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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文献分析法,梳理了日本食育政策的演变路

径,分析了食育基本法的内容、目的.并基于日本食育政

策推进的多重目标与多元主体角色分工视角,总结了日

本食育政策推进的经验:中央、地方分工明确,中央统整,
并尊重地方自治权;食育从小扎根;多元的食育行动方

案;规划具有特色的食育课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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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literatureanalysis,thispaperreviewsthe

evolutionpathofJapan＇sfoodeducationpolicyandanalyzesthe

contentandpurposeofthebasiclawoffoodeducation．Basedon

theperspectivesof multipleobjectivesand multiＧsubjectrole

division,theauthorsummarizestheexperienceofJapan＇sfood

educationpolicypromotion．Theirexperiences mainlyinclude:

cleardivisionoflaborbetweenthecentralandlocalgovernments,

centralunificationandrespectforlocalautonomy．Foodbreeding
rootsfrom a young age; Diversified feeding action plans;

Planningfoodeducationcourseswith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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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是人类日常生活中相当重要的行为,日常饮食

生活也集中反映了个人的社会文化背景.通过对国内外

既有文献梳理可以发现,饮食和农业之间的密切联系、食
品过度加工以及农业生产行为不当等问题对人的健康产

生了较大的威胁,食品安全问题正日益受到重视[１－５].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日本政府开始意识到食品安全和健

康问题与农业和农业产业文化息息相关.近年来日本政

府积极通过立法的形式逐步推行食育,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有效 改 善 了 日 本 粮 食 自 给 率 和 居 民 健 康 恶 化 的

问题[６].

２００５年,日本«食育基本法»正式颁布,颁布此法的目

的是希望通过食育政策来唤醒民众与土地的连结,举全

国之力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政策与法规着手,推动

家庭、学校、民间团体以及食品相关从业者共同参与到食

育的宣传推广之中.在各级政府与全民共同推动下,日
本成为全球食育的标杆国家[７－８].鉴于此,文章拟以当

前日本的食育政策为研究对象,分析日本食育基本法的

内容、目的,并基于日本食育政策推进的多重目标与多元

主体角色分工视角,总结日本食育政策推进的经验,以期

为中国食育政策的推进提供借鉴.

１　日本食育政策的演变路径
食育的概念最早是由日本学者石冢左(１９８６年)提

出,他认为体育智育即是食育.在提倡德育、智育的同

时,只有通过实践来获取饮食知识和饮食能力的教育,才
能达到培养健康饮食生活的目标[９].１９９３年日本学者铃

木善次指出食与农是一体的,认为食物是人类社会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元素,而食物来自于农业、环境,通过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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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关系,对社会的意识、生活形态改革的动机,应重

新检视食育的意义[１０].１９８８年,«食育»杂志由日本农山

渔村文化协会创办,该杂志出版的意义在于让人们重新

审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生活方式,儿童的健康与安全食

物的摄入都必须通过学校与地方相互联系,共同推动食

育运动.２０００年,食育的概念开始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广

泛使用开来[１１－１２].２００５年,日本«食育基本法»正式颁

布.图１为日本食育发展演变图概况.

图１　日本食育发展演变图

Figure１　EvolutionoffoodeducationinJapan

　　日本在２００５年７月公布«食育基本法»并规定每年６
月为食育月,每月１９日为食育日,目的在于培育居民养

成正确的饮食习惯及掌握选择食物的能力,践行健全的

饮食生活.表１为日本食育政策及实施内容[１３].

２　日本食育推动的多重目标
日本食育的推动具有多重目标的属性,主要体现在

以下方面.

２．１　通过食育传承日本传统饮食文化

日本被海洋环绕,四季物产丰富,各地区的农林渔业

也因丰富的资源而建构起多样化的饮食文化.但近年来

因全球化及流通技术的进步,生活形态的多样化等等,日
本传统的饮食文化并未被完全继承,且渐渐失去其特

色[１４].基于此,日本政府希望通过食育活动,加深国民对

表１　日本食育政策及实施内容

Table１　Foodeducationpoliciesandimplementation
contentsofJapan

政策 实施内容

家庭食育 １．儿童生活习惯养成计划;２．亲子保健活动

学校食育

１．学校营养师讲习;２．食品营养教育为核心的

食育推进计划;３．饮食教育教材;４．学校供餐

调查研究;５．学校供餐卫生管理调查研究

地区性食育 １．健康日本国民健康运动;２．日式饮食推动

农 林 渔 业

食育

１．推动农林渔业体验活动;２．地产地消;３．食

品废弃物的减量及再利用

食 品 信 息 研

究交流

１．风险沟通;２．食品安全之消费者沟通;３．提

供食品安全、饮食形态信息

乡土料理、传统食材、用餐做法等的认识,通过对传统饮

食文化的关心而推行传统饮食文化的保护和继承.

２．２　通过食育活化乡村,提高粮食自给率

为了将传统的饮食文化或饮食生活传承下去,日本

政府希望通过食育政策推广有地方特色的饮食文化,促
进国人对传统饮食文化有更多的了解,促进城市与乡村

的共生与交流,促进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交流,建立消费者

与生产者的信赖关系.同时,通过食育使国人充分理解

日本当前的粮食供需现状,进而提高粮食自给率[１５].因

而,日本食育政策的目标之一在于通过食育活化乡村、提
高粮食自给率.

２．３　通过食育减少食物浪费

«２０１５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显示,世界上约

有８亿人口处在饥饿及营养不足的状态之中[１６].根据日

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每年约有６４０t的食物被浪费,远超日

本每年对世界的食物援助量的３２０t[１７].因此,为了改善

粮食安全问题,减少食物浪费的措施是必不可少的.日

本政府希望通过食育政策的推进,对食品相关从业者的

商业活动进行检视,并积极开展能让消费者亲身体验减

少食物浪费的相关活动,与相关国家、地方公共团体、食
品行业相关从业者以及消费者等主体开展各式各样的合

作,开展从食品制造到消费的食品供给过程、减少食物浪

费的国民运动[１８].

２．４　推进食育的终身教育

食育作为一种生活素养,从营养知识的学习到饮食

文化的养成均为其中一环.日本政府认为食育是一种终

身教育,完整的食育不是单纯的营养教育,而是生活素养

教育,涵盖个人的饮食习惯到饮食文化传承,食育会影响

人的一生,应该终身学习.日本政府认为日本国民不管

是０岁或是１００岁,每一个年龄层都相当重要且有不同

的需求,因此推进食育的内容不应该是单一层面,应该针

对不同的年龄层需求有不同的推广方向,因材施教才能

将食育理念与生活绑在一起,发挥真正的作用.

２．５　促进食育系统化规范化推行

日本推广和饮食相关的政策法规有很多,包含１９４７
年将营养师资格法制化的«营养师法»,１９５２年制定«营养

改善法»,１９５４年«学校供餐法»,１９９９年«食料、农业、农
村基本法»,２００２年废止«营养改善法»增修«健康增进

法»,２００５年日本内阁府在这些政策基础下订立了«食育

基本法».在此之前,各部门已有将近５０年的时间是各

自执行,直至«食育基本法»的推出由此树立中心思想,再
系统化有方法地逐步展开[１９－２０].自此日本全国推动食

育都必须遵循«食育基本法»的原则规范,并给予足够的

财政支持.

３　日本食育推动的多元主体角色分工

日本食育推动的组织架构,是由中央政府召开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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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会议,与农林水产省、文部科学省、厚生劳动省、食品

安全委员会、消费者厅相关单位共同合作推动(见图２),

地方则由都道府县、市町村分别办理食育推进会议并制

定食育推进基本计划,与学校、卫生单位、医疗机构、农林

渔从业者、食品相关从业者等相关单位紧密合作,食育推

动不仅是政府部门的工作,更需要民间团体积极的参与.

图２　日本食育推动架构图

Figure２　StructureoffoodeducationinJapan

３．１　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的主要工作及分工:① 由内阁府制定总体

基本计划,并带领其他部门,包括食品安全委员会、文部

科学省、农林水产省、厚生劳动省以及消费者厅等部门,

共同规划推动食育相关政策的制定,并建立密切合作的

支援体系;② 与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开展密切的合作,共
同推动食育政策[２１].

３．１．１　农林水产省　农林水产省的主要工作:① 促进生

产者与消费者的沟通交流,以提升粮食自给率以及扩大

国产农产品的消费;② 与地方都道府县、市町村积极合

作,共同推动食育政策、开展食育协议会以及食育相关情

报的收集.

３．１．２　厚生劳动省　厚生劳动省的主要工作:① 通过举

办各种类型的社区活动,进一步提升国民对食育的关心

程度;② 进一步强化食品相关从业者的社会责任感,鼓励

其参与到食育的推广工作中来.

３．１．３　文部科学省　文部科学省的主要工作是鼓励学生

通过一系列的食育课程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主要体现

在３个方面:① 对学生开展传统饮食文化教育;② 对学

生开展生活教育;③ 对学生开展营养教育.

３．１．４　食品安全委员会　食品安全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在

于确保食品安全.主要体现在３个方面:① 及时向国民

发布各类食育信息;② 推动各类食育教材的编写;③ 开

展科学性的食品安全风险管理.

３．１．５　消费者厅　消费者厅的主要工作:① 办理减少食

物浪费等工作;② 向社会大众宣 传 循 环 再 利 用 食 品;

③ 向社会大众强调食品标示.

３．２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① 积极和中央政府的食育政

策衔接,并在此基础之上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区域特性;

② 在县、乡镇一级地方政府成立食育推进小组、食育推进

委员会.

３．３　民间团体

民间团体的主要工作:① 组建一个绵密的网络结构,

拉近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及时分享资源、互通有无;

② 与政府、家庭、学校、医疗机构以及食品相关从业者等

主体积极开展合作,共同参与食育的推动工作.

３．４　农林渔相关从业者

农林渔等食品相关从业者的主要工作是在自身积极

推进食育的同时,积极配合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其他

民间团体实施推进食育的对策与食育相关的活动.

３．５　学校

学校的主要工作:① 促进学生营养均衡.通过食育

课程改善学生和家长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进而促进

学生的营养均衡;② 重视食作教育.在各级学校中安排

农业体验课程,让学生可以得到与土地和农作物接触的

机会[２２].

３．６　家庭

家庭的主要工作:① 共食.尽量做到每个家庭成员

可以一起吃早餐及晚餐,在共食的过程中,除了可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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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的身体健康之外,还可以增进感情,提高家庭成员幸

福感;② 多吃米食和传统食物.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日
本民族的很多传统习惯逐渐被西方饮食所取代,因而希

望通过在家庭层面推动米食和传统食物,有很强的必

要性[２３].

３．７　国民

日本«食育基本法»制定的基本理念在于培养国民终

身的食育学习,鼓励国民亲自体验食物的产销过程,让国

民加强与生产者的交流;同时结合区域地方特色,让国民

了解饮食文化及粮食供需状况,并由地方逐步推广到全

国;通过食育以确保食品安全性,并对自然及食品相关人

员怀有感恩的心,以养成健康身心及丰富的人性.

４　日本食育推进对中国的经验启示

４．１　中央与地方分工明确

日本政府在推动食育的过程中涉及到的部门众多,
但是各部门之间分工明确,通过对食育信息的共享,让中

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推动食育的过程中,均能够实现有

效率的宣传推动.食育推动目标的设定,主要由地方政

府自行制定,其推动目标及成果各自独立,同时又能够互

相支援和及时地进行信息交流.各地农政局向上对中央

政府的管理部门负责,向下督导各地方推动食育的政府

单位,而各地方政府的保健、农业及教育等政府单位的食

育相关业务又直接对中央政府的厚生劳动省、农林水产

省及文部科学省是直接负责的关系.

４．２　食育从小扎根

饮食危机不只是日常生活中的食品安全问题,还包

含儿童的偏食与饮食不均衡等不良的饮食习惯.正确的

饮食观念从小培养比较容易生根,启蒙饮食正确价值观,
应从教育开始.因而学校成为推动食育的重要场所,日
本社会对学生的食育教育也不遗余力,通过校园农业体

验、午餐教育、饮食相关知识课程以及校外实地考察等课

程,采取 多 元 活 动 与 融 入 教 学 的 方 式,积 极 推 动 食 育

教育.

４．３　多元的食育行动方案

日本各级政府致力于向民众宣传健康生活的观念,
力求将健康饮食的观念提升为一种全民运动,其目的是

希望民众能够形成共识,继续继承和弘扬日本的传统饮

食习惯;民间团体和学校则致力于研发健康饮食的生活

方式及课程,让学生和居民可以很快检讨自己每天所吃

的食物,并及时加以改正.法令面:整合相关政府机构与

单位开展食育计划,并联合教育部门、卫生部门等进行跨

部门合作,由上而下渐次整合,全面而深化的推动食育工

作.食育的推动法令,可以单独以食育条例立法,也可以

在现行环境、教育、农业等法令中设置食育条例,同时应

将食育列为国家重要的政策.制度面:食育牵涉层面广

泛需由中央政府跨部门共同推动,建议由教育、卫生、农

业等相关部门共同成立计划,全面推动,方能得到全面性

的效果.

４．４　规划具有特色的食育课程

食育的目的在于通过教育手段如融入课程教学、体
验实作、演讲参观活动等,培养学生正确的健康饮食观

念.在课程与教学方面,若能结合地方焦点话题特色,规
划具有特色的校本课程,获得学生与家长的价值认同,共
同推动食育,让学校成员、教育伙伴及社区大众共同学习

在地的知识,并了解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尽力去做好教育

工作,则可吸引更多学生就读的意愿.食育的课程设计,
并无统一的标准可供参考,学校必须考量学校所在区域

的环境差异而有所调整,有效利用地区特色的饮食习惯.

５　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就有“民以食为天”的观念,食育

就是要建立人与食物、人与土地的关系,让居民能够了解

自己吃的食物,培养居民选择食材的能力,并且对农业生

产有更丰富、更立体的认识.日本食育基本法的推出具

有多重目标的属性,通过多元主体角色的明确分工,使得

日本食育政策的推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日本推进食育

政策的基本经验,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之间应分工明确,信息共享,有效推动食育进

程;应制定多元的食育行动方案,从小培养健康的饮食观

念;应规划具有特色的食育课程,有效利用不同地区具有

特色的饮食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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