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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临期食品的利用契合了我国传统的节俭精神，减少了食物浪费，同时符合可持续发展要

求。但是临期食品存在的质量安全风险让大多数人对其望而却步。完善临期食品质量安全监管，

才能保障临期食品的利用，充分发挥临期食品利用的积极意义。从蓬勃发展的临期食品销售现实

出发，对临期食品处理的意义进行阐述，分析临期食品质量安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临

期食品监管规范、加强社会监管力量、推动新技术应用的建议，为我国临期食品市场的不断发展

提供坚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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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se of temporary food conforms to the traditional thrift spirit of our country, reduces food 

waste, and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the quality and 

safety risks of expiring food make most people flinch at it. Only by improving the supervision of quality and 

safety of expiring food can the utilization be guaranteed and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utilization be 

brought into full play. Starting from the reality of the booming sales of expiring food, this paper expounded 

the significance of food processing,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expiring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and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standards for food products, strengthen social 

supervision, and promote new technologies application, providing a solid guarantee for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expiring food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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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期食品是指临近食品保质期但仍在保质期

内的食品，包括临期的主食产品和临期的休闲食

品。鉴于两者在监管主体、监管制度等方面有较

大的差距，本文中仅讨论临期休闲食品。市场中

销售的临期食品多为休闲食品，我国休闲食品行

业规模已超过万亿，在 2022 年约达到 1.5 万亿左

右[1]，即使按照 1%的比例计算库存沉淀，每年依

然会有上百万亿产品因为滞销、流通不畅等原因

临近保质期，流入临期食品行业。 

临期食品其实伴随着食品行业一直都存在，

在市场调节下每年的临期食品由商场货架促销出

售能解决一部分，剩余的产品过期后被收回销毁，

属于厂家的合理折损。2020 年由于疫情，全球供

应链受阻，食品在运输环节中滞留，同时由于销

售市场萎靡，导致临期食品的数量大增，而消费

者由于收入减少，也更加愿意尝试折价出售的临

期产品，由此出现了临期食品专门销售的商机。

临期食品消费热潮从 2020 年开始不断升温，2021

年中国临期食品行业市场规模达 318 亿元，预计

行业保持 6%的增长率，并将持续增长。2025 年

中国临期食品市场规模将达 401 亿元 [2]。截至

2022 年 3 月，国内有专门销售临期食品企业 188

家，其中 122 家都是在近一年内成立的[3]。 

临期食品销售不断升温的现实要求我们提高

监管水平，完善监管制度，提高智慧监管程度，

在充分发挥政府主导监管的同时鼓励社会监管力

量参与，形成临期食品的多元高效监管局面，实

现消费者们“舌尖上的安全”。 

1  临期食品的处理及其意义 

1.1  临期食品的处理方式 

传统的临期食品处理方式就是销售，专有货

架上的特价促销或“买一送一”的捆绑出售都是

临期特卖热潮出现前就已经存在的。随着对环保

和人权的重视与日俱增，临期食品出现了公益捐

献和绿色循环这样新型的处理方式，传统的零散

销售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也演变成了更集中化、

规模化的临期销售商超。目前我国捐献、循环等

新型处理方式较少，销售仍然是临期食品处理的

最重要方式。 
 

表 1  临期食品的处理方式 

Table 1  Treatment methods of food near the expiration date 

临期食品处理方式 代表机构 主要模式 

门店促销 日本“唐吉诃德” 

中国“好特卖” 

不超过 4 成的临期商品搭配 6 成以上正常商品，临期食品销售起引流作用

公益捐献 英国“Real Junk Food Project”

丹麦“we food” 

以保障低收入群体生活为目的，低廉出售临期食品或当地国合法销售的过

期食品，商店盈利也多作为公益目的捐献 

绿色循环 日本罗森便利店 “食品循环链”将下架食品堆肥用于种植、养殖，产出产品供给罗森售卖

注：信息来自“Real Junk Food Project”官网 https://trjfpbrum.com/、哥本哈根旅游局 https://www.visitcopenhagen.com/copenhagen/ 
planning/wefood-gdk1100825 

Note: The message is from “The Real Junk Food Project” website: https://trjfpbrum.com/、The official guide to Copenhagen website: 
https://www.visitcopenhagen.com/copenhagen/planning/wefood-gdk1100825 
 

1.2  临期食品处理的意义 

1.2.1  临期食品处理减少了食品浪费和过期食

品回流风险 

我国食品浪费情况较为严重，仅城市餐饮业

餐桌食物浪费量就有 1 700~1 800 万 t，相当于

3 000~5 000 万人一年的食物量[4]。反对餐饮浪费

一直是我国的优良传统，白居易写过“岁丰仍节

俭”，司马光写过“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李绅

的“粒粒皆辛苦”更是脍炙人口。2021 年 4 月 29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食品浪费法》，加快建立减少食品浪费的法治化长

效机制。临期食品的销售可以使得大量即将被销

毁的食品重新进入目标人群的视野，减少了数百

亿的食品浪费。 

过期食品回流事件在我国多次发生，2001 年

冠生园回收过期月饼翻新重制，2005 年光明山盟

乳业回收过期、变质奶二次加工销售[5]，2014 年

过期变质肉流入国际连锁快餐店。完善临期食品

的监管，是保障临期食品的销售、建构临期食品

的捐献渠道、鼓励临期食品绿色循环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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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期食品的无害利用从源头上减少了食物的浪

费，也减少了走向过期食品的数量，可以有效避

免这些食品回流到生产经营环节。 

1.2.2  临期食品处理有利于资源的节约和环境

可持续发展 

商超中保质期还有数月的食品就会被下架，

逐渐退出销售市场。食品过期后按照法律规定一

般由生产经营者回收，自行销毁或者交予专业公

司无害化处理。和垃圾处理一样，对过期食品的

处理就是进行填埋销毁、焚烧销毁。食品的产生

消耗了庞大的生物资源、人力资源，包装食品还

消耗了大量的矿物资源，同时经过了极为复杂的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环节，期间耗费的各种

资源数不胜数。食品走向过期后被销毁不仅是对

制造、流通所消耗资源的浪费，也是对大气、土

壤、水源等生态资源的污染。无论是销售、公益

捐献还是绿色循环，临期食品的无害利用大大减

少了过期食品类生活垃圾产生的数量，减少了垃

圾处理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生

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1.2.3  临期食品处理保障了低收入人群生活 

在国外，临期食品低价销售已经成为一种保

障低收入人群生活的公益措施。英国剩食商店

“Real Junk Food Project”接受社会各界的食物捐

献，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将临期食品出售给流浪汉、

无家可归者或需要帮助的人。还有丹麦的“we 

food”，德国救济组织“餐桌”，都是以公益为目

的设立的临期食品销售或直接分发的组织。 

2  临期食品质量安全风险及监管存在的

问题 

2.1  临期食品存在的质量安全风险 

食品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污染和储存不当[6]，

临期食品在合理运输、储存时属于质量安全合格

的食品，但是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处理临期食品，

都存在以下两方面的质量安全风险。 

首先，线下临期食品特卖店通常会将三四线

品牌食品同全国性品牌混同售卖。临期食品特卖

属于“软折扣”，软折扣的概念和硬折扣相对，硬

折扣是指像沃尔玛、Costco 这样通过减少供应链

环节降低成本获得的商品低价；软折扣就是商品

品质不完美，存在临近保质期、包装破损等情况

为去库存销售而获得的商品低价。软折扣销售商

品随市场波动变化极大，尾货供应链不稳定，货

源是制约临期食品的最关键因素。临期食品消费

者对价格敏感度更高，临期食品降价促销幅度是

消费者购买过程中重要考虑因素[7]。在这种情况

下，为满足被价格优惠吸引来的顾客的需求，临

期特卖店会将三四线食品同全国性品牌低价一起

售卖。这些三四线食品品牌知名度低，无法进驻

商场超市，线上销售也无法增加销量，但是却充

斥了临期食品销售市场。小厂商生产的食品质量

良莠不齐，且对消费者保障机制不完善，安全风

险远大于全国性品牌。 

其次，线上处理临期食品除了商品质量问题

之外，还存在着跨越临期时间的风险。食品的保

质期是生产商对于食品质量安全的责任承担日

期，临近保质期食品不是过期食品，但是临期和

过期仅一线之隔，随着食品的运输、储存和放置

的时间变长，食品本身的安全风险会逐渐增高，

尤其是短保类临期食品，虽然未超过保质期，但

是越接近保质期安全风险越大。临期食品的销售

群体主要是 26~35 岁的中青年消费者[8]，线上销

售是我国临期食品销售的主要方式。线上销售较

线下多了运输、储存环节，在全国范围内，商品

运输所需要的时间也较长。临期食品在保质期方

面有着先天的缺陷，更容易在运输、储存等过程

中跨越临期时间，产生质量安全问题。 

2.2  临期食品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2.2.1  监管法律制度尚有欠缺 

我国食品安全立法体系较为完善，以《食品

安全法》为中心，有《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产品

质量法》《农业法》《标准化法》等多部法律，还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行

政法规，《食品添加剂卫生管理办法》《新资源食

品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以及上千的国家标准配

套适用。临期食品目前是被作为正常食品进行监

管的，无论是卫生安全标准还是监督检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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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和正常食品无异。但是临期食品具有特殊性，

保障临期食品质量安全需要在监管制度上加以完

善。我国目前亟需的是在阶梯式食品保质期和临

期食品界定两方面的制度完善。 

2.2.2  监管力量不够多元化 

我国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实行食品安全

分段监管，原农业部、商务部、原质检总局等多

部门在各自职权范围内承担监管责任，“九龙治

水”的多头监管导致监管混乱，食品安全监管各

阶段难以无缝衔接；2010 年国务院设置食品安全

委员会，由食品生产、流通各个环节的 13 个部门

组成，旨在促进各环节监管措施的衔接，减少分

段监管造成的监管空白；2013 年设立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吸收了食品安全委员会和原食药

监管局的职能，监管更加强力；2018 年根据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组建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进一步推动食品药品等方面的市场监管统一

执法，临期食品安全监管就属于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的责任范围。 

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不断健全和完善，但

是食品问题关乎国计民生，政府机构再强大的监

管力量面对这个最普遍又最重要的问题时也会捉

襟见肘，无法覆盖食品安全问题的全方面。食品

安全问题不仅需要政府强有力的监管，还需要消

费者、市场主体、第三方主体等监管力量协同合

作，才能遏制临期食品安全风险，保障食品质量

安全。 

2.2.3  互联网销售是监管的薄弱环节 

我国临期食品线下商超一般只分布在青岛、

上海这样运输便利的港口城市，可以最大程度避

免过保风险，也有利于集中仓储、创造盈利。为

了最大限度降低过保质期风险和提高盈利，我国

其他大部分临期食品是通过互联网线上渠道销

售的。线上销售食品监管力量较难涉足，主要体

现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监督检查难度高；消费

者食品质量问题不易察觉；第三方主体监督力量

难以直接接触食品等方面。临期食品的互联网

销售监管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撑和多维度的机制

构建。 

3  完善临期食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建议 

3.1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3.1.1  建立阶梯式食品保质期 

政府部门可以对我国食品的各类日期进行完

善规范，在此基础上零售商可以效仿国外零售商

的做法，提高食品消费利用率，尽可能减少过期

食品数量[9]。在国外，销售日期通常不是指食品

安全问题，而只是作为“最佳质量”的指标[10]。

随着食品加工和运输技术的发展，美国许多州更

改了对最大销售日期的规定。2010 年纽约市卫生

委员会将所有奶制品必须在巴氏杀菌 9 天后出售

的政策废除，使得牛奶保质期延长到了 14 至 15

天。新规定让纽约市的商店牛奶浪费减少量为

10%至 14%[11]。我国可以对食品销售日期建立两

个标准。第一是“最佳品尝期”，以此日期为限来

保障食品的风味、外观等品质；第二就是我们现

在最常用的“保质期”，以此日期来确定生产商对

于食品安全性的保障。 

3.1.2  建立临期食品界定国家标准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临期食品界定的相关国家

标准或规范，只有一些地区制定了地方标准。《广

州市临近保质期和超过保质期食品管理办法》中

规定：食品保质期一年以上的，临近保质期不可

以短于保质期前 30 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对临近

保质期食品规范管理的意见》对此的规定是 45

天；《宿州市临近保质期食品经营管理规范（试行）

（征求意见稿）》规定食品保质期在半年以上不足

一年的，临近保质期不可以短于保质期前 30 天；

《镇江市流通环节临近保质期食品规范管理指

南》对此的规定是 20 天。显然，对于“临期”的

定义我国各地的规定并不一致，如果有更加明确

统一的科学标准，给临期食品加上更精确的“倒

计时”[12]，不仅有利于对临期食品行业的监管，

还能让消费者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3.2  加强多方协作 

食品安全治理是一项融多主体和诸多要素于

一体的复杂系统工程，始于生产者，终于消费者，

重责于监管者，核心是市场参与者[13]。以政府监

管部门为主导，加强多方协作是被普遍提倡且效



热点关注  第 30 卷 2022 年 第 6 期 

 

 50  

果显著的食品安全问题监管思路。 

3.2.1  消费者 

消费者是对临期食品安全问题最关切的主

体，产品的质量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14]。再强有力的政府监管也不可能 24 小

时全天候所有食品全覆盖地监督抽检，但是食品

消费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所购买的食品也五

花八门，只有消费者可以做到对食品安全的全天

候全覆盖监督。消费者承担起临期食品质量安全

的监督责任不仅有利于保障消费者个体的利益，

而且有利于形成全面的监督体系，降低政府监管

成本。 

3.2.2  市场经营主体 

首先，市场经营主体必须遵守临近保质期食

品管理的相关法规。依据规定，定期对经营的食

品进行检查，及时区分临近保质期的食品。临期

食品必须显著标示，专区专柜销售。其次，市场

经营主体需要强化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养成良

好的职业道德操守[15]。其一，临期食品销售过程

中极有可能越过“保质期”这个门槛，需要市场

经营主体有更加严格的日常检查，防止已过期的

商品流入终端。其二，制约临期食品发展的是货

源问题，货源问题解决的最佳方法就是临期销售

规模化，大型临期食品经营主体直接对接食品生

产商，缩短供应链条。未来临期食品市场经营主

体应走向规模化，对回收期限、运输渠道等经营

方式规范化要求更高，需要市场经营主体增强对

自身的要求，保障消费者权益。 

3.2.3  第三方主体 

第三方主体主要是指食品安全监督的社会团

体、行业协会、大众传媒等。这些主体不是食品

安全的直接关系人，但是关系着食品安全社会环

境，并且相较于个人消费者有着更丰富的专业知

识和行业经验。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行业

协会等第三方主体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工作产生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减轻了政府管理压力，同时更

贴近消费者、更加了解市场动态。多个主体的互

相配合可以有效发挥协同监管的作用，形成互相

补充、互相支持的临期食品监管团队。 

3.3  推动新技术参与监管 

互联网线上交易的虚拟性和动态性对监管技

术提出了新的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机构需要利用

新兴科技构建智慧化监管体系。上海市利用算法

技术制定食品安全监管关键词库，实行算法量化

统计与关键词综合提取的措施，提高食品安全监

管执法效率[16]。美国利用大数据系统了解商品安

全隐患，挖掘供应链上下游深层信息，避免食品

安全事故发生[17]。我国应该在互联网技术的帮助

下完善临期食品的安全召回机制、强化生产者和

平台的内在约束机制、建设临期食品安全风险维

权平台，不断提高临期食品监管效率，消除临期

食品监管死角。 

4  结语 

我国勤俭节约的历史传统、可持续发展的理

念以及在疫情的背景下，临期食品的质量安全风

险控制越来越值得关注，完善我国临期食品监管

体系是必由之路。通过完善临期食品的界定标准，

推动阶梯式保质期的建立，加强信息技术在监管

实践中的应用，可以有效地提升政府监管效果，

同时，加强消费者、市场主体、第三方主体等的

积极作用，形成临期食品安全监管的多方共治、

协同治理局面，不断消弭临期食品安全风险，充

分发挥临期食品利于民生、利于环境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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