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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素食食品声称规范探讨 

范冬雪* 
(上海康识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  201103) 

摘  要: 我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要求食品标识应真实准确, 不得虚假宣传。随着人们饮食

观念的转变, 食用素食的人群逐渐增加, 素食食品也因此越来越受到关注。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针对素食食品

的法规标准, 食品中素食相关声称的使用及管理缺乏依据, 相关品类食品的开发及市场流通仍面临一定的挑

战。本文主要就与素食声称相关的问题, 如如何对素食食品进行界定、如何声称、声称的使用条件及管理等

进行了探讨, 为相关规范的制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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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regulation for use of vegetarian and vegan claims on food 
label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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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od safety law and other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China clearly require that food label shall be true 

and accurate, and shall not be described or presented in a manner that is false or misleading. With the change of 

people’s dietary concept, more and more people prefer to give up eating animal-derived food and pay attention on 

vegetarian and vegan food. As there are no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on vegetarian and vegan food in China, claiming 

and supervising ‘vegetarian’ and ‘vegan’ on food labels are lack of basis, the development and market circulation of 

related categories of food are still confronting a lot of challenge.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d about problems related 

to vegetarian and vegan claims such as how to define and classify vegetarian and vegan food, how to claim them on 

the label, and moreover, how to manage the claim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relevant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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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目前，我国素食人群已超 5000 万, 欧盟委员会也于

2018 年 11 月宣布登记接收一项题为 
“强制所有食品区分标识‘非素食’‘素食’‘严格素食’”

的公民倡议[1]。随着素食越来越受到全球消费者的青睐, 
食品及餐饮企业也逐渐开始探索这一领域的产品供应, 但

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法规和标准来规范素食的生产经

营, 市场上素食食品鱼龙混杂, 企业不知应符合什么条件

才能声称素食, 消费者也不能根据食品标签和声称清晰的

分辨出适合自己的素食食品, 监管部门更没有执法依据来

识别虚假宣传的食品。因此, 探讨素食食品声称的一致性

技术准则对规范和推动素食食品的发展非常有必要。 
本文主要就素食食品应如何规范声称、使用条件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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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同时借鉴国内外法规要求, 以期

为我国制定相关规范提供思路和参考。 

2  厘清素食的范围、界定及分类 

由于素食不单纯是一种饮食模式, 经过长期发展, 还
被赋予了宗教和文化的意义, 因此在全球范围内, 素食的

种类多种多样。目前针对素食还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 
“素”在汉语词典里的定义是非肉类的蔬果类食物。国际素

食联盟(International Vegetarian Union, IVU)将素食定义为

只食用植物性食物, 食用或不食用乳、蛋和蜂蜜的特定饮

食[2]。《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16》中将素食人群定义为以

不食肉、家禽、海鲜等动物性食物为饮食方式的人群[3]。 
从广义上说, 素食可以分为一般素食和严格素食, 一

般素食不含有肉、水产等动物成分, 可以含有或不含有奶、

蛋等从活的动物获得的动物产品及其制品, 根据戒食食物

种类的不同, 一般素食又可分为只含蛋类不含奶类的蛋

素、只含奶类不含蛋类的奶素、蛋类和奶类都可含有的蛋

奶素。严格素食则不能含有任何动物来源成分, 也称为纯

素或全素。甚至更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也不使用动物制成的

物品, 如含动物成分的工具、衣物、化妆品等[3,4]。 
除了广义的分类, 前文提到素食的发展与宗教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我国的素食人群中, 也有相当一部分

属宗教素食, 尤其以佛教素食为代表, 只能含纯植物食物, 
同时不能含有五辛[葱、蒜、韭、荞(蕌头)、兴渠(阿魏)], 部
分可以含有乳及乳制品[5,6]。 

此外, 素食还有一些其他的分类, 如从地域上, 可以

分为东方素食和西方素食, 常用于航空餐中[7]; 从功能上, 
可以分为宗教素食、养生素食和生态素食等。每种素食都

有其特殊的饮食规则, 这也是目前无法明确一个通用定义

的原因之一。 
综上, 素食基本都有一个共同点, 即均不能含有肉、

水产等动物成分, 其中某些类别可含有或不可含有特定活

动物或植物来源成分。与当下流行的“植物基食品”有交叉, 
二者在我国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相对来说, “素食”
的称谓更接近消费者的传统认知, 接受度相对会高一些。

但由于受个体主观因素的影响, 要准确定义远没有“植物

基食品”容易。厘清素食的范围和分类模式, 是规范素食声

称的基础, 需综合我国素食人群实际饮食和市场情况, 梳
理客观约束条件, 科学、准确予以界定和归类。 

3  现有相关素食产品声称存在问题分析 

目前, 市场上素食的标识用语多种多样, 常体现在名

称、商标和宣传语中 , 名称和商标中常使用如“素”“纯
素”“斋”仿荤“植物”等文字, 宣传语多以“素食可用”“纯素

可用”“不含肉”“不含五辛”等为主, 有些还会加上类似认证

标志的图案。一些产自台湾的素食食品则依中国台湾地区

相关要求进行声称。 
由于没有明确的分类和法规依据, 我国素食食品声

称的使用还存在一些不明确的问题, 相关产品的开发及市

场流通也受到一定限制。首先, 声称用语和类别划分混乱, 
不同厂家对产品的定义也有所差异, 消费者在选择所需食

品时无法依声称准确区分; 其次, 因为缺少使用条件依据, 
符合素食特点的产品通常也不作此声称, 导致市面上素食

产品的选择有限; 再次, 对作了素食声称的食品的管理目

前主要依赖企业自治, 尤其针对配料复杂的食品, 因声称

的真实性不易得到验证, 可能存在质量隐患。 

4  标签上应如何声称 

4.1  规范声称用语 

我国目前仅有《食品标识管理规定》中提及: 以动、

植物食物为原料, 采用特定的加工工艺制作, 用以模仿其

他生物的个体、器官、组织等特征的食品, 应当在名称前

冠以“人造”“仿”或者“素”等字样, 并标注该食品真实属性

的分类(类属)名称[8]。但还不能完全指代本文所讨论的素食

食品。 
因此仍需进一步依照界定清楚的素食范围和分类 , 

明确符合什么条件的食品可以采用怎样的术语宣称素食, 
在标签上如何进行标示等, 既要符合国内产品现状, 表明

产品真实属性, 便于消费者准确识别和监管人员监管, 同
时也可参考国际及相关地区已有的法规和经验。如中国台

湾地区的法规就将素食分成了 “全素 /纯素 ”“蛋素 ”“奶
素”“蛋奶素”“植物五辛素”5 类, 同时列举了标识可用宣称

语的示例, 如“纯素可食”“纯素食品”等[6]。 

4.2  特别提示信息 

针对不当食用素食可能导致的食物过敏和某些营养

素缺乏问题, 建议还可强化 2 类提示语协同素食声称使用, 
即过敏原提示和均衡膳食相关提示。 

近期发布的 GB 7718-2019《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征
求意见稿)[9]已提出过敏原提示强制标识的要求, 但目前也

仅限于八大类配料, 而且尚缺失成熟的评估、管理体系。

随着素食产业的发展和创新, 势必会引入更多的新型植物

配料, 对由此带来的过敏风险需更强化评估, 采取措施鼓

励企业严格落实管控。另外, 很多调查研究发现, 素食人

群普遍易缺乏能量、蛋白质、n-3 多不饱和脂肪酸、维生

素 B12、钙、铁等矿物质[3,10], 因此通过标签向消费者传递

合理膳食的营养信息, 提示素食者关注和改善可能忽视的

营养问题也是很有必要的。 

5  使用条件及管理 

国际上现有的素食标准以标识规定为主, 如英国的



4878 食 品 安 全 质 量 检 测 学 报 第 11 卷 
 
 
 
 
 

 

《“素食”和“严格素食”术语在食 
品标签中的使用指南》草案[11]以及中国台湾的《包装

食品宣称为素食之标示规定》[6], 通过明确素食分类、可

使用的术语、如何判定有带入风险的原料、加工、贮存、

运输过程中避免交叉污染等要求为素食声称的使用提供

一致性的指导。此外还有一些社会团体可提供素食认证

的服务 , 如英国的素食协会 (The Vegetarian Society, 
VegSoc), 根据获取过程及加工过程的暴露情况梳理了素

食和严格素食可用及不可用的食品添加剂及不易判定是

否可用的原料清单 [12,13], 同时也制定了一套认证素食和

严格素食的标准, 包括使用非经屠宰动物获得的原料、没

有交叉污染、不含转基因等[14]。 
以此为参考, 在规范素食声称的使用时, 还应当配套

一系列要求, 如明确判定素食可用原料的原则、生产过程

应符合的条件, 同时还需研究相关检测指标及方法鉴别掺

杂掺假。 

5.1  原料要求 

由于加工食品的原料来源和加工方式多种多样, 在
使用时不能明确是否会带入素食限制成分, 所以规范素食

声称的一个要点即是明确哪些是素食可用的原料。现有的

标准通常以原料在获得过程中是否有动物被牺牲作为前提

来区分。如台湾的素食标准, 以问答的形式明确一些不易

区分的原料如某些发酵物、提取物、酶, 胭脂虫红、明胶

等食品添加剂等[6]是否可用。英国则拟专门列一个素食和

严格素食可用原料类别指引, 其中明确由禽畜肉、水产、

昆虫及其制品, 血液、脂肪等动物屠宰副产物为原料制作

的食品添加剂和加工助剂在素食和严格素食中均不能使用; 
而来源于活的动物或昆虫的产品及其制品如奶、蛋、蜂蜜、

部分奶酪、酸奶等食品及相关来源的食品添加剂等可用于

素食但不能用于严格素食[11]。可作为参考采用适当形式对

我国声称素食时食品原料选用原则及一些特殊原料如何界

定予以明确。 

5.2  生产过程规范 

素食食品的生产过程控制除了要符合 GB 14881-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15], 还应为

避免交叉污染采取一些特殊措施, 可参考有着相似规则背

景的清真食品等要求框架制定相应的原则。如明确应如何

选用和管理原料、如何保证在制作、加工、运输、贮存过

程中不与不得用于素食食品的原料接触、是否可采用由动

物材料制成的器具和设施、生产线共用及相应清洁要求等。 

5.3  真实性验证 

明确了原料、过程控制及标识要求, 生产经营者可据

此履行并落实主体责任, 但还需要一些技术工具辅助管理, 
所以还有必要完善素食限制含有的原料或成分的鉴别检测

技术和方法, 以便生产者对上游原料的鉴定及监管者对市

场产品的监管, 进一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现行《食

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特别对可能掺杂掺假的食品的检验作

了规定, 对于现有食安标准及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的检

验项目和方法无法检验的, 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

门可以制定补充检验项目和方法, 用于食品的抽样检验

等[16]。目前, 针对如何检测食品中动物性成分, 我国已列

入国家监测的有牛、羊、猪、马、鸡、鸭、鹅、驴 8 种用

于监管肉及肉制品的掺杂掺假, 针对更广泛的物种及通用

快速筛查方法的开发, 亦有一定的研究及标准发布[17-19], 
但尚缺乏水产、五辛等来源成分的检测方法, 同时如何进

一步转化应用于素食食品中特定成分的真实性判定, 也是

规范和管理素食声称所要考虑的。 

6  结  语 

食品声称作为食品标签或说明书等标识的一部分 , 
是传递食品信息的重要媒介, 我国法律法规及标准明确提

出了应真实准确, 不得虚假宣传的要求。素食声称是食品

的规则性声称之一, 但目前尚缺乏一致性的技术规则, 随
着市场需求的逐步加大, 在素食相关食品的开发、市场推

广、政府监管中的法规缺失问题也越来越凸显。本文所探

讨的是基于企业开发产品过程所考虑到的产品声称相关问

题从适用原料的选择、生产全程控制, 到声称术语的使用, 
再到真实性验证, 希望能为将来制定相关规范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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