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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及保健已為全球最重要的食品消費趨勢，保健食品已成為各國與各界關

注的重點產業，巿場成長亮麗。中國大陸廣大的巿場極具吸引力，而臺灣在保健

食品開發上相對於中國大陸，仍有其優勢地位與價值。但中國大陸保健食品屬准

入制度，取得審核批准號碼後，才能進入巿場銷售。因此，本文擬針對中國大陸

取得保健食品認證(藍帽子)的產品進行解構及剖析，希望透過相關分析，為臺灣保

健食品廠商開發中國大陸巿場，提供更多的參考訊息及策略意見。 

一、法規規範原則 

1.通過審核係進入巿場的第一步 

中國大陸對聲稱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實行嚴格監管，因此，通過保

健食品審核係進入中國大陸巿場的第一步。2009 年 6 月 1 日中國大陸實施『食品

安全法』，取代原施行近 14 年的《食品衛生法》；並於同年 7 月 20 日公布《食品

安全法實施條例》。食品(含流通、餐飲服務)、食品添加劑、食品包裝材料、容器

等周邊設備等都適用食品安全法，保健食品亦同。 

中國大陸巿場販售的保健食品皆需審批核准。根據中國大陸相關單位的分

析，申請保健食品認證平均時間約二年，投入費用約為 20 萬人民幣；但不同功效

類別產品可能面對的問題或差異相當大(圖 1)。而就臺灣保健食品廠商自身的經驗

而言，在中國大陸申請「保健食品」認證，投入的成本超過新臺幣 400 萬元。但

費用成本並非取得認證的關鍵因素，真正的問題在於排隊等待審核的時間，以及

兩岸法規不同的認定差異。 

另，國務院制定的『保健食品監督管理條例』至今仍遲未公布，拉高巿場運

作的不確定性。各界對此保持高度關注，期待《保健食品監督管理條例》新規範

的頒布，明確調整運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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