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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多了
市场监管有空白

相对于传统的货物贸易进口，跨
境电商、海淘和代购等非货物渠道进
口的食品有不少游离于监管之外，在
分包、运输、投递过程中可能发生二次
污染。

“感觉味道不对劲，很可能买到了
变质商品。”最近，北京市海淀区中关
村某公司员工李强卫在一家跨境电商
平 台 买 了 澳 大 利 亚 进 口 的 德 运
（Devondale）脱脂奶粉，冲泡时发现奶
粉味道有些问题。

李强卫爱喝脱脂牛奶。前段时
间，他听朋友说澳大利亚进口的德运
奶粉质量好，托人从国外带了几包回
来。李强卫觉得口感不错，就尝试着
通过跨境电商购买，没想到，网上买的
奶粉跟朋友带回来的完全不是一码
事：

“冲泡时，发现杯底的奶粉很久化
不开，又黏又稠，有点像胶水。”李强卫
说，他硬着头皮尝了一口，几乎没有牛
奶味，就像是冲开了一包面粉。

“肯定是奶粉质量有问题。”李强
卫给该跨境电商平台的客服人员打电
话，要求退货，对方却一口咬定：“我们
的奶粉都是海外直采，质量经过层层
把关、权威检测，100%是原装正品。
再说，你买的奶粉已经拆了包装，影响
二次销售，不能退换货。”

没办法，李强卫只能在网上给该
品牌奶粉差评，并留言提示其他人慎
重选择。“幸好只买了一袋。”李强卫无
奈地表示，这是买奶粉最糟糕的一次
体验。

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认
为，一般来说，经过监管部门许可的进
口食品，质量是安全的。这些年，跨境
电商、海淘和代购兴起，进口渠道多元
化了。相对于传统的货物贸易进口，
这些通过快递等渠道进口的食品越来
越多，大部分游离于监管之外，在分
包、运输、投递过程中还会遭遇“二次
污染”。比如进口奶粉由于物流运输
过程长、环节多，有些还需要特定的温
度、湿度条件，如果快递公司不专业，
就可能发生变质。

家住哈尔滨松北区的沈芳早餐时
喜欢喝一杯麦片。上个月，沈芳看见
有人在微信朋友圈卖澳大利亚的进口
麦片，说是蛋白含量高、糖分少，沈芳
就买了三大包。

没多久，进口麦片到了，沈芳却很
茫然：包装袋上都是英文，根本看不懂
是什么品牌。上网一搜，才知道是澳
大利亚奥伯顿营养代餐水果燕麦片。
打开其中一包，麦片已经板结变硬，用
水一冲，“都有那种油脂被氧化的哈喇
味了。”沈芳仔细查看麦片包装袋上的
生产日期，发现已经过期。再查看剩

下的两包，尽管还在保质期内，不过也
快到期了。

国家质检总局在检测中发现，这
些年，几乎所有种类的进口食品中，都
曾被检出过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和法律法规要求的情况，其中一
半以上是糕点饼干、饮料、粮谷及制品
和乳制品。进口食品发生微生物污
染、过期等问题比较突出。

乱象不少
“李鬼”食品干扰大
市面上打着“进口食品”旗号的食

品数量远远超过从正规渠道进入国内
市场的食品。许多消费者精心挑选的
进口食品，其实是“假进口”，不仅令人
扫兴，还可能引发新的食品安全问题

“我从网上买的费列罗巧克力和
从超市买的味道有明显差别，送监管
部门检测，结果发现是假货。”最近，正
在准备婚礼的哈尔滨市居民王莹玉在
淘宝上买了一大箱费列罗巧克力做喜
糖。“店家网页介绍中写着产地意大
利、原装进口，销量和评价也还可以，
我就下单了。真后悔贪图网上比超市
价格低的小便宜。”

王莹玉是进口食品网购达人，“泰
国的榴莲糖果、芒果干，澳门的肉松、
杏仁饼，意大利的肉酱、巧克力……这
些进口零食我经常购买。多年购买积
累的经验是，进口食品特别是一些散
装食品，吃上一口才能分辨真假，因
此，最好先少量购买。但这次准备喜
糖比较仓促，一时疏忽买到一大箱假
货，真扫兴。”

据业内人士介绍，市面上销售的
“进口食品”分三类：

第一类是产地在国外，由国内经
销商粘贴中文标识并在国内销售，外
包装没有国内的卫生许可证号，这是
真正意义上的进口食品。

第二类是原料由国外厂家生产，
国内厂商进行包装和经销，包装上对
产品的成分、配料等有较详细的标注，
有国内的卫生许可证号，这实际上是
国产食品。

第三类是包装上是以外文为主，
没有国内的卫生许可证号。这其中，
很多是粗制滥造的冒牌货。

调查发现，目前国内市场打着“进
口食品”旗号的食品数量，远远超过
从正规渠道进入国内市场的食品。
在一些地方，有的小作坊、小工厂假
冒进口食品的商标，模仿进口食品的
口味，大肆生产饼干、巧克力等食品，
一些代理商购买后“自行组装”，伪装
成意大利“进口”的费列罗巧克力、日
本进口的白色恋人饼干等。在网上，
很容易就能搜到假冒费列罗巧克力
的包装、标签等，100个标签只需1元
钱。由于生产、包装、经销分散在不
同的地域，很多交易都通过网络进

行，隐蔽性很强。这些粗制滥造的
“李鬼”商品藏身于一些电商平台，不
仅干扰正常进口，还很可能引发新的
食品安全问题。

如何避免买到假进口食品，业内
人士提醒：“别贪便宜，别信‘特价’‘促
销’等噱头。”比如，在费列罗官方旗舰
店，最实惠的婚庆装96粒需249元，每
粒约合2.6元。而网上350元一箱共
450粒的费列罗，每粒约合0.8元，这绝
不可能是真的进口货。

营养有别
迷信“进口”要不得

进口食品最好通过货物贸易途径
购买，因为它们都是通过国家有关部
门检验检疫的，相对更靠谱。很多进
口食品的营养成分根据国外不同人群
的需求配制，不能盲从

北京西城区居民曹羽经常购买进
口的零食饮料和调味料。至于哪个途
径更安全，曹羽认为：“实体店比较放
心，跨境电商次之，海淘和代购问题最
多。”

曹羽觉得，不管是通过哪种途径
购买，一定要选择有正规代理商且包
装上贴中文标签的品牌。所买食品最
好是之前吃过的，这样，对其口味就比
较了解，“因为不同国家的食品口感差
别很大，有的国家的人口味重，咱吃起
来还真不一定能适应。”

“不能盲从、迷信进口食品。”胡
颖廉认为，中国人与外国人的生活环
境和体质上存在差异，进口的食品偶
尔尝尝鲜没有问题，但不能长期吃。
国外的食品不一定就是安全可靠
的。购买时，消费者一定要仔细识别
包装上营养成分表内的信息。国外
很多食品的营养成分都是根据本国
不同人群的需求配制的，例如，购买
牛奶产品一般要注意钙的含量，而含
有氢化植物油的糕点要注意反式脂
肪酸的含量。

“海淘、代购的食品质量很难有
保障。”胡颖廉说，有些国家和地区市
场管理混乱，食品生产企业可能并不
符合我国法规所要求的生产环境和条
件。如果国内消费者贸然购买食用，
很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最好还是通过货物贸易途径购
买进口食品，因为它们都是通过国家
有关部门检验检疫的，相对更靠谱。”
胡颖廉建议，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上购
买进口食品，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大平
台，如果发现店铺中的食品无中文标
签和检验合格证，要拒绝购买。通过
海淘、代购等网络途径购买进口食品
一定要谨慎。一些非正规的海淘和代
购商家出售的进口食品，价格虽然便
宜，但是往往没有检验检疫证明，安全
风险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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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跨境电商发展迅速，人们
购买进口食品越来越方便，不出国
门，点点鼠标，就能买到世界各地的
美食。但是，为了牟利，一些不法商
家也玩起了猫腻：

手法一：故意将“到期日”标示
为“生产日期”。国内一些食品经销
商会从境外进口已过期食品。这些
食品原包装的底部通常喷印着日
期，并且原包装上会用外文标明“到
期日见底部”之类的字样。进口商
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用加贴的
中文标签遮盖外文的“到期日见底
部”字样，并在中文标签中将原喷印
的到期日标为“生产日期”，以此延
长保质期。

手法二：未经检验检疫而私自
进口到境内。根据《食品安全法》规
定，每一批次的进口食品都必须由
经过备案登记的国内经销商向我国
进出口检验检疫部门办理入关手
续，经检验检疫合格后颁发卫生证
书，并加贴经过备案的中文标签，方
可入境销售。而实际操作中，部分
进口食品整批次未加贴中文标签，
经销商也未能提供该批次产品的卫
生证书。此外，因疫情、食品安全事
件等，质监总局可以发布公告或禁
令决定停止从特定地区进口特定食
品。而不少商家在禁令实施期间私
自从境外进口违禁食品（或原材料）
并出售。

手法三：未办理生产许可却擅
自加工食品。对于某些裸装食品的
包装（如巧克力）需申领生产许可
证，但部分进口商为了更好地销售
产品，进口裸装食品（含有运输包
装）后，在不具备生产许可证的情况
下，擅自将进口食品包装或简单加
工为预包装食品进行销售。在分装
过程中，分装场所的温湿度、整洁状
况、污染物防控情况以及消毒设备
等条件均直接影响了分装后食品食
用的安全性。

因此，消费者在选购进口食品
时，一定要仔细查看标签、索取相关
证书、选择正规渠道。尽量到声誉
较好、经营较规范的大型商场、超市
选购，对无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和
检验合格证的要拒绝购买，谨防受
骗。 （来源：人民日报）

进口食品乱象：
“李鬼”干扰大 营养有别迷信不得

泰国的榴莲、芒果，澳大利亚的牛肉、海鲜，意大利的肉酱、通心粉，德国的香肠、奶粉……不知
不觉中，越来越多的进口食品进入中国家庭。买进口食品，有人为了尝鲜，有人觉得味美。那么，市
场上琳琅满目的进口食品，是否真的适合中国人的胃？想买到真正的进口食品，有哪些技巧？吃进
口食品就一定更安全吗？

■ 延伸阅读

更改生产日期 逃避口
岸监管 违规分装销售

买进口食品
当心这些猫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