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日常监督检查，

落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保证食品安全，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食品（含食品添加剂）

生产经营者执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章以及食品安全标

准等情况实施日常监督检查，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应当遵循属地负

责、全面覆盖、风险管理、信息公开的原则。

第四条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负责监督指导全国

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工作。

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监督指导本行政区域

内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工作。

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实施本行政区域内

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工作。

第五条 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实施食品生产

经营日常监督检查，在全面覆盖的基础上，可以在本行政区

域内随机选取食品生产经营者、随机选派监督检查人员实施

异地检查、交叉互查。

第六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应当配合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实施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保障监督

检查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第七条 省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食品

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信息化建设，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应当记录、汇总、分析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

信息，完善日常监督检查措施。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要

求提供食品生产经营相关数据信息。

第二章 监督检查事项

第八条 食品生产环节监督检查事项包括食品生产者的

生产环境条件、进货查验结果、生产过程控制、产品检验结

果、贮存及交付控制、不合格品管理和食品召回、从业人员

管理、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情况。

除前款规定的监督检查事项外，保健食品生产环节监督

检查事项还包括生产者资质、产品标签及说明书、委托加工、

生产管理体系等情况。

第九条 食品销售环节监督检查事项包括食品销售者资

质、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一般规定执行、禁止性规定执行、

经营过程控制、进货查验结果、食品贮存、不安全食品召回、

标签和说明书、特殊食品销售、进口食品销售、食品安全事

故处置、食用农产品销售等情况，以及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

市场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展销会举办者、网络食品交易第

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贮存及运输者等履行法律义务的情

况。

第十条 餐饮服务环节监督检查事项包括餐饮服务提供

者资质、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原料控制、加工制作过程、食



品添加剂使用管理及公示、设备设施维护和餐饮具清洗消

毒、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情况。

第三章 监督检查要求

第十一条 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

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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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档案记录等因素，

编制年度日常监督检查计划，实施食品安全风险管理。

日常监督检查计划应当包括检查事项、检查方式、检查

频次以及抽检食品种类、抽查比例等内容。检查计划应当向

社会公开。

第十二条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根据法律、法规、

规章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关食品生产经营者义务的规定，

制定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

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需要，对日常监督

检查要点表进行细化、补充。

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日常监督检查

要点表，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实施日常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

监督检查人员进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章、标准、专业

知识以及监督检查要点的培训与考核。

第十四条 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实施日常监

督检查，应当由 2 名以上（含 2 名）监督检查人员参加。

监督检查人员应当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随机选派。

监督检查人员应当当场出示有效执法证件。



第十五条 根据日常监督检查计划，市、县级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可以随机抽取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中的部分

内容进行检查，并可以随机进行抽样检验。相关检查内容应

当在实施检查前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予以明确，检查人

员不得随意更改检查事项。

第十六条 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每年对本行

政区域内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日常监督检查，原则上应当覆盖

全部项目。

第十七条 实施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对重点项

目应当以现场检查方式为主，对一般项目可以采取书面检查

的方式。

第十八条 鼓励食品生产经营者选择食品安全第三方专

业机构对自身的食品生产经营管理体系进行评价，评价结果

作为日常监督检查的参考。

第十九条 监督检查人员应当按照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

和检查结果记录表的要求，对日常监督检查情况如实记录，

并综合进行判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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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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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的要求，开放食品生产经营场所，回答相关询问，提供

相关合同、票据、账簿和其他有关资料，协助生产经营现场

检查和抽样检验。



第二十一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监督检查人员要

求，在现场检查、询问和抽样检验等文书上签字或者盖章。

被检查单位拒绝在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上签字或

者盖章的，监督检查人员应当在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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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条 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于日

常监督检查结束后 2 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日常监督检查

时间、检查结果和检查人员姓名等信息，并在生产经营场所

醒目位置张贴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将张贴的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记录

表保持至下次日常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 对日常监督检查结果属于基本符合的食品

生产经营者，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就监督检

查中发现的问题书面提出限期整改要求。

被检查单位应当按期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情况报告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监督检查人员可以跟踪整改情况，并记录整改结果。

第二十四条 日常监督检查结果为不符合，有发生食品

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立即停止食品生

产经营活动。

第二十五条 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日常监

督检查中发现食品生产经营者存在食品安全隐患，未及时采

取有效措施消除的，可以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法定代表人或



者主要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

责任约谈情况和整改情况应当记入食品生产经营者食

品安全信用档案。

第二十六条 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实施日常

监督检查，有权采取下列措施，被检查单位不得拒绝、阻挠、

干涉：

（一）进入食品生产经营等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对被检查单位生产经营的食品进行抽样检验；

（三）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

资料；

（四）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

有证据证明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工

具和设备；

（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二十七条 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日常监

督检查中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进行立案调查处

理。

立案调查制作的笔录，以及拍照、录像等的证据保全措

施，应当符合食品药品行政处罚程序相关规定。

第二十八条 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日常监

督检查中发现违法案件线索，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或者超出

管辖范围的，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涉嫌构成犯罪

的，应当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撕毁、涂改日常监督检查

结果记录表，或者未保持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至下次日

常监督检查的，由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并处 2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的，由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一

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三十一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有下列拒绝、阻挠、干涉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三条

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处理：

（一）拒绝、拖延、限制监督检查人员进入被检查场所

或者区域的，或者限制检查时间的；

（二）拒绝或者限制抽取样品、录像、拍照和复印等调

查取证工作的；

（三）无正当理由不提供或者延迟提供与检查相关的合

同、记录、票据、账簿、电子数据等材料的；

（四）声称主要负责人、主管人员或者相关工作人员不

在岗，或者故意以停止生产经营等方式欺骗、误导、逃避检

查的；

（五）以暴力、威胁等方法阻碍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履行

职责的；

（六）隐藏、转移、变卖、损毁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查封、



扣押的财物的；

（七）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言的；

（八）其他妨碍监督检查人员履行职责的。

第三十二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拒绝、阻挠、干涉监督检

查，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的，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依法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第三十三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以暴力、威胁等方法阻碍

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涉嫌构成犯罪的，由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依法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第三十四条 监督检查人员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存在失职

渎职行为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对相关责任人追

究行政责任；涉嫌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食品生

产加工小作坊、食品摊贩等的日常监督检查，可以参照本办

法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