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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飲料 新加坡農業食品獸醫局

(Agri-Food ＆ 

Veterin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AVA) 

⚫ 簡介 

保健食品跟一般食品飲料時常有界定不清的情形，部分產品的屬性需依照其食用方式及產品成

分來決定屬於哪個權責單位管轄，可分為農糧獸醫局(Agri-Food and Veterinary Authority， 

AVA)及衛生科學局（Health Science Authority， HSA），分別負責不同的業務，若希望了解其

產品屬性，可參考分類樹如下圖，詳細分類方式可至衛生科學局(HSA)查詢：

https://goo.gl/DcNx8A 

  

 

圖 新加坡食品與保健食品分類架構圖 

資料來源: 衛生科學局（Health Science Authority， H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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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公司產品依新加坡標準屬於一般性的食品飲料，將以農糧獸醫局(AVA)為主管機關，主要負責

食品、動植物、農業科技等相關業務，並負責進口食品之管理，以把關新加坡國內消費者的食

品安全。因此食品添加物、標籤宣稱、標示相關規範皆有規範以進行管理。而目前農糧局(AVA)

為新加坡食品及農產品進口檢疫及認證的權責單位，包含包裝食品、植物檢疫、動武檢疫等皆

為其職責範疇，只有獲得農糧獸醫局(AVA)進口執照的進口貿易商才能在新加坡從事農產品和食

品進口業務。農糧獸醫局(AVA)雖未針對特定國家進行檢驗標準設置或管理，但若同一來源國食

品發生太多次檢驗違規，農糧獸醫局(AVA)將會立即進行該國食品下架、銷毀之相關務，並且之

後該國之進口品皆逐批查驗等方式來限制相關商品的進口。 

 

⚫ 申請流程 

農糧獸醫局(AVA)有完整的一套食品安全計劃，對食品及農產品的包裝、運輸、檢驗程序、檢驗

標準皆有不同的要求和詳盡的規定，在進口食品至新加坡前必須先準備的事項如下: 

1. 申請貿易商執照或向 AVA 註冊 

2. 依照不同食品類型遵守相關的食品法規 

3. 確認產品是否為 AVA 列管的產品 

4. 確認食品進口標籤是否符合 AVA 規範 

5. 申請進口許可證(import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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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Agri-Food and Veterinary Authority 

 

目前新加坡已將產品檢驗資訊系統化，並透過農糧獸醫局(AVA)官方網站上即可查詢相關食品添

加物的許可名單，只要是符合名單上的添加物都可透過正當管道在新加坡銷售，查詢網站為 

http://www.ava.gov.sg/tools-and-resources/food-additives-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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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糧獸醫局(AVA)食品添加物查詢頁面 

 

此外，另外若欲新加坡對了解所有食品添加物的合格名單，可至 

http://bit.ly/2qWerYn 進行檢索(範例如下)，目前已收錄逾 500 項之合法食品添加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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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糧獸醫局(AVA)食品添加物合格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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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業者不確定自身產品是否有符合農糧獸醫局(AVA)標準，也可線上諮詢 Inspection & 

Laboratory e-Services(https://ifast.ava.gov.sg/eserviceweb/) ，可受測產品包含肉品、加工

蛋品、海鮮、加工食品等等。 

 

農糧獸醫局(AVA) e-Service 查詢系統 

 

⚫ 官方網站: http://www.ava.gov.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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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 衛生科學局（Health 

Science Authority， 

HSA） 

 

⚫ 簡介 

保健食品跟一般食品飲料時常有界定不清的情形，部分產品的屬性需依照其食用方式及產品成

分來決定屬於哪個權責單位管轄，可分為農糧獸醫局(Agri-Food and Veterinary Authority， 

AVA)及衛生科學局（Health Science Authority， HSA），分別負責不同的業務，若希望了解其

產品屬性，可參考分類樹如下圖，詳細分類方式可至衛生科學局(HSA)查詢：

https://goo.gl/DcNx8A 

 

 

圖 新加坡食品與保健食品分類架構圖 

資料來源: 衛生科學局（Health Science Authority， H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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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流程 

如公司產品依新加坡標準屬於保健食品類，將以健康科學局(HSA)為主管機關。健康科學局

(HSA)為新加坡負責進口藥品、化妝品等商品的權責單位，根據新加坡法律規定，所有從事相關

產品進口、批發、零售及出口的企業，皆須向健康科學局(HSA)取得相關許可才可進行相關業

務。 

 

目前保健食品在新加坡市場的進口及銷售不需要經由 HSA 的批准即可進行，不過還是建議保健

食品的經銷商遵守 HSA 所提供進口銷售程序，這邊的所謂的經銷商包含進口商、製造商及通路

商，並可以透過以查詢表單(https://goo.gl/mT8ccV)以了解保健食品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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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健康食品查詢表 

⚫ 官方網站：http://www.hsa.gov.sg 

美妝保養

品 

衛生科學局（Health 

Science Authority， 

HSA） 

⚫ 簡介 

健康科學局(HSA)為新加坡負責進口藥品、化妝品等商品的權責單位，根據新加坡法律規定，所

有從事相關產品進口、批發、零售及出口的企業，皆須向 HSA 取得相關許可才可進行相關業

務。關於美妝保養品商品，HSA 自從 2008 年開始實施 ASEAN Cosmetic Directive (ACD)，這

也是新加坡境內對於健康產品法案下面的附屬立法。凡是產品符合化妝品定義，會接觸到頭

髮，指甲，嘴唇，眼睛、牙齒等等部位，達到清潔、產生香氣、改變外觀或是保護局部身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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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等，都須符合相關規定。 

 

⚫ 申請流程 

隨著 ASEAN Cosmetic Directive (ACD)的實施，我國業者若將進口美妝保養品至新加坡，不需

要產品、製造商或是進口許可證，但是相關貿易商若希望商品在新加坡市場銷售則需要通知健

康科學局(HSA)，並且透過線上系統 PRISM(https://goo.gl/dErV2c )完成申請，業者需要申請

客戶註冊及識別服務(Client Regist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Services, CRIS)，透過以上步驟，

相關產品可以在 HSA 接收並確認後才能開始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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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 PRISM 系統 

⚫ 官方網站：http://www.hsa.gov.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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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化妝品指令

(ASEAN Cosmetic 

Directive ,ACD) 

⚫ 簡介 

新加坡美妝保養品以衛生科學局（Health Science Authority， HSA）為主要的管理機構，但

其規章覔遵循東協化粧品指令(ASEAN Cosmetic Directive ,ACD)。東協化粧品指令(ASEAN 

Cosmetic Directive ,ACD)包含進口程序、作業 等化妝保養品之相關管理規定方面，仿照歐盟

模式，以制定統一之化粧品法規 (ASEAN Cosmetic Directive , ACD)供會員國修訂後各別於其

國境內施行，以提升東協地區內化粧品的品質和安全。根據要求，成員國應於 2008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執行新的《東協化粧品指令》(ACD)，負責化妝品投放市場的企業或人員必須通知產品

銷售國家化妝品法規主管部門產品的生產地，以及產品上市銷售前最初的進口地。只有將相關

資訊通知給法規主管部門，並得到許可後，產品才可以銷售。然而，目前劃歸為化妝品類的產

品，只要不含有任何禁止使用的成分，仍然有 36 個月的過渡期。 

目前，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緬甸、寮國和柬埔寨已經完全執行了 ACD，而其它成員

國也基本在 2008 年陸續完成法規的準備階段。東協化粧品管理法規統一的原則為：採用歐盟的

化粧品定義、銷售者要對產品安全性負責及統一標籤和命名。雖說有統一的法規制度，但是在各

國方面還是有不一樣的相關規定。 

 

⚫ 申請流程(資料來源：工業局－推動粧點美麗新時尚計畫，出口化粧品至東協法規與程序) 

負責化粧品於市場上銷售的企業或人員必須於化粧品上市前進行產品登錄，將產品相關資訊

登錄於主管機關，並 得到許可後，產品才可以銷售。任何一個成員國生產或銷售的化粧品，如果

滿足相關要求，則可以進入另一成員國的市場。  

東協規範登錄時需提供之相關資訊 

(1) 產品品名與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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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品種類 

(3) 預定可使用的方式 

(4) 產品呈現方式 

(5) 製造廠名稱與地址 

(6) 填裝廠名稱與地址 

(7) 於當地負責產品上市的公司名與地址 

(8)  當地公司負責人的聯絡資料 

(9) 進口商名稱與地址 

(10) 產品全成分表 

(11) 業者安全聲明書 

 

官方網站 

⚫ 東協化粧品指令 ACD：http://aseancosmetics.org/default/asean-cosmetics-directive/articles-of-

acd 

⚫ 新加坡：http://www.hsa.gov.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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