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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巿場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gkml.samr.gov.cn/nsjg/spcjs/202012/t20201204_324104.html） 

 

附錄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 

《食用农产品抽样检验和核查处置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为进一步规范食用农产品抽样检验和核查处置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食用农产品抽样检验和核查处置规定》。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市场监管总局 

  2020 年 11 月 30 日 

 
食用农产品抽样检验和核查处置规定 

 

 为进一步规范市场监管部门食用农产品抽样检验和核查处置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现就食用农产品抽样检验和核查处置作出以下规定： 

  第一条 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自行抽样或委托承检机构抽样。委托抽样的，应当不少于 2 名

监管人员参与现场抽样。 

  第二条 现场抽样时，应检查食用农产品销售者是否有进货查验记录、合法进货凭证等。

食用农产品销售者无法提供进货查验记录、合法进货凭证或产品真实合法来源的，市场监管部

门应当依法予以查处。 

  第三条 对易腐烂变质的蔬菜、水果等食用农产品样品，需进行均质备份样品的，应当在

现场抽样时主动向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告知确认，可采取拍照或摄像等方式对样品均质备份进行

记录。 

  第四条 现场封样时，抽样人员应按规定要求采取有效防拆封措施。抽样人员（含监管人

员）、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应当在样品封条上共同签字或者盖章确认。 

  第五条 抽样人员应当使用规范的抽样文书，详细记录被抽样食用农产品销售者的名称或

者姓名、社会信用代码或者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住所，食用农产品名称（有俗称的应标明

俗称）、产地（或生产者名称和地址）、是否具有合格证明文件，供货者名称和地址、进货日

期，抽样批次等。在集中交易市场抽样的，应当记录销售者的摊位号码等信息。 

  现场抽样时，抽样人员（含监管人员）、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应当在抽样文书上共同签字

或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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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 带包装或附加标签的食用农产品，以标识的生产者、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等内容

一致的产品为一个抽样批次；简易包装或散装的食用农产品，以同一产地、生产者或进货商，

同一生产日期或进货日期的同一种产品为一个抽样批次。 

  第七条 检验机构在接收样品时，应当核对样品与抽样文书信息。对记录信息不完整、不

规范的样品应当拒绝接收，并书面说明理由，及时向组织或者实施抽样检验的市场监管部门报

告。 

  第八条 承检机构应按规范采取冷冻或冷藏等方式妥善保存备份样品。自检验结论作出之

日起，合格样品的备份样品应继续保存 3 个月，不合格样品的备份样品应继续保存 6 个月。 

  第九条 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对监督抽检结果有异议的，可按照规定申请复检。 

  第十条 食用农产品销售者收到不合格检验结论后，应当立即对不合格食用农产品依法采

取停止销售、召回等措施，并及时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对停止销售、召回的不合格

食用农产品应依照有关法律规定要求采取处置措施，并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复检和异议期间，食用农产品销售者不得停止履行上述义务。未履行前款义务的，市场监

管部门应当依法责令其履行。 

  第十一条 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用农产品涉及种植、养殖环节的，由组织抽检的市场监管

部门及时向产地同级农业农村部门通报；涉及进口环节的，及时向进口地海关通报。 

  第十二条 对食用农产品销售者、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经营不合格食用农产品等违法行为，

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依法予以查处，并开展跟踪抽检。 

  第十三条 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依法依规、及时公布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结果、核查处置信

息。与不合格食用农产品核查处置有关的行政处罚信息，应当依法归集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 

  第十四条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当按要求将食用农产品抽样、检验和核查处置等信息，及

时录入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 

  第十五条 市场监管部门在集中交易市场、商场、超市、便利店、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

台等食用农产品销售场所开展抽样检验和核查处置工作，适用本规定。 

  第十六条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食用农产品抽样检验和核查处置的指导，可结合

地方实际制定本地区食用农产品抽样检验和核查处置实施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