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添加剂肯定在食品中是非常有必要使用的，只

是这几个添加在大米加工中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必

要，因为它不增加任何对食品改善的情况，它也不

助于食品的防腐，也没有助于食品的加工品质或者

是营养保存的改善，它顶多是增加一个感观上的改

变，对于性状改变的添加剂没有必要去使用。第

二，如果是防腐的话，那更没必要，因为大米的水分

含量是非常低的，所以它基本上在正常的储存下不

会长细菌，因此没有必要靠添加剂去防腐。食品添

加剂实际上从企业角度来讲，如果我们不用食品添

加剂也能完成加工，也能达到目的，那就可以不用，

也就是没有必要的时候，尽量不用食品添加剂。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安全系主任何计国：

大米没必要靠添加剂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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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也有添加剂？有专家称：

我国大米使用添加剂已有30年
CCTV2《今日观察》2011年5月23

日播出“大米也有添加剂？”，以下内容

根据节目整理。

大米里也有添加剂！近几天来，

这个消息让早已被各种食品添加剂搞

得谈虎色变的公众再度精神紧张。难

道作为最基本最简单的食品——大

米，也需要添加剂吗？大米添加剂为

什么要加？不加行不行？央视财经频

道主持人王小丫和特邀评论员中国人

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

风田、著名财经评论员刘戈等专家共

同评论。

大米添加剂事件迅速“发酵”，公

众和专家为何产生质疑？大米使用添

加剂会否埋下隐患？

《今日观察》评论员刘戈：

大米添加剂已存在三十年
对于大米要放添加剂，我特别惊讶。虽然作为一个北方人，我对大米，

不像对小麦那么了解，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大米是稻谷进行碾压后，把壳去

掉就是大米，正如面粉就是把小麦碾成面以后就是面粉一样，那么大米怎

么加添加剂？它为什么要加？比如面包里加食品添加剂是允许的，因为它

不是每天都吃的。但是对于面粉和大米这样的粮食也加名目复杂的食品

添加剂，我确实是觉得惊讶。

我们现在公布的现在的新的食品添加剂的国家标准2760，国标2760

的2011版是在2007版的基础上修订的。在1996年那一版的国标2760里

面，已经有大米里放食品添加剂。再往前面推算，1996年的国标2760来自

1986年的版本，1986年的版本又来自1981年的版本。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

里，对于行内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常识。

有了添加剂以后，我更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

看，现在大米的性状非常清楚。现在这个标准制订了，那么制订出来以后，

到底现在是整个行业里普遍放防腐剂？还是只有很少的企业放？如果放

了它，企业不让别人知道他放防腐剂，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在消费

者选择的时候，增加了选择的困难性。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

三种添加剂没有必要添
三种添加剂的学名特别难记，第一个叫双乙酸钠，实际上就是我们通

称的防腐剂，它是使变质期延长。第二个叫壳聚糖，一般通称叫做增膜剂

或者增稠剂，它有这两个职能，它煮出来的食品，口感比较粘稠，看着很光

鲜，有卖相。第三个叫做淀粉磷酸酯钠，这个也是增稠剂作用，这三种添加

剂主要是让食品改变它的一些性能。

《食品安全法》规定，添加剂必须能够改进食物的品质或者是营养，人

类离不开它，才能加，目前这三种添加剂确实没有必要。比如防腐剂，实际

上大米一般正常的保质期3到6个月没任何问题，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加防

腐剂来延长好几年；增稠剂，一般的大米稠性很好，光亮也不错。如果批准

这三个添加剂，那么就为不法的厂商留下了钻空子的机会。比如大米已经

过期了，但是能人为的延长售卖好几年，本来大米比较稀，水比较多，加了

增稠剂之后，就能更稠一点。对于日常老百姓吃的口粮，至少这三个添加

剂是没有必要的。

添加剂标准的审核要再严格一点，这一次

“大米添加剂事件”暴露出食品添加剂的标准是

几年前的，这一次收到了行业内一千多条的反馈

意见。现在很多添加剂制订标准不是根据过去

的经验，就是借鉴国外或行业内的。未来，如果

要让公众打消对添加剂各种各样的疑虑，那么必

须要有更大的信息透明性。比如让更多地搞食

品安全、搞健康营养、搞农业的专家，甚至搞法

律、搞消费者心理的专家参与进来，增大透明性。

另外，我们国家也应该加大投入力度，因为

饮食和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对

真正涉及到主食的食品，如果某个添加剂特别有

必要添加的话，一定要做更大的投入，进行更长

的时间研究，确实认为添加剂进入到食品里没有

任何问题，有利于民族的健康，才有必要加入。

此外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在大家都关注的一些重

大的食物问题上，要能够公开的讨论，让更多的

消费者知情，并且让消费者来进行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

要让更多的消费者知情和选择

对于食品安全，食品添加剂的标准问题，可

能我们不能像对待机械零件的标准，因为它不仅

是一个技术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伦理问题。通

常情况下，我们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技术决定

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充分的科学实验证明添

加剂对人体有害，那么它就是不允许用的，如果

证明不了，那么它就是可以用的。但是如果我们

在食品的安全里也用这样的标准来讨论，那么你

会发现很多问题是无解的。对于粮食，对于我们

的口粮，我们是不是能够不加，就不加？对食品

添加剂来说，它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同时也是

一个人人都有发言权的问题，所以在讨论的过程

当中，不应该是关起门来的，而是应该向更多的

公众征集意见的。

《今日观察》评论员刘戈：

食品添加剂 人人都有发言权

制订哪些东西是可以作为添加剂，添加到食

品里面去的，我们主要是靠一套程序，一些专家，

一些机构来把关。现在大米添加剂的情况，可能

正好说明我们现有的这种程序和机制没有给我们

把好关。公众在这个过程中，应当有知情权，这种

知情权应当是公众事先就知道哪些被列入到添加

剂名单上的，不能等到事后，公众用各种各样的质

疑来声讨，简单地说，知情权的行使需要前移。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

知情权的行使需要前移

对于标准的制订者来说，可能对于标准如

何制订，为什么要制定等问题，也需要反思。为

什么会有食品添加剂，是为了解决食品的长期

储存和远期的运输的问题，它是一个工业化时

代的产物，所以很多标准也都来自于发达国家。

中国有中国的特点，另外时代在发展，也

有了和以前不一样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能不

能一味的用过去的鉴别方式，或者过多的使用

食品添加剂？到现在应该有一个反思的过程，

因为现在很多发达国家都在提倡，在种植的过

程当中，尽量少的使用化肥、农药，或者其他的

有机的种植方式，那么在加入的过程当中，也

尽量的少用食品添加剂，这是一个趋势，也是

一种思潮，所以应该在制订标准的时候，考虑

这样的因素。

据央视《今日观察》

《今日观察》评论员刘戈：

少用食品添加剂是一种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