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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槟榔标准现状及对策研究

議 荣 玫 蔡高强

（ １
． 湘潭市 质量技 术监督局 ；

２ ．湘潭 大学 法学院 ）

Ｊ商 要 ：
随着槟榔产业的发展 ，

现阶段食用槟榔标准明 现滞后 ，
迫切需要加强对食 用槟榔标准的研 究 。 本文研究 了食品

槟榔标准及相 关管理规定执行的现状 ， 分析了食用槟榔标准存在的 突 出问题 ， 并给出 了解 决 目前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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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

槟榔
”
一词源于印尼语

“

ｐ
ｉｎａｎ ｇ％ 原产于马来

西亚 ， 分布区域涵盖泰 国 、 印度 、 斯里兰卡等热带

地区
、 东非及大洋洲 。 槟榔长在海南 ， 成名于湖南 ，

湖南槟榔 ， 源于湘潭 。 据记载 ，

１ ６ ５０年湘潭就开始

嚼槟榔以避瘟疫 ， 乾隆年间逐惭成为习惯 ， 沿袭至

今。 槟榔与湘潭的渊源有４〇〇多年 ， 嚼槟榔也是
“

金

湘潭
”

、

“

小南京
”

时期一直流传并保存下来的地方

饮食文化 。 ２０ １ ６年 ， 嚼食槟榔的习俗被列人湖南省

第 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湘潭是食用槟榔生产加工的发源地和集散地 ，

槟榔产业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 ： 第
一

阶段 ， 解放

前至 ２ ０世纪 ７０年代的传统作坊式加工 ， 湘潭槟榔

加工经营户不足百家 ， 老百姓 自家普遍制作槟榔作

为逢年过节和喜庆的零食 ； 第二阶段 ，

１ ９ ８
１

－

１
９９ １年 ，

加Ｘ经营户发展到 ４０００多户 ， 年销 售７ ００余吨 ， 销

售额５ ０００万元
；
第＝ 阶段 ，

１ ９ ９ ３年以来 ， 特别是近

１ ０年 ， 湘潭食用槟榔产业发展迅速 ，
生产已摆脱过

去的小作坊或前店后厂式的粗放经营 ，
逐步迈向现

代化生产。 目前 ， 湘潭市有食用槟榔生产企业 ５ ８家
，

约占全省企业数的 ７０％
， 其中有５家企业先后获得

中国驰名商标 、 湖南省著名商标 、 湖南省名 牌产品

称号。

“

胖哥
” “

小龙王
”“

宾之郎
” “

伍子醉
” “

和

畅
”

等企业 已 成 为行业戈头 ，

“

口口 香
”“

湘 左

记
” “

觉之味
” “

品上品
”

等品牌构成的第二方阵也

呈现 出 良好的发展态势 。 从事槟榔生产 、 销售的人

员超过 １５万
， 带动相关产业超过 ５ ００亿元。 食用槟

榔的消费群体快速扩大 ， 湖南省约有 ２６０ ０多万人嚼

食槟榔 。 目前正迅速向北 、 向 南发展 ， 湖北 、 广东

已经成为槟榔消费的主体市场之
一

， 产品销往全国

３ １个省 、 市 、 自治区及海外
一些地 区 。 ２０ １ ６年湘潭

市规模以上食用槟榔生产企业实现销售收入超过

１００亿元 ， 约占全市ＧＤＰ的５％ 。

作者简介 ： 荣玫 ，
湘潭市质董技术监督局标准化科副科长 ， 国际法法学硕上 ，

质量检验 Ｉ程师 ，
研究方向Ｕｋ标准化 、

服务业标准化 、

标准制修订等。

蔡高强 ， 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 ，
法学博士 ， Ｗ士研究生导师 ，

主要学术领域为国际法基本理论 、 国际贸易法 、 国际人权法等 。

１ ３８



“

标准化与治理
”

第二届国际论坛论文集

槟榔产业已经成为湘潭的支柱产业 ， 但现阶段

食用槟榔标准明显滞后 ， 迫切需要加强对食用槟榔

标准的研究 。

２ 食用槟榔标准及相关管理规定执

行现状

食用槟榔标准及相关管理规定 主要划分为两

类 ，

一

类 国家层面 ， 包括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添加剂使用标准 》 （ＧＢ２７ ６０
－

２ ０ １４ ） 、 《槟榔干果标

准 》 （ＮＹ／Ｔ４ ８７ ） 、 《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２ ８大类

食品分类表 》 ；

一

类是地方层面 ，
包括 《食用槟榔 》

（ ＤＢ４３ ／ １ ３２
－

２００４ ） 《湖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

食品摊贩管理条例 》 《食用槟榔生产许可证审查细

则 》 Ｃ

２ ． １ 国家层面标准及相关管理规定执行情况

（ １ ） 《食品安全闰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

（ＧＢ２ ７６０－２０ １ ４ ）

食用槟榔制作过程中可添加的佐料包括食品

添加剂在内约有几十种 ３ 近几年 ，
不断爆出一些槟

榔生产企业食品添加剂过量使用的新闻 ， 如 ：
２０ １ ３

年湘潭县湘滋味槟榔有限公 司 的
“

湘滋味 ＴＭ
”

食

用槟 榔被检测 出 甜蜜素超 标 。 ２ ０ １ ６年 １ 月 ， 湘 潭

十八了
？

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食用槟榔
“

１ ７ ７９（ ５

元 ）

” “

１７７ ９ （ ６元 ）

” “

湘潭味道 （ １ ０元 ）

”

均被检出

脱氢乙酸 超标 。 由此可见 ， 虽然生产企业都能按照

Ｇ Ｂ２ ７６０的规定使用食品添加剂 ，
但也有

一些企业

过度过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

（ ２ ） 《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人２ ８大类食品分类

表 》

细观 《 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人 ２８大类食品分

类表 》 ，
没有明确 食用槟榔的分类 。 不同行政机构

和企业对食用槟榔的定位各不相同 。 国家工业化和

信息化部将其作为普通食品类 ；
湖南省制定地方标

准参考的相关指标是凉果蜜饯类
， 发生产许可证

时 ｔ
ｌ为地方特色食品的其他类 ； 槟榔生产企业采购

食用槟榔干果时将其视为热带水果类 。 因此 ， 未在

《 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人 ２ ８大类食品分类表 》 中明

确规定食用槟榔的类别 ， 给行政机构制定食用槟

榔地方标准以及生产企业执行标准带来困难 。

（ ３ ） 《槟榔干果标准 》 （ Ｎ Ｙ／Ｔ ４８７ －２ ００２
）

《槟榔干果标准 》 规定了槟榔干果 的要求 、 试

验方法 、 检验规则 、 标志 、 包装 、 运输和ｒ存
， 是槟

榔种植商种植槟榔和检验收获槟榔是否合格的依

据 ， 也是生产企业的槟榔选籽的直接依据 。 湘潭市

槟榔生产企业依据该标准进行槟榔选籽 、 采购 、 检

测 ， 有些大中型企业还在海南等槟榔种椬地设有公

司专门的槟榔采植区 。

２ ．２ 地方层面标准及管理规定执行情况

⑴ 《食用槟榔 》 （ ＤＢ４３ ／１ ３ ２－２ ００４ ）

早在 １ ９ ９ ３年 ， 为规范食用槟榔产 品质量 ，
湖

南 省地方标 准 《 食用槟榔 （ 含 卤 水 ） 卫生要求 》

（ Ｄ Ｂ４３ ／０７ ９ － 〗 ９ ９ ３
） 被制定并实施至地方标准化

《食用槟榔 》 （ ＤＢ ４３ ／１ ３２
－

１ ９ ９ ９ ） 发布并实施 ， 为当

时规范槟榔制作加 Ｔ．起 到了很大的作用 。 随着槟

榔产业的发展 ， 由湖南省卫生厅提出 ， 湖南省卫生

监督所归 口 ， 湘潭市卫生监督所 、 湘潭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 、 湘潭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湖南省食品质

量监督检验所 、 湖南省槟榔食品行业 协会为主起

草 ， 湖南湘潭小龙王食品有限公司 、 湘潭胖哥槟榔

加 Ｔ．Ｈ 湘潭宾之郎食品有 限公司 、 湘潭市皇爷槟

榔食品有限公司 、 长沙友文食品有 限公司 、 益阳市

口 味王槟榔食品有限公司协助起草 ，
制定了 《食用

槟榔 》 （ ＤＢ４ ３ ／１ ３ ２－２００４ ） 代替了原来 １ ９ ９９年的标

准版本 ， 成为食用槟榔的现行标准。

一直以来质检 、

卫生 、 Ｘ商等职能部门以此作为监督检查
、 法律仲

裁和生产企业产品 出厂检验评价把关的依据 。

现行 《食用槟榔 》标准 对于技 术要求 和标志

及包装 、 储藏和运输等规定是强制性的 ， 其余则为

推荐性的 。 标准在理化指标中对食品添加剂 的使

用作 出规定 ， 如对游 离碱度 （ 以 ＮＡＯ Ｈ计 ） 指标规

定 矣 ８
．

０ｍ ｇ／ｋ
ｇ ， 乙酰磺氨酸钾 （安赛蜜 ） 指标规定

矣 ０ ．５
ｇ／ｋｇ等 ， 对其他食品添加剂的指标规定则按照

ＧＢ２ ７６０－ １ ９ ９６中陈皮 、 话梅类执行 ， 虽食用槟榔在

《食品质量安 全市场准 人 ２ ８大类食品分类表 》 中的

分类不明确 ，
但标准对食品添加剂 的用量作 出了类

１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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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规定 。 标准关于检验方法的规定也清晰详尽 ，
但

也是滞后 的 ，
有待进一步修订。

随着槟榔产业的进
一步发展壮大 ， 现行标准至

今未作修订 ，
时至今 日 显得捉襟见肘 。 ２ ００ ８年下半

年 ， 标准就已酝酿修订 ， 但恰逢政府部门职能调整 ，

所有食品 标准都划归卫生部 门管理 ， 需重新在卫生

部 门申请标准修订立项 。 直至２ ０ １ １年 ７月 ２ ６日
， 湖南

省卫生厅 《关于确定 ２ ０ １ １年度湖南 省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制 （修 ） 订立项项 目的通知 》 （ 湘卫监督发 〔

２ ０ １ １
〕
３ ０号 ） ， 将食用槟榔地方标准 （修订 ） 正式立

项 。 ２ ０ １ ３年４月 ７ 日省卫生厅 （湘卫食安发 〔 ２０ １ ３ 〕 ４

号 ） 文件又将 《食用槟榔生产规范 》 列人 ２ ０ １ ３年湖

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订立项计划 ，
终因种种原

因 ， 新标准至今仍未能 出台 。 现今各生产企业及检

验 、 监督部门仍然执行原标准 。

新标准未能出 台 ， 旧标准 日益滞后 ， 给执法机

构和生产企业带来极大不便 ３ 虽然行政机关表示 ，

对于标准中滞后的 以及与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添加剂使用标准 》 （ ＧＢ２７６ ０
－

２０ １４ ） 等管理要求相

冲突部分 ， 会通过原则性文件 、 解释性文件及时作

出变更以作为监督部门执法的依据 ，
并将变化后的

标准传达给各生产企业 ， 但在发生纠纷的时候易引

起对法律法规适用不明确的冲突 ， 制订出台新标准

迫在眉睫 。

（ ２ ） 《湖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

管理条例 》

为规范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和食品摊贩 的生

产经营行为 ， 加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 保障公众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于２０ １ ２年 １ １

月颁布了 《湖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

管理条例 》 。 目前 ， 湘潭市仍有 １〇〇多家食品加工槟

榔小作坊 ， 主要是制售分离食品小作坊 ，
现场制售

食品小作坊较少。 在车站 、 购物街等人流量集中的

区域亦存在有少数的散装槟榔售卖摊贩 。 相关监

管机构依照该条例对这些小作坊及摊贩进行监管 。

２０ １ １
￣２ ０ １ ５年 ， 湘潭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共

抽査食用槟榔 ８ ６５批次 ，
经检验

，
合格７２ ８批次 ，

合

格率为 ８ ４ ． ２％ 。 其中 ： 抽查获证企业产品 ４６ ０批次 ，

合格４２ ８批次 ， 合格率为 ９ ３％
； 抽査槟榔小作坊产品

４６ ０批次 ，
合格 ３００批次 ，

合格率为７４
．

１％
，
不合格项

目主要是微生物超标和食品添加剂超限量 。 从抽査

结果来看 ，
规模企业质量稳定 ， 获证企业质量好于

未获证作坊 ， 小企业 、 特别是小作坊质量有待进一

步加强 。

（ ３ ） 《食用槟榔生产许可证审査细则 》

《食用槟榔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 是 Ｒ前管理

食用槟榔生产企业的重 要法规之
一

，
是湖南省质

量技术监督局为规范食用槟榔生产企业硬件设施 ，

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 保障食品质量安全 ， 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及其实施条例 、 《食

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制

定的 。 《食用槟榔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 主要内容

包括发证范围及申证单元 、 食用槟榔基本生产流程

及关键控制环节 、 必备的生产资源 、 产品相关标准 、

原辅材料的有关要求 、 必备的 出厂检验设备 、 检验

项 目及抽样方法 ，
不仅细致描述了食用槟榔的基本

生产流程 、 卤水的配制 、 关键控制环节等问题 ，
还

明确指出在食用槟榔生产过程中 容易 出现的质量

安全问题 ， 如食品添加剂 （ 如防腐剂 、 甜味剂 ） 超范

围和超量的使用 、 非食品添加物的添加 、 微生物尤

其是霉菌的超标等问题 。

在 《食用槟榔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 中 ，
依据

国家 回复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批复函 ，
将槟

榔作为 《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人２ ８大类食品分类

表 》 中的第 ２８类其他类来管理 ， 范围包括所有以槟

榔干果为主要原料 ， 添加甜味剂 、 食用香精香料等

辅料 ， 经泡制 、 切分 、 点 卤 、
干燥 、 包装等主要工序

加丁．制作而成的槟榔产品 ， 在生产许可证上 应注明

获证产品申证单元名称和产品名称其他食品 （食用

槟榔 ）
，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３年 ， 产品类别编号为

２８ ０ １ 。 相关职能部门依据 《食用槟榔生产许可证审

査细则 》对湖南省内槟榔生产加工企业实施市场

准入管理 ，
通过认证的企业取得ＱＳ认证 。

３ 食用槟榔标准存在的突出 问题

１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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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食用槟榔相关的标准及相关管理规定的执

行情况来看 ， 槟榔行业有规可依 ， 即便如此 ，
食用

槟榔的安 全问题仍为人们所垢病 。 从消费者 的角

度来说 ， 对中国食品安全缺乏信心这
一

因素映射到

了食用槟榔产业 ， 食品安全标准缺失 、 过时与人们

需求安全而多样化的食品间的矛盾被放大。 近年来
，

国 家在食品行业安全标准的完善上下了 不少功夫 ，

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已于２ ０ １ ５年 １ ０月施行 ， 各类具

体标准也在逐渐成熟 ， 其中包括各类原料标准 、 辅

料标准 、 食品添加 剂标准 、 包 装材料标准 、 检验方

法标准等 。 同样 ， 食用槟榔行业 的飞速发展也要求

其安全标准能够不断提升 。

食用槟榔所涉及 的食品添加剂标准 Ｇ Ｂ２７ ６ ０

前后历经了 １ ９ ８６
，
１ ９ ９６

，
２ ００７

，
２ 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４五个版本 ，

食用槟榔湖南省地方标准 自 １ ９ ９３年制定后也分别于

１ ９ ９９年和２０ ０４年进行了修订， 其引用的标准的更新

更是数不胜数 ， 笔者的探讨将以现行有效的执行标

准中出现的问题为中心 ， 进行深入的阐述 。

３ ． １ 食用槟榔的定位不科学

依据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人制度 ，
我国将食品

列入 《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人 ２ ８大类食品分类表 》

中进行规制 ， 食用槟榔没有 明确纳人之中 。 槟榔是

很特殊的产品 。 海南将其划为热带水果类
；
湖南将

其划为地方特色类
；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钽织制定

的 《产业转移指导 目录 》 （ ２０ １ ２版 ） ， 将湖南省区域

的高附加值槟榔产品列为食品类 ；
国家 １：商行政管

理总局商标局２０ ０ ７年在 《商标汴册用商品和服 务

国际分类 》 中将加工过 的槟榔 【
Ｃ ２９ ０ ０９４

】 列人腌

渍 、干制水果及制品类 ；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 《关于对地方特色食品 ＜食用槟榔生产许可审查

细则 ＞的批复 》 （质检 食监函 〔
２００７

〕
１ ２ ５号 ） 中将食

用槟榔列人 ２ ８大类 的其他食品类进行发证和市场

准人管理 ；
湖南省卫生部 门在制定地方标准时将

其划为
“

水果及其制品
”

和
“

果类加丄与制品
”
一

类
；
湖南省槟榔行业协会一直将槟榔视为地方特

色食品 。

各类涉及的槟榔的文件定论不一 ， 使食用槟榔

定位陷入混乱 。 不科学的定位使应当适用的标准得

不到准确适用 ， 从而引发了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 具

体而言 ， 将槟榔定位为不同种类可能会影响其适用

不同的添加剂标准 、 检验方法标准等 ， 如在进行食

品质量安全市场准人时 ， 定 义为食品分类表第 １ ７类

蜜饯项下的凉果类 ， 将适用ＧＢ ／Ｔ １ ０ ７ ８２－２ ００６ 《蜜

饯通则 》及ＧＢ１ ４ ８８４－２００ ３ 《蜜饯卫生标准 》 ，
而定

义为食品 分类表下第２８类下的地方特色食品时 ， 将

适用地方标准 。

当然 ， 目前各种定位本身的科学性也有待考究 。

针对食用槟榔产品本身的质量监管问题 ，
其分类依

据主要遵循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在 《食用

槟榔生产许可审查细则 》 批复中所认定的地方特

色食品 。 政府职能转移之后 ， 食品标准的制定权限

转移到卫生部 门 ，
２ ０ １ ２年 丨０月 ， 国家卫生部在对食

用槟榔企业的调研中指出 ：
可将食用槟榔按地方特

色食品监督管理。 由 此可见 ，
短期内食用槟榔作为

“

地方特色食品
”

的定性不会改变 。 但随着在湖南省

外槟榔消费市场的扩张 ， 这个定性将来是否有必要

改变 ， 将取决于槟榔消 费市场的扩展速度 。 如 果只

论食用槟榔的 自然属性 ，
而不考虑槟榔的地方特色

属性
，
应当如何将其定位呢？ 是水果制品类或者是

可食用药材类
，
或是参考台湾的食品分类将其归为

嗜好品 ， 都有
一定的依据 。 总之

，
应将槟榔正式列

人食品分类表中
，
为制定食用槟榔 国家标准或修订

地方标准提供基础 。

３ ．２ 标准的滞后性

标准本身就具有滞后性 ， 在其实施时就已滞

后于生产发展 。 生产发展是动态的体系 ，
而标准条

文则是相对静止的体系 。 因此 ， 标准有必要随着生

产发展进行有效审查 ， 应将原来的五年审查期缩

短到二至５年
一

审 。 就食用槟榔而言 ，
现行标准 的

滞后带来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儿方Ｍ ：
—

是现行

标准与强制性标准冲突 。 现行湖南省 《食用槟榔 》

地方标准中引用的强制性标准包括食品添加剂 、 食

品香精 、 生活饮用水等共 １ １个 ，
其中 ５个已作废 （ ４个

被整 合成食品 安全 国家标准食品添加 剂的部分 ，
１

个暂未颁 ／
｜
ｉ替代标准 ） ，

６ 个已更新。 这些标准更替

就会引起相关指标的变动调整 ， 如现行标准附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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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规定的石灰 ， 按 Ｇ Ｂ２ ７ ６ ０
－

１ ９９ ６规定可 以使用

的
，
而在ＧＢ２ ７６０－２０ １ ４中已经取消

，
代替的是氢氧

化钙 ， 石灰 已成为非食用物质 ，
若槟榔生产企业仍

在 生产过程 中添加石灰则是违法行为 。 这是现行

的食用槟榔地方标准与国家强制性标准之间的 冲

突 ，
地方标准不应与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强制性

标准发生冲突 。 解决这
一矛盾唯有修订现行地方标

准 。 二是现行标准较推荐性标准滞后 。 现行湖南省

《食用槟榔 》地方标准中规范性引 用文件有 ３ １个 ， 除

１个部门规定外有３ ０个标准 ， 强制性标准 １ １个 ， 推荐

性标准 １９个，

１４个已更新 ， １个作废 ，
仅４个仍在沿用 ｃ

推荐性标准中 １ ５个主要涉及理化指标和微生物指

标的检测 ， 仅氟 、 有机磷农药残留量 、
乙酰磺胺钾

的测定未更新 ，
其余关于菌落总数 、 大肠菌群等微

生物指标和总砷 、 铅等理化指标的检验方法都已更

新且为国家强制性标准 。 如 ： 黄曲霉毒素Ｂ １的检测 ，

现行标准引用的是 ＧＢ ／Ｔ５００９ ．２２－２ ００ ３
， 用酶标法

检测 ，
现在现行的是 ＧＢ５００９ ． ２２－２ ０ １６用液质法检

测 。 虽说注 日期 引用的标准文件 ， 仅注 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该标准 ， 但引用已作废的标准不仅有悖于标

准之间的协调性 ， 还阻碍新技术应用和生产发展。

尽管湘潭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 湘潭市工商

局 、 湘潭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等行政机构在地方标

准与强制性标准相冲突 的部分中严格执行了强制

性标准 ，
大 多数食用槟榔生产企业如湖南省宾之

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等也表示会按照强制性标准

严格执行 ， 但现行 的 《食用槟榔 》 地方标准 冲突部

分仍为实践中带来了不少Ｗ扰 。 现行的 《食用槟榔 》

地方标准冲突部分的存在 ，
既是对国家 强制性标

准效力的损害 ，
也是对本身实施效力的损害 。

３ ． ３ 标准执行与监管过程中存在问题

标准生命在于执行。 目前 ，
食用槟榔相关标准

在实施时仍存在 困境 。

一是标准执行难 。 检测发现

的问题主要是微生物超标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添

加剂等 。 微生物超标主要存在于中小型企业和手工

作坊 ，
因成本限制 ， 清洗消毒等设备不完善 ， 卫生

条件不达标所至 ； 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添 加剂 主要

存在于在大型企业 ， 因追求 口感在生产加工过程

中可能超范围超量使 用甜味剂 。
二是标准实施监

督难 。 政府职能部门 监管的依据在于法律法规 ， 标

准本身存在问题时 ，
监管主体会无所适从 。 至于标

准的 问题 ，
已经在 问题一 、

二屮表 述 ， 此处不予赘

述 ，
此处探 丨寸标准实施监督过程中 ， 职能部门 向 身

存在的 问题 。 监管主体的问题多体现为监管能力 的

问题 。 作为食品药品行业的监督权属机关－

－湘潭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 其对食用槟榔的监管与食品

类似 ， 但 目前在监管过程 屮遇到监管 、 检测人 员少

的难题 。 市 区 内 １ ５ ０多家企业 ， 管理的人员不到 １ ０

个人
；
检测中心编制 ４０人

， 但食品方面检测只有 １ ０人 ，

承检量一年几千个批 次 。

二
：是产品检测难。 食用摈

榔与食品相比 ， 粗纤维含量较高 ，
经过再加工 ，

其

甜味依靠纤维的吸附能力 ， 在检测的时候 ， 纤维的

软化程度不同 ， 给检测带来
一

定的难度 ＝ 同一包槟

榔 中 ， 不 同果实检测出来的偏差比较大 ， 大 企业一

个发籽灌中取 出来 的样品 ， 检测出来的含量可能各

不相同 。 为了确保检测的食用槟榔样本具有代表性 ，

能够全方位檀盖同
一批次的食用槟榔产品 ， 检测中

心势必要承担更多的样本检测 。 着实不是
一

项简单

的丄作 。

３ ．４ 修订出台新标准困难重重

这是
一个需要改变的行业 。 改变需要从最基

础的规范开始 ， 修改现行过时的标准无疑是最紧要

的任务 ， 但在出台新标准的路途上却横亘着鸿沟 。

首先
，
地方特色产品的定位的局限性 。 地方特

色产品 的定位使食用槟榔标准的制修订难以得到

国家层面的支持 ， 新标准制修订只是在地方标 准

层面。 令地方政府尴尬的是 ， 受到 ２０ １ ３年
“

槟榔致

癌
”

舆论危机的影响 ，
相关部门对提升槟榔产业难

有作为 ，
然而槟榔产业面对不断的负面影响 ， 销量

仍不断上升 ， 产值已经超过百亿 。 如此庞大的产业 ，

不能不作为而又难以作为使地方政府头疼不 已 。 在

湖南省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 会履行食品方面的标

准化职能之后 ， 先后修订了２０ １ １版和２０ １ ４版湖南省

《食用槟榔 》地方标准 ，
均未正式出台 ， 正是说明了

如此尴尬境地 。

其次 ， 新标准出台将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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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标准的实施将提升食用槟榔产业的整体水 从

而将改变现有 的产业格局 。 总休而言 ， 大企业积极

支持新标准 出台 ， 将进一步ｍ缩中小企业的生存空

间 。 因此 ， 新标准应兼顾巾小企业的利益 ，
避免遭

受更多的阻力 。

再者 ， 消 费者是新标准出 台 的重 要阻力 。 受

２
０ １ ３年舆情危机影响 ， 使得非嚼食槟 榔的人 也对

槟榔的态度转向冷淡莴至怀疑 ，
修 ｔ 『新标准的主导

部门因 而
一

再认为不适合出 ｆｔ新标准 ， 使 得 Ｉ ）ｎ４ ３
 ／

１ ３ ２－２ ０ ０４适用 长达 丨

？

余年之久 。 事实上湖南省槟

榔行业 协会与各企业在舆情危机后对食用槟榔进

行了宣传 ， 以期转变 消 费者 的态度 ， 但仍有过小数

消 费者认为他们 已经因嚼食槟榔产生了身体不适 。

为回位消费者的质疑 ， 湖南省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

会要求湖南省槟榔行业 协会建立动物模迴完成食

用槟榔致癌的相关实验 。 虽然湖南宵槟榔行业协

会完成了食用槟榔
＂

有效成分分析
”“

食品安全动

物毒理试验
” “

近 ６万嚼食槟榔人群情况流行病学

调査
”

和
“

口腔黏膜健康影响情况调杳
”

， 但因Ｘ法

建立动物模塑
，

“

致癌
”

实验 难以进行 。 闪此 ， 完善 、

修Ｕ 《湖 南哲食用槟榔地方标准 》 依旧存在的诸多

闲难 ， 槟榔行业也因重重闲难而发展缓滞 。

４ 食用槟榔安全标准问题的解决

４ ． １ 重修食用槟榔地方标准

（ １ ） 科学定位是重修食ｍ槟榔地方标准的前提 。

食品 ， 顾名思 义 ， 即指经过 加丄制作可 以供 人食用

的物质 《辞海 》 中将食品定 义 为
“

可直接经 口摄

食的食物 ． 既包括可生食的和经加 丨
：后方可食丨 １

丨的

食物
”

。 ２ ０ １ ５年新颁布的 《食品安全法 》 中对食品的

定 义 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 的成品和 原料以

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 又是中药材的物品 。 既 可以作

为食品 ， 也可以作 为药品的在我国药食两用的中药

名 单中有 ８ ７类 ，
虽然 问前尚未有组织或 个人对

“

既

是食物又是药物
”

的物品做过统
一

认定 ． 但这类物

品都是进行食品或保健食品开发的重 要原料 ， 是

人体 既 可 以 从中获取营养素 ， 又可 以获取生理活性

物质 的
一

类物品 。 前在我 闰药食两用名单中槟

榔依旧被列 为药物 （ 如图 丨所示 ） 。 槟榔 ， 又称为仁

频 、 宾门 、 橄榄子等 ， 古代被列为四大南药之一
， 是

医家治病救人的药果 。 《本草纲 目 》 中将槟榔记载

人 《果部第三十一卷 ： 果之三 》 ，

“

槟榔可消谷逐水 ，

除痰 ， 杀 虫 ， 伏尸 ， 疗寸白
”

。

随着现代丁艺的发展 ， 食品 行业种类繁多 ， 休

闲 食品的种 类也不断增加 ， 大量的传统煮 制食品 、

腌泡食物通过新型科技 成为休闲 食品 的行列 。 从

产品属性来 看 ． 主要包括烘焙 食品 、 糖果 、 干果等

等 （ 如图 ２所示 ） 。 而 「Ｉ前湘潭对槟榔干果进行挑选 、

煮沸 、 发籽 、 烘干等一系列程序后生产出的 食用槟

榔也成为快速消费品的一类 ， 是人们茶余饭后的休

闲 食品 ， 与 ｍ二中休闲 食品类 的糖果 、 ｒ 果极其类

似 。

槟榔既可作为药品 又可作为食品 ， 无疑应当被

囊拈在 《食品安全法 》 所定义 的
“

食品
”

之中 ， 也理

所应 当受到 《食品安 全法 》 的规制 ， 目前
，
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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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的年产量 ９８万吨 ， 中 国就是其中第二大槟榔

出产国 ， 其中海南省年产量约 ２ ０万吨 ， 产值近 ３０亿

元 ， 湖南省仅湘潭也从事食用槟榔加 丁．的规模企业

就多大５ ０余家 ， 年产量 ２ ０余力 吨 ， 年产值近 １ （ ） 〇亿 ，

远销 国内 各省市 。 面对如此庞大的产业 ， 要保障其

有序健康 的发展需要与时俱进的法伴法规 ， 现今

规制槟榔行业的标准却仍是 ２ （） 〇４年出台 的 湖南省

《食用槟榔 》 地方标准 ，
亟待用新的 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取代原标准 。

修订 、 制定新标准要求行政机关明确对槟榔的

定位问题 ，
关于这一问题各界众说纷纭 。 不论是将

摈榔定位为
“

地方传统特色产品
”

， 亦或是
“

食品
”

，

都不能撇开 了槟榔既是 食品又是药品的 自身属性 。

因此 ， 将槟榔作为既是食品 又是药品来定位 ， 归 人

《食品质ｆｉ安全市场准人 ２ ８大类食品 分类表 》 屮第

二十八类即其他类较为合适 。

（ ２ ） 加 紧修 地方标准适应生产发展 ３ 地方标

准作为我 国标准的一个重要层级 ， 是 对国 家标准

和行业标准的
一 个重要补充。 地方标准是在市场

需求下产生的 ， 它的出现必然弥补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的空白 ， 因此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 通过制定地

方标准可 以促进经济发展 ，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另外 ，

“

技术专利 化 、专利标准化 、 标准垄断化
”

已经成 为

知识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的新规则 ， 地方标准 ｌｉｉ不

例外
， 地方标准 中融入 的知识产权特性 ， 将智力成

果转化为经济价值 ， 完善的地方标准成为区域经济

发展的助推力 。

《食用槟榔 》 作 为湖南省槟榔行业的风 向 标 ，

是指引槟榔企业规范生产 、 保障槟榔行业有序发展

的
“

Ｘ形之手
”

， 能将标准性 能不合格的产品 阻挡

在市场之外 概括而言 ， 食州槟榔地方标准的功能

有 三
： 第
一

， 保护公众的健康权 。 食用槟榔地方标

准通 过设定特定区域特定 食品的具体指标 、
规格 、

方法等来维护湖 南地区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

第二 ， 在湖 南省 内通过实地调研考察制定出 食片Ｊ槟

榔地方标准 ， 有助 于调 整和 改变湖南省内 食用槟

榔生产经营者的行为方式 ； 第三 ，
有利于政府部门

有效 Ｍ行监管职能 。 生产若无标可依 ， 市场将失序 ，

监管将失准 ， 而通过制修订食用槟榔地

方标准 ，
有助于政府部门在执法过程中

打法可依 、 有效般职 ．

然而 ， 现实中 ， 由于槟榔定位不科学 ，

原来的地方标准制定行政色彩浓厚 ， 湖

南省卫计委认为槟榔不是
“

食品
”

而是

‘

地 力
■

特色产品
”

， 应 由 质量技术监督部

门牵头组织地方标准修 而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认为槟榔不论定位为
“

食品
”

还是
“

地方特色产

品
”

都是
“

食品
”

， 食品安全标准应 由省 ｊ ｌ
ｉ计委牵头

组织 。 部门之间 的
“

博弈
”

也制约了 食用 槟榔地方

标准修订的步伐。

另外 ， 应 当不断完善食用槟榔的安全风险评估 Ｕ

通过调研 ，
笔者发现 ， 目前湖南省槟榔行业 协会 已

经对食用槟榔的安全风险评估进行了儿项调查 ，

一

是食品安全动物毒理试验 ，
二是开展 ｒ近 ６万人的

人群嚼食槟榔情况流行病学调查 ，
二是汗展并补充

完善了食用槟榔对 口腔黏膜健康影响情况调查 ， 四

是对 食用槟榔有效成分进行分析 。 但是 由 于槟榔

的致癌试验无法建立动物模型 ，
囚此尤法完成食

用槟榔的致癌试验 ０ 基于 已朽的安全风险评佔 ，
笔

者认为相关部门应 当在此甚础上继续展开对 食用

槟榔安全风险的调查试验 ， 尤其是关于食用槟榔

中是否含有致癌成分 、 其微量元素对人体影响以及

食片
丨
槟榔单独作用下与香烟 、 酒共同作用下对人体

产生的影 响进行比对 ， 借此来完善食用槟榔相 关

标准 ，
淡化舆情危机对修订标准的影响 。

４ ．２ 制定食 用槟榔团体标准

传统标准组织制定的标准 １

丨

１于周 期 长 、 速度慢

Ｃｔ Ａ ｔ
．

ｍｕ 
ｍ ｒｔｖＭ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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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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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因 ， 已经不能满足现有市场的需求 ，
槟榔产业

更是如此 ， 解决这
一

困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制定团

体标准 。 团体标准不仅仅是标准化 丁．作的机制创

新 形式 ， 同 时也是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 是

我国标准化改革的重要 内容 。 ２ ０ １ ６年３月 国 务院公

布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

见稿 ） 》 （ 以下简称 《修订草案 》 ） 公开征求意见

的通知 ， 其 中已经 出现 了对团体标准的相关规定 。

２０ １ ７年２月 ２２ 日 ， 国 务 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 务

院常务会议 ， 审议通过了该草案 ， 并决定将其提请

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 ，
２０ １７年 ８月 ２ ８至９月 １ 日 全国人

大常委会进行第二次审议 。 由此可见 ， 团体标准的

发展将迎来真正 的春天 ， 政府主导的单
一

标准供给

模式终将被打破 。

团体标准是 由具备相应能力社会组织或者产

业联盟制定的标准 。 具有非官方性 ， 即非正式 、 非

经过官方认可的标准 ，
主要以标准组织或联盟内部

共识为主要基础 ；
具有灵活性 ， 即制定程序更加灵

活 ， 标准的立项 、 编写 、 批准等都可自行决定 ，
因此 ，

制定速度也要比政府制定的标准快得多
；
具有先导

性 ， 即能够快速反映市场中 对标准的需求 ，
推动市

场中新技术发展 ， 纳入先进技术内容 ， 对整 个相关

行业都具有引领先导作用 。

湖南省槟榔协会就能承担起牵头制定 团体标

准的大任 ，
以之前参与修订的 ２０ １ ４版食用槟榔标

准为基础 ， 制定团体标准 ，
不仅制定食用槟榔标准 ，

还可以形成食用槟榔的标准体系 ， 在基础标准体

系上建立技术标准 、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三位
一

体

的标准体系 。 技术标准体系覆盖槟榔食品生产 、 加

工
、 流通等各 个环节 ，

可外延至槟榔产品的设计 、 槟

榔品种标准 、 生产环境标准 、 过程控制标准 、 产品

标准 、 加工过程控制标准 、 产品 的检验检测 、 物流

标准等技术标准体系 ； 可确立经营管理 、 生产管理
、

质量管理 、
设备管理 、 物流管理 、 环境管理及人员

管理标准等标准体系
；
建立槟榔企业Ｘ作标准体系

，

决策层 、 管理层 、 操作人员工作标准等标准体系 ^

标准是维护市场秩序 的核心要件 ， 市场的正常

运行必须在
一

定的规范下进行 ， 法律的实施在许多

情况下也需要通过标准来实现。 标准与 自 主创新之

间存在互动关系 ，

一

项标准的
“

产生－－实施－－修订
”

的过程 ． 实质上就是科学技术经验的
“

创新－ －应

用－－再创新
”

过程 。 在一个区域内
， 大量的技术成

果通过标准转化为现实的产品 ， 势必推动区域经济

结构优化和繁荣发展 。

综述 ， 笔者认为 ， 在重修食用槟榔地方标准

不 明 朗的情形 下 ，
建立槟榔行业的团体标准或团

体标准体系 ， 以技术标准体系为核心 ． 规范食用槟

榔企业管理标准体系 、 工作标准体系 ， 形成标准间

的无缝链接式配套 ，
使标准在食用槟榔生产、 加丁 、

销售等全过程实现全方位覆盖
， 才是解决 目前窘

境之道。

参考文献

［
１
］

王利 兵 ．食品添加剂 安 全与 检测 ［Ｍ
】

． 广州 ： 科学出 版 ２０１ ０（ ６ ） ．６９．

社 ． ２０ １
１

． ｒ
？

］ 窦志浩 ． 海南槟榔 叻加Ｔ．状况调研分析 ［
Ｊ

］
．农业开发 ．

［
２

１
工海彦． 食Ｗ安全监管

［
Ｍ

］

．合肥 ：
安徽人民 ，

＇

丨

！版社 ，
２ ００７ ． ２０ １

５
（

１ ２ ） ．４
１

．

［
３

Ｊ
张涛 ． ｆｔ品安 令法律规制研究 ［

Ｍ
］

． 厦门
： 厦门大学出版

社
， ２００６ ．

［
８

］
赵国详 ，

岳建伟 ， 张光勇 ． 槟榔的研究开发状况及市场

发展前景 ［
Ｊ

］
． 中国热带农业 ， ２０ ０６ （６ ） ．

１
７．

［
４

１ 谢光详 ． 安全生产监管监察研究［
Ｍ

］
． 法律出版社 ． ２００６ ．

１ ５
－

１ ８ ．

吴大鸣 ． 成瘤消费品的多重身份－以湖南湘潭槟榔为例

［
Ｊ

］
． 民俗研究，

２ ０
１ １

（
３

）
．２４５．

［
５

】
干锡梓 ． 公众参与和行政过程 －－

一个理念和制度分析

的框架 ［
Ｍ

］

． 北京 ： 屮国民主法制 （ 丨 丨版社 ， ２００７．３４ ．

［
１０

丨 范海阔 ， 黄丽云 ． 槟榔生产消费现状及存在的问题ｍ ．

安徽农业科学 ． ２００７
（

１ ３
）
Ｊ５ ．

［
６

］
李静讳 ．

１
９

１
２－ １ ９４８屯的湘潭槟榔 ｜

Ｊ
＿

１
． 湘 南学院学报 ， ［

＂
］ 陈文学 ． 豆海港 ． 食 ） 丨 ！槟榔加 １ ：丄 艺研究

【
Ｊ

］
．食品科技 ．

１４５



“

标准化与治理
”

第二届国际论坛论文集

２００７
（
１
）

．５７．

［
１ ２

』
高家鉴 ． 不同炮制方法对槟榔中槟榔总碱含量的影响

［
Ｊ

１
． 中成药 ，

１９９９
（
９

）
．４５８ ．

［
１ ３

］ 严聃 ， 李彦 ． 食用槟榔的加ＴＴ．艺研究
［
Ｊ

】
． 食品与机械

，

２００３（６
）

． ３４ ，

［
１４

］
祁静， 黄玉林 ． 槟榔盼类物质生理活性研究进展 ［Ｊ ］

． 热带

作物学报，
２０ １０

（
６ ）

．

１０５０ ．

［
１ ５

］
徐鹏飞． 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标准的几点法律建议ｍ ． 山

西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２０ １ ２ ．

［
１ ６

］ 谢启军 ，
马爱进 ． 食品生产加 Ｔ．小作坊在社会发展中的

地位和作用Ｌ Ｉ
ｊ

． 屮 国食物与营养，
２ ００９ （ １

１
） ．

［
１７

１
王萍 ， 谢素芳 ． 食品小作坊小摊贩 ：

监管如何＋再难？ ［Ｊ １
．

中国人大 ，
２０ １ ２ ．

２ ．

Ｉ
１８

ｊ
陈超 ． 提高我国政府食品安全监管能 力的思考⑴ ． 屮国

管理信息化 ，

２０ １Ｍ １６ ） 
．

１０ １

－

１０２ ．

［
１
９

丨 陈颖 ，
刘华 ． 浅析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监

督执法 中的职责划分Ｐ ］
． 文山学院学报

，
２０ １

２ （ ３ ）
．

１ １７
＿

『
２０

１１
２０．

胡昌国 ．关于流动饮食摊贩卫生Ｎ题的思索 ［
Ｊ］ ．中国公共

卫生管理．２００ １
（

５
）

． ３９９．

ｆ
２ １

１
王志辉 ．食品添加 剂使用的利弊 与监管对策ｍ ．农业机

械 ． ２０ １ ３  （８ ）
．７２ ．

１
２２

Ｊ
操弋 槟榔致癌

”

没有科学依据 １叫 ．农民 口报 ． ２０ １４年 ３

月 １ １ 日 ， 第００３版 ．

１
２ ３

］
周 文化 ．李忠海 ．张海德 ．不同槟榔果常规营养成分和槟

榔碱含量分析 ［
Ｊ

］
食品与机械 ．２００９ （

０３ ） ．

［
２４

］
姚力 ．对槟榔原籽果壳 、 果核槟榔碱含量进行测定

Ｉ
Ｊ

１
．科

学实践．２０ １ １
．３０８．

［
２５ 〗 吴敏慧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体系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
Ｊ
１

．法制博览 ．２０ １ ５
（
７

）
．ｍ．

［２６ ］
王 路遥 ． 论 食品 安全监 管制 度 的 完善 ［

？！
］

． 法制博

览 ．２０ 丨５
（
６

）
．２０２ ．

［２７ ］
张晓峰 ．论食品行业协会的监督权 ［

Ｊ
１

．产业 与科技 论

坛 ．２０ １４
（ ２４） 

．４４ ．

［
２８

］ 凌潇 ，
严皓． 食品行业协会自治－食品质量安全规制的第

三条道路
丨
几 食品工业 ，

２〇 １ ３
（
９
）

．

１４８．

［
２９

］
刘亚新 ． 论食品行业协会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角色重构

Ｕ
Ｊ

． 赤峰学院学报 （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２〇 １５
（
４

）
．５ ８ ．

ｆ
３〇

］
汤们兴． 行业协会在食品安全Ｔ作中的作用＋可替代 ［

Ｊ
］

．

中国食品药品监管，

２００６（
６

）
．

［
３ １

］
葛铧 ． 行业协会参与市场监管体系建设的途径探索ｍ ．

特区经济． ２０ １ ５
（
２

）
．

１
０３ ．

［
３２

１

徐学英 ．我 国非政府组织 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

用研究
［
Ｊ

］
．科学咨询 ．２０ １ ０ （ １ １

）
．３ ６．

１
３３

］
郁建兴． 行业协会 ： 寻求与企业 、 政府间的良性互动 １

Ｊ
Ｊ

．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 ２００６
（
２）

． １ １ ８ ．

［
３４

］ 朱莉 ．张海德 ． 槟榔加工的现状及展望 ［
Ｊ

］
． 农产品加工 ．

２０ １ １
（
８

）
．６８ ．

［
３ ５

］
彭进平

，
张兆强 ． 湖南省食用槟榔卫牛．检测结果分析

［
Ｊ
］

． 实用预防医学， ２００５（ ５ ） ． １ ０８７ ．

［
３ ６

］
王萍 ， 曾凡 ．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存在的问题及建议Ｕ Ｊ

．

食品安 全质量检测学报，
２０ １ ２（４ ）．３３２ ．

［
３７

］
陈锦 汉 ．讨论改革地方标准管理模式 ［

Ｊ
］

． 中 国标准

化 ＿２００ ８ （
７ ） ．２０ ．

［
３８

１
姚贵宝 ．王立海 ．地方标准对区域经济发揋的影响ｍ．森

林工程．２００８（
３
）

．９ １ ．

［
３９

Ｊ
滕函希．食品小作坊许吋制度现状及问题的思考 Ｕ ］

．粮

油加工．２０１ ５ （
１ ）

．２７．

［
４０

］ 许显辉 ．论食品生产加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法治

化
Ｌ
Ｊ

ｊ

．行政法学研究 ．２０ １ ３ （ ２ ）
．７ ８ ．

［

４
１
１
萧福元 ．王非 ．食用槟榔对口腔黏膜健康影响的现况研

究 ［Ｊ ］
．实用预防医学 ． ２０ １４（ ２ ） ． １ ５５

．

１
４２

Ｊ
部朝晖 ．邓钢桥 ．食用槟榔卫生质量现状及对策⑴ ．湖南

农业科学．２０ １ １ （２）
．２ ２ ．

［
４３ ］

赵云霞 ． 于蕾 ．槟 榔 的 毒理 研 究 进展
Ｉ

Ｊ
］

．药 品 评

价 ２００６
（
６）

．４５７．

［
４４

１
曾 晓 ． 周雪 梅 ． 柳金矿－ 肖 学成 ．食用槟榔地方标准

中确 定糖精钠 、 氟标准值的研究 ［
Ｊ

］
． 实用预防 医

学．２００２（４）
．３２９ ．

丨
４ ５

１
卢琨 ．李国胜 ．中国槟榔产业现状及其发嵌对策分析 ［

Ｊ
１

．

热带农业工程．２０ １０
（
３

）
＿３５ ．

１
４６

Ｊ
张慧坚．诮丨龙莲 ．方佳 ．我国槟榔加工研究进展 ［

Ｊ
＿｜

．广东农

业科学 ． ２０ １ １ （４）
．９６ ．

［
４７

］ 许丹．刘芳．李滨 ．食用槟榔加工的安全Ｋ险评估研究进

展
［
Ｊ ］

．食品工业科技 ．２０ １ ２ 〔５ ） 
．３８ ８ ．

［
４８

１
谭乐和 ．海南槟榔生产的现状 、 问题及对策 ［

Ｊ
Ｉ

．海 Ｉ每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６
（
１
）

． ５ ６．

［
４９

］李大元 ．刘Ｅ钦．湘潭槟榔的集群研究⑴ ．企业研究 ．２ ＜）（ ）４

（ １ ２ ）
．

１ ５ ．

１４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