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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美国数据的食品包装安全法规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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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取美国近年来出台的《公平包装和标签法令》、《总统行动计划》、《食品安全加强法案》作为实证分析的

对象,运用引力模型检验了美国食品包装安全法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美国食品包装安全法规

的一系列修订,对各主要贸易国的食品出口造成了较大的负向阻碍作用,同时也对部分国家的食品出口产生了

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考虑到食品包装安全法规促进市场交易的固有特性,以及各国成功应对的主要经验,积

极完善本国食品包装安全法规,寻求促使美国食品包装安全法规正面效应形成的机理,应当是我国当前行之有

效的应对方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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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airPackagingandLabelingAct,PresidentialActionProjectandFoodSafetyEnhancementAct(H.

R.2749)wasanalyzedandgravitymodelwasusedtotesttheeffectofthesefoodpackagingsafetyregulations

oninternationaltrade.TheresearchshowedthatthoughtheamendmentsofU.S.foodsafetyregulationshin灢
deredfoodexportstovaryingdegrees,theyalsopromotedthefoodexportsinpartsofcountries.Accordingto

theinherentcharacteristicsoffoodpackagingsafetyregulationsandtheexperiencetosucceedinothercountries,

itwasconcludedthatimprovingownfoodpackagingsafetyregulationsandlookingfortheformationmechanism

ofpositiveeffectofU.S.foodsafetyregulationsisaneffectivecounter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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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食品包装的目的是防止在运输、分销、处理和存

储的过程中产生物理、化学和微生物变化,保证食品

的安全性和可食用性。 目前采用的食品包装材料包

括塑料、纸板、金属等,涉及数千种不同的化学物质。
当食品接触包装的时候,这些化学物质可能会迁移到

食品中,导致被包装食品的化学成分改变,危害到消

费者的健康与安全。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食品包装安全问题进行了

大量研究和论证,涉及技术、标准、法规、贸易和管理

等不同领域。 黄文涛等[1] 对纳米技术在食品包装工

业中的安全性的研究,刘丞等[2] 对食品用塑料包装在

卫生指标与化学指标方面存在的质量问题的研究,樊
永祥等[3]对欧美国家及中国的食品接触纸质包装材

料的相关法令法规的研究,张晓丽等[4] 对欧盟颁布的

食品包装新法规对我国食品包装材料和食品的出口

产生的影响进行的分析,王志才[5] 对欧盟、美国、日
本、韩国等经济发达国家食品包装材料安全管理模式

的比较研究。
这些研究对食品包装安全问题从多角度进行了

深入分析。 研究所获得的数据有效地揭示了食品包

装污染问题,并对降低食品供应中的化学污染风险策

略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估[6-10] 。 但由于人类对食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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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材料的安全性至今仍然少有研究,这种性质和程度

的不明朗和不确定所产生的风险成为目前人们最为

关心的问题[11] 。 同时,受食物消费数据不足和包装

配方与使用方法联系不清的限制,上述研究多侧重于

理论分析,较少采用实证方法[12] 。 有关食品包装的

数据库虽然可以获得,但由于这些数据没有定期地详

细记录,只能作为一般信息资源使用[13] 。 研究领域

多局限在单一学科,缺乏技术、科学和立法等多学科

相结合的交叉研究成果。 对于食品接触材料的迁移

评估和随之而来的风险管理的分析也显得较为粗略

和保守,无法准确判断食品消费者受到保护的具体程

度[14] ,因而未能对食品贸易中的包装安全问题形成

系统的对策建议。
为了将包装导致的食品安全风险降至最低,美

国、欧盟、法、俄、日、韩等国纷纷发布食品包装材料卫

生限量标准,制定食品包装法律规章,指导包装厂商

和食品包装商采用蒸馏、热封装、液体包装和蒸汽杀

菌等新方法安全地进行食品包装和出口[15-16] 。 这些

国家的标准和法令法规存在很大差异[17] ,但内容复

杂、详尽、完备,对本国消费者提供了较好的保护,同
时也反映出对我国食品出口产业的技术优势[18] ,为
我国食品安全研究指明了方向[19] 。 我国是食品加工

和出口大国,每年约有80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因为包

装问题受到影响[20] 。 加强对国外食品包装法规新要

求、新变化的研究,了解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监管经验,
有针对性地探讨我国食品包装法规的修改和完善策

略,对于促进我国食品出口贸易意义重大。

1暋美国食品包装安全法规的影响估算

1.1暋研究对象的选取

美国十分重视食品包装安全工作,是世界上食品

包装安全的先驱之一,也是世界上包装安全法规体系

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 早在1812年,美国开始罐头

食品的生产时,就已开始关注包装材料锡对食品安全

的影响。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美国已逐步形成以联邦

和各州法律为基础、联邦政府授权机构通力合作、各
州及地方政府积极参与的科学、严格并有一定程度灵

活性的食品包装安全体系。 因此,选取美国作为研究

食品包装壁垒的对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美国有关食品包装安全的法规非常多,大多分散

在联邦法规体系中,主要有:美国联邦法规第21章

(CFR)第170节至186节、《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

法》、《农业法》、《包装防毒法案》、《公平包装和标签法

令》、《营养标签及教育法》等。 考虑到法规的时效性,
选取近年来美国修订或出台的《公平包装和标签法

令》、《总统行动计划》、《食品安全加强法案》作为实证

分析的对象。 其中,《公平包装和标签法令》是1992
年8月3日重新修订的,主要对日用消费品的包装和

标签要求做了详细规定。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依据

该法令制定了《公平包装和标签法规》,现被编入《联
邦法典》《第16卷———商业规则》中第500,501,502,

503部分。 《总统行动计划》发布于1997年1月,强调

对食品的生产和包装进行控制,鼓励开展包装材料安

全性的创新研究。 《食品安全加强法案》是2009年美

国对《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做出的70年来最大

幅度的修正,强化了对食品生产、加工、包装、仓储等

的管理。 这3部法规均在原有的基础上对食品包装

安全法规做了进一步修订,对进口食品的包装提出了

更为严格、具体的要求,对各主要贸易国的食品出口

造成较大影响。

1.2暋模型构建

采用引力模型作为分析工具。 引力模型源于牛

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强调物体间的作用力与其质量成

正比,与其距离成反比。 Tinbergen(1962)和Poyho灢
nen(1963)最早将引力模型引入到国际贸易领域,指
出两国双边贸易的规模与其经济总量成正比,与其距

离成反比[21] 。
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是:

Xij=A(YiYj)/Dij

式中:Xij为国家i对国家j的出口额;A 表示常

数项;Yi 为国家i的GDP;Yj 表示国家j的 GDP;Dij

为国家i和国家j之间的距离。
经过半个世纪的演变发展,目前引力模型已经广

泛应用于区域贸易协定效应的评估[22] 以及新兴市场

经济体出口贸易量的决定因素的检测[23] 等国际贸易

各领域的研究,模型本身也在不断地被修正和完善。

HutchinsonWilliamK[24]引入了“语言距离暠变量,用
于检验与英语相差很远的语言是否会影响双边的贸

易量。 N.D.Aitken[25]引入收入和人口变量,发现收

入和人口显著影响贸易流量,且人口与贸易流量呈显

著负相关。
选取引力模型研究美国食品包装安全法规对各

国的影响。 同时,基于分析的需要,又在模型中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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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解释变量,如代表进口国美国实施《公平包装

和标签法令》、《总统行动计划》、《食品安全加强法案》
的虚拟变量,力图更加全面地剖析对美食品出口贸易

的主要影响因素。
考虑到面板数据的结构特点,模型表达式如下:

lnMit=毬1+毬2lnGDPPit+毬3lnUSGDPP+

毬4lnDISi+毬5D1it+毬6D2it+毬7D3it+毬8DED +毺it

式中:Mit为出口国i在第t年对美国的食品出口

额,反映各主要贸易国对美国的食品出口情况;GDPit

为出口国i的国内生产总值;USGDPt 为进口国美国

在第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通常出口国的 GDP越高,
表示其生产能力及潜在出口能力越强,进口国的

GDP越高,表示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进口需求越旺

盛;PEOPit为出口国i在第t年的总人口数;USPEO灢
Pt 为进口国美国在第t年的总人口数,引入人口变量

能够反映经济规模、贸易结构对贸易流量的影响,提
高回归结果的显著性。 DISi 为出口国i与美国的距

离,通常距离构成两国间的贸易阻力因素,两国距离越

远,运输成本越高,贸易额越小;D1it为进口国美国实施

《公平包装和标签法令》的虚拟变量;D2it为进口国美国

实施《总统行动计划》的虚拟变量;D3it为进口国美国实

施《食品安全加强法案》的虚拟变量,通常严格繁琐的

食品包装安全法规的制定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从而对

贸易产生负面影响;毬1~毬8 为系数;毺it为残差。

1.3暋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由于文中实证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分析以《公平包

装和标签法令》、《总统行动计划》、《食品安全加强法

案》为代表的美国食品包装安全法规的近期调整是否

会对各主要贸易国产生反向作用,并对影响结果进行

比较分析,因此在时间序列的选择上采用1991年到

2010年各主要贸易国对美食品出口的年度数据,共
计20个时间序列点。 在截面数据的选择中,选取在

经济发展、人口规模、技术水平、法律体系等方面存在

较大差异的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
墨西哥、巴西、印尼(这8个国家对美食品出口总额约

占美国食品进口总额的60%),从而将样本数据扩充

到160个,力求通过扩大样本数据的代表性和多样

性,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美国食品包装安全法规的近

期调整所产生的效应。
考虑到样本的可得性和数据来源的一致性,模型

所使用的各主要贸易国对美国的食品出口数据均来

自联合国统计司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并按照联合国

《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选取SITC第0类(食品

及活动物)进行汇总统计。 各主要贸易国国内生产总

值和总人口数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

数据库。 为提高模型的拟合度,距离数据的测量以各

主要贸易国的主要港口为起点,以美国最大的港口纽

约为终点,通过环球海事链网(www.maritimechain.
com)的距离测量器计算取值。 由于《公平包装和标

签法令》是1992年8月3日修订的,故令 D1it代表

《公平包装和标签法令》的修订,1992年及之前为0,

1992年之后为1。 同样,由于《总统行动计划》是1997
年1月发布的,故令 D2it代表 《总统行动计划》的发

布,1997年及之前为0,1998年之后为1。 《食品安全

加强法案》是美国众议院于2009年通过,故令 D3it代

表《食品安全加强法案》,2008年及之前为0,2009年

之后为1。

1.4暋回归结果

1.4.1暋混合估计结果

考虑到模型中可能存在自相关,采用科克伦灢奥
科特迭代法,在混合估计中加入AR(1)。 同时采用似

不相关回归(SUR)方法,利用横截面模型残差的协方

差进行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以修正模型中横截面数

据可能出现的异方差和短期自相关。 结果见表1。
表1暋模型估计结果汇总

Tab.1Summarytableofestimatedresultsfromthemodel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P 值

C 12.22487 4.871865 0.0132

lnGDPP -0.087271 0.048424 0.0736

lnUSGDPP 0.698403 0.356004 0.0517

lnDIS -1.454481 0.483652 0.0031

D1 -0.064947 0.021881 0.0035

D2 -0.042745 0.024901 0.0882

D3 -0.153595 0.034337 0.0000

DED 1.736118 0.393056 0.0000

AR(1) 1.043100 0.012450 0.0000

R2 0.995855 F统计量 4294.393
调整后R2 0.995623 宾沃森统计量 1.894347

暋暋分析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具
有较高的解释效力。 GDPP,USGDPP,DIS3个解释

变量均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中,美国人均

GDP对食品进口贸易的正向作用显而易见,地理距

离对食品贸易的反向作用也得到验证。 同时由于人

口增加促进了国内分工的深化,出口国人均 GDP的

增加减少了国际贸易。 D1,D2,D3是本模型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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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从回归结果来看,3个变量也通过了10%的显

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它们在模型中的影响显著,《公平

包装和标签法令》、《总统行动计划》、《食品安全加强

法》对各主要贸易国食品出口的反向作用充分显现。

DED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当出口

国是发达国家时,由于需求偏好相符,对美国的食品

出口也会增加。

1.4.2暋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估计结果

由于在截面数据的选择中,各主要贸易国在经济

发展、人口规模、技术水平、法律体系等方面存在较大

差异,受美国食品包装安全法规调整的影响可能各不

相同。 因此,对于不同的贸易国,解释变量的回归系

数可能存在显著差异,需要建立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

进行横向比较分析,结果见表2。
表2暋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估计结果汇总

Tab.2Summarytableofresultsestimatedfromfixed灢effectsvariable灢coefficientmodel

中国 菲律宾 巴西 印尼 新西兰 墨西哥 加拿大 澳大利亚

lnGDPP
0.701802

(0.00)
0.02578
(0.753)

0.117647
(0.2928)

-0.46261
(0.0303)

0.28448
(0.0189)

-0.22491
(0.0384)

-0.21367
(0.0059)

0.003459
(0.985)

lnUSGDPP
2.072535

(0.00)
1.39032
(0.00)

1.627584
(0.00)

3.46101
(0.00)

0.507881
(0.1192)

2.506544
(0.00)

2.105519
(0.00)

1.033436
(0.0437)

lnDIS
-2.01709

(0.00)
-0.87079

(0.00)
-1.20583
(0.0015)

-2.77197
(0.00)

-0.11101
(0.6748)

-1.88908
(0.00)

-1.23517
(0.00)

-0.36703
(0.3679)

D1
-0.49908

(0.00)
-0.2452
(0.00)

-0.40535
(0.0021)

-0.07146
(0.4597)

-0.2618
(0.0005)

-0.05281
(0.3474)

0.02347
(0.5584)

-0.57027
(0.00)

D2
-0.16627
(0.0421)

-0.19897
(0.0002)

-0.24655
(0.0342)

-0.55691
(0.022)

0.21587
(0.0217)

-0.20447
(0.0007)

0.035176
(0.2647)

0.266859
(0.0567)

D3
-0.24691
(0.0303)

-0.06459
(0.1596)

0.064144
(0.6208)

0.287785
(0.0131)

-0.10405
(0.1382)

0.237305
(0.00)

-0.02125
(0.4679)

-0.13078
(0.2594)

R2 0.998152 残差平方和 151.6711
调整R2 0.997376 宾沃森统计量 2.085269

暋暋在对回归结果的检验中,发现R2 值明显高于混

合估计的结果,说明模型拟合效果更好。 除新西兰、
澳大利亚之外,距离变量均对各主要贸易国的食品出

口产生较为显著的反向作用,较好地体现了引力模型

的主要特点。 文中研究的重点,即3个虚拟变量的系

数,均随截面个体的变化而变化,说明美国食品包装

安全法规的不同调整对各主要贸易国食品出口的影

响各不相同。 其中,除印尼、墨西哥、加拿大之外,D1
变量的系数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美

国《公平包装和标签法令》的修订对其他5个国家的

食品出口均产生显著的反向作用;D2变量的系数整

体显著性水平低于D1,除加拿大之外,各国均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美国《总统行动计划》对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有较为显著的正向作用,对其他5
个贸易国有较为显著的反向作用;D3变量的系数整

体显著性水平最低,只有中国、墨西哥和印尼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美国《食品安全加强法》
对中国有较为显著的反向作用,对墨西哥和印尼有较

为显著的正向作用,对其他国家影响不显著。 显然,

模型估计结果从总体上验证了美国食品包装安全法

规的不同调整对不同贸易国食品出口的不同效应。

2暋原因分析

综合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美国食品包装安全法

规的调整,总体上对各主要贸易国的食品出口产生了

较为显著的反向阻碍作用,但具体到不同的国家,又
可能存在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 因此,美国食品包装

安全法规的调整,对各主要贸易国的食品出口存在显

著的双重效应。

2.1暋混合估计结果

混合估计的结果充分显现 《公平包装和标签法

令》、《总统行动计划》、《食品安全加强法》对各主要贸

易国食品出口的反向阻碍作用。

1) 企业成本的增加阻碍了对美食品出口。 以

《食品安全加强法案》为例,该法案主要对6个方面内

容进行了修订,涉及领域广,波及层次深。 根据法案

的规定,境外向美国出口的食品生产、包装、仓储等企



包装工程暋PACKAGINGENGINEERINGVol.33No.112012灢06
28暋暋暋

业,必须每年向 FDA 登记,并缴纳500美元的登记

费。 FDA 将以更高的频率对这些企业进行检查,如
果检查不通过,复查时还要支付 FDA 相应的费用。
在有理由相信食品不合格时,不需要提出确切的证

据,FDA即可要求企业自愿召回或下达强制召回令,
所产生的费用由企业承担。 同时,只要FDA 有理由

相信某种食品是掺杂、错误标签的,就可以对食品进

行行政扣留,扣留最长期限从30d增加到60d。 该

法案更为严格苛刻的规定,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

本、技术成本、管理成本和出口成本(见表3)。

2) 贸易转移的出现缩减了国际市场的份额。
表3暋《食品安全加强法案》的修订及其

对出口国企业成本的影响

Tab.3AmendmentofFoodSafetyEnhancementAct
of2009anditsinfluenceonexportcost

修订内容 对企业成本的影响

强化企业登记 要求企业缴纳数额不等的规费

强化FDA对
企业的检查

如果检查不通过,复查时要支付相应费用

强化第三方
检验和认证

增加了企业的检验和认证费用

强化风险控制 增加了企业的质量管理成本

强化食品召回
无需提供确切证据,即可要求企业自愿召
回或下达强制召回令,所产生的费用由企
业承担。

强化原
产地标注

对于错误标签的进口食品,无需提供任何证
据即可单方面扣留,扣留期限最长为60天,
企业除承担滞留期间的费用,还将面临与贸
易商产生贸易摩擦的风险。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各主要贸易国占美国食品与活动物进口市场的

份额见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出,除加拿大、墨西哥和

中国外( 加拿大和墨西哥受区域贸易协定的溢出效

应影响,市场份额出现例外性的增长;中国在2000年

以后进入经济的高速发展期,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食品

包装安全法规的贸易转移效应,市场份额也有一定增

长),多数贸易国在完善食品包装安全法规、提高应对

能力的初期。 由于效果还未能及时显现,受美国食品

包装安全法规调整的影响,出口成本迅速增加,产生

需求控制效应,严重削弱了出口竞争力和出口市场的

巩固与扩大,在美国食品与活动物进口市场所占的份

额均呈现出下降或增长减缓的趋势,已经取得的国际

市场份额面临缩减的危险。
此外,出口风险的扩大也阻碍了对美食品出口。

图1暋各主要贸易国占美国食品与活动物进口市场的份额

Fig.1ImportmarketshareofU.S.foodandliveanimals

heldbymajortradingpartners

依据《公平包装和标签法令》和《总统行动计划》,食品

出口不仅要接受美国海关对包装严格、繁琐的检查,
生产过程中企业的包装安全控制以及包装过程、包装

车间、包装储存库房等也要接受美国国内官方考察团

的现场考察评估,若发现包装方面的严重问题,将暂

停被考察企业乃至全国水产品的出口,对美食品出口

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

2.2暋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估计结果

进一步比较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的估计结果,可
以发现,多数国家的食品出口受美国食品包装安全法

规的影响程度呈现减弱的趋势,印尼、新西兰、墨西哥

和澳大利亚受到的影响甚至由负向转为正向,说明美

国食品包装安全法规对各主要贸易国的影响正在逐

步减弱,《总统行动计划》和《食品安全加强法》的调整

甚至对某些国家产生正向作用。

1) 食品包装安全法规的固有特性促进了市场交

易。 食品安全法规的颁布可以改善供应商和消费者之

间关于食品质量的信息流,使消费者拥有关于食品的

足够信息,降低消费者在评估食品质量时所面临的不

确定性成本,从而促进市场交易。 此外,食品包装安全

法规对食品的生产提出了详细的标准和要求,增加了

同类食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有助于促进规模经济,促进

全球市场的一体化,提高资源配置,体现在产品和流程

中的技术信息的扩散[26] 。 刘亚钊、王秀清[27] 在对对冷

冻蔬菜检查制度的研究中也发现,从短期来看,加强冷

冻蔬菜检查制度会导致出口严重受阻,但从长期来看,
却可以避免中国内地出口企业盲目竞争愈演愈烈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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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消除日本居民对中国内地蔬菜安全问题的疑虑,对
出口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2) 食品包装安全法规的完善促进了与美国市场

的融合,使得协调的利益超出额外的交易成本。
美国是世界上包装安全法规体系最为完善的国

家之一。 相对而言,美国的食品包装安全法规起步较

早,内容更为科学、具体和严格,一度对其他国家的食

品出口构成极大威胁。 为了应对美国食品包装安全

法规对食品市场的冲击,各主要贸易国纷纷对照美国

食品包装安全法规提出新要求、新标准,对本国食品

包装安全法规进行了调整,使之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同时加大在本国食品包装行业推行的力度,促进本国

出口食品及包装产业向更健康、更安全、更环保的方

向发展,逐渐消除对美食品出口中的不利因素。 以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例,20世纪90年代开始,两国共

同建立起统一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食品标准法典》,

授权独立的法定食品标准权威机构———澳大利亚新

西兰食品标准局负责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适用于两

国食品的生产和进出口。 该法典基于美欧有关食品

安全法的规定,对食品包装等内容提出了更为严格的

要求,后经多次修改,有效地保护了本国消费者的健康

和安全,同时也极大地降低了贸易风险,促进了与美国

市场的融合。 文中借鉴JuthathipJonawanich[28] 的方

法,利用各国对美食品出口额与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公布的拒绝进口批次之间的比值,来表示各国满足食

品安全法规的可能性,比值越高,表明满足食品安全法

规的可能性越大。 从表4中可以看出,在2003年至

2010年期间,除澳大利亚有较大波动外,各主要贸易

国的比值均呈现增长趋势。 这表明,法规的不断完善

使得各主要贸易国满足美国食品安全法规的可能性

不断增大,一旦协调的利益超出额外的交易成本,就
会促成食品安全法规正面效应的产生。

表4暋各主要贸易国满足美国食品安全法规的可能性比较

Tab.4ComparisononthepossibilityofmeetingAmericanfoodsafetyregulation 百万美元/批次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加拿大 586.14 742.27 811.24 1432.98 2014.66 1553.42 1243.97 1432.30
墨西哥 267.90 304.84 296.28 404.44 508.41 590.87 675.97 652.55
中国 188.28 168.52 174.48 263.40 269.38 302.90 219.00 260.04
巴西 881.71 507.19 642.49 850.63 1222.40 1645.28 1091.40 1221.17
印尼 469.96 322.01 546.64 446.09 379.02 521.29 549.42 588.50

澳大利亚 2437.54 2107.65 1662.02 1333.97 1686.55 3255.00 2497.46 1921.65
新西兰 4151.61 3865.85 4200.00 5172.41 2317.74 8355.56 9742.86 6395.46
菲律宾 113.26 138.20 125.83 248.74 216.24 186.65 198.20 187.89

3暋结论与对策

美国对食品包装安全法规进行的一系列修订,进
一步加强了进口食品的安全管理,进口食品包装要求

更趋于科学、严格和具体,事实上构成了对美食品出

口的技术贸易壁垒,对各主要贸易国的食品出口造成

较大的反向阻碍作用。 但同时,美国食品包装安全法

规的调整,对各主要贸易国食品出口造成的影响又存

在积极的一面。 因此,美国食品包装安全法规的贸易

效应具有显著的双重性。
考虑到食品包装安全法规促进市场交易的固有

特性,以及各国成功应对的主要经验,积极完善本国

食品包装安全法规,探讨发挥美国食品包装安全法规

正面效应、抑制其负面效应的条件,寻求促使其正面

效应形成的机理[29] ,应当是我国当前行之有效的应

对方案之一。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陆续颁布了

《食品安全法》、《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食品

标志管理规定》等一系列有关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的

安全管理办法,以《食品安全法》为主体、以风险监测

和评估为基础的食品包装安全法规体系初步形成。
然而,受我国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分工的限

制,目前的法规体系并没有得到较高水平的贯彻执

行,仍存在部分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的卫生标准标龄

较长,部分标准内容已不适应行业发展的需要,新型

包装材料缺乏有效的准入和管理机制等现象,形成食

品包装市场的监管空白。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
国包装立法明显滞后。 为了促进我国食品产业与国

际法规接轨,突破层出不穷的包装壁垒,加快推进我

国食品包装安全法规体系的完善已是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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