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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正在深入推进,但

粤港澳大湾区食品监管中的口岸通关融合模式存在如监

管标准不一、通关程序繁琐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导致食

品监管效率偏低问题日益突出.对此,可以通过统一粤

港澳三地食品安全监管标准、构建一体化的口岸通关程

序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协同监管等措施推动口岸通关

融合模式有效创新.同时,为了强化对粤港澳大湾区食

品监管效率提升的配套建设,实践中仍需要进一步提升

口岸服务水平,为食品通关提供更加便利的一站式服务.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监管;口岸通关融合模

式;通关程序

Abstract: At present,the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Kong MacaoGreaterBayAreaisdeepening．

Amongthem,the port customsintegration modelin food

supervisioninthe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GreaterBay
Areahasproblemssuchasinconsistentregulatorystandards,

cumbersome customs clearance procedures,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whichhaveledtoincreasinglyprominentissuesof

low food supervision efficiency．In this regard, effective

innovationintheintegration modelofportclearancecan be

promotedbyunifyingthefoodsafetysupervisionstandardsof

Guangdong,HongKong,andMacao,constructinganintegrated

port clearance procedure mechanism, and strengthening
informationsharingandcollaborativesupervision．Atthesame

time,in ordertostrengthenthesupportingconstruction of

improvingtheefficiencyoffoodsupervisionintheGuangdong
HongKong Macao GreaterBay Area,itisstillnecessaryto

furtherimprovethelevelofportservicesinpractice,andprovide

moreconvenientoneＧstopservicesforfoodcustomsclea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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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是指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

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等９市组成的城市群(以下简

称大湾区).大湾区建设是粤港澳三地优势互补、协同发

展、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区域发展战略.２０１９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将之提升

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推进建设大湾区,有利于深化内地

和港澳交流合作,对港澳参与国家发展战略,提升竞争力,
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重要意义.２０２０年粤港澳大湾区

的国际贸易总额已经超过１４万亿元,居全球各湾区之首.

２０２２年大湾区 GDP突破１３万亿元,已超过韩国、澳大利

亚、巴西和俄罗斯,达到全球第十大经济体的水平[１].
显然,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中国南方经济发展的

重要引擎,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的重要窗口[２].根

据香港海关的数据,２０１９年香港与广东的食品贸易总额

达到了约 ２１３０ 亿港元,与澳 门 的 食 品 贸 易 总 额 约 为

７８亿港元,分别较２０１８年增长了３．７％和６．２％.然而,
随着大湾区一体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市场互联互通水平

有待进一步提升,生产要素高效便捷流动的良好局面尚

未形成,其中,食品监管效率偏低问题逐渐凸显[３].究其

根本原因,在于大湾区是由粤港澳三地组成的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３个法域和关税区,流通３种货币,粤港澳三地

在经济制度、法律体系、行政体制和社会管理模式等方

面,以及经济自由度、市场开放度、营商便利度及社会福

利水平等方面都存在不小的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面临其他湾区所没有的制度和体制机制难

题.一方面,这种制度性的差异会影响到三地社会福利

和公共服务有效衔接,影响到跨境协同创新效率和市场

深度融合.另一方面,从积极的角度看,这种制度性差异

可能正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特色和优势所在.特别是在

“一国两制”下,可以把港澳市场经济成熟、国际联系广

泛、专业服务发达、法治公认度高、科研力量比较强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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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与广东腹地广、市场大、制造业发达、科研实力雄厚和

政府决策力、执行力强等优势结合起来[４].

大湾区食品监管涉及粤港澳三地的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制度、食品安全标准等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即香港

澳门大量采用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欧盟、美国

等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的标准;而中国内地食品安全标

准在积极借鉴先进的相关国际标准基础上,还必须综合

考虑内地食物结构、营养需求、食品供应现状等因素,形
成了符合内地实际且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标准体系.这

些差异性导致了目前大湾区食品监管中的口岸通关模式

仍存在通关程序繁琐、监管标准不一、信息不对称等问

题,致使食品在口岸的通关节奏缓慢,影响了食品监管和

贸易的效率.因此,通过创新口岸通关融合模式来全面

提升大湾区食品监管效率[５],对促进大湾区食品贸易的

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补强价值和实践指引意义.

１　大湾区食品监管中口岸通关融合模式

运行现状
　　由于彼此之间在地域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大湾区三

地之间的食品贸易总量持续增长.随着三地之间依存关

系不断增强,大湾区三地的食品贸易量呈稳步增长的趋

势,香港和澳门消费的生鲜食品９０％以上由广东省直接

提供.数据[６]显示,２０１８年,广州海关监管供港澳活猪

４７．９８万头、食用水生动物１．４２万t、鸡苗８３．２万羽、新鲜

蔬菜１．７万t、冰鲜禽畜肉６．７万t、冰鲜水产品５２３６t,以
及各类深加工食品６．６万t.

供港澳产品检疫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广州海关与

香港食物与卫生局、澳门民政总署等相关部门保持紧密

联系与沟通合作,并建立起公务定期联系制度.该制度

旨在通过深入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按照有关CEPA
合作的安排和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的要求,以深化三地卫

生检疫、动植物检疫与食品安全控制合作为目标,积极推

进相关部门“一体化”区域合作,努力营造贸易便利环境,

推动实 现 粤 港 澳 的 深 度 融 合 和 互 补 发 展[７].所 谓 的

“CEPA”是指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的«内地与香

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中央政府与澳门特

区政府签署的«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

安排».这一机制的建立与实施为大湾区三地在食品安

全监管方面的合作提供了区域合作典范.截至目前,大
湾区三地食品监管在口岸通关方面的合作主要体现在以

下４个方面.
(１)建立了大湾区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和食品安全

控制合作备忘录.２０２１年５月,大湾区三地签署了«粤港

澳卫生 检 疫、动 植 物 检 疫 和 食 品 安 全 控 制 合 作 备 忘

录»[８],这是三方共同打造的检验检疫合作平台.通过该

平台,在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和食品安全控制方面逐步

建立并持续完善高层互访、信息互通、技术交流、疫情联

防联控等一系列沟通协作机制.
(２)建立了信息共享和通报机制.大湾区三地相关

部门之间建立了信息共享和通报机制,以便及时交流和

共享食品安全风险信息,共同应对食品安全问题.
(３)建立了联合查验机制.大湾区三地相关部门之

间建立了联合查验机制,对于某些需要在多地完成检验

的食品,可以采取联合查验的方式,一次性完成所有检验

项目,减少重复检验和通关时间.
(４)推动了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对接.大湾区三地相

关部门积极推动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对接,削减不必要的

准入限制和规制措施,促进大湾区三地优势互补,推动食

品贸易的健康发展.
总体来讲,大湾区三地相关部门采取的上述食品监管

方面的合作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食品贸易货物通关

的协调.尽管目前仍处于一体化的初级阶段,但为后续的

通关合作向通关一体化融合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２　大湾区食品监管中口岸通关融合模式

问题审视

２．１　通关监管标准不一

食品安全符合相关监管标准是顺利通关的先决条

件.但大湾区三地在包括食品安全监管标准等法律制度

方面存在一定差异[９],这种差异严重影响了食品在口岸

通关时的效率.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食品添加剂的使

用、食品的微生物指标等方面,导致了食品在口岸通关时

的重复检测和延误,也给企业带来了额外的成本和时间

压力.一方面,在内地和香港的食品安全法规中,对食品

添加剂的使用有不同的规定.中国内地实行的是«食品

安全国 家 标 准 　 食 品 添 加 剂 使 用 标 准»(GB２７６０—

２０１４),而香港目前仅有几项针对特定种类食品添加剂的

规例,包括«食物内染色料规例»(第１３３H 章)、«食物内甜

味剂规例»(第１３２U章)、«食物内防腐剂规例»(第１３２BD
章).两者存在差异涉及到允许使用的添加剂种类、使用

量、使用范围等方面.例如:山梨醇是多羟醇的一种,在
香港不受相关规例规管,可作为配料按照 GMP在食品中

使用,配料表上不必指明作用类别为甜味剂.再如:添加

剂包括食品加工助剂,但香港现有法例并无特别界定其

定义,主要参考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的要求,可以

不在标签上标示.
这些差异使得企业在不同地区的生产和销售面临不

同的挑战.例如,某些在香港被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

可能在内地并不被允许使用,如果相关企业在内地销售

的产品因含有香港允许使用的添加剂,但不符合内地标

准而被退货或销毁,这将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包括产品

的损失、运输成本、时间成本等.另一方面,除了食品添

加剂的使用,内地和香港在食品的微生物指标方面也有

不同的要求.例如,对于新鲜水果和蔬菜,以及肉类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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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细菌数量、微生物种类等,两地有着不同的限制和要

求.如果企业生产的食品不符合内地的微生物指标要

求,同样可能导致产品被退货或销毁,给企业带来损失.

２．２　通关程序繁琐

目前,大湾区“两地两检”的通关模式程序比较繁琐,

导致进口的食品在香港已经完成了检验,但进入内地时还

需重新检验,即大湾区三地间在通关程序上的繁琐和冗长

对企业的贸易活动和食品的安全带来了不少挑战.一方

面,每个关口的查验和放行无疑增加了企业的通关时间和

成本.每个关口都需要企业提供相关的文件和样品,并进

行各自的查验.这种重复性的工作不仅消耗了大量的时

间和资源,而且可能由于各关口查验标准的不统一,导致

产品无法顺利通关.另一方面,这种繁琐的通关程序也可

能增加食品在口岸的停留时间和食品安全风险.

２．３　通关信息不对称

尽管大湾区三地已经开始了通关信息方面的合作和

协调,并建立了大湾区三方共同的检验检疫合作平台,但
这一平台仅仅提供检验检疫单方面的信息协调.就整体

食品安全监管和通关而言,虽然三地监管机构已经各自建

立了智慧协同监管平台,这种信息不对称可能会给依赖所

在地监 管 机 构 的 相 关 企 业 食 品 顺 利 通 关 带 来 较 大 的

阻碍[１０].

３　大湾区食品安全监管中口岸通关融合

模式的创新路向
　　鉴于当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创新口岸通关融合模式

已经显得尤为必要.
(１)通过推行“监管互认”和“通关互畅”,可以减少重

复查验和等待时间,提高通关效率[１１].通过口岸通关融

合模式的创新,实现“监管互认”,意味着承认对方的食品

安全监管体系和标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减少重复检查

和评估;而“通关互畅”则是简化口岸通关程序,实现快

速、便捷通关.
(２)通过实现“监管互认”和“通关互畅”,可以降低食

品进出口的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促进大湾区三地食品

贸易的便利化,降低食品贸易成本,有利于大湾区食品市

场的深度融合.增加食品贸易的便利性.
(３)口岸通关融合模式的创新,还可以加强大湾区三

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合作与交流,提高食品安全整体

水平,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４　口岸通关融合模式创新举措

４．１　统一大湾区食品安全监管标准

应加强大湾区三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沟通与合

作,逐步协调三地的食品安全标准.首先,逐步协调和统

一食品安全标准是关键.对于逐步协调和统一食品安全

标准,可以借鉴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结合大湾区三地的实

际情况,制定一套既符合国际惯例又适应大湾区实际的

食品安全标准.这不仅有助于减少因标准不一致导致的

通关问题,还能提升整个大湾区食品产业的竞争力.其

次,通过加强大湾区三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沟通与合

作,建立起既符合国际惯例又适应大湾区实际的食品安

全监管体系.这个体系可以包括分类管理和风险等级评

价体系,进一步提高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例如,香港

和澳门的食品安全标准高于内地标准,但也有些低于内

地标准,可以相互引入对方更严格和严谨的标准与监管

方法,这将有助于提升大湾区内的整体食品安全水平.

再次,在保证符合内地严格的食品安全制度的基础上,在
相关供港供澳食品企业中推广使用香港和澳门的食品安

全认证制度也是一个很好的措施.这将使内地食品企业

更加了解和接受香港和澳门的食品安全标准,从而提升

食品监管效率.同时,加强粤港澳三地食品企业的分类

管理和风险等级评价体系,可以更加科学地评估和管理

食品企业,提高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一流湾区,关键在于规则衔

接、机制对接,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２０２０年以来,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支持和指导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化研究中

心,聚焦粤港澳三地高共性、易融合的重点民生领域研制

和实施“湾区标准”.“湾区标准”是粤港澳大湾区共同执

行标准,以清单形式公布.目前共有１１０项标准纳入清

单,涵盖食品、中医药、交通、养老、物流等２５个领域.三

地认证检测机构及相关组织还共同发起成立“粤港澳大

湾区认证联盟”,推动检验检测认证服务交流合作,以更

高标准提供“湾区认证”服务.这一系列政府主导下的措

施,为大湾区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畅通提供了保障[１２].

４．２　构建一体化的口岸通关程序机制

为了进一步提高粤大湾区三地食品通关效率和促进

食品贸易发展,应积极推行“监管互认”和“通关互畅”等
一体化的口岸通关机制.首先,建立统一的查验机制,将
原来的“两地两检”简化为“一次查验”,减少重复工作和

等待时间.展开来讲,可以推行“监管互认”机制,在查验

时互相承认对方监管机构的检验结果和标准,避免重复

查验.同时,还可以建立统一的查验窗口,由三地食品安

全监管部门共同派员组成,负责协调查验标准和程序,确
保查验结果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其次,可以探索实行“单
一窗口”制度,实现口岸通关信息共享和互认,进一步优

化通关流程.通过“单一窗口”平台,企业只需向一个窗

口提交通关申请和相关资料,就可完成所有通关手续.

这个窗口可以由大湾区三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共同管

理,确保信息共享和互认,减少重复提交和等待时间.再

次,全面推行“提前申报、提前查验”等便利措施,提高口

岸通关效率.要求所有企业在正常情况下必须“提前申

报、提前查验”,保证货物到达时立即进行通关放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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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时间.同时,可以推行“单一窗口”制度,企业只需向

一个窗口提交通关申请和相关资料,即可完成所有通关

手续.这个窗口可以由三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共同管

理,确保信息共享和互认,减少重复提交和等待时间.

４．３　加强信息共享和协同监管

此外,还应加强大湾区三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信

息共享和协同监管[１３].首先,可以在当前三地检验检疫

共同合作平台的基础上,建立整体食品安全信息共享平

台和协同监管机制,实现食品安全信息的互通互联和实

时共享.这个平台可以由大湾区三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共同建设,整合三地的食品安全监管信息,为企业提供一

站式信息服务.通过信息共享,企业可以及时了解各地

的食品安全监管政策和标准,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

出现违规情况.其次,应推动企业加强自身信息化建设,

提高企业的风险管理和质量控制水平.企业可以通过引

入先进的生产管理系统和质量管理体系,提高生产效率

和管理水平.同时,企业还可以通过建立食品安全可追

溯系统,对食品的生产、流通等环节进行全面记录和管

理,以便在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时能够迅速找到问题源头,

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再次,还可以加强大湾区三地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合作和交流,共同研究解决食品安

全问题.可以通过定期召开会议、互派人员交流学习等

方式,加强三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了解和信任,推动合

作向更深层次发展.

４．４　提升口岸服务水平,提供更加便利的一站式服务

应进一步提升口岸服务水平,为食品贸易提供更加

便利的一站式服务.
(１)要加强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设施投入,提高

口岸的硬件水平和查验能力.包括提高口岸的交通便捷

性、扩大查验场地、更新查验设备、提高查验效率等.例

如,可以加强口岸交通设施建设,提高交通便捷性,减少

车辆等待时间和交通拥堵现象.同时,可以引入先进的

查验设备和技术,提高查验的准确性和效率.
(２)必须优化口岸通关流程和服务态度,为企业提供

更加高效、便捷、优质的通关服务.包括简化通关流程、

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和等待时间,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的

通关服务,如可以推行“单一窗口”制度,简化企业通关申

请流程和手续,减少重复提交和等待时间.同时,可以优

化通关流程,将原来的“两地两检”简化为“一次查验”,减
少重复工作和等待时间.

(３)必须加强口岸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和业务能力

培训,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包括增强口岸工作人

员的服务意识和态度,加强业务培训和能力提升,提高服

务水平和专业能力,如可以定期组织口岸工作人员进行

业务培训和能力提升,加强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和态度

的培养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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