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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食用农产品安全法规与进口准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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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从缅甸和我国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以来, 区域内的进出口贸易活动渐趋活跃。为促进中缅两国食用农产品从业者的信息交流和贸易发

展, 给相关出口企业提供政策参考从而避免遭遇不必要的贸易损失。通过获取国内外官方发布资料、翻译

和解读缅甸相关规定、并与我国标准进行比较分析, 阐述了缅甸进口食用农产品的政府监管机构、安全法

规和准入要求。由缅甸相关规定得知其食用农产品的进口许可前提是安全无风险, 食品入缅需要准备相关

证书, 我国的优质农产品和温带水果具备一定出口优势。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已经

实现了常态化管理, 而缅甸的食品监察还处在突击检查的初级阶段、从民众意识到法规技术水平都需要持

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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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Myanmar and china signed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activities in the region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active. The aim is to provide policy reference for 

relevant export enterprises, avoid unnecessary trade friction, and promote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trade 

development among agricultural product practitioners in China and Myanmar. By obtaining official materials at home 

and abroad,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Myanmar, and comparing with Chinese standard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government regulatory agencies, safety regulations and access requirements of imported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from Myanmar.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Myanmar, we know that the premise of 

the import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safe and risk-free, and the relevant certificate should be prepared for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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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ing Myanmar. The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emperate fruits of our country have certain export 

advantages. Due to the different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in our country has been 

normalized, while the food supervision in Myanmar is still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urprise inspection, also the public 

awareness and the technical level of regulations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continuously. 
KEY WORDS: Myanmar;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safety regulation; regulatory agency; import license 

 
 

0  引  言 

缅甸, 全称缅甸联邦共和国, 位于东南亚、首都为内

比都, 与我国云南省和西藏林芝接壤[1], 两国山水相连、有

2000 余公里的边境线。缅甸是东盟 10 国和《区域全面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成员国之一[2], 农业资源丰富, 人口约

5300 万[3]、其中农业人口占 70%, 有“稻米之国”的美誉[4], 
主要农作物有水稻、豆类、花生、玉米、油棕等[5], 但结

构较为单一, 存在食用农产品的进口需求。为促进中缅两

国的经济贸易发展, 2018 年 9 月“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开始

推进[6]。2020 年缅甸从世界各地进口的食用农产品达到 35
亿美元, 主要进口国包括中国。2022 年 5 月起中国与缅甸

间的 RCEP 正式生效实施[7],我国会与缅甸实现约 60%农产

品零关税协议, 区域市场开放将给两国双边贸易发展带来

新机遇, 国内涉农企业可利用关税优惠实现出口利益[8]。 
据海关总署统计, 2022 年我国与缅甸的进出口商品货

物总值达 1683 亿元人民币[9]。中国对缅甸出口的农产品有

葡萄[10]、加工蔬菜、茶叶、预加工食品等[11], 缅甸也是我

国玉米的主要进口来源国之一[12]。为紧握 RCEP 带来的红

利和商机, 促进我国食用农产品出口缅甸, 相关出口企业

应了解缅甸进口监管体系及要求, 及时做好应对准备。本

文结合我国食品和农产品的法规标准及安全监管现状, 与
缅甸的食用农产品法规进行比较; 并阐述了缅甸政府监管

机构和准入要求, 重点梳理几类农产品的进口许可申办要

素, 旨在为相关出口企业提供政策参考, 从而避免遭遇不

必要的贸易损失。 

1  缅甸进口食用农产品的政府监管机构 

缅甸进口食用农产品的管理主要由政府机构负责, 包括

缅甸海关(myanmar customs) [13]、商务部(ministry of commerce, 
MOC)[14]、卫生部(ministry of health, MOH)[15]、农业畜牧和灌

溉部(ministry of agricultural, livestock and irrigation, MOALI)[16]

等, 各部门下设司局机构来分管相应工作。农业畜牧和灌

溉部负责进出口检验检疫工作, 下设农业司、渔业司、畜牧

育种兽医司和规划司等 [16]。各机构主要职责详见表 1 [17]。

卫生部对食品的生产、进口、出口、储存、流通和销售实

施质量监控和有效管理, 卫生部下设医学研究部、食品和

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等 5 个部门。

FDA 是食品安全和质量保障的主管部门, 由 5 个部门组成: 
行政部、药物管理部、食品管理部、化妆品和医疗器械管

理部以及实验室部门[18]。 

 
表 1  缅甸进口食用农产品的政府监管机构及其主要职责[17] 

Table 1  Government regulatory body for the import of food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Myanmar and its main responsibilities[17] 

部门名称 部门职责 

海关 
负责接收进出口商品的申报和通关等工作, 查验货物和核对随附文件

(报关单、发票、提单、装箱单、进口许可证等)以确认是否如实申报。

商务部贸易司 
负责为食用农产品签发进口许可证。 

产品进口商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向贸易司提出申请。 

卫生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负责监督食品安全执法活动, 并推动政府机构之间的 

官方协作。 

农业畜牧和灌溉部农业司 
畜牧、育种和兽医司 

负责种子、化肥、农药的注册申请批准, 申请方需要 
注册 MAIRS 缅甸农业投入品登记系统。 

负责动物和动物产品的进口, 并在样品到货时进行测试, 并确认检测结

果是否合规。 

渔业司 
负责生鱼、鱼产品和鱼粉的进口, 在进口产品到达时要对产品进行检测

以确认产品不含病原体或有害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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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缅甸监管进口食用农产品的法规及中缅对比 

缅甸多年来工农业发展缓慢, 1987 年 12 月被联合国

列为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19]。所以该国的法规体系建

设正处于起步阶段, 也在积极参照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 ISO)和食品法典委员会

标准(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20]进行修订。缅

甸属于东盟 10 国之一, 各成员国均为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Inter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Convention, IPPC)、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 OIE) 等国

际组织的签署方[21]; 中缅都是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ISO 成员, 自贸区内农产品有着相同的

贸易规则[22]。目前缅甸食用农产品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及

政策主要有《国家食品法》《预包装食品标签标识指令》《农

药法》、食品安全政策、《缅甸海洋渔业法》等。 

2.1  《国家食品法》和我国《食品安全法》 

《国家食品法》为缅甸食品安全的基本法律, 于 1997
年发布、并于 2017 年修订。《国家食品法》对食品安全的

概念给予明确定义, 其目的在于确保国民食用的是优质、

无害的食品, 保障公共健康。该法赋予政府对食品实施全

面管理的职责,在其制定过程中参考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

会的相关规范要求[3]。 
我国的食品安全法是 2009 年首次通过、并于 2021 年

最新修正, 立法是为了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内容有十章, 包括总则、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和评估、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生产经营、食品检验、食品

进出口、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

新闻媒体应当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标准

和知识的公益宣传, 并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有关食品安全的宣传报道应当真实、公正。 

中缅两国都重视食品安全, 均在立法层面赋予了食

品法的重要地位, 为监督行业提供了法律依据。两国食品

法也存在一定差异, 主要是赋予的政府机构职能和环节分

工有所区别。国产食品生产经营流通环节由卫生部市场局

辖管, 在进出口食品环节由海关监管; 而缅甸的进出口食

品是由卫生部和海关联合监管。 

2.2  《预包装食品标签标识指令》 

缅甸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标要求遵循食品法典准则和

东盟共同原则和要求[11]。2022 年 4 月, 缅甸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发布了《预包装食品标签标识指令》, 该指令的主

要内容包括: (1)术语释义; (2)一般标签原则; (3)预包装食

品的强制性要求。标签标识必须包含的内容主要包括食品

名称、配料表、净含量、原产国、批次识别、日期标记、

生产企业及地址、使用说明以及过敏原信息、转基因标示

等; (4)附加强制性要求。储存条件、净含量、辐照食品、

酒精体积百分比、以及不适用年龄警告声明、营养声明; (5)
索赔要求; (6)其他要求。图片、文字或图形设计等信息符

合标签原则, 不引起任何误解; (7)应遵守的特殊要求。认证

许可标示要求、字体要求、政府部门强制标示要求; (8)豁
免要求。小包装、零售包装豁免标示规定[23]。《预包装食

品标签标识指令》要求在缅甸语的标签上显示具体产品信

息, 标签必须是缅甸语[24]。 
我国的标签相关规定有《食品安全法》和 GB 

2805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

则》、GB 7718—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

签通则》等。食安法规定了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

签, 应当标明下列事项: (1)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 

(2)成分或者配料表; (3)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4)

保质期; (5)产品标准代号; (6)贮存条件; (7)所使用的食品

添加剂在国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 (8)生产许可证编号; (9)

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应当标明的其他事项。

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应当按照规定显著标示。禁止标注虚

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进口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应当有中文标签, 并载明

食品的原产地以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预包装食品没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或者标签、说明书

不符合本条规定的, 不得进口。中缅两国均对食品标签进

行了规定, 我国的内容更详尽; 主要的差异就是国家语言

的标签规定, 缅甸要求食品标签用缅甸文标注、我国则要

求用中文标注。这一点很关键, 标签审核在进出口环节的

查验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我国海关多年来都很重视进口食

品的标签内容审核, 缺乏中文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都不合

格、不予通关放行。 

2.3  《农药法》 

缅甸《农药法》是管理农药的主要法规[25], 政府建

立农药登记制度, 农业服务机构负责实施农药分析并检

查农药的实际使用效果。农业部 2021 年推出农业投入品

注册系统, 允许申请人提交农药、化肥和种子注册申请[26]。

缅甸农药残留规定主要参考国际食品法典标准 [27], 要求

进口产品应遵守东盟和国际食品法典关于食品中农药

残留的最高残留水平标准[10]; 该国农残要求也会引用泰

国规定[28]。 

我国的农药相关规定有食安法和国家标准 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

量》等。国家对农药使用实行严管, 加快淘汰剧毒、高毒、

高残留农药 , 推动替代产品的研发和应用 , 鼓励使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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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低毒低残留农药。食用农产品生产者应合法使用农药、

肥料、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 严格执行

农业投入品使用安全间隔期或者休药期的规定, 不得使

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禁止将剧毒、高毒农药

用于蔬菜、瓜果、茶叶和中草药材等国家规定的农作物。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农业投入品

使用的监督管理和指导, 建立健全农业投入食品安全使

用制度。 

中缅两国均对农药的使用和登记做出了管理约束 , 
对于农产品而言主要是源头合理使用低毒农药、市售产

品要保证农药低残留, 通过全程多环节把控品质。在进口

农产品的质量监督方面, 海关会积极发挥国门卫士作用, 
通过官方实验室检测农药残留进行合规评估, 确保只有

安全合格的食品才能进入国内市场, 切实守护百姓食用

安全。 

2.4  中缅的食品安全政策 

为了促进贸易并保护消费者, 缅甸卫生部于 2022 年

发布了最新的食品安全政策, 主要包括 6 个目标: (1)加强

食品控制体系; (2)落实食品企业要向市场供应安全食品的

承诺; (3)实施基于风险的国家综合食品安全框架; (4)实行

食品安全信息管理; (5)建设人力资源和能力; (6)明确法律

权力和其它规定, 该政策将会不定期更新以反映缅甸食品

安全监管的最新发展成果。由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负责制定, 

为食品安全执法活动提供监督机制[29]。 

我国的食品安全政策周全并体系化, 包括食安法、部

门公告、规章制度和各类标准等不同层面的规定。相关农

产品方面的有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2006 年通过、2022 年新

近修订; 规定了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有职责监督管理农产品质量的安全实施, 县级主管部

门应制定农产品产地监测计划和生产技术操作规程, 加强

农产品安全指导, 并及时通报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信

息。中缅两国的食品安全政策有着共同方向, 都是为了保

障百姓健康。我国不仅制定详尽标准, 政府还投入大量资

金来进行市场监督抽检, 从购买食用农产品到实验检测都

是有依有据, 通过合规判定来评价食品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如果抽检到不合格产品会依法处罚相关从业人员, 这种监

督抽检方式可以有效引导食品行业高品质发展。 

2.5  中缅两国的渔业法 

《缅甸海洋渔业法》颁布于 1990 年, 共 12 章, 规定

了许可申请和政府部门权责等内容。随后以指令形式发布

了多项管理规定和要求, 如: 关于从业人员卫生证明要求

的第 1/95 号指令、关于渔业产品操作规范的第 8/96 号指

令、关于产品标准的第 9/96 号指令、关于鱼及渔产品中食

品添加剂规定的第 4/98 号指令等[18]。 
《中国渔业法》于 1986 年通过、2013 年修正, 共 6

章, 规定了国家对渔业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全法侧

重于渔业行政部门对养殖业、捕捞业等活动范围界定。具

体到水产品的质量控制, 我国是依据国家标准来指导要求, 
包括 GB 10136—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制

品》和 GB/T 41545《水产品与水产加工品分类与名称》等。

中缅两国的差异主要是政府颁发的规定形式不同, 在水产

品方面我国主要是发布国家标准, 缅甸一般是发布指令。 

3  缅甸对进口食用农产品的准入要求 

缅甸政府部门针对进口食用农产品有准入限制要求,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设置主要以进口许可证和标签为主[30]。

为了保障缅甸的食品安全和环境卫生, 大多数进口食用农

产品都需要办理进口许可证, 以证明该产品获准入缅。申

办进口许可证前, 有资质的进口商需准备相关材料以应对

官方要求, 根据产品种类不同应包括产品分析证书、健康

证明书、食品安全管理证书、植物检疫证书等。 

3.1  缅甸禁止进口的产品 

缅甸商务部依据缅甸《进出口法》(2012)的规定对禁

止进口清单做过多次修订, 例如曾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颁

发通告 No.38/2020《禁止进口名单的修正公告》, 禁止啤

酒、雪茄和违法产品进口到缅甸[31]。但是为了促进经济发

展, 缅甸官方会根据实际需要调整禁止进口清单, 因此进

口企业需要掌握最新的政策变化。根据缅甸《七日新闻报》

和《标准时间报》2020 年 5 月 26 日和 27 日报道, 缅甸商

务部根据国内市场需求已正式放开了对外国酒的进口限制, 

进口商必须符合特定条件且只能通过仰光港入境、到岸价

每升不低于 8 美元并加贴印花税后才能在国内市场销售, 
若无印花税将给予严厉处罚[32]。 

3.2  缅甸豁免办理进口许可证的食用农产品 

为了促进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 缅甸商务部贸易司

每年对进口产品的许可关税细则重新评估, 并有可能放宽

部分产品的进口许可。2020 年 10 月, 商务部发布公告

No.68/2020, 根据缅甸最新版本的统一关税代码(2017 年)
发布了需要进口许可证的修订货物清单[33], 减少了需要办

理进口许可证的税类产品, 有 689 个税目产品不再需要进

口许可证, 有 3931 个税目产品仍需要办理。其中豁免的产

品类别包括有部分农产品, 例如乳制品中的脱脂乳、黄油、

发酵乳、乳清粉、奶酪, 人造奶油; 肉制品中的香肠、腌

肉、腊肉、肉糜; 水产品中的腌鱼、鱼子酱、甲壳类动物; 
以及矿泉水、饮用奶、咖啡饮品等, 以上产品不再需要进

口许可证[33]。依据缅甸统一关税代码(2017 年)的要求，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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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肉、水果、粮谷等农产品还需办理进口许可证。 

3.3  缅甸食用农产品的进口准入要求 

出于对食品安全的考虑, 缅甸在进口食品和饮料产

品时需要提供的材料包括产品分析证书 (certificate of 
analysis, COA)、良好生产规范证书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GMP)、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 HACCP)或食品安全管理认证 ISO 
22000 等[34], 据此材料申报进口许可证。缅甸食药局负责

签 发 进 口 包 装 食 品 和 饮 料 产 品 的 进 口 推 荐 (import 
recommendation, IR) 和 进 口 卫 生 证 书 (import health 
certificates, IHC)[15]。进口商需要先获得 IR 后再向商务部

申请进口许可证[34]。 
动物及动物产品的进口由畜牧、育种和兽医司管理。

供人类消费的动物产品和副产品必须具有由获授权的兽

医官员签署的卫生证书, 以证明该进口产品是安全和健

康的[34]。在当地获得资质的进口商需要从农业部获得进

口推荐 IR, 然后向商务部贸易司申请进口许可证。除进

口建议/推荐和进口许可证之外, 货物须附卫生证书和货

物内容的声明。 

植物及植物产品(如水果、蔬菜和种子)的进口由植物

保护局管理。植物保护局负责相关检验、签发进口证书

(import certificates, IC)。进口商可先凭相关证明文件“有害

生物风险数据/虫害风险分析 (pest risk analysis, PRA)”向
植物保护局申请 IC, 当货物到达时, 植物保护局将从货物

中随机抽取样品并进行病虫害检查, 测试合格后提供推荐信, 
进口商凭此向商务部申请进口许可证, 商品获许入境[24]。缅

甸仅限没有虫害风险的蔬菜谷物水果才能供人类消费, 因
此植物及植物产品必须随附植物检疫证书。 

从表 2 可看出, 食用农产品申办进口许可证需要多

种准备材料, 进口商应提供资料以证明产品的安全和健

康。进口加工产品需要提供 GMP 和 HACCP 或 ISO 22000
证书等材料, 以证明产品是由符合标准要求的制造商生

产; 进口加工食品还需要检测 , 分析证书会包含相关数

据, 可以根据产品类别分别提供所需的微生物、化学和重

金属检测结果 ; 进口动物产品需要提供健康检疫证明 ; 
进口植物产品的办证要求相对简单, 主要提供植物检疫

证书来证明进口产品货物没有病虫害, 同时果蔬类产品

也不能超范围使用农药。 

 
 

表 2  缅甸的食品、肉类、水产品和植物类进口产品准入证书清单[18,24,34] 

Table 2  List of entry certificates for food, meat, aquatic products and plant products imported into Myanmar[18,24,34] 

进口产品类型               证书种类 证书用途                   办证部门 

加工食品;  
半加工食品;  
饮料; 乳制品 

(1)分析证书 COA;  
(2)GMP 和 HACCP 或 ISO 22000 证书; 

(3)进口许可证等 

食品安全证明;  
制造商生产认证;  

授权产品进口到国内 
FDA、MOC 等 

牛肉及牛肉制品;  
冷冻猪肉及猪肉制品;  

家禽及家禽产品 

(1)由授权兽医官员签署的健康证明书; 
(2)GMP、HACCP 或 ISO 22000 证书; 

(3)进口许可证等 

食用安全证明;  
制造商生产认证;  

授权产品进口到国内 
MOALI、MOC 等 

鱼肉及渔业产品 

(1)由授权兽医官签署的健康证明书; 
(2)GMP、HACCP 或 ISO 22000 证书; 

(3)原产地证明;  
(4)进口许可证等 

确保产品可安全供人食用;  
生产规范认证;  

产品制造生产地址等;  
产品批准进口的证明文件 

MOALI、MOC 等 

所有供消费的植物和植物

产品 
(1)植物检疫证书;  
(2)进口许可证等 

植物卫生、经检疫, 证明产品无虫

害风险分析;  
授权产品进口到国内 

MOALI、MOC 等 

 

4  结束语 

通过分析缅甸的食用农产品监管机构、相关法规和准

入要求, 得知官方强调只有安全和健康的食品才能获准入

境。为了拉动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中国愿同缅方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和中缅经济走廊, 以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来

造福两国人民[35]。根据缅甸官方报道得知近年中国企业投

资规模为缅甸第二大外资来源国[36], 中国要加强与贸易伙

伴国的交流合作[37]。为切实满足农产品进出口我国与缅甸

的准入条件, 现提出以下 3 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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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食品安全生产、提升产品质量。因为缅甸政府要求

进口商提供资料证明产品的安全健康性, 所以企业要重视

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从源头开始把控、全程规范操作。

只有掌握了注册要求, 才能配合到国外官方检查验收[38]。

缅甸的农产品生产技术有待提高, 也缺乏相关贸易人才[39], 

所以缅甸是我国的重要援助国, 我国曾援助缅甸建设农产

品质量控制中心, 缅甸农业部有派员到云南德宏州学习水

稻育种及栽种技术[40], 这都说明我国在初级农产品质量品

控方面是有优势的。 

(2)农产品多样化、规避出口风险。要努力扩大特色

优势农产品出口, 适度进口国内紧缺农产品[41]。缅甸热带

水果种植多但缺温带水果 , 而我国的温带水果产量大 , 

如葡萄、苹果和柑橘均可以出口缅甸[22]。缅甸出口的农

产品大多为大米、水果、糖等, 主要市场是中国 [42]。但

缅甸国内种业育种水平较低, 需要从中国等地进口玉米

种子[43]。虽然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不断呼吁外商能继续

加强对缅甸的投资力度[44], 但鉴于缅甸国内特有的政治

和营商环境[45], 我国出口商要充分评估时政以此来规避

风险[46]。 

(3)丰富监管模式、增加合作交流。中缅可采取多种

互动方式, 例如国内举办 RCEP 进口商品博览会、在边境

云南举办节假日美食节来拉动两国民间交易活动[47]。由

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已经实现了

常态化高质量管理、市场局官网会经常发布食品和农产

品的抽检数据结果 [48], 而缅甸的食品监察还处在突击检

查的初级阶段[49]、从民众的食品安全意识到法规技术水

平都需要持续加强。缅甸渔业法已经是 30 年前的法规[50], 

如果缅方有更新并能够与我国增加信息共享, 双方合作

交流会更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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