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制度和标准

一、检查制度：

为加强和规范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督促食

品生产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保障食品安全，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制

度。

特殊食品生产者的监督检查应当由省、市级、县区级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上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对由下级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负责日常监督管理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实施随机监督检查。

上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组织下级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实施异地监督检查。

下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协助、配合上级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监督检查。

对下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涉及管辖权争议的监督检查

事项，上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指定下级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实施监督检查。

上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定期或者不定期组织对下

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工作开展检查。

二、检查标准：

1.食品生产环节监督检查内容主要包括食品生产者资

质、食品安全自查、生产许可条件保持情况、前次监督检查



结果和整改情况、生产环境条件、进货查验、生产过程食品

安全控制、检验能力和产品检验、贮存及交付控制、不合格

品管理和食品召回、产品标签及说明书、从业人员管理、食

品安全事故处置及相关信息记录等情况。

除前款规定外，特殊食品生产环节的监督检查内容还应

包括对按照注册备案要求组织生产情况、按照良好生产规范

的要求建立生产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情况、自查报告情况、原

辅料供应商审核情况等。保健食品生产环节的监督检查内容

还应包括委托加工情况等。婴幼儿配方乳粉、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生产环节的监督检查内容还应包括产品追溯情况。

2.食品销售环节监督检查内容主要包括食品安全自查

情况、食品经营许可条件维持情况、经营场所环境卫生情况、

从业人员管理情况、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及要求落实情况、进

货查验情况、食品贮存、运输及销售过程食品安全控制情况、

温度控制及记录情况、过期及其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

管理和处置情况等。对从事对温度、湿度有特殊要求的食品

贮存业务的非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监督检查内容包括相关备

案情况、相关信息记录情况、食品安全责任明确及落实情况

等。

特殊食品销售环节的监督检查内容还应包括经营者执

行专柜专区销售情况、消费提示、产品标签和说明书等。

3.对市场开办方、柜台出租者和展销会举办者的监督检



查内容主要包括举办前相关报告、入场食品经营者资质、食

品安全责任明确及落实情况、食品安全检查情况等。

4.餐饮服务环节主要监督检查内容包括，食品经营许可

有效性，信息公示，原料控制（含食品添加剂），加工制作

过程，备餐、供餐与配送，餐用具清洗消毒，场所和设施清

洁维护，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管理，网络餐饮服务等情况。

5.地方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当地人民政府

食品安全年度监督管理计划，根据食品类别、企业规模、管

理水平、食品安全状况、风险等级情况、信用档案记录等因

素，编制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在两年内对本行政区域内所有食

品生产经营者至少进行一次覆盖全部检查要点的监督检查。

对风险等级为 A、B 级食品生产者实施按比例“双随机”抽

查，对特殊食品生产者和风险等级为 C、D 级的食品生产者

实施重点监督检查。对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和风险

等级为 D 级的食品经营者实施重点监督检查，对其他风险等

级的食品经营者实施按比例“双随机”抽查。根据工作需要，

对问题线索食品生产经营者实施飞行检查，对特殊食品等食

品生产者实施体系检查。

6.组织实施“双随机”抽查时，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建立

食品生产经营者名录库、检查人员名录库，并随机抽取检查

对象和选派检查人员。不同风险等级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抽



查比例由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确定，对较高风险等级食品

生产经营者的监督检查应严于对较低风险食品生产经营者

的监督检查。

7.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实施监督检查，应当组建检查

组，检查组应当由 2 名以上（含 2 名）监督检查人员参加。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邀请相关领域专业技术人员、下级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监管人员等参与监督检查工作。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可以使用聘用制检查人员参与监督检查工作，也可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委托具备相应条件的第三方专业技术机构

实施监督检查，应当对聘用制检查人员和委托的第三方专业

技术机构进行严格监督和管理。检查人员与检查对象之间存

在利益关系或其他可能影响检查公正性情形的，应当主动提

出回避。

8.检查组可以采用听取生产经营者汇报、核查现场、查

阅生产经营记录及相关票据、询问相关人员、考核管理人员、

考查检验能力、核算物料平衡等方式进行现场检查，也可以

采取书面检查、网络检查等方式开展监督检查，并对监督检

查情况如实记录。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配合检查组开展监督

检查工作，如实回答相关询问，提供相关质量管理文件、合

同、票据、账簿、相关记录和自查报告、前次监督检查结果

和整改情况等其他有关资料。

三、检查结果：



检查组实施监督检查，发现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

应当对被检查单位生产经营的原料、半成品、成品等，按照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进行抽样检验。

检查组在监督检查中应当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书面记录，

必要时可以拍摄现场情况、收集或者复印相关合同、票据、

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监督检查中，检查组认为被检查单位涉嫌违法违规的相

关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应当依法采取证据保

全或者行政强制措施，并符合市场监管行政处罚程序相关规

定。

检查记录以及相关证据，可以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检

查组发现食品生产经营者存在可以当场整改的问题，应当要

求其立即整改。检查组应当对食品生产经营者采取的相关措

施及现场整改情况进行记录。

检查组发现食品生产经营者存在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

在风险的，应当要求其主动停止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采取风

险控制措施。

检查组应当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综合判定，确定检查结

果。监督检查结果分为符合、基本符合与不符合 3 种形式。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检查组要求，在现场检查、询

问、抽样检验等文书及收集、复印的资料上签字或者盖章。

被检查单位拒绝在相关文书或资料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检查



组应当注明原因，并可以邀请有关人员作为见证人签字、盖

章，或者采取录音、录像等方式进行记录，作为监督执法的

依据。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监督检查结果，依法采取相

应措施。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书面

提出整改要求及时限。被检查单位应当按期进行整改，并将

整改情况报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跟

踪整改情况，并记录整改结果。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原则上应当于检查工作完成后 20 个

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监督检查时间、检查结果等信息。但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

可以不公开。

监督检查结果应当记入食品生产经营者的食品安全信

用档案。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约谈食品生产经营者情况和食品生

产经营者整改情况应当记入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信用

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