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 　自动歇业 ,特别是本案例所举当事人 ,其管辖权经有权机关指定管辖 (管辖权转移) 后 ,原行政主体要及

时给予注销。从实践看 ,很多自动歇业的卫生许可证未经有效注销 ,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因为从法律上讲 ,

未经注销的卫生许可证至少在年度验讫前是有效的。未经注销的卫生许可证散失于社会 ,给涂改、出借等违

法行为客观上提供了机会。从管理上分析 ,此种现象也与没有规定持证人按月交纳管理费有关。是否可以参

照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的做法 ,每月交纳一定数额的管理费 ,以约束持证人歇业后自动前来注销。当然 ,这需

要有权机关加以规定。

4. 3 　在日常监督检查时 ,特别是各种较大规模的突击检查、专项检查或跨直接管辖区域的联合检查时 ,当场

不能出示卫生许可证或健康证的情况比较常见 ,当事人往往以不在此处 ,保管的人不在 ,或证件正在办理中加

以搪塞 ,能否当场处罚 ,特别是按无证处罚 ,现有法规或规章未予明确规定。这既影响了卫生许可行为的严肃

性 ,当场难以认定确实无证 ,处理滞后 ,又影响了执法行为的时效性 ,同时也给某些不规范行政行为 ,如找熟人

事后补证等留下了空隙。

总之 ,卫生许可证的发放及其有效性的确认 ,是行政行为 ,当然也是法律行为 ,不论是行政主体还是相对

人都要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它的严肃性 ,保护相关方面的合法权益。对于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

题 ,十分需要有权机关在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情况下适时作出有效解释 ,以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

法》的正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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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食品卫生许可证许可项目的填写规范

李泽峰 　毛安禄

(荆州市卫生防疫站 ,湖北 　荆州 　434000)

卫生许可证是卫生行政部门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能否进行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认可 ,无证不得从事食品

的生产经营。而许可证的核心是许可项目 ,它是对食品生产经营者从事活动的一种许可及限定。

我国幅员辽阔 ,民族众多 ,不同地方 ,不同民族 ,其饮食习惯差别很大 ,鉴于此 ,《食品卫生法》将卫生许可

证的发放管理办法交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到目前为止 ,笔者还没有看到关于许可项目

的填写规范或有关规定 ,许多监督部门和监督员对此也未引起关注 ,给监督执法工作带来被动。

1 　两件实例

例 1 　某酱制品厂以加工豆瓣酱、辣椒酱为业 ,厂内只有几个发酵池和一台锅炉 ,无制曲间、淋油间、化验

室等酱生产的基本条件 ,而现场检查时却发现该厂还生产酱油和食醋 ,经询问 ,酱油和食醋均是配制的 ,当检

查人员准备按无证经营处罚时 (按《湖北省卫生许可证管理办法》规定 ,对擅自扩大经营范围的 ,以无证论处) ,

厂方出示了卫生许可证 ,许可项目为“生产调味品”。厂方负责人在陈述时反问 :酱油和食醋是不是调味品 ?

例 2 　许某开了家副杂店 ,卖些点心、饮料、酒类、糖果等副食品 ,许可证上的许可项目是“副食”。后来在

监督时发现他还加工蛋卷 ,监督部门准备按无证处罚 ,许某称 :我有卫生许可证 ,许可项目是“副食”二字 ,难道

蛋卷不是副食 ?

2 　分析与建议

2. 1 　上述二例表明 ,卫生监督部门以擅自扩大经营范围来处罚两个单位 ,显然是行不通的 ,因为卫生监督部

门在发放卫生许可证时已经犯了错误 ,使当事人有空子可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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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例 1 中 ,将“生产调味品”列为许可项目是不确切的 ,因为按照传统观念分类 ,调味品应包括 :盐、酱油、

食醋、味精、糖、料酒、酱、辣椒粉等 ,既然许可项目是“生产调味品”,厂家便能生产上述产品 ,此时卫生监督部

门如以擅自扩大经营范围来处罚该厂 ,就显得根据不足。

在例 2 中 ,《食品卫生法》关于“食品生产经营”的解释是 :指一切食品的生产 (不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 、采

集、收购、加工、贮存、运输、陈列、供应、销售等活动。”如果许可项目只规定了生产经营的品种 ,不规定生产经

营的方式 ,店主不仅可以销售副食 ,还可以批发、生产、运输、贮存副食品。

2. 2 　卫生许可证之所以要核准许可项目 ,是因为不同的生产经营方式和生产经营不同的品种 ,有着不同的卫

生要求 ,比如 ,一个酱油加工厂就必须具备《酱油厂卫生规范》中所要求的各项硬件设施 (厂房、设备、技术) 和

软件设施 ,达不到规范要求的不予许可 ,当事人就不能从事酱油的生产经营。相反 ,如果当事人只开个副食杂

货店 ,只需要个固定的远离污染源的门面即可。两者比较之下 ,所需的开业条件差别很大 ,这也正是监督员要

现场审查的目的。

2. 3 　在卫生许可证许可项目的填写上 ,要符合语言规范和逻辑要求 ,笔者认为 ,许可项目应包括两部分 ,一是

生产经营方式 ,包括生产 (不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 、采集、收购、加工、贮存 (常温贮存与冷藏贮存应区别对

待) 、运输、陈列、供应、销售 (批发与零售也应区别对待)等活动。二是生产经营品种 ,鉴于我国食品品种复杂 ,

应尽量写明具体生产经营的品种 ,不能填写食品的类别 ,以便管理。

2. 4 　要注意许可项目的“向下兼容性”和“向上不可逆性”。比如一个开餐馆的 ,许可项目上应是经营饭菜 ,如

果当事人改为经营面条或米粉 ,或者改成卖包子、馒头 ,就不应视为擅自扩大经营项目 ,因为以它经营饭菜的

条件 ,从事面条或包子的生产经营 ,是完全可行的 ,这就称之为“向下兼容性”。反之 ,如果一个以经营包子为

主的改为经营面条或饭菜 ,由于经营面条和饭菜的卫生要求比仅经营包子的高 ,未经重新审查 ,不得擅自更改

或扩大经营品种 ,这就称之为“向上不可逆性”。

卫生许可证之许可项目虽是个很小的问题 ,但若不认真填写 ,就会因小失大 ,给不法生产经营者以可乘之

机。因此 ,我们要认真加以规范 ,避免错误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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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球藻污染瓶装矿泉水生产厂家的整改措施

马群飞 　林 　晶

(福建省卫生防疫站 ,福建 　福州 　350001)

淡水藻类污染瓶装饮用水 ,不仅可导致成品感官性状异常 ,保质期缩短 ,理化指标改变 ,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 ,而且藻类污染与细菌数量也有相关性 , [1 ]甚至某些淡水藻还可能产生毒素 ,危害人类健康。在我国南方

地区 ,瓶装水藻类污染时有发生 ,[1 ]国外也有类似报道。[2 ]但目前多数企业对此所知甚少 ,更缺乏控制办法。

已报道福州市某瓶装天然矿泉水厂家 ,在水源受到藻类污染后 ,继续生产而导致环境与设备多重交叉污染 ,虽

三次对全部设备清洗消毒 ,但收效甚微 ,生产因此陷入半瘫痪状态。[3 ]为探讨控制瓶装水藻类污染的具体措

施 ,我们尝试指导该企业改进工艺流程 ,并对水源及生产环境消毒处理 ,取得很好的效果。1998～1999 年多

次抽查该厂瓶装成品 ,均未再检出藻类。

1 　材料与方法

1. 1 　药剂和器械 　消毒剂“施而净”由中美合资上海宝深百合兴卫生化学品有限公司生产 ,福建省卫生防疫

站劳动服务公司提供 ,有效成分 ClO2 含量 2 %。旋风式喷雾器 (深圳产) 。营养琼脂。按浓缩 10 倍的比例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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