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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da.gov.cn/WS01/CL0782/215886.html） 

 

附錄 

 

总局关于《食品生产飞行检查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强化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加强食品生产监管，规范食品生产飞行检查行为，食品药品监

管总局起草了《食品生产飞行检查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为凝聚各界的智慧和力量参

与食品安全治理，按照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的原则，现公开征求意见。请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

前，通过以下四种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 

  1.登陆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网址：http://www.chinalaw.gov.cn），进入首页主菜单的“立法

意见征集”栏目提出意见。 

  2.将意见和建议发送至：rendp@cfda.gov.cn。 

  3.将意见和建议邮寄至：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26 号院 2 号楼（邮编 100053）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法制司，并在信封上注明“《食品生产飞行检查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

稿）》反馈意见”字样。 

  4.将意见和建议传真至：010-88330718。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2017 年 10 月 30 日 

 

附件：食品生产飞行检查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doc 

 

 

 

 

 

 

 

 

 

 

 

 

 

 

http://www.s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uL28qO6yrPGt8n6svq3ydDQvOyy6bncwO3U3dDQsOy3qKOo1ffH89LivPu45aOpLmRvYw==.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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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食品生产飞行检查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强化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加强食品生产监管，规范食品生产飞行检查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食品（包括食品添加剂、特殊食品，下同）生产飞行检查，是指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针对获得生产许可证的食品生产者依法开展的不预先告知的有因监督检

查。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家、省（区、市）及设区的地市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食

品生产者组织开展的飞行检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负责制定食品生产飞行检查相关制

度，组织开展食品生产飞行检查，重点检查大型和高风险食品生产者。 

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总局食品生产飞行检查有关规定，制定本地区实施办法，

组织开展省级食品生产飞行检查，重点检查本行政区域内的大中型和高风险食品生产者。 

设区的地市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上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指导下，负责组织开

展本行政区域内的飞行检查。 

对于同一有因事项，上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当年已经开展飞行检查的，下级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原则上不再重复飞行检查。 

下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配合上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本辖区开展的食品生

产飞行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做好后期处置工作。 

第四条 食品生产飞行检查应当遵循预防为主、问题导向、风险管控、独立公正的原则。 

第五条 食品生产者应当积极配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实施的食品生产飞行检查。 

第六条 组织开展飞行检查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将飞行检查结果向社会公

布。 

第七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在实施飞行检查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

有关法律法规、廉政纪律和工作要求，不得泄露飞行检查相关情况、举报人信息及被检查食品

生产者商业秘密等。 

 

第二章  组 织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组织开展飞行检查： 

（一）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中发现食品生产者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和风险的； 

（二）投诉举报、媒体舆情或其他线索有证据表明食品生产者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和风险

的； 

（三）食品生产者涉嫌存在严重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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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食品生产者风险等级连续升高或存在不诚信记录的； 

（五）其他需要开展飞行检查的情形。 

第九条 飞行检查应当预先制定飞行检查方案，填写飞行检查任务书，明确检查对象、

检查时间、检查人员、检查内容等事项。 

第十条 飞行检查应当依据被检查对象的有因情形，确定具体检查内容，制定检查方案。 

第十一条 飞行检查组应当由 2 名及以上检查人员组成，实行组长负责制。组长应由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具有行政执法资质的人员担任。检查人员检查时应当持有有效执法证件，

或经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以其他方式授权的检查证明。必要时，可以邀请相关领域专家、下

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行政执法人员等参加检查。 

第十二条 参加检查的人员应当签署无利益关系声明和廉政承诺书，其个人与检查活动

之间存在利益关系或其他可能影响检查公正情形的，应当主动提出回避。 

第十三条 检查组成员未经组长授权，不得披露飞行检查相关信息。 

第十四条 实施飞行检查前，检查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适时告知食品生产者所在地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但不得泄露检查组成员、检查行程、检查对象及其地址等检查有关信息。 

负责日常监督检查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至少派出 2 名行政执法人员配合现场

检查。 

 

第三章  检 查 

 

第十五条 检查组到达检查现场后，应当出示有效执法证件和飞行检查告知书，告知拟

检查事项及被检查对象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第十六条 检查组应当按照检查方案依法开展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书面记录，必要

时可拍摄现场情况、收集或复印相关文件资料，并对有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询问记录应经被

询问人签字确认，如被询问人拒绝签字的，应予以注明。 

检查过程形成的记录及依法收集的相关证据，可作为负责食品生产者日常监督检查的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行政执法依据。 

第十七条 现场检查发现食品生产者存在可以当场整改的问题，食品生产者应当立即整

改。 

现场检查发现存在食品安全严重风险隐患的，食品生产者应当立即采取控制措施。 

检查组应对食品生产者提出的相关整改措施及现场整改情况进行记录。 

第十八条 被检查食品生产者涉嫌违法违规的相关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

以及其他需要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负责日常监督检查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立即保存

证据或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第十九条 需要现场抽样检验的，检查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组织抽样送检，也可以责成

负责日常监督检查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规定抽样送检。所产生的抽样检验费用由组织实

施飞行检查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承担。 

第二十条 检查组组长现场认为需要调整检查对象、检查人员或检查时间等事项，应及

时报请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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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检查组应当将现场检查情况适时告知食品生产者，食品生产者负责人（或

被委托人）应当在飞行检查记录等文书上签字并盖章确认。 

食品生产者有异议的，可以陈述和申辩，检查组应当如实记录。拒绝签字或者盖章的，

检查组应当在记录表上注明原因，并由所在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作为见证人签字

或盖章。 

第二十二条 检查结束后，检查组原则上应在 7 个工作日内，将检查报告等相关材料上

报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检查报告内容包括：检查过程、发现问题、相

关证据、检查结果和处理建议等。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将检查报告整

理形成警示性文书，及时反馈被检查对象并向社会公示。警示性文书格式文本由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另行组织制定。 

 

第四章  处 理 

 

第二十三条 负责日常监督检查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

依法对食品生产者采取相应的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等措施。必要时，组织飞行检查的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可以直接组织立案查处。 

食品生产者应当针对相关问题立即整改，并及时向负责日常监管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报告整改情况。 

第二十四条 飞行检查发现食品生产者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由负责立案查处的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第二十五条 检查组进入食品生产者生产场所进行检查，食品生产者不得拒绝、阻挠、

干涉。 

被检查食品生产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拒绝、阻挠、干涉检查： 

（一）拒绝、拖延、限制检查人员进入被检查场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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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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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等手段阻碍检查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 

（六）隐藏、转移、变卖、损毁检查人员依法查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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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不配合检查的情形。 

检查组对被检查食品生产者拒绝、阻挠、干涉检查的行为应当进行书面记录，负责日常

监督检查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依法予以查处。涉嫌犯罪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第二十六条 负责日常监督检查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逐级上报飞行检查后处理情

况。 

第二十七条 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将飞行检查相关材料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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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日常监督检查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飞行检查结果和后处理结果纳入监管档案。 

第二十八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在飞行检查工作中存在失职渎职行

为的，由人事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对有关责任人追究相关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

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九条 飞行检查发现日常监管存在问题的，组织飞行检查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应责令负责日常监管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落实整改，并责成其上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督促跟进落实整改，切实履行监管职责。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食品生产飞行检查所需费用及相关抽检费

用纳入年度经费预算，予以保障。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月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