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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的修订目的 

 

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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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实施营养标签的意义重大：一是满足消费者的知情权，引导

个人和家庭科学选购食品；二是有利于规范企业正确标示营养标签，

促进食品产业健康发展；三是有利于宣传普及食品营养知识，加强营

养和膳食指导。 

近年来，由于经济水平的发展，居民膳食中预包装食品消费的占

比越来越高，随着公众的营养健康意识日益提高，消费者也越来越关

注营养标签。营养标签作为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和《国



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的重要举措，对国民营养健康素养提

升，促进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加强预包装食品的营养

标签管理越发重要。《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从 2013年正式实施，期间营养标签标准的国际发展形势和我国居民

营养健康状况都发生了诸多变化，为使营养标签更加适应国内规范化

生产和消费者营养需求，启动了本标准的修订。 

 

二、标准的修订原则 

 

一是坚持科学性。食品营养标签管理的技术性和科学性较强，必

须遵循营养科学的规律和特点。标准修订过程中，依据《中国居民膳

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

状况报告》等最新科学证据更新了标准内容。 

二是坚持先进性。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了营养标签相关指

导原则和手册，也正在制定营养标签政策指南；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先后制定了多个标准和技术文件，这些均对世界各国营养标

签的管理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大多数国家也已制定了食品营养标签

有关法规和标准，并且部分国家根据本国居民最新调查发现的营养健

康问题开展或完成了新一轮的修订。本次修订充分借鉴国际指导原则

和他国先进经验。 

三是坚持实用性。密切联系国内实际情况，一方面以我国居民的

膳食结构、消费特点、健康状况和问题为基础，满足消费者健康和健



康中国建设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企业执行能力、监管部门需求

等，确保标准的可操作性。 

四是坚持协调性。食品营养标签涉及的标准较多，如《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

食用食品标签》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等，要确保与相关法规和标准间的有效衔接和配套。 

 

三、标准的主要修订内容 

 

标准修订调整了标准适用范围；增加了强制标示的营养素“饱和

脂肪（酸）”“糖”及“盐油糖”相关提示语；增加了能量和部分营养

成分的术语和定义；增加了其他补充信息，如允许采用图形、文字等

方式对营养信息进行补充说明；调整了维生素 A、维生素 D等营养成

分含量的允许误差范围；调整了豁免强制标示营养标签的预包装食品

的范围；更新了维生素 D、胆碱、锌、硒等的营养素参考值（NRV）；

增加了两种营养标签格式；修改了部分营养声称条件及多种营养成分

作用声称标准用语；增加了附录 E 预包装食品份量参考值的推荐。 

 

四、关于能量和部分营养成分术语和定义的修订 

 

营养成分的定义、计算或者检测方法对于食品营养标签的正确标

示起到重要作用。为了统一概念、方便理解和执行，本次修订增加了



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糖等强制性标示成分的定义及测

算依据。 

 

五、关于强制标示的营养素“饱和脂肪（酸）”“糖”的修订 

 

本次修订在强制性标示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

基础上，增加了饱和脂肪（酸）和糖两项内容。 

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营养健康问题，主要聚焦在肥胖等慢性病的

高发以及由慢性病导致的死亡率升高，这是公共卫生防控工作的重点

与难点。高盐、高脂、高糖等不合理膳食是引起肥胖、心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及其他代谢性疾病和肿瘤的危险因素。《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

参考摄入量》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明确提出，“饱和脂肪酸的

供能比控制在 10%以下”，“控制添加糖的摄入量，每天不超过 50g，

最好控制在 25g以下”。 

改善膳食结构、促进食品产业营养健康发展是助力合理膳食行动

的重要举措。为引导消费者合理选择食品，最终确定增加饱和脂肪（酸）

和糖的强制标示。 

 

六、关于强制标示“盐油糖”提示语的修订 

 

近年来，我国居民超重肥胖问题凸显，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也

在持续上升。当前我国 6岁以下儿童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 6.8%和



3.6%，6-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 11.1%和 7.9%。同

时，儿童青少年时期对其口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要从小引导孩子

们健康的饮食理念，培养清淡的饮食习惯。此外，《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五十五条明确要求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用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明

注意事项。 

为落实“三减”健康生活方式，即减盐、减油、减糖和《未成年

人保护法》要求，引导消费者、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关注膳食中盐油糖

摄入总量，本次标准修订要求预包装食品应标示“儿童青少年应避免

过量摄入盐油糖”，希望对于创造健康生活环境以及教育儿童青少年

从小懂得食物营养价值、认识到盐油糖对健康的双重影响发挥积极引

导作用。 

 

七、关于其他补充信息的修订 

 

为提高消费者对营养标签的关注度，指导消费者健康选择，允许

企业按照标准规定，正确、规范地在营养成分表中标示营养信息后，

采用图形、文字等方式对营养标签进行补充说明。可以使用消费者熟

悉的油和盐替代脂肪和钠，用“卡”等替代“千焦”等，也可以“使

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宝塔图形和核心推荐条目”宣传合理膳食

和“三减”。 

 

八、关于附录 A营养标签用营养素参考值（NRV）及其使用方法



的修订 

 

营养素参考值是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制定，

专用于营养标签比较食品能量和营养素含量水平的参考值；适用于

36月龄以上（＞36月龄）人群食用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 

本次修订是依据新版《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内容，

基于能量摄入 8400千焦（相当于 2000千卡）的前提下，可以满足

36月龄以上人群的营养素需要量的原则对其进行修订，最终调整了

维生素 D、生物素、锌、碘等 8个营养素的 NRV值。 

 

九、关于附录 B营养标签格式规范的修订 

 

基于国际组织的指导原则和各国管理经验，营养标签的格式标准

化有利于消费者识别和选择、企业的设计和制作以及监管部门的监督

和核查。因此营养标签的格式标准化也是营养标签管理的重点之一。 

本次修订在原标准的 6种常见格式基础上，增加了同时以每 100

克（或每 100毫升）和每份为单位进行标示的营养标签格式和内有多

种食品的营养标签格式；并且参考《<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11）问答》，增加了“保证符合基本格式要求和确保不对消

费者造成误导的基础上，在版面设计时可进行适当调整”等的补充说

明。 

 



十、关于附录 C营养声称和附录 D营养成分作用声称的修订 

 

为确保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作用声称的科学性、实用性及多场景

性，修订过程中梳理了 CAC和各国有关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作用声称

的相关规定，以及最新的营养成分与健康的科学证据，同时为方便消

费者阅读和理解，增补了部分营养成分的营养声称和作用声称；同时

结合国内市场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作用声称实际使用情况和管理需

求，删除或修改了原标准中不适用的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作用声称表

述。 

比如鉴于目前大众对 n-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关注，增加含有或富

含 n-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声称和要求；考虑到实际使用情况，删除了

“减少蛋白质”“减少膳食纤维”“减少矿物质”“减少维生素”等比

较声称；增加过量摄入脂肪、糖、盐的警示用语“长期高脂肪摄入不

利于维持正常体重和体脂水平”“长期过多摄入饱和脂肪可使血胆固

醇增高”“长期高盐摄入可以导致血压升高”“长期高糖摄入可增加龋

齿和肥胖发生的风险”等，与强制性标示“儿童青少年应避免过量摄

入盐油糖”提示语相呼应。 

 

十一、关于增加附录 E预包装食品份量参考值的推荐的规定。 

 

份量参考值是本次标准修订新增的内容。标准中规定食品营养标

签可以每份食品可食部中的具体数值标示；以每份进行标示时，应在



同一版面标明每份食品的质量或体积。附录 E中规定的份量参考值即

当营养标签按“份”标示营养成分表时，推荐使用的每份食品参考质

量或体积（以可食部计）。本次标准修订共确定了 18个常见食品类别

的份量参考值。 

增加“份量”相关内容有三个目的，一是为消费者实际阅读考虑。

目前营养成分表通常是基于 100g或 100ml为单位标示，但一般情况

下消费者直接了解“每份”的含量会更加清晰明了。二是从标准化考

虑，目前市场上同类食品份量的范围很广，推荐的份量参考值可以使

同类产品相互靠近，逐渐标准化和统一化，便于消费者比较。三是从

公众健康考虑，如果食品的份量逐渐统一化后，“营养定量”和营养

教育工作走入千家万户，会对肥胖、食物浪费等社会问题的解决起到

助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