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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mr.gd.gov.cn/zwgk/tzgg/content/post_4085948.html)

附錄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食品销售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粤市监规字〔 2023〕 2 号

各地级以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食品生

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9 号，以下简称《办法》）以及《市

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有关表格的通知》（市监食生发〔 2022〕 18

号），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食品销售活动的监督管理，督促食品销售相关主体落实主体责任，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一）食品销售相关主体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规定的法律义务，对照《广

东省食品销售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指南》《广东省涉及食品销售相关主体食品安全责任指南》，

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二）食品销售者应当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对主体资格、经营过程控制、进货查验、

食品贮存等情况开展自查并如实记录，鼓励通过“粤商通”开展食品安全自查。接受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书面检查的食品销售企业，鼓励通过“粤商通”提交食品安全自查报告。食品销售者

可以委托第三方专业技术机构定期对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进行检查和评价。

（三）网络经营酒类的食品销售者，应当在线上经营活动页面显著位置持续显示“禁止

向未成年人销售酒”警示语；对订单支付人提交的含有酒的订单，在支付前提示“本订单含酒，

如需继续支付，请您确认已成年并承诺真实。”并由订单支付人勾选承诺。自动售货设备、无

人店等非面对面即可完成销售行为的，设备设施应参照上述要求落实。

（四）监督检查结果处理结论为“此次检查未发现不符合监督检查要点表相关项目，存

在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实施简易程序行政处罚，并作出责令限期整改决定”或者“此次检查发

现不符合要点表相关项目，涉嫌违法违规，建议立案查处”的，食品销售者应当按照《办法》

第三十九条规定，在其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贴或者公开展示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并保持至下

次监督检查。

（五）食品销售者根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监督检查结果要求，须限期提交整改报告的，

鼓励通过“粤商通”提交。

二、严格落实监管主体责任

（一）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按照随机选取食品销售者、随机选派监督检查人员的方式，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应每两年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所有食品销售者进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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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一次覆盖全部检查要点的日常监督检查，具体频次如下：

对风险等级为 A 级的，两年内开展不少于一次日常监督检查；

对风险等级为 B 级的，每年度按不低于 50%的比例开展日常监督检查，两年内至少全

覆盖一次；当年度未开展日常监督检查的主体，监管部门应查阅其食品安全自查报告开展书面

检查，食品安全自查报告内容不得少于“粤商通”食品安全自查要求；

对风险等级为 C 级的，每年度开展不少于一次日常监督检查；

对风险等级为 D 级的，每年度开展不少于两次日常监督检查，两次日常监督检查间隔

时间原则上不得少于 3 个月，涉嫌违法违规或存在明显食品安全隐患等情形除外。

（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办者每年度开展

不少于两次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对食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食用农产品零售市场（农贸市场）

开办者、已备案的从事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的非食品生产经营者每年度开展不少一次的食品

安全监督检查。

（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食品销售企业开展日常监督检查时，可以对企业食品安全管

理人员随机进行抽查考核。抽查考核不合格的，按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广东省食品

安全管理人员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处理。

（四）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用实名认证登录的信息化监管系统开展日常监督检查、飞行

检查生成的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通过短信方式发送给食品销售者，督促其自行打印留存并按

要求公开。现场检查结果需要通过委托检验检测确定的，按照《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修正）的要求执行。

（五）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食品销售风险分级管理工作

的要求，对新开办的食品销售者开展首次日常监督检查的同时确定其风险等级。后续监管工作

中，要及时归集监督检查结果、监督抽检结果、行政处罚信息等，切实落实食品销售风险分级

动态管理要求。

（六）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展飞行检查的，可根据监督管理工作需要或问题线索等确定

检查项目，不覆盖全部检查要点。飞行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计入日常监督检查频次。

（七）省局组织对食品销售企业开展体系检查的，地级以上市市场监管局应当予以配合。

对体系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由地级以上市市场监管局负责督促整改。

本通知自 2023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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