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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食品“有证可依”
迎二次深度洗牌潮

从 7月 1日起，我国《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全面实施，
国内生产上市销售的有机产品须在外包装上启用统一新标
志。记者 7月 2日在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中查询到，
国家认监委已颁发 9211份认证。据国家认监委透露，截至 6
月 27日，各有机产品认证机构累计上传有机产品标志数约
1.4亿枚。截至 7月 2日，记者查询到我国目前拥有有机产品
认证资格的机构有 23家。
部分换上“二代身份证”

据了解，与旧版标志不同，新标志上加设了防伪的有机认
证码，消费者购买有机产品时只要认准认证标志、编号等，就
可凭编号在网上查询产品“身世”的真伪。有机产品“一品一
码”的追溯体系正日趋完善。

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在全国各大中城市的超市中，不
少有机产品都已换上了“二代身份证”，为帮助消费者选择有
机产品提供了最有力的依据。有机食品新标签上的身份码由
10位数字组成，而有机码则覆盖有银色图层，刮开后可获取
到 17位数字。有机码包含“认证机构代码 3位数字 + 标志发
放年份代码 2位数字 + 随机码 12位数字”。随机码是由先进
的第二代身份证技术产生的，登陆“国家有机产品认证标志备
案管理系统”，输入这两个代码，产品的认证证书、认证机构等
相关认证信息一目了然。

关于新旧版有机产品认证标志过渡期问题，国家认监委
表示，在 2012年 7月 1日前已出厂销售有机产品的，其有机
产品认证标志使用要符合 2005年发布的《有机产品认证实施
规则》和《有机产品》国家标准要求。

尚未成为市场“主角”

根据《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认证机构对新申请有机
产品认证企业及已获认证企业的认证活动有了更严格的规
定，其中包括 12类情况将撤销认证证书。有机生产企业将迎
来新一轮的洗牌。

以杭州为例，从杭州市质监局获悉，目前，杭州市共有有
机生产企业 219家，其中出口企业 16 家，持有认证证书 259
张，占全省有效证书的近 1/3。认证的有机产品主要包括谷物
及谷物磨制品、蔬菜、水果、活体动物、植物类中药、鲜活鱼、有
机肥等十二大类 63种产品。由于不符合规定，截至目前，杭州
已有 50家有机产品生产企业“摘牌”。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越来越关注绿色、
健康的食品。不过，市面上打着绿色、原生态、有机等牌子的食
品名目繁多，鱼龙混杂，普通消费者很难搞清有机食品、绿色
食品和无公害食品之间的区别。

专家告诉记者，有机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最突出的是完全
不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物质，是最少破坏环境，最大保护生
态的行业。有机农业在发挥其生产功能即提供有机产品的同
时，关注人与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以及环境、自然资源的可持
续发展。有机食品是要求最严格的。

无公害食品要求最为宽松，在生产过程中允许使用农药
和化肥，但不能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高毒、高残留农药。而绿
色食品是介于二者之间，也允许使用农药和化肥，但对用量和
残留量的规定通常比无公害食品标准要严格。

也正是因为对有机食品要求最为严格，同类商品中，有机
商品的价格也最高。记者在超市里看到，有机番茄标价 17.4
元/斤，普通番茄 2.38元/斤；有机青椒 21.3元/斤，差不多是普
通青椒价格的 16倍。消费者表示，过去有机食品认证混乱、真
假难辨，虽然新标志消除了一些疑虑，但高昂的价格仍是一大
障碍，虽然在健康卫生安全方面上得到一致认可，有机食品的
销售情况却是叫好不叫座。沃尔玛超市负责人称，多数超市定
位为面向大众消费群体，而有机食品主要针对追求生活品质
并具有较高经济能力的消费人群，短期内并不是大众型超市
的“主角”。

认证费成拦路虎

济南市农业局环保站工作人员介绍，有机蔬菜生产过程
较难控制，在水源、土壤、空气污染严重的大环境下，现有土地
至少要经过 3年的土壤改良，才能开始种植有机蔬菜。而在整
个生产过程中，还必须严格遵循有机食品的生产技术标准，完
全不使用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等化学物质，不能使用基因
工程技术，除草全靠人工操作，时间成本和种植成本都较高。

据了解，在有机认证新规之下，申请有机认证的每一种产
品，每出产一次就要接受一次检测，无论从检测项目还是次数
来说，都比以往多了不少，企业需要支付的检测认证成本也随
之水涨船高。

上述工作人员透露，一个蔬菜品种的认证费用是几万元，
如果生产基地有十几个品种，每一个品种都需验证，一次费用
可能就需要上百万元，“高费用拦住了不少企业”。认证更严
格，认证成本提高，使得企业的前期投入相应增加。这名工作
人员担心，这些成本最终都要转嫁到零售价中去，再加上流通
领域的损耗等费用，有机蔬菜的整体售价将会更高，“普通消
费者根本没有实力消费，目前市场上有机蔬菜销售多为配送
和团购，这大大限制了销售的规模，导致认证效益和费用不成
比例”。

特约记者 闻笛

特约记者 闻笛 本报记者 赵璐

日前，广州工商局公布了 2012年
第二季度第一次流通环节乳制品及
含乳食品抽样检验情况，结果显示，
1208批次样品检验实物中，有 14批
次不合格产品，其中有 5批次产品属
于进口婴儿配方乳粉。不合格产品的
不合格项目主要表现为产品微生物
指标、灰分、微量元素硒超标。爱馨
多、高培两品牌“洋奶粉”再度登上不
合格“黑榜”。

频曝质量问题

据了解，在此次登上不合格“黑
榜”的“洋奶粉”中，源自新西兰、由海
南国健高科技乳业有限公司进口的
“高培”360毅婴儿配方奶粉 (1段)(800
克/罐，2011-10-20)，及深圳市贝婴嘉
贸易有限公司生产的“贝婴嘉”初生
婴儿配方奶粉(1段)等，被检出缺少微
量元素硒。而爱馨多羊奶粉则被检出
含有“夺命菌”阪崎肠杆菌；赖斯菲尔
得（广东）营养产品有限公司进口的
“百得智”牌金装婴儿配方奶粉（1
段）、美恩宝婴儿配方奶粉（1 段）、幼
儿配方奶粉（3段）部分批次产品被检
出灰分不合格。目前，广州市工商局
已对检测不合格的食品采取了下架、
封存、立案查处等措施，防止不合格
食品流入市场。

在广州市工商局连续两个季度
进行的婴幼儿奶粉抽检中，高培奶粉
一次被检出碘含量不足，一次被检出
硒含量不合格。虽然 6月 25日，新西
兰高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的中国区总
代理海南国健高科技乳业有限公司发
表声明称，已对涉及的两个批次的产
品停止销售，并向中国消费者致歉。但
是，连续出现的质量问题应当为“迷
信”洋奶粉的消费者敲响警钟。

变相大肆涨价

专家介绍，灰分代表产品中的矿
物盐或无机盐类，在测试产品的灰分
时，如果含量很高说明该产品生产工
艺控制不严或者混入了矿物盐或无
机盐类杂质，或者加入了不合乎卫生
标准要求的食品添加剂。碘、硒含量
不合格的原因可能是企业的生产工
艺不过关，投配料控制不到位而造成
终端产品碘、硒含量偏低。

婴幼儿配方奶粉是根据婴幼儿
不同生长期发育所需营养特点设计
的产品，营养素成分含量是婴幼儿配
方乳粉的重要质量指标。如果碘元素
缺乏，会使整个机体的生理功能异
常，尤其会影响婴儿的脑发育，导致
儿童智力和体格发育障碍。婴儿缺硒
会出现免疫力下降、厌食、发育迟缓、
爱出汗等症状。可是就在不久前，不
少洋奶粉还打着配合新国标的要求，
对部分营养素含量进行了调整的理
由大肆涨价。

中国国标仍处空白

对此，有关专家还指出，洋奶粉
纷纷陷入“质量门”，这说明洋奶粉质
量并非真的可靠，安全也并非 100%
完全有保障，它在生产、运输、销售等
过程中仍然可能存在一些难以控制
的问题。在洋奶粉频爆质量问题的同
时，消费者仍然愿意选择价格高昂的
洋奶粉，折射出消费者对国产奶粉的
信心仍未恢复，消费观念还有待改
变。

而大量的洋奶粉涌入中国市场，
必将会对国内的奶牛养殖业造成冲
击与打压。今年大多乳品安全问题出
在进口环节上，政府应对现行进口食
品安全标准进一步细化，比如对有害

物质在产品原料和产品本身上做进
一步的规定。

此外，在乳制品成品、原料上，由

于中国国标仍处于空白，在新标准改
进出台前，可以参照欧盟标准进行筛
选。

洋奶粉屡陷“危机门”
一边大肆涨价，一边质量难保

近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通
过保健食品专项监督检查和抽验，在
“维生素 BT减肥胶囊”等产品中检出
化学药物成分，经核实上述产品为假
冒保健食品。

10个产品分别是维生素 BT减肥
胶囊、OB 蛋白甲壳素减肥胶囊（日用
型）、OB 蛋白甲壳素减肥胶囊（夜用
型）、轻松牌减肥胶囊（包装上为草本
精华减肥胶囊）、时代血脂灵胶囊（包
装上标有燃脂弹）、时代血脂灵胶囊
（包装上为苹果瘦血脂灵胶囊）、夜来
香利眠胶囊、沙琪牌螺旋藻减肥胶
囊、绿盾牌韵美胶囊、日日新牌原生
胶囊（包装上为苦瓜排脂素植物减肥
胶囊）。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
越多的消费者具备了一定的经济能

力并渴望提高生活质量，这就推动
保健食品行业快速发展为一个年产
值 2600多亿元的大蛋糕。据不完全
统计，截至 2011年底，卫生部和国家
食品药品监管局共批准产品近万
个，产品 4000 多个，保健食品生产企
业 2000多家，年产值 2600 多亿元，
年产值上亿元的企业 70 多家，占总
产值的 38%。然而，部分减肥、降糖
等保健食品违法添加药品，质量安
全事件时有曝光，虚假违法广告屡
禁不止，对消费者健康构成一定程
度的威胁。

由于保健品行业的暴利，有一定
经济能力、又渴望健康长寿的老人
们，成了各路商家哄抢的“唐僧
肉”。 在我国各大中型城市中，活跃
着不少这种以“老人”为目标的保健
品销售商家，他们打着亲情牌，以免
费体验的方式推销，让老人们无处

可逃。
目前，从整个保健食品产业发展

来看，“多、小、散、乱、低”特征明显。
生产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大多为中
小民营企业，产业集中度低；研发投
入不足，技术含量偏低；品牌产品少，
缺乏核心竞争力；各企业间素质极不
平衡，差异很大，一些企业自律意识
不强，诚信较差，甚至利用不法手段
坑害消费者，缺乏基本职业道德和操
守。

当前保健食品市场乱象与监管
乏力不无关系，由于保健食品监管职
能历经多次调整，从卫生部到国家食
药监局，再到监管职能移交国家食药
监局，最终于 2011年 3 月，明确国家
食药监局的保健食品监管职能，并将
国家食药监局食品许可司更名为保
健食品化妆品监管司。然而截至目
前，一些市、县级局保健食品职能交

接尚未完成。
保健食品市场监管法律法规滞

后，标准规范不完善。记者了解到，
2009年颁布实施的食品安全法明确，
对保健食品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
院规定。但至今 3年过去了，《保健食
品监督管理条例》仍未出台。使得监
管缺乏法律依据，处于无法可依的状
态中。据悉，为严格保健食品管理，切
实提高准入门槛，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 6月 4日就《保健食品功能范
围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再次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方案拟取消改善生
长发育、对辐射危害有辅助保护、辅
助降血压、改善皮肤油分 4项保健功
能，涉及胃肠道功能的 4项合并为 1
项、涉及改善面部皮肤代谢功能的 3
项合并为 1项，最后确定为 18 项保
健功能，同时拟进一步调整和规范保
健功能名称。

健康市场不健康 减肥食品待“减肥”
特约记者 闻笛 本报记者 赵璐

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
源于中国绍兴，且唯中国有之，与啤酒、
葡萄酒并称世界三大古酒。约在三千多
年前商周时代，中国人就开始用独创酒
曲复式发酵法，大量酿制黄酒，其用曲
制酒、复式发酵酿造方法，堪称世界一
绝。千百年来，无论是单纯的品酒、佐餐
还是药用保健都备受人们青睐。然而，
一场突如其来的“致癌”风波却将这个
年产量仅百余万吨的酒类产业推向风
口浪尖。

不久前香港消费者委员会公布的
一项样本测试结果中，包括古越龙山和
塔牌的 3款黄酒，致癌物质氨基甲酸乙
酯（EC）含量每千克分别为 0.2毫克至
0.26毫克。对包括 16款绍兴酒（包括花
雕、女儿红、加饭酒、黄酒）、8款糯米酒
及 12款梅酒产品的检测报告中显示，
绍兴酒样本的 EC 含量为每千克 0.08
毫克至 0.26毫克；糯米酒样本为每千克
0.07毫克；梅酒样本为每千克 0.01毫克
至 0.15毫克。

据了解，2007年，国际癌症研究机
构对 EC评估，将其由第 2B组（“或可能

令人类患癌的物质”）改为第 2A组（“可
能令人类患癌的物质”）。

EC是什么？
氨基甲酸乙酯（Ethy l carbamate，

EC）早在 1943年就被证实为致癌物质。
研究表明，对啮齿类动物，氨基甲酸乙酯
是一种多位点致癌物，可导致肺癌、淋巴
癌、肝癌和皮肤癌等疾病，并且乙醇对氨
基甲酸乙酯的致癌性有促进作用。目前
氨基甲酸乙酯的污染，被认为是食品中
继黄曲霉毒素之后的又一重要问题。

EC由自然发酵产生，广泛存在于酒
类及其他发酵食品中。其存在由来已久，
只是以前广大消费者并没有对其产生足
够的重视。在 20世纪 70年代至 80年
代，世界各国学者就先后在蒸馏酒、白兰
地、威士忌、酱油、酸乳酪和面包等发酵
饮料和食品中检测到了氨基甲酸乙酯。
香港食物安全中心有关专家指出，

鉴于一般市民从膳食摄入氨基甲酸乙
酯量的情况，显示其对健康的影响不
大。但长期饮用大量酒精饮品则不能排
除因摄入较高量氨基甲酸乙酯而可能
对健康构成风险。

黄酒安全吗？

专家表示，一般情况下，影响黄酒
中 EC含量主要是温度和酒龄两个因
素。酿造温度越高，产生的 EC越多；酿
造时间越长，EC含量也会增加。酒中含
有的氨基甲酸乙酯元素，不是生产中添
加的作料，而是发酵过程中自然生成。
目前，各国对酒类食品中氨基甲酸乙酯
的含量标准不同。在欧盟，白兰地每千
克氨基甲酸乙酯要求是低于 0.4毫克，
瑞士为 1.0毫克，而在中国这个标准还
没制定。按照报道中所言几种黄酒的
EC含量每千克 0.2毫克至 0.26毫克，
应该说远低于欧盟标准。
以水果白兰地为例，加拿大要求

EC小于 400微克/升，法国、德国和瑞士
的上限规定分别是 1000微克/升、800
微克/升和 1000微克/升。此次古越龙山
等 3 款酒在香港检出的 EC 含量为
200—260微克/升。针对此次检查结果，
古越龙山在官网发表声明进行澄清：
“不论是白酒还是黄酒，里面都含有可
能致癌的氨基甲酸乙酯元素，但只要不
超过标准，饮用就安全。古越龙山的黄

酒每千克氨基甲酸乙酯的含量远低于
欧盟标准。”
尽管如此，“黄酒 EC事件”显然给

相关生产企业、行业乃至整个社会敲响
了警钟。面对我国黄酒等食品业目前的
生产状况，有业内人士指出，针对传统
的纯手工技艺的食品加工生产，一方面
企业要加强自检；另一方面，我国应积
极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评价体系，及时
地对食品安全事件开展危险性评价。尤
其在食品安全日益成为生产企业、行业
乃至社会高度关注的战略问题的今天，
相关方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和措施，严
格为广大消费者和社会生产提供更加
安全、放心的优质、健康食品，因为，这
才是实现企业、行业和社会科学、和谐
发展的王道。
黄酒中含有的多酚物质、类黑精、

谷胱甘肽等成分，具有清除自由基，防
止心血管病、抗癌、抗衰老等多种生理
功能，对人体具有保健作用。行业统计
数据显示，2006—2010年，黄酒行业年
产量从 63.8万千升增至 134.1万千升，
希望相关企业和管理部门借这场风波
加强对整个行业的监督和管理，让更多
的人了解黄酒这项民族文化的瑰宝。

莫因误会打碎这罐“女儿红”

2000年，日本雪印公司奶粉、低
脂肪牛奶、酸奶等 3种牛奶制品被
查出金黄色葡萄球菌毒素，造成 1.5
万名消费者中毒，所有产品被迫全
部召回；

2002年，惠氏、多美滋、雅培等
品牌多种奶粉产品被爆出受污染、
存在各种有害物质等问题，不得不进
行召回或被大批销毁；

2003年，比利时、荷兰、法国、德
国等西欧四国奶粉、牛奶、黄油、冰淇
淋等乳制品内被检测出与 DDT杀虫
剂相当的致癌物质“二恶英”，爆发有
史以来最大的食品安全问题；

2004年，美国美赞臣奶粉因阪崎
氏肠杆菌奶粉超标被判为不合格产
品进行销毁，并对消费者进行赔偿；

2005年，美国雀巢“金牌成长
3垣奶粉”多批次被查出含碘超标，被
迫进行大规模产品召回；

2006年，共计 10万公斤同一美
国品牌的 3批奶粉被连续检出亚硝酸
盐含量超标而被北京市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退运处理；同年，美国美赞臣
GENTLEASE牌婴幼儿人工配方奶粉
检查出含有金属颗粒，被紧急召回；

2007年，日本明治 FU 高蛋白
较大婴儿配方奶粉，锌含量不符合
标准被判为不合格商品，被要求立
即下柜；

2008年 , 因密封不善而导致罐
中奶粉被氧化，美国雅培召回两批
特殊配方婴儿奶粉；同年，澳优奶粉
被检出对婴幼儿危害极大的阪崎肠
杆菌；此外，美赞臣、雀巢和雅培奶
粉纷纷被检出三聚氰胺；

2009年，从澳大利亚产进口的
百乐斯被查出致病菌阪崎肠杆菌超
标；多美滋奶粉被怀疑遭受三聚氰
胺污染。

近十年洋奶粉质量“不靠谱”

赵璐

食品观察

7月 3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
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我国食品安全的阶段性目
标，计划用 猿年左右的时间，使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整顿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违法犯罪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突出问题得到有效
解决。
《决定》要求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深入开展食品安全

治理整顿，如坚决取缔制售有毒有害食品的“黑工厂”、“黑作
坊”和“黑窝点”，依法查处非法食品经营单位。严厉打击食品
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坚持重典治乱，始终保持严厉打击食品安
全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使严惩重处成为食品安全治理常态。

在厘清责任方面，要落实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
强化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落实企业负责人的责任、落
实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处置及经济赔偿责任。

除 3年目标外，《决定》还提出，用 缘年左右的时间，使我
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检
验检测和风险监测等技术支撑体系更加科学完善，生产经营
者的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和诚信意识普遍增强，社会各方广泛
参与的食品安全工作格局基本形成，食品安全总体水平得到
较大幅度提高。

我国计划三年解决
食品安全突出问题
本报记者 陈青松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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