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临近，进口食品的销售
也随之升温。记者近日在调查
中发现，很多市民依然以为拥有
全外文包装的才是真正的“原装
进口”。国家质检总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根据现行法规，经检验
检疫合格、具备“中文标签”的进
口食品方可入境销售。而记者
在走访中发现，中文标签“缺席”
现象仍旧普遍，甚至还有过期的
进口食品仍在销售。

调查
进口食品缺中文标签
过期食品仍在销售

位于环球金融中心M楼的
“Clark进口食品店”以出售进口
葡萄酒为主，同时也出售一些进
口小零食，如饼干、巧克力等。
“在附近的姑娘们都特别爱吃这
些进口小零食”店员介绍说，“反
正我们也是卖进口葡萄酒的，就
‘顺带’卖一些进口小零食。”记
者拿起收银台旁边的巧克力，发
现全是外文说明，并没有中文标
签，临窗货架上摆放的各种小瓶
洋酒，其外包装上也未见中文标
签。

记者还注意到，个别进口食
品虽然有中文标签，但应当填写
生产日期、保质期的地方却是空
白，只能推测包装上用韩文标注
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在五
道 口 地 铁 站 附 近 的“Green

Tree”，一款名为“奥里恩花生
球”的食品，显示保质期为2015
年11月18日，却仍在货架销售。

不贴中文标签
使消费者误以为“原装”

在距离“GreenTree”不足两
公里的“Mini便利店”，货架上相
邻的两款饮料，一款有中文标签，
一款却没有。店员解释说：“没有
中文标签的，是国外原装进口的；
有中文标签的，是国内分装的。”

中文标签竟成为“原装进
口”和“国内分装”的区分标准，
事实的确如此吗？国家质检总
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的工作人
员说：“所有的进口食品都应当
在报关检验时就注明中文标签，
如果是‘国外原装’，经出入境检
验检疫机构检验进入市场的，中

文标签肯定是必备的。”
中国食品商务研究院研究

员朱丹蓬解释，国内在售的“进
口食品”有三大类：一是生产、包
装都在国外进行的；二是国内厂
商到产区进口原材料，在国内进
行处理、分装、销售；三是注册商
标在国外，但产地难以确定的。
“其实只有第一种是真正的‘进
口食品’，当然也必须有中文标
签。”朱丹蓬说。

自行加贴中文标签
零售商很“随意”

在“GreenTree”，进门处的
货架上多数食品均有中文标签，
其余货架上的食品，大多没有中
文标签。店主称：“批发商给我
们发货的时候，少发了几张中文
标签。中文标签不够了，就没

贴。”据该店主介绍，他们收到的
食品是没有贴中文标签的，供货
商会把相应的中文标签随货发
来，一般是一箱货配备一批标
签，由零售商在上架前自行把标
签贴上。

从事进出口食品贸易多年
的师女士对记者说，按照国家
要求，进口食品要在流通前贴
好中文标签，否则是不能入境
的。“有些经销商可以和国外生
产厂家协商，由生产厂家在食
品出厂时就按照‘中国订制’要
求，在包装上印好中文标签，但
这些也是少数。多数的经销商
需要在食品入关的时候，到检
验检疫机构备案中文标签，标
签合乎规范后打印出来，贴好，
才能取货。”师女士强调，包装
不合规范，没有中文标签的话，
是取不了货的。

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
安全局也表示：进口食品的中
文标签应于产品报检进口前完
成加贴，并与产品同时接受出
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的检验。经
检验检疫符合要求的进口预包
装食品是指产品本身和标签均
已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也
就是说，经正规进出口贸易渠
道入境的食品，中文标签应当
在入境前就已贴在食品包装
上，而不是由零售商在上架前
才贴。那些未加贴中文标签的
国外食品都是经过非法渠道进
口的。

揭秘
不贴中文标签

蒙混入关有“猫腻”
关于中文标签缺失对消费者

的影响，中国食品商务研究院研究
员朱丹蓬称，缺失中文标签的食
品，涉嫌欺诈消费者。“国家要求进
口食品提供中文标签，是为了保证
消费者能看懂成分表和保质日期
等，便于消费者根据自身体质来选
择购买。”朱丹蓬说，“比如，不能吃
含糖量高的食品的消费者，或者乳
糖不耐受的消费者，可能会因此购
买到不适宜自己食用的食品。”

朱丹蓬表示，全球进口食品
供货渠道复杂，正是导致国内在
售的进口食品缺失中文标签的主
要原因之一。很多进口食品并非
走“官方渠道”，即经正规的进出
口贸易流程，由出入境检验检疫
机构检验后，进入国内市场销售
的，“有些是‘蚂蚁搬家’式人肉背
回国，以进出港澳的食品为代表；
有些是通过代购，还有一些是在
报关的时候‘加塞’，比如，某些货
车存在夹层，进口商在入关的时
候称只有5万箱食品，但实际流
入国内的是6万箱，那么就有1万
箱食品是缺失监管的。”

对于国内市场上标签缺失、
来源模糊的进口食品，朱丹蓬强
调：“食品、化妆品这种与人体密
切接触的产品，建议消费者还是
选择正规渠道供货产品，不要迷
信‘进口’。” （新华网）

市场观察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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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委信息

市场调查

本报讯 张勇 据农业部监
测，1月20日，全国农产品批发
价格指数为205.76，比前一天上
升0.99个点，其中，“菜篮子”产
品批发价格指数为207.86，比前
一天上升1.21个点。

截止20日14时，全国农产品
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23.65
元/公斤，比前一天下降0.3%；牛肉
54.27元/公斤，与前一天基本持平；
羊肉46.65元/公斤，比前一天下降
0.3%。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平均
价格为4.28元/公斤，比前一天上
升0.7%；重点监测的7种水果平均
价格为5.02元/公斤，比前一天上

升0.2%；鲫鱼平均价格为14.15元/
公斤，比前一天上升0.5%；鲤鱼
11.73元/公斤，比前一天下降
0.5%；白鲢鱼6.63元/公斤，比前一
天上升2.3%；大带鱼29.94元/公
斤，比前一天上升0.8%。

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
点监测的60个品种中，与前一天
相比价格升幅前五名的是：大白
菜、胡萝卜、洋白菜、油菜和白鲢
鱼，幅度分别为6.7%、3.2%、2.8%、
2.5%和2.3%；价格降幅前五名的
是：香菇、莴笋、巨峰葡萄、生姜和
大黄花鱼，幅度分别为 2.0%、
1.9%、1.7%、1.4%和1.0%。

全国农产品批发价格
指数上升0.99个点

进口食品中文标签为何缺位进口食品中文标签为何缺位

本报讯 张勇 据水屯市
场信息中心监测数据显示，近
日市场猪肉批发价格有小幅
上扬，鸡蛋价格持续上涨，蔬
菜价格将以稳为主，伴随小幅
波动。

记者从北京市价格监测
中心了解到，本市生猪收购价
格小幅上涨，屠宰量有所减
少。顺鑫鹏程监测数据，生猪
近日日均屠宰量约为4166头，

周环比减少18.64%。目前猪
粮比价约为8.34：1，生猪价格
预警处于绿色区域（价格正
常），生猪养殖处于盈利区
间。从市场上了解到，随着南
方部分地区按照习俗开始制
作腊肉、腊肠，对猪肉价格上
涨形成一定支撑，加之后期春
节临近，食品加工企业提前备
货，集中采购量增加，带动生
猪价格持续上涨，预计本周受

生猪价格上涨带动，本市猪肉
批发价格随之小幅上行。

此外，随着近期北方地
区天气晴好，日照时间增加，
有利于暖棚蔬菜生长，加之
雾霾天气减少，“南菜北运”
交通顺畅，运输成本下降，供
应增加，蔬菜价格有小幅回
落。就后势情况来看，短时
蔬菜价格或将以稳为主，伴
随小幅波动。

本报讯 张勇 北京市商务
委近日宣布，于即日起至3月
20日开展蔬菜保供联合行动。
据北京市商务委方面介绍，活
动期间，在北京市蔬菜日常供
应的基础上，增加货源上市量
10%左右，增加供应的品种以
市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大白菜、
白萝卜、土豆等大路菜为主。

按照往年惯例，春节之前
是居民进行蔬菜等日常生活

必需品囤货的爆发期，今年极
端的气象让首都蔬菜供应面
临挑战。北京首农商业连锁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春
节前期普通蔬菜类商品销售
量是日常销售量的1倍以上，
礼盒类商品可以达到日常消
费量的5倍以上。

“今年气候比往年都冷，
价格和蔬菜的生长都会受到
影响，许多菜不爱长，量少就

影响价格。”京客隆生鲜商品
采购中心蔬菜经理丛轶表示。

为保证蔬菜供应，同时贯
彻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进
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北京
市、天津市和河北省三地商务
部门首次签署了“京津冀三省
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和应
急保障互助框架协议”，确保
首都市场上生活必需品的供
应稳定。

■ 市场动态

水屯市场：肉蛋菜价格小幅上扬

京津冀首次联动“蔬菜保供”

北京市1月21日部分蔬菜批发市场价格行情
单位（元/公斤）

品种
大白菜
小白菜
生菜
韭菜
蒜苗
白萝卜
土豆
胡萝卜
大蒜

最高价
1.3
4.3
3.0
6.0
9.6
1.2
1.8
1.2
11.2

最低价
0.9
4.0
2.4
4.6
4.0
0.8
1.3
0.8
10.4

品种
茄子
莲藕
绿豆芽
黄豆芽
菜花
西红柿
尖椒
青椒
黄瓜

最高价
7.2
6.0
2.0
1.8
3.6
7.0
3.6
5.2
6.6

最低价
4.6
4.0
2.0
1.8
2.6
4.4
2.4
3.2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