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商品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市场监管部门提醒———

购买进口食品“三看”标签验明“身份”
□本报记者 魏巍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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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目的蓝白红三色招
牌， 标志性的大套娃和玩偶
熊，循环播放的俄罗斯歌曲，
琳琅满目的饼干、 香肠、奶
粉、蜂蜜、酒水……最近一段
时间，“俄罗斯商品馆” 如雨
后春笋一般涌现， 在线上线
下引发广泛热议。近日，本报
记者针对这一现象在中心城
区进行实地走访。

消费者在中心城区一家“俄罗斯国家产品馆”选购商品

记者现场走访 店铺风格大同小异，商品来源五花八门
通过美团、高德地图等 App进

行搜索，记者发现中心城区有 3 家
“俄罗斯商品馆”，分别位于万达广
场、豪盛百货、宇信凯旋城附近。

记者走进位于万达广场一楼
西侧区域的“俄罗斯国家馆”，不少
消费者正在这里购物。记者随手拿
起一罐“捕蜜熊”牌向日葵蜂蜜，瓶
身标签标注该蜂蜜的原产国为俄
罗斯，进口商为绥芬河市商通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地址为黑龙江省绥
芬河市罗斯帝国一期一楼 C17
厅，此外还有生产企业在华注册编
号等信息。 全麦果仁列巴、高钙羊
奶粉、伏特加配制酒等商品的标签

上也标注着原产国为俄罗斯。
“货真价实，请放心消费。 ”在

位于豪盛百货门前广场的“俄罗斯
商品馆”， 售货员热情接待记者，
“店铺刚刚开业，价格优惠。”不过，
谈及商品详细信息，这位售货员一
时也说不清楚。 记者在现场看到，
这家“俄罗斯商品馆”是一座露天
搭建的棚铺，悬挂着“中俄国际免
税商品城”喷绘。 记者从入口处的
货架上随手拿起一款“乌拉”牌牛
肉肠，标签上标注该牛肉肠的产地
为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生产商为绥
芬河市维卡食品有限公司。 此外，
“寒潮” 牌桦树汁的标签上显示原

产国为白俄罗斯，“格里则”牌脱脂
奶粉的标签上显示原产国为白俄
罗斯，“枪鱼”牌海洋风味伏特加的
标签上显示原产国为乌克兰。

在位于建设路的宇信凯旋城
外沿街空地上，有一座“俄罗斯国
家产品馆”，“原装进口 正品保障”
“硬核俄货 优选好物”“哈拉少 正
品保证”等广告标语随处可见。 记
者随手拿起一款俄罗斯风味坚果
奶酪，标签标注生产地为黑龙江省
绥芬河市，制造商为绥芬河市俄百
利食品有限公司；一款椴树蜂蜜的
标签标注原产国为俄罗斯，进口商
为绥芬河市正心进出口有限公司。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三看”标签，验明“身份”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不少

消费者是为了“尝鲜”而消费，但是
不知道如何辨别这些商品到底是
从俄罗斯进口的，还是国内厂家生
产的。记者就此到市市场监管局进
行采访， 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消费者可以通过“三看”标签来进
行辨别。

“一看”，看中文标签上是否标
注原产地或原产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第九十七条规定，“进口的预包
装食品、食品添加剂应当有中文标
签；依法应当有说明书的，还应当
有中文说明书。 标签、说明书应当
符合本法以及我国其他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的要求，并载明食品的原产地
以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 地址、联
系方式”。

《预包装 食 品 标 签 通 则》
（GB7718-2011） 规定，“进口的预
包装食品应当标示原产国或原产
地区的名称，以及在中国依法登记
注册的代理商、进口商或经销者的
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如果中文标签上标注了“原
产地（或原产国）：俄罗斯”和“境

内代理商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等内容， 说明该食品是进口俄罗
斯食品；反之，如果中文标签所标
注的内容出现国内生产商的名
称、 地址、 联系方式及国内的产
地， 或标注我国食品生产许可证
编号及执行标准， 说明这是在我
国境内生产的食品， 不是进口的
俄罗斯原产食品。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
七条规定，“预包装食品没有中文
标签、中文说明书或者标签、说明
书不符合本条规定的，不得进口”。

“二看”，看标签上的中文与外
文是否对应。

按照《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7718-2011） 规定，“进口预包
装食品同时使用中文与外文时，其
外文应与中文强制标识内容和选
择标示的内容有对应关系，即中文
与外文含义应基本一致，外文字号
不得大于相应中文汉字字号。对于
特殊包装形状的进口食品，在同一
展示面上，中文字体高度不得小于
外文对应内容的字体高度”。

有些“俄罗斯风味食品”的标
签上有大量俄罗斯文字，虽然国内

生产的食品可以使用外文，但按照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
2011）规定，“应与中文有对应关系
（商标、进口食品的制造者和地址、
国外经销者的名称、 网址除外）”。
如果标签上的外文与中文没有对
应关系，且标示的外文大于相应的
汉字，是相关法律法规不允许的。

“三看”，看中文标签上是否标
注在华注册编号。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食
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食品安全
管理办法》 规定，2022年 1月 1日
起，进口食品的外包装上需标注在
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
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

在华注册编号是中国海关为每
个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赋予的唯
一编码，该编号为 18 位，由 4 位大
写字母和 14位数字组成，具体格式
为：C+3 位国家代码+4 位产品类别
代码+6位日期+4位顺序号。

消费者可以登录中国海关总
署网站查看相关食品是否获得准
入，只有经评估并获得我国准许进
口的特定国家（地区）的特定产品
方可入境。

经营进口食品
经营者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经营进口食品
的经营者，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进口食品标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 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
进口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
品应当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进口食品合格证明文件。《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九十二条第
二、三款规定，进口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应当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依照进出
口商品检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检验合格；进口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应
当按照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的要
求随附合格证明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
法》规定，进口食品需经国家出入境检
验检疫部门出具的入境货物检验检疫
证明方可入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九十八条规定， 进口商应当建立食品、
食品添加剂进口和销售记录制度，如实
记录食品、食品添加剂的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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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应当符合
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食品经营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 从
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
依法取得许可。 但是，销售食用农产品
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不需要取得许
可。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应当报所在
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部门备案。

消费者购买进口食品时，如果合
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现相关违法
线索，可以向辖区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或拨打 12315 投诉举报电话进行举
报，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
依法依规进行查处，保护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③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