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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背景和目的

食品标签标识是消费者了解食品属性、特性的主要信息
来源。此外，它也是生产者向消费者宣传和推荐企业及
产品的重要方式。为了解消费者对食品标签标识的认知
和实际使用情况，为相关政策、法规和标准的制修订提
供参考依据，促进食品行业良性竞争和健康稳定发展，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开展了“中国消费者食品
标签认知及使用状况调查”。

调查方法

本调查按照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常住人口
进行配额并随机抽样，在线调查。总样本量为3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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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及结论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收集到5300份问卷，其中筛除从事食品生产、经营、
研究、监管等相关工作的1689人，通过测谎题筛除511人。最终有
效问卷3100份，其中男性占48.1%，女性占51.9%。22-60岁人群
占79.03%，22岁以下人群占20.23%，60岁以上占0.74%。

86.55%的消费者在一周内购买过

预包装食品，9.32%的消费者在一

个月内购买过，只有4.13%的消费

者上次购买预包装食品是在一个月

之前。由此可以看出，预包装食品消

费频次较高。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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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包装食品消费频率高

您上次购买预包装食品是什么时候？

43.58%

9.32%
4.13%

42.97%

一周内 两天内 一个月内 一个月以上

消费者对食品标签标识关注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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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购买预包装食品时看食品标签标识吗？

随着电商的发展，消费者购买预

包装食品的方式日渐多样，有半

数消费者同时在线上和线下购

买预包装食品，近四成消费者只

在线下购买。考虑到线上线下购

物体验的差异，线上销售食品的

标签标识展示需引起注意。

半数消费者同时在线上和线下购买预包装食品

您一般都从哪里购买预包装食品？

近七成消费者购买预包装食品时经常看食品标签标识

38.81%

29.29%

10.71%

50.48%

两者都有 线下（超市、便利店、小卖部等）

线上（天猫、东京、微商、公众号、代购等）

42.71%
26.13%

1.87%

经常看 偶尔看

每次必看 从来不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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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看过食品标签标识的消费者中，

对于食品标签标识上生产日期和保质

期以外的信息，87.54%的消费者在购

买时查看，58.55%的消费者在食用前

查看。

近七成消费者在购买预包装食品时经常看食品标签标识，仅有
1.87%的消费者从来不看，三大主要原因是“我想看，但我看不
懂”、“我相信品牌，对文字细节不关注”、“我认为食品标签标识
没用，所以懒得看”。

您为什么不看食品标签标识？

您一般什么时候看食品标签标识?（除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以外的信息）

41.45%

43.1%

46.09%

12.46%

两种情况都会 购买时 食用前

我想看，但我看不懂

我相信品牌，对文字细节不关注

我认为食品标签标识没用，所以懒得看

有时想看，但看不清文字信息

我想看，但购物时没时间看

我非常了解，所以不用看

其他

50%40%30%10% 20%0%

39.66%

25.86%

10.34%

8.62%

3.45%

3.45%

≈70%
消费者在购买预包装食品
时经常看食品标签标识

P age / 04

中国消费者食品标签标识认知及使用状况调查研究报告



消费者在查看食品标签标识时，最关心的是日期标示、食品名称、品

牌、警示用语和注意事项、质量认证标志，最不关心的是产品标准代

号、厂名厂址、生产许可证编号、转基因标识、致敏物质。近五成的消

费者仅偶尔查看配料表和营养标签。

请问您看食品标签标识的哪些内容？

64.23%

50.10%

34.19%

22.32%

25.90%

30.74%

40.40%

34.71% 34.42%

8.78%

17.98%

23.04%

1.08%

1.18%

2.37%

8.55%

每次必看 经常看
偶尔看 从来不看

日期标示

食品名称

品牌

警示用语和注意事项

质量认证标志

贮存条件

净含量和规格

产品质量（品质等级）

适宜人群

配料表

营养标签

致敏物质

转基因食品标识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注：根据“每次必看”和“经常看”的总和从多到少排序

厂名厂址

产品标准代号

23.67% 33.23% 30.64% 12.46%

15.58% 37.57% 37.90% 8.94%

16.01% 36.65% 40.27% 7.07%

15.52% 32.68% 33.17% 18.64%

13.51% 31.26% 39.12% 16.11%

13.12% 29.22% 48.88% 8.78%

11.54% 28.60% 46.55% 13.31%

18.44% 20.91% 37.71% 22.95%

15.32% 23.50% 33.99% 27.19%

8.68% 17.92% 35.40% 38.00%

6.64% 15.35% 50.43% 27.58%

5.10% 14.63% 33.56% 14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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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数以上消费者关注食品的真实属性名称

半数以上消费者关注食品的真

实属性名称，但仍有35%的人

不理解真实属性名称的定义。

您是否关注食品的真实属性名称？

查看配料表时，超七成消费者关注食品添加剂

您在看配料表时主要关注哪些方面？

关注 我不知道什么是真实属性名称 不关注

73.26%食品添加剂的种类和数量

食品名称中提及的配料或成分的具体含量

食品包装上特别强调添加的成分的具体含量

配料的排列顺序和配料明细

是否含有毒有害成分

其他

58%

55.68%

54%

48.32%

0.84%

35.00%

54.90%

10.10%

03食品标签具体内容关注度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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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8%

15.35%

在查看配料表时，超七成消费者关注的是食品添加剂的种类和数量，

値得注意的是，有近半数的消费者关注配料表中是否含“有毒有害成

分”，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对食品安全信心和认识不足、对食品添加

剂的食用安全性存在很大误解，尤其易把食品添加剂和违法添加物

混淆所致。此外，五成多消费者会关心食品名称中提及的配料或成分

的具体含量、食品包装上特别强调添加的成分的具体含量。

选购食品时，超一半的消费者偶尔

查看厂名厂址，近三成消费者从来

不看，每次必看的只有不到7%。

对于厂名厂址列举的3种标注方式，

消费者的接受度差异不大，可能是

因为这些信息的标注方式对消费者

的购买和食用行为不会有实质性的

影响。

厂名厂址关注度低
您看厂名厂址吗？

偶尔看 从来不看 经常看 每次必看

50.43%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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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产品由多个工厂生产，您更接受
下列哪个厂名厂址的标注方式？

示例1 示例2 示例3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68.64% 65.12%

50.49%

厂名厂址的3种标注方式

示例1
生产日期：2020年6月1日（BJ）
生产商：XXX 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分厂（代码：BJ）
地址：XXX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XXX
生产商：XXX 食品有限公司上海分厂（代码：SH）
地址：XXX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XXX
生产商：XXX 食品有限公司天津分厂（代码：TJ）
地址：XXX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XXX
实际生产厂家见生产日期旁代码

示例2
生产日期：2020年6月1日（A）
生产商：XXX 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分厂（代码：A）
地址：XXX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XXX
生产商：XXX 食品有限公司上海分厂（代码：B）
地址：XXX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XXX
生产商：XXX 食品有限公司天津分厂（代码：C）
地址：XXX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XXX
实际生产厂家见生产日期旁代码

示例3
生产日期：2020年6月1日（1）
生产商：XXX 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分厂（代码：1）
地址：XXX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XXX
生产商：XXX 食品有限公司上海分厂（代码：2）
地址：XXX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XXX
生产商：XXX 食品有限公司天津分厂（代码：3）
地址：XXX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XXX
实际生产厂家见生产日期旁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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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9%

八成以上消费者在购买预包装食品时遇到过包装上有“无添加XX”

“零添加XX”“不使用XX”等表述。超六成消费者觉得含有以上表述

的产品比同类产品更好。可见“无添加”、“零添加”、“不使用”等宣称

对消费者购买行为是会产生较大影响的。

六成以上消费者认为含有“无添加XX”
等声称的产品更好

您在购买预包装食品时，有
没有遇到包装上有“无添加
XX”“零添加XX”“不使用XX”
等表述？

有 没留意 没有

86.06%

9.04%
4.90%

您觉得标注“无添加XX”
“零添加XX””不使用XX”
等表述的产品比同类产品
更好吗？

是 不清楚 不是

60.65%

17.16%

0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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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消费者在购买预包装

食品时查看日期标示，可

见消费者对生产日期和保

质期的关注度最高。我们

列举的两种日期标示方

式，三成多消费者可以接

受两种方式，近五成消费

者接受保质期精确到日，

近两成消费者支持“保质

期：12个月”的方式。

消费者对日期标示关注度最高

您看日期标示吗？

下面是产品的日期标示，
您能接受哪种方式？

每次必看 经常看

偶尔看

生产日期：2020年6月1日；
保质期至2021年6月1日

生产日期：2020年6月1日；
保质期12个月

都可以

从来不看

25.90%

64.23%

8.78%

1.08%

33.90%

49.32%

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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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对致敏物质信息不甚关注，仅有近四成消费者经常查看食品中的致敏物质，
他们主要关注甲壳纲类动物及其制品（如虾、龙虾、蟹等）、含有麸质的谷物及其制
品、鱼类及其制品等。但本次调查数据仅能反映消费者对致敏物质信息的关注程
度，不能反映消费者真实的食物过敏情况。我国食物过敏本底情况尚不清楚，有待
进一步研究。

近四成消费者关注致敏物质提示

您在购买预包装食品会关注哪些致敏物质？

您看致敏物质吗？

45.32%甲壳纲类动物及其制品（如虾、龙虾、蟹…

我不关注

含有麸质的谷物及其制品（如小麦、黑麦…

鱼类及其制品

乳及乳制品（包括乳糖）

蛋类及其制品

花生及其制品

大豆及其制品

坚果及其果仁类制品

其他

50%40%30%10% 20%0%

31.19%
28.23%

26.81%
26.65%

19.26%
14.58%
14.39%

10.29%
0.39%

22.95%

20.91%

37.71%18.44%

偶尔看 从来不看

经常看 每次必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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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多种产品组合的促销大礼包而言，近半数消费者认为大包装上要清

楚地标出每一个小包装食品的信息，但如果透过大包装能够清晰识别

出里面的小包装的信息、大包装能够轻易打开或已经在网页上展示了

小包装的信息，则不必标注小包装的内容。

消费者认为大礼包外包装
需根据情况标注小包装信息

当您购买多种产品组合的促销大礼包时，您接受下列哪些标示方式？

如果透过大包装能够清晰识别
出里面的小包装的信息，则不

必标注小包装的内容

大包装上要清楚地标出每一个
小包装食品的信息

如果大包装能够轻易打开，方
便查看小包装的信息，则不必

在大包装上标注

对于一些线上销售的产品，如
果已经在网页上展示了小包装

的信息，则不必在大包装上重
复标注

54.3%

47.9%

45.4%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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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消费者接受进口食品原包装加贴中文标签

38.19%

关于进口食品的中文标签的两种标

示方式，超八成消费者可接受“在原

包装上加贴同等含义的中文标签”，

仅一成多消费者明确希望包装上直

接印制中文标签。此外，近四成消费

者认为只要能了解产品信息两种方

式都可以接受，这可能是由于两种方

式的差异对购买和食用进口食品没

有根本性的影响。

目前进口食品的中文标签，有
以下两种标示方式，请问您可
以接受哪种方式？

在原包装上加贴同等含义的中文标签

只要能让我了解产品信息，我都可以接受

包装上直接印刷中文标签

43.03%
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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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人群信息有助于消费者为特定人群选购食品

适宜人群信息，对您选购有何影响？

您为特定人群购买产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七成以上消费者认为适宜人群信息有利于自己合理选购预包装食

品，他们为特定人群购买产品的原因主要是满足营养健康需求、喜欢

产品口味，其次可能也会因对包装、产品形状感兴趣而购买。可见从

保护消费者的角度，能否满足特定人群特殊营养需求对评价和管理

适宜人群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有利于我合理选购

没有影响

不利于我合理选购

其他

74.58%
21.58%

3.71%
0.13%

79.71%满足营养健康需求

喜欢产品口味

被包装吸引

对产品形状感兴趣

其他

63.16%

29.03%

25.77%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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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购买或关注保健食品？

购买保健食品时，您希望在包装正面看到哪些信息？

保健食品包装上出现“保
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
药物治疗疾病”信息，会影
响您的购买意愿吗？

83.63%产品功能

适宜人群

品牌

产品名称

警示语：保健食品不是药物，
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其他

“蓝帽子”标识

81.50%

69.31%

63.17%

52.42%

45.97%

0.30%

七成以上消费者购买或关注保健食品，消

费者最希望在保健食品包装正面看到产品

功能、适宜人群信息、品牌这三大信息。总

体而言，保健食品的警示语信息对大多数

消费者购买意愿没有影响，且对部分消费

者有促进消费的积极作用。
是

否

对我没影响

我更倾向于购买

我更倾向于不购买

74.10%

62.60%

25.90%

32.52%

4.88%

消费者最希望在保健食品包装正面看到
产品功能、适宜人群信息、品牌这三大信息

P age / 15

中国消费者食品标签标识认知及使用状况调查研究报告



您是否支持在食品包装上
标注包装回收标志或垃圾
分类标志？

如果包装上有食品包装回收
标志或垃圾分类标志，会不
会影响您的购买意愿？

40.16%

46.45%

垃圾分类回收的社会关注度日益提

升，超九成消费者支持在食品包装上

标注包装回收标志或垃圾分类标志。

若包装上有这些标志，超半数消费者

更倾向于购买这些食品。

非常支持

支持

无所谓

不支持

非常不支持

对我没影响

我更倾向于购买

我更倾向于不购买

53.61%

51.97%

3.81%

1.58%

1.90%
0.52%

消费者支持食品标签标识标注可回收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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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消费者对于食品标签存在问题的处理方式

如您遇到食品标签标识问题，您会怎么做？

消费者对于食品标签问题的处理方式及未来建议

当遇到食品标签标识问题时，消费者首先选择联系超市、电商等经营者，其次是向监

管部门和消费者保护组织投诉，半数以上消费者会选择两种及多种处理方式。

68.65%

联系超市、电
商等经营者

向消费者保护
组织投诉

向市场监管
部门投诉

联系生产
企业

想投诉，但不
知道向谁投诉

其他

0%

20%

40%

60%

80%

39.81% 37.71%

22.39% 21.48%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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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对食品标签标识的建议和意见

本次调查共收集到1770余条针对食品标签标识
管理的意见建议，简要概括为以下三点：

目前标签信息过多，希望更简洁、清晰、突出重
点，尤其是消费者最关注的信息。

希望食品企业标示真实信息，不要使用模棱两可
的误导性语言。

希望相关政府部门加强对食品标签标识的监管，
打击弄虚作假和误导消费者的行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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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食品标签，尤其是营养标签和配料表，是消费者科学

合理选择食品的重要工具，但相当多的消费者对营养

标签认识不足，对配料表的关注存在较大偏差，部分

消费者对“食品真实属性名称”缺乏认知。这造成一些

消费者不能很好的规划食品消费，片面追捧“无添

加”，无法有效规避“固体饮料冒充特医奶粉”等情况。

为使消费者了解和合理选购产品，建议政府加快完善

健康声称的监管。同时，建议政府、行业和企业积极加

强食品标签标识的消费者教育，提高他们通过食品标

签标识选择恰当食品的能力。

加强食品标签
标识的公众教育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网络购买食品，新冠疫情加速

了这一趋势。调查显示，大多数消费者是在选购食品

时查阅标签标识，但线上销售环境与线下有很大差

异，因此应根据具体情况，宽严有度的调整管理措施。

食品标签标识管理
需适应消费环境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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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时间和成本及调查渠道因素，本次消费对象以60岁以下人群为

主，可能无法代表总体消费者。

监管部门和行业在食品标签标识管理上的主要分歧在于

厂名厂址、保质期、进口食品标签、适宜人群、保健食品警

示语等具体标示方式。本次调查发现，厂名厂址、进口食品

标签、保健食品警示语主要是监管需求，保质期和适宜人

群标注主要是消费者需求。同时，相当一部分消费者认为

食品标签信息过多，重点不突出，部分关注度很高的信息

反而不易看到。

建议监管部门在满足消费者知情权和满足监管需要之间

取得平衡，有重点地开展标签管理，同时充分考虑成本效

益因素及疫情对食品产业链的冲击，避免企业过多的额外

支出转嫁消费者。对消费者关注度高且会对其购买行为产

生影响的内容，如无添加、适宜人群、日期标示、警示用语

和注意事项等，建议综合消费者及监管诉求、企业技术可

行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科学引导规范，显著标识；对

消费者关注度不高的内容，如执行标准代号、厂名厂址等，

在不影响消费者知情权的前提下，可在标示方式和要求上

开放给企业更多的空间。

做好监管需求和
消费者需求的

协调统一

调查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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