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关注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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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您膝关节疼，给您买
点氨糖软骨素补补吧。”“女人应
该注意保养，多喝维E和胶原蛋
白。”……现在的人们，保健意识
逐渐增强。尤其随着我国老龄
化社会的来临，保健食品的需求
旺盛。

不过，在这巨大的需求背
后，消费者“上当”的事例仍时有
发生。今年的“3?15”晚会，保健
食品再次被“点名”。接受记者
采访的专家表示，保健食品的产
品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基本可
以保证其安全性。而问题出在
非法添加、功效声称的不规范及
对保健食品的不科学认识上。

作为保健食品的消费者，关
心的无非是我吃到嘴里的是什
么、安全吗、有效吗的问题。保
障保健食品安全，不能仅靠政府

“救火式”治理方法，除了依靠国
家的监管和企业自律，消费者自
身还需对保健食品拥有正确的
认识，培养食品的科学消费理
念，练就识别真伪的“火眼金
睛”。

保健食品、食品、药品
消费者傻傻分不清楚

对于保健食品的消费经历，
不少购买使用保健食品后感觉

“上当”，深受虚假宣传之害的消
费者，其感觉“被骗”的主要症结
还在于对保健食品认知的缺乏
及对夸大功效的轻易信赖。例
如在今年“3?15”晚会中提及的
某保健食品，在国家食品药品监
管总局的网站上查不到其任何
信息。中国保健协会市场工作
委员会秘书长王大宏接受记者
采访时称，被提及的这款所谓

“保健食品”，其实仅属于普通食
品而非真正的保健食品。消费
者不去真正了解情况，这就属于
典型的认识不足。

何谓“保健食品”，一直以来
对于非专业人士最直观的辨识
方法即为看其产品包装上是否

标有“蓝帽子”。2016年7月1日
正式实施的《保健食品注册与备
案管理办法》中明确定义，保健
食品是指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
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
目的的食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
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
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
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
危害的食品。中国社科院食品
药品产业发展与监管研究中心
主任张永建接受记者采访时解
释，保健食品介于食品与药品中
间，与药品有着本质区别，最明
显的在于保健食品不以治疗为
目的，可长期服用，不具任何毒
性。消费者购买辨别时，除了

“蓝帽子”，产品包装上还应有国
食健字或卫食健字（????
年）第??号的标识，进口产品
是国食健（进）字或卫食健（进）
字。

另外，新《食品安全法》中也
明确了保健食品不得宣称能治
病。保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不
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内

容应当真实，与注册或者备案的
内容相一致，注明适宜人群、不
适宜人群、功效成分或标志性成
分及其含量等，并必须声明“本
品不能代替药物”。保健食品的
功能和成分应当与标签、说明书
相一致。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家允
许保健食品声称的保健功能包
括增强免疫力、改善睡眠、缓解
体力疲劳、增加骨密度、减肥、辅
助降血糖、改善生长发育、抗氧
化、改善营养性贫血、辅助改善
记忆、调节肠道菌群、辅助降血
压、辅助降血脂等27种。这其
中，保健食品声称功能对于消费
者的吸引力主要集中在增强免
疫力、缓解疲劳、增加骨密度、减
肥、抗氧化、辅助降血糖血压血
脂等方面。

老年人目前仍是保健食品
消费的一个较大群体，在这一群
体中，高血压已成为常见病。一
旦被诊断为高血压，需长期服用
药物。而对于一些血压偏高，但
未被确诊为高血压人群，如尽早
服用相关保健食品，可能会对血
压起到一定调节作用，从而避免
高血压疾病的形成。如记者发
现一款名为辅助降血压茶的产
品，其包装上标有“蓝帽子”，保
健功能一栏写着辅助降血压；适
宜人群标明是血压偏高者；且注
意事项一栏明确注明“本品不能
代替药物”。而现实生活中却也
存在着高血压患者因对保健食
品的错误认知及相信部分保健
食品的夸大宣传，服用保健食品
后停止使用药物，最终导致健康
受损的事例。“这源于公众尤其
是老年人对保健食品的认知不
足。”张永建如是说。目前我国
保健食品的安全性已有基本保
证，问题出在非法添加、功效声
称的不规范及对保健食品的不
科学认识上。

记者通过梳理发现，在不少
打着“保健食品”旗号的产品中，
时常会看到“彻底治愈”“保证”

“康复”等宣传字样。对于这种

屡禁不止的现象，张永建分析，
对保健食品生产环节的监管属
于食药部门，但广告宣传方面却
还涉及工商及广电部门，而部门
间衔接沟通仍不够畅通。

治理保健食品“乱象”
该换换思路 培养成熟的
消费者

在我国消费者目前对保健
食品的认知水平下，如何保障保
健食品的安全对政府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随着保健食品的准
入制度由审批制改为注册与备
案双轨制，作为非专业人士的公
众疑惑：“门槛”的变化是否会使
准入企业产品的质量受到影
响。张永建解释，以前的审批制
审批流程繁琐、时间长，会对生
产厂商的积极性造成影响，从而
导致国内保健食品种类的匮
乏。“改为双轨制后，行政门槛降
低了，但技术门槛提高了，这对
生产企业是一种鼓励。同时，也
对产品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
从而促使行业优胜劣汰。”王大
宏分析道。

除了在准入制度上保证保
健食品的安全外，在流通或销售
环节的安全也同样重要。张永
建表示，我国保健食品的“乱象”
集中反映在销售环节上的虚假
及夸大宣传。由于保健食品产
业，其研发、生产、销售都是相对
独立的，从而导致违法成本不
高。某地方食药监管部门负责
人告诉记者，他们不时会发现被
人们诟病的保健食品会销活动，
某些不良商家为吸引消费者，对
产品进行夸大虚假宣传，甚至通
过免费赠送与会者鸡蛋等物品
作为“诱饵”。这些人“打一枪换
一个地方”，很难管理。王大宏
表示，会销本身并不违法，它只
是产品教育的方式之一，在其他
领域也很普遍。这其中也不乏
如由生产企业举办的一些优质
的会销产品，关键在于消费者如
何对会销中的产品识别真伪。

张永建坦言，以前对保健食
品的治理更趋向于形式上的，例
如一些地方对酒店、宾馆、饭店、
农家乐等常见的会销场所进行
登记备案；又或有些地方甚至禁
止会销。不过，对保健产品“乱
象”的治理并非短期能解决，具
有阶段性。政府需要发挥更多
作用，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
力帮助消费者正确认识保健食
品，识别其真伪。从我国现状来
看，这方面投入总体仍不足。国
外虽然也有类似的夸大宣传等
问题，但因消费者素养较高，能
被“忽悠”的人很少。

张永建告诉记者，这主要是
因为在发达国家，对消费者食品
安全的教育及食品科学的消费
很多都从娃娃抓起。如在日本，
政府多部门投入大量财力，每年
都会发布有关“食育”教育的白
皮书，推动民众对食品文化的了
解及培养食品的科学消费理
念。这一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他呼吁，对保健食品销售“乱象”
的整顿，除了对如“会销”等“表”
的问题进行治理外，更应从“本”
的问题上进行挖掘——提高消
费者的科学消费素养。仅依靠
政府“灭火式”的方法，不仅政府
苦不堪言、百姓也并不满意，应
根据不同阶段制定“表里结合”

“长短期结合”的治理策略来换
换思路，尽量培养成熟的消费
者。

此外，消费者还应知晓购买
保健食品正确的渠道。据王大
宏介绍，目前我国保健食品零售
直销占40%、会销占20%、电商
占15%、药店占10%，剩余部分
则由专卖店或商超售卖。而在
一些发达国家则很大一部分保
健食品销售是在药店，如在澳大
利亚，80%~90%的保健食品销售
是在药妆店，日本有50%在药妆
店。王大宏分析，保健食品属于
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商品，之所以
形成我国目前这种业态结构，是
由市场规模所导致，是消费者选
择的体现。 （新华网）

社科院张永建：

治理保健食品治理保健食品““乱象乱象””应培育成熟消费者应培育成熟消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