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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预包装食品标签是生产经营者向消费者及国家监管部门传递食品信息的说明性标识, 是消费者选择

食品和监管机构判断食品安全性的重要依据。本文对北京春播科技有限公司 2017—2019 年度预包装食品标签

审核情况进行汇总, 并结合 GB 7718—2011《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规定, 对预包装食品标签审核中常见的

不合格标签及不合格标签出现的原因进行分析, 旨在为食品生产企业进一步提升食品标签规范制作水平提供

参考, 并提高消费者对食品规范标签的认知, 引导消费者理性购买标签合格及安全健康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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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packaged food label is a descriptive label for producers and operators to convey food information 

to consumers and national regulatory authorities. It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consumers to choose food and for 

regulators to estimate food safety. This research summarized the information of prepackaged food label audited by 

Beijing Chunbo Technology Co., Ltd. in 2017—2019, and analyzed the common unqualified label and the underlying 

reasons according to GB 7718—2011 General rules for the labelling of prepackaged foods, so as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food production enterprises, to enhance consumers’ cognition for food standard labels, and to guide 

consumers to rationally purchase qualified, safe, and healthy food lab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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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规范的食品标签是食品安全的重要前提, 是消费者

食品安全的重要保障, 对消费者选择购买起到关键的引导

作用[1]。日常生活中消费者接触到越来越多的预包装食品, 

食品生产企业规模及从事食品生产质量负责人员质量安全

意识或专业水平的限制, 会导致很多具有不规范食品标签

的食品在市场上广泛流通。普通消费者不具备识别食品标

识是否合规的专业能力, 无法识别可能对消费者的健康安

全造成影响的不合格食品, 误食不合格食品, 会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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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损伤身体健康, 严重者可能产生生命危险[2]。尽管国

家出台的《食品安全法》等法规性文件对生产经营不合格

食品者给予严重的处罚[3], 现阶段仍然存在很多的食品生

产经营者及经销商为提高食品销售量、获得更多利润, 制

作食品标签时故意隐瞒食品信息的情况。 

本文通过分析北京春播科技有限公司 2017—2019 年

度预包装食品标签审核情况, 研究预包装食品标签常见不

合格标识, 以期为消费者选购食品及食品生产经营者制作

标签提供参考, 有利于消费者选购食品时避开不合格食品, 

保障自身饮食安全, 便于食品生产经营者在制作食品标签

时更加注意标签的规范性, 保障消费者利益的同时, 保障

生产经营者自身利益免受损失。 

1  预包装食品标签主要内容 

我国《食品安全法》中规定, 预包装食品指预先定

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容器中的食品。 GB 

7718—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对预包装食品进行了进一步说明 , 预包装食品是指“预

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的食品, 包括

预先定量包装以及预先定量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

并且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或体积标识的

食品”。除此之外, 不同于预包装食品, 散装食品和现制

现售食品在销售场所通常会有现场计量过程, 这两类食

品通常有保护性包装, 目的是避免或减少在贮存、运输

和销售过程中被污染的可能 [4‒5]。散装食品生产经营企

业可以以“计量”、“称重”等字样在包装上明确销售方式, 

同时也鼓励散装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尽可能将商品信息

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GB 7718—2011 中要求直接向消费者提供的国产预

包装食品标签标示应包括: 食品名称、配料表、净含量和

规格、生产者和(或)经销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生产

日期和保质期、贮存条件、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

标准代号 , 其他视产品具体情况需要标识内容包括: 营

养标签、转基因食品、质量等级、辐照食品等; 直接向消

费者提供的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主要内容包括: 食品名

称、配料表、净含量和规格、原产国(地)、生产日期和保

质期、贮存条件、代理商进口商或经销商名称/地址/联系

方式, 营养标签及其他需要标识的内容视具体产品情况

进行标示。GB 2805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

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对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作了进

一步规定, 所有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强制标示的内容包

括能量、核心营养素的含量值及其占营养素参考值

(nutrient reference values, NRV)的百分比, 生鲜食品(如包

装的生肉、生鱼、生蔬菜和水果、禽蛋等)、乙醇含量≥

0.5%的饮料酒类、包装总表面积≤100 cm2 或最大表面面

积≤20 cm2 的食品、现制现售的食品、包装的饮用水、

每日食用量≤10 g 或 10 mL 的预包装食品以及其他法律

法规标准规定可以不标示营养标签的预包装食品可豁免

强制标示营养标签[6]。此外, 为满足特殊的身体或生理状

况和(或)满足疾病、紊乱等状态下的特殊膳食需求, 专门

加工或配方的食品(如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的食品标签应

符合 GB 13432—201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

食用食品标签》中相应条款的规定。除上述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中规定的内容之外, 如果在国家发布的部门规章

或公告中有特殊规定的, 相应的食品标签内容还应当遵

守特定部门规章或公告中的规定。 

2  2017—2019 年度预包装食品标签审核情况 

本文对北京春播科技有限公司 2017—2019 年度预包

装食品标签审核数据进行汇总, 其中预包装食品种类主要

包括: 休闲零食类、粮油副食类、水产及水产制品类、饮

料类、乳及乳制品类、熟食类制品及发酵类制品(如酱油、

醋等)。具体审核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2017—2019 年度预包装食品标签审核情况 
Table 1  Prepackaged food label audit status from 2017 to 2019 

年份
预包装食品标签 

审核总量/份 

不合格标签 

数量/份 
不合格率 

/% 

2017 1344 336 25 

2018 2131 599 28 

2019 2060 538 26 

 
 
从表 1 数据可以看出, 预包装食品标签不合格数量较

多, 不合格率较高, 但每年的波动并不大, 在食品领域中

存在的标签不合格情况并没有改善的趋势, 生产企业制作

标签的不规范性普遍存在。对其中不合格标签的常见问题

进行汇总, 如表 2 所示。 

从表 2 可以看出, 预包装食品标签常见问题中, 配料

标识不规范问题占不合格总数的 90%以上, 其次是营养标

签标识不规范问题, 约占不合格总数的 6%~7%, 提醒食品

生产商在生产食品时需加强对食品标签中配料标识问题及

营养标签标识的管理和规范, 也提醒消费者在选购食品时, 

应特别注意食品标签上的配料标识及营养标签。 

3  预包装食品标签常见不合格项分析 

3.1  食品名称 

食 品 名 称 是 食 品 标 签 中 最 重 要 的 部 分 , GB 

7718—2011 中要求食品名称应能真实反应食品的真实属

性, 很多生产企业制作标签时为增加商品卖点而忽略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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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标识, 并且除 GB 7718—2011 标准外, 还应注意产品

标准里对名称的特殊要求。实际工作中不合格食品名称标

签主要不合格情况有:  

(1)将生产企业自创的名称用于食品名称, 如蜜桃乌

龙, 应在所示名称的同一展示版面标示真实属性名称为

饮料; 

 
表 2  预包装食品标签常见问题汇总 

Table 2  Summary of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prepackaged food labels 

常见问题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数量/份 占比/% 数量/份 占比/% 数量/份 占比/% 

食品名称 1 0.3 1 0.2 1 0.2 

配料表 304 90.5 541 90.3 486 90.3 

净含量 2 0.6 3 0.5 2 0.4 

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 1 0.3 1 0.2 2 0.4 

生产商信息 0 0 1 0.2 1 0.2 

产品标准代号 1 0.3 1 0.2 1 0.2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0 0 1 0.2 1 0.2 

营养标签 22 6.5 39 6.5 35 6.5 

其他信息 5 1.5 10 1.7 9 1.6 

合计 336 100 599 100 538 100 

 
(2)部分食品名称主版面只展示商标, 漏标食品名称, 

导致消费者无法识别食品的真实属性;  

(3)未注意特殊名称字符高度要求, 如“巴氏杀菌乳”

产品标准(GB 19645—2010)要求“鲜牛(羊)奶”名称字符高

度应不小于产品名称字号且字体高度高于主要展示面的五

分之一高度, 很多企业不注意特殊要求, 设计名称时仍按

照 GB 7718 高度要求的 1.8 mm, 导致标签不合格;  

(4)未注意特殊名称要求[7], 如粽子, 如果产品生产标

准为 SB/T 10377—2004《粽子》, 则按照该标准的要求, 命

名时粽子的品种名称应标明粽子馅料的主要原料, 名称仅

标“粽子”是不合格的, 规范格式如“豆沙粽”、“鲜肉粽”等。 

3.2  配料表 

配料一般由普通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用香

精香料等组成, 配料顺序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

由多到少递减顺序标明[8]。配料的名称复合配料还应当按

照 GB 7718—2011 的相应规定判定是否需要展开标示。配

料表是日常不合格标签中占比最高的项, 主要不合格标识

常见于:  

(1)普通食品不能用原料做配料引导词 , 应当用“配

料”或“配料表”做引导词, 只有当加工过程中所用的原料

已改变为其他成分时可以用“原料”或“原料与辅料”, 如经

过发酵等工艺加工后的商品, 如葡萄酒、酱油等。 

(2)配料中的标识顺序未按由多到少的顺序排列, 很

多的小企业经常出现这种错误, 根据 GB 7718—2011 的要

求, 添加量超过 2%时, 配料顺序必须按照由多到少的顺序

排列[9], 这项错误一般出现在饮料或者糕点的配料标识中, 

如冰糖雪梨饮料, 错误配料标注: 雪梨、冰糖、水, 正确顺

序应当为: 水、雪梨、冰糖。 

(3)配料未全部展开标示, 如配料: 标示为“xxx 等”, 

如果该复合配料按要求需要展开标示, 则其配料中不能使

用等字代替其余配料, 应按实际添加原辅料全部标识, 包

括可以食用的包装物, 如天然肠衣、糯米纸等应在配料中

标明; 其次还有漏标配料的情形[10], 如蛋糕中明确看到有

添加芝麻, 但实际配料表中没有标示芝麻。  

(4)忽略配料的定量标示, 如红酒标签上声称只添加

了“微量二氧化硫”, 而实际未标二氧化硫含量, 按照 GB 

7718—2011 标准问答的要求, 根据 GB 7718—2011《预包

装食品标签通则》和 GB 2758—2012《发酵酒及其配制酒》

及其实施时间的规定, 允许使用了食品添加剂二氧化硫的

葡萄酒在 2013 年 8 月 1 日前在标签中标示为二氧化硫或微

量二氧化硫; 2013 年 8 月 1 日以后生产、进口的使用食品

添加剂二氧化硫的葡萄酒, 应当标示为二氧化硫, 或标示

为微量二氧化硫及含量[11]。 

(5)配料中食品原料名称不规范, 常见的不规范配料

名称如: 糖、油、面等, 应标示为更为规范的不引起误解

的名称: 白砂糖或绵白糖、植物油或精炼植物油、小麦粉。 

(6)食品添加剂名称中有错别字, 如焦磷酸二氢二钠, 

误写为焦磷酸二轻二钠; 碳酸氢钠误写为碳酸氢纳。 

(7)未标明食品添加剂的具体名称或功能类别名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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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编码, 只标注添加剂种类名称, 如配料中只标功能类

别名称如甜味剂或只标食品添加剂或添加剂, 规范标识应

标明具体名称或国际编码, 如着色剂(柠檬黄及其铝色淀)

或柠檬黄或着色剂(102)。 

(8)食品添加剂超范围添加, 如白酒中添加甜味剂(甜

蜜素), 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中要求白酒中不能添加甜味剂(甜蜜素), 白酒中添

加甜蜜素严重违反食品安全法[12]。 

(9)食品添加剂带入时应根据在终产品中的作用确定

是否标识, 如某饮料中添加果酱带入的色素最终影响了

饮料的颜色, 也应在配料中标明, 如配料: xx、果酱(含红

曲红)。 

(10)添加食品添加剂后违规不标识, 为提升卖点, 故

意隐瞒添加食品添加剂的事实, 如香肠中添加亚硝酸钠, 

但为宣传不含食品添加剂故意删掉配料中亚硝酸钠, 导致

消费者无法识别真实配料。 

(11)实际未添加食品添加剂, 因标签制作人员疏忽或者

不了解配料规则而在配料中多标了某种添加剂, 如麻辣火锅

料配料中标注含防腐剂(脱氢乙酸钠), 实际并没有添加。 

(12)使用转基因或辐照食品做配料时未标明或进行转

基因或辐照说明, 如实际生产中配料中添加转基因大豆油, 

但配料中未标明转基因, 在标签其他位置也未做转基因说

明, 应在配料中标明转基因大豆; 香辛料使用辐照过的做

配料应对香辛料经辐照进行说明[13]。 

(13)配料中添加的原辅材料在标签其他位置进行了特

殊强调说明和功能性宣传, 但配料或其他位置没有就该配

料进行定量标示, 如标签上宣传富含花胶, 但配料中或标

签其他位置并没有标明花胶的具体含量。 

(14)配料中使用了新资源食品[14], 如人参、玛咖、枇

杷花 , 每种新资源食品的要求不同 , 应根据实际使用情

况 , 按照新资源食品国家相关公告的标签标示要求 , 在

相应的食品包装上标明每日该食品的食用限量或者标明

新资源食品的每日食用限量及配料中标明添加量, 公告

规定需要标注不适宜人群时应在标签上标明不适宜人

群。如添加人参的食品, 应标明人参食用量≤3 g/d, 不适

宜人群: 孕妇、哺乳期妇女及 14 周岁以下儿童不宜食用; 

此外, 5 年及 5 年以下人工种植的人参才可作为新资源食

品, 如不满足此条件, 仅能作为保健品的原料, 普通食品

不能添加 , 在标签标示时也需要注意此类细微的差别 , 

以免对消费者造成误导[15]。关于新资源食品目前出现的

问题较多, 新资源食品的适用范围、食用限量以及不适宜

人群等需严格限制的。 

3.3  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 

(1)进口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格式标识混乱 , 

如未严格按照 GB 7718—2011 的规定进行标示, 生产日

期标识为 02.05.2019, 时间可以理解为 2019 年 05 月 02

日, 也可以是 2019 年 02 月 05 日, 虽然目前现行有效的

GB 7718—2011 并未要求必须按照年月日的顺序进行标

示 , 但这样可能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 , 最好按照年月日

的顺序进行标示, 或按照 GB 7718—2011 附录 C: 部分

标签项目的推荐标示形式中 C.3 日期的标示形式, 标为: 

(月/日/年): 02.05.2019。 

(2)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印刷字迹容易脱落 , 很多小

企业在喷印生产日期时遇水或者遇到油性物质字迹易

脱落。 

(3)生产日期存在双日期情况 : 由于打印或者印刷

错误, 食品包装上出现 2 个不同的生产日期。食品生产

加工企业应注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不能涂抹修改, 不能

重复喷印。 

(4)大包装食品内含多种独立小包装食品 , 外包装

上生产日期未按最早的生产日期或最早到期的生产日

期进行标识 , 常见于组装食品如酸辣粉 , 麻辣火锅料

等。 

(5)保质期时间与产品标准中规定的时间不一致 , 

如企业自制的粥米, 企业标准中规定 12 个月保质期, 但

包装上的保质期标为 18 个月。 

(6)生产日期与生产批次混淆 , 生产批次采用了和

生产日期同样的格式标识 , 只标了生产批次 , 未标生产

日期。 

(7)贮存条件存在漏标或者标识不清晰情况。 

3.4  净含量/规格 

净含量标识不规范情况主要有:  

(1)字符高度不满足标准要求, 如“净含量: 2 千克”字

符高度不够 6 mm; 或只“2 千克”字高度够 6 mm, “净含

量”3 个字高度不够 6 mm, 此情况较常见。 

(2)单位大小写错误, 如规范书写是“净含量: xx kg ”, 

在实际情况中标识为 KG。 

(3)净含量单位不规范, 如“净含量: 1000 克或 1000 毫

升”, 规范格式是“净含量: 1 千克或 1 升”。 

(4)净含量未标识固形物含量, 如笋罐头, 内容物是固

液两项混合的, 笋是主要可食部分, 此情况应标明“固形物

含量: 不低于 50%”等。 

3.5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代号 

预包装食品标签中应标明现行有效的食品生产许可

证编号和产品标准代号,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格式和书写

参照食品生产许可证中编号, 由字母 SC 和 14 位数字组成, 

字母与数字中间无空格 , 如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 

SC12411111410311; 产品标准代号格式参照产品的执行标

准、一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都可

以做食品的产品标准, 产品标准代号由字母+标准顺序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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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年代号组成, 通常可不写年代号, 没有年代号的标准

以最新有效的标准为参考依据, 通常字母和标准代号之间

一个空格, 如小麦粉的产品标准代号: GB/T 1355 或 GB/T 

1355—1986。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及产品标准代号常见错误标识

包括:  

(1)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16]规定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及以后生产的食品一律不允许使用 QS 标志, 然而目前

个别小企业依然采用 QS 标准号和 QS 标志, 此行为违反食

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有关规定。 

(2)个别企业不具备生产资质, 借用或盗用他人生产

许可证号码。 

(3)生产企业生产的食品上标识的生产许可证资质范

围不包括该食品, 如生产糕点的生产企业私自生产饮料, 

并在包装上使用糕点生产许可证号。 

(4)食品标签漏标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5)产品标准代号过期或作废或代号变更 , 如 SB/T 

10379—2004 速冻调制食品, 该标准在 2013 年 06 月 01 日

已经过期, 生产日期在该日期之后的不能在使用该标准, 

应改用新的替代标准 SB/T 10379—2012 速冻调制食品。 

(6)产品标准代号漏标。 

3.6  生产商信息(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预包装食品标签中生产商信息标识不规范情况主要

是食品标签上漏标生产者或经销者信息, 如生产者或经销

者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3.7  其他标识 

除食品名称、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

净含量/规格、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代号和生产

商信息外, 食品标签中的其他常见不规范标识情况有:  

(1)除净含量外 , 其他强制标识部分字符高度不够  

1.8 mm 高度要求, 包装物最大表面积大于 35 cm2 时, 强制

标识信息的字符高度常出现标签上信息不符合 1.8 mm 的

情况, 尤其是营养标签字符高度不够。 

(2)食品标签上出现功能宣传, 如普通食品标签上出

现抗衰老 , 美容养颜 , 治疗胃病等保健宣传 , 按照 GB 

7718—2011 标准要求, 食品不属于保健食品, 不属于药

品 , 不能宣传预防治疗疾病 , 不得明示或暗示其具有保

健作用[17]。 

3.8  营养标签 

营养标签不是所有的预包装食品都必须标识的内容, 

GB 2805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

签通则》(以下简称 GB 28050—2011)中明确了可以豁免标

识营养标签的食品, 本文就需要标识的食品营养标签常见

不规范标识问题进行说明。 

(1)未豁免标识营养标签的食品缺少营养标签。 

(2)营养标签格式混乱、使用错别字, 营养标签内各项

目有明确顺序要求, 例如, “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

合物、钠”这 5 项营养素的先后顺序是固定的, 很多企业的

标签顺序是随意的, 如标为“蛋白质、脂肪、能量、钠、碳

水化合物”; 营养标签中常见的错别字如“能量”标为“热

量”、“钠”标为“纳”、“营养素参考值%”标为“营养参考值%”, 

“NRV%”标为“NVR%”。 

(3)计量单位标识错误, 如能量单位“千焦”标为“卡”或

“KJ”, “毫克”标为“克”。 

(4)各营养素的含量值和 NRV%的修约间隔错误, 如

能量 1500.1 kJ, 蛋白质 10 g, 钠 2502.6 mg 等, 规范的修约

间隔在 GB 28050—2011 里已经有明确说明。 

(5)0 界限值问题 , 一般每 100 g 或每 100 mL 食品

的能量低于 17 kJ, 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数值小

于等于 0.5 g, 钠低于 5 mg 时 , 营养素含量均标为 0; 

很多标签错误标识为每 100 g 或每 100 mL 食品 15 kJ, 

0.2 g, 3 mg; 如果某些食品以“份”作为计量单位时 , 应

当注意营养成分 “0”界限值当以每份标示营养成分时 , 

也要符合每 100 g 或每 100 mL 的“0”界限值规定 , 如某

食品每份(20 g)含蛋白质 0.4 g 时 , 应标示为 0.4 g, 而

不能标示为 0。  

(6)能量和各 NRV%数值计算结果与标示不一致, 标

签上能量值理论上应等于供能营养素(蛋白质、脂肪、碳水

化合物等)提供能量之和 , 但由于营养成分标示值的“修

约”、供能营养素符合“0”界限值要求而标示为“0”等原因, 

就可能导致能量计算结果不一致, GB 28050—2011 规定的

能量允许误差范围为≤120%标示值, 超过此范围即为不

合格标示。 

(7)标签上强调与营养标签上信息不一致 , 如强调

高钙低脂, 在营养标签上钙和脂肪含量不符合高钙和低

脂的声称, GB 28050—2011 中详细规定了各种营养声称

的界限值。 

3.9  产品标准中关于标签的特殊要求 

(1)产品标准中有质量等级划分, 但食品标签上未标

明质量等级, 如大米产品标准 GB/T 1354—2018 中明确规

定大米分 3 个等级, 按标准要求应在大米标签上标明质量

等级为一级、二级或三级。 

(2)啤酒类产品标准 GB/T 4927—2008 中要求标明酒

精度、原麦汁浓度、警示语, 但实际包装中未标明酒精度、

原麦汁浓度和警示语[18], 实际包装上应按照产品标准要求

标明相关信息。 

(3)菜肴制品标准 SB/T 10379—2012《速冻调制食

品》中要求标识产品类别、生制品或熟制品, 很多企业

制作过程中忽略产品标准的特殊要求, 未标产品类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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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熟制品。 

除上面列举的 3 种较为常见的需要根据产品标准特

殊要求增加标签内容的问题外, 还有很多具有特殊标准要

求的食品, 这些食品中很多的不合格标签都是由于生产者

制作标签时忽略了产品标准中对标签的特殊要求。食品标

签制作者在设计标签过程中除参考 GB 7718—2011、GB 

28050—2011 外, 还应该关注各产品标准中关于标签的特

殊要求。 

4  预包装食品标签常见不合格项出现原因分析

及相关建议 

预包装食品标签不合格问题主要归结于 3 个方面: 标

签中的配料标识、营养标签(营养成分表)规范标识以及产

品标准中对标签的特殊要求标识。对食品标签的影响占比

最大的是配料的规范标识, 包括配料的顺序、配料名称的

规范性、食品添加剂国际编码准确性及适用性、新资源食

品的名称规范性、新资源食品对应的食用限量, 适宜人群

等等。其次是营养标签的内容, 营养成分表中各项营养素

的数据、NRV%的数据、0 界限值、修约间隔、营养素的

声称等不规范标识是营养标签中常见问题[19]。最后是部分

食品执行的产品标准中对标签的一些特殊要求, 如油脂需

增加加工工艺标识, 面食类需增加烹调加工方式、产品类

别、生制品或熟制品标识等等, 产品标准中的特殊要求往

往是一些生产企业制造标签时最容易忽略的部分[20]。预包

装食品标签出现上述不合格项, 究其原因, 主要有: 食品

生产企业管理者对预包装食品标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缺

乏对食品方面法律法规的敬畏之心, 缺少对人们健康生命

权利的尊重之意, 缺少企业管理专业用人的能力; 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对食品流通监管中存在的不合格标签问题查处

不够严格, 导致食品生产和经营者的不合格食品在市场流

通, 犯罪成本过低是食品经营者放任不合格食品流通屡禁

不止的主要原因; 消费者对食品标签的专业知识知之甚少, 

给了食品经营者不合格食品流通以可乘之机。 

为改善预包装食品标签不合格这一现象, 应当做到

以下几点: 企业质量安全负责人应加强专业方面的培训和

学习, 将食品标签制作交给专业人员管理, 有条件的企业

可经第三方专业机构审核, 保证标签的规范性和合格性; 

国家的《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等一系列法律在不断的完善, 国家应出台法律法规鼓励消

费者、知情者举报食品生产和标签不合格等违法行为, 保

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能促使食品行业良性发展; 

监管部门的依法严惩是清洁市场环境重要一环, 各地监管

部门应提供专业的标签管理小组, 指导企业制作标准的食

品标签; 最后, 消费者无论从保护自身健康还是提升自身

专业水平角度讲, 都应该更加积极主动的学习了解更多食

品标签专业知识, 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保护自己和家人

的身体健康。 

5  结束语 

近年来, 预包装食品标签承载的信息越来越被重视, 

食品生产和经营者应该认真对待食品标签的规范及合规性, 

重视食品标签是重视食品安全的重要表现。希望食品生产

企业能从本文中学习总结部分标签不合格的经验, 在预包

装食品标签制作过程中避免出现上述问题, 消费者能够更

加深入了解预包装食品标签的重要性, 在日常选购食品时

掌握识别不合格标签的能力, 最终使得食品行业健康稳定

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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