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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食品分類

特殊膳食用食品

嬰幼兒輔助食品;

運動營養食品;

等;

特殊食品

保健食品

特醫食
品
(FSMP
)；

嬰幼兒
配方食
品

普通食品

肉與肉製品、水產品、乳品、

燕窩與燕窩製品、蜂產品、蛋

與蛋製品、食用油脂和油料、

食用穀物、保鮮和脫水蔬菜、

調味料、堅果、未烘焙的咖啡

豆與可哥豆、糖果、巧克力、

飲料等

PS. 功能性食品（非法定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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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食品法規框架

《食品安全法》

食品相關法規和文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食品安全管理辦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口食品境外生產企業注冊管理規定》

《食品生產許可管理辦法》

《食品經營許可管理辦法》

食品安全國家標準(GB)：

GB 2760-2014 食品添加劑使用標準

•GB 14880-2012 食品營養强化劑使用標準

•GB 7718-2011 預包裝食品標簽通則

•GB 28050-2011 預包裝食品營養標簽通則

《廣告法》 《電子商務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

• 食品生產環節

• 食品流通環節

• 餐飲服務環節

• 特殊食品

• 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劑、食品相關產品

• 法律責任、懲罰制度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

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國家衛健委NHC）
• 組織開展食品安全風險監測和評估；
• 制定修訂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國務院食品安全監督管理部門（國家市場監管總局
SAMR）
• 負責特殊食品的注冊工作；
• 負責生產經營活動；
• 負責監督管理工作；

國務院農業部行政部門（國家農業農村部
MARA）
• 負責農產品的監督管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GACC）
• 負責對進口食品的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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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

最新版本：《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國務院令第721號）

發佈單位：國務院

發佈時間：2019年10月31日

實施時間：2019年12月0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

總則一

食品安全風險監測和評估二

食品安全標準三

食品生產經營四

食品檢驗五

食品進出口六

食品安全事故處置七

監督管理八

法律責任九

附則十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

第二章食品安全風險監測和評估

第七條 食品安全風險監測結果表明存在食品安全隱患，食品安全監督管理等部
門經進一步調查確認有必要通知相關食品生產經營者的，應當及時通知。

接到通知的食品生產經營者應當立即進行自查，發現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
或者有證據證明可能危害人體健康的，應當依照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停止
生產、經營，實施食品召回，並報告相關情況。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

第三章食品安全標準

第十三條 食品安全標準公佈後，食品生產經營者可以在食品安全標準規定的實
施日期之前實施並公開提前實施情況。

第十四條 食品生產企業不得制定低於食品安全國家標準或者地方標準要求的企
業標準。食品生產企業制定食品安全指標嚴于食品安全國家標準或者地方標準的企
業標準的，應當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備案。

食品生產企業制定企業標準的，應當公開，供公眾免費查閱。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

第四章食品生產經營

第十六條 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應當及時公佈新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劑新品種
和食品相關產品新品種目錄以及所適用的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對按照傳統既是食品又是中藥材的物質目錄，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會同國務院
食品安全監督管理部門應當及時更新。

第十八條 食品生產經營者應當建立食品安全追溯體系，依照食品安全法的規定
如實記錄並保存進貨查驗、出廠檢驗、食品銷售等資訊，保證食品可追溯。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

第四章食品生產經營

第二十三條 對食品進行輻照加工，應當遵守食品安全國家標準，並按照食品安
全國家標準的要求對輻照加工食品進行核對總和標注。

第二十九條 食品生產經營者應當對變質、超過保質期或者回收的食品進行顯著
標示或者單獨存放在有明確標誌的場所，及時採取無害化處理、銷毀等措施並如實
記錄。

食品安全法所稱回收食品，是指已經售出，因違反法律、法規、食品安全標準
或者超過保質期等原因，被召回或者退回的食品，不包括依照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三
條第三款的規定可以繼續銷售的食品。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

第四章食品生產經營

第三十二條 網路食品交易協力廠商平臺提供者應當妥善保存入網食品經營者的
登記資訊和交易資訊。縣級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監督管理部門開展食品安全監督
檢查、食品安全案件調查處理、食品安全事故處置確需瞭解有關資訊的，經其負責
人批准，可以要求網路食品交易協力廠商平臺提供者提供，網路食品交易協力廠商
平臺提供者應當按照要求提供。縣級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監督管理部門及其工作
人員對網路食品交易協力廠商平臺提供者提供的資訊依法負有保密義務。

第三十三條 生產經營轉基因食品應當顯著標示，標示辦法由國務院食品安全監
督管理部門會同國務院農業行政部門制定。

第三十四條 禁止利用包括會議、講座、健康諮詢在內的任何方式對食品進行虛
假宣傳。食品安全監督管理部門發現虛假宣傳行為的，應當依法及時處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

第四章食品生產經營

第三十六條 特殊醫學用途配方食品生產企業應當按照食品安全國家標準規定的
檢驗專案對出廠產品實施逐批檢驗。

特殊醫學用途配方食品中的特定全營養配方食品應當通過醫療機構或者藥品零
售企業向消費者銷售。醫療機構、藥品零售企業銷售特定全營養配方食品的，不需
要取得食品經營許可，但是應當遵守食品安全法和本條例關於食品銷售的規定。

第三十七條 特殊醫學用途配方食品中的特定全營養配方食品廣告按照處方藥廣
告管理，其他類別的特殊醫學用途配方食品廣告按照非處方藥廣告管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

第四章食品生產經營

第三十八條 對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不得聲稱具有保健功能。
對添加食品安全國家標準規定的選擇性添加物質的嬰幼兒配方食品，不得以選

擇性添加物質命名。

第三十九條 特殊食品的標籤、說明書內容應當與註冊或者備案的標籤、說明書
一致。銷售特殊食品，應當核對食品標籤、說明書內容是否與註冊或者備案的標籤、
說明書一致，不一致的不得銷售。省級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監督管理部門應當在
其網站上公佈註冊或者備案的特殊食品的標籤、說明書。

特殊食品不得與普通食品或者藥品混放銷售。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

第五章食品檢驗

第四十條 對食品進行抽樣檢驗，應當按照食品安全標準、註冊或者備案的特殊
食品的產品技術要求以及國家有關規定確定的檢驗項目和檢驗方法進行。

第四十三條 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發佈未依法取得資質認定的食品檢驗機構出具
的食品檢驗資訊，不得利用上述檢驗資訊對食品、食品生產經營者進行等級評定，
欺騙、誤導消費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

第六章食品進出口

第四十四條 進口商進口食品、食品添加劑，應當按照規定向出入境檢驗檢疫機
構報檢，如實申報產品相關資訊，並隨附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合格證明材料。

第四十七條 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三條的規定對境外出口
商、境外生產企業或者其委託的進口商提交的相關國家（地區）標準或者國際標準
進行審查，認為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決定暫予適用並予以公佈；暫予適用的標準
公佈前，不得進口尚無食品安全國家標準的食品。

食品安全國家標準中通用標準已經涵蓋的食品不屬於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三條規
定的尚無食品安全國家標準的食品。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

第六章食品進出口

第五十條 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發現已經註冊的境外食品生產企業不再符合
註冊要求的，應當責令其在規定期限內整改，整改期間暫停進口其生產的食品；經
整改仍不符合註冊要求的，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應當撤銷境外食品生產企業註
冊並公告。

第五十二條 境外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可能對我國境內造成影響，或者在進口食
品、食品添加劑、食品相關產品中發現嚴重食品安全問題的，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
部門應當及時進行風險預警，並可以對相關的食品、食品添加劑、食品相關產品採
取下列控制措施：

（一）退貨或者銷毀處理；
（二）有條件地限制進口；
（三）暫停或者禁止進口。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

第八章監督管理

第六十五條 國家實行食品安全違法行為舉報獎勵制度，對查證屬實的舉報，給
予舉報人獎勵。舉報人舉報所在企業食品安全重大違法犯罪行為的，應當加大獎勵
力度。有關部門應當對舉報人的資訊予以保密，保護舉報人的合法權益。食品安全
違法行為舉報獎勵辦法由國務院食品安全監督管理部門會同國務院財政等有關部門
制定。

食品安全違法行為舉報獎勵資金納入各級人民政府預算。

第六十六條 國務院食品安全監督管理部門應當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建立守信聯
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機制，結合食品生產經營者信用檔案，建立嚴重違法生產經
營者黑名單制度，將食品安全信用狀況與准入、融資、信貸、征信等相銜接，及時
向社會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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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食品安全管理辦法》

最新版本：《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食品安全管理辦法》（海關總署第249號
令）

發佈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

發佈時間：2021年04月13日

實施時間：2022年01月0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食品安全管理辦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食品安全管理辦法》

2022年1月1日，同時廢止以下6部規章制度。

原《進出口食品安全管理辦法》

《進出口水產品檢驗檢疫監督管理辦法》

《進出口肉類產品檢驗檢疫監督管理辦法》

《進出口乳品檢驗檢疫監督管理辦法》

《出口蜂蜜檢驗檢疫管理辦法》

《出口食品生產企業備案管理規定》

《進出口食品安全管理辦法》

海關總署第249號令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食品安全管理辦法》

1 首次引入“合格評定”概念

境外國家（地區）

食品安全管理體系

評估和審查

境外生產企業

註冊

進出口商備案和合

格保證

進境動植物檢疫審

批

隨附合格證明

檢查

單證審核 現場查驗

監督抽檢

進口和銷售記錄檢

查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食品安全管理辦法》

2 建立境外國家食品安全管理體系和食品安全狀況評估審查制度

• 海關總署可以對境外國家（地區）的食品安全管理體系

和食品安全狀況開展評估和審查，並根據評估和審查結

果，確定相應的檢驗檢疫要求。

第十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食品安全管理辦法》

建立境外國家食品安全管理體系和食品安全狀況評估審查制度2

啟動評估和審查的情形

• 第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海關總署可以對境外國家（地區）啟動評估和審查：

• （一）境外國家（地區）申請向中國首次輸出某類（種）食品的；

• （二）境外國家（地區）食品安全、動植物檢疫法律法規、組織機構等發生重大調整的；

• （三）境外國家（地區）主管部門申請對其輸往中國某類（種）食品的檢驗檢疫要求發生重大調整的；

• （四）境外國家（地區）發生重大動植物疫情或者食品安全事件的；

• （五）海關在輸華食品中發現嚴重問題，認為存在動植物疫情或者食品安全隱患的；

• （六）其他需要開展評估和審查的情形。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食品安全管理辦法》

建立境外國家食品安全管理體系和食品安全狀況評估審查制度2

評估審查的內容

• 第十三條 境外國家（地區）食品安全管理體系評估和審查主要包括對以下內容的評估、確認：

• （一）食品安全、動植物檢疫相關法律法規；

• （二）食品安全監督管理組織機構；

• （三）動植物疫情流行情況及防控措施；

• （四）致病微生物、農獸藥和污染物等管理和控制；

• （五）食品生產加工、運輸倉儲環節安全衛生控制；

• （六）出口食品安全監督管理；

• （七）食品安全防護、追溯和召回體系；

• （八）預警和應急機制；

• （九）技術支撐能力；

• （十）其他涉及動植物疫情、食品安全的情況。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食品安全管理辦法》

建立境外國家食品安全管理體系和食品安全狀況評估審查制度2

評估審查的形式

• 第十四條 海關總署可以組織專家通過資料審查、視頻檢查、現場檢查等形式及其組合，實施評估和審查。

資料的審查

• 第十五條 海關總署組織專家對接受評估和審查的國家（地區）遞交的申請資料、書面評估問卷等資料實施審查，審查內容包括資料的

真實性、完整性和有效性。根據資料審查情況，海關總署可以要求相關國家（地區）的主管部門補充缺少的資訊或者資料。

• 對已通過資料審查的國家（地區），海關總署可以組織專家對其食品安全管理體系實施視頻檢查或者現場檢查。對發現的問題可以要

求相關國家（地區）主管部門及相關企業實施整改。

• 相關國家（地區）應當為評估和審查提供必要的協助。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食品安全管理辦法》

建立境外國家食品安全管理體系和食品安全狀況評估審查制度2

評估審查結果的通報

• 第十七條 評估和審查完成後，海關總署向接受評估和審查的國家（地區）主管部門通報評估和審查結果。

終止評估審查的情形

• 第十六條 接受評估和審查的國家（地區）有下列情形之一，海關總署可以終止評估和審查，並通知相關國家（地區）主管部門：

• （一）收到書面評估問卷12個月內未回饋的；

• （二）收到海關總署補充資訊和材料的通知3個月內未按要求提供的；

• （三）突發重大動植物疫情或者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

• （四）未能配合中方完成視頻檢查或者現場檢查、未能有效完成整改的；

• （五）主動申請終止評估和審查的。

• 前款第一、二項情形，相關國家（地區）主管部門因特殊原因可以申請延期，經海關總署同意，按照海關總署重新確定的期限遞交相關材料。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食品安全管理辦法》

細化食品進口商自主審核義務3

• 食品進口商應當建立境外出口商、境外生產企業審核制度，重點審核下列內容：

• （一）制定和執行食品安全風險控制措施情況；

• （二）保證食品符合中國法律法規和食品安全國家標準的情況。

第二十二條

• 海關依法對食品進口商實施審核活動的情況進行監督檢查。食品進口商應當積極配

合，如實提供相關情況和材料。
第二十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食品安全管理辦法》

4

• 中文標籤必須印製在最小銷售包裝上，不得加貼。

保健食品

特殊膳食用食

品

• 內外包裝上應當有牢固、清晰、易辨的中英文或者中文和出口國家（地區）文字標識，標明以下內容：產地國家（地

區）、品名、生產企業註冊編號、生產批號；外包裝上應當以中文標明規格、產地（具體到州/省/市）、目的地、生

產日期、保質期限、儲存溫度等內容，必須標注目的地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加施出口國家（地區）官方檢驗檢疫標識。

進口鮮凍肉類

產品

• 內外包裝上應當有牢固、清晰、易辨的中英文或者中文和出口國家（地區）文字標識，標明以下內容：商品名和學名、

規格、生產日期、批號、保質期限和保存條件、生產方式（海水捕撈、淡水捕撈、養殖）、生產地區（海洋捕撈海域、

淡水捕撈國家或者地區、養殖產品所在國家或者地區)、涉及的所有生產加工企業（含捕撈船、加工船、運輸船、獨立

冷庫）名稱、註冊編號及地址（具體到州/省/市）、必須標注目的地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進口水產品

首次明確進口保健食品、特殊膳食用食品中文標籤不得加貼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食品安全管理辦法》

細化對境外輸華食品的暫停和禁止進口制度5

採取控制措施的情形

• 第三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海關總署依據風險評估結果，

可以對相關食品採取暫停或者禁止進口的控制措施：

• （一）出口國家（地區）發生重大動植物疫情，或者食品安全

體系發生重大變化，無法有效保證輸華食品安全的；

• （二）進口食品被檢疫傳染病病原體污染，

或者有證據表明能夠成為檢疫傳染病傳播媒

介，且無法實施有效衛生處理的；

• （三）海關實施本辦法第三十四條第二款規定控制措施的進口

食品，再次發現相關安全、健康、環境保護專案不合格的；

• （四）境外生產企業違反中國相關法律法規，情節嚴重的；

• （五）其他資訊顯示相關食品存在重大安全隱患的。

解除控制措施的條件和方式

• 第三十六條 進口食品安全風險已降低到可控水準時，海關總署和經授

權的直屬海關可以按照以下方式解除相應控制措施：

• （一）實施本辦法第三十四條第一款控制措施的食品，在規定的時間、

批次內未被發現不合格的，在風險評估基礎上可以解除該控制措施；

• （二）實施本辦法第三十四條第二款控制措施的食品，出口國家（地

區）已採取預防措施，經海關總署風險評估能夠保障食品安全、控制

動植物疫情風險，或者從實施該控制措施之日起在規定時間、批次內

未發現不合格食品的，海關在風險評估基礎上可以解除該控制措施；

• （三）實施暫停或者禁止進口控制措施的食品，出口國家（地區）主

管部門已採取風險控制措施，且經海關總署評估符合要求的，可以解

除暫停或者禁止進口措施。恢復進口的食品，海關總署視評估情況可

以採取本辦法第三十四條規定的控制措施。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食品安全管理辦法》

進一步細化違法行為的法律責任6

• 食品進口商備案內容發生變更，未按照規定向海關辦理變更手續，情節嚴重的，海

關處以警告。

• 食品進口商在備案中提供虛假備案資訊的，海關處1萬元以下罰款。

第六十八條

• 境內進出口食品生產經營者不配合海關進出口食品安全核查工作，拒絕接受詢問、

提供材料，或者答覆內容和提供材料與實際情況不符的，海關處以警告或者1萬元

以下罰款。

第六十九條

• 未經海關允許，將進口食品提離海關指定或者認可的場所的，海關責令改正，並處

1萬元以下罰款。
第七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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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食品如何合規進入中國大陸？——進口前

第一步：確認是否屬於8大類產品？是否滿足國家/地區准入？

海關總署依據法律法規和國際慣例，對擬向中國出口食品的國家或地區的食品安全管理體系和食品安全狀況進

行評估，確定相應的檢驗檢疫要求，並與對方主管當局簽署雙邊協議。目前，我國對肉類、乳製品、水產品、

燕窩、腸衣、植物源性食品、中藥材、蜂產品等8大類產品實施准入評估。

連結：http://43.248.49.223/index.aspx



第一步：確認是否屬於8大類產品？是否滿足國家/地區准入？

進口食品如何合規進入中國大陸？——進口前



第二步：是否需要做進口食品境外生產企業註冊？在哪裡看成功註冊的名單？

根據新修訂的《進口食品境外生產企業註冊管理規定》，從2022年1月1日起，除現行規定要求的嬰幼兒配方乳

品，其他乳製品，肉類，水產品、燕窩外，其他的食品類別如保健食品、特殊膳食食品，甚至是飲料等普通食

品的境外生產企業都需進行工廠註冊。海關總署將註冊分為“所在國家（地區）主管當局推薦註冊”和“企業

申請註冊”兩種方式，不同的食品類別要求的註冊方式如下。

註冊方式 相應食品的境外生產企業

需經所在國家（地區）主管當
局推薦註冊

18類食品：肉與肉製品、腸衣、水產品、乳品、燕窩與燕窩製品、蜂產品、
蛋與蛋製品、食用油脂和油料、包餡麵食、食用穀物、穀物制粉工業產品和
麥芽、 保鮮和脫水蔬菜以及幹豆、調味料、堅果與籽類、乾果、未烘焙的
咖啡豆與可哥豆、特殊膳食食品、保健食品。

境外生產企業自行或委託代理
人提出註冊

除上述食品以外的其他食品類別。

進口食品如何合規進入中國大陸？——進口前



第二步：是否需要做進口食品境外生產企業註冊？在哪裡看成功註冊的名單？

連結：http://jckspj.customs.gov.cn/spj/zwgk75/2706880/2811812/index.html

進口食品如何合規進入中國大陸？——進口前



第三步：完成進口食品進出口商備案

連結：http://online.customs.gov.cn/

進口食品如何合規進入中國大陸？——進口前



第四步：產品適用標準分析，配方審核

根據《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不得進口尚無食品安全國家標準的食品。基於產品標籤，產品配方，工藝流程

等資訊為產品匹配最適宜的食品安全國家標準（GB）。

產品類型 應符合的產品標準

巧克力 GB 9678.2-2014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巧克力、代可哥脂巧克力及其製品

優酪乳 GB 19302-2010 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發酵乳

固體飲料 GB 7101-2015 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飲料

………..

進口食品如何合規進入中國大陸？——進口前



第四步：產品適用標準分析，配方審核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食品安全管理辦法》，利用新的食品原料或食品添加劑生產的食品，需要取得國

務院衛生行政部門新食品原料衛生行政許可，也就是說新食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劑新品准需要向國家衛健委申請

註冊。因此，企業需要在進口前確認產品配料中是否添加新食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劑新品種。

進口食品如何合規進入中國大陸？——進口前

配方審核的要點

 評估所有原料是否具有可食用依據，是否允許在對應的食品類別中使用

 評估食品添加劑的使用是否合規（是否超範圍使用，是否超劑量使用）



第四步：產品適用標準分析，配方審核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食品安全管理辦法》，利用新的食品原料或食品添加劑生產的食品，需要取得國

務院衛生行政部門新食品原料衛生行政許可，也就是說新食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劑新品准需要向國家衛健委申請

註冊。因此，企業需要在進口前確認產品配料中是否添加新食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劑新品種。

進口食品如何合規進入中國大陸？——進口前

若調製乳粉配方如下：

1. 全脂乳粉 90.0%

2. 白砂糖7.9%

3. 大豆磷脂 2.0%

4. 維生素 C 0.1%  (為L-抗壞血酸，作為營養強化劑使用)

以乳製品-調製乳粉為例



第四步：產品適用標準分析，配方審核

進口食品如何合規進入中國大陸？——進口前

原料名稱 是否允許使用 參考法規

全脂乳粉 是 GB 19644-2010 乳粉

白砂糖 是 GB 13104-2014 食糖

大豆磷脂 是 GB 2760-2014 食品添加劑使用標準

維生素C 是 GB 14880-2012 食品營養強化劑使用標準

依據GB 2760和GB 14880，大豆磷脂和維生素C的使用有添加量的要求

原料名稱 限量要求 添加量 結論

大豆磷脂 按生產需要適量使用 2.0% 合規

維生素C 300-1000 mg/kg 0.1%=1000mg/kg 合規



第五步：符合性檢測（非強制，但建議做下）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食品安全管理辦法》，進口食品應當符合中國法律法規和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GB），因此需要符合GB中的相關理化指標，微生物指標等等。

進口食品如何合規進入中國大陸？——進口前

檢測類別 檢測項目

營養成分檢測
 ‘4+1’: 能量，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

 其他營養成分

GB檢測 感官指標，理化指標，污染物指標，微生物指標等



進口食品如何合規進入中國大陸？——進口前

第六步：中文標籤設計或審核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食品安全管理辦法》，進口食品需要有中文標籤（可以直接印製，也可以加貼），

其中進口保健食品、特殊膳食用食品的中文標籤必須印製在最小銷售包裝上，不得加貼。

要點

 進口預包裝食品外文配料表的內容均須在中文配料表中有對應內容

 中文標籤應符合GB 7718, GB 28050和相應的產品標準中的標籤要求

 拓展：對於原外文標籤，其圖形和符號不應有違反《預包裝食品標籤通則》
（GB7718-2011）及相關法律法規要求的內容。雖然法規對外文標籤的文字沒有要求，
但為降低風險，文字描述也建議符合法規要求。



進口食品如何合規進入中國大陸？——進口前

第六步：中文標籤設計或審核

中文標籤範本



進口食品如何合規進入中國大陸？——進口時

食品進口商或者其代理人應當按照規定，持下列材料向海關進行申報：

Ø 合同、發票、裝箱單、提單等必要的外貿單證；

Ø 法律法規、雙邊協定以及其他規定要求提交的輸出國家或地區官方檢疫或衛生證書；

Ø 需要辦理進境動植物檢疫審批手續的，提供動植物檢疫許可證；

Ø 相關批准檔（如：保健食品註冊批件）；

Ø 進口預包裝食品被抽中現場查驗或實驗室檢驗的，向海關提交其合格證明材料、進口預包裝食
品的標籤原件和翻譯件、中文標籤樣張及其他證明材料；

Ø 必要時，提供產品的相關檢測報告等其他合格證明材料。



進口食品如何合規進入中國大陸？——進口時

需要辦理進境動植物檢疫審批手續的，提供動植物檢疫許可證

對可能傳播動物傳染病、寄生蟲病和植物危險性病蟲雜草以及其他有害生物的進口食品，應當取得《中華人民

共和國進境動植物檢疫許可證》後方可進口。涉及產品包括：肉類、水產品、水果、糧穀類、茄科蔬菜、中藥

材、燕窩、鮮蛋類、生乳製品等。檢疫審批可登陸互聯網+海關進行申請。



進口食品如何合規進入中國大陸？——進口時

口岸检验监管

海关依据进出口商品检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进口食

品实施合格评定。进口食品在取得检验检疫合格证明之前，应

当存放在海关指定或认可的场所，经评定合格的，由海关出具

合格证明（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准予销售、使用。



地址: 杭州市濱江區秋溢路288號東冠高新科技園1號樓11層

電話: +86 571 8720 6538   傳真: +86 571 8720 6533   

Email: cathy.yu@cirs-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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