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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口岸入境旅客携带食品风险浅析 

裴希超 1，孙善华 1，聂雪梅 2，刘晖 1*，王晓丹 1，李波 1 

 (1.黑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黑河 164300；2.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123) 

摘  要: 对中俄口岸入境旅客携带食品种类和风险进行分析，同时对两国食品安全的标准体系和监管体系进行

比对分析，从而提出相应措施和检验监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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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arieties and risks of food taken by inbound tourists passing ports between China and Rus-

sia were analyzed, and the standard systems and the supervision systems for food safety of the two nations were 

compared and summariz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nd suggestions on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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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俄两岸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进一步丰富，

入境旅客携带以盈利为目的食品入境现象日益增多，

旅客携带的进境食品呈现出品种杂、批次多、数量少

的特点。由于俄罗斯属于口蹄疫、禽流感等疫病的多

发区[1]，入境旅客携带的食品有可能造成疫情传入，

严重威胁着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和农牧畜业生产安

全。而检验检疫部门目前无法实现对境外企业进行注

册、备案等监管措施，无法做到从原材料、半成品到

成品的溯源管理，造成了监管上的缺失。在此背景下，

本文拟对中俄口岸入境旅客携带食品的种类及存在

风险进行分析，进而提出降低边境口岸入境旅客携带

食品存在风险的措施。 

1  入境旅客携带食品种类 

中俄两国人民在文化领域和生活方面不断深入，

很多俄罗斯的特色食品，如巧克力、糖果、咖啡、奶

酥、辣椒酱、啤酒、果汁、饼干等广受中国消费者青

睐，入俄游客也喜欢购买特色食品赠给亲朋好友，与

此同时入境旅客携带以盈利为目的的食品入境的现

象也日益增多。 

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中俄主要的各口岸辖区内食

品携带数量较大有巧克力、咖啡、酒类和糖果类等食

品(表 1)。入境后只有绥芬河及黑河等口岸检验检疫

部门对进境携带食品按照监测计划进行了实验室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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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俄口岸各辖区旅客携带入境食品情况调研 
Table 1  Investigation on the situation of tourists carrying food in each jurisdiction of port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辖区 食品种类 携带数量较大 

绥芬河 奶粉、南韩饼、巧克力、饮料、鱼类罐头、矿泉水、面粉、酒 奶粉、巧克力、饮料、鱼类罐头 

黑河 巧克力、糖果、咖啡、奶酥、辣椒酱、啤酒、果汁、饼干 巧克力、糖果、咖啡、辣椒酱 

抚远 巧克力、糖果、咖啡、酒类、面粉 咖啡、巧克力、酒类 

东宁 巧克力、酒类、面粉、咖啡 巧克力、咖啡、酒类 

 
样检测，而对食品进境后的流向没有继续跟踪，造成

对食品入境后的潜在风险没有有效控制。 

2  入境旅客携带食品存在的问题 

据各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反映，很多商贩以巨

大的市场需求为契机，雇佣多人多次出入口岸并携带

大量食品入境销售，也就是俗称的“蚂蚁搬家”。据笔

者所在口岸人员不完全统计，每年从口岸携带的入境

销售食品大概有近千吨，部分商品从境外的批发市场

甚至可能是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由于这些食品未经

备案和登记，是否来自正规注册厂家，或是否存在冒

用注册厂的商标现象都不得而知，这使入境食品存在

风险进一步加大。 

同时，近年来俄罗斯市场上销售含转基因成分的

食品有所增加，且俄罗斯民众对进口食品依赖性较

大，长期进口大量食品。在俄罗斯进口过程中有 1/10

的鱼和鱼产品以及一半的水果和浆果均为转基因产

品[2, 3]。一旦我国进境旅客携带此类商品，可能会对

我国农畜牧业以及人民群众的健康产生不可估量的

危害。 

笔者所在的黑河检验检疫局生物技术中心生物

实验室对进境水果糖进行微生物检测时发现，该种水

果糖菌落总数超出国家标准《GB9678.1-2003》限量

的 3 倍以上。食品所含菌落总数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

可反映出食品质量的优劣，若缺乏对入境食品有效的

监管机制，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3  中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和法律监管体系

的对比 

通过对俄罗斯食品安全相关的标准体系和监管

体系进行分析，有针对性地对我国相关的标准和体系

提出改进，制定相应的旅客入境携带食品管理措施，

对促进中俄贸易的顺利发展、降低我国进境食品中存

在的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3.1  中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对比分析 

俄罗斯的食品检测标准采用 USSR 标准体系(也

称 GOST)，它也是被俄罗斯各州内部广泛承认和使

用的标准体系。据俄罗斯农业科学院统计，在食品领

域目前共有近 900 个俄罗斯国家标准和独联体跨国

标准，大约 300 个行业标准和 3000 多个技术条件[2]。

通过作者所在课题组查阅俄罗斯大部分标准发现，该

体系相对于我国标准体系较为完善和成熟，但由于实

施年限久，其中许多标准的内容亟须根据国际标准进

行修订和协调。而我国的标准体系是由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和国家标准共同组成，食品安全标准体系还不

成熟，水平还比较低，有待于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 

在双方标准体系都存在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旅客

携带食品进境，将会存在潜在的巨大风险。 

3.2  中俄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问题分析 

2003 年 3 月，俄罗斯建立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和

公益监督局，使国家的食品安全得到了有力的保   

障[4]。近年，俄罗斯食品安全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

俄罗斯国家实验室不断在本国产品中检出了大肠杆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及酸度超标，以及发现食品中某

些成分不符合质量要求。因此食源性疾病、食品中新

生物和化学污染物的存在、转基因食品等带来的新问

题，都是威胁俄罗斯食品安全的重要因素[5]。 

2003 年和 2009 年调查研究分别发现俄罗斯在食

品市场监管整治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食品卫生检验检测不规范；二是在食品安全监管

方面，食品成分超标检测技术以及食品中农药残留检

测技术等相关的检测技术还欠缺；三是食品卫生安全

标准数量低于国际标准。同时还存在执法不力、执法

监控机制需要完善、技术手段缺乏以及检验手段落

后、民间团体和新闻媒体监督力度不足等问题[6, 7]。 

中国旅客携带入境食品相关法律存在着不确定

性，各相关法规之间没有做到有机衔接，这就给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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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人以可乘之机[8]。 

检疫方面规定：根据《动植物检疫法》制定的《出

入境人员携带物检疫管理办法》(总局令第 56 号)、《禁

止携带邮寄进境动植物及其产品名录》(农业部公告

第 1712 号)等文件对旅客携带入境物品做出了规定。

1712 号公告中，禁止携带入境的食品包括肉类及其

制品、水生动物产品、奶类(生奶、鲜奶、酸奶，动

物源性的奶油、黄油、奶酪等)、新鲜水果蔬菜等。 

检验方面规定：2006 年，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

《关于加强对旅客携带入境食品管理的公告》(总局

公告 2006 年第 18 号)，要求经常进出境的边境居民、

短期旅客，其随身携带食品以旅途必须应用为限，每

日每种限 1 箱。超出限量的，视为贸易行为。 

国家质检总局《边境贸易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办

法(试行)》和海关总署第 56 号令《边民互市贸易管

理办法》中对边民互市贸易的定义是指边境地区边民

在我国陆路边境二十公里以内，经政府批准的开放点

或指定的集市上、在不超过规定的金额或数量范围内

进行的商品交换活动。对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原则

上仅实施现场检疫和查验，对检验检疫高风险的边民

互市贸易进口商品，可视情况实施实验室监督抽查。 

4  降低入境旅客携带食品风险措施 

4.1  完善相关法规、规章体系建设 

检验检疫部门应该对相关法规、规章的具体条款

进行全面梳理和评估，完善和修改衔接不顺、实施不

便的根本问题，如针对海运口岸、航空口岸及陆路口

岸等不同情况制定有差别的工作程序。因为陆路口岸

每日参贸人员数量比较庞大，在管理上存在着难度。 

4.2  加大对入境旅客携带食品的监管力度 

备案管理：对长期从事携带食品的入境人员进行

备案管理。申报管理：携带人应向口岸出入境检验检

疫机构如实申报携带入境食品的品名、数量、金额、

国别等信息。按照食品目录制定风险监控计划。 

4.3  及时更新入境旅客携带食品风险信息,调整

相应规范 
做好俄罗斯方面相关食品安全信息的收集工作，

关注由国内权威机构发布的关于俄方的各种通报、预

警以及各类违法案件信息，不同对俄口岸之间及时互

通入境旅客携带食品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发布给相关

口岸，提高所有对俄口岸入境食品相关信息的时效

性，将这些有效措施应用到口岸进出食品的监管中，

提升工作质量，有效防止不合格产品进境。 

4.4  加强对进口食品市场的规范 

有针对性地开展口岸入境检测和后续市场监督

抽查，对进境食品的销售、储存严格按标准要求进

行监督管理，从而使进口食品市场流通领域逐步得

到规范，避免进境食品的二次污染，降低以食品为

转载传入动植物疫病或对消费者健康构成的潜在风

险。且在针对市场检查过程中发现有问题的食品应及

时禁止该种食品在入境旅客中的携带,阻断风险来源,

进一步整治市场秩序 ,将入境食品带来的风险降到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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