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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

生法》(下称《食品卫生法》) ,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违法严重构成犯罪的 ,要承担刑事责任。卫生行

政机关在卫生监督中发现相对人有违法行为 ,首先

面临的是法律部门的适用问题。相对人违法行为的

性质 ,即一般违法行为还是犯罪 ,直接影响行政行为

的方式。对于一般违法行为 ,卫生行政机关应依法

处罚 ;对于犯罪行为 ,应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这对于

实现罚责相当的法律要求 ,保证《食品卫生法》的贯

彻实施有重要意义。

1 　食品卫生犯罪的法律特征　关于犯罪 ,我国刑法

规定了罪名法定原则。按照《食品卫生法》刑事法律

规范 ,对于严重违法行为 ,刑法规定了两个罪名 ,即

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从犯罪构成上看 ,两罪的犯罪主体、犯

罪侵犯的客体和犯罪的主观方面是一致的。犯罪的

主体不仅包括年满 16 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公

民 ,也包括单位。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既包括国家

对食品卫生的管理制度 ,也包括公民的健康权利。

犯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间接故意 ,即行为人明知生

产销售的食品可能会发生危害后果 ,而放任这种危

害后果的发生。但两罪的客观方面及定罪原则是不

同的 ,这也成为卫生行政机关疑似食品卫生犯罪的

主要依据。

111 　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

11111 　客观方面 　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食

品卫生法》,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 ,足以

造成严重食物中毒或其它严重食源性疾患 ,危害人

体健康的行为。所谓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 ,是指

《食品卫生法》第九条规定的食品。所谓引起严重食

物中毒和其它严重食源性疾患的食品。虽然目前无

法律规定 ,但至少应从二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是中

毒和疾患的程度。凡有死亡或伤害程度达到最高人

民法院、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发布的《人体重伤鉴定

标准》的 ,应定为严重中毒或疾患。二是中毒或疾患

的广度。可参照《食物中毒报告制度》中有关人数的

规定 ,凡人数较多 ,比如 100 人以上的 ,可定为严重

中毒或疾患。

11112 　本罪定罪采用结果犯原则 　即行为人实施

了违法行为 ,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才构成犯罪。只有

违法行为 ,没有严重后果发生的 ,不构成本罪。

112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11211 　客观方面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食

品卫生法》,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

食品原料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的食品的行为。如在大米中掺入工业用液体石蜡的

行为。

11212 　本罪的定罪采用行为犯原则 　即行为人只

要实施了该罪客观方面的行为 ,即使没有发生实际

的危害后果 ,也构成犯罪。

11213 　本罪如果造成了危害后果 ,则是生产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罪的加重结果犯。

需要指出的是 ,违反《食品卫生法》,生产销售不

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 ,即使没有发生严重食物中毒

或食源性疾患 ,但销售金额在 5 万元以上的 ,也构成

犯罪 ,即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虽然《食品卫生法》

刑事法律规范没有涉及 ,但《刑法》对此罪名已作了

明文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84 条规定 :“任何

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 ,有权

利也有义务向公安司法机关报案或举报。”所以本罪

也应成为卫生行政机关移送似食品卫生刑事案件的

对象。

2 　疑似食品卫生刑事案件的移送 　疑似食品卫生

刑事案件的移送是指卫生行政机关在食品卫生监督

中发现相对人违反《食品卫生法》的行为及结果 ,对

照上述三罪名的构成要件 ,作出疑似食品卫生刑事

案件的判断 ,并将其移送司法机关、建议追究刑事责

任的行政行为。

211 　司法移送是卫生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　《行政

处罚法》第 22 条规定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 ,行政机

—02—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2001 年第 13 卷第 5 期



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作为法定职责 ,卫生行政机关必须依法履行。在实

践中 ,卫生行政机关对疑似食品卫生刑事案件不依

法移送的现象比较普遍。一种情况是依法行政的意

识淡薄 ,意识不到司法移送是其法定职责。另外一

种情况是出于部门利益等原因 ,以行政处罚惩罚犯

罪行为 ,即所谓的“以罚代刑”。以罚代刑 ,在理论上

是错误的。首先 ,根据法律适用原则 ,当一种行为既

违法又构成犯罪 ,首先要适用效力高的法律文件。

具体到刑法和行政法 ,就要刑法优先适用。其次 ,根

据责罚相当原则 ,犯罪要承担刑事责任 ,不能用较轻

的行政处罚惩罚严重的违法行为 ,即罚不代刑。以

罚代刑在实践中的危害也是严重的。以罚代刑、重

责轻罚 ,不利于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难以保证《食品

卫生法》的贯彻实施。

212 　案件受送机关 　根据《刑事诉讼法》中公安司

法机关的立案管辖分工 ,受理疑似食品卫生刑事案

件的机关是犯罪所在地的公安机关。

213 　移送案件的内容

21311 　追究刑事责任建议书 　说明犯罪嫌疑人的

姓名 (名称) 、住址、违反的法律名称、请求侦察处理

事宜。

21312 　附带证据材料　指能够证明犯罪的材料 ,主要

是犯罪客观方面的材料。包括食品不符合卫生标准的

证明 ;食物中毒或食源性疾患的调查及鉴定证明 ;相对

人生产销售了不符合卫生标准或掺入了有毒有害的非

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证明 ;违法经营金额的证明等。

214 　案件移送的结果 　卫生行政机关将案件移送

公安机关后 ,可能出现两种结果 :一是公安机关认为

符合立案条件 ,决定立案。二是公安机关经过审查 ,

决定不予立案。公安机关将不予立案的原因通知卫

生行政机关 ,并将有关移送材料返还。卫生行政机

关如果不服不予立案决定 ,可以申请复议 ;如无异

议 ,卫生行政机关应根据《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 ,

对违法人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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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 10 年食品卫生抽样监测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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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省食品卫生监测报表制度始于 1979 年。

1985 年起由两名专职人员应用计算机管理全省食

品卫生监督监测统计报告 ,连续十几年积累了大量

的数据库资料 ,成为食品卫生的重要信息资源。为

了系统地了解我省食品卫生监测工作近 10 年发展

状况 ,我们对 1991 年至 2000 年食品卫生抽样监测

报告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1 　1991～2000 年期间全省食品抽样监测情况　根

据抽样监测报告统计 ,1991、1993、2000 年全省食品

卫生抽样监测总件数出现了下滑 ,分别比上一年减

少了 1 372、779、2 839 件。1991、1992、1993、1994 年

间食品卫生抽样监测总件数分别是 25 863、26 926、

26 147、28 526 件 ,这 4 年期间抽样监测总件在上下

波动中逐年增长。1994 年走出低俗 ,出现了新增长

点 ,与前一年相比增长率达 911 % 。1995 年在全省

范围重点开展基层卫生防疫站实验室质量控制和验

收工作 ,此项工作全面促进了我省县、区级卫生防疫

站检验室整体技术水平和检验能力的提高 ,促进了

检验工作的开展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1995、1996、

1997、1998、1999、2000 年全省食品卫生抽样监测总

件数大幅攀升 ,全省总监测件数依次达到了 30 323、

35 271、43 189、55 219、59 404、56 565 件。与前一年

相比增长率依次为 613 %、1613 %、2214 %、2719 %、

716 %、- 418 %。2000 年出现新的下滑 ,比上一年少

了 2 839 件 ,下降 418 % ,与 1991 年相比抽样监测总

件增加了 30 702 件 ,增长率为 118. 7 %。见表 1 (注 :

1990 年我省食品抽样监测总数为 27 23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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