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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分析 

边红彪*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北京  100191) 

摘  要: 中印两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 同为金砖国家成员, 两国关系是极为重要的双边关系, 一直牵动着

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格局, 备受世界关注。印度多年来是我国在南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拥有 13.5 亿

人口, 是世界最大食品生产国和消费国, 蕴藏巨大食品贸易潜力, 应该受到出口食品国家重视。本文分析了印

度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法律法规体系、标准体系、食品安全监管、贸易信息等。为社会了解印度食品安全监

管体系、推动国际食品贸易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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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system in In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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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and India, as emerging economies and members of BRICs countries,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bilateral relations, which have always affect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of Asia and even the world, and 

have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India has been Chin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in South Asia for many years. With 

a population of 1.35 billion, India is the world's largest food producer and consumer, with huge food trade potential, 

which should be valued by food exporting countries. This paper analyzed India's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system, laws 

and regulations system, standard system,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trade information, etc. It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ociety to understand the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system of India and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food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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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同为新兴经济体国家, 中印关系一直备受世界关注, 
甚至可以说是仅次于中美关系的重要双边关系。就两国

贸易关系而言, 印度是中国在南亚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 
据印度商业信息统计署与印度商务部统计, 2017 年印度

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 845.4 亿美元, 增长 21.4%。

其中, 印度对中国出口 124.8 亿美元, 增长 39.3%; 印度

自中国进口 720.5 亿美元, 增长 18.7%。印度与中国的贸

易逆差 595.7 亿美元。2019 年, 中印贸易额就达 6395.2
亿人民币[1], 折合成美元就接近 1000 亿美元大关。印度

拥有 13.5 亿[2]人口的食品消费市场, 巨大的食品消费量

也备受关注。 
然而在以往的研究报道中对印度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和贸易情况的介绍相对较少。这一情况不能充分满足有关

国家开展贸易的需求, 也不能满足社会和企业充分了解印

度食品安全监管体系需求。 
本文从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和职责、食品法律法规、食

品标准、食品监管、食品贸易信息的视角, 系统分析了印

度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梳理了印度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特

点, 以期为我国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各界全面系统地了

解印度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提供参考依据。 



第 1 期 边红彪: 印度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分析 347 
 
 
 
 
 

 

1  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和职责 

在新的《食品安全和标准法》出台前, 印度的食品管

理理念尚处在防止假冒伪劣食品层面。食品安全理念尚未

确立, 食品监管由政府指定的几个部门负责。这几个具体

承担部门是农产品加工业部、消费者事业部、农业部, 职
责分工无法覆盖整个食物链。多部门监管体现出政出多头, 
协调对接难度大, 出现问题责任难以落实等问题。 

21 世纪初叶, 印度国内食品事故频现, 如毒可乐事

件、苏丹红事件、农药污染问题等。为解决国内食品安

全问题, 印度政府考虑引入先进食品安全理念和食品标

准加以解决。同时借鉴国际上食品安全监管的经验, 尝试

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为实现这一目标, 印度将

这些理念写入新的《食品安全和标准法》(2006)[3]中。应

该说印度的这一做法得到了法律的支撑。在印度《食品

安全和标准法》中就明确了食品安全理念, 明确统一监管

食品安全并规定了监管机构的职责。印度新成立的食品

安全管理机构印度食品安全和标准局(Food Safety and 
Standards Authority of India, FSSAI)[4]就是在这一法律支

撑下诞生的。这一新的食品法律的制定, 意味着使印度的

食品监管理念由以往的管理假冒伪劣食品上升到“食品安

全”的高度。 
除设立统一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外, 印度理顺了中

央部门和地方政府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责。具体说, 印度的

食品安全监管分为 2 个层级, 一个是中央层级, 即由食品

安全和标准局统一负责食品安全。如此可以有效避免多部

门监管带来的政出多头和难以协调问题。另一个层级是地

方层面的食品安全监管, 具体由食品安全干事(officer)、食

品安全特派员(designated officer)以及食品安全高级官员

(commissioner)负责执行。形成了统一监管、层次清晰、依

法有序监管食品安全的特点。 
中央层面, 食品安全和标准局在人员构成方面考虑

到了广泛的代表性, 构成不仅包括政府官员, 而且包括食

品科学家、技术标准专家、食品工业界、消费者、农民和

零售业者代表。在管理方面能听取食品相关各方面的意见。

有利于食品在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储存销售、食品进口

的科学监管。该局拥有制定食品标准、食品标签规定、食

品规章和实施法律和对食品进行认证的权力。基于食品风

险评估理念, 对食品进行风险分析和风险监测, 实施风险

交流, 对上市食品进行监管, 对不合格食品进行召回和对

企业实施处罚。同时可以监管进口食品和转基因食品, 并
对食品从业者进行培训和普及食品安全知识[4]。 

印度食品安全监管的另一个层级是地方层面设立的

食品安全监管。食品安全办事员和食品安全特派员由食

品安全高级官员任命。食品安全办事员的职责是调查食

品企业是否遵守印度《食品安全和标准法》。具体分工是, 

食品安全特派员负责食品从业者的注册、颁发和吊销执

照 , 并根据需要向食品从业者下达整改通知; 食品安全

干事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抽样送检、进入食品生产和经营

场所进行调查。 
鉴于食品安全事件频发, 且情况复杂。印度政府已根

据案情需要设立专门的食品安全上诉法庭[5]。中央政府或

州政府决定法官的资格、任命, 法庭的程序和权利, 法庭

审理案件不受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程序的约束, 但需受《食

品安全和标准法》的约束。食品安全上诉法庭的设立为解

决国内食品纠纷, 专业性处理食品违法事件, 维护食品安

全起到了重要的法律支撑作用。 

2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印度在食品的立法方面起步较早。早在 1954 年和

1955 年, 印度就分别制定了《1954 年防止假冒伪劣食品法

案》、《1955 年防止假冒伪劣食品法案规则》。这 2 部法规

对当时印度打击假冒、伪劣食品, 以及食品商标欺诈的行

为提供了法律保障。 
这 2 部代表性法律同样适用于印度本国和进口食品。

在食品加工、食品分配、食品色素应用、防腐剂使用、农

药残留、食品包装盒标签和销售原则方面都做出了详细规

定。该法由印度政府所属的卫生家庭福利部[6]综合卫生服

务局强制执行, 其职能类似于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但面对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叶国内食品问题的压力, 
以往打击假冒伪劣食品管理理念, 显然不能适应新形势下

的食品安全监管要求。鉴于此, 印度摒弃以往打击假冒伪

劣食品理念, 将食品提升至安全理念。其代表性事件即是

制定《食品安全和标准法》。2006 年, 印度就启动了立法

改革。譬如, 印度在废止《反食品掺杂法》等 8 部旧的食

品法律的同时, 于 2006 年 8 月 24 日正式公布了《食品安

全和标准法》(2006), 确立了这部食品法律在印度食品安全

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同时, 对一些法律法规进行了修

订 , 努力补充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中的缺陷 , 使之更加完

善。譬如印度对 1992 年《婴儿奶粉替代品、奶瓶和婴儿食

品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修订。其他涉及食品安全的

法规包括: 《果实产品规则》《1954 年防止假冒伪劣食品

法案》《1955 年防止假冒伪劣食品法案规则》《1955 年水

果产品指令》《1992 年食品产品指令》《1992 年奶及奶制品

指令》《2003 年植物检疫指令》[7]等。 
其中, 《食品安全和标准法》共 12 章 101 条, 规范了

印度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职责, 各级政府或部门制定相关

规章制度的权限, 以及制定临时食品标准的要求。另外, 
对有关规章制度和食品标准在起草、评价和修订时, 需按

照独立、公开、透明的要求实施, 要求对食品进行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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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和风险交流, 并通过相关机构(包括各层次的村

委会)进行协商, 确保开放和透明的公众商议。2011 年, 印
度制定了食品安全标准实施细则(2011)[8], 成为执行食品

安全标准的指南。 
新时期印度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立法的步骤是, 集中

制定食品安全的核心主法, 并及时制定了一些食品安全法

律法规体系的配套法律 , 这些配套法律包括 ; 《杀虫剂 
法》[9]《粗劣食品防止法》《外国贸易管理法》《畜牧进

口法案》[10]《重量及尺寸标准法》《农产品等级标识法》

等。努力补充和完善主法无法覆盖的领域, 构建具有印度

特色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印度重视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构建, 并逐步向体系

化发展。印度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是由一部食品核心

法及涉及食品安全的数部法律, 近 20 条食品法规或指令

构成。它的建立是在不断整合以往食品法律基础上, 废弃

旧的食品法律制定新法律而形成的。 

3  食品安全标准 

印度食品安全和标准管理局(FSSAI)负责制定食品安

全标准、食品质量标准、食品监管规则。印度 FSSAI 的工

作程序是, 各机构先进行提议, 然后落实相关事宜, 如审

议程序、各部门的权利、上诉程序、决议程序等。工作内

容主要是协助发布一些与人类日常食品消费有关的标准与

指南, 制订或修改紧迫性的食品安全或公共卫生相关的法

规; 协助发布有关添加剂、污染物、有毒物质、重金属、

农药兽药残留限量规定; 协助确定生产和贴标的程序和方

式; 协助发布食品召回程序的条件和准则。 
按照上述的标准发布计划, 譬如, 印度发布了最新

的污染物、有害物质和其他化学污染物限量标准[10], 该标

准已于 2011 年 8 月 5 日生效。标准对特定食品中重金属

污染物: 铅、铜、砷、锡、锌、镉、汞、甲基汞、铬、镍

的残留限量做了规定; 对生物毒素: 黄曲霉毒素、黄曲霉

毒素 M1、棒曲霉素、赭曲霉毒素 A 的限量做了规定; 对
化学污染物: 琼脂酸、氢氰酸、金丝桃素、藏红花的限量

做了规定。这些控制食品重金属污染物、生物毒素和其

他化学污染物限量标准的发布, 对控制食品安全具有具

体指南作用。 

4  食品安全监管措施 

印度对食品安全实行年度抽查计划, 包括定期抽查、

不定期检查及突击检查。具体履行部门是印度食品安全和

标准局。地方层面的食品安全检查工作由食品安全干事、

食品安全特派员执行, 能够有效开展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印度规定, 向印度出口食品必须符合《食品安全和标

准法》、《食品安全标准实施细则》制定的食品生产、销售、

和进出口的有关规定。从事食品生产、加工、制造以及进

出口从业者, 必须遵守食品安全标准和管理局的规定[11]。 
印度虽然是食品生产大国, 但对食品的进口也有较

大需求。鉴于此, 该国对进出口食品监管做出了一些规定。

譬如, 向印度出口食品需要注意这些情况。首先注意印度

进出口业者注册制度, 从业者必须在出口前向印度商工 
部[11](Directorate General of Foreign Trade, DGFT)[12]申请

进出口企业编号(Import Export Code, IEC)。目前, 印度暂

不要求出口国家针对加工食品提供出口证明。 
所有进口食品在向进口业者交货前, 需要接受 FSSAI

的检查并确认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否则不允许进境。

进口检查按照 FSS 规定的要求实施, 并在印度口岸实施检

查。通常食品安全检查由 FSSAI 的检查官实施, 对货物抽

检 5%~20%[13], 最终检查官要对商品的标签标识进行检查, 
确认无质量问题后方允许交货。如口岸没有检查官, 则由

海关官员替代取样并送检至指定的检疫所, 检查结果无违

法情况时方可放行。 
印度根据《外国贸易管理法》(1992)[14]的规定, 制定

了禁止进口商品清单[5], 从业者必须特别关注这一清单。

进口加工食品时, 譬如印度限制奶粉和奶制品的进口, 出
口业者需事前了解清楚这一情况。此外印度没有限制进口

其他加工食品。但如有政治制裁时需要特别关注印度进口

政策的变化。 
在进口食品时印度口岸需要进口企业提供如下手续。

(1)企业编号; (2)发货单; (3)装货单, 品名及分析单; (4)保
险单; (5)进口申请单; (6)海关申报单; (7)进口许可书(如有

要求)。这些要求也需要出口企业关注[15-16]。 
此外, 印度食品安全标准局经常将食品监管措施的

变化及时通报社会, 引导从业者遵守食品监管措施。譬如, 
2013 年 10 月 31 日 , 印 度 食 品 安 全 标 准 局 发 布

NO.4/15015/30/2011 号通知, 要求将品牌所有者的 FSSAI
商标及许可证号以彩色标识在食品包装标签上。新通知规

定, 对于食品, 进口商的 FSSAI 商标及许可证号应当在通

关前与进口商名称、地址一起贴在标签上, 食品产品标签

上的 FSSAI商标不是认证标志, 但是可以表明 FBO持有有

效许可证, 许可证和商标允许在许可证有效期内使用[17]。 
2017 年 5 月 19 日, 印度食品安全标准局发布 File 

No.11/03/Reg/Fortification/2014(ptI)号通告[18], 修订食品营

养强化剂使用标准法规, 并与 2017 年 4 月 17 日实施。该

通告包括 2 章正文和 2 个附件, 内容涵盖术语和定义、一

般原则、适用标准、微量元素含量、质量保证等。 
2017 年 11 月, 印度食品安全标准局发布了乳品中强

化维生素的相关要求, 涉及产品主要有脱脂乳、调制乳、

标准化乳品等产品, 营养素强化推荐值如下: 维生素 A 为

770 IU/L; 维生素 D 为 550 IU/L, 以达到相关营养素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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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量的 15%~30%的水平。类似于上述的通知, 对企业起

到了引导作用。 

5  结束语 

印度注重提升食品安全理念, 其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最显著的特征是设置统一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 形成了统

一监管、层次清晰、依法有序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这对

保障该国食品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 
印度在统一监管食品安全的同时, 重视构建较为完

善的食品法律法规体系和标准。该国制定了食品中农药残

留肯定清单以及最高允许限量标准, 这一点顺应了国际上

制定食品中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国际趋势, 在发展中国

家中带了个好头。需要提醒的是, 对于进口食品印度也认

可 CODEX 制定的农残标准, 但仅限于没有纳入印度的农

药残留肯定清单中的一部分农药。 
需要我国食品出口企业关注的是, 印度是世界第一

大食品消费国, 印度 50%~55%的包装食品需要从国外进

口[19]。另外, 目前印度每年仍需进口大量的成品食用油。

同时, 印度对果蔬产品的需求巨大, 其中很大一部分会成

为果蔬加工制品。咖啡、茶叶和调味香料也是印度人日常

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有进口需求。在印度咖喱的消费

量也巨大。同时, 印度人习惯喝奶茶和咖啡, 因此市场上

咖啡和茶叶的需求量也巨大。上述这些方面的确有出口潜

力可挖。 
近年来, 印度食品进口总量稳步增长。2018 年, 印

度食品进口总额达 192.61 亿美元。2018 年, 印度自中国

进口的食品总额达 2.38 亿美元, 占比 1%。我国食品的

这些出口业绩, 尚未能体现我国真正的食品贸易潜力和

食品加工能力, 尚有对印食品贸易巨大的潜力可挖。这

些情况, 需要引起我国有关政府监管部门和企业高度关

注 , 政府部门和中介组织也应该适当引导 , 开拓印度食

品消费市场 , 扩大食品贸易 , 对推动国际食品贸易合作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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