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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的修订原则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11）

自颁布实施以来，对保障食品安全、规范食品市场、引导科学消费发

挥了重要作用。随着食品产业发展，预包装食品市场不断丰富，标签

形式多种多样，GB 7718-2011需要修订以适应食品标签的管理需求。 

标准修订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严格落

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的要求，

以保障食品安全与消费者权益为核心，同时充分满足食品安全监管及

食品生产经营者的需求。标准修订过程遵循公开、透明原则，通过多



轮调研、公开征求意见，听取各方对于标准的意见和建议，并按程序

向 WTO进行通报。 

标准修订过程充分考虑食品安全风险管理、食品行业创新发展、

反食品浪费等要求，并借鉴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对预包装食品标签的

管理经验和我国实际，对日期标示、致敏物质标示、数字标签等要求

进行了调整或增补；删除了关于“字体字号”“净含量和规格”“生

产经营者信息”等侧重于食品标签监督管理的要求，由国务院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另行规定。 

 

二、标准的修订内容 

 

本标准与 GB 7718-2011 相比,主要修订内容包括:预包装食品

定义中增加了预先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以计量方式销

售的食品; 修改了生产日期、保质期、规格的定义,增加了数字标签

的定义，删除了主要展示版面的定义；修改了食品标签的基本要求；

规范了食品名称、日期的标示方式; 修改了配料表的标示要求，规范

了食品添加剂的标示方式，修改了配料表归类标示和定量标示的要求; 

修改了生产者和经营者信息、净含量和规格、生产许可证号的标示要

求; 修改了食品中含有致敏物质时的标示要求; 增加了食品声称、进

口食品和数字标签的标示要求; 将部分正文内容移至附录,调整了章

节编号的顺序; 增加了新的附录 A“预包装食品标签中部分标签项目

的标示形式”，原附录 C 的内容合并到新的附录 A；原附录 A“包装



物或包装容器最大表面面积计算方法”变更为附录 C，明确了不规则

包装物最大表面面积的计算方法；增加了附录 D“致敏物质在食品标

签中的标示形式”。 

 

三、关于“预包装食品”的定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对于预包装食品的定义，

结合食品安全风险管理实际需求和 GB 7718-2011 的实施情况，为进

一步规范预包装食品标签标示的管理，修订后的标准将“预包装食品”

定义为：预先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容器中的食品。与

GB 7718-2011版相比，除预先制作在包装材料、容器中的“在一定

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质量、体积及长度标识的食品”外，将预先制作

在包装材料、容器中并“以计量方式销售的食品（包括称重方式和计

件方式）”也纳入了“预包装食品”的范围。 

部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引用了 GB 7718 中“预包装食品”的定

义。对于预包装食品定义的修订，填补了 GB 7718等标准对于“无净

含量标示”的预先包装食品的管理空白，拓宽了相关标准的覆盖面，

可进一步保障此类食品标签信息向消费者的有效传递，提升食品安全

标准对于消费者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的保障水平。 

 

四、关于“日期标示”的修订 

 



标准修改了日期的标示要求，规定预包装食品需同时标示生产

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在标示了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的前提下，

保质期作为可选择标示内容自愿标示。考虑到消费者的标签识读需求

及监管需要，日期统一按照年、月、日的顺序标示。 

为在保障食品安全和消费者权益的同时，减少食品生产企业的

生产成本，参考国际主要国家和地区对于预包装食品的日期标示要求，

结合消费者调查结果，修订后标准规定保质期 6个月及以上的预包装

食品和包装物或包装容器最大表面面积不大于 20cm2时，可仅标示保

质期和保质期到期日。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第十六条“制定和修

改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应当将防止食品浪费作为重

要考虑因素，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防止浪费”的要求，

新标准规定了食品生产者可根据食品属性、食用特征等自愿标示预包

装食品的“消费保存期”作为食品的最后食用日期，供消费者参考。 

 

五、关于“食品名称”的修订 

 

修订后的标准细化了关于真实属性名称的表述，规定真实属性

名称指“能反映食品本身不必说明或已经说明的固有特性的专用名称，

包括对配料特征、工艺特点、食品类别等一种或多种食品专属特征的

描述”。 

 



 

六、关于“配料表”“配料强调与定量标示” 

 

为进一步明确食品配料表的标示方式，减少标准执行过程中由

于对于标准条款理解不一致带来的影响，修订后的标准根据 GB 

7718-2011的执行情况，细化了对于“复合配料”“食品添加剂”“承

担包装功能的可食用物质”“直接添加的菌种”等标示要求，同时对

GB 7718-2011 中“表 1 配料标示方式”进行了扩充并由正文调整至

“附录 A”。 

为避免食品标签“配料特别强调”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和食品生

产者不当竞争，统一执行尺度，结合消费者调查结果，修订后标准调

整了“配料强调与定量标示”要求，明确了属于“配料特别强调”的

情形以及“定量标示”的要求和形式，规范了“无”“不添加”等词

语以及食品标签上用于说明口味、风味、配料来源、食用方法或用途

等图片的使用要求。 

 

七、关于致敏物质 

 

食物过敏是影响消费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因素。食品

标签标示是防止消费者食物过敏的有效措施之一，GB 7718-2011 将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规定的含麸质谷物、甲壳纲类动物、鱼类、蛋类、

花生、大豆、乳、坚果等八类含有致敏物质的食品及其制品作为食品



标签的推荐性标示内容。为了加强对食品中致敏物质的管理，尽可能

降低食物过敏的发生概率，与国际通用做法接轨，新标准要求如在食

品生产中直接将这八大类致敏物质用作食品配料，需在食品标签上强

制性标示。鼓励食品生产者对八大类致敏物质以外的其他可能导致食

物过敏的配料、生产加工过程可能带入的致敏物质进行标示。 

 

八、关于进口食品 

 

进口预包装食品的标签标示要求与中国境内生产销售的食品均

应一致，但考虑到进口食品的管理方式与在中国境内销售的国产食品

有所区别，根据进出口食品监管部门的意见，修订后的标准单独设置

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示要求的章节，便于规范进口食品标签标示内容，

保证进口食品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执行本标准的各项要求。 

进口食品章节规定了进口食品标签的一般要求、配料表、生产

经营者信息、原产国或地区、日期标示、适宜人群及食用量或使用方

法的标示要求。进口食品标签标示内容在执行 GB 7718相应要求的基

础上，应同时符合本章节的规定。 

 

九、关于数字标签 

 



为解决消费者因纸质标签版面受限而看不清、找不到等问题，

切实提升消费者阅读标签的体验感和食品企业传递食品信息的效力，

修订后标准中新增了数字标签的定义及应用要求。 

数字标签是食品包装上采用二维码等信息化手段展示的食品标

签，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扫描食品标签上的二维码获取食

品标签信息。数字标签为推荐性的要求，即食品生产企业可自行选择

是否使用数字标签作为标签载体。当使用数字标签时，应符合标准规

定并保证在扫码获取信息后的一级页面直接展示标签信息，同时应避

免弹窗广告等干扰消费者阅读食品标签的情形。 

数字标签属于食品标签，通过数字标签标示的内容应符合本标

准的规定。同时为了节省食品标签版面，在相关规定允许的前提下，

使用数字标签标示了应当在预包装食品上标注的事项可以简化预包

装食品包装上标示的标签信息。 

 

十、关于标准附录 

 

附录 A 规定了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日期、贮存条件、定量标示等

标签项目的标示形式，标示相应项目时可按照示例形式,选用其中一

种进行标示。附录 A同时规定了配料的归类标示方式以及食品标签的

推荐性标示内容。 

附录 B 以示例形式提供了配料表中食品添加剂的标示形式。标

示相应项目时,应按要求选择其中一种进行标示。 



附录 C 规定了包装物或包装容器最大表面积计算方法，不同形

状的包装物或包装容器的最大表面积按照附录 C的要求进行计算。 

附录 D 规定了致敏物质在食品标签中的标示形式，包括强制性

要求、推荐性要求以及致敏物质标示的豁免情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