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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标签法规对我国食品出口的影响分析 

刘建芳*, 刘  芳, 王  浪, 李红权, 郑  枢 

(湛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湛江  524022) 

摘  要: 近年来, 各国不断制订和更新与食品标签有关的强制性法规, 内容涉及愈加广泛、标注细节愈加严格, 

对食品中特定成分、营养健康、视觉效果等方面的要求更高。国外与国内食品标签技术法规的差异已形成了

贸易壁垒, 影响了食品的进出口贸易。据统计, 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通报我国出口食品不合格信息中, 2010

年以前标签不合格率约占 5%, 而 2013 年至 2016 年连续 4 年标签不合格率都在 11%以上, 出口食品因标签不

合格被国外通报的案例逐年增多。本文就此现象以及国外标签法规的制修订状况进行分析, 罗列我国出口食

品企业因国外标签法规的制修订而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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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foreign food labeling regulations on export trad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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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national mandatory regulations of food labeling are continuously developed and 

updated. Its content is more extensive, mark detail becomes stricter, releasing and updating are more quickly, and 

requirements for specific ingredients, nutrition, health and visual effects in foods are higher. The differences of food 

labeling technical regu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have formed the trade barrier, and affected the 

food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such as USA, Europe and Japan, the 

unqualified ratio caused by food labeling was about 5% of total unqualified information on export food before 2010, 

and the unqualified ratios were over 11% from 2013 to 2016, and cases were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formulation and revision situations of the labeling regulations in foreign countries, listed some troubles 

from food export enterprises,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food lab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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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由于各国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不一致, 对食品

标签的要求存在差别, 因此制定的食品标签法规和标准也

有所差异。当前这种食品标签技术法规的差异已形成了贸

易壁垒, 影响了食品的进出口贸易[1]。近年来, 我国出口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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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被国外通报的案例中 , 标签不合格的案例逐年增多 , 

2010 年以前标签不合格率约占 5%, 而 2013 年至 2016 年

连续 4 年标签不合格率都在 11%以上[2]。由于美国食品标

签法规较为完善, 要求较为严格, 近年来被美国官方通报

的出口食品标签不合格案例最多, 例如 2016 年, 我国共有

580起输美食品被通报, 其中标签不合格就有 106起, 达到

了 18.3%[2]。标签不合格的原因涉及多方面, 如过敏原标注

不规范、营养成分标注不规范、食品添加剂标注不规范、

语言文字不规范、厂商名称地址内容标注不全、符合性检

验不合格等[3]。近年来, 美国、欧盟等多个国家或地区颁

布了有关食品标签新的法规和标准, 对进口食品标签标识

要求更为严格, 食品标签日益成为国内外监管部门关注的

焦点。越来越多的国家也纷纷效仿欧美发达国家的技术要

求, 不断制定和更新食品标签的强制性法规, 内容涉及愈

加广泛、标注细节愈加严格、更新更为迅速, 对特定成分、

营养健康、视觉效果等方面的要求更高, 增加了食品出口

的技术难度[3], 对我国优势出口食品造成较大影响。 

2  近年来国外食品标签法规制修订情况 

随着各国不断提高对食品安全的重视, 食品标签标

识的内容也在增多, 从关注营养成分、原产地、制造商、

生产日期等传统标识, 增加到关注过敏原、特殊膳食、转

基因、认证、辐照、标识字体大小、颜色等新要求, 所以

相应的各国食品标签法规也在不断变更[2,3]。如 2014 年 12

月 31 日起, 欧盟执行新标准, 要求食品标签必须清晰显著, 

准确地标注食品中所含可能导致过敏的成分[4]; 2015 年 4

月 1 日起, 日本实施的新食品标示法中营养成分标示从自

愿变强制[5]; 2016 年 6 月 2 日, 印度食品安全与标准管理局

发布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包装和标签法规)修正案条例, 将

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成分进行了修订, 规定营养成分中应声

明反式脂肪及饱和脂肪含量[6]; 2016 年 7 月 3 日开始, 巴西

要求工业食品的标签标注使用的可致敏反应的材料 [7]; 

2016 年 7 月 14 日, 美国通过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法案, 要

求食品生产商必须标注转基因成分, 可选择多种形式进行

标识[8]; 2016 年 7 月, 韩国要求扩大“健康功能食品”标记字

体大小, 标示字体最小为 10 磅以上[9]; 2016 年 9 月 3 日, 韩

国实施《国民健康增进法》中规定, 酒类销售容器(酒瓶)

上必须强制标示“孕期饮酒对胎儿健康有害”的警示文字, 

并将饮酒引起疾病危险等警示文字加入警示语方案[10]; 欧

盟消费者食品信息条例规定, 自 2016 年 12 月 13 日起, 食

品标签需标注能量值、脂肪量、饱和物、碳水化合物等营

养信息[11] ; 2016 年 12 月 14 日, 加拿大卫生部发布了食品

药品条例修正案, 要求所有食品的营养标签必须声明糖的

每日摄入量百分比和列出食品标签配料表中所有使用色素

等内容[12]; 2017 年 1 月 1 日起, 韩国实施新的《食品标签

标示标准》部分修订案, 修改营养成分的标示单位与方法, 

以及营养成分的标示顺序[10]; 2017 年 4 月 7 日, 澳新食品

标准局修订澳新食品法典标准, 附表 12-营养标签格式, 营

养标签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营养标签的标注格式、每日摄

入量要求、含咖啡因饮料的标注要求、婴幼儿食品的标注

要求等, 新标准于 2017 年 4 月 13 日开始实施[13]; 2017 年 6

月 14 日, 新加坡发布食品条例 No.2 修正案, 规定标签内

容应包含: (I)婴儿配方乳粉中含有的每一种成分的特定名

称(描述)或通用名称(描述)(无论在表 1 中是否列出); (II)关

于成分其他方面的具体细节符合 5(4)(b)中的规定[14]; 2017

年 6 月 22 日, 澳大利亚修订《竞争和消费者法案》, 为了

让消费者能获得清楚、准确的信息, 修订含有棕榈油的商

品的信息, 规定零售方式销售的产品, 不论棕榈油含量多

少, 都必须在商品、包装、附加商品或标签上提供棕榈油

信息[15]。 

另外, 部分国家陆续实施原产国政策。如早在 2009

年, 美国就开始实施肉类原产地标签规定, 要求所有在美

国市场销售的肉类, 包括进口肉类产品和进口加工肉类产

品, 都必须注明原产地, 但美国的原产地标签制度被 WTO

规则争端解决机构认为有违规则并要求修改。2012 年 5 月, 

美国农业部发布一份最终规则, 修订了部分内容, 但要求

在标签中标注牲畜出生、生长和屠宰所在地的信息[8]。2016

年 7 月, 欧盟委员会授予法国肉类与乳制品原产国标签 2

年期试行许可[4]; 2016 年 10 月, 希腊、芬兰、意大利、立

陶宛和葡萄牙也提出原产国标签试行申请, 其中希腊申请

产品为牛奶、乳制品和兔肉; 芬兰申请牛奶和蜂蜜酒; 意

大利申请牛奶和乳制品; 立陶宛和葡萄牙申请部分乳制品
[3]。美国 2017 年 1 月也修订了鹿肉及碎鹿肉的原产国标签

要求[8]。 

以上这些规定都为出口食品设置了更高的门槛, 使

出口食品变得更为困难。 

3  出口企业面临标签困境 

国外严苛的标签法规要求给出口食品企业带来了极

大的困扰, 出口食品标签一旦不合格就可能被国外通报, 

出口的货物将被扣留、退运或销毁, 给企业带来重大的经

济损失。  

3.1  国外通报案例数量逐年增多 

近年来 , 我国出口食品标签不合格案例逐年增多 , 

其中以输美食品最为突出, 约占标签不合格的九成。究

其原因, 输美食品标签标识不合格主要集中在营养成分

标注、厂商名称和地址、过敏原标注、食品添加剂标注、

语言文字等方面。例如我国出口美国糯米片英文标签有

的为红色字体 , 而美国标签法规要求“品名必须为黑色

字体”, 因为字体颜色不符合 , 被美方通报货物没有“英

文品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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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国外市场准入要求逐年提高 

近年来, 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印度等多个国家或地区陆续制定食品标签相关强制性

法规, 涉及的内容愈加广泛、标注细节愈加严格。例如, 美

国于 1990 年制定的法规, 要求食品标注营养成分标签, 在

2013 年和 2014 年先后进行了 2 次大的修订, 对食品标签

格式、包装食品的分量、总能量、反式脂肪含量等施行新

的要求, 2016 年对原有的预包装营养标签规范进行了更新, 

2017 年又发布了新的食品标签信息和指南, 鼓励食品生产

企业和零售商使用“最佳使用日期”的标签[2]。 

3.3  国外食品标签制作成本不断增加 

这些不断增加的食品标签内容, 给企业带来很大的

负担。许多新增内容大都涉及认证过程, 相伴而生的就是

标签技术内涵进一步增加, 导致壁垒的应对难度加大, 更

加趋于复杂化。一般来说, 食品标签成本包括以下 5 方面: 

一是信息采集费, WTO 成员国每年发布食品标签法规近百

条, 企业需要根据出口市场配备相关专业人员, 或者向第

三方采购相关的服务; 二是制作标签所需要的检测费用, 

由于规范标注的前提是要详细了解该食品的组成成分, 企

业不得不额外支付高额检测费用; 三是标签的工本费, 包

括设计、印刷、运输、搬运等工序的费用; 四是制作相应

标注项目所需的研发费用; 五是其他费用, 如外文标签翻

译费、咨询费以及企业内部管理增加的标签审核、制作、

保管、领用和粘贴的管理等成本[1]。由此可见, 任何一项

新的食品标签法规的出台, 无论是涉及标签格式、文字种

类、食品特性, 还是具体措词方面的改变, 都可能会增加

食品标签制作的成本, 都会形成不同的标签壁垒效应。 

4  应对国外食品标签技术壁垒建议 

食品标签标识是出口食品生产管理工作中重要的一

环, 企业需提高对出口食品标签的认识, 企业产品要进入

国外目标市场, 首先要了解目标国家或地区的食品标签法

规要求, 严格按照进口国家或地区的标签要求实施, 确保

出口食品标签合格。  

4.1  食品企业应不断研究技术法规, 加强沟通咨询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应长期关注进口国或地区的食品

标签要求, 及时与国外客户沟通咨询, 将食品标签与食品

安全提高到同等高度来对待 [16], 根据国外法规变化及时

制作新的食品标签 , 不断完善食品标签审核程序 , 加强

标签储存发放以及使用管理制度, 加强对食品标签上标

注的重点敏感成分的抽检力度, 提高标签风险防范意识。

同时也要跟随国际贸易的快速变化形势, 结合自身实际

迅速抢占市场先机, 从“营养、健康”的角度, 提高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16]。 

4.2  质检系统应不断研究技贸措施, 促进贸易便利 

检验检疫部门应持续搜集相关法规要求及变化并发

放信息给企业, 及时将国外食品标签相关法规变动当作技

术性贸易措施信息进行管理, 加强对辖区企业的政策法规

宣传和技术指导 , 实现与出口企业信息互通、资源共享
[2,3,16]; 政府其他相关部门应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积极与发

生标签贸易争端的国家进行交流磋商, 采取平等、诚恳的

对话方式解决贸易纠纷, 避免双方争端扩大。 

4.3  行业协会应不断关注法规动态, 提供技术服务 

行业协会与第三方机构应及时跟踪国外最新标签规

定的动态变化, 加强技术研究, 提出应对对策, 使用互联

网、自媒体等技术手段加大国外标签法规及标准技术的

宣传, 并向出口食品企业提供国外标签法规及标准技术

服务。 

5  展  望 

标签是食品最重要的身份标识, 直观表达了食品成

分、功能和特征, 是消费者选择食品和保护合法权益的重

要依据。近年来, 美国、欧盟、澳大利亚、韩国等大部分

国家和地区都对食品标签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进行了

制修订 , 各国不断提高对食品标签的管理 , 但不能忽视

的是 , 其作为技术壁垒对我国食品企业存在不良影响 , 

其具体表现方式和作用途径上更体现出持久性、普及性、

开放性、细节化[1], 所以我国出口食品企业、相关政府部

门、行业协会必须长期关注并积极应对各国壁垒, 以改变

目前我国出口食品标签不合格引起的通报、退运比例持

续偏高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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