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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加坡营养等级标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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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新加坡卫生部官方网站、文献等渠道收集有关

新加坡营养等级标签资料,总结新加坡营养等级标签的

政策演进、标准规则、支撑措施及实施效果.营养等级标

签在强制营养成分表披露糖信息、评价多形式含糖饮料、

禁止高糖饮料广告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对中国实施含糖饮

料强制FOP标识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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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olicy evolution,standard rules,supporting

measuresandimplementationeffectsofthenutriＧgradelabelingin

Singaporeweresummarizedbasedoncollected materialsabout

NutriＧGradelabeling from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Singapore

MinistryofHealthandliteratures．Thepracticalexperienceof

nutriＧgradelabelinginmandatorydisclosureofsugarinformation

in nutrition information, evaluation of multiＧform sugarＧ

sweetenedbeverages,andprohibitionofadvertisingofhighＧsugar

beverageshasimportantimplicationsfortheimplementationof

mandatoryFOPlabelingofsugarＧsweetenedbeveragesinChina．

Keywords:sugarＧsweetenedbeverages;frontofpackagelabeling;

nutriＧgradelabeling;nutritionlabeling;Singapore

中国居民饮用含糖饮料现象普遍存在.根据«中国

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２０２１)»,中国含糖饮料消费

量逐年上升,城市人群游离糖(指添加到食品中的单糖和

双糖,加上蜂蜜、糖浆和果汁中天然存在的糖)摄入有

４２．１％来自含糖饮料和乳饮料[１].«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

病状况报告(２０２０年)»显示,１８．９％的中小学生经常饮用

含糖饮料[２].过多摄入含糖饮料会引起肥胖,增加２型

糖尿病、高尿酸血症以及患癌风险[３].据统计[４],２０１９年

中国因含 糖 饮 料 导 致 的 死 亡 人 数 高 达 ４．６６ 万 人,与

１９９０年相比增加了９５％.中国高度重视全民的减糖控

糖,推行“三减三健”专项行动;«健康中国行动(２０１９—

２０３０年)»倡导增加蔗糖等糖的强制标识,鼓励企业进行

“低糖”或者“无糖”的声称以及积极推动在食品包装上使

用“包装正面(FOP)标识”信息引导消费者关注饮料含糖

量.FOP标识是位于食品包装正面或超市货架正面的营

养标签,旨在通过图标、符号等简化格式显示食品营养状

况或整 体 营 养 价 值,让 消 费 者 快 速 做 出 健 康 选 择[５].

１９８９年以来,已有４０多国推行 FOP标识,其中,智利与

新加坡是全球推行高糖饮料强制 FOP标识的代表性国

家,智利警告标签启动较早,国内一些学者已进行了实践

经验总结[６－７],而新加坡营养等级标签是２０２２年底启动

的含糖饮料强制FOP标识,虽有少数学者调查了营养等

级标签对在售饮料甜味剂含量[８]以及对居民膳食质量的

影响[９],但当前文献尚缺乏对标签实施的政策、依据、效

果及不足进行系统阐述.基于此,研究致力于填补研究

空白,提出促进中国含糖饮料强制 FOP标识落地实施的

经验启示.

１　标签出台背景与政策演进

１．１　新加坡人从饮料摄入过多糖,糖尿病问题严重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全国营养调查显示,新加坡人日均消

耗６０g糖,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量的２倍,且每天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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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糖一半以上来自饮料,其中预包装饮料占６４％,现制饮

料占３６％;新加坡超过１/７的成年人患有糖尿病,在发达

经济体中排名第二,如果不采取减糖措施,预计到２０５０
年糖尿病患者总数将超过１/５[１０].在此背景下,新加坡

卫生部出台了针对含糖饮料的营养等级标签.

１．２　新加坡营养等级标签政策在不断完善和发展

从２０１８年以来标签政策演进脉络(表１)可看出３个

规律:① 营养等级标签从抽象方案向具体可行的措施转

变,表现为强制营养标签政策方向升级为详尽评判标准

与政策规程;② 营养等级标签管制范围从起初的预包装

即食消费饮料扩大至预包装粉末或浓缩饮料、分配器饮

料,再向新鲜调制饮料延伸,引导居民在不同形式的饮料

减糖控糖;③ 营养等级标签与广告限制从独立措施转为

有机组合,最低等级标识的饮料被禁止广告宣传.

表１　营养等级标签政策的演进脉络[１１－１２]

Table１　TheevolutionofNutriＧGradelabelingpolicy

时间 政策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５日 宣布对包装饮料实施市场干预,提出强制营养标签、广告限制、糖税、高糖饮料禁售等措施征求社会意见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０日 宣布在饮料外包装强制标注不同等级与颜色的标签,禁止不健康饮料在所有大众媒体做广告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０日 宣布将速溶粉末饮料列入饮料管制范围

２０２２年２—３月 就营养等级标签实施规程向消费者、饮料行业、利益相关方征求意见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０日 正式在预包装饮料与分配器饮料实施强制性营养等级标签与广告禁令

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３日 宣布２０２３年底起,强制性营养等级标签和广告禁令将应用到销售地点/场所现制新鲜饮料,包括现煮咖啡

或茶、现榨果汁、现拌冰沙、珍珠奶茶、新鲜调制的草药饮料

２　营养等级标签标准、实施规则及形式

营养等级标签的不同等级有相应的标准与实施规

则.具体的规定如表２所示,在营养素度量法模型方面,

营养等级标签采用了阈值系统,通过设定不同的糖与饱

和脂肪酸含量阈值,从健康到不健康依次设定 A、B、C、D
等级,分别对应深绿色、浅绿色、黄色、红色,其中,A 级用

深绿色表示,对应最低糖和饱和脂肪酸含量阈值以及不

含有阿斯巴甜、糖醇、多元醇等甜味剂,A 级饮料包括矿

泉水、无糖茶饮料等,这些饮料每１００ mL 含糖量少于

１g,且不含人工添加的甜味剂;D级用红色表示,对应最

高的糖和饱和脂肪的含量阈值.在标签实施方面,营养

等级标签在 A、B级饮料自愿实施,而在 C、D级饮料强制

实施,并且 D级饮料禁止在广播、电视、网络、纸媒、户外

等投放广告,虽然允许在超市等销售点的促销招牌显示

广告,但这些广告必须清楚显示饮料的 D级标签.较健

康选择标志是新加坡于１９９８年实施的亚洲首个 FOP标

识,是关于低糖、低饱和脂肪酸、高膳食纤维、高钙食品的

认证,为了使健康选择标志与营养等级标签在饮料营养

健康分级的应用趋于一致,新加坡健康促进会(health

promotionboard)于２０２０年修订了«较健康选择标志营养

指南»,声明了C级和 D级的饮料不得使用较健康选择标

志,如果饮料符合表２的 A、B两级要求和较健康选择标

志标准,则产品不仅可以标示 A、B级标签,还能标示低

糖、低饱和脂肪酸等较健康选择标志[１３].

　　营养等级标签显示饮料营养等级与糖分百分比,但

在不同饮料有不同标识形式.营养等级标签形式见图１,

左框有水平与垂直两种全面标签形式,主要应用在预包

装饮料与分配器饮料,标注在饮料正面包装与分配器的

正面.右框是简化的营养等级标签,拟于２０２３年底应用

于饮料网点、餐饮店等零售场所以及酒店、教育机构、医

表２　新加坡饮料的营养等级要求[１０]

Table２　NutritiongraderequirementsforbeveragesinSingapore

等级 A B C D

颜色编码 深绿色 浅绿色 黄色 红色

除乳糖/半乳糖外的糖含量(g/１００mL) ≤１ ＞１与≤５ ＞５与≤１０ ＞１０

饱和脂肪酸含量(g/１００mL) ≤０．７ ＞０．７与≤１．２ ＞１．２与≤２．８ ＞２．８

甜味剂含量(g/１００mL) ０ 不限 不限 不限

强制性标示 否 否 是 是

广告禁令 否 否 否 是

显示较健康选择标志 能显示低糖、无添加糖、无

糖、低饱和脂肪酸等标志

能显 示 低 糖、低 饱 和

脂肪酸等标志

不能 不能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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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营养等级标签的不同形式[１０]

Figure１　DifferentformsofNutriＧGradelabeling

疗机构、托儿设施等非零售场所的现制饮料,标签以电子

记录或菜单形式提供给消费者[１４].

３　支撑营养等级标签实施的配套措施

３．１　营养信息列表为饮料营养等级评价提供数据支撑

新加坡的营养信息列表(nutritioninformationpanel,

NIP)类似中国营养成分表,强制标示预包装食品的能量

值以及蛋白质、碳水化合物、总糖、脂肪及饱和脂肪的含

量.而且,商家如果在 NIP自愿标示乳糖/半乳糖含量,

那么利用 NIP的总糖含量减去乳糖/半乳糖含量就可判

断营养等级;如果 NIP没有声明乳糖/半乳糖,则将乳糖/

半乳糖的含量视为０.

３．２　一系列管理规定为营养等级标签落地提供指导

根据«食品规例»的有关法例,制造商有责任根据饮

料营养信息列表的总糖、乳糖/半乳糖、饱和脂肪酸含量

以及是否含有甜味剂等信息,输入到营养等级计算器确

定饮料的营养等级和糖分百分比(新加坡健康促进会官

网: https://www．hpb．gov．sg/healthyＧliving/foodＧ

beverage/nutriＧgrade),再根据«营养等级标签图形应用的

初步使用指南»向新加坡健康促进会申请标签,并按照

«预先包装饮料及非订制自动饮料机调配饮料的现行办

法»«实施营养等级饮料标签和广告要求的初步指南»标

注营养等级标签以及按规实施广告营销[１５].

３．３　处罚制度促进营养等级标签的规范化实施

制造商申请营养等级标签图片前不需要注册产品插

图或提交任何测试结果,饮料贴上标签后上市会有相关部

门监管,如果漏贴、伪造以及违规广告宣传均会受到惩罚,

且违规商品的数量越多罚款金额越大,但第一次违规受到

的罚款上限是１０００新加坡元(折合人民币约５０００元),而

第二次是２０００新加坡元(折合人民币约１万元).

３．４　周全的标签科普宣传引导健康饮料消费

消费者对标签的了解和需求是营养等级标签发挥作

用的关键环节.由于营养等级标签是解释性 FOP标识,

优点是消费者看到符号、图形就能快速做出购物选择,但

弊端也很明显,一些消费者会质疑评判标准的科学性.

针对这些问题,新加坡卫生部制定了线上线下科普宣传

计 划,在 HealthHub 网 站 (https://go．gov．sg/nutriＧ

grade)详尽介绍营养等级标签原理与使用方法,且在各大

饮料零售店通过海报、宣传手册、电子屏对标签进行宣传

教育[１６].

４　营养等级标签借鉴的国外标识概况

营养等级标签除了与新加坡较健康选择标志在低

糖、低饱和脂肪酸饮料认证有机衔接外,在颜色编码、等

级凸显、禁止广告宣传等方面广泛借鉴了国际主流的

FOP标识.相关的FOP标识如表３所示,营养等级标签

的营养素度量法模型参考了英国交通灯信号标签,对糖、

饱和脂肪酸等限制性营养成分含量设置阈值,并以不同

颜色表达;营养等级标签参考了智利警告标签的实施模

式,包括标签强制性实施以及禁止广告营销;营养等级标

签的不同营养等级分类、多颜色编码、等级凸显等外观设

计参考了法国营养评分标识.

５　营养等级标签的实施效果

在新加坡相关政策宣传造势下,营养等级标签在降

低饮料含糖量、推出健康替代品、控制高糖饮料消费等方

面取得初步成效.

５．１　在售饮料的含糖量降低,健康评级提高

营养等级标签促使制造商重新调整饮料配方,显著

降低了饮料含糖量.数据表明,预包装饮料的糖含量中

位数已从２０１７年的７．１％降至２０２１年的４．６％;３１％的含

糖量在 ６％ 及以下,９４％ 的含糖饮料 的 糖 含 量 不 超 过

１２％.市场上近２/３的饮料被评为 A、B级,是２０１７年的

两倍多.２０１７年,市场上仅有约３０％的预包装饮料被评

为 A、B级[２０].

５．２　健康评级高的饮料销量显著增加,而评级低的销量

下降

营养等级标签让消费者了解饮料的不健康程度,提

醒选择健康饮料.数据[２０]显示,A、B级的饮料销量增长

较快,从２０１７年的３７％增长到２０２１年的７１％,而含糖量

较高的预包装饮料(C、D级)的销量从２０１７年的６３％下

降至２０２１年的４０％.而且,含糖量低于５％的饮料销量

在同一时期从３７％上升到６０％.

５．３　更多更健康替代饮品被研发和推向市场

营养等级标签引导商家开发新的健康饮料产品,控

制饮料的糖和脂肪含量.数据[２０]显示,新加坡商家将一

些含糖量较高的果汁与低糖蔬果混合重新配制,或重新

配制成果汁饮料.添加糖和饱和脂肪含量较低的健康化

咖啡和茶种类从２０１７年的２４％增加到２０２１年的３６％.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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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与营养等级标签相关的包装正面标识

Table３　ThefrontofpackagelabelsassociatedwithNutriＧGradelabeling

FOP标识
推行

国家

推行

时间

面向

人群

强制性

实施

营养素度

量法模型
标签含义

与营养等级标签的

共性特征
图标

较 健 康 选

择标志[１７]

新加坡 １９９８年 全体人群 否 分 类 模 型/

阈值系统

表示 低 糖、低 饱 和 脂

肪酸、低钠、高膳食纤

维、高钙等食品

两种FOP标识在饮料的

应用方面相衔接,标示低

糖等较健康选择 标 志 的

饮料同时也能标注 A 级

或B级标签

交 通 灯 信

号标签[１８]

英国　 ２００６年 成年人群 否 分 类 模 型/

阈值系统

绿色、黄色、红色表示

脂 肪、饱 和 脂 肪 酸、

钠、糖 等 限 制 性 营 养

素含量的健康程度

均采用颜色编码 表 示 食

品健康程度;均根据限制

性营养素含量设 置 颜 色

编码阈值

警 告 标

签[６]

智利　 ２０１６年 １４岁以下

人群

是 分 类 模 型/

阈值系统

表示 高 能 量、高 饱 和

脂 肪 酸、高 钠、高 糖

食品

均对高糖、高饱和脂肪酸

饮料强制实施标 识 并 禁

止广告宣传

营 养 评 分

标签[１９]

法国　 ２０１７年 ３ 岁 及 以

上人群

否 半 连 续 模

型/结 合

系统

以 A~E以及绿色、红

色等５种颜色对食品

整体营养健康状况进

行评价

均对食品的健康 程 度 进

行分类评级与颜色编码;

突出等级

６　启发

与新加坡相比,中国在利用营养标签引导居民减少

含糖饮料消费方面比较滞后,表现为仅在预包装饮料应

用而现制饮料缺失、鼓励型(如低糖、无糖营养声称)居多

而警告型标识空缺、标签与广告禁令脱钩等不足.因此,

借鉴营养等级标签提出若干启发.

６．１　加快糖含量信息强制性披露,为包装饮料FOP标识

有效实施提供基础保障

支撑新加坡强制性 FOP标识落地实施的配套措施

很多,其中最基础的是营养信息列表强制披露糖含量信

息,既能减少制造商执行营养等级标签的成本,又能便于

消费者找到评级依据,也提高了政府监管效率.相比之

下,糖含量信息尚未是中国营养成分表强制披露的信息,

虽然«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２８０５０—２０１１)修订

征求意见稿将糖列为营养成分表强制标示的成分,但一

直悬而未决,糖含量仍是商家自由选择标示的内容,这导

致高糖饮料制造商不愿意披露糖含量,而低糖或无糖饮

料商家愿意披露糖信息但较高的售价会让部分消费者转

向含糖量更高的替代品.为克服鼓励型标签的局限性,

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加快推进糖信息的强制性披露,然后

再谋划 FOP标识,忌讳本末倒置,避免重蹈“健康选择”

标识覆辙.

６．２　设定新标准法规,促进FOP标识的应用扩大到现制

现售饮料

随着中国居民对休闲娱乐的需求越来越高,现制咖

啡、奶茶、果饮的消费量不断增加,逐渐成为居民不断增

长的糖来源,但这些现制饮品非预包装食品,不受中国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２８０５０—２０１１)的约束,

也不要求披露任何糖含量信息,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

况下摄入更多的糖.为从更多渠道减少居民的糖摄入

量,可借鉴新加坡营养等级标签,针对现制现售饮品制定

FOP标识,对于非预包装食品缺乏营养成分表信息的难

题,可通过标准制定、立法规范、监管抽检、严格处罚等组

合措施推进现制饮料强制性警告FOP标识落地实施.

６．３　实施营养健康评级FOP标识,支撑高糖饮料广告禁令

落地实施

在中国,含糖饮料的广告营销不受禁止,仍在诱导公

众尤其是年轻群体消费含糖饮料,这变相地削弱减糖控

糖行动效果.事实上,中国缺乏高糖饮料禁令实施抓手,

建议借鉴营养等级标签经验,尝试设计营养健康评级标

识,在营养素度量法模型开发阶段可先摸查国内在售包

装饮料含糖量分布规律,根据饮料糖量摄入比例设置含

糖量阈值,将高于阈值的饮料划入广告禁区.如果标签

推行受阻,首次实施时的阈值可适当放低,然后逐步提高

标准,倒逼饮料产业健康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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