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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gkml.samr.gov.cn/nsjg/spscs/202005/t20200515_315254.html） 

 

附錄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关于开展固体饮料、压片糖果、代用茶等食品专项整治的通知 

市监食生〔2020〕5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为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严厉打击固体饮料、压片糖果、代用茶

等特殊形态或包装形式的食品非法添加、虚假宣传、违规销售等违法违规行为，市场监管总局

决定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整治重点 

（一）整治对象 

1. 企业名称中含有“生物”“科技”“医药”“营养”等字样的，获证类别为饮料、糖果、

果冻、代用茶、茶制品、其他酒、蜜饯、水果制品、水产制品和其他食品的食品生产者及委托

生产者。 

2. 母婴店、医院及其附近的食品销售单位、相关食品生产者直销网点、线上销售渠道以及

面向老年、病弱群体的“保健”类店铺等食品经营者。 

（二）整治的违法违规行为 

1. 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超出许可范围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生产经营未按规定

注册、备案的特殊食品。 

2. 生产经营非法添加非食品原料、非食用物质、药品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 

3. 食品标签、说明书明示或暗示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及保健功能，利用包括广告、会议、

讲座、健康咨询在内的任何方式对食品进行虚假宣传的行为。 

4. 利用网络、会议营销、电话营销、直销等方式违法营销食品，将普通食品与特殊食品进

行混放销售、以普通食品冒充特殊食品销售等违规销售行为。 

二、整治措施 

（一）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开展自查 

食品生产经营者要对生产经营情况和生产经营的食品开展全面自查，重点如下： 

1. 生产许可情况。是否持续保持食品生产许可条件，是否以固体饮料等许可类别超范围生

产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保健食品、特殊膳食食品等。 

2. 过程控制情况。是否采购使用无合格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

剂，是否按照食品安全标准要求设立食品安全关键环节的控制措施及操作规程，是否无产品标

准受托生产食品，受托生产是否按照规定留存样品并做好记录。 

3. 非法添加情况。食品原料是否来源明确、标识清楚，是否专人管理食品添加剂，生产过

程中是否按照产品配方进行投料，原料领用、投料等记录是否齐全，是否违法添加药品、非食

http://gkml.samr.gov.cn/nsjg/spscs/202005/t20200515_315254.html


2 
 

用物质、仅限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等。 

4. 标签标识情况。产品名称是否反映食品的真实属性，是否使用药品名称命名食品，营养

信息是否真实客观，是否执行相应食品安全标准或标注适用婴幼儿等特殊人群，是否标注或暗

示有疾病预防、治疗或保健功能及满足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特定疾病人群对

营养素或膳食的特殊需要。 

5. 宣传和销售情况。是否如实记录进货查验等信息，是否购进标签、说明书涉及疾病预防、

治疗以及保健功能的普通食品并与特殊食品混放销售，是否在销售中利用会议、讲座、健康咨

询、专家推介、虚假广告等形式向婴幼儿、儿童、老年等特殊人群进行虚假宣传，是否未经许

可或在许可登记的经营场所外，利用网络、会议、电话等营销方式违法销售。 

（二）加强监督检查和抽检监测，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1. 加强监督检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结合许可工作，对整治对象进行全面梳理，掌握产

品名称、执行标准、原料使用、适用人群、包装或食用形式、委托生产等情况。要结合企业自

查情况，重点检查企业是否超许可范围生产经营，原料是否合法合规，采购、投料等记录是否

真实，是否非法添加，标签标识是否虚假，是否非法销售和虚假宣传等。对发现涉嫌非法添加、

非法声称产品功效的产品，要及时进行核查，严防严控食品安全风险。 

2. 加强抽检监测。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对有委托生产、涉嫌疾病预防、治疗及保健功能声

称或“纤体”“瘦身”等类似宣传用语、有适宜人群或定量食用的食品，加大抽检监测力度。重

点检验与宣传用语相关的物质是否符合规定，是否非法添加咖啡因、双醋酚丁、匹克硫酸钠、

麻黄碱、伪麻黄碱、酚酞、西地那非、育亨宾、布洛芬、盐酸二甲双胍、γ-羟基丁酸等药品、

非食用物质以及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3. 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对检

查和抽检监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依法处置，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落实违法

行为“处罚到人”。涉及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等法律法规的，要实施联合惩戒。

涉嫌犯罪的，及时移交公安机关。 

三、时间安排 

（一）第一阶段：2020 年 7 月 31 日前，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开展自查，全面排查食品安

全风险。 

（二）第二阶段：2020 年 8 月 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开展集中整治，严厉查处违法

违规行为。 

（三）第三阶段：2020 年 11 月，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总结，完善相关工作制度措施。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实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落实属

地责任，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地专项整治工作细化方案，认真抓好落实，做好专项整治工作。 

（二）坚持打建结合。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既要针对当前突出问题，发现一起重处一起，

盯住不放，久久为功，还要固本强基、建立长效机制，出台制度措施，形成科学有效的治理体

系。 

（三）注重宣传引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大力宣传典型经验和做法，同时及时曝光违

法案例，形成有效震慑。要坚持开门搞整治，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强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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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共治。 

请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将专项整治的基本情况、主要做法、典型案例、发现问题及原因分

析、制度建设及工作建议等形成报告，以及统计表（见附件）的电子版、纸质版，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前报送总局食品生产司。 

 

附件：专项整治情况统计表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2020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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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专项整治情况统计表 

 
报送单位（盖章）                                                                  联系人：                             电话： 

类别 

检查食品生产

/经营者数

（家） 

发现 

问题数

（家） 

问题类

型 

抽检样

品（批

次） 

不合格数

（批次） 

不合格项

目 

责令 

整改

（家） 

责令 

停产

（家） 

立案查

处

（起） 

罚没款

（万

元） 

吊销 

许可证

（张） 

移送公

安

（件） 

                          

                          

                          

                          

                          

注：1.  类别指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类别，可具体到类别名称，如 0606 固体饮料。 

2.  问题类型指非法添加、虚假宣传、违规销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