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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春节放假通知 

浙江省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秘书处 2024 的春节假期安排

如下： 

2 月 8 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至 2 月 18 日（农历正月初九）

放假，2 月 19 日（农历正月初十）正式上班。 

协会秘书处 

2022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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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通知两则 
 

● 三月将召开第六届三次理事扩大会议 

按照协会章程规定，每年需召开理事

会和监事会会议，主要对 2023 年协会工

作进行总结，以期进一步完善协会工作，

推进行业进步发展。 

我会定于 3 月中旬召开六届三次理

事会以及一届三次监事会会议，会议内容

包括各项工作的报告及邀请专家作行业

发展的报告，敬请各位理事、各位会长、

各位监事长务必出席，同时热忱欢迎所有

会员企业和专家智库团队参会。 

● 开展外贸数据团购服务 

“外贸数据”是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

望远镜。在企业抢占先机，掌握最新资讯，

有针对性地开拓海外市场等方面，外贸进

出口数据作用显著。 

我会从 2021 年 3 月开始组织团购外

贸数据，这项活动得到许多企业的欢迎，

协会确定今年以团购方式继续与南京跨

境搜公司合作，以优惠的价格将外贸数据

出售给我会会员企业，并提供相应的优良

服务。 

账号一年服务费（12 个月+赠送 3 个

月）为 10000 元，均可享受跨境搜平台的

全部服务。数据查询起止日期：2024 年 3

月 10 日至 2025 年 6月 9 日，共 15个月。 

有需要了解的企业可以联系秘书处，

欢迎试用。             （本刊讯） 

秘书处赴浙江新和成
股份有限公司交流 

 

1 月 8 日，协会副会长杭州瑞霖公司

袁总、协会何秘书长、徐副秘书长一行赴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交流，新和成公

司总裁办王主任、营养品事业部负责人张

雷和徐洪斌经理、质检部杨经理以及维生

素公司魏总工参加了座谈。王主任首先详

细介绍了新和成的历史发展、主要产品、

目前企业规模及 2023 年生产情况。 

 

 

 

 

 

 

协会副会长袁总介绍了瑞霖公司产

品及生产情况，并就双方合作的可行性进

行了探讨。 

协会何秘书长和新和成相关人员就

维生素胶囊化标准展开了讨论，表示 2024

年将继续深入推进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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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会将进一步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为企业与政府之间搭建沟通平台，协助企

业良性发展。同时，协会还将继续关注行

业热点问题，积极开展各类交流活动，为

推动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本刊讯） 

 

浙江省第一批雄鹰 
企业名单公布 

 

日前，浙江经信公布了浙江省第一批

雄鹰企业名单，其中“产业领航型”47家，

“技术领航型”21家。新和成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上榜“产业领航型”企业名单，浙

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上榜“技术领航型”

企业名单。 

 

 

 

 

 

 

 

 

 

 

 

 

 

 

 

 

 

 

 

 

 

 

 

 

 

 

（本刊讯） 

 

我会浙江天伟、浙江天
瑞公司获 2023 年度 
省级隐形冠军称号 

 

日前，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发布“关

于公布 2023 年度隐形冠军企业和通过复

审的 2017、2020 年度隐形冠军企业名单

的通知”，我会理事浙江天伟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天瑞化学有限公司入

选 2023 年度浙江省隐形冠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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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天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创建于 2002 年，是国内首家实

现使用该生物技术进行工业化规模生产

的企业。主导产品----微生物多糖结冷胶，

拥有发酵、提取等多道工序的设备、工艺

及产品应用的专利技术。 

公司设备精良，技术力量雄厚，拥有

50M
3 不锈钢发酵罐 10 个，设生产专业研

究所和应用研发中心各一个；企业先后通

过 ISO9001、FSSC22000 体系认证及

KOSHER 和 HALAL 认证；并先后荣获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高新技术企业研发

中心、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绍兴

市博士创新站等荣誉称号。 

 

 

 

 

 

● 浙江天瑞化学有限公司 

公司坐落于中国浙江省龙游省级经

济开发区，是一家以 L-茶氨酸、谷氨酸系

列产品、天门冬氨酸系列产品、天门冬氨

酸螯合盐、苏糖酸螯合盐、复合氨基酸、

保护氨基酸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营业

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按照制药企

业的标准设计、建设和运行，依据 ICH O7

的规程，建立了完善的生产控制和质量保

证体系。公司通过 FSSC22000 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

SMETA 成员道德经营审核，产品通过

FDA GRAS 、 HACCP 、 KOSHER 、

HALAL、NON-GMO 等国际认证。公司

拥有自营进出口权，已与四十多个国家和

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依托强大的技术研

发能力和优秀的产品品质，已逐步建立起

品牌优势。 

 

 

 

 

 

 

                      （本刊讯） 

 

绿晶生物荣获“浙江省知
识产权示范企业”称号 

 

2023 年 12 月，浙江绿晶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被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授

予“浙江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称号，这

是绿晶生物继“浙江省企业研究院”、“浙

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荣誉称号

后获得的又一项殊荣，此次该司载誉而

归，既是上级部门对绿晶生物坚持自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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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创新，带动行业高水平竞争的肯定，也

是对绿晶生物的支持和信任。 

知识产权是企业创新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保障，作为浙江省知识产权示范企

业，专利上需布局合理，高价值发明专利

导向明确，核心专利技术达到国家或同行

业先进水平。截至今日，绿晶生物拥有授

权发明专利 26 项，专利产品的风味类型

涵盖了乳品、坚果、麦片、水果、药食同

源、植物浓缩液等，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2

项，受理发明专利 3项。公司授权专利的

覆盖范围广泛，为绿晶生物产品研发、技

术更新和市场拓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也

是绿晶生物产品自主研发创新成果的有

力证明。 

未来，绿晶将继续依托自主知识产权

产品的技术优势，不断提高公司创造、运

用、保护和管理知识产权的能力和水平，

进一步加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助推企业持

续、绿色、创新、高质量发展！ 

          （墒自“浙江绿晶”公众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2024 年本）》涉及 
食品、食品添加剂项目 

 

2023 年 12 月 27 日，为深入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落实中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

部署，适应产业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新要

求，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国家发展

改革委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共同修订形成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 

对涉及食品、食品添加剂鼓励类投资

项目有以下几项： 

第 19 项：天然食品添加剂、天然香

料新技术开发与生产； 

第 20 项：先进的食品生产设备研发

与制造，食品质量与安全监测（检测）仪

器、设备的研发与生产； 

第 21 项：营养健康型大米、小麦粉

（食品专用米、发芽糙米、留胚米、食品

专用粉、全麦粉及营养强化产品等）及制

品的开发生产，传统主食工业化生产，杂

粮加工专用设备开发与生产，粮油加工副

产物（稻壳、米糠、麸皮、胚芽、饼粕等）

综合利用关键技术开发应用. 

第 23 项：采用发酵法工艺生产小品

种氨基酸（赖氨酸、谷氨酸、苏氨酸除外），

以糖蜜为原料年产 8000 吨及以上酵母

制品及酵母衍生制品，新型酶制剂和复合

型酶制剂、多元糖醇及生物法化工多元

醇、功能性发酵制品（功能性糖类、功能

性红曲、发酵法抗氧化和复合功能配料、

活性肽、微生态制剂）等开发、生产、应

用，酵素生产工艺技术开发及工业化、规

范化生产。 

     （摘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网站） 

 

2023 年外贸成绩单出炉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向全国宣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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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

41.76 万亿元的喜人成绩。与此同时，数

据显示，2023 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同比增长 0.2%，出口额为 23.77 万亿元，

增长 0.6%，进口额为 17.99 万亿元，下降

0.3%。这一成绩既好于预期，又实现了促

稳提质的目标。 

此外，2023 年是我国外贸经营主体数

量首次突破 60 万家的年份。其中，民营

企业达到 55.6 万家，合计进出口额达到

22.36 万亿元，同比增长 6.3%，占进出口

总值的 53.5%，较去年提升了 3.1 个百分

点。 

(本刊摘编) 

 

氨基酸申报食品营养
强化剂的意义 

 

本文摘自中食安信，2023 年 11 月 26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特殊膳食用食

品中氨基酸管理的公告》（以下简称《公

告》），对特殊膳食用食品（以下简称特膳

食品）中使用的氨基酸进行了详细规定，

规定包含了氨基酸的种类、质量规格要

求、检测方法等内容。公告同时明确：特

膳食品中的氨基酸作为食品营养强化剂

使用。本次公告的氨基酸共有 22 种，涉

及 36 个化合物来源，除甘氨酸外，其余

氨基酸均为 L 型（左旋体）。所有氨基酸

均为现行特膳食品食安标准中允许使用

的氨基酸。现就氨基酸申报营养强化剂的

意义分享如下： 

01、氨基酸在特膳食品中的属性为营养强

化剂 

国内现行各标准中批准使用的氨基

酸种类、数量和属性各有不同，属性涉及

香料、增味剂、面粉处理剂、原料（含新

食品原料）、营养强化剂等。其中： 

1） 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批准使用的

氨基酸（含氨基酸盐和氨基酸衍生物）共

32 种，其中 25 种为合成香料，3 种为天

然香料，其余功能涉及增味剂、面粉处理

剂等。这些氨基酸的使用量和使用范围在

GB 2760 中有严格规定，使用量相对较少。

如具有其他食品添加剂功能的氨基酸不

能以食品用香料的名义添加到食品中却

发挥其他食品添加剂的功能。 

2） GB 10765-2021《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婴儿配方食品》、GB 10766-2021《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较大婴儿配方食品》、GB 

29922-201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GB 25596-2010《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

食品通则》、GB 24154-2015《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运动营养食品通则》等特膳食品

食安标准中批准使用的氨基酸共有 23种，

涉及 36 个化合物来源。这些氨基酸在特

膳食品中发挥营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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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B 14880-2012《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批准作

为营养强化剂使用的氨基酸共 5种。 

通过种类和数量的对比我们可以看

出，特膳食品中允许使用的氨基酸绝大部

分未列入 GB 14880 标准作为营养强化剂

使用。 

《公告》发布，明确特膳食品中的氨

基酸作为食品营养强化剂管理，并符合特

膳食品产品标准及相关规定。特膳食品生

产企业应使用该属性的氨基酸原料，也需

要在营养成分表中标示氨基酸的信息。 

02、氨基酸生产企业能够办理营养强化剂

生产许可了 

《食品安全法》规定，生产食品添加

剂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以前这些氨基酸绝大部分没有营养强

化剂的食安标准，对于氨基酸生产企业来

说，就无法办理营养强化剂的生产许可。 

现《公告》明确了特膳食品中的氨基

酸作为营养强化剂使用，并详细列明了 36

种氨基酸化合物来源的质量规格要求和

检测方法，这为营养强化剂属性的氨基酸

提供了执行标准，生产企业可以以此标准

办理营养强化剂氨基酸的生产许可证。 

03、解决了国内使用氨基酸的婴配、特医

食品生产企业无法进行配方注册的问题 

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要求，特膳食

品中的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均需要进行配方注册。申请人应提

交原辅料的符合性证据，使用氨基酸这种

原料的，应提交其符合婴配、特医食品食

安标准对氨基酸的要求的符合性证据。GB 

10765-2021 、 GB 10766-2021 、 GB 

29922-2013、GB 25596-2010 均明确了氨

基酸的使用要求，包括质量规格要求。 

《公告》落地之后，氨基酸营养强化

剂生产许可问题将得到解决，婴配、特医

食品生产企业可以采购到符合要求的氨

基酸原料，由氨基酸属性和质量规格要求

等原因导致的特膳食品不能进行配方注

册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04、打破氨基酸类婴配、特医食品完全依

赖进口的局面。 

按照法规要求，进口的婴幼儿配方食

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国外氨基酸

生产企业不存在国内企业面临的生产许

可等问题。 

《公告》落地后，氨基酸的营养强化

剂生产许可问题得到解决，国内的氨基酸

类婴配、特医食品生产企业配方注册问题

也随之解决，因此，国内市场的氨基酸类

婴配、特医食品呈现被进口产品垄断的局

面的窘境将得以破除，这一系列的效应将

会极大地刺激国内市场，为整个行业带来

蓬勃的生命力。 

 

                 (来源：中食安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