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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aqsiq.gov.cn/xxgk_13386/jlgg_12538/zjl/2016/201607/t20160729_471140.htm）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进境水生动物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境水生动物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境水生动物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境水生动物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    

（（（（总局令第总局令第总局令第总局令第 183183183183 号号号号））））    

 

《进境水生动物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已经 2016 年 2 月 3 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局 长 

2016 年 7 月 26 日 

 

 

进境水生动物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境水生动物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境水生动物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境水生动物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总总总总                则则则则    

 

第一条 为了防止水生动物疫病传入国境，保护渔业生产、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

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

的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进境水生动物的检验检疫监督管理。 

 

第三条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主管全国进境水生动物检

验检疫和监督管理工作。 

国家质检总局设在各地的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以下简称检验检疫部门）负责所辖地区进

境水生动物的检验检疫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国家质检总局和检验检疫部门对进境水生动物在风险分析基础上实施检验检疫风

险管理，对进境有关企业实施分类管理和信用管理。 

 

第五条 进境水生动物企业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和公

众负责，保证进境水生动物的质量安全，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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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检疫准入检疫准入检疫准入检疫准入    

 

第六条 国家质检总局对进境水生动物实施检疫准入制度，包括产品风险分析、安全卫生

控制体系评估与审查、检验检疫要求确定、境外养殖和包装企业注册登记。 

 

第七条 国家质检总局分类制定、公布进境水生动物的检验检疫要求。根据检验检疫要求，

对首次向中国输出水生动物的国家或者地区进行产品风险分析和安全卫生控制体系评估，对曾

经或者正在向中国输出水生动物的国家或者地区水生动物安全卫生控制体系进行回顾性审

查。 

国家质检总局可以派出专家组到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对其水生动物安全卫生控制体系进行

现场审核评估。 

 

第八条 国家质检总局根据风险分析、评估审查结果和检验检疫要求，与向中国输出水生

动物的国家或者地区官方主管部门协商签定有关议定书或者确定检验检疫证书。 

国家质检总局制定、调整并公布允许进境水生动物种类及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名单。 

 

第九条 国家质检总局对向中国输出水生动物的养殖和包装企业实施注册登记管理。 

向中国输出水生动物的境外养殖和包装企业（以下简称注册登记企业）应当符合输出国家

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官方主管部门批准后向国家质检总局推荐。推荐材

料应当包括： 

（一）企业信息：企业名称、地址、官方主管部门批准编号、养殖、包装能力等； 

（二）水生动物信息：养殖和包装的水生动物品种学名、用途等； 

（三）监控信息：企业最近一次疫病、有毒有害物质的官方监控结果。 

 

第十条 国家质检总局应当对推荐材料进行审查。审查不合格的，通知输出国家或者地区

官方主管部门补正；审查合格的，国家质检总局可以派出专家组对申请注册登记企业进行抽查。

对抽查不符合要求的企业不予注册登记；对抽查符合要求的及未被抽查的其他推荐企业，结合

水生动物安全卫生控制体系评估结果，决定是否给予注册登记。 

国家质检总局定期公布、调整注册登记企业名单。 

 

第十一条 境外养殖和包装企业注册登记有效期为 3 年。 

需要延期注册登记的企业，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至少 6 个月，由输出国家或者地区主管部

门向国家质检总局提出延期申请。国家质检总局可以派出专家组到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对其安全

卫生控制体系进行回顾性审查，并对申请延期的境外养殖和包装企业进行抽查。 

对回顾性审查符合要求的国家或者地区，抽查符合要求的及未被抽查的其他申请延期的注

册登记企业，注册登记有效期延长 3 年。 

 

第十二条 逾期未提出注册登记延期申请的，国家质检总局注销其注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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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注册登记企业向中国输出的水生动物检验检疫不合格，情节严重的，国家质检

总局可以撤销其注册登记。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境外检验检疫境外检验检疫境外检验检疫境外检验检疫    

 

第十四条 注册登记企业和相关捕捞区域应当符合输出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并处于输出国

家或者地区官方主管部门的有效监管之下。 

种用、养殖和观赏水生动物的注册登记企业，应当由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官方主管部门按照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推荐的方法和标准，按照输出国家或者地区的规定和双边检验检疫协定规定

连续监测两年以上，未发现有关疫病。 

食用水生动物的注册登记企业，应当经过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官方主管部门有关水生动物疫

病、有毒有害物质和致病微生物监测，结果符合双边检验检疫协定规定、中国强制性标准或者

国家质检总局指定标准的要求。 

 

第十五条 向中国输出水生动物的国家或者地区发生重大水生动物疫病，或者向中国输出

水生动物的注册登记企业、捕捞区域发生水生动物不明原因的大规模死亡时，输出国家或者地

区官方主管部门应当主动停止向中国出口并向国家质检总局通报相关信息。  

 

第十六条 向中国输出的水生动物精液和受精卵，必须来自健康的亲代种群。种用、养殖

和观赏水生动物输出前，应当在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官方主管部门认可的场所实施隔离检疫。隔

离检疫期间，不得与其他水生动物接触。 

国家质检总局可以派遣检疫官员赴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协助开展出口前隔离检疫。 

 

第十七条 向中国输出水生动物的注册登记企业和隔离检疫场所应当具备适当的生物安全

防护设施和防疫管理制度，能有效防止其他水域的水生动物入侵，确保输出水生动物的安全卫

生。 

 

第十八条 不同养殖场或者捕捞区域的水生动物应当分开包装，不同种类的水生动物应当

独立包装，能够满足动物生存和福利需要。包装容器应当是全新的或者经消毒处理，能够防止

渗漏，内包装应当透明，便于检查。 

 

第十九条 向中国输出水生动物的包装用水或者冰及铺垫材料应当符合安全卫生要求，不

能含有危害动植物和人体健康的病原微生物、有毒有害物质以及可能破坏水体生态环境的水生

生物。 

 

第二十条  向中国输出的水生动物在运输前 48 小时内，不得有动物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

临床症状。必要时，应当使用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官方主管部门批准的有效药物进行消毒和驱

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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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官方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与国家质检总局确认的检验检疫证

书格式和内容对向中国输出的水生动物出具检验检疫证书。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进境检验检疫进境检验检疫进境检验检疫进境检验检疫    

 

第二十二条 进境水生动物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中国法律法规规定和强制性标准要求；  

（二）国家质检总局分类制定的检验检疫要求； 

（三）双边检验检疫协定确定的相关要求；  

（四）双方确认的检验检疫证书规定的相关要求； 

（五）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以下简称检疫许可证）列明的要求； 

（六）国家质检总局规定的其他检验检疫要求。 

 

第二十三条 食用水生动物应当从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指定口岸进境。国家质检总局定期

考核指定口岸，公布指定口岸名单。 

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口岸相关要求由国家质检总局另行制定。 

 

第二十四条 进境水生动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检疫许可证。 

进境水生动物自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出境后中转第三方国家或者地区进境的，收货人或者其

代理人办理检疫许可证时应当详细填写运输路线及在第三方国家或者地区中转处理情况，包括

是否离开海关监管区、更换运输工具、拆换包装以及进入第三方国家或者地区水体环境等。 

进境种用、养殖和观赏水生动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在指定隔离场所在地检验检疫

部门办理检疫许可证，办理前应当按照《进境动物隔离检疫场使用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取得

隔离场使用证；进境食用水生动物的，应当在进境口岸检验检疫部门办理检疫许可证。 

 

第二十五条 水生动物进境前或者进境时，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持检疫许可证、输出

国家或者地区官方主管部门出具的检验检疫证书正本、贸易合同、提单、装箱单、发票等单证

向进境口岸检验检疫部门报检。 

检疫许可证上的申请单位、国外官方主管部门出具的检验检疫证书上的收货人和货运提单

上的收货人应当一致。  

 

第二十六条 检验检疫部门对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提交的相关单证进行审核，符合要求的

受理报检，并按照有关规定对检疫许可证批准的数量进行核销。 

 

第二十七条 进境口岸检验检疫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对进境水生动物实施现场查验： 

（一）开箱查验比例：进境种用、养殖和观赏水生动物，低于 10 件的全部开箱，10 件以

上的每增加 10 件，开箱数增加 2 件，最高不超过 20 件；进境食用水生动物，开箱比例不高于

10%，最低不少于 3 件。发现问题的，适当增加开箱查验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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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检总局有分类管理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开箱查验； 

（二）核对货证：品名、数（重）量、包装、输出日期、运输工具信息、输出国家或者地

区、中转国家或者地区等是否相符； 

（三）包装和标签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好；包装容器上是否有牢固、清晰易辨的中文或

者英文标识，标明水生动物的品名、学名、产地、养殖或者包装企业批准编号等内容。活鱼运

输船、活鱼集装箱等难以加贴标签的除外； 

（四）临床检查：水生动物的健康状况，主要包括游动是否异常，体表有无溃疡、出血、

囊肿及寄生虫感染，体色是否异常，鱼类腹部有无肿胀、肛门有无红肿，贝类闭壳肌收缩有无

异常，甲壳类体表和头胸甲是否有黑斑或者白斑、鳃部发黑等； 

（五）包装用水或者冰、铺垫材料：是否带有土壤及危害动植物和人体健康的有害生物等

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进境物。 

 

第二十八条  检验检疫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装载进境水生动物的外包装、运输工具和

装卸场地进行防疫消毒处理。 

 

第二十九条 现场查验发现有下列情形的，检验检疫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一）发现内包装容器损坏并有装载水洒漏的，要求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对包装容器进行整

理、更换包装或者对破损包装内的水生动物作销毁处理，并对现场及包装容器等进行消毒； 

（二）现场需要开拆包装加水或者换水的，所用水必须达到中国规定的渔业水质标准，并

经消毒处理，对废弃的原包装、包装用水或者冰及铺垫材料，按照有关规定实施消毒处理； 

（三）对发现的禁止进境物进行销毁处理； 

（四）临床检查发现异常时可以抽样送实验室进行检测； 

（五）对已经死亡的水生动物，监督货主或者其代理人作无害化处理。 

 

第三十条 受理报检或者现场查验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检验检疫部门签发《检验检疫

处理通知书》，由收货人或其代理人在检验检疫部门的监督下，作退回或者销毁处理： 

（一）未被列入允许进境水生动物种类及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名单的； 

（二）无有效检疫许可证的； 

（三）无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官方主管部门出具的有效检验检疫证书的； 

（四）检疫许可证上的申请单位、检验检疫证书上的收货人和货运提单上的收货人不一致

的；实际运输路线与检疫许可证不一致的；  

（五）来自未经注册登记企业的；  

（六）货证不符的，包括品种不符、进境水生动物数（重）量超过检验检疫证书载明数（重）

量、谎报用途、无标签、标签内容不全或者与检验检疫证书载明内容不符的； 

（七）临床检查发现异常死亡且出现水生动物疫病临床症状的； 

（八）临床检查发现死亡率超过 50%的。 

 

第三十一条 进境食用水生动物的，进境口岸检验检疫部门按照有关标准、监控计划和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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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通报等要求对其实施采样，对下列项目进行检验或者监测： 

（一）水生动物疫病病原、食源性致病微生物、寄生虫； 

（二）贝类毒素等生物毒素； 

（三）重金属、农兽药残留； 

（四）其他要求的项目。 

 

第三十二条  进境食用水生动物，经检验检疫部门现场查验合格后予以放行；查验不合格

的，作退回或者销毁处理。监控计划和警示通报有要求的，按照要求实施抽样检测。 

 

第三十三条 实验室检测不合格的，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收货人或其代理人应当主动召回不

合格食用水生动物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 

 

第三十四条 根据风险监控不合格发生频次和危害程度，经风险评估，对国家质检总局采

取扣留检测措施的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将进境食用水生动物调运至检

验检疫部门指定扣检暂存场所，实验室检测合格后方可放行。实验室检测不合格的，作退回或

者销毁处理。 

 

第三十五条 进境种用、养殖和观赏水生动物应当在指定隔离场进行至少 14 天的隔离检疫。

现场查验合格后，由进境口岸检验检疫部门出具《入境货物调离通知单》，运抵指定隔离场所

在地后，收货人或其代理人应当向检验检疫部门申报。指定隔离场所在地检验检疫部门应当核

对货证，并实施以下检验检疫措施： 

（一）对已经死亡的水生动物作无害化处理； 

（二）对原包装、装载用水或者冰和铺垫材料作消毒处理； 

（三）隔离检疫期间，检验检疫部门按照年度水生动物疫病监测计划、检疫许可证要求和

其他有关规定抽样，实施水生动物疫病检测。 

隔离检疫合格的，签发《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予以放行；不合格的，签发《检验检

疫处理通知书》，对同一隔离设施内全部水生动物实行扑杀或者销毁处理，并对隔离场所进行

消毒。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过境和中转检验检疫过境和中转检验检疫过境和中转检验检疫过境和中转检验检疫    

 

第三十六条 运输水生动物过境的，承运人或者押运人应当按照规定办理检疫审批手续，

并持货运单、检疫许可证和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官方主管部门出具的证书，向进境口岸检验检疫

部门报检。 

 

第三十七条 装载过境水生动物的包装容器应当完好，无散漏。经进境口岸检验检疫部门

检查，发现包装容器在运输过程中可能存在散漏的，承运人或者押运人应当按照检验检疫部门

的要求进行整改。无法有效整改的，不准过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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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 经香港或者澳门中转运输到内地的，发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向国家质检总

局指定的检验机构申请中转检验。未经中转检验或者中转检验不合格的，不得转运内地。 

经第三方国家或者地区中转的，须由第三方国家或者地区官方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质检总局

有关要求出具中转证明文件，无有效中转证明文件的，不得进境。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监督管理监督管理监督管理监督管理    

 

第三十九条 国家质检总局对进境水生动物实施安全风险监控和疫病监测，制定进境水生

动物年度安全风险监控计划和水生动物疫病监测计划，编制年度工作报告。 

直属检验检疫局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 

 

第四十条 检验检疫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将进境水生动物检验检疫不合格信息上报国家

质检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应当向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官方主管部门通报不合格信息。 

 

第四十一条 国家质检总局根据进境水生动物检验检疫不合格情况、国内外相关官方主管

部门或者组织通报的风险信息以及国内外市场发现的问题等，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按照有关规

定发布警示通报，采取提高监控比例、扣留检测直至暂停进口等风险控制措施。 

 

第四十二条 检验检疫部门按照《出入境检验检疫企业信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对进境水生

动物收货人实施信用管理。 

 

第四十三条 检验检疫部门对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收货人实施备案管理。 

 

第四十四条 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收货人应当建立进境水生动物经营档案，记录进境水生动

物的报检号、品名、数/重量、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境外注册养殖和包装企业及注册号、进境

水生动物流向等信息，经营档案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 年。 

 

第四十五条 检验检疫部门对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收货人的经营档案进行定期审核，审核不

合格的，责令整改。 

 

第四十六条 进境种用、养殖和观赏水生动物收货人应当按照《进境动物隔离检疫场使用

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做好进境水生动物隔离期间的养殖和防疫工作，并保存相关记录。检验

检疫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对指定隔离场进行监督管理。 

 

第四十七条 进境水生动物存在安全卫生问题的，收货人应当主动采取召回、销毁等控制

措施并立即向检验检疫部门报告，同时报告地方政府主管部门。收货人拒不履行召回义务的，

检验检疫部门可以责令收货人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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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检验检疫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

疫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处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报检或者未依法办理检疫审批手续或者未按检疫审批的规定执行的； 

（二）报检的进境水生动物与实际不符的。 

有前款第（二）项所列行为，已取得检疫单证的，予以吊销。 

 

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检验检疫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

疫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处 3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经检验检疫部门许可擅自将进境、过境水生动物卸离运输工具或者运递的； 

（二）擅自调离或者处理在检验检疫部门指定的隔离场所中隔离检疫的进境水生动物的； 

（三）擅自开拆过境水生动物的包装，或者擅自开拆、损毁检验检疫封识或者标志的； 

（四）擅自抛弃过境水生动物的尸体、铺垫材料或者其他废弃物，或者未按规定处理包装

用水的。 

 

第五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或者犯罪情节显著轻微

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的，由检验检疫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

的规定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引起重大动物疫情的； 

（二）伪造、变造检疫单证、印章、标志、封识的。 

 

第五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检验检疫部门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

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予以处罚： 

（一）明知有安全隐患，隐瞒不报，拒不履行事故报告义务继续进口的； 

（二）拒不履行产品召回义务的。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检验检疫部门处 3 万元以下罚款： 

（一）使用伪造、变造的检疫单证、印章、标志、封识的； 

（二）使用伪造、变造的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官方主管部门检疫证明文件的； 

（三）使用伪造、变造的其他相关证明文件的； 

（四）未建立经营档案或者未按照规定记录、保存经营档案的；  

（五）擅自调离或者处理在检验检疫部门指定场所中扣留的进境食用水生动物的； 

（六）拒不接受检验检疫部门监督管理的。 

 

第五十三条 进境水生动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检验检疫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其他违法

行为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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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        附附附附            则则则则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水生动物：指人工养殖或者天然水域捕捞的活的鱼类、软体类、甲壳类、水母类、棘皮类、

头索类、两栖类动物，包括其繁殖用的精液、受精卵。 

养殖场：指水生动物的孵化、育苗、养殖场所。 

包装场：指水生动物出境前短期集中、存放、分类、加工整理、包装的场所。 

输出国家或者地区：指对进境水生动物出具官方检验检疫证书的官方主管部门所属的国家

或者地区。 

中转：指因运输原因，水生动物自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出境后须途经第三方国家或者地区，

在第三方国家或者地区期间货物离开海关监管区等特殊监管区域并变换运输工具后运输到中

国内地的运输方式。 

包装用水：指与水生动物直接接触的水，不包括密封的、用于调节温度的冰块或者水袋。 

扣留检测：指进境食用水生动物因存在安全卫生隐患，进境口岸查验合格后调运至检验检

疫部门指定暂存场所，待抽样检测合格后允许放行的检验检疫措施。 

 

第五十五条 进境龟、鳖、蛇、鳄鱼等爬行类动物的检验检疫和监督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六条 边境贸易进境水生动物检验检疫和监督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质检总局 2003 年 11 月 1 日实施的《进

境水生动物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令第 44 号）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