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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食品追溯 商品跨境流通参考流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商品跨境流通主要业务环节的参考流程。 

本标准适用于粤港澳食品追溯体系建设所开展的业务分析和需求设计。 

2 基本业务描述 

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食品跨境流通一般包括内地出口至港澳，以及内地从港澳进口两个主要类型，

由于港澳之间的食品进出口量较小，故在本标准中不作描述。 

食品跨境流通涉及的主体包括内地食品原料种养殖场、内地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内地进口商、内地

海关、港澳海关、港澳食品进口商、港澳食品生产企业或出口代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海关依法对进出口食品实施监督管

理。进口食品监督管理促使包括：向中国境内出口食品的境外国家（地区）〔以下简称境外国家（地区）〕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评估和审查、境外生产企业注册、进出口商备案和合格保证、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

随附合格证明检查、单证审核、现场查验、监督抽检、进口和销售记录检查以及各项的组合。出口食品

监督管理措施包括：出口食品原料种植养殖场备案、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企业核查、单证审核、现

场查验、监督抽检、口岸抽查、境外通报核查以及各项的组合。 

食品进出口商应当建立完善可追溯的食品进销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品名称、净含量/规格、数量、

生产日期、生产或者进口批号、保质期、境外出口商和购货者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交货日期等内容，

并保存相关凭证，便于在出现食品安全风险时进行追溯和召回。 

3 内地向港澳出口食品流程 

3.1 备案 

海关总署依法对食品出口相关主体实施注册管理，内地食品原料种养殖场、内地出口食品生产企业

应向所在地海关提交备案材料，并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海关总署进行审核后，公布获

得注册的企业名单。 

3.2 食品生产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完善可追溯的食品安全卫生控制体系，保证食品安全卫生控制体系有效

运行，确保出口食品生产、加工、贮存过程持续符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安全卫生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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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供应商评估制度、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生产记录档案制度、出厂检验记

录制度、出口食品追溯制度和不合格食品处置制度。相关记录应当真实有效，保存期限不得少于食品保

质期期满后6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3.3 出口申报前监管申请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出口商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海关总署规定，向产地或者组货地海关提出

出口申报前监管申请。产地或者组货地海关受理食品出口申报前监管申请后，依法对需要实施检验检疫

的出口食品实施现场检查和监督抽检。 

出口食品经海关现场检查和监督抽检符合要求的，由海关出具证书，准予出口。进口国家（地区）

对证书形式和内容要求有变化的，经海关总署同意可以对证书形式和内容进行变更。 

出口食品经海关现场检查和监督抽检不符合要求的，由海关书面通知出口商或者其代理人。相关出

口食品可以进行技术处理的，经技术处理合格后方准出口；不能进行技术处理或者经技术处理仍不合格

的，不准出口。 

3.4 报关 

内地食品出口商或者其代理人出口食品时应当依法向海关如实申报。港澳食品进口商也应同步向所

在地海关进行申报，完成报关后可通知内地出口商发货。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在运输包装上标注生产

企业备案号、产品品名、生产批号和生产日期。 

3.5 口岸查验 

出口食品到达海关后，分别经过内地和港澳海关的口岸现场查验，查验不合格的，不准出口。 

4 内地从港澳进口食品流程 

4.1 备案 

海关总署依法对食品进口相关主体实施注册管理，内地食品进口商、港澳生产企业或出口代理应向

海关提交备案材料，并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海关总署进行审核后，公布获得注册的企

业名单。 

4.2 申报检疫许可 

海关依法对需要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的进口食品实施检疫审批管理。食品进口商应当在签订贸易合

同或者协议前取得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 

4.3 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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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进口商或者其代理人进口食品时应当依法向海关如实申报。港澳食品生产企业或出口代理商也

应同步向所在地海关进行申报，并再获得出口批准后发货。进口食品的包装和标签、标识应当符合中国

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依法应当有说明书的，还应当有中文说明书。 

4.4 口岸查验 

进口食品运达口岸后，应当存放在海关指定或者认可的场所；需要移动的，必须经海关允许，并按

照海关要求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大宗散装进口食品应当按照海关要求在卸货口岸进行检验。 

进口食品经海关合格评定合格的，准予进口。 

进口食品经海关合格评定不合格的，由海关出具不合格证明；涉及安全、健康、环境保护项目不合

格的，由海关书面通知食品进口商，责令其销毁或者退运；其他项目不合格的，经技术处理符合合格评

定要求的，方准进口。相关进口食品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技术处理或者经技术处理仍不合格的，由海

关责令食品进口商销毁或者退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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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内地向港澳出口食品业务流程示例 

内地向港澳出口流程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出口食品原料种植养殖场 内地海关 港澳海关 港澳食品进口代理商

向所在地海关提出
备案申请

审核

公布原料种植、养殖
场备案名单

向所在地海关提出
备案申请

原料采购

食品生产

原料种养殖

出口申报前监管申请

现场监督检查

出具证书，准予出口

向海关如实申报出口
食品明细

口岸查验 口岸查验

向海关如实申报进口
食品明细

不予备案

通过

合格

可进行
技术处理

不准出口

技术处理 是

否，或两次不合格

合格 提货合格

通知发货

审核内地企业资格，
签署协议

不通过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准进口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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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内地从港澳进口食品业务流程示例 

内地从港澳进口流程

内地进口商港澳生产企业或出口代理 内地海关港澳海关

向海关总署提出备案
申请

审核

公布获得注册的企业
名单

向海关如实申报进口
食品明细

审核境外企业资格
签署协议

向海关如实申报出口
食品明细

海关合格评定

存放在海关指定或者
认可的场所

申报检疫许可

向海关总署提出备案
申请

是否需要
检疫许可

审核检疫
许可

是

通过 否

提货

发货 口岸查验 通过

合格

通知发货

出口前审核

通过

不予出口

进行技术处理

责令销毁或退运

不通过

不合格

涉及安全、健康、环境
保护项目不合格，或无法

进行技术处理

不予进口

不通过

不通过

执行销毁或退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