．２　重视建构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协力机制

中国２１年《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及相关法律并

没有规定市场主体对食品标签的管理责任，食品安全标

识制度主要根据中国２１年《食品安全法》第六条由相关

政府部门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施行和监管。然而，法国在

政府管理的食品安全标识制度之外，还鼓励市场主体尤

其是大型超市实行自身的食品安全标识制度，如超市连

锁家乐福对供应商实行的食品质量认证标识（ＦＱＣ）制

度，从而有效实现了政府和市场主体协力的食品安全标

识制度管理体系。通过政府和市场主体协力，可以有效

促进市场主体的食品安全自律管理水平的提高，并很好

地弥补了政府主体在食品安全标识制度执行方面的不

足，对于中国食品安全管理行政部门如何充分利用市场

主体的自律管理能力以增强食品安全标识真实性管理的

质效，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２．３　关注特殊食品安全标识的规范化建设

与中国２１年《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仅抽象地规

定一般食品安全标签的真实性规范不同，法国实行食品

安全标识制度的过程中，一直高度关注特殊食品的安全

标识规范。事实上，法国政府管理的主要食品安全标识，

均与某种形式和内容的特殊食品安全标识规范相对应。

例如：农业生态标签与生态农产品相对应；红色标签与法

国特色农产品和食品主要是鹅肝和鹅肝酱等对应；特殊

工艺证书直接与采用特殊工艺的食品相对应；原产地冠

名标签与特殊地域具有特殊工艺和风格的食品相对应，

如红酒和烈性酒等；ＣＣＰ产品认证则主要针对符合严格

条件的特定农场主和合作社；“山区产品”质量标签则针

对特定山区产出的具有相应特色的食品等。正是因为高

度关注特殊食品安全标识规范，使消费者能够通过相关

食品安全标识即能准确识别相关食品的风味特色以及相

应的安全保障条件，在大大节约消费者的检索成本和保

障消费食品质量安全的同时，也大大促进了消费者对相

关食品的深度认知，有利于相关食品市场竞争力的提高

和可持续发展，而且值得指出的是，其对于往往属于低收

入群体的特殊食品生产者也具有非常积极的扶贫功能。

３　法国食品安全标识制度的中国路径
中国２１年《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规定：“食品和

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

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生产经营者对其提供的标签、说

明书的内容负责。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应

当清楚、明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事项应当显著标注，容

易辨识。食品和食品添加剂与其标签、说明书的内容不

符的，不得上市销售。”以此来观察，中国食品安全标识规

范制度的规则较为原则和抽象，对此可以合理借鉴法国

食品安全标识制度的内容特色。

３．１　完善以中国２１年《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为基础的

多元食品标识规范体系

　　中国２１年《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较为抽象的食

品安全标识规范制度，明显不利于对不同类型的食品安

全进行更高水平的有效管理，从而有效保证特殊食品标

识内容的真实性。因此，有必要在借鉴法国多元制度体

系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构建以中国２１年《食

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为基础的多元食品标识规范体系。

考虑到更好地保障中国不同领域食品安全的需要，建议

针对不同领域的食品安全，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设置相应

的特殊食品安全标识规范，以保证相关特殊食品安全标

识的真实性。例如：在当前《绿色食品标志管理规范》的

基础上，构建进一步突出生态农业特色的《有机食品标志

管理规范》，以弥补现有《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有机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等对于有机产品标识的监管以事后

处罚为主缺乏日常管理规范等不足；在当前地理标志商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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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农业部分别颁发的地理标志

产品标识的基础上，构建统一的《地理标志产品标识管理

规范》，以弥补２０１９年《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对于地理

标志产品标识缺乏标准图样，且没有设置日常管理规范的

不足；针对特色工艺食品制定《特殊工艺食品标识使用规

范》等，在有效规范和保证相应特殊领域食品安全标识真

实性的同时，充分促进相关食品市场竞争力的提高。

３．２　构建以超市和农产品市场为核心的自律管理规范

体系

　　中国２１年《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为代表的单纯

以政府为主体的食品安全标识制度管理体系，因为缺失

了市场主体协力的环节，导致难以实现相关管理效能的

最优化［９］。因此，有必要借鉴法国政府和市场主体协力

的制度设计，通过建立以超市和农产品市场为核心的自

律管理规范体系的方式，弥补当前市场主体协力缺失的

不足，有效控制因治理主体缺失而产生的食品安全

风险［１０］。

（１）应当将超市和农产品市场作为相应自律管理规

范体系的主体。与法国的相关食品零售商主要为超市不

同，中国的食品零售商除了超市之外，还有在全国各地广

泛分布的大大小小的农产品市场。为了最大限度保证相

关自律规范对于食品安全保障功能的发挥，有必要以大

型连锁超市和大型农产品市场为核心，建立相应的以供

应商食品质量安全认证为基础的食品安全标识自律管理

规范。

（２）明确超市和农产品市场等实行食品安全标识管

理的自律管理义务。对此，包括对所出售的有包装食品

的食品使用自我管理的食品安全标识，对使用食品安全

标识的供应商进行最低标准的食品质量安全认证以及定

期不定期检查等。

（３）由食品安全行政管理部门对超市和农产品市场

等市场主体的食品安全标识自我管理义务的履行情况进

行定期和不定期监管。对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相关

义务的市场主体要求限期整改并进行必要的行政处罚，

整改限期后仍不能达到要求的，予以吊销营业执照，以保

证超市和农产品市场为核心的自律管理规范体系的顺利

运行。因此，应当在中国２１年《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

中增加第四款“超市和农产品市场应当通过必要的质量

认证和检测手段，保证所销售的食品与其标签、说明书的

内容相符。”当然，这对超市和农产品市场的检测能力提

出更高的要求，对此，可以通过与具有法定资质的第三方

检测机构合作这一方式予以解决。

３．３　增设特殊食品安全的专门标识规范制度机制

食品安全涉及多种不同领域，而且同相关食品产业

的发展紧密相连。因此，在中国２１年《食品安全法》第七

十一条具体展开并进行食品安全标志制度体系建设的过

程中，有必要充分借鉴法国食品安全标识制度高度关注

特殊领域的经验，通过构建特殊食品安全的专门标识规

范体系的方式，有效提升相关食品产业的质量安全保障

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１）设定需要构建特殊食品安全专门标识规范体系

的专门食品产业部门。对于设定需要构建特殊食品安全

专门标识规范体系的专门食品产业部门，如优势食品产

业、地理标志保护食品产业、特色工艺食品产业、特殊目

的食品产业等，以这些特殊食品产业部门为基础进行相

应的特殊食品安全专门标识的规划。

（２）建立相应的特殊食品安全专门标识的质量控制

规范。针对优势食品产业和针对保证和突出优势食品产

业竞争优势的食品质量安全认证规范，如水果、蔬菜等需

要设置严格的有机水果和有机蔬菜认证规范，保证相关

优势产业具有更为优秀的质量安全保证。对于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制定严格的地理标志产品管理规范，对不符合

规范的产品即使在地域上符合也不允许使用相关地理标

志。对于特色工艺食品，则设定相应的特色工艺认证规

范，在保证相关质量安全的基础上，只有完全按照严格的

特色工艺要求完成的食品才能通过认证并使用相关标

识。对于特殊目的产品，同样采取基本质量安全严格保

证基础上的特殊目的认证后才能使用相关标识的措施。

（３）构建以行政主管部门监管、行业协会管理和企业

自律管理三者互相配合的特殊食品安全专门标识使用的

严格监管体系［１１］。在企业自律管理的基础上，应当推动

由严格监管向精细化、灵活化方向转变［１２］，即由行业协会

负责相关特殊食品安全专门标识的日常管理，并由行政

主管部门通过定期和不定期检查的方式予以行政监管，

对于不符合要求的专门标识使用限期整改并予以相应行

政处罚，整改不能如期完成或者拒绝整改的，禁止使用相

关专门标识，同时不符合法定食品安全规定的予以吊销

营业执照。

４　结语
食品安全标识制度是保障现代社会食品安全的主要

手段之一，对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实现正在持续推进的精

准扶贫目标均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法国作为西方

老牌发达国家之一，在食品安全标识制度方面已形成成

熟的制度体系和丰富的经验。对法国的食品安全标识制

度进行深入分析并找出其中值得中国借鉴的方面，并在

此观照下对中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相关的食品安

全标识制度进行相应的完善性重构，但需要指出的是，由

于选题的研究对象与范围限制，在此仅以法国为分析对

象对中国食品标识制度的完善提出相应的策略，而对于

其他同样重要的国家的食品标识制度，如美国、欧盟、德

国等则没有进行分析和阐释，这也将成为后续的主要研

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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