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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钊琦 根据食品安全法规
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
合印发2025年第2号公告，发布50项新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 9项修改单。主
要包括：《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等 2
项食品标签标准、《婴幼儿谷类辅助食
品》等 3项特殊膳食食品标准、《发酵
乳》等4项食品产品标准、《调制肉制品
生产卫生规范》等3项生产经营规范标
准、《消毒剂》1项食品相关产品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乙二胺四乙酸铁钠》

等4项食品营养强化剂质量规格标准、
《食品添加剂 叶黄素》等4项食品添加
剂质量规格标准、《食品中锑的测定》等
29项检验方法标准，以及《灭菌乳》等9
项修改单。

本次公布的《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增加了数字标签的标示要求，有效实现
食品标签信息“可听”“可播”“可放大”等
功能，切实提升消费者阅读标签的体验
感和企业通过标签传递食品相关信息的
效力。《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以促

进营养健康、维护消费者权益为目标，优
化了营养标签标示要求。《特殊医学用途
婴儿配方食品通则》完善了营养成分含
量要求，新增了脂肪代谢异常配方等六
大产品类别，为特殊医学状况婴儿提供
精准营养支持。《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和《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标准扩大了产
品品类，调整了营养成分指标和添加糖
的供能比，更好地满足婴幼儿营养健康
需求。《消毒剂》标准新增了使用原则和
使用方法等要求，在确保消毒效果的同

时保障使用安全。《灭菌乳》第1号修改单
明确了不再使用复原乳生产灭菌乳的要
求。《食品中锑的测定》等29项检验方法
标准，进一步完善了理化和微生物检验
方法标准体系。

为做好标准实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审评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组织编写了标
准解读材料和相关问答。上述标准文本
和解读材料可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数据
检索平台（（https://sppt.cfsa.net.cn:8086/
db）查阅下载。

本报讯 记者何妍君 近日，市场监
管总局制定出台《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标识办法》），主要包括8
个方面内容，具体如下。

一是解决食品日期“找不到”问题。
《标识办法》规定应当在预包装食品标签
的主要展示版面上设置独立区域，具体
标注生产日期、保质期、到期日。如独立
区域未设置在包装主要展示版面的，应
当在主要展示版面上标注“见包装物某
部位”字样进行指引，让消费者易于查找
标注的具体日期。

二是解决食品日期“看不清”问题。
《标识办法》规定应当在预包装食品标签
上使用白底黑字等颜色对比明显的形式
标注生产日期、保质期到期日。生产日
期、保质期到期日标注的字体最小高度
从现行的1.8毫米，按照包装最大表面面
积不同分层次提升，其中，最大表面面积
大于35平方厘米（含）的包装标注的字
体最小高度提升至3.0毫米，其他小包装
标注的字体最小高度提升至2.0毫米。

三是解决食品日期“不易算”问题。
《标识办法》规定应当在预包装食品标签
上按照年、月、日的顺序标注保质期到期
日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强制标示
事项，方便消费者直接知晓食品的可食
用期限，无需另行计算。

四是整体提升食品标签标注要求。
《标识办法》规定食品标识应当清楚、明
显，易于消费者辨认和识读。预包装食
品标签强制标示事项应当使用与背景颜
色对比明显的文字、符号、数字、图案进
行标注，且字体的高度从现行的1.8毫
米，按照包装最大表面面积不同，分别提
升至2.0毫米、2.5毫米。

五是明确食品标识不得标注内容。
《标识办法》明确规定食品标识内容不得
标注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不得以欺
骗、误导、夸大等方式作虚假描述，不得
违背科学常识、有违公序良俗、宣扬封建
迷信，不得标称“特供”“专供”“内供”党
政机关或者军队等。为避免食品名称欺
骗、误导消费者，要求食品名称应当反映

食品真实属性、如实体现所用原料。
六是强化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

任。《标识办法》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对
其提供的食品标识的真实性、准确性、合
法性负责，明确具体机构或者人员对食
品标识进行审核把关。在食品包装上同
时采用二维码等信息化手段展示食品标
签内容的，应当与食品包装上展示的食
品标签内容保持一致。

七是强化网络食品销售标示要求。
《标识办法》规定通过网络销售的预包装
食品，应当在销售主页面刊载预包装食
品的主要标签信息。网络食品交易第三
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加强对网售食品标识
信息的检查监控，依法处置违法违规食
品标识信息，并保存有关记录。

八是合理配置违法行为法律责任。
《标识办法》在做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衔
接的基础上，明确在规章权限内规定对食
品标识不规范等行为在责令整改的同
时，可以对违规对象处一定数额的罚款。

据新华社消息 最高人民法院3月
31日发布4件“农资打假”典型案例，涉
及种子、农药、化肥3类重要农资，涵盖
利用网络电商平台销售、“农资忽悠团”
进村兜售等典型犯罪手段。

据介绍，此次发布的4件典型案例中，
有3件对被告人判处了五年有期徒刑以上
重刑。同时，人民法院注重加大对犯罪分
子的经济制裁力度。在张某、司某等销售
伪劣产品案中，被告人组成“农资忽悠团”
下乡兜售伪劣化肥，组织程度高、销售金

额大，社会影响恶劣。人民法院对主犯张
某和司某分别判处十一年和九年有期徒
刑，同时分别判处罚金人民币九十万元。

同时，典型案例突出对种子质量安
全的刑事司法保护。其中的2件销售伪
劣种子案例中，赵某在没有取得种子经
营资质的情况下，购入无任何标签标识
的带菌马铃薯种薯予以销售，导致农户
种植后疫病流行、植株枯死、薯块腐烂，
使生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李某柱等销
售未经品种审定、纯度远低于国家规定

标准的水稻种子，89名农户种植后造成
大幅减产或者部分绝收，使生产遭受重
大损失。人民法院对上述被告人依法定
罪处罚，该重判的坚决予以重判。

此外，人民法院全面贯彻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多措并举促进惩防结合。丁
某、张某平销售伪劣产品案中，被告人利
用网络电商平台销售伪劣农资，审理法
院组织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
员和各界群众观摩庭审活动，强化以案
释法，取得良好法治宣传效果。

本报讯 记者张华清 公安
部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局近日
下发通知，部署公安机关知
识产权犯罪侦查部门立足职
责任务和本地实际，依法严
厉打击消费领域假冒伪劣犯
罪，切实维护消费秩序和人
民群众消费安全，全力服务保
障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为保持
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贡献更大
公安力量。

通知要求，要准确把握提
振消费专项行动部署要求，紧
紧围绕对提振消费牵动性强、
增长空间大、事关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的重点领域、行业和产
品，依法严打突出犯罪。要围
绕大宗消费更新升级行动，聚
焦汽车、家电、厨卫家居、家装
建材等重点商品，依法严厉打
击假冒注册商标和制售伪劣
商品等犯罪活动；要紧盯废旧
产品回收、处置和再生资源加
工、利用等重点环节，将打击
矛头对准利用回收二手产品
翻新以次充好、以旧充新等犯
罪活动。要围绕服务消费提
质惠民行动，坚持以“零容忍”
的态度严厉打击假冒伪劣食
品药品、化妆品、老妇幼卫生
用品、电缆、燃气产品、电动自
行车、消防器材等多发性犯
罪；要重点关注首发、冰雪、银
发经济和数字、绿色、健康消
费等领域，突出户外装备、运
动设施、文创产品、绿色食品
以及区域特色农产品等重点
产品，依法严厉打击假冒知名
品牌、名优商品犯罪。要围绕
消费品质提升行动，聚焦人工
智能、机械电子、生物医药、新
能源、新材料等领域“专精特
新”企业优势产品，智能汽车、智能家电、
智能家居、运动时尚、动漫电竞、健身器
材、医美产品等高端消费品、国货潮品和
外贸优品，依法严厉打击侵犯商标权、专
利权和商业秘密犯罪；要及时跟进数字
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依法严厉打
击裹挟伴生的新型假冒伪劣犯罪。

通知强调，要以建立完善“专业+机
制+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为牵引，
以深化实施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提升工
程为抓手，不断塑造打击消费领域假冒
伪劣犯罪的新动能新优势。要拓宽便民
利企交流咨询、举报投诉渠道，将群众的
关心关注转化为发现问题、推动工作的
“源头活水”。要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执法，贯彻落实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
部署要求，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确
保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和舆论
效果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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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钊琦 近日，第55届国际
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CCFA）会议在
韩国首尔召开。会议由国家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中心联合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共
同主办。

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部长Yu-Ky-
oungOH、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安全标
准与监测评估司副司长宫国强分别代表
中韩两国在开幕式致辞。国际食品法典
委员会副主席、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中心研究员田静代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
会主席团队向CCFA的召开表示祝贺。

本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500余项食
品添加剂法典通用标准（GSFA），完成了
亚洲区域委员会、近东区域委员会、香辛

料和厨用香草等委员会制定的产品标准
中添加剂规定和GSFA的协调一致工
作，提出了提交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
生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
（JECFA）优先评估的食品添加剂名单。
中国派出了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香港食物环境卫生
署、澳门市政署以及中国食品添加剂和
配料协会的16名代表组成的中国代表
团参加会议。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代表中
国提出了《CCFA未来工作规划》议案，
被大会广泛支持。文件分析了国际食品
添加剂法典标准和CCFA目前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优化GSFA结构、次级

食品添加剂、加工助剂等优先工作领域。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与新加

坡食品局联合起草了《细胞培养食品培
养基成分风险评估指南》议案，推动国际
食品法典关注新型食品的风险评估和风
险管理。食品评估中心专家依据我国食
品添加剂使用规定，结合行业实际需求
在多个食品类别提出了调整GSFA食品
添加剂使用要求的提案并获得大会通
过。食品评估中心代表中国提交的食品
工业用酶制剂谷氨酰胺转氨酶以及关注
的罗汉果提取物列入JECFA优先评估名
单，推动国际食品添加剂法典标准不断
完善。食品评估中心还协助国内行业推
进了中国起草的酵母法典标准提案。

第五十五届国际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