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譯本） 

令和3年9月21日 

農林水產省 

 

～歐盟自10月10日起放寬日本食品輸入管制～ 

 

9月20日（星期一）（當地時間）歐盟新規則公布，歐盟規劃於10月10日（星期

日）大幅放寬東京電力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發生時持續對日本食品實施的輸入管制。 

 

1.歐盟管制規定放寬內容 

（1）於當地時間9月20日（星期一），歐盟公布修正日本食品輸入管制之歐盟規則，

自10月10日（星期日）起，大幅放寬對日本食品的輸入管制。 

 

（2）本次修正限定放射性物質檢查證明的對象品目，迄今「栽培」菇類等輸往歐盟

應檢附放射性物質檢查證明書或產地證明書，今後將不再要求檢附。 

 

（3）因此，參照過往貿易實績，預估(ア)放射性物質檢查證明書核發張數將為零， 

(イ)產地證明書核發張數將減少7成左右，實現顯著放寬。 

 

【參考：因歐盟管制規定核發證明書之實績（2020年1月起至12月止）】 

放射性物質檢查證明書            14件 

產地證明書                      1,502件 

 

2.歐盟是日本農林水產品・食品重要輸出市場 

（1）2020年輸銷歐盟輸出額為488億日幣，對我國來說是日本農林水產品・食品重

要輸出市場。加上冰島、挪威、瑞士、列支敦斯登（EFTA）四個國家等準用歐盟規

則，修正歐盟規則也影響到這四個國家等。 

 

（2）拓展歐盟市場對於實現農林水產品・食品輸出額達成2025年成長2兆日幣、

2030年成長5兆日幣目標至關重要。 

 

（3）藉由此次管制放寬，依巿場導向規劃，積極推動農林水產品・食品輸銷歐盟。 

 

3.向歐盟溝通爭取 

（1）活用7月聯合國糧食系預備統峰會，野上大臣向Kyriakides歐盟衛生與食品安

全執委、Wojciechowski歐盟農業執委進行溝通等，迄今不斷向歐盟及歐盟加盟國

爭取。 

新 聞 稿 



 

（2）另外，此為食料產業局管制交渉承辦部門及國際部地域承辦部門於今年7月改

組編入輸出・國際局後，首次放寬日本食品之放射性物質輸入管制。 

 

4.各國・地區輸入管制情況 

（1）2011年核電廠事故後，55個國家・地區實施輸入管制，透過迄今溝通爭取，

僅15個國家・地區維持管制。 

 

（2）今年東日本大地震迎來10週年，包含歐盟在內，仍有國家・地區採取輸入管制，

持續政府一體持之以恆爭取解除管制。包含上述解除管制之各國・地區管制內容，刊

載於下列農林水產省網站。 

「因東京電力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對各國・地區輸入管制之對應」 

https://www.maff.go.jp/j/export/e_info/hukushima_kakukokukensa.html 

 

（參考1）歐盟輸入管制措施概要（放寬前） 

https://www.maff.go.jp/j/export/e_shoumei/pdf/sum_歐盟.pdf 

 

（參考2）歐盟輸入管制措施概要（放寬後） 

https://www.maff.go.jp/j/export/e_shoumei/oshirase/歐盟rope.html#歐盟 

 

（參考3）2020年輸銷歐盟食品・農林水產品輸出額（出處：財務省貿易統計） 

488億日幣（酒精飲料、醬汁混合調味料、綠茶等） 

 

 

輸出・國際局國際地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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