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

项目

代码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要点 相关说明

适用

对象
常见问题

1 食品经营

许可证

1.1 食品经

营许可证和

许可经营项

目

1. 检查是否在经营场

所明显位置悬挂或摆

放食品经营许可证。

2. 检查现场销售的特

殊食品类别是否与许

可证载明的类别一致。

1. 销售特殊食品的，许可证经营项

目应分别载明“保健食品”“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

（或婴幼儿配方乳粉）”。

2. 医疗机构和药品零售企业之外的

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向消费者销售特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中的特定全营

养配方食品。

3. 医疗机构、药品零售企业销售特

定全营养配方食品的，不需要取得食

品经营许可。

4. 医疗机构配制的供病人食用的营

养餐不属于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5. 采用电子形式公示食品经营许可

证的，不需要额外悬挂或摆放食品经

营许可证。

特殊

食品

销售

者

1. 经营场所没有

悬挂或者摆放食品

经营许可证。

2. 超出食品经营

许可项目销售特殊

食品。



2 进货查验

和食品安

全追溯体

系建设情

况

2.1 供货者

生产经营许

可证、产品

注册或者备

案等资质证

明

1. 从生产单位直接采

购的，检查食品生产许

可证复印件等资质证

明文件。从其他销售单

位采购的，检查食品生

产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等资质证明文件。

2. 检查保健食品注册

证书或者备案凭证与

实际商品是否相符。

3. 检查婴幼儿配方乳

粉配方注册证书、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

册证书与实际商品是

否相符。

1. 相关资质证明文件复印件应加盖

供应商公章（或签字），可以是纸质

或电子扫描件。

2. 生产许可证信息应包含附件品种

明细表，列明特殊食品品种信息。

3. 保健食品注册证书或者备案凭证

应包括附件产品说明书，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注册证书应包括附件标

签、说明书样稿。

4. 保健食品实行注册与备案双轨

制。其中，使用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以

外原料的保健食品和首次进口的保

健食品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注册。首

次进口的补充维生素、矿物质类保健

食品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备案。纳入

保健食品原料目录的国产保健食品

（如补充维生素、矿物质类）由所在

地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备案。

5. 婴幼儿配方乳粉的产品配方、特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应当经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注册，并取得注册证书。

特殊

食品

销售

者

资质证明文件不

全，缺少相关附件，

或与实际商品不

符。

2.2 产品合

格证明或检

验检疫证明

1. 查验部分品种或批

次特殊食品的产品出

厂检验合格证明或检

1. 特殊食品应当具备按生产批次的

产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明；进口特殊食

品应当具备按进口批次的入境货物

特殊

食品

销售

销售者不能出示产

品出厂检验合格证

明；不能出示入境



验检疫证明等文件。

2. 对生产企业自建溯

源码的产品，可抽取部

分产品品种进行溯源查

验。

检验检疫证明。 者 货物检验检疫证

明。

2.3 进货凭

证和记录以

及食品安全

追溯体系建

设情况

1. 随机查验特殊食品
品种或批次是否留存
相关进货凭证并记录，
检验货证是否相符。
2. 检查销售者是否落
实食品进货查验制度：
（1）是否如实记录食
品的名称、规格、数量、
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
号、保质期、进货日期
以及供货者名称、地
址、联系方式等内容；
（2）记录和凭证是否保
存至产品保质期满后六
个月。
3. 检查销售者是否建
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保证特殊食品可追溯。

1. 销售者应当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
系，如实记录并保存进货查验、特殊
食品批发销售等相关信息，保证特殊
食品可追溯。
2. 对实行由总部统一配送经营方式
的销售企业，销售门店应保存总部配
送清单，并采取一定形式，方便监管
部门检查经总部统一查验的供货者
资质及产品合格证明文件。

特殊

食品

销售

者

1. 销售者未按照
规定记录并保存进
货查验台账，无法
通过记录有效溯
源。
2. 进货台账与实
际销售产品批次不
符。
3. 统一配送企业
各门店无法检查配
送清单以及产品合
格证明文件。
4. 销售者没有建
立食品安全追溯体
系，没有追溯记录、
记录不全或者不真
实，无法追溯食品
来源和去向。



3 销售过程

控制

3.1 专区专

柜销售

1. 检查待售特殊食品

与专区专柜（货架）销

售情况。是否与普通食

品或者药品混放，三类

特殊食品是否混放。

2. 检查专区专柜（货

架）设立提示牌情况。

提示牌的字体、颜色和

大小是否符合要求。

1. 销售特殊食品应当专区专柜（货

架）摆放。不得与固体饮料、调制乳

粉、中药饮片等普通食品或者药品混

放。

2. 传统意义的滋补类中药材及其饮

片、药食两用物质等不得与特殊食品

混放销售，不得放置于特殊食品专柜

或专区销售。

3. 医疗机构或者药品零售企业销售

的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应专区专柜

（货架）摆放，不能与药品混放销售。

4. 每类特殊食品的专区专柜（货架）

应分别设立提示牌，醒目注明“保健

食品销售专区（专柜）”“婴幼儿配

方食品销售专区（专柜）”“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专区（专柜）”

字样，提示牌为绿底白字，字体为黑

体。

特殊

食品

销售

者

1. 未设立专区专

柜（货架）销售特

殊食品。

2. 特殊食品与普

通食品、药品及其

他商品混放销售。

特殊食品之间混放

销售。

3. 未设立提示牌，

或提示牌内容不符

合要求。提示牌与

商品不对应。

3.2 标签与

说明书

1. 检查特殊食品标签、

说明书，核实是否与注

1. 经国家注册或者备案的保健食

品，其外包装有“蓝帽子”标志，以

特殊

食品

1. 保健食品标签

标注的名称、原辅



册或者备案的标签、说

明书内容一致。可登陆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特

殊食品信息查询平台”

查询。

2. 检查进口特殊食品

是否有中文标签，进口

婴幼儿配方乳粉标签

是否直接印制在最小

销售包装上。

3. 检查保健食品标签、

说明书是否涉及疾病

预防、治疗功能。

及产品注册号或者备案号。

2. 2021年 1月 1日后生产的保健食

品，未经人群食用评价的，其标签说

明书载明的保健功能声称前应增加

“本品经动物实验评价”的字样。

3. 婴幼儿配方乳粉、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的标签内容及格式除符合

注册要求外，还应当符合《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

签》（GB13432）等要求。婴幼儿配

方乳粉、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

标签上不得有婴儿和妇女的形象，不

能使用“人乳化”“母乳化”或其它

近似术语。

4. 对于保健食品在“特殊食品信息

查询平台”查询结果与相关注册证书

和备案凭证所载明内容不一致的，应

当与产品生产许可所在地省级市场

监管部门核实生产许可发证依据等

有关情况。

销售

者

料、标志性或功效

成分、适宜人群、

保健功能、制剂规

格等与注册或者备

案的标签、说明书

内容不一致。

2. 销售假冒注册

号或者备案号的特

殊食品、未经注册

或者备案、无中文

标签的进口特殊食

品产品。



3.3 消费提

示

1. 检查保健食品标签

是否设置了警示用语

区并标注了警示用语。

2. 检查经营场所是否

在显著位置标注“保健

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

替药物治疗疾病”等消

费提示信息。

3. 检查销售婴幼儿配

方乳粉的专区（专柜），

距离保质期不足 1个月

的婴幼儿配方乳粉是

否采取了醒目提示或

者提前下架等处理措

施。

1. 《保健食品标注警示用语指南》

（市场监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29
号）要求，2020 年 1 月 1 日后生产

的保健食品标签应当设置所占面积

不应小于最小销售包装主要展示版

面的 20％的警示用语区，并使用黑

体字标注警示用语“ 保健食品不是

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食品药品监

管总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婴幼

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工作意见的通

知》（国办发〔2013〕57号）规定，

对距保质期不足 1 个月的婴幼儿配

方乳粉采取醒目提示或者提前下架

等处理措施。

特殊

食品

销售

者

1. 保健食品标签

未按规定设置警示

用语区并标注警示

用语。

2. 销售者未在经

营场所显著位置标

注“保健食品不是

药物，不能代替药

物治疗疾病”等消

费提示信息。

3. 销售者未对距

保质期不足 1个月

的婴幼儿配方乳粉

采取醒目提示或者

提前下架等处理措

施。

4 营销宣传 4.1 特殊食

品经营场所

1. 检查经营场所的特

殊食品广告是否与审

1. 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的广告内容应当以审查批准的内

特殊

食品

1. 销售者自制广

告，未取得广告批准



的营销宣传 查批准的一致。

2. 检查经营场所的宣

传材料是否有虚假夸

大宣传的内容。

3. 是否有0-6个月婴儿

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和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

方食品违规推销宣传

的材料。

4. 检查销售人员是否

有虚假夸大宣传的行

为。

容为准。

2. 保健食品广告应当显著标明“保

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

疾病”，声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并

显著标明保健食品标志、适宜人群和

不适宜人群。不得含有下列内容：表

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涉

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声称或者暗

示广告商品为保障健康所必需；与药

品、其他保健食品进行比较；利用广

告代言人作推荐、证明；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

3. 婴幼儿配方乳粉广告不得声称全

部或部分替代母乳，0－12个月龄婴

儿食用的婴儿配方乳制品不得进行

广告宣传。

4. 不得对 0-6 个月婴儿的婴幼儿配

方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

品违规推销宣传。

5.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中的特定

全营养配方食品广告按照处方药广

告管理，只能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和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共同指

定的医学、药学专业刊物上发布，不

销售

者

文件。

2. 广告内容经过

修改、剪辑或拼接，

与批准的不一致。

3. 广告未显著标

明广告批准文号。

4. 保健食品广告

未显著标明“保健

食品不是药物，不

能代替药物治疗疾

病”、保健食品标

志、适宜人群和不

适宜人群。保健食

品虚假夸大宣传未

经批准的功能声

称。

5. 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广告未显

著标明适用人群、

未标明“不适用于

非目标人群使用”

“请在医生或者临

床营养师指导下使

用”等提示用语。



得使用与其名称相同的商标、企业字

号在医学、药学专业刊物以外的媒介

变相发布广告，也不得利用该商标、

企业字号为各种活动冠名进行广告

宣传。其他类别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

食品广告按照非处方药广告管理。

6.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应当

显著标明适用人群、标明“不适用于

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者临

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不得含有下

列内容：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

者保证；说明治愈率或者有效率；与

其他药品、医疗器械的功效和安全性

或者其他医疗机构比较；利用广告代

言人作推荐、证明；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

7. 不得通过健康咨询、宣传手册等

任何方式进行虚假夸大宣传。



5 网络销售 5.1 特殊食

品销售页面

公示内容

1. 检查网上公示的特

殊食品生产经营许可

证、营业执照、产品注

册证书或备案凭证等

文件是否齐全、是否清

晰易辨识、是否真实并

在有效期内、品种信息

与实际销售产品是否

相符。

2. 检查网上公示的保

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

批准文号是否与审查

批准的一致。

通过第三方平台交易的特殊食品生

产经营者应当在其销售主页面显著

公示其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产品注

册证书或备案凭证，通过自建网站交

易的特殊食品生产经营者还应当在

其网站首页显著位置公示其营业执

照。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广告批准文号。

网络

第三

方平

台提

供

者，

自建

网站

交易

的特

殊食

品销

售者

1. 未按规定显著

公示产品生产经营

许可证、营业执照、

产品注册证书或备

案凭证等文件。

2. 广告未显著标

明广告批准文号。

3. 公示的产品注

册或备案信息与所

售产品不符。



5.2 网上刊
载的特殊食
品信息

1. 检查特殊食品销售
页面，查看刊载内容是
否存在涉及疾病预防、
治疗功能等禁止标示
的内容。
2. 检查保健食品、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
售页面，查看是否标示
警示用语、标示的警示
用语内容是否符合规
定要求。
3. 检查特殊食品销售
页面的相关信息，是否
与注册证书或者备案
凭证的信息一致。
4. 检查网络经营者是
否存在超范围经营特
定全营养食品等行为。

1. 网上刊载的特殊食品名称、成分
或者配料表、产地、保质期、贮存条
件，生产者名称、地址等信息与标签
一致。
2. 网上刊载的特殊食品注册证书或
者备案凭证等信息与注册或者备案
的信息一致。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
疗功能以及其他禁止含有的内容。
3. 保健食品销售者在销售保健食品
的网络平台显要位置标注“保健食品
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等消费提示信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
食品销售页面应显著标示：“请在医
生或者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不适
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本品禁止用于
肠外营养支持和静脉注射。”
4.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中的特定
全营养配方食品不得进行网络交易。

1. 网上刊载的特
殊食品名称、成分
或者配料表、产地、
保质期、贮存条件，
生产者名称、地址
等信息与标签不一
致。
2. 网上刊载的特
殊食品信息涉及疾
病预防、治疗功能
以及其他禁止含有
的内容。
3. 销售主页面未
醒目标示保健食
品、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警示用
语；标示的内容与
规定要求不一致、
或者不规范。
4. 网络经营者超
许可范围销售特定
全营养配方食品
等。



食品生产监督检查

食品通用检查项目：重点项（*）21项，一般项 30项，共 51项。
食品添加剂通用检查项目：重点项（*）19项，一般项 31项，共 50项。

检查项目 项目序号 检查内容

1．生产环境条件

1.1 厂区无扬尘、无积水，厂区、车间卫生整洁。

*1.2 厂区、车间与有毒、有害场所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

*1.3
卫生间应保持清洁，应设置洗手设施，未与食品生产、包装或贮存等区域

直接连通。

1.4 有更衣、洗手、干手、消毒设备、设施，满足正常使用。

1.5 通风、防尘、照明、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等设备、设施正常运行。

1.6
车间内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等化学品应与原料、半成品、成品、包装材

料等分隔放置，并有相应的使用记录。

1.7
定期检查防鼠、防蝇、防虫害装置的使用情况并有相应检查记录，生产场

所无虫害迹象。

2．进货查验结果

注：①检查原辅料仓

库；②原辅料品种随

机抽查，不足 2种的

全部检查。

*2.1
查验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供货者的许可证、产品合格

证明文件；供货者无法提供有效合格证明文件的食品原料，有检验记录。

*2.2
进货查验记录及证明材料真实、完整，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少于产品保

质期期满后六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不少于二年。

2.3
建立和保存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贮存、保管记录和

领用出库记录。



检查项目 项目序号 检查内容

3．生产过程控制注：

在成品库至少抽取

2批次产品，按生产

日期或批号追溯生

产过程记录及控制

的全部检查，有专供

特定人群的产品至

少抽查 1个产品。

3.1 有食品安全自查制度文件，定期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自查并记录和处置。

*3.2
使用的原辅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品种与索证索票、进货查验

记录内容一致。

*3.3
建立和保存生产投料记录，包括投料种类、品名、生产日期或批号、使用

数量等。

*3.4
未发现使用非食品原料、回收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超过保

质期的食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

*3.5 未发现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情况。

3.6
生产或使用的新食品原料，限定于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公告的新食品原料

范围内。

*3.7 未发现使用药品、仅用于保健食品的原料生产食品。

*3.8 生产记录中的生产工艺和参数与企业申请许可时提供的工艺流程一致。

*3.9 建立和保存生产加工过程关键控制点的控制情况记录。

3.10 生产现场未发现人流、物流交叉污染。

3.11 未发现原辅料、半成品与直接入口食品交叉污染。

3.12 有温、湿度等生产环境监测要求的，定期进行监测并记录。

3.13 生产设备、设施定期维护保养并做好记录。

*3.14 未发现标注虚假生产日期或批号的情况。



检查项目 项目序号 检查内容

3.15
工作人员穿戴工作衣帽，生产车间内未发现与生产无关的个人或者其他与

生产不相关物品，员工洗手消毒后进入生产车间。

4．产品检验结果注：

采取抽查方式

4.1
企业自检的，应具备与所检项目适应的检验室和检验能力，有检验相关设

备及化学试剂，检验仪器设备按期检定。

4.2 不能自检的，应当委托有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4.3
有与生产产品相适应的食品安全标准文本，按照食品安全标准规定进行检

验。

*4.4 建立和保存原始检验数据和检验报告记录，检验记录真实、完整。

4.5 按规定时限保存检验留存样品并记录留样情况。

5．贮存及交付控制

注：采取抽查方式，

有冷链要求的产品

必须检查冷链情况。

*5.1 原辅料的贮存有专人管理，贮存条件符合要求。

*5.2 食品添加剂应当专门贮存，明显标示，专人管理。

5.3 不合格品应在划定区域存放。

5.4 根据产品特点建立和执行相适应的贮存、运输及交付控制制度和记录。

5.5 仓库温湿度应符合要求。

5.6 生产的产品在许可范围内。



检查项目 项目序号 检查内容

5.7 有销售台账，台账记录真实、完整。

5.8
销售台账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检

验合格证明、销售日期以及购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

6．不合格品管理和

食品召回

注：采取抽查方式

6.1 建立和保存不合格品的处置记录，不合格品的批次、数量应与记录一致。

*6.2 实施不安全食品的召回，有召回计划、公告等相应记录。

*6.3 召回食品有处置记录。

6.4
未发现使用召回食品重新加工食品情况（对因标签存在瑕疵实施召回的除

外）。

7．从业人员管理

7.1 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检验人员、负责人。

7.2 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检验人员、负责人培训和考核记录。

*7.3 未发现聘用禁止从事食品安全管理的人员。

7.4
企业负责人在企业内部制度制定、过程控制、安全培训、安全检查以及食

品安全事件或事故调查等环节履行了岗位职责并有记录。

*7.5
建立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直接接触食品人员有健康证明，符合相关规

定。

7.6 有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制度，并有相关培训记录。

8．食品安全事故处 8.1 有定期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记录。



检查项目 项目序号 检查内容

置 8.2 有按照食品安全应急预案定期演练，落实食品安全防范措施的记录。

*8.3 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有处置食品安全事故记录。

9．食品添加剂生产

者管理

*9.1 原料和生产工艺符合产品标准规定。

9.2 复配食品添加剂配方发生变化的，按规定报告。

9.3
食品添加剂产品标签载明“食品添加剂”，并标明贮存条件、生产者名称

和地址、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用量和使用方法。

其他需要记录的问题：

说明：1.上表中打*号的为重点项，其他为一般项。

2．每次检查抽查重点项不少于 10个，总检查项目不少于 20个。

3．上表中除 1.7、3.4、3.5、3.6项以及 2.1项中关于“食品相关产品”的检查部分，其他项目均适用于食品添加剂生产者。

4．对食品添加剂生产者每次检查，还需检查第 9项，对食品生产者的检查不需检查第 9项。

5．如果检查项目存在合理缺项，该项无需勾选“是或否”，并在备注中说明，不计入不符合项数。



食品经营监督检查
食品通用检查项目：重点项（*）12项，一般项 22项，共 34项。

特殊场所和特殊食品检查项目：共 19项。

食品通用检查项目（34 项）

检查项目 序号 检 查 内 容

1.经营资质
1.1 经营者持有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是否合法有效。

1.2 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有关内容与实际经营是否相符。

2.经营条件

2.1 是否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场所。

2.2 经营场所环境是否整洁，是否与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

2.3 是否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生产经营设备或者设施。

3.食品标签

等外观质量

状况

*3.1 检查的食品是否在保质期内。

*3.2 检查的食品感官性状是否正常。

*3.3 经营的肉及肉制品是否具有检验检疫证明。

3.4 检查的食品是否符合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的要求。

*3.5
经营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的包装上是否有标签，标签标明的内容是否符合食

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3.6
经营的食品的标签、说明书是否清楚、明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事项是否显著标

注，容易辨识。

*3.7 销售散装食品，是否在散装食品的容器、外包装上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或者



生产批号、保质期以及生产经营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

3.8 经营食品标签、说明书是否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

3.9 经营场所设置或摆放的食品广告的内容是否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

*3.10
经营的进口预包装食品是否有中文标签,并载明食品的原产地以及境内代理商的名

称、地址、联系方式。

*3.11
经营的进口预包装食品是否有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出具的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

明。

4.食品安全

管理机构和

人员

4.1
食品经营企业是否有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

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4.2 食品经营企业是否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4.3
食品经营企业是否存在经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抽查考核不合格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在

岗从事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情况。

5.从业人员

管理

5.1 食品经营者是否建立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5.2 在岗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食品经营人员是否取得健康证明。

5.3
在岗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食品经营人员是否存在患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情况。

5.4 食品经营企业是否对职工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和考核。

6.经营过程

控制情况

*6.1 是否按要求贮存食品。

6.2 是否定期检查库存食品，及时清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6.3

食品经营者是否按照食品标签标示的警示标志、警示说明或者注意事项的要求贮存

和销售食品。对经营过程有温度、湿度要求的食品的，是否有保证食品安全所需的

温度、湿度等特殊要求的设备，并按要求贮存。

6.4 食品经营者是否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定期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

6.5
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是否建立和保存处置食品安全事故记录，是否按规定上报所

在地食品药品监督部门。

*6.6
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食品添加剂），是否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

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以下称合格证明文件)。

*6.7

是否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用农产品的名称、数量、进货

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

期限不得少于六个月。

*6.8 食品经营企业是否建立并严格执行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6.9 是否建立并执行不安全食品处置制度。

6.10 从事食品批发业务的经营企业是否建立并严格执行食品销售记录制度。

6.11 食品经营者是否张贴并保持上次监督检查结果记录。



特殊场所和特殊食品检查项目（19 项）

检查项目 序号 检 查 内 容

7.市场开办
者、柜台出租
者和展销会
举办者

7.1
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和展销会举办者，是否依法审查入场食品经营
者的许可证，明确其食品安全管理责任。

7.2 是否定期对入场食品经营者经营环境和条件进行检查。

8.网络食品

交易第三方

平台提供者

8.1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是否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许可审查或实行实名登

记。

8.2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是否明确入网经营者的食品安全管理责任。

9.食品贮存

和运输经营

者

9.1 贮存、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容器、工具和设备是否安全、无害，保持清洁。

9.2 容器、工具和设备是否符合保证食品安全所需的温度、湿度等特殊要求。

9.3 食品是否与有毒、有害物品一同贮存、运输。

10.食用农产

品批发市场

10.1
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否配备检验设备和检验人员或者委托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检

验机构，对进入该批发市场销售的食用农产品进行抽样检验。

10.2
发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品时，是否要求销售者立即停止销售，并向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11.特殊食品 11.1
是否经营未按规定注册或备案的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

粉。



11.2

经营的保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是否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内容是否真实，是

否载明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功效成分或者标志性成分及其含量等，并声明“本

品不能代替药物”，与注册或者备案的内容相一致。

11.3 经营保健食品是否设专柜销售，并在专柜显著位置标明“保健食品”字样。

11.4
是否存在经营场所及其周边，通过发放、张贴、悬挂虚假宣传资料等方式推销保健

食品的情况。

11.5 经营的保健食品是否索取并留存批准证明文件以及企业产品质量标准。

11.6

经营的保健食品广告内容是否真实合法，是否含有虚假内容，是否涉及疾病预防、

治疗功能，是否声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其内容是否经生产企业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取得保健食品广告批准文件。

11.7 经营的进口保健食品是否未按规定注册或备案。

11.8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是否经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注册。

11.9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和其他法律、行政

法规关于药品广告管理的规定。

11.10 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其标签是否标明主要营养成分及其含量。

说明：1.本要点表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通用检查项目，分为重点项目和一般项，重点项目应逐项检查，一般项可视情况随机抽查；第二部分为特殊场

所和特殊食品检查项目，不区分重点项和一般项，应逐项检查。

2. 检查过程中，被检查的经营者不涉及的项目，可视为合理缺项并在“备注”栏标注为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