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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公共摄像头安装
和使用

近年来，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
息系统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预防
和打击违法犯罪、推进社会治理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
重复建设、非法乱建摄像头以及视
频图像信息被随意收集、泄露、滥用
等问题时有发生，给公共安全、个人
隐私和个人信息安全造成隐患。

那么，到底谁能建、谁来管、怎
么管？《条例》进行了明确规定。严
格限定安装目的，杜绝不必要的图
像采集设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教
授刘为军表示：“一是要求政府加强
统筹规划，避免重复建设，组织有关
部门和经营管理单位按照相关标准
来建设系统。二是将建设主体限定
为政府有关部门、经营管理单位、负
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
禁止其他无关单位、个人建设公共
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三是明确
了在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国家机
关等涉密单位周边建设系统，需要
征得相关单位的同意。”

这既避免了该装没装导致公共
安全保障不足的问题，也避免了肆
意乱建侵害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

新规实施后，各类场所的摄像
头安装将更加规范。

条例要求，公共安全视频系统
管理单位合理确定图像采集设备的
安装位置、角度和采集范围，并设置
显著的提示标识。

那么，公民如何监督身边的违规

监控设备？发现后该如何举报呢？
刘为军称：“我们一般会看到提

醒‘你已经进入视频监控区’。对于
没有显著标识的摄像头，它就有违
规和违法的嫌疑，可以向公安机关
举报，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处理。”

特定私密区域严禁安
装摄像头

《条例》明确规定，禁止在以下
特定私密区域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及
相关设施。包括：

旅馆、饭店、宾馆、招待所、民宿等
经营接待食宿场所的客房或者包间内
部；学生宿舍的房间内部，或者单位为
内部人员提供住宿、休息服务的房间
内部；公共的浴室、卫生间、更衣室、哺
乳室、试衣间的内部；安装图像采集设
备后能够拍摄、窥视、窃听他人隐私的
其他区域、部位。

除了对安装偷拍设备的人员进
行处罚以外，酒店、宾馆是否要对客
房内存在偷拍摄像头负责呢？

条例新增规定，负有经营管理责
任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加强日常管
理和检查，发现在所列区域、部位安装
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的，应当立
即报告所在地公安机关处理。

刘为军称：“如果因为他们没有履
行义务，导致宾馆的客房、餐馆的包间
被他人非法安装了图像采集设备，那
么宾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个人隐私保护升级，公
共视频不得随意调取

为防止视频信息被滥用及侵犯

个人隐私，《条例》明确规定了公共
安全视频系统的使用规范。

视频图像信息仅限用于维护公共
安全、执法办案和处置突发事件等法
定目的。视频图像信息保存期限届满
后，对已实现处理目的的应当删除。

《条例》对国家机关、个人查阅
调取视频图像信息的权限、程序也
提出了严格要求。

从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的安装目
的、安装位置，到信息的采集、存储、
查阅和使用，条例在每个环节都设
立了严格的规定，形成了对个人隐
私和信息权益保护的完整链条。

个人装摄像头要确保
拍摄内容不超合理限度

出于安全考虑，不少家庭会在
自己家门口安装摄像头、智能可视
门锁等设备。《条例》对此类情况需
要注意的事项也有明确规定。

条例明确：在非公共场所安装图
像采集设备设施不得危害公共安全或
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不得非法对外
提供或者公开传播涉及公共安全、个
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的视频图像信息。

个人在家门口安装摄像头时，
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安装前，最好征得邻居的同意
或对邻居进行善意提醒。

安装时，应精心选择安装位置
并调整角度，确保拍摄范围仅限于
自家门口必要区域。此外，尽量关
闭自动追踪、录音等功能。

安装后，必须严格保密，防止信
息泄露，不得非法对外提供和公开
传播。 据央视网

禁用“零添加”用语，标
签更规范方便

部分食品企业利用消费者追求
“天然”以及不喜欢食品添加剂的心
理，采用“不添加”“零添加”等用语来
吸引消费者购买。但这实际上加剧
了公众对合规添加剂的误解，并给食
品添加剂和整个食品行业带来了污
名。

新标准明确规定：
预包装食品不允许再使用“不

添加”“零添加”等用语对食品配料
进行特别强调；

食品添加剂、污染物，以及法
律、法规和标准中规定的不允许添
加到食品中或不应存在于食品中的
物质，不得使用“无”“不含”等词汇
及其同义语进行声称。

为什么说“食品添加剂”零添加
也不行？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

先，批准使用的食品添加剂都经过严
格的风险评估，合规使用并没有食品
安全问题。而大多数食品的生产都
不可能完全脱离食品添加剂。其次，

“零添加”的提法容易避重就轻，让人
忽略真正影响健康的成分，严重误导
和干扰消费者选择。

除了禁止使用“零添加”“不添
加”等误导性用语，这次修改强化了
定量标示要求，如食品名称中提及
的配料或成分需在食品标签里标示
含量。新标准的这些举措旨在有效
规范行业乱象，减少对消费者的误
导，以后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遇到
的坑能少一些。

这次修改还推出了数字标签，以
后购买食品时，可以用手机扫一扫食
品包装上的二维码，就能看到食品数
字标签，同时可通过页面放大、语音
识读、视频讲解等多种功能了解食品
信息。这样就不用担心字体小、看不
清食品标签的问题了，尤其是对老年

人来说更为友好。

保质期标示更直观
大家购买食品时都习惯查看保

质期，但包装上往往只会写生产日
期，我们需要找到标签上的保质期
并自行计算，相当麻烦。而此次新
标准则要求预包装食品的保质期直
接以到期日的形式标示，如“保质期
至2025年12月31日”，这样保质期
信息展示更为直观，就不用消费者
自己去计算了。

这相比以前那种生产日期加保
质期天数的方式更为清晰简洁，也更
便于大家直观判断食品的可食用期
限。同时，新标准还规定，保质期6个
月以上的食品可不标示生产日期，仅
需标示食品保质期和保质期到期日。

此外，新标准还规定了食品生
产者可根据食品属性、食用特征等
自愿标示预包装食品的“消费保存
期”，供消费者参考。那么，这个“保
存期”跟“保质期”有什么区别呢？
原来，保质期是品质最佳食用期，而
保存期是食品的最后食用日期，简
单来说就是“过了保质期不好吃，过
了保存期不能吃”。大家以后可以
根据“消费保存期”来判断食品的最
后食用日期。

不过，也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
按照标签标示的贮存条件存放食品，不
恰当的贮存方式会缩短食品保质期，并
可能影响食品安全和质量。

更体贴特殊人群
部分人群对食品有着特殊需

求，这次很多修改也照顾到了这些

消费者。
首先是增加了强制标示食品中

的八大致敏物质信息。新标准要求，
当预包装食品使用含麸质的谷物、甲
壳纲类、鱼类、蛋类、花生、大豆、乳、
坚果八大类食品及其制品作为食品
配料时，需要在配料表中以加粗、下
划线等强调方式，或在配料表下方通
过致敏物质提示语，提示食品中含有
的致敏物质。有相应食物过敏史的
人群，以后可以特别关注食品标签上
致敏物质的提示信息。

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现在有一
些产品在打“无敏食品”的概念。但
此次标准中只是明确了这8种致敏
食物。现在一些“无敏食品”也仅指
没有这几种过敏原，但是依然可能
存在导致其他人过敏的其他过敏
原，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吃了所谓的

“无敏食物”就不会过敏了。实际
上，绝对“无敏”并不存在，因为过敏
原种类繁多，且每个人的过敏反应
存在个体差异，目前全球范围内也
尚未对“无敏食品”有明确定义。

除了过敏方面的内容，本次修订
的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通则，
还新增了生酮配方、防反流配方、脂
肪代谢异常配方等6个产品类别，以
服务有特殊需求的婴儿，同时也覆盖
了部分罕见病的婴儿群体，体现了对
特殊人群的关怀。

强制营养成分的标示
更全面

强制标示的营养素从“1+4”（即
能量和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

钠）扩展为“1+6”，增加饱和脂肪（酸）
和糖两项，同时增加标示“儿童青少
年应避免过量摄入盐油糖”。

饱和脂肪摄入过多不利于心血
管健康。但是调查显示，中国居民
对饱和脂肪酸及其与健康的关系认
知仍然模糊，接近70%的人不知道
饱和脂肪酸摄入过量不利于健康，
这与专业界的认知存在很大差距。

这次在标准中增加了标示要
求，也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大家落实
减盐、减油、减糖“三减”健康生活方
式，减少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糖尿
病等疾病的发生率。

新标准的发布，对于食品行业
及消费者来说都是好事，相信这会
更科学地指引食品行业的发展及消
费者的饮食。对于未来，建议要注
意两点：

作为食品企业，应规范宣传，营
销不要耍“小聪明”。从这次最新标
准的更新情况来看，食品标签的规
范化发展是必然趋势。国家也在尽
量通过完善标准将一些误导宣传从
根源上消灭掉。严格的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也将倒逼食品生产企业规范
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减少虚假宣传
和不正当竞争。

作为消费者，我们应当稍微花
一点精力学会看标签。因为新标准
的发布只是第一步。消费者真的会
看标签、会选择食品才是关键，后续
大家要主动学习食品标签信息，学
会辨别食品的真实属性，从而更科
学、更自主地选择食品，提高食品安
全意识和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的饮
食习惯。 来源：科普中国

食品新规来了，以后买东西这样看标签

公共图像如何防滥用？家门口能装摄像头吗？
今起施行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给你答案

3月2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和9项标准修改单。

其中，《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
通则》（GB 7718-2025）、《预包装食品营养标
签通则》（GB 28050-2025）这两项跟大家平
时饮食和生活相关度最高。那么，最值得消费
者关注的有哪些内容？

4月1日起，我国首部系统性规范公共安全视频管理
的行政法规将正式施行，哪些公共区域可以安装摄像
头？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权益如何保护？新施行的《公
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都将有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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