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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食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近几年，食品

掺假和非法添加日益严重，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有

毒有害食品。如三聚氰胺、“地沟油”及染色馒头、

“瘦肉精”、“毒豆芽”等，引起了人们对于食品安全

性及人类健康问题的重视和思考。

1 食品添加剂的工业作用
1.1 食品添加剂的定义

食品添加剂的具体定义，各国食品安全机构和

法律给出食品添加剂的描述都不大相同。在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给出的定义是：

“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防腐和加工工艺

的需要加入食品中的化学合成或者天然物质。”日

本规定，“食品的添加剂系指在食品制造过程中，即

食品加工中为了保存的目的加入食品，使之混合、

浸润及其他目的所使用的物质。”美国规定，食品添

加剂是“由于生产、加工、贮存或包装而存在于食品

中的物质或物质的混合物，而不是基本的食品成

分。”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组

成的食品法典委员会（CAC）于1983年规定，“食品

添加剂是指本身不作为食品消费，也不是食品特有

成分的任何物质，而不管其有无营养价值，它们在

食品的生产、加工、调剂、处理、包装、运输、贮存等

过程中，由于技术（包括感官）的目的，有意加入食

品中或者预期这些物质或其副产品会成为（直接或

间接）食品的一部分，或者改善食品的性质。它不

包括污染物或者保持、提高食品营养价值而加入食

品的物质。”其中，中国、日本和美国规定的食品添

加剂还包括了食品营养强化剂，而世界卫生组织则

没有将其列入食品添加剂行列中。

1.2 食品添加剂的作用

首先，食品添加剂是为了改善食品的感官性状

和味觉性状。食品的感官和味觉直接影响消费者

购买力的重要标准。通过食品添加剂可以更好包

装产品的外观和口感，提高食品的市场竞争力。如

食用合成色素等。

其次，食品添加剂可以提高食品的贮藏性。由

于食品自身原料或运输等原因，容易发生食品腐败

变质的现象。作为食品添加剂的防腐剂，可以有效

延长食品的保质期。另外，防腐剂可以作为抑制食

品中微生物繁殖的物质。

再次，食品添加剂可以衍生新的食品种类。在

日常生活中，不同的消费人群针对食品有不同的需

求。如糖尿病患者和老年人不宜吃含糖份高的食

物，商家在食品中用木糖醇、三氯蔗糖等低含量甜

味剂代替蔗糖。

2 食品添加剂在我国的使用现状和存在的问
题

食品添加剂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正是

由于它的特殊性，让我们对如今市场上的食品加倍

小心。最近国内市场上频频曝光出来的食品安全

问题，从三聚氰胺到“瘦肉精”，再到“毒豆芽”，无不

与食品添加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国内的

食品添加剂有一万四千多种，其中常见的有防腐

剂、护色剂（又称发色剂）、甜味剂、膨松剂、胶姆糖

基础剂、被膜剂和乳化剂等七种食品添加剂。然

而，由于利益的驱使，使得许多制造商在食品制造

过程中非法使用食品添加剂，以获取更多的利润。

这不仅侵犯了消费者们的权益，而且对消费者的身

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深究其原因，与我国市场现

状有密切的联系。

2.1 食品添加剂在我国食品行业中的使用不当

2.1.1 食品添加剂的超范围使用

食品添加剂可分为天然食品添加剂和化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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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食品添加剂两大类。无论是天然添加剂或是合

成添加剂，都应是正确的添加在食品中，并对人体

无毒无害。但在市场上出现多种非食品添加剂的

物质鱼目混珠，造成食品添加剂的超范围使用，甚

至违法使用一些国家禁用的食品添加物。添加剂

的超范围使用在食品加工过程中屡见不鲜，使人们

健康遭受着致病、致癌的威胁。

2.1.2 食品添加剂的超量使用

国家批准使用的大多数食品添加剂都是低毒

性的合成物。我国卫生法对使用食品添加剂的计

量也有严格限制。在规定使用的低剂量下，食用含

食品添加剂的食品是绝对安全的。但如果超出规

定剂量，就会引起安全问题。如作为甜味剂的木糖

醇和麦芽糖醇，可以代替蔗糖提高食品口感和营养

价值。但食用太多易引起腹泻，甚至导致胃肠功能

紊乱。超量使用添加剂的做法没有把握好“度”的

原则。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很好的说明了过犹

不及的道理。若是用量把握不好，很容易将可食用

的添加剂转化为毒害物质。

2.1.3 食品添加剂的标识不明确

为了更好地解决食品添加剂在应用中的问题，

应当从食品添加剂的直接受益者——食品添加剂

应用者本身上下功夫，来遏制食品添加剂的滥用问

题和食品添加剂的标注不规范问题。很多企业在

进行食品生产的过程中，并没有对食品中所使用的

食品添加剂进行明确的标识，很容易引起消费者的

误解。制造商这样做为了带来更多的利润，以牺牲

食品安全为代价。虽然食品添加剂会延长食品的

保质期，降低企业的损失，也为企业争取到了更多

的市场，但长此以往，企业会在市场中逐渐失去信

用和竞争力，更为重要的是将会对消费者的身体健

康造成极大的威胁。

2.2 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缺乏足够的认识

在如今的食品市场中，我们随处就可以发现含

有食品添加剂的食品，而食品市场的主要消费者就

是公众。由于对食品添加剂缺乏足够的认识与了

解，使之成为了许多商家得以利用非法手段谋取暴

利的“商机”。商家在进行生产的过程中，在食品中

添加一些非法的食品添加剂以降低成本。还有一

些是在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时候并没有对其进行明

确的标记，导致了消费者对食品中的添加剂成分并

不知情，极大地影响了身体健康。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消费者对食品添加剂一无

所知。但是，由于频繁曝光出来的食品安全问题，

让消费者在食品市场上变成了“惊弓之鸟”，也导致

了许多消费者对于食品添加剂的认识进入了“误

区”。这些消费者对于食品添加剂的认识还是停留

在那些有毒的添加剂上面，往往一听说含有食品添

加剂的食品就认为其有毒。并不是所有的食品添

加剂都对人体有伤害。因此，公众应该多学习和了

解有关食品添加剂的常识，同时纠正在认识上的

“误区”。

2.3 缺少有效的市场监管

作为当前国内食品市场中热门话题的食品安

全问题，已经成为公众议论的焦点。而其中的食品

添加剂的使用更是应该成为有关部门监督的重

点。如今国内市场上出现的食品添加剂问题也与

有关部门执法、监督不力有很大关系。最近，在台

湾出现的食品中含有“塑化剂”的问题，正是由于监

督部门没有进行严格监管，导致许多含有“塑化剂”

的产品销往了大陆，这些产品随后逐渐蔓延到大陆

的市场上。虽然有关部门在全力地进行召回，但是

这些含有“塑化剂”的食品还是不可避免地侵犯到

了消费者的权益。

尽管目前国内有关的监督部门已经采取了行

动，严格监督检查食品市场当中食品添加剂的使

用，严厉查处食品添加剂非法使用的情况。但由于

尚缺乏有效的制度化监督措施，因此，这些监督部

门还缺少严厉的惩治力度。在国内的食品市场中，

很多时候实行的是突击式、运动式的监督检查，但

并没有将其形成制度化，因而导致惩治力度不够，

商家本身依然“我行我素”。作为监督部门，只有针

对当前出现的情况制定出有效的制度和措施，才有

可能从根本上遏制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

2.4 我国目前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少，质量较低

目前，国内市场上所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数量和

种类相对较少，导致了食品添加剂的品种单一，难

形成系列化，许多商家在生产过程中使用食品添加

剂的选择空间较小。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投入，没

有新的品种来代替旧品种，以致于很多品种已经在

市场上存在了很长时间。一些食品添加剂由于技

术等因素的局限，在过去研发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

长时间食用对人体带来的慢性危害。另外，很多商

家在食品中添加防腐剂，它们往往会抑制或降低食

品中的营养成分，导致食品中营养成分的流失。这

些问题都是由于生产食品添加剂的企业缺乏技术

创新、开发和投入造成的。

当然，就目前国内食品添加剂市场的现状来

说，食品添加剂市场的无序竞争也是导致食品添加

剂研发滞后的重要原因。由于当前食品添加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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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相互竞争、排挤，很多国内的食品添加剂生产

企业为了获得更大的市场，纷纷在竞争的同时自相

压价，这也严重影响了企业在研发方面的资金投

入。国内的食品添加剂工业本身的技术基础较差，

如果不能有高新技术的投入，改变食品添加剂品种

少、质量低的现状，将会极大地阻碍国内食品添加

剂工业的发展，无形中又会增加公众对于食品安全

问题的担忧。

3 安全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对策措施
食品安全问题的频频出现，对于食品添加剂已

经成为不可回避的内容，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如何

面对并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在政府、社会和消费主

体等多方共同作用下，通力合作，加强其管理措施，

才能切实的避免安全问题的出现，减少对身体造成

的损害，促进食品行业的发展。

3.1 增加消费者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正确认识和了解

食品添加剂作为食品当中众多添加剂的一部

分，在食品制造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正是由于

消费者没有正确认识食品添加剂，导致食品添加剂

已经成为了食品安全问题的“替罪羊”。很多消费

者在谈到食品添加剂时“谈虎色变”。由此可见，

消费者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正确认识和了解正在成

为我国食品消费市场中一个亟需普及的常识性问

题。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消费者对于食品添加剂

的全面了解与认识是十分必要的。首先，作为消费

者应该清楚什么是食品添加剂，不能把添加剂与食

品添加剂的概念相互混淆，要明确添加剂并不等于

食品添加剂。同时，由于各国法律不同，很多国外

合法的食品添加剂可能在国内并不是合法的。最

后，消费者应该知道食品添加剂本身是为了维护食

品安全的需要而放入食品中，但它的合法使用品种

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技术、时间的变化而变

化。很多过去是合法的食品添加剂，也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被市场所淘汰，这也反映出了食品添加剂

品种在不断的“更新换代”。当然，很多食品添加剂

的常识性问题需要消费者不断地认识和发现，人们

对于食品添加剂的认识也应该紧跟社会前进的脚

步。

3.2 提高社会舆论和媒体的广泛监督和宣传

社会舆论和媒体对信息的传播是社会大众获

得的主要方式。媒体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对于事

件的宣传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公众的态度和看法。

最近国内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都是通过媒体的宣

传和报道，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并且这些

问题的出现引起了监督部门以及食品制造商的高

度重视。作为媒体应该强化自身的专业知识，如果

其在进行相关问题的报道时出现了偏差，很容易引

起公众的误解，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媒体可以增加

一些食品添加剂的相关专题，使社会公众在了解最

新消息的同时也增加了自己的认识与了解。

另外，社会舆论和媒体在进行宣传和报道的时

候，也应该对食品制造商进行广泛的监督。当今的

舆论和媒体作为社会上一股强大的力量，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大众对于社会的了解。“得民心者得天

下”，如果一个企业或制造商不能得到社会舆论和

媒体的支持，没有信誉作保证，那么也就很难得到

社会大众的信赖，这也是当今食品市场上“优胜劣

汰“的道理。因此，他们有责任将社会大众引领到

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在进行宣传报道时更要做到客

观、公正，在食品市场上发挥强有力的监督作用。

3.3 完善监督机制，构建良好的法治环境，制定严格

的使用标准

食品添加剂作为食品安全问题中一个重要的

环节，成为了公众议论的焦点。在这种形势下，有

关部门的监督机制和监督力度将会很大程度上决

定市场上食品添加剂使用的合法性。工商局、质监

局等有关部门应该大力加强对于食品添加剂使用

的监督，在有关部门开设投诉部门，以确保消费者

对于食品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的进行投诉和举报。

针对制造商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做法，有关部门应实

行区域监管制度，在本部门管辖区域内对各制造商

实行严格的食品安全的监督、检查。对于不能合

理、合法使用食品添加剂的企业，有关部门应实行

追查溯源的监管制度，严厉打击使用及生产非法食

品添加剂的企业。同时，有关部门应在使用及生产

食品添加剂的企业之间建立承诺制度，以确保他们

在使用和生产食品添加剂过程中的合理、合法。

此外，监督部门在实行相关监督机制时，坚决

贯彻《食品添加剂卫生使用标准》，要求企业使用及

生产食品添加剂坚决按照《食品添加剂卫生使用标

准》执行。对不符合标准的企业，应依法对其进行

查处。这样，将在很大程度上规范食品添加剂的生

产和使用。有关部门也应该在此基础上积极构建

良好的法治环境，保证食品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

3.4 强化企业道德，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

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

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

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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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

对社会的贡献。荀子曾说：“仁者，必敬人。敬人，

必有道”（《荀子·臣道》）。其中体现了人作为社会

个体的基本的受尊重的要求。企业在处理人与物、

经济利益与人的生命安全关系上，应自觉遵循人的

生命安全的需要和安全利益至上的伦理道德原

则。每个企业都应身体力行，在根本上严控食品添

加剂的正确使用，杜绝不达标准的食品生产。勇于

保障和承担消费者健康不受损害的责任。

3.5 不断研发新产品，增加对食品添加剂开发的技

术投入

在高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技术创新与投入在

当今社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很多领域中，技术

的创新与投入将直接决定行业未来的发展，如今的

食品添加剂行业更是如此。在时代高速发展的背

景下，公众对于食品安全的认识也随着时代的改变

而改变。对如今的食品添加剂行业来说，各企业在

研发和生产食品添加剂的过程中，不仅要确保食品

添加剂符合使用标准，而且还要提高食品添加剂所

蕴含的营养，更有利于人们的身体健康。食品制造

商也要提高对于食品添加剂的认识和使用，选择技

术含量更高、对人体更有益的食品添加剂进行使

用，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更赢得了消费者的信

赖。

综上所述，食品添加剂的应用在给人们日常生

活和食品工业带来实惠的同时，也在应用过程中存

在着问题。希望消费者提高自身知识和辨识能力，

企业做到自律、自觉，国家为食品安全创造良好环

境，共同努力，趋利弊害，合理适量的为我所用，造

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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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Safety of Food Additives and Countermeasures

MEI 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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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mid-20th centur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resul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But food industry is also a leap in this period. However，the pell-mell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race leads to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crease and the
highlighting food safety issues. The lives of people have been compromised. The most closely problem is the safety of
food additives. This paper used the safety of the food additive to put forward some concrete countermeasures and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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