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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环节使用食品添加剂存在的问题与监管现状 

余  超*, 何洁仪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州  510440) 

摘  要: 食品添加剂是现代食品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我国食品添加剂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较为完善, 

但监督检查发现餐饮环节食品添加剂使用依然存在一定的问题, 包括食品添加剂采购管理制度不落实、贮藏

不规范、使用没有制定管理规范、从业人员正确使用添加剂知识欠缺等。根据《广东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二

十九条规定, 餐饮服务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和用量由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省级卫生行政部

门制定、公布并适时调整。基于上述原因, 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非常有必要牵头针对餐饮服务环节食

品添加剂使用管理开展研究, 以规范餐饮服务提供者正确、合理使用食品添加剂。本文分析餐饮环节使用食

品添加剂存在的问题, 掌握餐饮环节食品添加剂使用监管现状, 了解当前餐饮环节食品添加剂监管措施, 为

制定餐饮环节食品添加剂使用管理规范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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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supervision in the current of using food additives in  
catering service 

YU Chao*, HE Jie-Yi 

(Guangzhou Municipal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Guangzhou 510440, China) 

ABSTRACT: Food additiv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dern food industry. Although the laws,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related to food additives in China are relatively perfect, but the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find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use of food additives in the food and beverage sector, including non-implementation of 

the food additive procurement management system, non-standard storage, no management standards for the use of 

additives, practitioners lack of knowledge of the correct use of additives. According to article 29 of the Guangdong 

Food Safety Regulations, the varieties and dosages of food additives allowed for catering services shall be 

formulated, announced and timely adjusted by the provincial food and drug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provincial health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Based on the above reasons, it is very 

necessary for the provincial food and drug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department to take the lead in researching the 

use of food additives in the catering service sector to regulate the correct and rational use of food additives by 

catering service provider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use of food additives in the food and 

beverage chain, mastered the status quo of the use of food additives in the food and beverage chain, and understanded 

the current food additive regulatory measures in the food and beverage chai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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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food additive management standards for food and beverage. 

KEY WORDS: catering service; catering; food additive; supervision 
 
 

1  引  言 

食品添加剂(food additives)是现代食品工业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 它在改善食品色、香、味、形, 预防食品腐

败变质, 提高食品营养价值和质量, 特别是在满足规模化

食品加工和保证食品较长供货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当

前我国食品添加剂不仅大规模进入食品工业, 而且也是餐

饮、烹饪行业的重要配料。食品添加剂在餐饮环节的使用

必须严格遵守相关规定[2], 我国《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使用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中明确了食品添加剂使用

原则、允许使用品种、使用范围、最大使用量及残留量, 虽

然我国关于食品添加剂的法律、法规、标准比较完善, 但

近年来调查结果表明餐饮环节在食品添加剂使用方面依然

存在一定的问题[3,4]。 

根据《广东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5], 餐

饮环节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和用量由省级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会同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公布并适时调

整。尽管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均发现餐饮环节食品添加剂

的使用存在问题 , 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却鲜见报

道。因此非常有必要针对餐饮服务环节食品添加剂使用管

理开展研究, 以规范餐饮服务提供者正确、合理地使用食

品添加剂。本文通过分析餐饮环节使用食品添加剂存在的

问题, 总结餐饮环节食品添加剂使用监管现状, 为规范管

理餐饮环节食品添加剂使用提供相关参考。 

2  餐饮环节食品添加剂使用存在的问题 

2.1  食品添加剂采购管理未得到落实 

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 食品添加剂经营人员采购

食品添加剂时, 需查验供货对象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 

对食品添加剂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

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

容做好如实记录, 并保存相关凭证[4]。我国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规定, 餐饮服务提供者需建立食品添加

剂采购查验和索证索票制度, 采购时应根据采购对象属性

查验、索取、留存相关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供货商资

质证明、供货清单、采购清单等资料。餐饮服务企业应当

建立食品添加剂采购记录制度, 如实记录产品名称、规格、

数量等内容, 或者保留相关进货票据。记录、票据保存期

应超过 2 年[6]。对食品添加剂的采购查验、索证索票、信

息记录和票据留存规定是餐饮单位能够采购到合格食品添

加剂的重要措施, 是监管部门发现问题并进行追根溯源的

重要途径, 因此, 引导餐饮服务提供者落实食品添加剂采

购管理制度是监管部门工作的重点。 

北京市某区餐饮环节使用的食品添加剂, 其标签或

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占比 64.1%[7]。宁

波市江东区对辖区内餐饮单位使用的 312 份食品添加剂标

识情况分析, 标识不全的占比 53.85%, 甚至存在使用非定

型包装食品添加剂现象[8]。北京市监管部门对 202 家餐饮

单位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标签标识情况进行调查, 普遍存在

标识不全的现象, 标识或说明书中缺少项目及占比分别为: 

标注“食品添加剂”5 个字(32%)、使用量说明(17%)、产品

标准代号(13%)、生产许可证编号(12%)、使用范围(10%)、

使用方法(9%)、配料表或成分表(6%)、贮存条件(6%)[9]。

李友志[8]对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 272 家餐饮单位开展调查, 

未进行食品添加剂索证登记的比例为 47.43%, 在开展索证

登记的餐饮单位中, 普遍存在索证登记资料不全的问题。

叶玲霞等[10]对安徽省餐饮单位进行调查, 大部分使用食品

添加剂的餐饮单位在采购时未索取卫生许可证和产品检验

合格证。李红等[9]对北京市餐饮服务单位食品添加剂使用

状况进行调查, 95%的餐饮单位食品添加剂采购时能做到

索证索票, 其中 67%的餐饮单位采购食品添加剂时索取了

相关许可证, 同时索取了相关许可证和产品检验合格证明

的占 29%, 另有 11%的单位索取了食品添加剂出货单、5%

索取了超市小票、2%索取了购货发票。何玉芳等[11]调查杭

州市下城区餐饮业使用食品添加剂现状, 36.7%的餐饮单

位在采购食品添加剂时存在未索证或索证不全现象。 

上述不同地区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餐饮单位在采购

食品添加剂时并未严格落实采购管理制度, 存在相当数量

和比例的餐饮单位未按规定记录采购台账, 未按要求开展

索证索票, 不严格执行采购查验。制定公开透明的奖惩措

施, 可能会有效提升采购制度的落实。 

2.2  食品添加剂的保管不规范 

我国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明确规定, 餐

饮提供者应按国家规定和标准要求存放食品添加剂, 应存

放于专用橱柜中并贴“食品添加剂”字样的明显标识, 应同

时建立使用台账[6]。宁波市某区调查 272 家使用食品添加

剂的餐饮单位, 仅有 46 家设置专柜管理, 大多数餐饮单位

将食品添加剂随意放置在加工场所[7]。北京市对 202 家使

用食品添加剂的餐饮单位进行调查, 发现 42%的餐饮单位

未设置食品添加剂固定存放专柜[9]。餐饮单位尤其是制作

肉制品、面包和糕点小型餐饮单位不按照相关规定对食品

添加剂进行专柜储存是一种普遍现象。专柜存放是餐饮服

务环节正确使用食品添加剂的一个重要保障, 可以有效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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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食品添加剂被误用、误食和污染, 是实现专人管理、专

人使用的重要措施。上述出现食品添加剂保管不规范, 主

要原因一是从业人员缺乏相关知识, 二是对食品添加剂的

保管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如何提升从业人员的认知和管理

者的重视程度, 成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 

2.3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不符合要求 

食品添加剂使用不规范主要体现在 2 个方面, (1)过量

添加, 餐饮服务人员为使食品从色泽到口感上更加吸引消

费者, 会在生产加工环节过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如在肉灌

肠中加入过量的亚硝酸盐; (2)超范围使用, 如在馒头中使

用柠檬黄, 将小麦馒头伪装成粗粮玉米面馒头进行销售, 

柠檬黄是一种食用色素, 仅限于应用到饮料等食品中, 并

不能添加到面食中[12]。太原市调查结果显示, 餐饮单位在

使用食品添加剂的过程中, 42.6%未配备专用称量工具, 在

配备的专用称量工具中, 29.0%的称量工具不适于称量食

品添加剂, 有的是大称, 有的是小实验天平。44.4%的餐饮

单位未建立使用记录, 在建立的使用记录中, 有 32.0%的

记录不全, 有的无人签字, 有的未登记所使用的食品范围, 

有点未及时登记, 绝大多数未登记使用比例[13]。长沙市调

查结果表明, 餐饮单位存在一定的超范围及超量使用食品

添加剂的现象, 最常见于自制食品中使用甜味剂[14]。出现

超范围或者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主要原因还是从业人员

未严格按照食品添加剂添加量的要求正确使用, 还有凭经

验添加, 或者未达到更好效果故意过量添加。 

2.4  从业人员缺少正确使用食品添加剂的专业知识 

餐饮行业从业人员组成复杂, 文化层次相对较低, 法

律和安全意识欠缺, 对超范围、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危

害认识不足, 不了解食品添加剂使用要求。山东与上海的

调查结果显示, 餐饮从业人员对如何正确使用食品添加剂

的知晓率低于《食品安全教育工作纲要(2011～2015 年)》

规定的 80%目标要求[15,16]。北京对食品添加剂使用认知情

况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餐饮服务行业仅有 51.08%的人员

能够正确判断食品添加剂相关知识, 低于公司职员和教师

的正确判断人数比[17]。安徽省对餐饮从业人员就有关食品

添加剂的购买、使用的卫生知识和法律法规情况等进行询问

调查, 结果显示大多数餐饮业从业人员对食品添加剂的经

营、使用的卫生规范和知识不尽了解[10]。因此, 对餐饮行业

从业人员开展食品添加剂相关宣传培训, 提升正确使用食

品添加剂的专业知识, 能较大程度上提升正确使用率。 

3  餐饮环节使用食品添加剂监管现状 

3.1  监管部门与制度 

我国餐饮环节使用食品添加剂的监管由各级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 出台了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办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规范等法律法规, 此外, 

监管部门还会不定期发布通知, 加强食品添加使用环节的

监督管理[18,19]。 

3.2  监管现状与措施 

早在 2011~2012 年,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提

出, 将与原卫生部制订《餐饮服务环节食品添加剂使用管

理规范》, 以及餐饮服务环节中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品

种目录, 列出餐饮服务行业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的品

种、使用范围和最大使用量, 但由于种种原因, 至今尚未

出台, 同时在 2012 年, 卫生部和食药总局发文明令禁止餐

饮服务单位采购、贮存、使用食品添加剂亚硝酸盐[20]。为

加强餐饮服务单位食品添加剂使用的管理, 各地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纷纷行动。浙江省制定了餐饮服务环节调味品和

食品添加剂使用指导意见, 对食品添加剂使用原则、进货

查验、索证索票、标签标识、台账记录、使用管理等相关

内容进行规定[21]。辽宁省全面加强监管, 严厉打击餐饮单

位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22]。山西省出台了餐饮

服务食品添加剂使用管理办法, 对餐饮环节食品添加剂采

购、保管、使用行为进行规范, 并要求对使用的食品添加

剂名单在餐饮服务场所醒目位置进行公示[23]。青海省制定

了餐饮单位食品添加剂索证索票制度、餐饮单位食品添加

剂使用备案制度、餐饮单位食品添加剂使用管理制度 3 项

制度, 从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索证索票的范围、索证索

票制度的建立等方面做出详细规定[24]。云南省通过餐饮服

务单位使用食品添加剂备案、签订责任书、明确责任人、

全面排查、加大违法惩处力度、奖励投诉举报等 6 项措施, 

实行餐饮食品添加剂公示制度, 严厉打击滥用食品添加剂

行为[25]。此外, 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会

组织涉及餐饮食品添加剂的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 及时发

现问题并采取措施。 

4  结论与讨论 

餐饮环节使用食品添加剂必须遵守我国食品安全法

和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但从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

定的食品添加剂类别名称、用途、使用情形和使用范围(食

品分类)等内容看, 该标准在制定时主要从食品工业角度

出发, 具体到餐饮服务环节的操作实用性不强。餐饮环节

在现有法律法规的范围和规定剂量下使用食品添加剂来改

善食品的品质, 不存在食品安全风险, 在没有法律依据或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报告规定的情况下不宜禁止使用。由于

食品原料本身和调味料中均不同程度含有食品添加剂, 以

及上游环节可能添加等情况, 加工后不可避免地将食品添

加剂带入餐饮服务终端产品, 导致餐饮食品添加剂超标的

主要原因很难判定, 在管理制度和规范尚未明确的情况下, 

可将餐饮环节使用食品添加剂的相关信息公示要求纳入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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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执法, 或委托行业组织, 通过制定行

业规范或行业标准等方式, 规范餐饮业食品添加剂的使用, 

倡导餐饮企业加强信息公示, 提倡餐饮业依法合规去使用

食品添加剂, 根据餐饮环节加工食品类别来研究制定食品

添加剂使用管理规范, 是我国餐饮服务环节食品添加剂使

用监管的一项迫切需求。具体做法包括以下 3 个方面: 首

先是以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为依据, 以餐饮环节常见食品

类别为基础, 分类制定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及使用

量; 其次是应加强餐饮行业从业人员的培训指导, 提升食

品添加剂正确使用的知晓率; 最后应进一步严格执行采购

索证索票和台账记录等制度, 推进食品添加剂使用的信息

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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