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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 跨境电商因税收优惠、免于提交进口许可证、商品进口直接面向消费者等诸多优势, 行业得

到了迅猛发展。然而随着其贸易量的增大, 其安全的风险也在不断的增大, 特别是进口食品, 关系到民生问

题。跨境电商是新生事物, 国家的政策是鼓励和支持, 国内外对其的研究也在实践中摸索和探寻中。相比一般

贸易进口食品, 跨境电商进口食品属于政策洼地, 存在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准入门槛低、企业主体责任难落实

等实际问题。本文从检验检疫的角度, 联系实际, 分析了现阶段跨境电商进口食品监管方式, 提出使跨境电商

进口食品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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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due to many advantages 

such as tax incentives, exemption from submitting import licenses, and direct import of goods to consumers. 

However, as its trade volume increases, its safety risks are also increasing, especially imported food, which is 

related to people's livelihood issues. Cross-border e-commerce is a new thing, and the country's policy is to 

encourage and support. Researches on it at home and abroad are also exploring and exploring in practice. 

Compared with general trade imported food, cross-border e-commerce imported food belongs to a policy 

depression, and there are laws and regulations that are not yet complete and access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low 

threshold and difficulty in fulfilling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supervision methods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mported food at the current 

stage, and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mported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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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跨境电商贸易从 2012 年试点至今, 得到迅猛发展, 
已经逐渐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和社会各界普

遍关注的热点。一方面是国家“稳外贸增长”、“刺激消费回

流”等政策的支持, 另一方面跨境电商本身有一般贸易无

法比拟的优势, 如税收优势: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享受

零关税, 增值税、消费税按一般贸易税率的 70%优惠征收; 
门槛低优势: 免于提交进口许可证件; 零等待优势: 直接

面向消费者, 网购渠道日益便捷, 另外国内消费者购买力

的不断提高以及人民币国际支付能力的增强直接推动了跨

境电商贸易的发展。据海关总署统计, 2020 年 1~6 月, 我
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货值 557.1 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超

过 22.0%, 仅进口婴幼儿配方奶粉达 67.8 亿元。跨境电商

贸易在不断丰富国内消费者选择的同时, 也带来潜在的安

全隐患, 特别是进口食品。跨境电商进口食品往往从国外

贸易商处采购, 产品来源复杂, 质量参差不齐, 且直接面

向国内消费者, 不需要来自注册企业, 没有官方卫生证书, 
给海关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本文从检验检疫的角度, 
分析了现阶段跨境电商进口食品法律法规和监管方式、阐

述其不足、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以期促进跨境电商的健康

发展。 

1  跨境电商的定义 

跨境电商, 可以理解为外贸商业活动的电子商务化, 
是指交易主体利用电子网络平台向境内外的销售主体完成

购买下单、支付, 并利用跨境物流进行商品运输和配送的

跨关境商业活动, 主要包括跨境物流、商品数据传递、跨

境支付以及相关单证的电子化等内容[1]。跨境电商进口食

品是跨境电商商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不仅需要满足一般

监管要求, 还需执行食品安全相关监管要求。 

2  跨境电商进口食品的监管要求 

目前, 跨境电商执行的政策文件主要是商务部、发展

改革委等六部委《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的

有关工作的通知》(商财发[2018]486 号, 以下简称 486 号

通知)[2]和《海关总署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商品有

关监管事宜的公告》(2018 年第 194 号, 以下简称 194 号公

告)[3], 其主要的检验检疫监管要求有以下 4 个特点:  
(1)按照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监管, 主要实施检疫 
对跨境电商进口食品按照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监管 , 

不执行有关食品首次进口许可批件、注册或备案要求。进

口食品应符合原产地有关质量、安全、卫生、环保、标识

等标准或技术规范要求, 但可能与我国标准存在差异, 需
消费者自行承担相关风险。消费者购买的进口食品仅限个

人自用, 不得再次销售。对跨境电商进口食品及其装载容

器、包装物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检疫, 动植物产品及动

植物源性食品需获得准入。 
(2)仅在试点城市实行 
486 号通知中规定适用北京等 37 个城市(地区)开展跨

境电商零售进口业务, 2020 年 1 月 17 日, 商务部、发展改

革委等六部委《关于扩大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的通知》

(商财发[2020]15 号)[4]新增石家庄等 50 个城市(地区)和海

南全岛, 截止目前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范围共有 105 个

城市(地区)。 
(3)采用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 
财政部等 13 个部门发布《关于调整扩大跨境电子商

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的公告》[5], 是准入正面清单, 目前正面

清单共计 1413 种 HS 编码。负面清单主要指原国家质检总局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和商品备案管理工作规范》[6]第

九条所列商品, 禁止进口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

邮寄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名录》[7]和《禁

止从动物疫病流行国家/地区输入的动物及产品一览表》[8]

内的食品。 
(4)实施质量安全风险监测 
海关对直购进口食品实施质量安全风险监测, 主要

是落实电商平台的主体责任, 使其对不合格或存在质量安

全问题的商品采取风险消减措施; 对监测发现的质量安全

高风险商品发布风险警示并采取管控措施。 

3  跨境电商进口食品监管中存在的不足 

跨境电商是新生事物、发展初期、准入门槛低、税

收政策优势等, 使行业迅猛发展的背后有“野蛮生长”的
趋势[9]。特别是需准入限制的进口食品, 一些原本不能通

过一般贸易进口的食品 , 通过跨境电商渠道 , 进入了国

内。2018 年央视新闻曾报道西班牙发现一个包装假奶粉

的地下工厂, 这些假奶粉经由海外网购渠道主要销往中

国市场[10]。如果是一般贸易进口奶粉, 不仅需要进口国准

入 , 且生产企业需经过我国注册才能进口 , 这样这种假

奶粉便难以进入国内, 其体现的问题及其深层原因值得

监管部门思考。 

3.1  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食品安全法》中仅第六十二条和第一百三十一条分

别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的责任和消费者对网络食品

交易第三方平台的追偿权利进行了规定[11], 第六章食品进

出口主要是指一般贸易进口食品, 无跨境电商进口食品规

范条文。新出台的《电子商务法》, 涉及跨境电子商务的

大多是原则性的规定, 问题突出的食品检验检疫等几乎没

有涉及[1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

全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落实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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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防输入型食品安全风险”[13], 也是主要集中在政策指导

性意见。2015 年原国家质检总局的《网购保税模式跨境电

子商务进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细则(征求意见稿)》由于多

方面的原因未颁布。缺乏上位法的支撑、缺乏操作性的管

理办法, 容易形成监管灰色地带。 

3.2  准入门槛低 

目前我国一般贸易进口食品监管, 是根据世界贸易组

织SPS协定[14], 借鉴国际通行做法, 基于食品风险管理理论, 
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原则, 覆盖“进口前

准入、进口时检验、进口后监管”全过程监管, 需经过出口

国(地区)体系评估、生产企业注册、进出口商备案、检疫审

批、随附官方证书、证单审核、现场查验、监督抽检等一系

列合格评定方能进口, 进口后还有出口国(地区)管理体系回

顾性检查、进口商进口和销售记录核查等监管措施。 
相比一般贸易进口食品需要经过严格的合格评定 , 

跨境电商进口食品的监管存在政策洼地(对比情况见表 1)。
“网购保税进口”模式下进口的食品按照个人自用进境物品

监管, 不执行有关商品首次进口许可批件、注册或备案要

求, 进口的食品很可能来自市场采购, 无需生产企业注册, 
无需官方的卫生证书, 食品的质量参差不齐, 无法溯源, 
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3.3  企业主体责任难落实 

虽然《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海关总署 194 号

公告均明确了跨境电商企业需承担商品质量安全的主体责

任, 需履行告知消费者商品原产地和我国标准差别的义务, 
但实际操作中难以落实, 往往停留在声明层面, 而无法为

消费者提供更多食品安全标准信息。这种情况的出现, 一
方面是由于食品专业性高, 另一方面源自跨境电商食品复

杂的进口来源。电商企业面对更多的是国外贸易商, 溯源

困难。 

3.4  缺少对中文标签的硬性要求 

中文标签是维护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 也是消

费者获得食品知情权的重要保障。然而跨境电商进口食品

是按照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监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只需检

疫要求, 无需检验, 中文标签属于检验范畴, 故对中文标

签加贴未有硬性要求。《网购保税模式跨境电子商务进口食

品安全监督管理细则(征求意见稿)》第十二条对中文标签

提出了要求, 提出了电子中文标签概念[15], 然而该细则迟

迟未发布。 

3.5  监管资源不足 

与一般贸易进口食品不同, 跨境电商进口食品具有

批次多、品种多、通关时效要求高等特点。在跨境电商“网
购保税进口”模式下, 整批货物从境外进入境内保税仓库, 
根据订单拆分成百上千个包裹, 然后通过 X 光机。监管工

作量呈几何级数增长, 现有的监管资源难以满足电商进口

数量飞速发展的需要。据海关总署统计, 2018 年“双 11”当
天, 全国海关跨境电商进口核放单票数突破 2500 万, 监管

压力由此可见一斑。 

3.6  消费投诉维权难 

消费投诉维权难主要体现在跨境电商直购进口模式

中。因其电商平台和消费行为发生地不在国内, 所以本地

监管部门无法对消费投诉范围以外的投诉进行受理。消费

者的海外购物活动一旦出现问题, 需要向消费行为发生地

的相关管理机构投诉。然而由于语言、文化等方面的障碍, 
对许多消费者而言, 实际上很难进行有效维权[16]。 

 
表 1  跨境电商进口食品与一般贸易进口食品监管方式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supervision methods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mported food and usual trade imported food 

项目 跨境电商进口食品 一般贸易进口食品 

事前准入 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检疫准入 

出口国(地区)体系评估 

生产企业注册 

检疫审批(准入) 

进出口商备案 

随附官方证书 

事中监管 检疫 检验检疫(包括安全卫生、质量及中文标签等) 

事后监管 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信用管理 

出口国(地区)管理体系回顾性检查 

进口商进口和销售记录核查 

进出口商和生产企业不良记录 

进出口商或代理商约谈 

食品召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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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策及建议 

跨境电商进口食品是全新的贸易方式, 无论是跨境

电商保税备货模式还是跨境电商直购进口模式, 均是将进

口食品“化整为零”, 然后通过包裹邮寄的形式到消费者手

中。该种贸易方式下的进口食品, 其风险介于快件和一般

贸易之间[17], 且随着试点的增加, 贸易额的增大, 其食品

安全风险也在不断扩大。食品安全关系到国计民生, 如何

严守食品安全底线, 是对政府监管部门的巨大考验。 

4.1  加快立法进程 

需从法律法规的层面, 完善和规范跨境电商进口食

品, 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使监管部门有法可依。如在

《食品安全法》中可增加跨境电商食品经营及监管内容, 
明确监管部门的操作细则, 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 为跨境

电商健康良性发展指明方向。 

4.2  延伸监管链条 

陈君石[18]在《中国食品安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中

提及继续提升中国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 有 2 个密切不可

分的努力方向。一是食品生产经营者要做到从农田到餐桌

的全产业链安全保障。二是政府要加强部门合作做到全产

业链的一体化无缝监管。这里主要针对国内食品, 其原理

同样也适合跨境电商进口食品的监管。跨境电商进口食品

的生产企业和出口商在境外, 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在境内, 
要实现“农田到餐桌”全产业链安全保障, 监管链条必然需

前伸后延。 
4.2.1  开展交流合作, 前伸源头监管 

食品安全注重源头管理, 跨境电商进口食品如果“自
扫门前雪”, 仅注重自家口岸拦截, 会使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处于被动、低效状态。加强与国际组织及主要贸易伙伴的

交流合作, 倡导合作共赢, 形成国际共治, 明确跨境电商

进口食品原产国的官方责任, 引导供应链各方建立食品安

全责任共担机制, 这是确保各国跨境电商进口食品安全高

效的途径。如美国《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注重与国外政

府的监管合作, 并与墨西哥等美洲国家签订贸易合作协议

等, 这些都有利于食品安全更高效监管[19]。 
4.2.2  采取多项措施, 后延监管链条 

监管链条的后延主要指跨境电商进口食品通关以后, 
对产品可追溯性的要求和加强企业的主体责任的要求。(1)
加强部门间的合作。跨境电商进口食品涉及海关总署、商

务部、卫健委和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 需加强合作, 例如

信息交互, 形成“全产业链的一体化无缝监管”。(2)落实电

商平台的主体责任。加强食品追溯管理, 电商平台增加电

子中文标签, 增加信息的透明度, 使其公开和透明, 消费

者上网一查就知, 减少消费者对食品信息的不对称性, 让
消费者消费的明明白白。(3)强化电商企业的信用管理。对

失信企业、走私行为严厉打击, 促进跨境电商健康发展。

(4)加强第三方平台责任制度建设, 构建预防制度和有奖举

报制度, 形成责任分担共治机制[20]。 

4.3  强化风险管理 

食品安全不存在零风险 , 如何满足跨境电商“快节

奏”、“零等待”的要求, 又守住进口食品安全的底线, 这是

一项新的课题。风险管理是国际上通行的食品安全管理制

度, 运用其原理解决跨境电商进口食品碰到的实际问题。

(1)增加风险分级管理。对跨境电商进口食品按风险分类, 
对低风险食品便利化通关, 对中风险食品风险监测, 对高

风险食品参照一般贸易监管, 严把准入。(2)增加风险交流。

加强口岸、风险管理等部门的联动, 有助于利用大数据和

境外食品安全信息精准布控, 提高不合格检出率。(3)加强

风险监测和风险评估, 提高对风险管理决策的技术支持。

增加舆论热点相关的食品监测, 及时公布结果, 压紧电商

平台主体责任的同时, 也为消费大众提供预警。 

4.4  完善事后救济 

欧盟机制(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DR)是世界公认

的优秀事后救济制度, 参考学习 ODR 机制, 由监管部门牵

头并提供财政支持, 对消费者投诉的跨境电商进口食品进

行风险监测, 提供事后救济援助[21]。 

5  结束语 

跨境电商贸易是新生事物, 在其蓬勃发展的同时, 也
要看到通过跨境电商进口食品存在的安全问题。《食品安全

法》中明确食品安全工作应遵循“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

程控制、社会共治”的原则, 这也应是跨境电商进口食品工

作的原则。遵循科学, 遵守法纪, 才能不断推动跨境电商

进口食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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