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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转基因标识是表明产品含有转基因成分或者由转基因生物生产、加工而成的一种标识ꎮ 随着全球转基因技术研发和

应用的不断推进ꎬ国际上对农业转基因产品的标识管理更加关注与重视ꎮ 通过阐述农业转基因产品标识制度的形成与发

展过程ꎬ研究欧盟、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制度ꎬ总结出成分关注标识、过程关

注标识、自愿标识、强制性标识、定性标识、定量标识、全面标识、目录标识等不同标识类别的特点与利弊ꎬ并分析了国际上

关于标识豁免及阴性标识等方面的政策规定ꎬ为我国的农业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工作提供了启示与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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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１９９４ 年首例转基因番茄上市以来ꎬ转基因

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发展迅猛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ꎬ全球

共批准 ２７ 种转基因作物用于环境释放、种植、饲料

或食用ꎬ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达到 １.７５ 亿 ｈｍ２ꎬ
并保持连续增长势头ꎬ转基因产品正以多种形式融

入人们的生活( Ｊａｍｅｓꎬ２０１４)ꎮ 转基因产品是否应

该特别标注以及如何进行标注ꎬ成为政府和公众共

同关注的议题ꎬ国际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转基因产

品标识管理政策与方式也有所差异ꎮ 本文总结分

析了当前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转基因标识管理制度ꎬ
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管理政策的特点与利弊进行

了研究ꎬ为完善我国的农业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工

作提供参考与借鉴ꎮ

１　 转基因产品标识的形成及内涵

１.１　 标识的含义

标识是指用于识别产品及其质量、数量、特征、
特性和使用方法所做的各种表示的统称ꎬ可以用文

字、符号、数字、图案以及其他说明物等表示ꎬ是传

递产品信息的基本载体ꎮ ２０ 世纪以来ꎬ科学技术和

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得产品呈现出功能特性

的多样化和复杂化ꎬ普通消费者难以凭借自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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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产品属性ꎮ 通过标识ꎬ生产者向消费者传递产

品信息、做出质量承诺ꎬ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得以保证(孙汉强ꎬ２００１)ꎮ 目前ꎬ标识已成为购买

产品的重要依据ꎮ

１.２　 转基因标识的形成和发展

转基因标识是表明产品含有转基因成分或由

转基因生物生产、加工而成的一种标识ꎮ 由于进入

市场的转基因农产品都通过了充分的环境安全评

价和食用安全评价ꎬ因此其与清真食品、无糖饮料、
全脂牛奶等标识一样ꎬ都是为了帮助消费者了解产

品的属性ꎬ与其安全性并无对应关系ꎮ 转基因标识

旨在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ꎬ并不属于安全

指示ꎮ
转基因标识的形成与发展和转基因作物产业

化应用基本同步ꎮ 早在 １９９０ 年转基因产品商业化

应用前ꎬ欧盟便在转基因生物管理法规(２２０ / ９０ 号

指令)中确立了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的框架ꎮ １９９６
年转基因作物开始大规模商业化种植后ꎬ欧盟于

１９９７ 年颁布实施«新食品管理条例(２５８ / ９７)»ꎬ对
所有转基因产品进行强制性标识管理ꎬ并设立了最

低含量阈值(金芜军等ꎬ２００４)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

期尤其是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迅

猛发展ꎬ转基因产品涉及国际农产品和食品贸易的

多个方面ꎮ 另一方面ꎬ关于转基因生物安全的一系

列报告引发了公众的高度关注ꎮ 出于国际政治、经
济和公众接受等多重考虑ꎬ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对

转基因产品实施标识管理ꎬ１９９９ 年美国政府提出自

愿标识管理系统ꎬ２００１ 年日本实施«转基因食品标

识法»ꎬ２００２ 年我国发布施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

识管理办法»ꎮ 目前ꎬ已有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
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韩国、泰
国以及欧盟各国等在内的近 ７０ 个国家和地区制定

了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制度(Ｈｕｄｓｏｎꎬ２０１３)ꎮ

２　 国际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制度分析
当前不同国家(地区)的转基因标识制度差异

很大ꎮ 按特性大体上分为如下类型:成分关注与过

程关注、自愿标识与强制性标识、定性标识与定量

标识、全面标识与目录标识等ꎮ

２.１　 成分关注与过程关注

根据标识对象的不同ꎬ转基因产品标识制度分

为成分关注型和过程关注型ꎮ 成分关注是以最终

产品中转基因成分(外源 ＤＮＡ 或蛋白质)的含量为

标识依据ꎻ过程关注则以产品在加工、生产过程中

是否采用转基因原料为依据ꎬ不论最终产品中是否

存在转基因成分ꎮ 目前ꎬ绝大多数实施转基因标识

的国家(地区)采用成分关注型标识制度ꎬ如澳大利

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ꎬ少数国家(地区)实施过

程关注型标识制度ꎬ主要为欧盟、巴西、中国(Ｇｒｕèｒｅ
＆ Ｒａｏꎬ２００７)ꎮ

过程关注型标识对转基因产品实行追溯管理ꎬ
需要对转基因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等所

有环节进行全过程追踪ꎬ各级生产加工和经营销售

者必须建立信息传递系统和程序ꎬ这将明显增加产

品成本ꎬ因此实施难度大、管理链条长、监管的可操

作性不强ꎮ 成分关注型标识重在对最终产品进行

转基因成分分析ꎬ管理环节集中、管理手段多样ꎬ同
时利于执法监管ꎮ

２.２　 自愿标识与强制性标识

自愿标识是按照生产者和销售者的意愿ꎬ对产

品中的转基因成分进行标注ꎮ 强制标识又称义务

标识ꎬ必须按照法规规定对相应转基因产品进行标

识ꎬ未标识和不按规定标识的不得进口或销售ꎮ 采

用自愿标识的国家(地区)主要有美国、加拿大、菲
律宾、阿根廷、南非以及中国香港ꎮ 这些国家和地

区对于与原有品种在组成成分、营养价值等方面等

同的转基因产品不做强制性标识要求ꎮ 但当转基

因生物的组成成分、营养价值、用途、过敏性等与传

统对应产品发生显著变化时ꎬ则需要进行相关说

明ꎮ 其他国家和地区均采用强制性标识ꎬ如欧盟、
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日本、韩国、泰国等(Ｇｒｕèｒｅ
＆ Ｒａｏꎬ２００７)ꎮ

在各国构建转基因标识制度的同时ꎬ国际组织

也开始建立转基因标识的协调机制ꎮ «卡塔赫纳生

物安全议定书»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ａｇｅｎａ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ｏｎ Ｂｉｏｓａｆｅ￣
ｔｙꎬＢＳＰ)于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通过ꎬ首次在国际法层面专

门对转基因标识进行阐述ꎮ 议定书规定含有活性

转基因生物的产品必须进行标识ꎬ各国有权禁止进

口其认为可能对人类及环境构成威胁的转基因产

品( 乔 雄 兵 和 连 俊 雅ꎬ ２０１４ )ꎮ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ＷＴＯ)要求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制度符合«技术

性贸易壁垒协议» (ＴＢＴ)精神ꎬ并将标识作为技术

贸易措施纳入谈判和规则制定的讨论范围ꎮ 总之ꎬ
转基因产品标识已成为较被广泛接受的国际共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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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定性标识与定量标识

根据标识阈值的差异ꎬ转基因标识制度分为定

性标识和定量标识ꎮ 定性标识是指应用规定的检

测方法ꎬ只要产品中检测出转基因成分ꎬ就进行标

识ꎬ即标识阈值为零ꎮ 定量标识则设立一定的阈

值ꎬ只有产品中转基因成分含量超过阈值时ꎬ才需

要标识ꎮ
中国是目前唯一采用定性标识的国家ꎬ其他国

家则施行定量标识ꎬ即阈值管理ꎮ 从世界范围看ꎬ
各个国家的标识阈值差异较大ꎬ欧盟 １９９７ 年规定

当食品中某一成分的转基因含量达到该成分的 １％
时必须进行标识ꎬ２００３ 年颁布的法规 ＥＣ Ｎｏ１８２９ /
２００３ 和 Ｎｏ １８３０ / ２００３ 将这一阈值降至 ０.９％(王荣

谈等ꎬ２０１３)ꎮ 日本规定当产品中主要原料的转基

因生物含量超过 ５％时需要进行标注ꎬ主要原料指

原材料中含量位于前 ３ 位且占原材料重量比在 ５％
以上(日本«转基因食品标志法»ꎬ２００１)ꎮ 韩国规

定当产品中含量最高的前 ５ 种成分ꎬ转基因生物含

量超过 ３％时需要进行标注(韩国«转基因食品标识

基准»ꎬ２００１)ꎮ 巴西则规定转基因成分超过 １％的

产品必须标注(Ｃｅｖａｌｌｏｓꎬ２００６)ꎮ
阈值的确定与技术检测水平直接相关ꎬ同时也

是该国对转基因产品接受程度、贸易需求、政治因

素等的综合反映ꎮ 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转基因标

识阈值在 ３％ ~ ５％之间ꎬ一些国家阈值为 １％ꎮ 由

于偶然因素或技术上不可避免因素ꎬ产品中转基因

成分含量很难控制为零ꎬ因此实施阈值管理更利于

标识制度的实施ꎬ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ꎮ

２.４　 全面标识与目录标识

标识目录是各国根据转基因产品的应用情况ꎬ
转基因成分的含量以及检测技术等因素ꎬ列出的详

细产品名录ꎬ其主要目的在于方便转基因标识制度

的实施ꎬ增加制度的可操作性ꎮ
根据标识范围ꎬ转基因产品标识制度分为全面

标识和目录标识ꎮ 全面标识包括所有的转基因产

品ꎬ实施国家和地区主要为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

和巴西等ꎮ 目录标识则针对特定的转基因产品ꎬ日
本、韩国、泰国、以色列、印度尼西亚、中国及中国台

湾地区等都制定了标识目录ꎮ 日本标识目录最开

始包括 ５ 种作物:大豆、玉米、马铃薯、油菜籽和棉

花ꎬ以及上述作物经过加工后重组 ＤＮＡ 或蛋白质

仍然存在的 ２４ 种产品ꎬ如豆腐、玉米小食品、纳豆

等ꎮ 此后ꎬ日本农林水产省对目录进行修改ꎬ增加

了马铃薯及其加工品、三叶草及其加工品、糖用甜

菜及其加工品等(付仲文ꎬ２００９)ꎮ ２００１ 年韩国食

品医药品安全厅制订颁布«转基因食品标识基准»
的标识目录为大豆、玉米及其制成品ꎬ包括豆粉、豆
糕、大酱、豆瓣酱等 ２７ 种食品和食品添加剂ꎬ此后

也增加了马铃薯和其加工品等产品ꎮ 一般认为精

炼油中不含有外源 ＤＮＡ 和蛋白质ꎬ因此绝大多数

国家和地区均未将油脂类产品列入标识目录(金芜

军等ꎬ２００４)ꎮ

２.５　 标识豁免

标识豁免是对标识范围和标识对象的附加说

明ꎬ一些国家规定可以对某些特殊产品实施标识豁

免ꎮ 如澳大利亚规定ꎬ餐厅和服务业出售的膳食可

不进行转基因标识ꎬ日本、俄罗斯规定动物饲料不

需要转基因标识ꎮ 此外ꎬ除欧盟外的多数国家都将

食品添加剂和调味品、散装食品等列为豁免对象

(Ｃａｒｔｅｒ ＆ Ｇｒｕèｒｅꎬ２００３ꎻ Ｇｒｕèｒｅ ＆ Ｒａｏꎬ２００７)ꎮ

２.６　 阴性标识

阴性标识是指在产品上标注“非转基因”或“无
转基因”ꎬ以告知消费者该产品不含有转基因成分ꎮ
国际上对阴性标识的管理主要分为 ３ 类:(１)明确

禁止阴性标识ꎬ如泰国禁止使用“非转基因食品”等
表述方式ꎬ认为类似表述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ꎻ(２)
允许阴性标识ꎬ但设立严格的条件和管理程序ꎬ如
日本等国家规定进行阴性标识的产品必须经过 ＩＰ
(非转基因食品身份保持)认证ꎬ欧盟、韩国等国家

规定阴性标识的产品必须确保产品中 １００％不含转

基因成分ꎻ(３)允许阴性标识ꎬ但不能误导消费者ꎬ
如美国和加拿大允许阴性标识ꎬ但要求标识内容必

须真实、易懂ꎬ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ꎬ易产生歧义

或暗示阴性标识食品优于其他食品的标注不得使

用ꎬ对于市场上根本不存在转基因生物的食品ꎬ不
允许非转基因标注 (付仲文ꎬ ２００９ꎻ 金芜军等ꎬ
２００４)ꎮ 总之ꎬ国际上对阴性标识统一要求是不能

误导消费者认为非转基因产品优于转基因产品ꎮ

３　 对我国农业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的启示
目前我国采用的是 ２００２ 年制定的按目录定性

强制标识制度ꎮ 近年来随着转基因技术及其产业

化应用的飞速发展ꎬ我国农业转基因安全管理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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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深刻变化ꎬ现行的转基因生物标识制度面临

着一定挑战ꎬ主要体现在 ３ 个方面:(１)零阈值的定

性标识制度无法规避转基因成分无意混杂现象ꎬ易
导致产品过度标识ꎻ(２)市场上转基因产品类型与

２００２ 年相比出现较多变化ꎬ公众对豆腐等部分转基

因产品纳入标识目录的呼声较高ꎻ(３)近几年来部

分商家利用消费者购物心理ꎬ以“非转基因”为噱头

进行广告宣传ꎬ市场上出现了数量众多的转基因阴

性标识ꎬ对消费者产生明显误导ꎬ扰乱了产品的正

常市场秩序ꎬ影响了转基因产业健康、可持续地发

展ꎮ 国际上转基因标识管理的制度和经验ꎬ将会对

我国迎接上述挑战ꎬ制定适合现状的标识阈值、标识

目录ꎬ规范阴性标识管理等提供借鉴与参考ꎬ有助于

我国进一步完善农业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制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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