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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国家卫计委将
在2015年底建立统一的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体系，届时，我国过
去30年间由各部委制定的4934
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将缩减到
1061个，数量减少为原先的1/
5。卫计委同时加快了对重点和
缺失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制定
和修订，至今累计公布492项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涉及多
个环节，其中每个环节都涉及到
食品安全标准问题。在政府部
门、新闻媒体披露出的一些食品
安全事件中，标准问题无法回
避。一方面，我国有着很多各种
类型的食品标准，但是也存在着
现行标准交叉、重复、矛盾的问
题；另一方面，我国食品管理标
准更新滞后，部分标准长期止步
不前，有些标准也已经不再适用
于当今的现实。因此，清理现有
的食品安全标准，是进一步提升
食品安全水准、保障消费者权益

的必要之举。
应当承认，目前我国的食品

标准普遍较低，有的食品标准甚
至还是沿用着十几年、几十年前
的标准，甚至有的行业新制定的
标准出现了倒退的现象。食品
安全标准存在散、乱、差、不科学
等问题。仅就“散”而言，一套是
食品卫生标准，另一套是食品质
量标准，两套标准并行的结果
是：按照一套标准监督检查合格
的食品，按照另一套标准就有可
能不合格；还有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交叉
重叠、相互冲突。现行标准的
“标龄”在10年以上的占1/4，个
别标准甚至已超过20年未修
订。一些已经不再使用的添加
剂或农药，还没有从标准中剔
除，例如，现有的食品标准里还
保留着一些已经停产多年的农
药的限值标准。相当一部分标
准的内容存在互相引用、沿用原
有数据的情况。制定标准时你

抄我、我抄你，缺乏科学分析和
研究。很多新的食品添加剂或
农药出现了，但制定标准的人也
无所知，本应限定使用的用量和
品种，但现在滥用情况严重，检
测标准也没有明确规定。

所谓食品安全标准存在问
题，既有制度本身的原因，也有
利益博弈的因素。从利益方面
来说，一方面，食品安全标准高
低往往关系着企业及其产品的
市场准入问题。标准定得高一
点，有些企业就可能面临被淘
汰，而定得低一点，准入的企业
便多一些。另一方面，制定一个
标准往往需要大量的数据收集
及论证，费用不菲，而国家的补
贴有限，往往需要企业额外资
助，于是，一些标准的出炉便可
能掺杂“企业意志”，其制定权极
有可能被“少数人”、“少数企业”
绑架，标准之争在某种程度上便
成了利益之争。

食品安全国标体系的构建

既关乎每个人的饮食健康，也
关乎国人的生存质量，乃至“中
国制造”的国际市场份额。减
少和遏制食品安全事故的发
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进一
步制定和完善食品标准，清理
现行标准、抓紧制定新的标准，
增强信息公开力度、加强标准
跟踪评估、接受全社会监督已
成当务之急。

首先，要将标准体系放在专
业化、前瞻化、国际化的视角去
考量。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开
门立“标”，集纳民智、悉听民意，
要坚持独立的专业标准，更要广
开言路、以公开透明的姿态完善
标准的内涵与外延。

其次，要秉持客观中立的立
场，矢志于扞卫公共利益，站在
民生安危的高度从严立规，既不
为个别企业的声音所左右，更不
能被少数行业协会的话语霸权
所绑架。要力戒“新规不如老
规”的诡异，就要平衡好标准体

系建立的“专家系统”，从制度设
计的每个环节开始，让博弈在光
明正大的平台上进行，去伪存
真、激浊扬清，把部门利益、集团
利益真正屏蔽在公平正义的标
准体系之外。

再次，标准的制定应该摒弃
“国情化”的借口。要真正让新
国标体系科学、合理与公平并赢
得国际市场的认可，防止“劣币
驱逐良币”乱象上演，必须将我
国的标准尽快与国际标准接轨，
力避在制定标准过程中自我降
格和标准的“内外有别”。

编织“食品安全网”，“标
准”无疑就是网格的一个个结
点，只有结点清晰科学，整张网
络才能稳固有力。有了完善的
标准，才能在生产中有的放矢，
在检测中切中要害，在执法中
一针见血。由此，热切期待食
品安全新国标体系能够真正为
食品消费筑起一道道牢固的安
全之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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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之二十四）

一、背景信息

2014年央视曾曝光浙江、广
东、山东等地部分生产经营单位
将鱼肝油变成针对婴幼儿销售
的普通食品。事件曝光后，国家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要求各地依
法查处违法生产销售儿童鱼肝
油类产品。随后，广东省、山东
省、福建省、海南省等地方食药
监局加大检查力度，查处违法生
产销售儿童鱼肝油类产品，责令
问题产品下架。

二、专家解读

1.维生素A和维生素D是人
体必需的脂溶性维生素，既不能
缺乏，又不能过量。

鱼肝油的主要成分是维生
素A和维生素D，两者皆是人体
必需的脂溶性维生素。人体需
要全面、平衡的营养素来满足身
体的各项需求，人类必需营养素
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
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其中维生
素类按溶解性分为水溶性维生
素和脂溶性维生素，水溶性维生
素可以通过尿液排泄，一般不会
在体内蓄积，而脂溶性维生素不
通过尿液排泄，过量摄入有蓄积
的风险。这也是营养素与一般
的有害物质不同的地方，既不能
缺乏，又不能过量，因此需要从

摄入量高、低两方面对其进行关
注。

2.婴幼儿配方乳粉对各项
营养素有严格要求，婴幼儿一般
不会因摄入配方粉导致营养素
过量，食用配方粉的婴幼儿无需
额外补充鱼肝油。

一般情况下，通过膳食摄
入过量营养素的可能性不大，
尤其是婴幼儿，由于胃容量的
限制、母乳或配方乳粉中营养
素的含量相对稳定，因此通过
饮食摄入过量营养素的风险相
对较小。多数资料表明或专家
建议：如果食用配方乳粉，则不
需要额外补充鱼肝油类物质
（因为配方乳粉中的各种营养
素已经根据婴幼儿的营养需求
进行了严格的调配）。

3.纯母乳喂养的婴幼儿在
日照不充足的情况下，在医生指
导下适当补充维生素D制剂。

事件报道后，舆论多集中
在婴幼儿该不该补鱼肝油或者
维生素A、D制剂方面。大量文
献资料以及临床、儿科专家表
明：纯母乳喂养的婴幼儿如果
在日照不充足的情况下，在医
生的指导下适当补充维生素D
制剂（目前市场上常见的是药
品级的鱼肝油滴丸或者胶囊
类）。但如果没有临床医生指
导的情况下额外补充，其摄入
量的问题需要关注。

另外，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和欧盟均未将鱼肝油列
入营养强化剂化合物原料名
单。国家卫生计生委日前明确
鱼肝油是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的物品，在我国无传统食
用习惯，不属于普通食品。

三、专家建议

上述事件关注的另一个问
题是套用标准的问题，鱼肝油类
食品是否可以作为婴幼儿食品
额外补充给婴幼儿食用？建议
有关部门组织婴幼儿营养专家、
儿科专家、标准管理部门、监管
部门等相关部门和专家，从原料
来源、维生素A、维生素D使用
量的范围、合理补充等方面进行
研讨。

＞＞资料链接：

鱼肝油类产品
监管基本情况

一是药品方面。鱼肝油已
收录在《中国药典》中，系鲛类动
物Squalidae等无毒海鱼肝脏中
提出的一种脂肪油，在0℃左右
脱去部分固体脂肪后，用精炼食
用植物油、浓度较高的鱼肝油或
经维生素A与维生素D3调节浓
度，再加适量的稳定剂制成的产

品。
二是保健食品方面。根据

《保健食品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令第19号）、《营养素补充剂
申报与审评规定（试行）》（国食
药监注〔2005〕202号）等有关规
定，以普通食品原料生产、加
工、提取的物料及从食物可食
部分提取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可作为保健食品原料。在具体
产品注册过程中，鱼肝油类产
品及原料虽没有统一的标准，
但要求申请人提供产品中鱼肝
油来源、用量、生产工艺步骤和
工艺参数、质检报告及供货证
明等详细的材料。申报营养素
补充剂类保健食品时，所含维
生素A、D每日推荐食用量必须
符合《营养素补充剂申报与审
评规定（试行）》的规定。申报
特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时，
需提供用量安全、有效的科学
文献依据及配方配伍合理的科
学依据，并严格按照《保健食品
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的要求
开展安全性毒理及功能学试
验。审评专家委员会根据所提

供资料及科学研究进展对所申
请的单个产品进行综合判定，
符合要求的，方能予以批准。
原卫生部1997年就批准过鱼肝
油为原料的保健食品。

三是普通食品方面。《国家
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鱼肝油
相关问题的复函》（国卫办食品
函〔2014〕297号）已明确，鱼肝油
是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的物品，在我国无传统食用习
惯，不属于普通食品。据此,总
局已下发《关于依法严厉查处违
法生产经营鱼肝油产品的通知》
（食药监办食监三〔2014〕83号）
要求各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
鱼肝油食品企业标准经过备案，
且企业已获食品生产许可证的，
应及时依法处理，严禁企业生产
鱼肝油食品。对食品生产企业
超出许可范围，包括保健食品生
产企业未获保健食品批准文号
生产鱼肝油产品的，依据《食品
安全法》等有关规定，按照未获
保健食品批准文号生产鱼肝油
产品予以查处，对于黑窝点非法
生产鱼肝油产品的，依法予以严
厉打击。

制定食品安全标准应弃“国情”借口
□ 廖海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