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银箔粉毫无营养，舌尖上的拜“金”主义该停了

【法治日报】精致的蛋糕周边镶嵌着一圈金箔，和蛋

糕表面的金银球装饰物交相辉映；圆润光滑的巧克力上散

落着金箔碎粉，像夜空中的星星闪闪发光；小巧新鲜的海

胆刺身上点缀着几片碎金，让人食指大动……添加了金银

箔粉的食品被人们称为“镀金食品”，但无论包装多么奢

华亮眼，都掩盖不了金银箔粉是非法添加剂的事实。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海关总署联合制定《查处生产经营含金银箔粉

食品违法行为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明确规定金银

箔粉未列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2014)，不属于食品添加剂，不是食品原料，不能

用于食品生产经营。

然而，《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虽然在各网

购平台、外卖平台搜索关键词已经查找不到售卖含金银箔

粉的店铺，但以“食用金箔”“食用银粉”等作关键词进

行检索后，仍然能看到多家店铺在经营售卖相关材料。此外，

仍然有不少消费者青睐此类“镀金食品”，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自己“食金”的图片视频。

“镀金食品”为何需要禁止？缘何屡禁不止？应该如

何防范？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展开了调查采访。

金银箔粉毫无营养 奢靡之风应当禁止

北京朝阳居民贾先生家里至今还放着几年前跟风买的

一瓶金箔酒。“没人喝，扔了又可惜，就放在床底下收着，

都积灰了。”

2018 年夏天，贾先生在某个烟酒超市购物时，看到货

架上摆放着一瓶格外显眼的酒，瓶身透明，可以清晰地看

到瓶底晃荡的金光。贾先生就酒的情况向店主咨询了一句，

店主立刻将酒从货架上拿下来，轻晃两下，酒中的金箔漂

浮起来，在灯光照耀下整瓶酒看起来“波光粼粼”。

店主介绍，这是其通过内部渠道进货的金箔酒，本

就醇香的白酒中添加可食用金箔粉，不仅有营养价值，还

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并夸赞说“金箔粉是古代帝王才能吃

到的”“买回家寓意升官发财”。贾先生听后心动了，以

300 元一瓶的价格购入两瓶金箔酒。

从贾先生展示的金箔酒照片来看，该款酒在外包装上

印有“黄金品鉴酒”的字样，文字说明中采用大量古文典

籍如《本草纲目》《本草求真》等，宣传“食金”对于身

体健康有益。

后来，贾先生将其中一瓶金箔酒送给懂酒的朋友，结

果被告知，这种酒其实是噱头，是某小酒厂私下研发售卖的，

成本极低廉，大概率是“三无”产品，“别说有益身体健康了，

喝下去会不会食物中毒都不一定”。

记者根据贾先生提供的信息在网上检索该款金箔酒的

相关信息，发现已找不到相关商品。但在一些论坛上，可

以看到有人分享同款金箔酒的照片，从网友发言内容来看，

这款酒的售卖价格差异颇大，从 120 元至 600 元不等。

像贾先生一样，因为好奇或追崇奢靡之风而落入“镀

金食品”陷阱的消费者不在少数。一些商家看到含金银箔

粉食品背后的商机，不仅售卖此类商品，而且用各种话术

对这种商品进行包装宣传。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蛋糕店负责人告诉记者，在行业

内，用金银箔粉做蛋糕或甜点装饰几乎是共识，即使禁令

出台，也有一些同行悄悄使用金银箔粉。“一般使用金银

箔粉的蛋糕都是特定的某些款式，宣传语都是‘豪奢风’‘拜

金主义’这类强调其高端上档次的。禁令出台后，有的同

行会改一改宣传图和宣传文案，避开金银箔粉等关键字样，

对外宣称‘不卖了’‘没货了’，但如果熟客提出订购需求，

仍然可以做。”

一些“镀金食品”在售卖时大肆宣传的“有益健康”

卖点，其实并不属实。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

向记者介绍说，金银箔粉并不会被身体吸收，只会原样排

出体外，对人体并无营养价值。

“不仅如此，如果是假冒伪劣的，混有其他不明杂质

的金箔、金粉，还可能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食品安全风险，

比如摄入重金属、色素等，过大过多的金箔可能伤害肠道

黏膜，过于微小的纳米级金粉一样有风险，还可能滞留在

消化道黏膜内，伤害肠道上皮细胞。”朱毅说。

在她看来，禁止“镀金食品”很有必要，除了不助长

奢靡之风外，更重要的是对消费者健康的预防性保护。

相关商品变相存在 屡禁不止原因多样

事实上，此次《规定》并非有关部门首次针对食品中

添加金银箔粉出台相关文件。

早在今年 1 月 29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卫生

健康委、海关总署就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查处生产经营

含金银箔粉食品违法行为的通知》，要求严厉打击生产经

营含金银箔粉食品、虚假宣传金银箔粉可食用以及进口含

金银箔粉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黄群辉告诉记者，从今年 1

月至《规定》出台，短短几个月，主管部门连续发文，联

合单位从三家到四家，文件级别从通知到规定，足见重视

程度和查处决心。

然而，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一些网购平台、社交平

台上，仍能看到含金银箔粉食品的身影。

在部分网购平台上以“金银箔粉食品”等词进行检

索后，记者发现，虽然弹出的商品界面已无金箔酒、金

箔蛋糕等食品，但仍可检索到大量标题中含“可食用金

银粉”等内容的金银箔粉添加剂，其中销量最高的已月

售 800 多单。

尽管有一些金银箔粉添加剂商品在标题中显示“不可

食用”，但记者点进部分金银箔粉添加剂商品详情界面后

看到，几乎所有商家都在详情页中展示食品添加金银箔粉

的照片。在商品问答界面，有消费者留言询问该商品“是

否可食用”，其他消费者给出的答案均是“可以”。

在某社交平台上以“金银食品”“金箔”等关键词进

行检索后，记者发现，近半年以来，仍有大量品尝、购买、

售卖含金箔食品的相关分享贴。“海胆上加金箔，金箔都

掩盖不住它的金灿灿”“鹅肝慕斯，上面铺着覆盆子酱，

有一小块金箔，十分精致”“果丹皮鹅肝，表面撒着金箔，

看着很高级的样子”……

为何“镀金食品”之风屡禁不止？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政法大学副

教授朱晓娟告诉记者，在食品中添加金银箔粉的行为屡禁

不止的现象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在于

商家有谋利的需求。商家的夸大宣传迎合、误导消费者追

求奢靡之风的消费心理，消费者的光顾进一步促进了商家

“研发”的动力，不仅在食品中使用而且花样翻新地使用

金银箔粉。与之相伴随的就是消费者的猎奇心理，“很多

非理性的消费者，只要看到市面上销售一些新奇的商品，

就想去尝试”。

在朱晓娟看来，针对这类食品的监管存在难度，最核

心的原因是规范不明确及技术监管手段跟不上。针对金银

箔粉使用的行业，政策与法律规则不够清晰明确，一定程

度上给了商家恣意使用金银箔粉的空间。监管部门借技术

主动监管的能力受限，加上在相关规范不明确的前提下处

罚的力度和威慑力也不足，助长了商家的侥幸心理。

黄群辉说，商家在各类食品中简单加上金银箔粉，立

刻改头换面，商品“身价”提升数十倍甚至百倍，利润空

间巨大。另外，与食品添加剂相关的法律宣传还不到位，

消费者对食用金银箔粉食品还存在认识误区。同时，食品

生产从初级农产品到消费者手中，会经历生产、再加工、

销售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可能涉及食品添加剂，因

此存在违法链条长、添加手法隐蔽、同步监管难度大等现

实情况。

加大普法宣传力度 强化监管协同共治

遏制“食金之风”，监管正在路上。

今年 3 月，重庆市渝北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某餐

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现场检查时发现，该蛋糕店裱花间存

放着两瓶金银箔装饰品，其中一瓶已开封使用。执法人员

依法对相关金银箔粉产品进行了查封扣押，并按规定程序

进行立案调查，经调查认定，该公司使用非食品原料生产

食品、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品，渝北区

市场监管局依法对该公司处以罚款 5000 元、没收涉案物资

的行政处罚。

今年 4 月，南京某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

国家禁止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被江苏省

南京市秦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款 10 万元。经查，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间，当事人将金箔作为原料使用

在甜品“菠萝香菜慕斯”菜品中。此外，执法人员在厨房

操作台上发现已启用的“装饰银箔”。

《规定》亦强调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各级海关等相关政府部门，应当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和

监测，发现违反本规定生产经营含金银箔粉食品和宣传金

银箔粉可食用的，应当依法予以查处。

黄群辉建议，杜绝“镀金食品”，需要以执法带动普

法。执法部门在查处案件后，及时公布违法事实和处罚结果，

以严惩警示潜在违法者；通过公布典型案例，解读食品安

全法律法规、传播营养健康知识，达到执法一件带动普法

一片的效果。同时畅通举报渠道，在电话、网络举报的基

础上，进一步拓展消费者举报途径，比如在网络交易平台

上增设一键举报按键，形成快速举报、及时查处的反馈机制。

此外，还应强化网络交易平台的监管责任。网络交易平台

要落实主体责任，强化监管意识，充分利用技术优势，通

过文字检索、图片比对等，及时发现含“金银箔粉”等违

规食品，并确保第一时间下架，最大限度减少消费者的损失。

朱晓娟认为，杜绝“镀金食品”，需要各方主体协同

共治。相关食品生产者、经营者、进口商等在生产加工、

销售经营、进口食品时要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坚决抵制含

金银箔粉的食品生产、售卖与经营。不得通过互联网等信

息网络宣传、销售含金银箔粉食品。

“网络平台应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平台内经营者资质

审核，禁止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宣传、销售含金银箔粉食品。

平台在发现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宣传、销售含金银箔粉食

品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管部门；

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当立即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

务。”朱晓娟说，此外，行业协会也要制定违规使用金银

箔粉的自律管理措施，通过行业协会规则进行引导。

她还提到，相关政府部门应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和监测，

发现违反规定生产经营含金银箔粉食品和宣传金银箔粉可

食用的，应当依法予以查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会同

相关部门开展食品安全科普宣传，适时组织专家解读含金

银箔粉食品的安全风险，及时发布消费警示。

“消费者要理性消费，自觉抵制畸形和不健康的消费

理念与习惯，不给售卖含金银箔粉食品的商家以可乘之机。”

朱晓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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