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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动态

多个国家制定酒类相关法律法规

近期，多个国家修订了酒类相关法律法规，特此提醒相

关酒类出口企业及时关注，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一、瑞典、芬兰

2024年 6月，瑞典方面决定放松此前对“产地直销”的

限制，新规颁布后，酒精生产商将被允许向来访的顾客出售

产品。芬兰则将超市可出售酒类的标准，从此前酒精含量

5.5%以下放宽到了 8%，啤酒、葡萄酒和苹果酒最早于下周

起均可出售。报道指出，芬兰和瑞典是欧盟国家里对酒精饮

料管理最严格的国家，出于北欧文化传统和公众健康方面的

考虑，这两个国家实行严格的酒类垄断，长期只允许消费者

在国有商店或有执照的酒吧和餐馆购买酒精饮料。

二、立陶宛

2024年 6月 14日，立陶宛共和国政府发布酒类产品许

可证规则，自 2024年 6月 15日起生效。主要内容为：

（1）批准啤酒和非酒精饮料的混合物，酒精产品、包

括酒精浓度不超过 22%的酒精饮料等的关税代码；

（2）确定申请酒类产品许可证的程序；

（3）被许可人需提交的资料：公司名称、制造地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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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地点所在建筑物的唯一编号、储存酒类产品的仓库地址

等；

（4）2011年 4月 1 日之前由国家烟草和酒精管制局颁

发的酒类产品生产许可证应有效，直到根据该法令批准的

《酒类产品生产许可规则》规定的程序撤销其有效性。

三、卢达旺

2024年 6月 21日，卢旺达标准局发布 31号标准通告，

拟修制订 2项酒类产品标准。主要内容包括：

（1）制订甘蔗果酒产品标准（DRS 577:2024），具体

包括产品定义和分类、一般性卫生要求、产品理化和感官要

求（酒精含量 7-16%，干型产品总糖含量<4%，半干型产品

总糖含量 4-12%等）、食品添加剂和卫生指标执行标准、重

金属含量要求（砷含量<0.01mg/kg等）、包装和标签规定、

取样和分析要求等；

（2）修订传统啤酒产品标准，具体为修订产品分类、

新增选择性使用的原辅料要求等。

四、爱沙尼亚

2024 年 8 月 3 日，爱沙尼亚官方公报发布了 RT I，

03.08.2024 3号公告，修订了原 2004年爱沙尼亚共和国政府

第 134号条例《酒精饮料的定义、描述和展示要求》。

主要修订了其他酒精饮料的定义，指通过混合烈酒、烈

酒饮料、发酵饮料、水或者其他非酒精饮料而制成的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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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浓度在 1.2%至 22%之间，可以进行碳酸化和调味。

该修订于 2024年 8月 6日生效。

（夏斌 供稿）



淄关技贸通讯

第 4页 共 22页

多个国家和地区修订动物源性食品
相关法律法规

近期，多个国家修订了动物源性食品相关法律法规，特

此提醒相关食品出口企业和广大消费者。

一、丹麦

2024 年 5 月 28 日，丹麦食品、农业和渔业部发布第

BEK537号令，发布了关于动物源性食品动物福利标签法规，

将于 2024年 7月 1日生效。主要内容包括：

（1）适用于乳及乳制品、肉类及肉制品自愿动物福利

标签，规定了其生产和标签规则，以让消费者识别和选择更

好动物福利的产品；

（2）规定了动物福利标签注册、管理和认证要求，以

及各类产品从畜禽养殖、屠宰、初级生产肉类屠宰等环节的

动物福利要求；

（3）规定了动物福利标签的样式、等级和使用要求，

进口自其它国家的动物源食品，经丹麦兽医食品局批准也可

以使用动物福利标签进行销售，进口商应登记其产品生产商

符合本法规动物福利要求的情况，并向丹麦兽医食品局注册。

二、新西兰

2024年 7月 1日，新西兰初级产业部（MPI）发布 52039

号公告，即新版《动物产品公告-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监控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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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规程主要内容为：

（1）适用范围：适用于新西兰国内生产消费以及用于

出口的动物源食品（包括乳制品、畜产品、水产品、蜂产品

等）中的农兽药残、污染物、生物毒素、微生物、添加剂等

项目的年度监控；

（2）各类动物源性食品的取样要求，包括样品来源（如

红肉动物源食品样品只能从新鲜或冷冻的无骨生肉中提取）、

取样场所（动物源性食品加工和储存场所）、取样数量（畜

肉产品样品数量相比前一监控年度有所增加，水产品和蜂产

品样品数量小幅减少）、样品必须由相关官方人员采集等。

该版规程实施日期为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

日。

三、智利

2024年 7月 25日，智利农业部拟制订进口含动物源产

品的监管要求和指南，意见反馈期截至 2024年 9月 25日。

主要内容为：

（1）进口到智利的含动物源产品前须对相关企业的体

系进行评估，需提交文件包括：企业名称地址及备案编号、

产品名称、原产国、动物源性成分列表、详细的生产过程流

程图、产品的风险控制措施、原产国主管当局出具的文件证

明该产品适合人类食用等文件；文件语言采用本国语言文字，

另外还需提供一份西班牙语翻译件，评估时间为 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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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估符合要求的注册企业在出口特定产品时，必

须列入主管部门公布名单中；

（3）获得注册的产品无需提供由原产国主管当局签发

的卫生证书。

四、欧盟

2024年 7月 29日，欧盟官方公报消息，欧盟委员会发

布（EU）2024/2020实施条例，修订某些供人类食用的动物

源性食品证书要求。主要内容为：

（1）新增关于委员会授权条例（EU）2023/905的证明

模板，应包含签字人、水产养殖来源的渔业产品或源自活双

壳类软体动物/活棘皮动物等的渔业产品没有服用抗菌药物

用于生长促进或提高产量或含有抗微生物的药物等字样；

（2）对实施条例（EU）2020/2235 进行更正：删除第

12章（型号‘NZ-TRANSIT-SG’）第 II.3 部分，第 II 部的

注释（5）及（6）；

（3）过渡期要求：在 2024 年 12 月 3 日前，对于拟供

人类消费的某些动物源性产品托运，证书在 2024 年 9 月 3

日前颁发的，应继续获得进入欧盟的授权；在 2025 年 4 月

30日前，对于拟供人类消费的某些类别动物和动物源性产品

托运，证书在 2025年 1月 30日之前颁发的，应继续获得加

入欧盟的许可；

（4）本条例自《欧盟官方公报》公布之日起生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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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对所有成员国均具有约束力，并直接适用于所有成员国。

五、巴西

2024 年 9 月 20 日，巴西国家卫生监督局（ANVISA）

通过政府公报发布 IN No317 号指令，修订动物源性食品中

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即 IN No162 号指令）。具体内容为新

增部分动物源性食品中盐酸罗伯尼丁等 2种兽药的最大残留

限量，部分限量见下表。该指令于公报发布之日起生效。

兽药名称 食品种类

制订最大残留量

（μg/kg）

盐酸罗伯尼丁（Cloridrato

De Robenidina）

鸡肉 200

鸡肝 800

鸡肾 350

鸡脂肪 1300

兔肉、兔脂肪 100

兔肝、兔肾 200

α-氨基马杜霉素

（Maduramicina Alfa De

Amonio）

其他禽类的肉 30

其他禽类的肝和脂肪 150

其他禽类的肾 100

六、沙特阿拉伯

2024年 8月 21日，沙特阿拉伯食药局发布通告，拟制

定食品和动物源性食品中兽药残留最大允许限量，意见反馈

期截至 2024年 9月 21日，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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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名称 食品类别 组织 最大允许限量

（μg/kg）

阿维菌素
（Abamectin） 牛

肝脏

肾脏

脂肪

100

50

100
阿莫西林

（Amoxicillin） 羊 肌肉 50
氟氯氰菊酯

（Cyfluthrin） 牛 牛奶 （μg/l） 40
达氟沙星

（Danofloxacin） 鸡 肝脏 50

（尹晓艳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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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发布《食品添加剂法典》

10 月 2 日，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MFDS）发布了第

2024-56 号告示，修改《食品添加剂法典》的部分内容，其

主要内容如下：

1. 扩大防腐剂天然来源的认证标准。

2. 修改部分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新设定二氧化硫等

6种食品添加剂在果酒中的使用标准，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邻

苯二甲酸酯可用于生产胶囊类肠溶性健康功能食品。

3. 扩大丙二醇在食品行业的应用范围。

4. 修改食用色素绿色 3号等 16种焦油色素共用时的使

用标准。

5. 修改部分用语。

6. 修改部分食品添加剂的成分规格及试验方法。

（陈辉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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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发布 2023年植物源性食品中

农药残留监测报告

2024年 8月 26日，比利时联邦食品安全局发布 2023年

植物源性食品中的农药残留监测报告。在总共 4925 个样本

中，1131个为执法样本，3794个为监测样本。共分析了 650

种不同的农药残留，总体合格率为 97.7%，非欧盟产品中

MRL 违规的比例（5.5%）高于欧盟产品（0.9%）。主要内

容如下：

（1）水果、蔬菜、谷类及其他：在分析的 2564 个样

本中，97.5% 符合规定，36.2%的样品无农药残留。柑橘类

水果、浆果是农药残留检测频率最高的产品组，超过 90%的

样本含有一种或者多种农药残留。不符合率最高的产品是茶

（7.8%）、蔬菜（6.8%）和新鲜草药（6.7%），主要从非欧

盟国家进口；

（2）加工产品：在 123种加工产品中，不合格率为 2.6%，

主要对油、干果或加工蔬菜进行了分析，在苏丹红辣椒粉和

干燥的茉莉叶中发现农残超标；

（3）婴儿食品：112种婴儿食品，98.2%符合婴儿食品

立法中规定的农残量，只在两种植物基产品中检测到微量的

农药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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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食品补充剂：在 98个食品补充剂样本中。8.2%的

分析样本中发现农残超标。除了监测样本外，还分析了 1131

个执法样本，这些产品主要是在欧盟加强进口检查框架内分

析的目标产品，产品来自乌干达、肯尼亚、多米尼加共和国

和中国等非欧盟国家的产品，其中 93.5%的样本符合法律规

定，6.5%不符合规定，如茶（中国）、大米（孟加拉国、印

度和巴基斯坦）、红辣椒（卢旺达；乌干达、柬埔寨）、秋

葵（加纳）、菠菜（多哥）等。

（张红军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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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动态

中国公布《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
管理办法》修订草案

2024年 6月 19日，中国发布 G/TBT/N/1873号通报，公

布《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修订草案。草案

包括总则、化妆品进口、化妆品出口、监督管理、法律责任、

附则等六章共 55项条款，其相关定义与《化妆品监督管理

条例》一致，强化化妆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取消多项备

案管理和资料提供要求，梳理了进口化妆品监管全过程流程

节点，明确各环节流程和内容。取消了对出口化妆品生产企

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规定。

（王震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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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信息

2024年 7-9月份中国输韩食品违反情况

日期 产品名称 通报内容 标准 检测结果

7月 2日 普洱茶
残留农药
（呋虫胺）

超标
0.01 mg/kg以下 0.81 mg/kg

7月 3日 两百担茯砖
茶

残留农药
（三唑醇、
三唑酮）超

标

0.01 mg/kg以下 0.03 mg/kg

7月 3日 冷冻马拉煮
小蛤蜊

防腐剂（以
山梨酸）超

标
不得检出 0.02 g/kg

7月 3日 三角蛋糕巧
克力味

防腐剂（山
梨酸、脱氢
乙酸）超标

不得检出
山梨酸：0.0934 g/kg，
脱氢乙酸：0.0552

g/kg

7月 3日 三角蛋糕芝
士味

防腐剂（山
梨酸）超标

不得检出 0.0235g/kg

7月 3日 金箔 铜超标 50 ppm以下 147 ppm

7月 4日 茉莉花味乌
龙茶

残留农药
（呋虫胺）

超标
0.01 mg/kg以下 0.03 mg/kg

7月 4日 乌龙茶
残留农药
（呋虫胺）

超标
0.01 mg/kg以下 0.08 mg/kg

7月 4日 华夫饼派
防腐剂（山
梨酸）超标

不得检出 0.7432 g/kg

7月 4日 酸爆葡萄味
软糖

焦油色素
（食用色素
红色 2号、
食用色素蓝
色 1号）超

标

不得检出 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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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4日
干明太鱼

大肠杆菌超
标

n=5, c=2, m=0,
M=10 0, 1200, 0, 0, 0

7月 5日 酱油腌制辣
椒片

甜蜜素超标 不得检出 16.5 μg/g

7月 5日 金箔 铜超标 50 ppm以下 13,535 ppm

7月 8日 麻辣大豆青
豆

大肠菌群超
标

n=5, c=1, m=0,
M=10 20, 260, 40, 70, 30

7月 9日 草莓（果实、
冷冻

残留农药
（乙嘧酚磺
酸酯、唑虫
酰胺）超标

乙嘧酚磺酸酯：
0.01 mg/kg以

下、唑虫酰胺：
0.01 mg/kg以下

乙嘧酚磺酸酯：0.04
mg/kg、唑虫酰胺：

0.02 mg/kg

7月 10日 天麻/30KG 二氧化硫超
标

30 ppm以下 68 ppm

7月 15日 优质大葱泡
菜

防腐剂（山
梨酸）超标

不得检出 0.005 g/kg

7月 17日 翠花酸菜
脱氢乙酸、
丙酸超标

脱氢乙酸、丙酸：
不得检出

脱氢乙酸：0.013
g/kg，丙酸：0.296

g/kg

7月 17日 苏氏软糖

糖果类：山
梨酸超标，
糖类加工
品：脱氢乙
酸超标

山梨酸：糖果类
中不得检出，脱
氢乙酸：糖类加
工品中不得检出

山梨酸：0.172 g/kg，
脱氢乙酸：0.010 g/kg

7月 17日 生姜软糖
防腐剂（山
梨酸）超标

不得检出 0.0307 g/kg

7月 18日 枸杞子
残留农药
（啶虫脒）

超标
0.01 mg/kg以下 0.04 mg/kg

7月 18日 金达科甜虾
干粉

二氧化硫超
标

不超过 0.030
g/kg 0.132 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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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9日 土豆粉

现品确认结
果，过期(出
口国原标示
事项中
EXPIRY
DATE：
2024/6/28)

/ /

7月 23日 红茶

残留农药
（氟铃脲、
氰戊菊酯）

超标

氟铃脲、氰戊菊
酯：0.01 mg/kg

以下

氟铃脲：0.02 mg/kg、
氰戊菊酯：0.07

mg/kg

7月 24日 鲨鱼软骨粉
末

防腐剂（以
苯甲酸计）

超标
不得检出 0.005 g/kg

7月 25日 苹果味软糖
食用色素红
色 2号超标

不得检出 检出

7月 25日 盐腌黄豆叶
大肠杆菌超

标
n=5, c=1, m=0,

M=10
70, 140, 180, 120,

130

7月 26日 熊猫性状软
糖

二氧化硫超
标

不超过 0.030
g/kg 0.325 g/kg

7月 26日 腌蒜薹
大肠杆菌超

标
n=5, c=1, m=0,

M=10 10, 0, 5, 10, 20

7月 26日 芝麻燕麦脆
玉米赤霉烯
酮超标

50 μg/kg以下 86 μg/kg

7月 26日 白木耳

残留农药
（啶虫脒、
吡虫啉）超

标

啶虫脒：0.01
mg/kg以下、吡
虫啉：0.01 mg/kg

以下

啶虫脒：0.02 mg/kg、
吡虫啉：0.02 mg/kg

7月 26日 炸鳕鱼肉排 酸价超标 5.0以下 14.4

7月 26日 新鲜青梗菜
残留农药
（三唑酮）

超标
0.01 mg/kg以下 0.02 mg/kg

7月 26日 煮莲藕
食用色素黄
色 4号超标

不得检出 检出

7月 29日 盼盼法式小
面包

防腐剂（以
脱氢乙酸
计）超标

不得检出 0.1906 g/kg

7月 30日 冷冻苏子叶
（切断）

残留农药
（毒死蜱）

超标
0.01 mg/kg以下 0.06 mg/kg

7月 31日 欧纽尔蘑菇
切片

乙二胺四乙
酸二钠超标

0.25 g/kg以下 0.27 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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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1日 冷冻大黄鱼
(3.4KG)

残留兽药
（乙氧喹
啉）超标

1.0 mg/kg以下 3.93 mg/kg

8月 2日 冷冻红虾肉
菌落总数超

标

n=5, c=2,
m=1,000,000,
M=5,000,000

8,500,000,
84,000,000,9,000,000

,
7,300,000,82,000,000

8月 5日 冷冻红虾肉
菌落总数超

标

n=5, c=2,
m=1,000,000,
M=5,000,000

7,600,000, 8,700,000,
9,300,000,
14,000,000,
12,000,000

8月 7日 沙琪玛 酸价超标 2.0 mg/g以下 2.8 mg/g

8月 7日 熊猫果冻

属于与不合
格产品、同
一公司、同
一进口食品
等生产日期
(消费期限)
都相同的产
品进口被判
定为不合格

/ /

8月 7日 NEW冷冻
熏鸭

单核细胞增
多性李斯特
氏菌超标

n=5, c=0,
m=0/25g

阳性，阳性，阳性，
阳性，阳性

8月 8日 加工花粉
粗蛋白质超

标
18.0%以上(通过
干燥物换算) 1.9%

8月 8日 冻干水蜜桃
味软糖

防腐剂（以
山梨酸计）

超标
不得检出 0.526 g/kg

8月 9日 黑芝麻黑荞
麦江米

玉米赤霉烯
酮超标

50 μg/kg以下 94.856 μg/kg

8月 12日 红茶
残留农药
（呋虫胺）

超标
0.01 mg/kg以下 0.04 mg/kg

8月 12日 麻辣调味酱
汁

菌落总数超
标

n=5, c=0, m=0,
n=5, c=0, m=0

1,200, 870, 860, 760,
1,300

8月 13日 鲜贡菜

焦油色素
（食用色素
黄色 4号、
食用色素蓝
色 1号）超

标

不得检出 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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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3日 冷冻红辣椒

感官检查中
发霉、腐败
的产品比例

超标

不超过 1%/不超
过 1%~3%/3%以

上
缺陷的比例为 7.9%

8月 14日 冷冻蘑菇薄
片

残留农药
（腐霉利）

超标
0.01 mg/kg以下 0.07 mg/kg

8月 16日 烘焙乌龙茶
残留农药
（呋虫胺）

超标
0.01 mg/kg以下 0.2 mg/kg

8月 16日 京式椒盐月
饼

防腐剂（以
脱氢乙酸
计）超标

不得检出 0.008 g/kg

8月 16日 京式黑芝麻
月饼

防腐剂（以
脱氢乙酸
计）超标

不得检出 0.007 g/kg

8月 16日 京式五仁月
饼

防腐剂（以
脱氢乙酸
计，以山梨
酸计）超标

不得检出
以脱氢乙酸计：0.007
g/kg，以山梨酸计：

0.006 g/kg

8月 16日 优质干萝卜
干

大肠杆菌超
标

n=5, c=1, m=0,
M=10 160, 50, 50, 140, 210

8月 16日 优质大酱辣
椒

大肠杆菌超
标

n=5, c=1, m=0,
M=10 10, 10, 20, 10, 10

8月 16日 冷冻大黄鱼
残留兽药
（乙氧喹
啉）超标

1.0 mg/kg以下 1.7 mg/kg

8月 19日 菠菜粉
金属性异物

超标

食品中金属性异
物不超过 10.0
mg/kg，大小不超

过 2 mm

45.3 mg/kg

8月 19日 苏子油 苯并芘超标 2.0 μg/kg以下 2.93 μg/kg

8月 19日 白芍药
二氧化硫超

标
30 ppm以下 149 ppm

8月 20日 冷冻荔枝

残留农药
（除虫脲、
多菌灵、灭
幼脲）超标

除虫脲：0.01
mg/kg以下、多
菌灵：0.01 mg/kg
以下、灭幼脲：
0.01 mg/kg以下

除虫脲：0.09 mg/kg、
多菌灵：0.02 mg/kg、
灭幼脲：0.02 mg/kg

8月 20日 冷冻辣椒
残留农药
（矮壮素）

超标
0.01 mg/kg以下 0.10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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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0日 冷冻红辣椒
残留农药
（矮壮素）

超标
0.01 mg/kg以下 0.03 mg/kg

8月 21日 腌辣椒
防腐剂（脱
氢乙酸）超

标
不得检出 0.0149 g/kg

8月 23日 冷冻胡萝卜
残留农药
（噻虫胺）

超标
0.05 mg/kg以下 0.08 mg/kg

8月 23日 麦冬（根、
干燥）

二氧化硫超
标

30 ppm以下 91 ppm

8月 26日 冷冻秋葵
残留农药
（噻虫嗪）

超标
0.01 mg/kg以下 0.04 mg/kg

8月 26日 黑芝麻月饼 山梨酸超标 不得检出 0.005 g/kg

8月 26日 炸莲藕
二氧化硫超

标
0.030 g/kg以下 0.092 g/kg

8月 26日 天麻
二氧化硫超

标
30 ppm以下 384 ppm

8月 26日 冷冻红辣椒
残留农药
（矮壮素）

超标
0.01 mg/kg以下 0.07 mg/kg

8月 26日 L-精氨酸 含量不达标 81.0% 98.0~102.0%

8月 26日 槐树果实提
取物

二氧化硫超
标

不得检出 1.743 g/kg

8月 27日 混合芝麻酱
大肠菌群超

标
n=5, c=1, m=0,

M=10
160, 240, 220, 120,

55

8月 28日 冷冻荔枝
残留农药
（灭幼脲）

超标
0.01 mg/kg以下 0.03 mg/kg

8月 28日 苦瓜提取粉
末

焦油色素超
标

不得检出 检出

8月 29日 冷冻红辣椒
残留农药
（矮壮素）

超标
0.01 mg/kg以下 0.05 mg/kg

8月 30日 冷冻炸红薯 酸价超标 5.0 mg/g以下 11.4 mg/g

9月 3日 麻辣味薯条 酸价超标 2.0以下 2.5

9月 4日 冷冻煮玉米
大肠杆菌超

标
n=5,c=2,m=0,M=

10 120,15,5,90,25

9月 5日 咀嚼焦糖
检出禁用的
焦油色素

不得检出
检出食用色素红色

1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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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6日 橙子果冻
出禁用的焦
油色素

不得检出 检出橙色Ⅱ

9月 6日 名家麻花芝
麻

甜蜜素超标 不得检出 29.8μg/g

9月 6日 名家麻花黑
糖

甜蜜素超标 不得检出 36.4μg/g

9月 6日 酥脆鱿鱼腿 山梨酸超标 不得检出 0.0247 g/kg

9月 6日 普洱茶
残留农药
（稻瘟灵）

超标
0.01 mg/kg以下 0.10 mg/kg

9月 10日 一口葡萄味
果冻

检出禁用的
焦油色素

不得检出 食用色素红色 2号

9月 10日 辣根
残留农药
（虫螨腈）

超标
0.01 mg/kg以下 0.1 mg/kg

9月 10日 艾叶
残留农药
（二嗪磷）

超标
0.01 mg/kg以下 0.09 mg/kg

9月 10日 芥末花生

食用色素黄
色 4号、食
用色素蓝色
1号超标

不得使用 检出

9月 11日 糯米塔果冻
(芒果)

防腐剂（山
梨酸）超标

不得检出 0.1701 g/kg

9月 11日 橙子味软糖
检出禁用的
焦油色素

不得检出 检出橙色 II

9月 11日 嘻螺会麻酱
米线

甜蜜素超标 不得检出 36 ug/g

9月 12日 新鲜大葱
残留农药
（灭幼脲）

超标
0.01 mg/kg以下 0.08 mg/kg

9月 12日 干明太鱼
菌落总数超

标

n=5, c=2,
m=1,000,000,
M=5,000,000

110,000,000,
23,000,000,
23,000,000,
25,000,000,
21,000,000

9月 13日 草莓牛奶棒
检出禁用的
焦油色素

不得检出
检出食用色素红色

102号

9月 19日 盐渍黄豆叶
大肠杆菌超

标
n=5, c=1 m=0,

M=10

① 28,000② 25,000
③ 33,000④ 39,000

⑤ 80,000
9月 19日 灵芝/18KG 残留农药 0.01 mg/kg以下 0.06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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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死蜱）
超标

9月 19日 枸杞子
残留农药
（啶虫脒）

超标
0.01 mg/kg以下 0.06 mg/kg

9月 20日 2种冷冻混
合蔬菜

大肠杆菌超
标

n=5, c=1, m=0,
M=10 65, 0, 5, 0, 10

9月 23日
可剥软糖混
合水果苏打

味

检出禁用的
焦油色素

不得检出
检出食用色素红色 2

号

9月 23日 紫薯花生
焦油色素超

标
不得检出

检出食用色素红色 2
号、食用色素黄色 5
号、食用色素蓝色 1

号

9月 23日 冷冻蒜泥
二氧化氯超

标
0.7 mg/kg以下

41.6mg/kg，
33.0mg/kg

9月 23日 山楂片
防腐剂（山
梨酸、苯甲
酸）超标

不得检出
山梨酸：0.019 g/kg、
苯甲酸：0.315 g/kg

9月 23日 冷冻蒜泥

受到不合格
处分的同一
公司同一进
口食品等条
件及生产日
期相同的进
口食品等重
新进口

/ /

9月 24日 冷冻菠菜
残留农药
（噁唑菌
酮）超标

0.01 mg/kg以下 0.04 mg/kg

9月 24日
WAY

TOCTOC
葡萄味软糖

检出禁用的
焦油色素

不得检出
检出食用色素红色

102号

9月 24日
WAY

TOCTOC
草莓味软糖

检出禁用的
焦油色素

不得检出
检出食用色素红色

102号

9月 24日 灵芝
残留农药
（乙草胺）

超标
0.01 mg/kg以下 0.167 mg/kg

9月 26日 冷冻蒜泥
二氧化氯超

标
0.7 mg/kg以下 35.4 mg/kg

9月 26日 蜂蜜黄油百
吉饼片

甜蜜素超标 不得检出 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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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睿涵 供稿）

9月 26日 冷冻蒜泥
二氧化氯超

标
0.7 mg/kg以下 19.8 mg/kg

9月 27日 冷冻辣椒
残留农药
（矮壮素）

超标
0.01 mg/kg以下 0.03 mg/kg

9月 27日 小麦/30KG
脱氧雪腐镰
刀菌烯醇超

标
1 mg/kg以下 3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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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探讨

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 1894号建议
的答复——关于促进食品添加剂新品种

发展的建议

一、工作现状和进展情况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利用新的食品原料生

产食品，或者生产食品添加剂新品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

应当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提交相关产品的安全性评估材

料；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审查，对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

准予许可并公布。据此，我委制定印发《食品添加剂新品种

管理办法》《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申报与受理规定》等规章文

件，明确规定了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的申报、受理和安全性审

查等工作程序和要求，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审批制度，并严

格按照相关制度开展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的受理审查等工作。

近年来，我委立足保障公众食品安全和促进食品产业高

质量发展，持续提升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审查质量和效率。

2023年，我委共审查食品添加剂新品种 163项次，公告批准

33项，不予许可 61项。

二、关于所提建议的答复

（一）关于多措并举解决食品添加剂科技创新与食品工

业配套发展的难题。我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坚决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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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不断完善食品添加剂管理，

优化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审批程序。为落实国务院食安委的要

求，进一步优化食品添加剂使用管理，建立食品添加剂使用

规定动态调整机制，在保障消费者健康的前提下推动食品产

业高质量发展，我委通过完善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安全性评价

资料要求，优化评审资料和程序，严格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准

入”，把好入口关；系统推进食品添加剂安全性和工艺必要

性再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及时修订和调整现有的食品添加剂

使用规定，建立食品添加剂使用规定常态化的动态调整机制，

不断完善食品添加剂标准体系，提高消费者的健康保护水平，

推动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消费者对食品的信任度。

（二）关于加强对申报、使用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的培训

和指导，持续开展科学、客观认识食品添加剂的引导和科普。

我委近年来持续加强申报培训指导和公告解读释义，持续强

化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和相关标准的科普宣传措施，组织权威

技术机构和专家，以及行业协会、企业代表等，有针对性开

展食品添加剂科普宣传和风险交流，引导公众理性客观认识

食品添加剂，科学选择和消费食品。

三、下一步工作目标和计划

我委将继续坚持人民至上，立足法定职责做好食品添加

剂新品种安全性审查工作。积极会同有关方面，推进天然、

绿色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的研究和安全性审查，在确保食品安

全的基础上，大力支持食品添加剂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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