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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开展了对食品包装产品的风险要素识别、风险分析和评估要点的建立、基于风险预警的检验监管措施等

研究,并提出了具体建议,系统地阐述了风险管理在食品包装安全监管中的应用方法和实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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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sk factor identification, risk analysis, and main points of risk assessment were established.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measures based on risk early warning and suggestions were discussed. Application methods and prac鄄
tice patterns on safety supervision of food packaging were proposed systema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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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风险管理是指针对风险指挥和控制组织的协调

活动[1]。 相比于国外,我国风险管理的研究起步较

晚,应用和推广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随着各国在食品

安全的管理体系中引入此理论的研究和应用,近年来

我国对此方面的应用模式和机制研究逐渐给予重

视[2-5],此外,在药品以及食品用餐具材料等相关领

域,也开始有所研究[6-7]。
目前将风险管理模式应用于食品包装材料产品

的安全监管中的相关研究较少,对检验监管的应用实

践更少。 食品包装材料中有害物质已成为食品污染

的重要来源之一,并成为人们对食品安全一个新的关

注点。 包装材料包括塑料、玻璃、陶瓷、搪瓷、纸、金属

等。 影响有害物质迁移的因素很多,例如包装材料的

种类和性质、食品性质(酸性食品、中性食品、油性食

品、酒精类食品等)、接触面积、接触时间、温度、光照

和其他作用等。

近年来因食品包装质量安全引起的食品安全事

件频频发生,国外愈发提高了对材料的安全环保关注

度,仅仅注重传统的片面式监管已经不能满足行业需

求,因而强化顶层设计,系统性地建立应用风险管理

模式的监管架构,对于推动和优化食品包装材料的安

全监管意义重大。

1摇 食品包装材料风险信息采集和识别

文中所指风险是指与食品包装材料产品检验监

管相关的,包括国内和进出口在内,涉及安全、卫生、
环境等方面危害且需及时识别、研判、处置的质量安

全影响要素。 围绕食品包装材料的全生命周期,找出

不能满足预期提供给客户的产品,以及管理、技术、法
规等造成的影响等诸多风险源,是食品包装应用风险

管理模式的首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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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摇 企业自控与监管制度

食品安全风险链条中,食品包装的安全风险控制

相对较为弱化。 从风险识别的角度,主要存在于 3 个

方面:企业自控不够规范,部分企业对原料和辅料的

质量安全控制力较弱;食品包装后市场监督存在不

足,包装材料可追溯性的系统管理较弱;监管层面有

待完善。
我国目前对食品包装材料的管理将内销和出口

分开。 问题在于,一方面,包装企业信息不对等,对于

产品出口流向不能完全掌握,给产品的有效监管带因

难;二是若食品包装作为产品不在国内盛装食品而直

接出口,从目前的监管流程看容易带来监管漏洞,无
法确保满足输入国的法规标准要求。 例如美国食品

包装安全法规的系列要求,即对主要贸易国的食品出

口造成相应的负面壁垒效应[8],我国企业和政府需要

及时、积极寻求应对方法。
1. 2摇 食品级材料的安全适用性

对用于盛装食品的材料,需满足食品级要求,包
括材料本身安全性能的理化指标和产品的卫生要求。
这对企业的选材用料和卫生管理防护有着较高的要

求,也是影响食品包装材料质量安全的风险要素。
1. 3摇 添加助剂的使用

绝大部分食品包装的材料都不是单一成分。 由

于任何一种化学成分的存在,在适当的条件下都会向

内装食品产生迁移,这样可能造成对食品的污染,从
而引起影响人类健康的后果,因此添加助剂的规范使

用和监测就显得尤为重要。 以目前广泛使用的塑料

类食品包装为例,常见食品包装用塑料有聚乙烯、聚
丙烯、聚苯乙烯、聚酯、内涂环氧酚醛、密胺树脂等,这
其中涉及的助剂繁多,如增塑剂、抗氧化剂、抗静剂、
着色剂、粘合剂、催化剂、残留单体以及包装袋的印刷

用有机溶剂等。 对此我国相关法规和标准有着基本

的要求[9-10],欧盟规定塑料包装或容器中化学物迁移

总量不超过 10 mg / dm2;若是容器型式则迁移总量不

能超过 60 mg / kg。 国内标准规定 4 种模拟物中迁移

量分别不超过 30 mg / kg。 欧盟 2011 年 7 月 1 日起实

施的 284 / 2011 / EC 法规要求,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地

区聚酰胺餐厨具初级芳香胺迁移浓度低于 0. 01 mg /
kg。 2011 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 1282 / 2011 号法规,
对有关食品接触塑料材料和制品的 10 / 2011 号法规

进行了修订,新规中新增了 15 种可用于制造食品接

触材料的单体和助剂的限量要求,对已有的 8 种单体

和助剂的限量和要求进行了修改。 瑞典环保部于

2012 年 4 月 13 日宣布,禁止在 3 岁以下儿童用食品

包装中使用双酚 A(BPA)。 该提案将禁止在该类产

品的涂料和涂层中使用 BPA,并修订了食品法规

(2006:813),拟定生效日期为 2013 年 1 月 1 日。 对

于其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国内毒理学的研究与专业机

构和国外尚有不少差距,允许添加或使用的政策倾向

也有所不同。 如何选择、使用、监测添加助剂成为了

控制安全风险的重要节点。
1. 4摇 国内外安全限量差异

对于食品包装材料中的有毒有害成分,国内外由

于法规标准的差异,安全限量也存在不同。 有时对于

少数有毒有害成分国内法规标准未做相应规定,但是

欧盟或者美国等却有明确限量。 这点对于企业出口

食品包装的管理以及政府职能的监管而言,尤其需要

关注。
1. 5摇 检测方法和检测条件设定

同一种食品包装的同一种有害成分的检测,不同

国家可能有着不同的检测方法和测试条件的限定,预
防可能带来的技术贸易壁垒和技术贸易风险显得非

常重要。 以食品包装有毒有害物质的迁移试验为例,
一是国内外对于迁移试验模拟物的选择和模拟测试

条件有所差异[11],其中以食品的总体分类、油性食品

包装迁移试验模拟物的选择、迁移条件(诸如温度和

测试时间等模拟条件)的设定等几项较为突出。

2摇 食品包装材料的风险分析与评估

在开展风险分析与评估时,根据行业目前情况,
以下 2 点内容值得关注。

1) 细化食品分类,开发新型食品模拟物。 选用

模拟溶媒时,食品分类越详细,选用溶媒更能真实反

映食品特性,风险评估本身的科学水准也将提高。
2) 强化和完善产品流向和用途监管。 针对存在

的风险,结合食品包装材料的产品特点,企业和监管

部门可分别建立风险分析与评估系统。 首先,根据文

中列出的 5 个风险类别逐项分析评估,建议建立包括

企业诚信、企业资质、企业管理水平评估、技术法规、
包装产品风险分级、检测技术、包装所含有害物质监

测可行性评估结果分类等环节在内的基础准则作为

参照。 其次,由于食品包装产品各异,特点有所不

同,因此,基于上述分析的主要风险,可建立基本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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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评估框架。 据此,一是引导建立食品包装风险信

息搜集网络,渠道涵盖周期抽查、后市场监督、进出

口监管不合格、境外通报召回信息、出口退运、政府

通报、伤害案例、技术法规标准信息、媒体舆情、企业

报告、消费者投诉等系统信息平台;二是引导设立全

行业风险信息监测网络平台,形成特定时间段、特定

区域内、特定食品包装种类的安全风险信息监测动

态系统;三是按照科学方法,根据食品包装产品风险

危害发生的概率、范围、产生及产生后果的危害程度

等要素形成预测评估文件;四是,借鉴国外经验做

法,系统性地整合规范风险评估递交材料,包括化

学、毒理学、环境安全学资料等部分[12] ,特别是将此

融合于 QS 体系建立评估和出口食品包装备案管理

模式的工作之中。

3摇 基于风险预警的检验监管措施

围绕食品包装存在的安全危害和其他管理风险,
生命周期的安全控制至关重要。 对于监管模式的总

体而言,基于风险管理模式的架构,可考虑对食品包

装实施二维的分类分级管理,即企业分类和产品风险

分级。 建议政府职能部门可以根据食品包装产品的

风险要素识别、风险分析和评估基础,结合后期监督

管理中建立《食品包装企业风险管理等级验收评价细

则》并推广实施。 这其中,适时采取基于风险预警的

检验监管措施,是风险管理模式在食品包装安全监管

应用框架中的重要一环。 采取措施应该考虑到行业

扶持推动和监管刚性原则。
针对性的检验监管措施应分级分档,充分考虑影

响和实际效果,具体可包括以下 3 方面。
1) 在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内部,发布食品包装质量安全风

险警示通报。 对于产品风险属性发生变化的情况,主
管部门还需要对产品风险进行重新评估。

2) 向生产企业或相关行业组织发布风险警示通

报,提醒下游食品企业或消费者及时采取措施,消减

风险。
3) 在更广范围内发布警示公告,并采取风险和

危害的强制性处置措施。 同时,为了有效阻止、控制

风险,可以采取有条件生产、进出口或查封扣押销毁

产品,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处置和处罚,组织特定时

间特定区域的联合督查,以及风险产品召回等应急处

置措施。
针对上述各环节的过程控制,食品包装材料安全

监控示意见图 1。

图 1摇 风险管理循环过程

Fig. 1 The circular flow of risk management

4摇 结语

受到国内长期的行业发展现状的制约,以及现阶

段人们意识的不够敏锐,食品包装行业在较长时间里

并没得到足够的重视,仅作为食品外衣的简单辅助。
食品包装行业企业多为中小型企业,小型企业数量非

常大。 基于此种现状,特别是当前不论在国际社会还

是在国内社会,食品安全已经受到高度关注,因而涉

及安全的任何影响因素必须得到有效监管。 今后,食
品包装行业中人员层次、材料检测技术能力、质量控

制管理水平、贸易壁垒应对措施、风险控制意识和手

段等诸多方面系统地长足发展和完善,将成为企业强

有力的竞争要素,同时这也将是作为政府职能机构的

质量监督和检验检疫部门进一步引导和推动监管制

度建设的体制要素。 在未来的理论研究、企业实践应

用、政府监管模式引导上,风险管理模式的应用实践,
预期会成为完善食品包装行业管理和风险控制的有

效机制。
无论对于内销企业还是进出口企业,政府牵头开

展制度引导和监管框架设计,企业加强风险管控能力

提升,将有效改善食品包装行业整体层次和产品质量

安全保障水平。 通过着手并深入开展风险管理模式

在食品包装安全监管中的应用架构研究,同时不断加

以实践,一是可以系统建立食品包装材料的危害风险

管控链条,在安全监管体制上将可以形成风险清晰、
有的放矢、机制得当、高效运作的目标框架;二是极大

地提升企业自检自控能力体系建设,在生产、贸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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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材料可控、技术科学、管理提升、风险线条明确、
产品溯源控制、壁垒应对及时的行业新面貌。 由此,
研究者应加强对东西方实际的理论研究,积极出谋划

策,政府需加大投入、积极引导、广泛实践,企业积极

配合、主动探索,通过多方协作,食品包装安全监管工

作将会上升到更高一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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