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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r ience and en l ightenment of S ingapore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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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介绍了新加坡较健康选择标志系统基本情况,

从规格与使用要求、申请程序、适用范围等进行阐述,指

出新加坡作为第一个实施食品 FOP 标签系统的亚洲国

家,其经验做法对中国乃至多数亚洲国家有重要借鉴意

义,中国 FOP 标签系统应具有充分的依据,严格规范申

请和使用行为并适度扩大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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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introduced the healthier choice symbol sys-

tem in Singapore from the specification and use requirements,ap-

plication procedures,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so on.It is found

that Singapore is the first Asian country to implement the food

FOP labeling system,whose experien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hina and even most Asian countries.China's FOP labeling

system should have sufficient basis,strictly regulate the applica-

tion and use behavior,and appropriately expand the scope of ap-

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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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201 8 世界卫生统计

报告》[1]显示,201 6 年,全球估计有 4 1 00 万人死于非传

染性疾病,占据总死亡人数(5 700 万)的 7 1%。不健康饮

食是全球非传染性疾病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2]。由于食

品包装背面的营养成分列表片面只显示单个或数个营养

素含量,不能评价食品整体营养价值,不能有效指导健康

饮食,故国际上许多卫生健康机构尝试将营养素度量法

(Nutrient Profile,NP)以一个简单清晰、概况性的方式标

示在包装正面标签上,这种措施被称为包装正面(Front
of Package,FOP)标签[3]。FOP 标签是食物成分与特性

的简化信息[4],能帮助消费者选择健康食物和鼓励生产

商开发健康食品[5]。当前,FOP 标签系统有总结指示体

系、食物类别信息体系、特定营养素体系 3 种营养素度量

标示类型[6]。

随后英国、瑞典、丹麦、挪威、冰岛、澳大利亚、新西

兰、新加坡等国政府、食品生产商、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以

及国际组织实施了 FOP 标签系统[7]。欧美国家的 FOP
标签走在国际前列。瑞典是世界第一个实施 FOP 标签

系统的国家,于 1 9 8 9 年在未包装农产品和包装食品实施

Keyhole 标签,采用了总结指示体系的营养素度量法;英
国的 FOP 标签系统在世界上最为常见,于 2006 年在食品

包装袋上推行使用交通灯信号标签,主要采用特定营养

素体系表达方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 FOP 标签系统处

于世界上最新最前沿,2014 年在包装袋食品实施健康星

级评分系统,采用特定营养素体系、总结指示体系、食物

类别信息体系 3 种营养素度量标示方法。在亚洲,新加

坡是第一个实施 FOP 标签系统的国家,其国民身体素

质、饮食习惯与中国有极大相似性。作为亚洲发达国家,

新加坡的经验做法对中国,乃至整个亚洲都具有借鉴

意义。

中国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营养慢性病现状不

容乐观,发生率呈上升趋势。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

状况报告(201 5 年)》[8]数据显示,201 2 年中国 1 8 岁及以

上居民超重率为 30.1%,肥胖率为 1 1.9%,比 2002 年分

别上升了 7.3%和 4.8%;201 2 年中国居民因心脑血管病、

癌症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引发的慢性病死亡率为5.33‰,

占全部死亡的 86.6%。为了让居民看懂食品标签进行健

康饮食,201 9 年 7 月 1 5 日《健康中国行动(201 9 ~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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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倡导“积极推动在食品包装上使用“包装正面标识

(FOP)”信息,帮助消费者快速选择健康食品”计划。可

见,食品 FOP 标签系统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

虽然中国起步晚,但起点高,吸取国际经验与教训,

对推动形成健全、完善的 FOP 标签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已有学者对新加坡较健康选择标志系统进行了较为

系统、全面的介绍,例如,赵佳等[9]简单列举了较健康选

择标志系统的营养素度量法、实施机构、营养物质、单元

与标准等基本信息。文章拟通过在新加坡政府官网[10]上

收集最新数据,辅以国内外相关文献,从标志系统的基本

情况、标志规格与使用要求、标志申请程序、标志适用范

围、实施效果等方面介绍较健康选择标志系统,并结合中

国国情提出几点启示。

1　较健康选择标志系统基本情况

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新加坡居民由于饮食不

健康导致的冠心病、高血压、中风、糖尿病和某些癌症等

疾病问题越加凸显,为推广均衡饮食和健康生活方式,引

导居民购买健康食品,新加坡政府开展了大量的调研工

作。在调研过程发现,发达国家将营养与健康标签作为

食品营销的重要手段,并帮助居民优化膳食结构,增加有

益营养素与健康食品的摄入量,且营养标签作为一项有

效的市场推广策略,有助于提高生产商在食品行业的市

场占有率。因此,新加坡卫生部于 1 9 9 8 年开始实施营养

教育计划,由健康促进局(Health Promotion Board,HPB)

负责 推 行 较 健 康 选 择 标 志(Healthier Choice Symbol,

HCS)。健康促进局是新加坡卫生部的法定委员会和推

广健康生活的政府部门,负责管理标志的版权和执行标

志的公共宣传教育,让居民更多地了解标志及其背后依

据,树立信心选择标志产品。

较健康选择标志根据新加坡居民的日常饮食习惯制

定,以产品的脂肪、饱和脂肪、钠和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

含量为基础,评价各成分构成对居民饮食健康的贡献,为

新加坡居民在超市或商店选购健康食品提供信息[1 1]。从

20 1 6 年 1 2 月 2 9 日开始,健康促进局在沿用无比较声明

的较健康选择标志(见图 1)的同时,做出了全麦、低血糖

指数(是指含有全谷物的面条、豆类、坚果的低血糖指数

产品)、低糖、无糖(见图 2)、高钙、低钠、无添加钠、低饱和

脂肪、低胆固醇、不含反式脂肪酸等含量声称和比较声称

可以与较健康选择标志一起使用的规定,且实施了一份

修订的牌照协议取代原牌照协议的计划。需要说明的

是,低糖、低钠、低饱和脂肪、低胆固醇等的比较声明是指

与一般食物相比,食物种类的糖、钠、饱和脂肪、胆固醇含

量降低了 2 5%;全麦是指对谷粒含量的规定。

为留足时间便于生产商解决原标志产品库存,熟悉

新的标志信息以及调整配方与更新包装袋,健康促进局

为生产商提供了至少一年的过渡期去适应新标志。健康

促进局制定了《新加坡营养标签手册》(201 9 年 3 月又做

了修订),对较健康选择标志的规格、申请程序、许可协议

与使用进行详细规定,以协助生产商、分销商、零售商在

产品上贴标志。需要说明的是,较健康选择标志不适用

1 岁以下婴儿配方奶粉或其他食品。

图 1　无比较声明的较健康选择标志

Figure 1　Healthier choice symbol without the
comparative statement

图 2　有比较声明(无糖)的较健康选择标志

Figure 2　Healthier choice symbol with the comparative
statement (Sugar Free)

2　较健康选择标志规格与使用要求

较健康选择标志包含标志和比较声明(如低糖、低
钠、低饱和脂肪、全谷物、高钙)。《较健康选择标志颜色

指南》规定:标志不得因照相或其他方式扭曲;标志的大

小可能有所不同,但符号中圆环直径不应小于 1 5 mm;标
志不可触及产品品牌名称;标志周围必须有适当的空间,

空间大小由标志中金字塔顶端前两层的高度决定;标志

由 5 种指定的颜色构成,严禁使用非指定颜色,但在预算

有限的情况下,一些产品可使用单色或双色标志;比较声

明必须与标志一起使用,置于标志底部;生产商有责任自

行按照健康促进局的要求印制较健康选择标志;当产品

包装印刷有两种或两种以下颜色(不包括白色),其中一

种颜色是黑色时,生产商在食品包装袋上使用一种颜色

(黑色,但环圈为反白色)的较健康选择标志。

产品包装上较健康选择标志位于产品包装正面,且
每个产品不能出现两个以上较健康选择标志。放置较健

康选择标志的包装正面表面积是高乘以宽。由于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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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标志的大小由宽度决定,故食品包装袋的标志尺寸

不小于 1 5 mm 的宽度,且标志的大小是由宽度决定。

参与较健康选择标志计划的生产商需要遵守的准则

和责任为:① 产品要获得新加坡健 康 促 进 局 的 认 可;

② 较健康选择标志、营养含量声称和营养比较声称要符

合《较健康选择标志颜色指南》和健康促进局的要求;

③ 确保较健康选择标志符合食品法规;④ 标志不得与

“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低乳糖”“不含防腐剂”“不含胆

固醇”“有机”等不相关宣传用语在语言和视觉上产生联

系;⑤ 较健康选择标志和比较声明必须真实、准确,不得

误导消费者;⑥ 在所有广告和促销活动中,“(产品名称)
符合健康选择标签计划的营养指南”“(产品名称)符合营

养指南,符合健康选择标志的要求”“(产品名称)符合健

康促进局管理的健康选择标签计划的营养指南”“(产品

名称)符合健康促进局制定的营养指南,是一种更健康的

选择”等上述陈述可与较健康选择标志一起使用;⑦ “新
加坡第一个携带较健康选择标志”“(产品名称)由健康促

进局认可”“唯一有较健康选择标志的产品”等陈述不允

许出现在宣传材料上;⑧ 参与产品和非参与产品的联合

广告或促销必须确保只有获得许可的产品才能标示较健

康选择标志,例如,参与产品包装的免费样品(非参与产

品)包装上不能显示标志;⑨ 所有用于产品包装、广告、宣
传材料的插图必须考虑均衡饮食和健康生活方式,且插

图要经健康促进局批准。

3　较健康选择标志申请程序
生产商向健康促进局申请较健康选择标志,首先要

设立一名管理员,在网站(https://focos.hpb.gov.sg/acm)
注册账户,登记企业信息,并根据《较健康选择标志指南》
(the HCS Nutritional Guidelines),提交申请和签订协议。

3.1　提交申请（第一阶段)

首先,提交产品类别申请表,包括产品描述、产品细

节、产品类别与子类别;其次,提交应用 AOAC(官方分析

化学家协会)方法或同等方法评估产品的实验室报告(较
健康选择标志将同一食品成分但不同物理形状的产品视

为同一产品,贴同一类标签),如果产品含量符合《新加坡

居民营养指南》,则生产商能获得批准和有权从网站下载

较健康选择标志(健康促进局将开展后期审核检查工作,
随机挑选被批准的产品采用 AOAC 方法和/或相同的替

代方法进行分析,确保继续符合营养指南);最后,生产商

向健康促进局提交产品标志插图和标示标志的新包装

尺寸。

3.2　签订协议（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生产商就获批的产品与健康促进局签订

许可协议和牌照续期协议。许可协议规定:① 较健康选

择标志是否正确使用需要受到监督;② 所有使用较健康

选择标志的广告材料(如图形插图、字幕等电视广告、广

播脚本、报刊/杂志印刷材料、产品包装稿件)均须符合新

加坡《食品规例》规定,在印刷、分发、出版或广播前需送

交健康促进局审核;③ 所有申请标志的生产商如果不遵

守《食品规例》,则会被书面警告。需要说明的是,牌照有

效期为 2 年,如果牌照期内配方及产品有任何更改,生产

商应在期间注明,如果生产商的产品在牌照过期之前能

根据《新加坡居民营养指南》的最新标准评估合格,牌照

将可持续使用 2 年,否则不得继续使用标志,则必须重新

提交申请产品类别、最新实验室报告,如果未更新许可证

而继续使用,则被视为商标侵权行为。牌照终止后,生产

商不再拥有在广告、促销活动中使用较健康选择标志的

权利。

4　较健康选择标志的适用范围
健康促进局规定较健康选择标志的适用范围:① 谷

物、乳制品、蛋和蛋制品、脂肪和油、水果、蔬菜、豆类、坚
果、肉类、家禽、海鲜、酱汁、汤、零食、方便餐、饮料、甜点

等包装食品均可显示标志;② 散装水果等非包装鲜活农

产品,但需要在价格表上显示营养信息列表和较健康选

择标志;③ 批量食品包装袋需附上标准的营养素值列表

与较健康选择标志;④ 销售饮料(咖啡)的饮料机(咖啡

机)与销售蒸包的蒸笼需要显示较健康选择标志;⑤ 自动

售卖机销售的较健康选择标志产品必须是包装产品,如
果是非包装产品,则需要将营养信息列表和比较声明显

示在自动售货机上。
新加坡是一个人均糖类消费量比较高的国家,为降

低糖尿病发生率,较健康选择标志从 20 1 8 年 4 月开始将

甜点、冰冻酸奶、冰淇淋、果冻和布丁列入新增主要食物

类别,此外,还将咖啡和茶分类为三合一或二合一的咖啡

(茶/饮料)、全溶咖啡(茶)。
新加坡的学校健康饮食计划重视学生的饮食习惯,

采用较健康选择标志系统对供应学校的食品进行质量管

理,对学校内餐厅、咖啡厅、自动售货机的食物进行规定:
只能供应标示较健康选择标志的方便面;烹调食物要使

用标示较健康选择标志的食用油;售卖零食的摊档,仅能

售卖含糖量不多于一汤匙(15 g)的自制零食(如沙拉、三
明治),或 含 糖 量 达 到 较 健 康 选 择 标 志 要 求 的 预 包 装

食品。

5　较健康选择标志系统的实施效果

较健康选择标志系统的实施效果良好,据统计[10],到
目前为止,新加坡国内大约有 2 600 种食品共 60 个类别

显示较健康选择标志。2008 年的一项综合调查[10]发现,

80%的新加坡受访消费者认识较健康选择标志且用于指

导购买。一项消费者调查[10]发现,较健康选择标志是帮

助消费者更容易识别更健康产品与影响他们购买决策的

一大促进因素。据调查[12],新加坡国内 1/3 的食品广告

显示了较健康选择标志,向消费者传达了健康饮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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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标示较健康选择标志的产品在国外销售中获

得一些国家的认可,并与国外的标志搭配使用。

6　经验启示

较健康选择标志系统推行的驱动力在于新加坡居民

饮食不健康导致的慢性病问题。同样,中国目前也面临

居民饮食习惯不合理引发的营养健康问题,FOP 标签系

统实施背景极其相似。20 年来,较健康选择标志系统已

为新加坡居民的饮食结构改善与国民营养健康作出了突

出贡献。因此,拟从标签依据、申请和使用行为、适用范

围 3 点提出如下启示。

6.1　立足国民饮食习惯等实际情况确立标签依据

较健康选择标志不仅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而且是根

据新加坡居民的日常饮食习惯制定的,以产品的脂肪、饱

和脂肪、钠和膳食纤维等危险和有益营养成分含量为基

础,评价各成分构成对居民饮食健康的贡献。因此,中国

的 FOP 标签系统不能一味照抄照搬国际经验,也应从居

民的膳食情况出发,基于平衡膳食模式基本原则(食物多

样、谷类为主),以人体每天所需七大类营养素(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矿物质、水及膳食纤维)含量

大小评价食物(品)成分结构对居民膳食健康的贡献程

度,据此作为标签依据。新加坡较健康选择标志系统采

用食物类别信息体系表示方法,中国采用特定营养素体

系、总结指示体系还是食物类别信息体系,则有待于综合

考虑政府推行的可行性、食品供应商的成本收益、居民偏

好等情况开展调查和论证。

6.2　严格规范较健康选择标志的申请与使用行为

新加坡严格规范生产者申请和使用较健康选择标志

的行为。一方面,出台了《新加坡营养标签手册》《较健康

选择标志指南》《较健康选择标志颜色指南》等指导性资

料,起到显著的效果;另一方面,申请较健康选择标志正

式严格,要经过申请、审核、签订协议等多个环节,环环相

扣且详细,而且要与健康促进局签订协议,并在使用过程

接受监控,这些给中国提供很好的借鉴。中国一旦推行

FOP 标签系统,应组织制定 FOP 标签指导手册,以通俗

易懂的表达方式对标签大小、颜色、内容、放置位置、应用

范围与使用方法等进行详细规定,并在官方网站公开,不
仅能帮助食品生产商、零售商、消费者掌握标签正确使用

方法,而且起到严打假冒标签的作用。

除了引导消费者理解、识别并购买标签产品外,还要

建立合理的申请、监管和惩罚机制,对食品供应商申请、

使用标签过程进行严格约束,如签订有法律约束力的协

议,对申请的产品不合理和违规标使用标签行为采取零

容忍,避免“破窗效应”导致标签系统失去社会信任。此

外,新加坡较健康选择标志在 20 1 6 年 1 2 月进行了调整,

增加推行了无比较声明的较健康选择标志,据此健康促

进局为生产商提供一年以上时间适用新标志,这能让生

产商调整生产计划和熟悉新标志。FOP 标签在中国是新

的食品标签,在推行阶段,最好能为食品行业提供一段时

期的适应期(适应期长短应权衡中国食品库存量、包装袋

更新成本等情况)。

6.3　尽可能扩大 FOP 标签系统适用范围

较健康选择标志系统适用的范围极其广泛,产品上

不仅涉及五谷杂粮、肉蛋奶、果蔬、水产品等散装农产品,
而且囊括调味品、饮品、甜点、零食等包装产品,对居民的

饮食生活影响深远;地点上不仅覆盖零售超市,而且涉及

自动售卖机、学校餐厅和咖啡厅等,取得显著效果。然

而,FOP 标签应用于未包装鲜活农产品与包装食品,以及

覆盖超市、便利店、网络超市、餐馆菜单、学校、医院、军
队、养老院等地方与特殊人群,能充分地发挥标签价值,
满足更多社会需求,但投入运行与监管的成本较大。如

果仅限于超市、便利店的包装类食品,FOP 标签系统投入

的成本相对较少,但产生的作用也有限,因此,在未来健

康中国建设时期,如果财政允许,应尽可能扩大 FOP 标

签系统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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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底物)不同有关[20]。

3　结论

将具有强耐胆盐能力的植物乳杆菌 AR1 1 3 中 4 种

BSH 同功 酶 基 因 通 过 基 因 工 程 技 术,在 发 酵 乳 杆 菌

AR497 中异源表达。通过测定不同 BSH 基因表达菌株

的生 长、胆 盐 耐 受 性 和 酶 活,发 现 重 组 菌 株 均 能 在

0.5 mg/mL 甘氨脱氧胆酸钠盐的胁迫下生长,仅 AR497/

pMG-BSH2 能够将结合态甘氨脱氧胆酸钠盐为转化为游

离态;BSH2 重组菌株的 BSH 酶活最高,达 5 7.74 U/mL,

表明 BSH2 可能具有较其他 3 种 BSH 更高的水解甘氨脱

氧胆酸钠盐的能力。后续可进一步研究 4 种 BSH 同功

酶的动力学和蛋白结构特征,解析 BSH2 对甘氨脱氧胆

酸钠盐的水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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