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www.samr.gov.cn/zw/zfxxgk/fdzdgknr/spcjs/art/2024/art_fcc439d3af864a33a9ae1c24 
4f5e25a8.html)

附錄

市场监管总局

关于印发《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管理规定》已经 2024 年 1 月 8 日市场监管总局第 

2 次局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市场监管总局 

2024 年 1 月 13 日

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规范添加或者可能添加到食品中的非食品用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

体健康的物质（以下简称非食用物质）名录制定和公布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实施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以保障食品安全和维护公众健康为宗旨，按照依法、科学、公开的原则制定非

食用物质名录。

第三条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制定和公布非食用物质名录。

第四条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成立非食用物质名录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负

责非食用物质名录的审查工作，专家委员会设立办公室。

第五条 纳入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物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根据食源性疾病、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监督管理等信息发现的非食用物质；

（二）在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添加或可能添加到食品中的非食用物质；

（三）具有科学数据表明可能造成人体健康危害的物质。

第六条 属于以下情形的物质不重复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录，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管理：

（一）我国法律、法规已明确禁止在食品中添加、使用的物质；

（二）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告禁止使用的农药、食用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

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三）因环境污染或食品原料等天然带入，且能够排除人为添加的物质。

第七条 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单位和我国公民，根据食源性疾病、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和监督管理等信息，向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提出非食用物质增补、修订建议，或由国家

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及有关技术机构提出建议。经形式审核后报送至专家委员会办公室。

第八条 提出非食用物质建议所提供的材料中原则上应包含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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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该物质的基本信息（中英文名称、主要成分、物质组成等）；

（二）该物质可能添加的食品种类、使用目的、使用环节及佐证材料；

（三）该物质的主要毒性及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佐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公开发表的科

学文献、检测报告、典型案例等）；

（四）该物质纳入名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五）该物质的检测方法情况；

（六）其他应该提供的佐证材料。

第九条 专家委员会根据第八条中所列材料审查非食用物质名录及检测方法制修订的

必要性、科学性和可行性，并形成综合审查意见。

第十条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对专家综合审查意见进行审核，将符

合本规定要求的物质纳入非食用物质名录并予以公布。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修订非食用物质名录：

（一）根据食源性疾病、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监督管理等信息发现的新非食用物质；

（二）需要对非食用物质的基本信息等进行调整；

（三）其他需要修订的情形。

第十二条 非食用物质名录在市场监管总局网站上公布，供公众免费查阅。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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