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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港澳蔬菜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2002 年 4 月 19 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
第 21 号公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供港澳蔬菜的检验检疫和监督管理工作，保
证供港澳蔬菜的卫生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
验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
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供港澳新鲜和保鲜蔬菜的检验检疫
与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菜场”是指有固定连片种植场地或者
适当规模的室（棚）的供港澳蔬菜种植场所。

本办法所称“收购站”是指有固定场所和有一定加工能力的
供港澳蔬菜加工点或者加工企业。

第四条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
局）统一管理全国供港澳蔬菜的检验检疫与监督管理工作。国家
质检总局设在各地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下简称检验检疫机
构）负责所辖地区供港澳蔬菜的检验检疫与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注 册 登 记

第五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供港澳蔬菜的菜场、收购站实行注
册登记制度。未获得注册登记的菜场、收购站的蔬菜不得输往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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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第六条 国家质检总局设在各地的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以下简称直属检验检疫局）负责所辖地区菜场、收购站的注册登
记的审批与发证工作；其下属的分支检验检疫机构负责其所在地
的菜场、收购站注册登记的受理与初审工作。

第七条 申请注册登记的菜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菜场周围环境无污染源；
（二）300 亩以上的固定连片种植面积或者适当规模的室

（棚）种植面积，足以生产出相应数量的供港澳蔬菜；
（三）有专用的农药保管仓库，适合农药存放；
（四）设有专职植保员，负责对菜场安全合理使用农药的技术

指导、施药培训以及供港澳蔬菜的农药残留控制工作；
（五）有健全的农药管理制度。有专人负责农药的采购、保

管，有农药购进、领取以及使用记录。
第八条 申请注册登记的收购站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清洁、卫生的收购场地，适合蔬菜收购加工；
（二）有固定的菜农提供货源，菜农的菜地周围环境无污染

源，有提供货源菜农的名单；
（三）设有专职植保员，负责对提供货源菜农的安全合理使用

农药的技术指导、施药培训以及收购供港澳蔬菜的农药残留控制
工作；

（四）对固定货源菜农有健全的农药使用监督管理制度。
第九条 申请注册登记的菜场向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办理申

请手续，填写《出口蔬菜菜场、收购站注册登记申请表》（一式三
份，附件 1）并提交如下材料（一式三份）：

（一）菜场有效的租地合同复印件；
（二）菜场经营者、场长、植保员身份证复印件；
（三）菜场制定的农药管理制度；
（四）农药安全使用保证书。
第十条 申请注册登记的收购站向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办理

申请手续，填写《供港澳蔬菜菜场、收购站注册登记申请表》（一式
三份）并提交如下材料（一式三份）：

（一）收购蔬菜验收管理制度（须规定自查农药残留条款）；
（二）收购站经营者、植保员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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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站与提供蔬菜货源菜农签订的有关生产、收购合约
及提供蔬菜货源菜农名单；

（四）收购站制定的农药管理监督制度。
第十一条 检验检疫机构受理菜场、收购站注册登记申请时

应当根据本办法第七条至第十条的规定，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
在 15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同意受理的决定。经审核不予受理的，
应当向申请者说明理由。经审核同意受理的，对申请菜场、收购站
进行实地考核，初审合格的，报直属检验检疫局审批。

第十二条 直属检验检疫局对下属的分支检验检疫机构报批
的菜场、收购站注册登记材料进行审核。对符合注册登记条件的，
给予注册登记编号，发给注册登记证书。对不符合注册登记条件
的，不予注册登记，并由初审检验检疫机构书面通知申请菜场或者
收购站。

第十三条 已取得注册登记的菜场、收购站变更登记内容的，
应当提前向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申请办理变更手续或者注销手
续。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将有关资料上报直属检验检疫局审批。

第三章 监 督 管 理

第十四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所辖地区内获得注册登记的菜
场、收购站实行日常监督检查和年度审核相结合的监督管理方式。

第十五条 检验检疫机构每月至少一次派员到菜场、收购站
进行日常监督检查，检查内容包括：

（一）菜场、收购站的周围环境及状况、管理人员情况、种植面
积及田间蔬菜品种和生长情况；

（二）田间蔬菜病虫害情况；
（三）菜场农药购买、存放、领取及使用情况；
（四）菜场采收蔬菜情况及供港澳记录；
（五）供港澳蔬菜系挂标识情况；
（六）菜场、收购站自查蔬菜农药残留情况；
（七）抽取菜样进行农药残留检测；
（八）其他应当检查的内容。
第十六条 检验检疫机构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有关

管理部门对陆运供港澳蔬菜实施《供港澳蔬菜检验检疫监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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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监管卡》）和《供港澳蔬菜农药使用报告单》（以下简
称《农药报告单》，附件 4）管理制度。《监管卡》分黄卡和白卡，其
分别为收购站用卡（附件 2）和菜场用卡（附件 3）。

《监管卡》和《农药报告单》由各直属检验检疫局按照附件格
式印制。

菜场、收购站所在地的检验检疫机构根据对菜场、收购站的日
常监督检查情况核发《监管卡》。菜场、收购站应当在供港澳蔬菜
发运的当天如实填写《农药报告单》。

《监管卡》和《农药报告单》第一联均由运菜司机随车携带，供
香港或者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有关管理部门核查。

第十七条 菜场、收购站应当在每年 2 月份前向所在地检验
检疫机构提出年度审核申请。检验检疫机构每年第一季度对所辖
地区内菜场、收购站进行年审，填写《供港澳蔬菜菜场、收购站年
审考核表》（附件 5）和《供港澳蔬菜菜场、收购站年审情况登记
表》（附件 6）。

经年审考核合格的菜场、收购站，注册登记资格继续有效；考
核不合格的，责令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合格的，取消注册登记资
格。

菜场、收购站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年度审核申请的，按自动放
弃注册登记资格处理。

第十八条 菜场、收购站应当按照规定安全、合理使用农药，
不得购买、存放和使用禁用的剧毒、高毒农药。菜场、收购站使用
的农药必须经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并来源于有合法资格
的农药经营单位。

第十九条 供港澳蔬菜的出口企业应当从已取得检验检疫机
构注册登记资格的菜场、收购站组织货源。

第四章 检 验 检 疫

第二十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供港澳蔬菜实行产地检验检疫、
口岸查验的管理方式。

第二十一条 符合下列要求的供港澳蔬菜，检验检疫机构方
可受理报检：

（一）已取得注册登记的菜场生产的各类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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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已取得注册登记的收购站收购的瓜豆类、根块类、茄果
类、香辛类蔬菜以及椰菜、花椰菜、西兰花、大白菜（韶菜、黄芽白）
等少量生产期长的球型叶菜和花菜类蔬菜。

第二十二条 供港澳蔬菜应当在农药安全间隔期之后采收，
并经菜场、收购站按照规定自查确认其符合农药残留的限量规定。

第二十三条 供港澳蔬菜的包装物上应当系挂统一内容格式
的标识（附件 7）。各菜场、收购站的标识应当送所在地检验检疫
机构备案。

第二十四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供港澳蔬菜进行抽查检验，并
根据日常监督检查和检验检疫情况，签发《出境货物通关单》或者
《出境货物换证凭单》。

第二十五条 用于供港澳蔬菜的《出境货物通关单》和《出境
货物换证凭单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出口企业、菜场、收购站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检
验检疫机构按照以下规定处理：

（一）转让、借用《监管卡》的，收缴并停发《监管卡》15 天；
（二）收购登记菜场以外蔬菜供港澳的，或者在农药安全间隔

期内采收蔬菜供港澳的，或者由于管理不善使蔬菜受周围环境污
染造成农药残留超标的，收缴并停发《监管卡》30 天；

（三）同一年度内两次出现本条第（二）项情况的，收缴并停发
《监管卡》60 天；同一年度内 3 次出现本条第（二）项情况的，收缴
并停发《监管卡》180 天；

（四）使用禁用农药的，收缴并停发《监管卡》；
（五）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情节特别严重的，收缴并

停发《监管卡》，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0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原有关供

港澳蔬菜检验检疫管理办法、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
准。

附件：（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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