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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食品安全检验监管要求、问题与建议 

程永刚, 岳振峰*, 窦  媛, 梁淑雯, 俞  坤, 王丙涛 

(深圳海关食品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深圳  518045) 

摘  要: 我国进口食品种类和数量的不断增加, 加剧了进口食品安全监管的复杂性。我国进口食品安全监管

要求日益完善, 目前的监管要求主要有:进出口商备案、检疫审批及准入、境外生产企业注册、提供相关证书

以及依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检验等。但在实际监管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包括伪报食品属性逃避特殊监管要求、

食品配料信息不准确增加监管风险、预包装食品标签检验与监管衔接不畅增加监管风险、标准体系不完善等, 

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以期对进口食品检验监管有所帮助, 促进进口食品健康发展, 

保障进口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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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vision requirements,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for safety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of imported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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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zhen Customs Food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Technology Center, Shenzhen 518045, China) 

ABSTRACT: The increasing variety and quantity of imported food in China aggravates the complexity of the 

imported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China’s imported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requirement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erfect. At present, the main supervision requirements include filing of importers and exporters, quarantine 

approval and market access, registration of overseas production enterprises, provision of relevant certificates and 

inspection according to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actual 

supervision, including false report food to evade special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the increase of regulatory risk 

due to inaccurate information of food ingredients, the increase of regulatory risk due to poor connection between 

pre-packaged food label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and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standard 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d these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in order to help th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of imported foo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mported food and ensure the safety of imported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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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 人们追求美好生活

的需要越来越高, 对于食品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高, 这使

得进口食品需求量逐年增加。2013~2019 年, 我国进口加

工食品贸易稳中有升, 从 2013 年 61.9 万批、178.4 亿美元

增加到 2019 年 112.4 万批、271.0 亿美元, 从 179 个国家或

地区进口加工食品合计 1459.4 亿美元, 主要来源地为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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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新西兰、东盟、澳大利亚、美国等。如何保证进口食

品安全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点之一。本文就我国进口食品安

全检验监管工作的现状进行分析探讨, 以期促使我国进口

食品安全检验监管工作进一步完善和提升, 更好的保障进

口食品安全。 

2  进口食品检验监管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1]第九十二条, 规定

进口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应当符合我国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进口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应当经出入境

检验检疫机构依照进出口商品检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检验合格。进口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应当按照国家出

入境检验检疫部门的要求随附合格证明材料。我国目前针

对进口食品检验监管要求主要包括进出口商备案、检疫审

批及准入、企业注册、证单要求以及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进行检验等。 

2.1  进出口商备案 

根据原国家质检总局《关于发布(进口食品进出口商

备案管理规定)及(食品进口记录和销售记录管理规定)的

公告》(2012 年第 55 号)[2]的规定, 所有进口食品收发货人

进口前应办理备案, 并在进口食品化妆品进出口商备案系

统中取得备案号, 进口申报时应注明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名

称及备案编号。 

2.2  检疫审批及准入 

进口食品应符合我国法律法规的要求,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3]《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

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4]《进出口水产品检验检疫监

督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43 号)[5]《进出口肉类产品检

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43 号)[6]《进出口食

品安全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43 号)[7]《进出口乳品检

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43号)[8]等文件要求, 

需要对肉类及其产品(含脏器、肠衣, 不包括熟制肉类产

品)、鲜蛋类(含食用鲜乌龟蛋、食用甲鱼蛋)、乳品(包括生

乳、生乳制品、巴氏杀菌乳、巴氏杀菌工艺生产的调制乳)、

水产品(包括两栖类、爬行类、水生哺乳类动物及其他养殖

水产品及其非熟制加工品、日本输华水产品等)、可食用骨

蹄脚及其产品、动物源性中药材、燕窝等动物源性食品; 杂

豆、杂粮、茄科类蔬菜、植物源性中药材等具有疫情疫病

传播风险的植物源性食品实施检疫审批制度。进口实施检

疫许审批管理的收货人应当在签订贸易合同前取得进境动

植物检疫许可证, 如进口日本产某品牌蟹柳味鱼肉棒, 必

须事先取得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进境准入要求肉类、

水产品、乳制品、燕窝、肠衣、植物源性食品、中药材、

蜂产品等应符合海关总署公布的“符合评估审查要求及有

传统贸易的国家或地区输华食品目录”[9], 如进口燕窝仅限

于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 干的去壳或未去壳的开

心果仅限澳大利亚、吉尔吉斯斯坦、美国、日本、泰国、

土耳其、伊朗和越南。 

2.3  境外生产企业注册 

根据《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10], 海

关总署制定了《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实施目录》, 

目录内食品的境外生产企业 , 应当获得注册后 , 其产品

方可进口。目前需要注册的食品类别为肉类、水产品、

乳品、燕窝。如进口马来西亚燕窝, 目前马来西亚已在我

国注册燕窝加工企业共 35 家, 具体名单可在海关总署网

站查询[11]。 

对于进口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

儿配方乳粉应分别按照《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 

法》[12]《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管理办法》[13]《婴

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14]进行注册, 进口

前需分别取得“国食健注 J”、“国食注字 YP”或“国食注字

TY”注册号。 

2.4  证单要求 

针对相关类别的进口食品, 要求进口食品收货人或

者代理商报关时提供相关的证书或者证明材料, 包括(一)

按规定需提供的相关官方证书的动物源性和植物源性食品

如肉类罐头、小麦粉等, 应提供输出国家或地区官方的检

疫证书或卫生证书原件[3–8]; (二)按规定需提供原产地证明

的如酒类、橄榄油等, 应提供原产地证明; (三)列入实施标

识管理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的进境转基因加工食品如大

豆油、玉米油、油菜籽油、番茄酱等, 应提供是否含有转

基因的相关证明材料; 申报为转基因产品的, 应提供《农

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或者相关批准文件)、《农业转基

因生物标识审查认可批准文件》和转基因标识[15,16]; (四)

进口的预包装食品, 应提供标签检验有关资料: 合格证明

材料、标签原件和翻译件、中文标签样张及其他证明材  

料[17]; (五)提交上一批次食品的进口和销售记录[2]; (六)其

它单证(包括按规定或有关风险预警通报、海关总署发布不

良记录管理措施等需要提供的检测报告或合格证明材料; 

按照海关总署有关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要求提供的合格证明

材料)等。 

2.5  检验要求 

进口食品应按照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进行检验 , 

常用检验标准主要有 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18]、GB 14880-2012《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19]、GB 2761-2017《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20]、GB 2762-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21]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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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3-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 

量》[22]以及 GB 29921-201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

病菌限量》 [23]等 , 涉及食品标签的通用标准主要有 GB 

7718-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24]、

GB 2805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

通则》[25]、GB 13432-201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

殊膳食用食品标签》[26]等。另外, 部分产品标准和其他通

用标准也对食品有相关技术要求, 包括感官要求、理化指

标、微生物限量等, 如 GB 2717-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油》[27]、GB 2719-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醋》[28]、

GB 19299-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果冻》 [29]、GB 

17401-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膨化食品》 [30]、GB 

2757-20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  [31]

和 GB 2758-20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酒及其配制 

酒》[32]、GB 10136-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

制品》[33]、GB 19295-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面米

制品》[34]、GB 7101-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35]

等。对于进口新食品原料和尚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1]第九十三条规定, 进口

新食品原料和尚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品, 应依法符合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相应的公告或要求, 检验按照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决定暂予适用的标准进行。 

3  进口食品检验监管常见问题及分析 

3.1  伪报食品属性逃避监管要求 

将有特殊监管要求的产品申报为无特殊监管要求的

产品的问题较为常见。例如 GB 25191-2010《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调制乳》[36]规定, 调制乳是以不低于 80%的生牛

(羊)乳或复原乳为主要原料, 添加其他原料或食品添加剂

或营养强化剂, 采用适当的杀菌或灭菌等工艺制成的液体

产品; GB/T 21732-2008《含乳饮料》 [37]规定含乳饮料是

以乳或乳制品为原料, 加入水及适量辅料经配制或发酵而

成的饮料制品。调制乳与含乳饮料区别仅在于是否使用

80%的生牛(羊)乳或复原乳为原料, 调制乳规定蛋白质含

量不低于 2.3 g/100 g, 含乳饮料蛋白质含量没有强制性国

家标准对其进行要求。调制乳有严格监管要求, 需签订双

边议定书、境外生产企业注册、提供输华乳制品卫生证书

等[8], 而含乳饮料提供简单的贸易单证就可以进口。近年

来, 将调制乳伪报为“含乳饮料”, 以虚假申报方式逃避进

口乳制品准入监管屡见不鲜, 部分申报的“含乳饮料”蛋白

质大于 2.3 g/100 g, 甚至蛋白质含量超过 3.0 g/100 g, 蛋白

质含量已经超过 GB 25190-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灭菌

乳》[38]灭菌乳蛋白质不低于 2.9 g/100 g 的规定。调制乳与

含乳饮料类似, 仅凭感官和标签检验很难进行区分, 需结

合产品原料的成分比例、工艺流程及有关食品安全标准要

求等进行综合判定。 

常见逃避检疫监管的还有坚果与籽类食品。GB 

1930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39]中规

定, 生干坚果与籽类食品是指经过清洗、筛选、或去壳、

或干燥等处理, 未经熟制工艺加工的坚果与籽类食品; 熟

制坚果与籽类食品是指以坚果、籽类或其籽仁为主要原料, 

添加或不添加辅料, 经烘炒、油炸、蒸煮或其他等熟制加

工工艺制成的食品。干坚果属于植物源性食品, 需要提供

植物检疫证书且要符合海关总署公布的“符合评估审查要

求及有传统贸易的国家或地区输华食品目录”[9], 部分国家

的产品还需要生产企业注册; 熟制坚果与籽类产品仅需要

一般单证即可进口。标准所定义的熟制在监管中难以界定, 

生熟并没有相对明确的区分依据, 近年来, 将生坚果籽类

伪报为熟制坚果逃避检疫监管要求的情况司空见惯, 生坚

果籽类存在较高的传播检疫性有害生物风险, 会对我国农

业生态带来危害。 

伪报食品属性还可以规避标准规定。食品添加剂必须

严格按照GB 2760-2014规定的使用范围和使用量, 才能保

证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安全, 把某一种产品属性伪报为另一

种产品属性就可以规避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 会增加食

品安全监管风险。比如, 油橄榄是木犀科齐墩果属的油料

作物, 产地主要集中在地中海沿岸国家, 如西班牙、意大

利等; 橄榄为橄榄科橄榄属乔木植物, 原产中国南方、日

本及马来半岛一带。目前进口自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腌

渍橄榄罐头其原料均为油橄榄, 且腌渍橄榄罐头与腌渍油

橄榄罐头在海关的 HS 编码也不同, 部分油橄榄罐头中添

加的食品添加剂葡萄糖酸亚铁按照 GB 2760-2014, 只可用

于腌渍的蔬菜(仅限橄榄)[18], 腌渍油橄榄罐头并不能使用

该食品添加剂; 进口的西式糕点“马卡龙”, 部分产品会使

用着色剂对产品进行着色, 但糕点可以使用的着色剂非常

有限, 如亮蓝禁止用于糕点, 因此部分进口商将“马卡龙”

申报为糖果, 糖果类产品着色剂使用范围非常广, 几乎所

有着色剂都可以在糖果中使用[18]。伪报食品真实属性, 会

导致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产品蒙混过关, 可能会对公

众的食品安全带来隐患。 

这类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 违法成本低和进口

商法律意识不强让一些进口商公然违法法律法规。进口食

品不但涉及到食品安全, 一些动植物源性食品还涉及到动

植物安全, 必须高度重视, 对不诚信的企业要列入失信名

单 , 提高相应的查验比例, 同时制定或修订相应的法律

法规, 增大处罚力度, 提高违法成本。 

3.2  食品配料信息不准确增加监管风险 

食品配料信息是确定食品属性的重要基础也是确定

监管的重要依据, 原标签食品配料缺失或未能详尽列出以

及不能准确翻译, 都会增加监管风险和漏洞。国外部分产



第 21 期 程永刚, 等: 进口食品安全检验监管要求、问题与建议 8115 
 
 
 
 
 

 

品大多数配料不详尽或无配料信息, 也有个别进口商或代

理商制作中文标签时, 故意忽略对不能使用的新食品原料

或者超范围使用的食品添加剂进行翻译, 也不在中文标签

中标示, 这种单靠企业提供的配料信息难以确定配料的真

实性准确性, 从而无法确定产品真实属性以及无法核实配

料是否符合准入要求等。此外, 一些特殊监管要求也要通

过配料信息才能明确, 如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产含肉、含

蛋月饼, 必须清晰知道配料含肉或含蛋才能确定需要提供

《动物制食品卫生证书》, 再比如对配料含有海关总署公

布的“禁止从动物疫病流行国家地区输入的动物及其产品

一览表” [40]成分的食品应禁止进口, 像泰国目前属于口蹄

疫疫区, 禁止偶蹄动物及其产品入境, 如果配料表不列出

配料含有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就无法核实和判断, 相关不

准入境的产品就会堂而皇之进入国门, 可能造成严重的食

品安全问题。 

这类问题的原因在于, 配料表缺失或不详尽, 一是由

于国内外法律不同, 像进口酒类国外产品一般没有详尽的

配料表, 另一方面部分企业故意为之, 将不能使用的配料

不进行标识。为了保障进口食品安全, 可以考虑增加相应

的要求, 包括标签检验不合格不允许技术整改, 标签配料

信息不完整而被检出违规添加的增大处罚力度。 

3.3  预包装食品标签检验与监管衔接不畅增加监管

风险 

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 海关总署取消首次进口预包

装食品标签备案要求, 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作为食品检验

项目之一, 由海关依照食品安全和进出口商品检验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检验[17]。标签检验分为 2 部分, 口岸监

管现场检验和技术中心实验室检验。口岸负责准入、技术中

心负责按照预包装食品标签的有关标准进行检验。口岸监管

部门根据技术中心的检验结果进行综合判定, 如果衔接不

畅会导致监管缺位, 如前文提到的调制乳与含乳饮料问题, 

调制乳申报为含乳饮料, 预包装食品标签检验按照申报的

含乳饮料进行检验是完全符合标准规定的; 再比如进口泰

国猪肉松饼(膨化食品), 泰国属于口蹄疫[40]疫区, 含有猪肉

产品禁止进口, 如果口岸监管部门不对产品准入进行风险

管理仅依照技术中心出具的标签检验未见异常的报告放行, 

将导致未获准入的产品蒙混过关。 

这类问题的原因在于, 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检验模

式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开始调整, 目前还处于磨合期, 相

关的配套和管理制度还不健全, 进口食品标签检验不但涉

及标签检验本身, 还涉及准入, 口岸监管部门和技术中心

必须相互协调、配合, 有机统一。 

3.4  标准不完善增加监管风险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是进口食品检验的重要依据, 当

前我国的进口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尚未完善。《食品安全法》
[1]明确规定未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 可以制定食品安

全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 但这些对进口食品都不适用; 对

于进口食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通用标准或者产品标准

已经涵盖的食品、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告或审批的食品、由

已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各种原料混合而成的预混食品, 

以及其他不属于进口尚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情形都不属

于无标准食品, 都可以申报进口。对进口食品检验并不适

用, 该产品只能按照食品安全标准的通用标准进行检验。 

进口食品必须按照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进行检验，

但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起步晚，另外国外一些新产品和

新工艺的产品在国内并无生产销售，在国内没有制定相关

方面标准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随着进口食品的规模不断扩

大，在市场的占有比重不断提高，标准制定上必须与国际

接轨，做到高瞻远瞩。 

4  改进建议 

4.1  落实进口商主体责任, 加大违法行为处罚力度, 

促进企业诚信申报 

伪报食品属性逃避监管要求、不如实标识产品配料信

息, 违法成本低, 加上进口商法律意识不强, 使一些进口

商公然违法法律法规。为进一步落实进口商主体责任, 提

高海关监管效力, 首先需要明确进口商主体责任。根据《食

品安全法》[1]第九十四条规定“, 境外出口商、境外生产企

业应当保证向我国出口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

品符合本法以及我国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 并对标签、说明书的内容负责。

进口商应当建立境外出口商、境外生产企业审核制度, 重

点审核前款规定的内容, 审核不合格的, 不得进口”。二是

加大海关监管力度。海关总署发布的《关于进出口预包装

食品标签检验监督管理有关事宜的公告》(2019 年第 70

号)[17]对进口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对进口预包装食品标

签被抽中现场查验或实验室检验的, 进口商应当向海关人

员提交其合格证明材料、进口预包装食品的标签原件和翻

译件、中文标签样张及其他证明材料。海关收到有关部门

通报、消费者举报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涉嫌违反有关规定

的, 应当进行核实, 一经确认, 依法进行处置。三是促进企

业诚信申报。进口商对境外供应商应严格进行合格验证, 

确保其供应商的质量体系、产品管控满足我国要求[41]。监

管部门应建立企业主体责任评价体系, 落实分级分类监管, 

对认真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及诚信企业在进口食品通关方面

实施便利化措施, 对不诚信及落实主体责任不到位的企业

加严监管, 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的, 从严从重处罚。通过差

异化管理, 迫使企业不断提升管理能力和水平, 促进进口

企业诚信申报, 自主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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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加快信息化管理体系的建设, 完善进口食品风

险管理体系 

信息化管理是构建进口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现代化的

重要手段,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 应全方位收集进口食品

数据, 并在对进口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信用风险评估的基

础上, 整合资源完善风险预警、分级分类管理、不良记录

企业管理、溯源管理等, 实现风险信息与业务流程的有机

衔接, 实时数据互通、信息共享, 提高监管的有效性[44], 对

进口食品检验实行全程信息化管理, 杜绝在检验任何环节

弄虚作假。对伪报食品属性逃避监管要求、不如实标识产

品配料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应全部录入信息化管理系统。

完善进口食品安全风险管理体系, 应当从完善进口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体系相关法律法规的角度出发, 制定相应的法

律法规, 对与进口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相关的过程进行详尽

的规定[45]。一方面使得我国进口食品安全风险管理有法可

依, 另一方面可以提高风险信息搜寻的覆盖度、风险评估

的科学性和紧急情况处理的稳妥性[46]。 

4.3  建立高水平进口食品安全监管队伍, 检验监管

有机统一 

“打铁还需自身硬”, 必须持续加强进口食品监管队伍

自身建设, 不断学习进口食品检验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及标

准, 同时针对进口食品各国的生产技术水平不同、产品标

准要求不同, 进口食品类别千奇百怪, 经常涌现出一些新

的产品, 监管者也应加大对国外标准学习研究, 比较各国

法规标准差异, 才能监管到位。打造一支高水平的进口食

品检验监管队伍, 才能提高监管的敏锐性和准确性, 提升

整体进口食品安全检验监管水平, 为实现进口食品安全治

理现代化提供有力技术保障。对于相关业务分散由多个部

门执行的队伍, 需要明确职责和建立统一的协调机制, 防

止监管缺位, 堵塞监管漏洞, 提升监管水平[47]。 

4.4  完善标准体系, 保障检验的针对性和准确性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是进口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依据, 

完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是全面保障进口食品安全的前提。

进口食品检验监管主要以食品类别制定相应的监管条件, 

需制定完善的食品分类标准, 使产品类别定义要容易区分

和便于监管, 比如调制乳与含乳饮料、燕窝饮品与含燕窝

产品, 水产调味品和含水产的调味品等。同时, 要完善产

品的安全标准, 保证检验的完整性, 才能更好地保障食品

安全。 

5  结  论 

 经过多年努力, 进口食品检验监管部门构建了“进口

前、进口时、进口后”各个环节的进口食品安全全过程管理

体系。本文对进口食品检验监管方面存在伪报食品属性逃

避特殊监管要求、食品配料信息不准确增加监管风险、预

包装食品标签检验与监管衔接不畅增加监管风险、标准体

系不完善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整改建议, 对于进口

食品检验监管有所帮助, 有助于促进进口食品健康发展, 

保障进口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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