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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和我国食品包装材料法规及标准比较分析 

王健健, 生吉萍*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 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重视程度的增加, 食品包装作为接触食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安全性以及管理重

要性也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于食品包装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管理

机制。本文分别介绍了欧盟、美国和中国关于食品包装材料法律法规、标准的相关规定, 并对于欧盟、美国和

中国对于食品包装定义、相关规定的差异进行了简要分析, 同时简单介绍了欧盟、美国和中国对于食品包装材

料不同的管理方法, 重点分析了我国食品包装材料标准体系现状, 并发现其存在的问题。指出我国应加快标准

的制修订工作, 完善标准体系, 建立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科学性标准制定程序, 同时应该努力实现国际、国内、

行业、企业共同合作制定食品包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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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food packaging materials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between China and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WANG Jian-Jian, SHENG Ji-Ping*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growing emphasis on food safety, food packaging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food con-
tact, its importance of safety and management performance is well known.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espe-
cially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d the United States (USA) an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formed a ma-
ture management mechanism for food packagi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as made to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EU, USA and China in food packaging materials laws,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And for differences for 
food packaging definition and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in EU, USA and China are briefly analyzed, as well as the 
materials management were briefly introduced. The problems of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food packaging 
materials standards were found. China should speed up the revision of the standard, improve the standard sys-
tem, and establish the scientific standards development process based on risk assessment, and should strive to 
make international, national, industry, and food packaging companies to work together to develop standards. 
KEY WORDS: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ackaging material; laws and regulations; standard 
 
 

1  引  言 

消费者所食用食品的安全风险除了来自于原料自身

生产加工及贮运过程以外, 与食品直接接触的食品容器具
和包装材料的安全风险同样不可忽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卫生法》规定: 包装、盛放食品用的纸、竹、木、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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搪瓷、陶瓷、塑料、橡胶、天然纤维、化学纤维、玻璃等

制品和接触食品的涂料[1-2]。食品包装是食品工业中重要的

一道工序, 使食品便于运输、贮藏和销售[3]。食品包装对

于食品安全有着双重意义: 一是合适的食品包装材料和包
装方式可以保护食品免受化学、物理和微生物因素的影响

以及外界的污染; 二是包装材料本身的化学成分会向食品
中发生迁移, 影响到食品的卫生[4]。近年来, 由于食品包装
材料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雀巢婴幼儿牛奶 ITX
污染事件、国产奶瓶双酚 A事件、白酒塑化剂事件等[5]。

使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的安全性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热点。

我国出口的食品接触性材料因为重金属迁移量、游离单体

及降解物质、微生物等超标等在国外也连连受阻[6,7]。随着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国家之间的关税壁垒已经逐步演变为
关键领域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在食品包装材料方面, 欧盟、
美国、日本等国家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和系统的法律法规

和标准体系对其进行管理。由于我国在食品安全领域起步

较晚, 食品包装材料标准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 但与
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我国作为食品进出口大国, 为避
免由于食品包装材料引起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成, 研究
发达国家法律法规及标准, 并与我国现行标准相比较, 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8]。本文概述了欧盟、美国关于食品包装

材料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简要分析各国特点, 重点分
析我国食品包装材料法规和标准现状和问题, 结合国际发
展和我国国情给出建议。 

2  欧盟食品包装材料法律法规与标准 

欧盟很早就对食品包装材料有着十分严格的管理规

定。1972年欧盟开始制定食品接触材料与制品的相关法律
法规, 1987 年开始欧盟着手于纸质食品包装材料的安全性
研究 [9]。欧盟将食品包装材料称为 Food Connect Mate-
rials(食品接触性材料)来进行管理。欧盟规定食品包装按所
报食品类型分为包装水溶性食品、酸性食品、醇类食品、

油性食品、水溶性酸性食品、酸性醇性食品、油水混合食

品、油性酸性食品、醇类水溶性食品、油性-醇类-酸性混
合食品等 10 大类产品[10]。欧盟对食品接触性材料的要求

包括包装材料允许食用物质名单、迁移量标准、渗透量标

准、成型品质量规格标准、检验和分析方法规定等。 
欧盟的食品接触性材料法律法规采用“层层剖析、逐

级细化”的理念, 由框架性法规、良好生产规范、专项指令、
个别指令和标准等组成。框架性法规是目前关于 Food 
Connect Materials的主导性规章, 主要是 EC NO.1935/2004
《关于拟与食品接触的材料和制品暨废除 80/590 和
89/109/EEC 指令》, 该指令对食品包装材料通用安全要求
进行了规定[11-12]。该项规章建立了包装材料的“惰性”原则: 
材料和制品中的活性成分要具有足够的惰性, 其向食品迁
移的量一定不能危及人体健康, 导致食品组成发生不可接

受的改变或者食品感官特征的恶化[13]。良好生产规范主要

是 EC NO.2023/2006《关于拟与食品接触的材料和制品的
良好生产规范》, 规定了食品包装材料良好生产规范的相
关要求和原则[14]。专项指令是指对框架法规中列举的每一

类物质的特殊要求, 在欧盟规定的必须制定专门管理要求
的 17 类物质中, 仅有活性和智能材料(2009/45/EC)、再生
纤维素薄膜 (2007/42/EC)、陶瓷 (2005/31/EC)、塑料
(2002/42/EC)四种物质颁布了专项指令[15]。单独法规是针

对于某一种特定的物质(例如, 氯乙烯单体)而做出的专门
的规定, 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很小的受众。而欧盟食品接触
性材料标准则是针对具体的成型品或迁移量、渗透量的试

验方法而制定的。 
欧盟对于食品接触性材料的管理采取的是“从源头控

制”的方法, 控制食品接触性材料的原材料生产、加工、使
用过程, 而非针对于具体产品的特定包装材料进行规定。
欧盟特别强调所有食品接触性容器及材料标准必须基于科

学基础上的“风险分析”结果, 消除风险评估中的各种不确
定因素, 将行政管理规定与技术要求合二为一, 使政府管
理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16]。 

3  美国食品包装材料法律法规与标准 

美国联邦法认为, 食品添加剂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
了食品成分或者是改变了食品特性的物质, 包括生产、制
造、包装、预制、处理及运输过程中所接触到的物质和以

上过程中所接触到的放射性物质[17]。因此, 美国将食品包
装材料称为 Indirect Food Additives(间接食品添加剂), 将
其作为添加剂的一部分来进行管理。其管理方式主要有豁

免管理、审批制度和通报制度。作为包装材料或包装材料

的一种成分物质的豁免物质要求迁移到食品中的量低于某

一限值(迁移量小于 0.5μg/kg 或每日通过饮食摄入该物质
的量小于日允许摄入量的 1%), 且不是已知致癌物质[18]。

致癌物质迁移不能超过其半数中毒剂量 TD50。现有 FDA
规定是每公斤体重每天少于 6.25 mg, 随着毒理学研究进
展, FDA将采用适当的最低 TD50值[19]。审批制度是指某

一物质作为食品添加剂进行审批, 如果某种物质通过食品
包装过程迁移到食品中, 且不是通常认为安全的物质, 则
需要对其按照食品添加剂的评价程序进行评价和审批[15]。

在美国联邦法里已经通过审批的与食品包装材料相关的间

接食品添加剂包括胶黏剂和涂覆材料、纸和纸板成分、聚

合物[20]。通报制度主要是针对食品接触物质而言, 食品接
触物质通报要求申请者向 FDA 提供充分的材料(包括: 化
学特性、加工过程、质量规格、使用要求、迁移数据、膳

食暴露、毒理学信息、环境评价等内容), 证明该物质在特
定使用条件下不会影响食品安全[21]。 

美国对间接食品添加剂(即食品包装材料)的管理主要
通过联邦法规来进行规范。美国联邦法规(Code of Fed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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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第 21部分(Title 21)主要规范食品和药品的管理, 
其中第 170-186节规范了食品包装的管理方法。21CFR-174
部分规定了食品包装材料生产企业良好生产规范要求、纯

度要求和其他通用性安全要求[22]。对于成型品, 美国采取
与欧盟相类似的管理制度, 通过控制作为原料的聚合物或
单体的安全性, 来保证最终包装材料的安全, 而对于某特
定的终产品, 不设立具体指标。作为食品接触物质的某种
聚合物或单体或新型添加剂, 采取食品接触物质通报方法, 
对于审批合格的物质采取肯定列表制度, 同时 21CFR根据
不同类别进行具体限量和使用限制的相应规定。 

4  我国食品包装材料标准体系现状 

我国对食品包装材料的卫生监管最早在 1972 年国务
院批准转发的《关于防止食品污染的决议》中, 食品容器
和包装材料被列入引起食品污染的原因之一[23]。之后, 食
品包装材料的安全性引起了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的重视, 
并在 1995年颁布的《食品卫生法》和 2009年取代其作用
的《食品安全法》中都将食品包装材料纳入了其管理范围, 
实施卫生监管, 食品包装材料的安全性有了法律的保护。 

《食品安全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 用于食品的包装
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和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以下称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应遵守本法; 至此, 
我国将食品容器和包装材料列入食品相关产品的管理范畴

进行监管。《食品安全法》进一步明确食品标准的制定应包

含食品相关产品的内容[24]。2009年《食品安全法》正式颁
布实施后, 我国食品包装材料的管理正在逐步完善, 食品
包装材料标准体系正在构建之中。 

目前我国食品包装材料的标准主要由通用性基础标

准、产品标准、检验方法标准三部分构成, 基本具备了较
为完整的食品包装材料标准体系雏形[25]。其中, 最为基础
的通用性标准主要有 GB9685-2008《食品容器、包装材料
用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26]、GB/T23887-2009《食品包装
容器及材料生产企业通用良好操作规范》[27]和 SN/T1880
《进出口食品包装卫生规范》[28]。产品标准主要由产品安

全标准和产品质量标准构成, 产品安全标准规范了诸如塑
料、橡胶、陶瓷、复合包装袋等一系列包装成型品的卫生

规范, 这些产品安全标准主要规定了产品卫生指标, 除此
之外, 还有 GB19778-2005《包装玻璃容器铅、镉、砷、锑
溶出允许限量》[29]、GB8058-2003《陶瓷烹调器铅镉溶出
量允许极限和检测方法》[30]、GB12650-2003《与食品接触
的陶瓷制品铅镉溶出量允许极限》[31]三项涉及具体的重金

属溶出量的安全标准。产品质量标准则是针对塑料制品、

橡胶制品、陶瓷制品等日常使用品的耐热性、机械强度、

阻隔性等质量指标。检验方法标准主要是我国的 GB/T5009
食品卫生理化检验方法系列, 其中两项通用基础方法标准
GB/T5009.156-2003《食品用包装材料及其制品的浸泡试验

方法通则》[32]和 GB/T5009.166-2003《食品包装用树脂
及其制品的预实验》[33]。检验方法的另一个标准系列是

GB/T23296食品接触材料中物质迁移量的检测方法系列, 
其中 GB/T23296.1-2009《食品接触材料 塑料中受限物
质  塑料中物质向食品及食品模拟物暴露条件选择的指
南》[34]规定了迁移实验的通用要求。这两个系列分别规

定了包装材料总添加剂安全限量指标和迁移量指标及

其试验和检验方法, 是我国食品包装材料检验方法的主
要指导标准。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家、消费者对食品安全

重视程度的提高, 我国食品包装材料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建设已经初具规模, 相较于之前的无标可依、无法可究的
局面有了长足的进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评审委员会也成

立了食品相关产品分委会负责食品包装材料标准的制定和

修订, 增大了标准的科学性和透明性, 为食品包装材料的
安全提供了保障。 

5  完善我国食品包装材料标准体系的建议 

虽然我国在完善食品包装材料法律法规和安全标准

上做了很大努力,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在起步阶段, 仍
未建立出以质量安全为核心的食品包装材料标准体系, 相
关标准尚不能满足国内市场、国际贸易和食品安全的需求, 
因此借鉴国外的经验和管理方法非常重要。 

5.1  加快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完善标准体系 

针对于任何可能出现的食品包装材料都建立其自身

的标准是不现实的行为, 所以, 我国应参考欧美等国家的
管理理念, 首先建立食品包装材料通用规范, 现行通用规
范仅有包装材料添加剂一种针对于包材产品的标准, 远不
能满足需求。其次, 学习欧美从源头控制的方法, 完善包装
材料的原材料和加工过程卫生标准, 研究各包装材料使用
条件, 从而控制其终产品使用的安全性, 而非现行的制定
各种终产品的限量标准。再次, 加快标准清理工作的进展, 
避免出现一种产品多重标准的情形, 让商家钻漏洞也给监
督检验机构造成困扰。 

5.2  建立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科学性标准制定程序 

任何食品标准的制定都应该以完善的风险评估工作

为基础。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新型食品包装材料不
断涌现, 判断一种材料是否经济、安全, 只用通过广泛的调
查研究、科学分析、监测网络数据反馈等一系列的风险评

估结果才能确定。而我国整体风险评估工作基础薄弱, 尚
未建立完善的监测体系和暴露量评估体系, 消费者膳食模
型研究工作也比较落后, 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标准制定工
作未得到很好的落实。应加快全国范围内的风险评估体系

建设, 建立暴露量监测和评价模型和消费者膳食摄入量模
型, 建立以风险评估结果为依据的标砖制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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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国际、国内、行业、企业共同合作参与标准制定 

由于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工作起步较晚, 很多限量标
准的制定都是参照国际上其他国家的要求, 但是管理机制
又未达到其他国家的水平, 导致了我国标准体系混乱、标
准制定落后的局面。因此, 学习发达国家的“源头管理”、
“肯定列表”、“通报审批”的管理理念,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对于理顺我国标准体系, 加快标准整合清理工作有很大的
帮助。同时, 新技术的研究与发展使得食品包装工业正在
发生变革[35], 新的食品包装技术使得食品包装除了具有传
统的功能之外, 还具有多功能性(阻湿、防水、杀菌、防腐、
耐油、耐酸等)[36,37]。由于行业、企业未能充分参与到食品

包装材料标准制修订的工作中去, 食品包装材料又是一个
更新换代非常快的产品, 导致了我国食品包装材料标准滞
后于产品的发展。一次, 为了使标准与时俱进、公开通明, 
应鼓励行业和企业参与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运用行业和企
业的技术力量, 既有利于包装材料标准的适用性又增强了
企业对于标准的理解程度, 同时有利于食品包装材料标准
体系的建立和标准的执行。 

6  结  语 

对于食品包装材料的管理, 各国都以法律法规和标
准的形式规范企业行为, 保证产品的安全性。总体来讲, 我
国在食品包装管理工作上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 取得了明
显成效, 但是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多不足。随着
我国国际合作的加深、与行业企业合作的加深, 食品包装
标准体系定会逐步完善, 消费者食用食品安全性定会逐步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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