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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监管现状与常见问题分析 

张丽媛*, 刘  峻, 章若红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200233) 

摘  要: 食品安全问题是当前关注度最高的问题之一, 食品接触产品的标签标识是否合规也会影响产品的使

用。标签标识信息作为消费者购买产品的第一信息载体, 其不真实、不完整和不准确容易误导消费者使用乃

至危害消费者健康安全。近年来, 食品接触产品的标签标识不合格率居高不下, 相关企业和部门需要引起警

惕, 并采取措施加强管控。本文在前期收集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工作的基础上, 分析阐述食品接触产品常见

的问题, 总结国内外相关监管法规, 提出针对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规范性的研究, 以期为食品接触产品的

标签标识规范标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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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vision situation and common issues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food 
contact products lab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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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safety is one of the most concerned issues at present. Whether the labeling of food contact 

products is specified will also affect the use of the products. As the first information carrier for consumers to 

purchase products, inaccurate, incomplete and inaccurate labelling information can easily mislead consumers and 

even endanger their health and safety. In recent years, the unqualified rate of food contact products labels remained 

high. Relevant enterprises and departments need to be vigilant and tak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control. On the basis 

of the previous collection of food contact product labels and identifications, this paper analyzed and elaborated the 

common problems of food contact products labels, summarized relevant domestic and foreign regulatory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proposed a study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food contact products label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label of food contact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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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标签标识, 作为通过文字、图形、符号等说明产品质

量、使用方法及其他内容的一种信息载体, 不仅是生产经

营者对产品质量做出的一种承诺, 也是对产品性能、用途、

注意事项的说明[1]。标签标识作为消费者购买产品的第一

信息载体, 就像一张“名片”, 不仅可以传递质量安全信息、

确保可追溯性、保护知情消费权、指导使用者正确使用,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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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规避风险等。标签标识信息不真

实、不完整和不准确容易误导消费者使用乃至危害消费者

健康安全[2]。因此, 标签标识不仅是产品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 更是产品质量的重要体现。 

尽管我国相关法规及标准对食品接触产品的标签标

识给出了基本的规定和要求, 但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或指

南。一直以来, 由标签标识问题引发的不合格案例和消费

纠纷屡见不鲜[3‒4], 政府监督抽查关于食品接触产品标签

标识的不合格率居高不下[5]。因此, 如何完善食品接触产

品标签标识的规范性指标, 并开展合规监管正成为政府和

行业关注的重点。 

本研究在前期调研、收集食品接触产品标签工作的基

础上, 进一步对当前国内市场上食品接触产品的标签标识

信息内容进行了梳理, 同时结合我国现行的食品接触产品

标签标识的管理规定, 对收集的信息进行深入分析, 初步

了解国内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存在的问题, 尝试提出制

定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规范指南的技术研究, 以期为食

品接触产品的标签标识规范标注提供参考。 

1  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现状 

1.1  我国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监管方式 

自 2015 年开始, 我国发布 GB 31603—2015《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968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

加剂使用标准》、GB 4806.1—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等一系列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标准特色。整个体系大致包括 3

个部分: 基础标准、不同类别产品标准、检测方法标准。

GB 4806.1—2016 第 8 条款产品信息对食品接触产品的标

签标识作出规定。目前,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产品质量

风险监测形式对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进行监管, 对标签

标识不合格企业提出改进建议。浙江、上海、北京等省市

以监督抽查、风险监测等不同方式对食品相关产品标签标

识进行监管[5‒6]。 

上海市自 2019 年在食品接触产品监督抽查中增加了

标签标识检测项目, 不合格率大为增加[4]。图 1 为 2019 年

至今(网站已公告)食品接触产品监督抽查标签标识不合格

率统计汇总。 

由图 1 可以看出食品存储罐标签标识不合格率高达

80%, 食品存储罐标签标识不合格原因多为材质标注不

规范, 例如不锈钢产品材质未按照 GB 4806.9—2016《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要求标注

不锈钢牌号。一次性塑料餐饮具的不合格率为 72.8%, 原

因也多为塑料材质标注不规范, 未按照 GB 4806.6—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树脂》附录 A 标注

树脂名称。 

1.2  国内外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的相关规定 

我国《产品质量法》《标准化法》《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以及《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均对产品

的 标 识 作 出 了 相 应 的 规 定 。 国 家 强 制 性 标 准 GB 

4806.1—2016 对食品接触材料产品的产品信息作了规定, 

要求产品应提供标签、说明书、产品合格证等充分的产

品信息。产品的标识应包括名称、材质、对相关法规及

标准的符合性声明、生产者和(或)经销者信息、生产日期

和保质期(适用时)、使用说明、食品接触用等标识等内容。

GB/T 30643—2014《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标签通则》规

定了直接提供给消费者最终使用的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标签的基本原则、制作要求和标注内容。与此同时, 相关

材质的产品标准 GB 4806.7—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对塑料材料及制品的标签

标识进行了相关规定、GB 4806.9—2016 中对金属制品的

标签标识也做出了规定。 

 

 
 

 
 
 

图 1  上海市食品相关产品标签标识不合格率统计汇总 

Fig,1  Summary of statistics on the unqualified rate of label of food-related products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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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方面, 美国联邦法规《联邦食品、药品、化妆

品法》将食品相关产品纳入食品添加剂管理范畴[7‒8], 要

求制造商应严格按照食品级法规, 生产出合格的食品接

触产品和材料。其中在预期用途中要求附上食品接触材

料预期用途说明等 , 包括 “食品接触物质的最大使用

量”“可能会接触的食品类型”“使用条件: 食品接触的最

高温度和最大次数”等, 同时对于重复使用的物质需提供

典型的使用场景。 

欧盟方面, 欧盟早在 2004 年的塑料框架法规(EC) No 

1935/2004[9]中就对标签提出要求: 终产品上的标签必须标

注“食品接触用”或其特殊用途(如汤匙、沙拉餐具、水杯)的

标志, 正式标志着食品接触产品作为一类特殊的产品出现。

该法规第 15 条对食品接触材料的标签做出了规定, 在上市

销售阶段尚未与食品接触的制品应附有的产品信息, 并列

出产品流通阶段的具体方式信息[10]。 

此外, 瑞士关于(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的 SR817.023.21

法令和德国日用品法等其他国家的法律法规中均对食品接触

材料的标签标识和符合性声明的规定做出了要求[11]。 

2  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存在问题 

综合分析近年来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 发现主要

存在问题大致归为 4 类, 即产品信息不真实、不完整、不

规范、有争议。 

2.1  产品信息标注不真实 

标签标识产品信息标注不真实, 轻则误导消费者正

常购买使用 , 重则涉及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 危害人身安 

全[12]。品牌不真实可能涉及“假冒”产品, 材质标注不真实

则可能涉及“伪劣”产品。如聚碳酸酯(polycarbonate, PC)

奶瓶假冒聚亚苯基砜树脂 (polyphenylene sulfone resins, 

PPSU)奶瓶, 属于假冒伪劣、以次充好行为。我国《产品

质量法》和 GB 4806.1—2016 等相关标准中对于产品标识

规定的首要原则就是真实。2019 年 12 月, 上海警民直通

车报道破获一起假冒贝亲品牌奶瓶、奶嘴“产业链”案件, 

该团伙通过购买低档奶瓶、奶嘴, 然后用假冒的贝亲品牌

包装盒、说明书进行组装贩卖以牟取暴利[13]。在这起假

冒案件中 , 消费者作为直接受害群体 , 只能通过产品外

包装及标签标识(包括产品说明书, 下同)来了解产品。PC

材质因为可能释放双酚 A 而作为奶瓶禁用材质[14], 一旦

消费者购买使用可能对婴幼儿身体健康造成不可逆转的

危害[15]。 

2.2  产品信息标注不完整 

产品信息标注不完整可能涉及产品的追溯性与合规

性无法保证。例如有的产品未标注生产者信息可能导致产

品出现质量问题无法溯源; 产品未标注生产日期、保质期

可能导致超期产品仍在使用。 

2.3  产品信息标注不规范 

产品信息标注不规范主要分为材质标注不规范和使

用说明标注不规范。 

材质标注不规范并不影响消费者正常使用, 但可能

导致产品合规性无法保障[16]。例如: 塑料饮水杯材质标注

为“PP”。但是由表 1 可以看出, 聚丙烯 PP 在国家标准 GB 

4806.6—2016 附录 A 中有 2 种, 分别为第 29 号物质和第

74 号物质。当产品标注材质为“PP”时可能对应的是两类不

同的物质, 而我国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对于这两类物质的基

本要求是不同的。塑料材质产品仅标注“PP”, 在产品检验

的时候由于无法确定是哪一类物质, 可能导致检验项目遗

漏, 无法确保其合规性。 

网络销售的食品相关产品信息标注也存在很多不规

范[17‒19]。以不粘锅为例, 网上很多产品信息表中标注材质

为“蜂窝晶盾结构/不沾涂层/CROMARGAN 18/10 不锈钢

(18%铬, 10%镍)”。既不写明不粘涂层种类, CROMARGAN 

18/10 不锈钢材质与不锈钢牌号标准也不一致。 GB 

4806.9—2016中条款 5.3.2 规定, 金属基材应明确标识其材

料类型及材料成分, 或以我国标准牌号或统一数字代号表

示, 如“不锈钢 06Cr19Ni10”或“不锈钢 S30408”, 另外金属

表面覆有有机涂层的, 应标示涂层材质。 

产品信息不规范还体现在产品使用说明中。产品使用

说明不规范可能导致消费者无法正常使用, 对健康造成危

害。例如密胺材质的餐具如果用于微波炉加热, 会导致其

分子结构发生变化, 产生有害物质[20], 所以在标签标识中

应注明“不能微波炉加热”。铝材质的产品如果接触酸性食

品, 可能导致重金属迁出[21], 所以在其标签中应注明“不

能用于接触酸性食品”。 

2.4  产品信息是否需要标注存在争议 

2.4.1  符合性声明是否需要随最小销售包装传递存在

争议 

GB 4806.1—2016 条款 8.3 规定, 标识内容应包括产

品名称、材质、对相关法规及标准的符合性声明等内容。

条款 8.4 规定, 符合性声明应包括遵循的法规和标准, 有

限制性要求的物质名单及其限制性要求和总迁移量合规

性情况(仅成型品)等。依此理解, 在市场零售的成型品产

品上, 产品应主动标注出遵循的法规和标准、有限制性要

求的物质名单及其限制性要求和总迁移量合规性情况。

但是对于此举措是否可行存在争议。一是这样标注消费

者无法理解 , 看到限用物质是可能会引起恐慌; 二是企

业会担心技术机密泄露而不愿执行; 三是即使列出 , 也

可能会使标签标识内容过于冗长 , 字体不得不缩小 , 无

法有效识别消费者关注的信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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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GB 4806.6—2016 附录 A 中对于 PP 材质的规定 
Table 1  GB 4806.6—2016 specification for PP materials in appendix A 

序号 中文名称 CAS 号 
通用 

类别名
SML/QM 
/(mg/kg) 

SML (T)/ 
(mg/kg) 

SML (T) 
分组编号 

其他要求 

29 

丙烯与以下一种或多种单体

的聚合物(其中丙烯占最大

质量分数): 顺丁烯二酸酐、

乙烯、1-丁烯、其他 α-烯烃, 

可含 5-亚乙基-2 降冰片烯作

改性单体 

257722-45-6;
107001-49-0;
25895-47-0;
29160-13-2;
9010-79-1 

PP 

0.05 (5-亚乙

基-2-降冰片

烯: SML) 

30 (以顺丁

烯二酸计)
3 

无 5-亚乙基-2-降冰片烯

的迁移量检测方法时可

使用 0.05 mg/6 dm2 (QM)

作为其限量值。含有 5-

亚乙基-2-降冰片烯的塑

料材料及制品接触食品

的面积与食品质量比不

得高于 2dm2/kg 

74 聚丙烯(丙烯均聚物) - PP    见注 3 

注: SML 为特定迁移限量; QM 为最大残留量; SML(T)为特定迁移总量限量。 

 
考虑到部分产品可能使用的材料种类较多, 同时可

能涉及混合材料, 目前大多数企业会将相关聚合物信息名

称撰写在企业符合性声明文件中, 向下游企业传递, 而非

放置在产品最小包装中向下游传递, 或者在销售环节向经

销商传递而未传递到消费者[23]。 

这 2 种形式的符合性声明传递是否都合规可行是目

前行业存在争议的议题, 建议相关标准制定方能够出台标

准明确符合性声明的规范要素需求和具体传递形式。 

2.4.2  特殊产品使用年龄是否需要标注存在争议 

密胺餐具又称仿瓷餐具, 由于凭借着轻巧、美观、不

易跌碎等特点受到很多家长的青睐。有些密胺餐具涉及婴

幼儿使用, 是否要注明“婴幼儿用”也存在争议。目前并无

国家标准或法规强制规定婴幼儿接触用的产品需要注明

“婴幼儿用”, 但是如果不标明婴幼儿用, 密胺餐具作为一

种特殊材质, 国家标准 GB 4806.6—2016 表 A.1 规定三聚

氰胺特定迁移限量为 2.5 mg/kg, 用于生产接触婴幼儿食品

的塑料材料或制品时 , 三聚氰胺的特定迁移限量为      

1 mg/kg。鉴于目前很多密胺餐具具有卡通造型, 儿童和婴

幼儿都可以使用, 如果有密胺餐具三聚氰胺的特定迁移限

量检出高于 1 mg/kg, 那么该产品是否符合标准规定就存

在争议。建议相关标准制定方在制修订标准的时候将婴幼

儿可以用的密胺餐具标注“婴幼儿用”作出明确规定。 

3  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技术规范研究 

针对目前食品接触产品领域标签标识如何标注缺乏

具体规范的问题, 亟需开展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技术规

范研究。该研究将综合考虑食品卫生安全标准中的相关规

定和法律法规要求, 结合实际产品信息, 设计标签标识规

范化的制定程序与案例。制定《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指

南》, 旨在为政府开展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的监管提供

切实的技术保障, 为生产企业指导产品标签设计提供规范

指导, 为消费者使用产品提供科学性的建议, 更好地促进

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规范化发展。 

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技术规范研究将从标签标识

不合格实际案例分析, 制定标签标识标注的基本原则、标

注要素、制作要求。结合各类食品接触产品的特点给出标

签标识材质标注示例、执行标准标注示例、对有争议的信

息标注作出重点阐述, 制作典型产品标签标识模板。该研

究还将联合相关行业协会组织生产企业、经销者、行业专

家等行业链条参与者之间的交流合作, 制定团体标准进一

步规范食品接触产品的标签标识。 

4  建议与展望 

4.1  监管有力度 

建议监管部门要继续发挥监督抽查工作的威慑作用, 

增大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监督抽查力度, 避免发生系统

性、区域性和行业性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4.2  企业有意识 

建议食品接触产品生产企业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制 , 

提高产品合规意识。生产企业应在源头上充分研究并确认

产品“可为”与“不可为”的使用情形, 并有效地传递给使用

者。规范的使用说明, 不仅能指导消费者正确、安全地使

用产品, 还能帮助生产企业界定清晰的主体责任范围。 

4.3  行业有助力 

建议行业协会或机构加强对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

法律法规方面的宣贯, 提醒企业关注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相

关要求, 使产品全方位满足标准的要求, 才能切实保护消

费者利益。 

5  结  论 

本文对食品接触产品常见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 , 

总结了国内外食品接触产品的相关监管法规, 无论我国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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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 均对食品接触产品的标签标识

十分重视并作出规定。居高不下的标签标识不合格率一方

面反映出食品接触产品生产企业不重视标签标识是否合规,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某些方面我国法规和标准中对标签标

识的规定还有待完善。因此, 如何提高企业对标签标识的

合规性意识以及如何完善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法规标准

成为解决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问题的重点和难点。建议

在提高企业合规性意识方面, 可以通过行业协会加强标准

宣贯, 或者通过加大政府监督抽查力度倒逼企业重视标签

标识; 在标准完善方面, 由于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周期较长, 

企业可以连同行业协会、技术专家通过制定企业标准或者

团体标准的形式对国家标准中有争议的信息标注作出重点

阐述, 制定出规范的标签标识模板, 从而为食品接触产品

的标签标识规范标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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