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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营养标签发展特征及其对我国食品营养标签
制度的启示 

黄泽颖*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  要: 我国居民超重肥胖与膳食相关慢性病问题日益凸显, 这对食品营养标签提出新的要求。美国是全世

界最早标示营养标签且相关法规比较完善的国家, 其实践经验对我国营养标签制度改革有重要启发。本文总

结了美国现行营养事实标签、心脏检查标志、指引星标签、NuVal 评分标签、正面事实标签的发展特征, 发

现其实施主体多元化, 包括政府、企业、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此外, 营养事实标签与包装正面(front of package, 

FOP)标签优势互补, FOP标签弥补营养事实标签的不易理解, 营养事实标签为 FOP标签信息提供依据; FOP标

签广泛应用于预包装食品、生鲜农产品和菜品; 营养标签与手机应用程序的相互结合, 提供了更多附加值服

务。未来我国营养标签制度可沿着丰富营养成分表信息、探索生鲜农产品 FOP 标签、引入企业 FOP 标签认

证等方向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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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nutrition labe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enlightenments to food nutrition labeling system in China 

HUANG Ze-Ying* 

(Institute of Food and Nutrition Development,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problems of overweight, obesity and diet-related chronic diseases ar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China, which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food nutrition labeling.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fir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label nutrition, and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re relatively perfect.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n important inspiration for the reform of nutrition labeling system in China.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nutrition fact label, heart examination mark, guide star label, NuVal score label and 

positive fact label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ound that the main body of implementation was diversified, including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non-profit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addition, nutrition fact label and front of package (FOP) 

label complemented each other. FOP label made up for the incomprehensibility of nutrition fact label, and nutrition fact 

label provided the basis for FOP label information. FOP label was widely used in prepackaged food,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dishes. The combination of nutrition labels and mobile applications provided more value-added servic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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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ture, China's nutrition labeling system can be reformed along the direction of enriching nutrition information, 

exploring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FOP label, introducing enterprise FOP label certification. 

KEY WORDS: nutrition facts label; front of package labeling; nutrition labeling;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United 

States; enlightenments 
 
 

0  引  言 

引导居民合理膳食是《“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

重要举措。尽管我国居民营养健康状况明显改善, 但膳食结

构不合理问题突出, 超重肥胖与饮食相关慢性病发生态势

越加严峻。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 

2019 年我国成年居民超重肥胖率超过 50%, 比 2012 年至少

增加了 8个百分点, 我国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病例占总死亡

人数的 88.5%, 比 2012 年增加了 1.9 个百分点。其中, 心脑

血管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死亡比例为 80.7%, 比

2012 年增加了 1.3 个百分点[1]。全民公共健康问题不仅反映

了营养标签等合理膳食引导措施有待改进, 也对探索长效

的营养改善和慢性病防控机制提出了迫切需求。 

营养标签是向消费者提供食品营养信息和特性的说明, 

也是消费者直观了解食品营养成分、特征的有效方式[2], 被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列为改善膳

食结构和健康的营养干预措施[3]。按照标识位置, 营养标签

可分为包装背面(back of package, BOP)标签和包装正面

(front of package, FOP)标签[4]。BOP 标签是指含有食品营养

成分名称、含量及其每日推荐摄入量占比的规范性表格, 通

常标识在包装背面或侧面, 如我国的营养成分表、美国的营

养事实标签。FOP 标签展示食物营养成分与特性的简化信

息[5], 一般显示在包装袋主要展示版面或货架价格标签旁边, 

主要采用图形、符号帮助消费者快速选择健康食品[6]。 

美国是全世界最早标示食品营养标签且相关法规比

较完善的国家, 对不少国家的食品营养标签起到风向标的

作用。早在 1973 年,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便做出了有关食品营养标签的

规定, 鼓励生产商自愿标示若干营养成分信息。1990 年, 

美国联邦政府颁布《营养标签与教育法》(nutrition labeling 

education act, NLEA), 并于 1994 年强制实施营养事实标

签。随着美国居民饮食习惯发生变化, 2016 年, 美国颁布

最新食品营养标签法规, 修订营养事实标签[7]。此外, 美国

也是早期关注和实施 FOP 标签的国家, 于 1995 年实施心

脏检查(heart-check)标志, 引导美国居民选购和消费有益

心脏健康的食物[8]。在此之后, 美国还诞生多款 FOP 标签, 

如指引星标签、NuVal 评分标签、正面事实标签[9‒11]。 

关于美国营养标签的案例研究很多, 不仅报道了其

发展进程与成功经验, 而且通过对比分析, 提出了我国营

养标签发展对策。一方面, 随着美国实施营养事实标签, 

一些学者系统介绍美国《营养标签与教育法》[12‒13], 解读

2016 年 5 月出台的《美国食品营养事实标签新规》[14‒15]

以及梳理美国营养标签制度演变[16‒17]; 另一方面, 随着我

国 2001 年加入 WTO, 面对美国食品营养标签技术贸易壁

垒, 2001—2007 年期间, 不少学者关注并介绍美国营养事

实标签的标识要求, 并提出应对措施[18‒19]。目前, 我国绝

大多数学者仅关注美国的营养事实标签, 虽然极少数学者

笼统提到美国 FOP 标签, 但鲜有详细介绍和剖析[20‒21]。究

其原因, 可能是对营养标签体系认识不足, 忽视 FOP 标签, 

认为 FOP 标签并非主流的营养标签。实际情况表明, 自

1989 年世界首个 FOP 标签(Keyhole 标签)实施以来, FOP

标签在全球已流行 30 年, 在实践中已帮助不少消费者轻

松了解食品营养信息, 并做出健康的饮食选择。近 5 年来, 

我国开始重视FOP标签系统建设, 将 FOP标签的应用列为

政府行动计划, 亟需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促进应用。放眼全

球, 瑞典、英国的 FOP 标签虽然享誉国际, 但在种类、实

施主体、适用范围等方面与美国存在一定差距。为弥补我

国学者系统分析美国营养标签的不足, 本文分别从营养事

实标签、心脏检查标志、指引星标签、NuVal 评分标签、

正面事实标签官方网站收集相关数据、资料与新闻报道, 

探讨新旧版营养事实标签与主要 FOP 标签, 对增强美国营

养标签认知和开拓发展思路, 制定科学权威的营养标签制

度, 推进健康中国的合理膳食行动有重要的意义。 

1  美国营养标签发展特征 

美国营养事实标签、心脏检查标志、指引星标签、NuVal

评分标签、正面事实标签的推行时间、推行机构、标签信息

内容、营养素度量法模型、适用范围与图形如表 1 所示。总

体上, 现阶段美国营养标签具有如下 5 点发展特征:  

1.1  营养标签实施主体多元化, 包括政府、非营利

性社会组织和企业 

美国是世界上营养标签实施主体多元的国家, 既有

FDA 主导实施的营养事实标签, 又有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如

协会、学会等)牵头的心脏检查标志与正面事实标签, 以及

企业认证的指引星标签、NuVal 评分标签。其中, 营养事实

标签的实施主体仅有 FDA, 没有其他实施主体, 但 FOP 标

签完全非政府主导, 既有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又有企业。 

1.2  营养标签适用性广, 应用的食物多样化 

虽然营养事实标签仅应用于预包装食品, 但 FOP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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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的适用性广, 能运用于生鲜农产品、预包装食品与菜品。

所有 FOP 标签可在零售货架、食品包装袋显示预包装食品

的营养信息, 心脏检查标志、指引星标签、NuVal 评分标

签可应用于蔬菜、水果等生鲜农产品, 且心脏检查标志、

指引星标签能运用于菜品。 

1.3  营养事实标签与 FOP 标签之间互补优化 

营养事实标签与 FOP 标签之间存在互补关系。美国

FOP 标签启动的原因之一是克服营养事实标签不易被关注

与理解的弊端 , 帮助消费者快速选择健康食品 , 而一些

FOP 标签的营养标准将美国营养事实标签的信息作为设计

依据之一。例如, 指引星标签以营养事实标签作为食物营

养的评级依据。还有一些 FOP 标签有选择性地显示营养事

实标签的部分信息, 例如, 正面事实标签是简化的营养事

实标签, 从营养事实标签中选取能量、饱和脂肪、钠、糖

等含量及其每日营养成分推荐摄入量占比进行展示。 

1.4  营养标签电子信息化, 为居民膳食提供更多决

策支持 

为顺应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给消费者提供更加科

学实用的膳食指导, 美国营养标签逐渐向纸媒与电子媒体

相结合的方向转变, 不仅保留预包装袋的纸质营养标签, 

而且尝试采用信息技术为营养标签的广泛使用提供支撑。

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使用智能手机管理他们的日常饮食, 

美国营养标签与手机应用程序逐渐相结合, 方便消费者在

线购物或饮食管理时查看与应用营养标签。例如, 指引星

认证企业开发专门的手机应用程序, 方便消费者通过移动

设备参考食品的指引星标签进行网购。此外, 消费者可通

过“我的餐盘”手机应用程序将食品的营养事实标签信息扫

描登记, 安排个人的日需热量与营养成分摄入。 

1.5  FOP 标签趋于国际化, 在其他国家推广应用 

为提高营养标签在全球的应用率, 提高美国营养标

签的国际影响力, 美国鼓励 FOP 标签走出国门。美国营养

标签的国际化初见端倪, 已有一些标签推广到其他国家, 

例如, 指引星标签从美国起源, 沿国际化路线发展, 其评

价算法获得加拿大知识产权局认可并申请了专利(专利号

2652379)[9], 目前, 指引星认证企业正在申请评价算法的

欧洲专利, 计划在当地推行。 

2  美国营养标签发展特征对我国食品营养标签

制度的启示 

1987 年, 我国首次在 GB 7718—1987《食品标签通则

标准》对营养标签的标示内容进行了规定, 到 2021 年至少

发布 10 个国家标准与政策。30 多年来, 我国预包装食品

营养成分表不断修订完善, 由自愿实施向强制实施转变, 

且启动实施 FOP 标签和餐饮食品营养标识。然而与美国相

比, 我国营养标签尚处于起步阶段, 故美国的一些实践经

验值得我国思考和借鉴。 

2.1  在营养成分表强制标示丰富的营养成分信息, 
提供更多决策支持 

在消费者眼中, 食品营养信息的透明度尤为重要。美

国是营养事实标签强制标示核心营养成分信息最多的国家, 

无论是旧版的“1”(能量)+“13”(脂肪、饱和脂肪、反式脂肪、

胆固醇、总碳水化合物、糖、膳食纤维、蛋白质、维生素

A、维生素 C、钠、钙和铁)还是新版的“1”(能量)+“14”(脂

肪、饱和脂肪、反式脂肪、胆固醇、总碳水化合物、总糖、

添加糖、膳食纤维、蛋白质、维生素 D、钾、钠、钙和铁), 

其展示的营养信息不仅有助于消费者充分了解食品的营养

成分价值, 而且为指引星标签、正面事实标签等 FOP 标签

的营养评价算法提供设计依据。相比之下, 我国现行营养

成分表仅强制标示能量与 4 个核心营养素(碳水化合物、脂

肪、蛋白质、钠)信息, 虽然《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征

求意见稿)》将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A、糖、钙列为新增

强制标示内容, 但与美国相比, 标示的营养成分信息仍然

不足, 难以为 FOP 标签设计提供充分依据。 

2.2  居民膳食指南广泛宣传营养标签, 提高居民使

用意识 

美国居民膳食指南从 1995 年开始提及营养标签使用

建议, 而且通过开设专题细致解释营养事实标签作用、使

用方法与误区的必要性, 细化食物种类与人群, 有针对性

地推荐居民使用营养标签, 强化了营养事实标签的宣传。

相比之下, 我国膳食指南对营养标签的使用建议较晚, 直

到 2016 年才首次对营养标签进行科普, 但缺乏对营养标

签阅读技巧、营养标签专业术语进行清晰阐释以及缺乏向

不同人群(对学龄儿童已有使用建议)建议营养标签使用。 

2.3  在生鲜农产品应用营养标签, 引导居民关注产

品营养价值 

生鲜农产品是指未经加工或只经过清洗、分拣、分割

等少量初加工, 在常温下不易长期保存的初级农产品, 包

括水果、蔬菜、肉蛋奶以及水产品[22]。美国生鲜农产品营

养标签起步早, 标签类型多, 早在 1995 年, 美国实施的心

脏检查标志适用性广, 可应用于蔬菜、水果等生鲜农产品, 

后来还有 2006 年的指引星标签和 2010 年的 NuVal 评分标

签。随着我国居民对生鲜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增加, 人们也

越加关注生鲜农产品的营养价值。我国尚未在广泛生鲜农

产品尤其是散装产品启动营养标签, 仅在预包装食品、餐

饮食品实施。在我国, 居民对生鲜农产品的需求旺盛, 但

在实践中, 缺乏营养标签引导消费者选择营养价值高的生

鲜农产品, 一方面, 我国对生鲜食品(如包装的生肉、生鱼、

生蔬菜和水果、禽蛋等)豁免强制标示营养标签; 另一方面, 

中国营养学会实施的“健康选择”标识仅适用于包装类的生

鲜农产品, 但仅评价饱和脂肪酸等限制性营养成分, 不概

括产品的整体营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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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开展企业 FOP 标签认证, 健全营养标签体系 

美国 FOP 标签实施主体多元化, 不仅有非营利性社

会组织, 而且还鼓励企业开展 FOP 标签认证。例如, 企业

认证的指引星标签、NuVal 评分标签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

衡量食物营养程度的便捷工具, 且应用范围广, 这对加快

FOP 标签推广与丰富营养标签体系有重要作用。从 2021

年 7 月开始, 我国逐步放开 FOP 标签认证权限, 全球绿色

联盟(北京)食品安全认证中心被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备案为

全国首家全谷物食品 FOP 标签的第三方认证机构，但目前

我国现行的 FOP 标签仅是中国营养学会主导实施的“健康

选择”标识, 认证主体仍比较单一。 

3  政策建议 

未来我国营养标签制度将朝着系统、完善的方向发

展。为更好地提高营养成分表的价值以及提高 FOP 标签的

适用性, 完善我国营养标签制度, 拟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3.1  新增与营养健康密切相关的营养成分信息, 为

FOP 标签设计提供支撑 

我国营养标签在践行“三减”(减盐、减油、减糖)全民

行动的同时, 建议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与《中国居

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 以及我国居民对全谷物、深

色蔬菜、水果、奶类、鱼虾类和大豆类摄入普遍不足的现

存问题, 在营养成分表新增与人体健康关系密切相关的营

养成分(膳食纤维、维生素 B1、维生素 C 等)方面, 为我国

探索特定营养素体系(如美国正面事实标签)、总结指示体

系(如美国的心脏检查标志、指引星标签、NuVal 评分标签)

创造条件。 

3.2  加强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对营养标签的科普与使

用推荐 

加强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对营养标签科普, 建议在新

版指南中: (1)在附录、专题网站链接等方面清晰解释营养

成分表的能量、营养成分、营养素参考值(nutrient reference 

values, NRV%)等专业术语以及营养标签使用方法; (2)结合

国家卫健委新发布的《餐饮食品营养标识指南》, 对餐饮

食品营养标识标示的基本内容(能量、脂肪、钠含量)和可

选择标示内容进行介绍; (3)鼓励婴幼儿、学龄儿童、孕妇、

哺乳期妇女、老年人等人群在选购和摄入预包装食品与餐

饮食品时使用营养标签。 

3.3  完善生鲜农产品营养成分数据库, 加快 FOP 标

签在生鲜农产品的运用 

营养成分数据是 FOP 标签制定与监管的依据, 广泛的

食物类别更能发挥 FOP 标签的引导作用。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编制的《中国食物成分表》, 至今收录

了1110余条植物性食物与3600条动物性食物的营养成分数

据。但当前我国经常食用的生鲜农产品种类及其亚类繁多, 

远远超出《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收录范围, 而且《中国食物

成分表》记录的营养成分仍不够齐全, 还缺乏饱和脂肪酸、

不饱和脂肪酸等数据, 影响了 FOP 标签营养评价算法实现

以及与同类食物的营养价值比较。建议在《中国食物成分表》

已有数据的基础上, 从亚类和营养成分两方面扩充数据量, 

尽量收集更多生鲜农产品的营养成分数据。  

3.4  通过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 构建企业 FOP 标签

认证管理体系 

允许企业加入 FOP 标签认证行列, 能促进 FOP 标签

认证主体多元化, 营造良性竞争的认证市场环境。因此, 

我国政府可考虑出台支持政策, 鼓励企业尝试开展 FOP 标

签认证。但我国的 FOP 标签认证资质一经放开, 则需要加

强政府监管和开展行业自律, 让获得资质的企业相互监督

和约束, 共同维护整个行业的权威性。一方面, 要建立 FOP

标签备案与监管机制, 对认证的 FOP 标签及应用的产品进

行备案与监督检查, 另一方面, 引导成立 FOP 标签认证机

构协会, 要求成员企业遵守与执行 FOP 标签标准与法规, 

并制定 FOP 标签实施行规约束各个企业的认证行为。 

4  结束语 

本文总结了美国营养标签发展特征及其对我国食品

营养标签制度的启示。美国营养标签将包装背面标签与包

装正面标签相结合, 在预包装食品、生鲜农产品与菜品广

泛应用, 电子化以及国际化为特色, 为我国营养标签制度

发展提供经验借鉴。然而, 中美国情不同, 我国营养标签

发展并不能照抄照搬美国经验, 而应循序渐进地推进制度

改革, 探索与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相匹配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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