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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剂法律规制的中美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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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 北京  100048; 2. 北京市食品添加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  100048) 

摘  要: 食品添加剂的规范和管理是关系食品安全的一项重要内容。美国对于食品添加剂的生产、销售和使用, 

有着严格的法律规范, 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管理办法和措施。本文通过对比中美两国关于食品添加剂的法律

法规、标准体系以及监管体系, 为完善我国食品添加剂法律规制提供借鉴。本文主要介绍了美国食品添加剂法

律规制的现状, 包括美国较为完备的立法体系及严格的监管模式, 分析了我国在《食品安全法》为核心的法律

体系下食品添加剂法律规制的现状及问题。在肯定了我国《食品安全法》对于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作用的同

时, 也指出了现阶段我国食品添加剂的滥用和误用、违法使用标识、食品添加剂安全标准有待完善、监管机制

存在弊端等问题。通过立法和监管两个层面对中美两国食品添加剂法律规制进行的对比研究, 对我国食品添加

剂法律规制提出了完善建议, 包括强化监管执法力度、加强风险评估、完善安全标准和整合监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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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legal regulation of food additives between 
China and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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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ulation and management of food additives is an important part related to food security. The 

USA has strict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production, sale and use of food additives, which has formed a 

series of mor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approaches and measures.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food additives between China and USA, as well as the standards and regulatory system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egal regulation of food additive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related study. The article describes 

the status of the US legal regulation of food additives, including its comprehensive legislative system and strict 

supervision mode, and also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in our country under the “Food Safety 

Law” as the core of the legal system of legal regulation for food additives. Also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re are many drawbacks such as abuse and misuse of food additive, illegal use of the logo, food 

additive safety standards to be perfect, and the regulatory and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 to be enhanced in 

China. The legal regulations of food additives were compared by the legislative and regulatory levels between 

China and USA. The comparison suggests some practice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regulation and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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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forcement, and strengthening the risk assessment, improving safety standards and integrating regulatory 

authorities. 

KEY WORDS: food additives; legal regulation; comparison study 
 
 

1  引  言 

众所周知, 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发展, 关系到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利。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不

当可能成为食品不安全的因素, 进而危及人们的健康和生

命。因此, 食品添加剂的规范和管理是关系食品安全的一

项重要内容。如何通过法律对食品添加剂进行规制, 解决

好食品安全问题, 以充分保护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是我国也是全世界各国政府应当重视的战略任务。 

2  美国食品添加剂法律规制的现状 

美国食品添加剂的产值和种类都位居世界前列。美国

对于食品添加剂的生产、销售和使用, 有着严格的法律规

范, 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管理办法和措施。 

2.1  美国食品添加剂法律规制的立法体系 

美国的食品安全立法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其食品

安全法被公认为是较完备的法规体系。对于食品添加剂的

规制既有《联邦食品、药品与化妆品法》、《联邦法典》等

综合性法律, 又有《食品添加剂补充法案》、《着色剂补充

法案》等具体性法规。 

美国食品法的基础是《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条例》, 

该条例成为规制美国食品添加剂最核心的法律之一, 如今

也已成为世界同类法中最全面的一部法律, 为其食品安全

的管理提供了基本的原则和框架, 奠定了美国安全监管体

制的基础[1]。该条例于 1958 年进行了一次修改, 修改的内

容主要针对食品添加剂的管理。其要求生产商使用添加剂

应在“相当程度上”保证对人体无害, 即确保“零风险”。该

条例对食品添加剂做出了定义: “食品添加剂是指被直接或

间接用于食物成为其成分或影响其特性的任何物质[2]。”  

另一部重要的法律是美国 《联邦法典》(CFR), 该法

典定义: 食品添加剂是指包括所有未被《联邦食品、药品

和化妆品法》第 201 节豁免的, 具有明确的或有理由认为

合理的预期用途, 直接或间接地, 或者成为食品的一种成

分, 或者会影响食品特征的所有物质。用于生产食品容器

和包装物的材料如果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被包装在容器中食

品的成分, 或影响其特征的所有物质也符合食品添加剂的

定义[3]。因此, 在美国的立法中食品添加剂的范围是较为

广泛的。它可以是直接或者间接进入食品并成为食品一部

分的任何一种物质, 既包括直接食品添加剂又包括间接食

品添加剂[4]。所谓直接食品添加剂, 是指直接加入到食品

中的物质。间接食品添加剂, 是指包装材料或其他与食品

接触的物质 , 在合理的预期下 , 转移到食品中的物质 [5], 

即经与食品充分接触之后融入食品的物质也被认为是食品

添加剂。 

此外, 美国规制食品添加剂的法律还有《食品添加剂

补充法案》[6]和《着色剂补充法案》[7]。《食品添加剂补充

法案》是于 1958年通过, 由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和美国农业部(USDA)贯彻实施。该法案规定了食品添加剂

的允许使用范围、最大允许用量和标签表示方法。《着色剂

补充法案》于 1960年议会通过, 将色素从食品添加剂中划

分出来单独管理, 并将色素分为有证及无证两种, 前者是

人工合成色素 , 后者是天然色素 , 两者的生产者均要向 

FDA证实其纯度及安全性[8]。 

2.2  美国对食品添加剂的监管模式 

2.2.1  实行严格审批 

美国法律规定, 由 FDA 直接参与食品添加剂法规制

定和管理。美国的食品添加剂在生产、销售和使用环节都

需要经过 FDA的严格审批。根据《食品添加剂补充法案》

的规定, 只有符合安全标准、经过评价和公布的食品添加

剂才能生产和应用, 没有经过审批认定和没有科学数据证

实认定的新食品添加剂都被认为是不安全的[9]。一般而言, 

新的食品添加剂使用者还需要向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提供该

食品添加剂在制定食品中的安全数据等资料, 经过严格的

审查确定该食品添加剂使用的安全性。 

与此同时, 法律规定了两类食品添加剂是免于审批

的: 一是“前批准”食品添加剂。经 FDA 或农业部(USDA)

在 1958年修正案前已确定其安全性的所有添加剂。如午餐

肉中使用的亚硝酸钠及亚硝酸钾[10]。二是“通常被认为是

安全的”(即 GRAS)添加剂。专家们根据这类添加剂在

1958 以前的安全使用史及发表的科学论文已承认其安全

性。例如: 盐、糖、调味品、维生素、味精等物质都属于

这类食品添加剂[11]。当然, 这样的豁免不是绝对的, 如果

有证据证明 GRAS 添加剂或者“前批准”食品添加剂是不

安全的, 联邦政府可以采取行动禁止使用或要求进一步

确定其安全性。 

2.2.2  对部分重点食品领域实行双重管理 

美国的监管分工明确, 主要由 FDA 和 USDA 负责食

品安全。FDA直接参与食品添加剂法规的制定和管理, 肉

类由 USDA管理[12]。因此用于肉和家禽制品的添加剂需得

到 FDA 和 USDA 双方认证。而酒和烟由酒烟草税和贸易

局(TTB)管理, 用于酒、烟的食品添加剂也实行双重管理
[13]。食品添加剂立法的基础工作往往由相应的协会承担。

如食品香精立法的基础工作由美国食品香料和萃取物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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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协会(FEMA)担任, 其安全评价结果得到 FDA 认可后, 

以肯定的形式公布, 并冠以 GRAS的 FEMA号码。随着科

技进步和毒理学资料的积累及现代分析技术的提高, 每隔

若干年后, 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会被重新评价和公布[14]。 

2.2.3  强调政府管理的公开透明 

美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在规制食品添加剂的过程中 , 

特别强调政府管理行为的公开透明。其主要方式是通过

公众监督得以实现, 美国《行政程序法》、《联邦咨询委

员会法》和《信息公开法》都特别规定了食品安全管理

过程中要受到公众的社会监督。这样的规定使得政府对

食品安全的管理规制更加谨慎, 防止出现权力滥用和玩

忽职守的现象。  

2.2.4  规范食品添加剂质量标准 

在美国, 食品添加剂的产品规格必须符合美国食品

用化学品法典(FCC), 它是 FDA 评价食品添加剂质量是否

达标的一项重要依据[15]。FCC 作为食品添加剂行业的权威

标准在国际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可, 许多食品用化学品的

制造商、销售商以及用户将 FCC 中的标准作为他们销售

或购买合约的基础[16]。 

3  我国食品添加剂法律规制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工业化的进步,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已

经变得十分普遍。近几年来, 不断有媒体曝出“黑心商家”

生产、经营有毒有害食品或者食品添加剂滥用而引起的一

系列食品安全事故, 给社会公众带来了巨大的心理恐慌。

自 2009年的《食品安全法》颁布, 其中的一大亮点就是对

我国食品添加剂进行了更为明确的法律规制, 甚至将严管

食品添加剂作为一项核心问题。 

3.1  我国规制食品添加剂的立法规制 

3.1.1  食品添加剂的法律概念 

《食品安全法》是规制我国食品添加剂最核心的法律
[17], 其对食品添加剂作出了明确定义。其中第 99 条规定: 

“食品添加剂是指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

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

物质。[18]”2010 年 6 月 1 日实施的《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督

管理规定》[19]把食品添加剂定义为: “经国务院卫生行政部

门批准并以标准、公告等方式公布的可以作为改善食品品

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

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 

3.1.2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 

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安全标准是所有食品

标准中唯一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标准[20]。因此食品添加剂

的生产、销售、使用也必须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

法》第 54条规定, 作为食品添加剂的标准需要满足两项要

求: 一是在技术上确有必要, 二是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

可靠, 且两项要求必须同时满足, 方可作为允许使用的食

品添加剂标准。食品添加剂标准的修改也必须遵循这两项

要求。 

随着食品添加剂危及食品安全的事件频发, 我国立

法部门对食品添加剂标准的制定已经明显加快脚步并取得

了一定成效[21]。2011 年 6 月, 卫生部颁布的《食品添加

剂使用标准》实施, 涵盖了食品添加剂、食品用加工助剂、

胶母糖基础剂和食品用香精等 2314 个品种, 涉及 16 大类

食品、23 个功能类别[22]。此外, 卫生部于 2011 年 7 月又

颁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复配食品添加剂通则》[23], 此

标准用于除食品用香精和胶基糖果基础剂以外的所有复配

食品添加剂。 

3.2  我国《食品安全法》对食品添加剂的法律规制 

3.2.1  实行准入许可制度 

我国《食品安全法》从源头上加强了监管, 对食品添

加剂实行准入许可制度[24]。由于食品添加剂的用途、性质

等与食品存在较大不同, 与工业产品更为接近, 因此, 申

请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的条件和程序, 按照有关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管理的规定执行[25]。《食品安全法》第 44条也

规定, 利用新的食品原料从事食品生产或食品添加剂新品

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的生产, 必须向卫生部门提交安

全性评估材料, 申请许可。 

3.2.2  明确关于食品添加剂品种、适用范围和用量的安全

使用标准 

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安全法律控制体系的核心环节。

我国的《食品安全法》详尽列举了食品安全标准的具体内

容。其中,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也必须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

准。主要表现在: 第一, 食品生产者应当依照食品安全标

准关于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的规定使用添

加剂[26]。同时要符合使用食品添加剂的一般原则, 例如: 

“不应对人体产生任何健康危害; 不应掩盖食品腐败变质; 

不应降低食品本身的营养价值; 不应掩盖食品本身或加工

过程中的质量缺陷或以掺杂、掺假、伪造为目的而使用食

品添加剂等等”[27]。第二, 不得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

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3.2.3  食品添加剂的风险评估与风险监测制度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是对食品、食品添加剂中生物性、

化学性和物理性危害对人体健康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所进

行的科学评估[28], 包括危害识别、危害特征描述、风险特

征描述等。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是针对某种食品的使用安全

性展开的评价、预警和监测, 是对食品安全风险进行评估

的基础和前提, 也是风险评估阶段的数据来源[29] 。我国在

针对食品添加剂的法律规制中不可避免地要进行风险评估

和风险监测。 

3.2.4  食品添加剂的标示说明管理 

由于标签、说明书和包装是保持食品添加剂品质, 保

证使用安全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因此我国《食品安全

法》中第 47条、第 48条对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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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等进行了规范和管理。首先,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不得

虚假、夸大说明, 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或治疗功能[30]。其次, 

标签上必须载明“食品添加剂”字样, 并载明规定事项。最

后, 生产者对食品添加剂的标签及说明书上载明的内容

负责。 

3.3  现行法环境下的问题分析 

由于食品添加剂产业发展迅速, 我国食品添加剂的

使用仍存在许多问题。 

3.3.1  食品添加剂的滥用和误用 

2011年 4月央视对上海华联等超市的“染色”馒头进行

了报道。有在馒头中掺入防腐剂山梨酸钾、甜味剂甜蜜素

等添加剂后进行销售。虽然以上的食品添加剂均为我国合

法的食品添加剂, 但是其使用范围并不包括发酵面制品, 

且其使用计量有着明确的规定。而本案中的染色馒头因滥

用了食品添加剂就会威胁到人们的健康安全。可见, 虽然

我国立法上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已经规定了严格的安全标

准[31], 但是如果不法商家滥用、误用食品添加剂, 依然会

给消费者的健康带来危害。《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明确规

定了食品添加剂的功能类型、适用范围和最大用量, 并且

明确只有被列入此标准的食品添加剂才是合法的。然而, 

从目前国内所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来看, 食品添加剂滥

用、误用现象却屡见不鲜, 存在超量、超范围使用食品添

加剂的现象, 甚至有添加非法物质的现象。在实务中, 不良

商家往往为了降低成本, 掩盖食品本身的不新鲜, 过量、超

范围地使用食品添加剂[32]。 

3.3.2  违法使用食品添加剂标识 

为了追逐利益, 一些商家无视我国《食品安全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不正确或不真实地标识食品添加剂, 存

在误导和欺骗消费者的现象, 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33]。而

且这样的行为很可能成为食品安全的隐患, 使得企业借机

隐瞒食品添加剂滥用或非法添加食品添加剂的事实。此外, 

公众对真实的食品添加剂名称、用量、使用范围不知情, 也

使得社会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误读更为深化。 

3.3.3  食品添加剂安全标准有待完善 

首先, 我国食品添加剂的产品标准基本上是每一个

产品制定一个独立标准。这种模式在有其自身优势的同时

也存在许多问题。突出表现首先是建立的产品标准与批准

使用品种不配套, 食品添加剂产品标准数量远落后于已批

准使用品种的数量, 许多使用多年的食品添加剂只能靠企

业标准控制产品质量[34]。其次, 我国现行的标准体系比较

混乱。一些添加剂品种同时存在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最

后, 我国的食品添加剂标准使用周期较长、更新速度较慢, 

不利于对发展迅速的食品添加剂进行及时有效地法律规制

和监管。 

3.3.4  食品添加剂监管机制存在弊端 

严格监管是促进食品添加剂科学规范使用的手段之

一,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必须对食品添加剂的日常监管

十分重视。然而在当下的监管中, 仍存在着一些弊端: 首

先, 我国虽然在法律规制上已经设置了食品添加剂的风险

评估与风险监测制度, 但是这些规范实际应用到社会生活

中的效果却并不理想。相关监管机制并没有起到应起的作

用。其次, 一些必要的相关配套规则也并不够健全。例如: 

由于食品添加剂的数量多且使用范围广, 许多基层地方没

有检测机构, 或者虽然存在必备检测设施但是相对简陋, 

精密度不够, 或未及时更新设备。如此一来, 城市和基层风

险评估与检测资源分配不均, 尤其缺乏毒理性试验、复合

添加剂以及高灵敏度污染物的专业技术人才和设备[35]。最

后, 涉及我国的食品添加剂管理部门包括质检、工商、卫

生、医药等多个政府部门[36], 分工虽然明确, 但是各部门

之间有监管权力交叉现象, 容易导致监管资源的浪费或者

监管不力的现象, 因此无法有效发挥各部门的监管效益。

另外, 监管部门的管理程序和实际执法也不够公开透明等

等。可见, 在监管机制上有待完善的地方还有很多。 

4  食品添加剂法律规制比较研究及对我国的完

善建议 

4.1  中美食品添加剂法律规制的比较 

4.1.1  立法层面 

(1) 食品添加剂的概念比较 

在概念上, 我国对食品添加剂的定义主要突出其功

能。目前, 我国列入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管理的食品添加

剂共有 23个类别, 2314个品种[37]。其中 23个类别的食品

添加剂主要是基于使用功能的不同而分类, 具体包括: 酸

度调节剂、抗结剂、消泡剂、抗氧化剂、漂白剂、膨松剂、

胶基糖果中基础剂物质、着色剂、护色剂、乳化剂、酶制

剂、增味剂、面粉处理剂、被膜剂、水分保持剂、营养强

化剂、防腐剂、稳定剂和凝固剂、甜味剂、增稠剂、食品

用香料、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其他等。 

通过比较研究, 美国规定的食品添加剂的定义并没

有描述食品添加剂本身的功能。根据美国联邦法规 CFR的

规定, 美国的直接食品添加剂有 32 种分类, 具体包括: 抗

结剂和自由流动剂、抗微生物剂、抗氧化剂、着色剂和护

色剂、熏制和腌渍剂、面团增强剂、干燥剂、乳化剂和乳

化盐、酶、固化剂、风味增强剂、香料及其辅料、面粉处

理剂、配方助剂、熏蒸剂、保湿剂、膨松剂、润滑剂和脱

模剂、非营养性甜味剂、营养补充剂、营养性甜味剂、氧

化剂和还原剂、pH调节剂、加工助剂、推进剂、充气剂和

气体剂、螯合剂、溶剂和载体、稳定剂和增稠剂、表面活

性剂、表面处理剂、增效剂、组织改良剂。除此之外, 根

据美国立法的规定, 食品添加剂还包括直接或者间接进入

食品并成为食品一部分的任何一种物质[38]。因此, 从外延

上看, 美国的定义范围更为广泛。那些用于生产食品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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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包装物的材料如果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被包装在容器中

食品的成分, 或影响其特征的物质也符合食品添加剂的

定义。这样宽泛的定义无疑可以最大限度地设定法律规制

的对象, 凡是符合食品添加剂的物质均要受到相关法律

的规制。 

(2) 食品添加剂安全标准的比较 

为了保证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 美国对其使用同样

设置相关的安全标准。美国 FDA是管理食品添加剂的负责

机构。美国的食品添加剂在上市前必须通过 FDA审批, 同

时需要生产者提供资料证实其使用安全性[39]。如果申报的

添加剂欲在肉禽制品中使用, 还必须获得美国农业部的批

准。除遵照 2.1所述相关法律规定外, 食品添加剂的产品规

格还必须符合美国食品用化学品法典(FCC)。FCC 作为食

品添加剂行业的权威标准在国际范围内已得到了广泛认

可。由 FDA据此评价食品添加剂质量是否达标。美国关于

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标准并非一成不变。美国政府会根据社

会经济的发展, 对食品添加剂的标准定期进行修订完善, 

以符合工业化生产的安全要求。 

与之相比, 我国虽然也有相关的食品添加剂安全标

准, 但是仍然存在标准缺失的弊端。例如: 国内关于食用

香精标准的缺失。2011年曾被媒体曝光的不法商家在猪肉

中添加“牛肉膏”的事件, 引发舆论哗然。实际上, “牛肉膏”

本属于国家合法的食品添加剂,作为一种复合食品添加剂, 

它被俗称牛肉香精。但是 GB 26687—2011《复配食品添加

剂通则》里明确规定该标准适用于除食用品香精和胶基糖

果基础剂以外的所有复配食品添加剂[40], 也就是说该标准

并不适用于食用香精。如此一来, 目前国内对食用香精并

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标准。因此给不法商家滥用这种食品

添加剂增加了可能性。此外, 在种类、用量和使用范围等

方面, 标准的制定也不够全面和完善。 

(3) 审批制度的比较 

美国规定, 食品中公认为可安全使用的物质不属于

食品添加剂范畴, 即便如此, 这些公认的安全物质的使用

也实行严格管理。由 FDA通过公认安全物质的通报系统确

认该物质的安全性。因此, 美国对食品添加剂的管理更为

严格。美国规定, 除“前批准”食品添加剂和 GRAS 添加剂

可以免于审批, 其余食品添加剂在生产、销售和使用环节

都需要经过 FDA的严格审批, 否则该食品添加剂为不安全

物质, 禁止在食品中使用[41]。 

我国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也实行审批管理, 即准入

许可制度。与美国不同, 我国在新出台的《食品安全法》

中废除了原来的免检制度[42], 即对一切食品添加剂都需要

严格地检查、审批。取消豁免制度是基于我国国情出发, 严

格管理规范食品安全的必然选择。 

4.1.2  监管层面 

(1) 监管规则比较 

美国对食品添加剂实行严格细化管理, 强调监管的

公开透明。与世界各国相比, 美国在食品添加剂管理方面

做得比较规范, 相关监管力度很大。例如: 美国把添加剂

使用申请尽可能地规范化, 内容较为详细负责, 提高门槛, 

限制不法食品添加剂“混水摸鱼”, 并对其用量和用途都有

严格规定。另外, 美国对酒烟、农产品等重点食品领域的

添加剂实行双重管理, 强化食品添加剂的规制。与美国相

比, 我国食品添加剂的监管规则在立法层面上已经逐步趋

于完善, 但是在管理力度、管理程序上仍有待完善。例如: 

在当下的法制环境与背景下, 我国对于食品添加剂的违法

行为主要是通过行政处罚的方式进行监管。《食品安全法》

领域与《行政处罚法》领域的联系不够紧密, 导致在食品

添加剂的生产、使用与流通各个环节中, 面对各种违法行

为, 可能致使行政机关难以对其作出合理的处罚[43]。另外, 

我国也需要加强公众监督的作用, 在源头上杜绝违规使用

食品添加剂的行为。 

(2) 监管机构比较 

美国的监管模式比较简明, 分工清晰。主要由 FDA

和 USDA两个部门负责食品安全。 

比较而言, 我国食品添加剂的管理部门众多, 分工繁

杂。食品添加剂的管理涉及卫生、农业、工信、工商、质

检、食药等 6个部门。卫生部负责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安全

性评价和许可管理, 制定公布食品添加剂的国家标准; 质

检部门负责食品添加剂生产环节监管, 依照国家有关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规定对食品添加剂生产实行许可管

理, 同时对食品生产企业使用食品添加剂进行监管; 工商

部门负责依法加强流通环节食品添加剂质量监管; 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负责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监管; 农业部门负

责农产品生产饲料生产经营环节监管工作; 工业和信息化

部门负责食品添加剂行业管理、制定产业政策和指导生产

企业诚信体系建设[44]。这样的监管模式虽然是分工明确, 

但是涉及的监管部门过于繁杂, 容易出现政府资源浪费、

权力分散、职权滥用等弊端。例如: 关于食品添加剂的许

可管理, 质监部门和卫生部均可以进行。实际上, 在食品添

加剂许可的监管模式中, 权责可以精简统一, 由一个法定

部门进行, 从而保障更有效地利用政府资源。 

4.2  完善我国食品添加剂规制的法律对策 

针对我国现行食品添加剂的管理制度, 通过对比研

究美国立法和监管机制, 从比较法的视野对我国食品添加

剂的法律规制提出一些完善建议:  

4.2.1  强化监管执法力度 

面对我国当前食品添加剂滥用、误用以及商家违法使

用食品添加剂标识的现象, 我们要坚持“立法与监管并重”

的理念。不仅要求立法部门在立法上给予细致明确地规范, 

更需要执法部门在法律的实际运行中加强执法力度进行监

管[45]。因此, 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法律规制, 相关部门必须

严格执法, 依法办事, 坚持违法必究。严格落实食品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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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许可制度; 建立食品企业诚信档案、加强食品企业

备案工作 , 对有违规违法行为的企业打入备案 “黑名

单”[46]。特别是在乳制品等重点监管领域, 其食品添加剂的

监管可学习美国实行多重管理, 提高准入标准门槛。同时

加强滥用食品添加剂、违法使用食品添加剂标识等行为的

处罚力度。 

4.2.2  加强风险评估 

在监管机制的完善上, 我们可以学习美国对食品添

加剂实行严格细化管理, 特别是加强风险评估。美国的食

品安全监管方式是以风险分析为理念的, 科学的风险评估

是美国制定一系列食品安全政策与法律的基础[47] 。我国食

品添加剂的风险评估结果也是制定、修订相关安全标准和

实施监督管理的科学依据, 必须严谨对待。特别是需要进

一步加强我国对食品添加剂毒理学安全评价、暴露量的风

险评估等工作。虽然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法》中已经明

确了关于食品添加剂的风险评估制度, 但在实践操作上仍

存在一些滞后性的弊端。例如: 风险评估所需要具备的安

全性检测技术有待提高。现有的食品添加剂检测体系中, 

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等检测机构缺乏统一规划, 缺少

资源共享机制, 无法发挥很好的联动效果[48]。另外, 检测

方式不能仅仅选择突击式抽查, 不能只重视成品检测, 更

要加强对生产源头的控制。最后, 由于风险评估的基础是

风险监测, 对于监测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也要严格把关, 以

确保监测数据的真实准确。 

4.2.3  完善食品添加剂安全标准 

我国仍处于食品安全立法的初级阶段, 对于食品添

加剂的立法完善还需学习借鉴。我国应加强学习美国和其

他发达国家的食品添加剂产品标准制定模式[49] 。美国设置

的食品添加剂标准体系, 采取的是集成式法典形式。即将

允许使用的添加剂品种规格要求和检测方法编辑集结成一

部法典, 对每个(或几个同类物质) 品种的技术指标专门规

定, 针对技术指标的检测方法, 根据其特点采用适合所有

食品添加剂某些技术指标的通用检测方法; 或对某些品种

的特定技术指标在该品种专论中介绍检测方法; 在与另一

品种的检测方法一致时会直接指向该品种的方法等[50] 。采

取这样的标准体系可以使我国的产品标准体系的综合性与

完整性与国际接轨。国际发达国家的食品添加剂产品标准

制定更新周期短、频率高。我们也应该在基于我国工业化

发展水平不断上升的国情, 从立法层面加强食品添加剂的

规制, 加快对相关领域食品添加剂标准的出台, 缩短相关

标准修改完善的周期。 

4.2.4  整合管理部门, 统一职权 

2009年的《食品安全法》明确了我国对食品添加剂的

监管体制为: 分段监管。我国现行的食品添加剂管理模式

实行的是多头管理, 涉及了政府有关卫生、农业、工信、

工商、质检、食品药品监管等多个职能部门。笔者认为, 重

视食品安全问题是国家的职责, 政府强调分工以及分段监

管没错, 但是也要注重权力集中。在我国当前的法治环境

中, 过多的部门参与食品添加剂的监管很容易出现相互部

门之间管理冲突或者相互推诿的弊端。精简的职能分工反

而更有利于打击食品添加剂滥用、错用的情形, 也可以避

免多头管理、职责不清等现象[51]。因此, 我国应当对食品

添加剂管理部门进行整合, 将权力集中。甚至可将现在的

多部门执法逐渐过渡为一个部门统一负责食品添加剂的监

管工作。同时, 公开政府的监管过程, 用社会舆论监督的方

式防止政府的权力滥用和玩忽职守。 

5  结  语 

食品添加剂在促进食品产业创新和发展、维护食品安

全方面的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由于其关系着食

品安全与人民健康, 因此必须严格把关、谨慎对待。美国

无论是在立法或执法方面对于食品添加剂的规制均是比较

完善的, 特别是其采用严格的食品添加剂标准和严格的监

管模式, 对于我国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食品添加剂的法律规

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食品添加剂

产业发展迅速, 我国食品添加剂的合法使用, 一方面需要

政府借助公权力给予充分保障, 另一方面也必须加强商家

对于商业道德的认知与社会责任感。因此, 通过一定形式

的宣传教育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和理性对待食品添加剂与食

品安全问题是完善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不可忽视的重要途

径。 

我们坚信,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食品添加剂相关法

规和标准的完善、媒体等公众监督的加强, 我国的食品添

加剂品种会越来越丰富。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

同努力, 食品添加剂行业一定会健康有序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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