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诸暨市食品经营违法案件免予行政处罚

指导意见(试行)（意见征求稿）

第一条 为准确适用法律法规，统一执法标准，落实《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过罚相当、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

则，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规定，

结合诸暨实际，制定本指导意见。

第二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和《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对食品经营违法案件适

用免予行政处罚的案件，适用本指导意见。

第三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食品经营违法案件适用免

于行政处罚，应同时符合经营者履行了进货查验等义务，有

充分证据证明经营者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经营者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三个条件。

食品经营者仅符合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一个或者两个条件

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依法给予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减轻行政处罚的，应当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

决定。



第四条 本指导意见所称的食品经营者，包括食品销售

者、餐饮服务者和食用农产品销售者。

第五条 食品经营者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合格证

明文件，其中食品经营企业还应当建立并遵守食品进货查验

记录制度。

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第六十五条和《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建立并遵守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

录制度和查验并保存相关证明材料。

第六条 供货者的资质证明包括但不限于许可证：

（一）供货者为食品生产者的，应查验其营业执照和食品

生产许可证，或者食品小作坊登记等资质证明文件（含浙江省

食品小作坊登记“多证合一”营业执照）；

（二）供货者为食品销售者的，应查验其营业执照和食品

经营许可证或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信息采集表（含浙江省仅

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多证合一”营业执照），或者查验小食

杂店登记等资质证明文件（含浙江省小食杂店登记“多证合一”

营业执照），采购食品添加剂时供货者为销售者的，仅需要查

验其营业执照；



（三）采购食盐时供货者为食盐生产企业的，还应当查验

其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证书；供货者为食盐销售企业的，还应当

查验其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证书；

（四）供货者为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单位或者农民专

业合作经济组织等单位的，查验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五）供货者为种植户、养殖户等自然人的，查验其身

份证。

第七条 食品合格证明文件，是指用于证明出厂产品的

质量经过检验，符合相关要求的凭证，包括但不限于附于食

品或者食品包装上的合格证书、合格标签或者合格印章，以

及食品生产者自行检验后的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合格报告、

第三方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检疫合格证明等。

采购特殊食品的，特殊食品经营者还应查验产品注册证

书或者备案凭证。

采购进口食品的，还应当按批次查验出入境检验检疫部

门出具的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等证明文件。

第八条 食用农产品相关证明材料，是指依据《食用农

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

的食用农产品供货者的社会信用代码或者身份证复印件，食

用农产品产地证明或购货凭证、合格证明文件。

食用农产品产地证明包括食用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

合作经济组织出具的产品合格证明（产地合格证），或者村民



委员会、乡镇政府等出具的产地证明，或者无公害农产品、绿

色食品、有机农产品以及农产品地理标志上所标注的产地信息。

食用农产品购货凭证包括供货者提供的销售凭证、销售者

与供货者签订的食用农产品采购协议、供货者提供的电子交易

信息或者“浙食链”系统生成的电子票据等。

食用农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包括食用农产品合格证（无公害

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质量认证标识，农产品地理标

志，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标识等），或者集中交易市场抽检报

告或快速检测报告，或者监督抽检或自行送检的检验报告，或

者其他合格证明文件。

采购按照有关规定需要检疫、检验的肉类应当查验检疫合

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等证明文件（动物检疫、检验

电子证明与纸质证明等效）。采购生猪产品的，应当查验“两

证两章一报告”（即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

明、动物检疫合格验讫印章、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印章和

“非洲猪瘟”检测报告（或者在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上标注“非

洲猪瘟”检测结果）；采购“杀白”禽产品的，应当按规定查

验“一证两标”（即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检疫合格标志、企业

产品信息标识）；采购牛羊等其他畜产品的，应当按规定查验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检疫验讫标志和检验合格证明。国家和本

省有新的规定的，从其规定。



采购进口食用农产品的，应当按批次查验出入境检验检疫

部门出具的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等证明文件。

第九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求食品经营者提供履行进

货查验等义务的证明材料的，食品经营者可以提供纸质证明

材料，也可以提供采用扫描、拍照、数据交换、电子表格等

方式取得的电子证明材料。

食品经营者当场无法提供证明材料的，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应当责令食品经营者改正，并责令其在三个工作日内提交。

食品经营者在前述期限内补交了有效的证明材料的，可以视

为履行了进货查验等义务。

第十条 食品经营者查验的检验报告等中未包含案件

查明的不合格项目事实的，不影响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认定其

履行了进货查验等义务，但有充分证据证明食品经营者明知

或者应知他人或者自身故意规避该不合格项目检验的除外。

第十一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同时符合以下情形的，

认定食品经营者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

（一）能够提供供货者信息。经营者能够提供供货者的

名称（姓名）、地址、电话号码，或者微信、QQ、钉钉等联

系方式;

（二）能够联系到供货者。市场监管部门能够与供货者

取得直接联系，或者通过供货者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协助调

查能够与供货者取得间接联系;



（三）能够认定供货事实。供货者认可涉案食品是其供

货的，或者按照合同、票据、鉴定意见、付款记录、物流信

息等证据能够证明是其供货的。

第十二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食品经营者有以下情形

之一的，应当认定明知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一）产品价格明显低于同类产品市场价格且无正当理

由；

（二）预包装食品无食品标签；

（三）其他明显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情形。

第十三条 食品经营者通过进货查验或者其他非检验的

方式，可以知道涉案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应当推定其应当知道。

供货者通过向食品经营者提供虚假证明材料，使食品经

营者不知道涉案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市场监管部门

应当认定食品经营者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但有证据证明食品经营者明知或者应知供货者提供虚

假证明材料的除外。

第十四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食品经营违法案件适用

免予行政处罚的，应当严格按照以下要求办理，但都应当将

食品生产经营者涉嫌违法的案件线索移送食品生产经营者

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



（一）食品经营者存在未售出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的，应当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

书》，没收未售出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免予其他

处罚，并阐述相应的事实、理由和依据；

（二）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前，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已全部被售出、被召回或者采取无害

化处理、销毁等措施的，应当依法作出免予行政处罚决定，

制作《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阐述相应的事实、理由和依

据。

第十五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食品经营违法案件适用

免予除没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之外的行政处罚的，应

当对食品经营者进行教育。

第十六条 本指导意见所指的食品包含食用农产品，但

第四条的“食品销售者”、第五条和第七条除外。

第十七条 本指导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