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浙江天台县市场监管局把推动县食品药品检测中心的技术服务前移，

邀请专家为全县9家农贸市场检测人员进行食用农产品快检培训，为本地自产自

销农产品顺利进入市场提供安全保障。图为专家在对检测人员进行快检培训。

李军华 摄

快检培训保品质快检培训保品质
本报讯（周岩）为加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严厉查处生产经营含金

（银）箔金（银）粉类物质（以下简称“金银箔粉”）食品违法行为，维护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净化市场消费环境，7月12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农业

农村部、国家卫健委、海关总署联合制定并发布《查处生产经营含金银箔

粉食品违法行为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规定》明确指出，金银箔粉未列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使用标准》（GB 2760），不属于食品添加剂，不是食品原料，不能用于食品

生产经营。

《规定》对食品生产者、经营者、进口商等分别提出具体要求：食品

生产者应当按照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及标准生产加工食品，加强原辅料

采购控制，不得采购使用金银箔粉生产加工食品；食品、食用农产品销

售者应当加强进货查验，不得采购销售含金银箔粉食品及食用农产品；

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原料采购、加工制作管理，不得制作、售卖含

金银箔粉的餐食；食品进口商应当依法进口食品，进口的食品应当符合

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不得进口含金银箔粉食品和用于食品生产经

营的金银箔粉。

网络平台禁止销售含金银箔粉的食品。《规定》指出，网络食品交易第

三方平台应当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平台内经营者资质审核。网络食

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应当对平台上的食品经营行为及信息进行检查，禁止

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宣传、销售含金银箔粉食品。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

平台发现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宣传、销售含金银箔粉食品的，应当及时制

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当立即

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

此外，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不得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

络宣传、销售含金银箔粉食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互联网等信息

网络宣传金银箔粉可食用。相关广告主体在食品广告中不得宣传金银箔

粉可食用，不得宣传食品中添加金银箔粉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效等，不

得以食品添加金银箔粉为噱头宣扬奢靡享乐、拜金主义等。

《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各级海关

提出具体要求：一是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和监测，发现违反此规定生产经营

含金银箔粉食品和宣传金银箔粉可食用的，应当依法予以查处；二是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开展食品安全科普宣传，适时组织专家

解读含金银箔粉食品的安全风险，及时发布消费警示；三是各相关部门、

食品行业协会应当加强食品安全宣传和营养健康教育，倡导健康饮食方

式，引导科学理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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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创食安新发展 共享美好新生活

推动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专项行动
7月 21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

司司长刘德春主持召开粮食节约和反食品

浪费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反食品浪费法》有

关要求，总结2022年上半年工作进展，研

究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中央农办、教育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交通运输部、

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资委、市场监管总

局、统计局、国管局、中科院、粮食和储备

局、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国家铁路

集团有限公司等机制成员单位有关同志参

加会议。

会议指出，2022年上半年，专项工作机

制各成员单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采取有力措施，推动全链条各环节

粮食节约减损工作。粮食生产节约持续加

强，粮食储存减损效果显著，粮食运输方式

不断优化，粮食适度加工取得进展，食品浪

费现象得到初步遏制，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

费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会议强调，下一步，各成员单位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

落实《粮食节约行动方案》部署的工作任务。

（据《中国食品安全报》）

国家发改委——

近年来，我国固体饮料市场规模不断扩

大，固体饮料“伪装”成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等特殊食品销售

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的《关于加强固体饮料质量安全监管的公告》

（以下简称《公告》）于日前正式实施。《公告》提

到，固体饮料不得明示、暗示涉及疾病预防、治

疗功能、保健功能以及满足特定疾病人群的特

殊需要等。这意味着，今后固体饮料冒充特殊

食品行不通了。

固体饮料需醒目标示

中国副食流通协会休闲食品专业委员会

执行会长、饮品分会秘书长王海宁指出，此次

《公告》对固体饮料标签标识、警示信息、虚假

宣称等作出了精细化规定，大幅提升了对固体

饮料行业的监管力度，使消费者能够更加准确

地选购适合自己的产品。

《公告》规定，固体饮料产品名称不得与已

经批准发布的特殊食品名称相同；应当在产品

标签上醒目标示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专用名

称“固体饮料”，字号不得小于同一展示版面其

他文字（包括商标、图案等所含文字）。

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蛋白固体饮料、植物

固体饮料、特殊用途固体饮料、风味固体饮料，

以及添加可食用菌种的固体饮料最小销售单

元，还应在同一展示版面标示“本产品不能代

替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

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作为警示信息，所占面

积不应小于其所在面的20%。警示信息文字

应当使用黑体字印刷，并与警示信息区域背景

有明显色差。

《公告》要求，固体饮料标签、说明书及宣

传资料不得使用文字或者图案进行明示、暗示

或者强调产品适用于未成年人、老人、孕产妇、

病人、存在营养风险或营养不良人群等特定人

群，不得使用生产工艺、原料名称等明示、暗示

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保健功能以及满足

特定疾病人群的特殊需要等。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公告》重点在于通

过标签标示、警示用语、宣传语等方面的规定，

给固体饮料冒充特殊食品戴上“紧箍咒”。

《公告》发布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已于

2021年10月下发《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

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特医食

品“突出特医食品标示特点和警示用语”。中

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执行副会长厉梁秋称，此

举主要目的在于方便消费者清晰选择特医食

品，有效区分固体饮料。

在固体饮料市场中，奶粉、蛋白粉、速溶咖

啡、速溶茶、奶茶、果粉等类产品占据主要份

额，如今大多数固体饮料产品已按照《公告》要

求进行了明确标注。

消费者权益有保障

不断增长的固体饮料市场以及乱象频发，

被业内视为新规出台的原因。

此前，固体饮料“伪装”成婴幼儿配方食

品、保健食品等销售的现象时有发生。2020

年，多名孩子在食用一款名为“倍氨敏”的产品

后，出现湿疹、体重严重下降、不停拍头等异常

情况被曝光。随后，湖南省通报此次事件调查

处置情况称，“倍氨敏”是由湖南唯乐可健康有

限公司委托天津市德恒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一

款固体蛋白饮料，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爱婴坊

母婴店将“倍氨敏”打着特医食品的旗号进行销

售。此次事件是经销商为扩大产品销售，对产

品做夸大虚假宣传特殊功能，涉嫌消费欺诈。

业内人士表示，固体饮料是用食品原辅

料、食品添加剂等加工制成的粉末状、颗粒状

或块状，供冲调或冲泡饮用的普通食品。其产

品配方、生产工艺、标签和说明书等不需要产

品注册审批，不能为特殊医学状况人群提供营

养支持，不能标示适用人群，也不需要在医生

和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如果用固体饮料

替代特医食品长期食用，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危

害。而特医食品不仅需要选择患者适合的品

种，必须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单独食

用或与其他食品配合食用。

固体饮料“伪装”成保健食品，宣称其具有

疾病治疗等功能。2019—2020年，张某（已

判决）组织李某等人多次在北京市海淀区举办

活动，对某固体饮品进行虚假宣传，谎称可以

治疗多种疾病，骗取多名老年人信任，并分别

以每盒1990元、2490元的价格出售该两种产

品，共计获利21万余元。北京市海淀区人民

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

金1万元。

北京君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生命科

学与健康医疗法律部主任张文波表示，特殊食

品的准入门槛非常高，千万元投入起步成本，

对于很多初创微型企业而言，成本太大，风险

太高，进而转入固体饮料。为扩大销售，有的

企业夸大宣传，或者虚假宣传，如果不及时干

预，会损害消费者利益。此次新规的出台实施

将会让市场更加规范化。

中国保健协会保健咨询服务工作委员会

秘书长王鹤松提醒，固体饮料只是食品的一种

形态，而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

幼儿配方乳粉等特殊食品都需要注册或备案

后才能上市销售，消费者一定要认清包装上是

否有相应的注册和备案的编号，根据自身的保

健和特殊营养需求选购相应的产品。

（朱美乔）

固体饮料冒充特殊食品行不通了
新规实施 监管趋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