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

“孩子特别爱吃一个牌
子的奶片、海苔片，有一天我
好奇尝了下，齁甜，这对孩子
能好吗？”因为对市面上的

“儿童食品”不是很放心，从
事家装行业的童嘉玉介绍，
孩子1岁以前，吃的食物都
是她亲自做的。“饼干、粥、面
条、肠、鸡蛋羹、肉末青菜，换
着花样做，花了不少时间。
等孩子1岁了，抵抗力强了，
加上平时都是老人帮忙带，
我就没那么讲究了，开始在
外面给孩子买吃的。”

“我会特别注意看配料
表，好多都有一串名字很长
的化学添加剂，这种即使标
着‘儿童食品’我也不敢买。”
童嘉玉说。

“我国还未出台‘儿童食
品’相关安全标准，企业生产
出来的‘儿童食品’质量参差
不齐。很多时候家长也无从
判断是否真的安全，只能去
买更昂贵的产品。”河南的宝
妈魏依坦言，面对现在品种

繁多的“儿童食品”，心里没
底。

王伟晨是一家专门生产
制作深海鱼食品的企业品牌
负责人，据他介绍，虽然国家
还没有专门针对所有儿童的
分年龄的食品划分标准，但
是具体到某些产品细类，是
有一些相关行业标准可以参
考的，例如，针对婴幼儿配方
食品就有相应的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我们的一款鳕鱼松
产品就拿到了婴幼配方食品
的标识，当时还曾应邀参加
鱼松品类的一些行业标准的
制定。”不过，他也坦言，针对
3周岁以上的儿童食品，现
在更多是企业自行决定生产
制作的标准，或者“一些行业
协会牵头做一些细分产品的
标准”。

面对市面上的“儿童食
品”，68.5%的受访家长表示
放心，31.4%的受访家长直
言不放心。交互分析发现，
家有13至14岁孩子的受访

家长（43.0%）最不放心，其
次是家有7至 12岁孩子的
受访家长（36.8%）。

对于食品包装上的宣
传，童嘉玉总是持保留态度，

“我不会完全相信商家的宣
传，选‘儿童食品’还是得照
着我自己的标准去评判筛选
一下”。

在魏依看来，宣传只是
宣传，“商家宣传都有拔高的
可能，有些甚至会利用消费
者的信息差搞‘子虚乌有’的
一套。我不会将宣传作为重
要参考因素”。

重庆的王淼从事金融行
业，大宝 4岁，二宝还未出
生。她一直为孩子购买“儿
童食品”。虽然经常去品牌
的线下专营店购买，总会遇
到推销的导购人员，但王淼
有自己的判断标准：“我会多
比较一下，或者买之前先在
网上做一下功课，这样面对
导购的推荐就能更好地分
辨。”

对于各种有关“儿
童食品”的宣传，王淼
习惯于找相对权威、靠
谱的渠道先去验证，再
决 定 是 否 相 信 和 购
买。“我会咨询一些医
生朋友，以及身边生过
宝宝的妈妈。前阵子，
我看中一款儿童酱油，
宣传‘零添加’。我咨
询了医生朋友，他们告
诉我那款酱油成分与
一般的酱油没什么区
别，只是价格贵了许
多。我就没有买。”

看到儿童食品包
装 上 的 宣 传 标 语 ，
51.6%的受访家长会持
保留态度，感觉“到底
有没有这功能还得另
说”。 （中国青年报）

标明“儿童食品”就安全吗？
超三成受访儿童家长直言不放心

“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电商促销活动正在
进行，“儿童食品”是其中非常畅销的品类。儿童
酱油、婴幼儿低钠盐、儿童营养面条、宝宝山楂条
……打着专为儿童研发名义的“儿童食品”真的
都是健康的吗？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
网对1334名家有0至14岁孩子的家长进行的一
项调查显示，平时给孩子买食品，80.2%的受访家
长都倾向于购买有“儿童食品”字样的产品。噱
头大于实质、价格过高、配料不科学是“儿童食
品”三大问题。

内蒙古的宝妈董欢介
绍，她给2岁孩子买的食品
中，90%都是“儿童食品”。

“除了水果、酸奶我常在超
市购买，其他孩子入口的食
品我都尽量在母婴店购买，
比如主食的小面条、小馄
饨，调料的酱油、橄榄油，零
食的果泥等。”

魏依在河南新乡某行
政机关工作，目前孩子上幼
儿园了。她平时给孩子买
吃的，很注重看是否有“儿
童食品”的标识，“其实我知
道现在市面上很多有‘儿童
食品’字样的产品和成人普
通食品差别不大，但还是会

‘花钱买个心安’。”
平时给孩子买食品时，

80.2%的受访家长都倾向于
购买有“儿童食品”字样的
产品。进一步分析发现，孩

子在3至6岁的受访家长这
一比例最高，为83.8%。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
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
朱毅：我国现在对“儿童食
品”尚没有精准的定义，也
没有专门的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目前只有 0 至 36 个
月的婴幼儿配方食品有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现在“儿
童食品”缺乏专门的法律法
规的约束，处于一个监管盲
区。市场中一些“儿童食
品”，其实只是商家宣传的
一个概念。依据《食品标识
监督管理办法》，其实是不
允许在食品标识上使用“儿
童食品”的文字或图案的，
现在的“儿童食品”只是把
包装做得儿童化，打擦边
球。

林鑫是一名高校教师，
也是二孩宝妈。她告诉记
者，自己平时非常关注食品
安全问题。“小孩的身体机
能发育不完全，抵抗力还不
高，家长肯定要多操心些。”
她身边的家长对儿童食品
安全问题也都比较关注，

“大家在一起也会聊”。
本次调查显示，91.8%

的受访家长平时关注儿童
食品安全问题。

“我有次特意查看配料
表，其实和同类食品的成分
差不多。”董欢说，她能接受

“儿童食品”价格高一些，但
要品质匹配价格。董欢感
觉，配料表不科学、添加剂
太多，是“儿童食品”中普遍
存在的问题。“儿子6个月大
时开始吃辅食，我给他买了
溶豆零食，但后来发现配料
中添加了白砂糖、麦芽糖
精，马上扔掉了。‘儿童食
品’质量参差不齐。”

她还指出，很多“儿童
食品”都没有明显的年龄
分段，“经常翻了几遍外包
装也没找到在哪里标着产

品适合多大的孩子食用，
让我很纠结到底买还是不
买。”

儿童食品中哪些问题
严重？数据显示，噱头大
于实质排在首位（58.2%），
其次是价格过高（52.8%），
配料不科学甚至有害健康
（46.1%），成分与普通食品
无差（40.9%），非法添加食
品添加剂（39.9%），没有明
确年龄分段（37.5%）等。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
朱丹蓬：儿童的食品中的添
加剂含量一定要低于成年
人的食品。为孩子选购食
品时，要优先选择大品牌。
对于“儿童食品”，不能放任
市场野蛮生长，监管一定要
跟上。一方面，要制定标准
体系，为生产提供遵循标
准。另一方面，要建立认证
制度、标识制度，出台生产、
销售监管办法，提高生产与
市场营销的准入门槛，杜绝
引人误解的营销宣传，规范
市场竞争，引导行业进入注
重品质的健康发展轨道。

“儿童食品”没有标准

被指噱头大于实质

其实家长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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