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某些条款、草稿或法规文本采用非成员方本身的语言 (除本附录中第 8 条所述情况外) ;或 (b) 成员

方公开那些阻碍实施卫生和植物卫生法规或影响某个企业合法商业利益的机密信息。

附录 C 　管理、监督和审批程序①

1. 为检查和确保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的实施 ,成员方应做到 :

(a) 这些程序在实施和完成过程中 ,不得无故拖延 ,也不得对进口产品采取比本国产品更苛刻的要求 ;

(b) 应公布每一程序的标准进程或应申请者请求 ,预先通报预期的进程。在接受申请后 ,主管部门应立

即审查材料的完整性 ,向申请者全面、准确地说明材料的欠缺之处。主管部门要尽快将各程序的结果准确、

完整地告知申请者 ,以便于他们必要时改正 ;即使该申请有不足之处 ,主管部门也可以根据申请人的请求 ,

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按实际可能继续其程序过程。申请者可要求了解其所处的阶段 ,主管部门应对任何时

间上的拖延作出解释。

(c) 对资料的要求应限于适当的管理、监督和审批程序所需要的范围 ,包括使用添加剂的审批或制定食

物、饮料或饲料中污染物允许量时所需的资料。

(d) 在管理、监督和审批过程中 ,应重视进口食品资料的保密性 ,采取与国内产品同等的待遇 ,保护其合

法的商业利益。

(e)在管理、监督和审批中 ,要求对某一产品送样时 ,这种要求应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f) 在对进口产品履行管理、监督和审批时 ,所收取的费用应与本国同类产品或其他国家同类产品的费

用相同 ,并且不得超过实际的支出 ;

(g) 在程序中 ,对设施的定位、进口产品样品的选择等应采取与国产产品相同的标准 ,从而减少申请人、

进口商、出口商及其代理商的不便。

(h) 当根据适用的法规所进行的管理和监督发生变化 ,随之影响产品的规格要求时 ,应确保审查产品的

程序仅限于确信其符合有关法规要求的必要范围 ;以及 (i) 应有一个针对有关实施该程序中的申诉意见的

审议办法 ,并对合理的申诉意见提出改正措施的程序。

如果一进口成员方实施的有关食品添加剂使用的审批体系或制定食物、饮料和饲料中污染物允许量的

体系限制或妨碍了该产品进入国内市场 ,则该进口成员方应在作出最终决定之前 ,考虑使用相关的国际标

准作为市场准入的基础。

2. 如果某项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指定要在产品的生产阶段进行监督管理 ,则在其领土生产产品的成员

方应对此种监督管理给予必要的协助 ,以利于管理部门进行工作。

3. 本协定的内容不得妨碍成员方在其领土内进行合理的监督检查。

有机食品认证管理办法

《有机食品认证管理办法》已于 2001 年 4 月 27 日经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务会议通过 ,现予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有机食品认证管理 ,促进有机食品健康、有序发展 ,防止农药、化肥等化学物质对环境

的污染和破坏 ,保障人体健康 ,保护生态环境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有机食品是指符合以下条件的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 :

(一)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和有机食品技术规范的要求 ;

(二)在原料生产和产品加工过程中不使用农药、化肥、生长激素、化学添加剂、化学色素和防腐剂等化

学物质 ,不使用基因工程技术 ;

(三)通过本办法规定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并使用有机食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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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管理、监督和审批程序包括采样、检验和出证的程序。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有机食品认证及有机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

个人。

第二章 　有机食品认证机构管理

第四条 　国家对有机食品认证机构实行资格审查制度。

从事有机食品认证工作的单位 ,必须按本办法规定的程序 ,向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设立的有机食品认可

委员会申请取得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资格证书。

第五条 　申请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资格证书的单位应具备以下条件 :

(一)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

(二)有 3 名以上具有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和 5 名以上具有相关专业中级技术职称 ,并专职从事有机

食品认证的技术人员 ;

(三)具备从事有机食品认证活动所需的资金、设施、固定工作场所及其他有关的工作条件。

第六条 　申请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资格证书的单位应向有机食品认可委员会提出申请 ,同时提交下列材

料 :

(一)法人的资格证明材料 ;

(二)专职技术人员的资格证明材料 ;

(三)从事有机食品认证活动的资金、设施、固定工作场所及其他有关的工作条件等情况的证明资料 ;

(四)有机食品认可委员会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七条 　有机食品认可委员会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申请的决定 ,并书面通知申

请单位。对不受理的 ,应说明理由。

第八条 　有机食品认可委员会应在受理申请之日起 40 日内完成审查。

对经审查 ,符合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资格条件的单位 ,由有机食品认可委员会对其颁发有机食品认证机

构资格证书。

取得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资格证书的单位方可从事有机食品认证活动。

第九条 　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资格证书由有机食品认可委员会制作、颁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

涂改、转让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资格证书。

第十条 　有机食品认证机构在从事有机食品认证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

(一)公正、公平、独立 ;

(二)认证的标准、程序和结果公开 ;

(三)保守客户的技术和业务秘密。

第十一条 　有机食品认证机构应接受有机食品认可委员会对其认证活动的监督和检查。有机食品认

证机构应对其认证的有机食品进行定期检查。

第十二条 　有机食品认证机构应自颁发有机食品认证证书后 1 个月内 ,将其颁发的认证证书复印报有

机食品认可委员会备案。

有机食品认证机构之间应相互配合 ,实现认证信息的共享。

第十三条 　有机食品认证机构应在每年 1 月 15 日前向有机食品认可委员会提交上年度工作报告 ,并接

受有机食品认可委员会组织的年审考核。

第十四条 　有机食品认证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从事有机食品的有偿咨询活动或有机食品的生产经

营活动。

第十五条 　有机食品认证机构应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原则、程序和有机食品认可委员会规定的技术规

范 ,开展有机食品认证活动 ,不得弄虚作假或欺骗客户。

第三章 　有机食品生产经营认证管理

第十六条 　从事有机食品生产经营的单位或个人 ,必须按本章规定 ,并根据其拟从事的有机食品经营

活动的种类 ,向有机食品认证机构申请下列种类的有机食品认证 ,取得相应的有机食品认证证书 :

(一)有机食品基地生产认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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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机食品加工认证 ;

(三)有机食品贸易认证。

第十七条 　申请有机食品认证的单位或个人 ,应向有机食品认证机构提出书面认证申请 ,并提供营业

执照或证明其合法经营的其他资质证明。

申请有机食品基地生产认证的 ,还须提交基地环境质量状况报告及有机食品技术规范中规定的其他相

关文件。

申请有机食品加工认证的 ,还须提交加工原料来源为有机食品的证明、产品执行标准、加工工艺 (流程、

程序) 、市 (地)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加工企业污染物排放状况和达标证明 ,及有机食品技术

规范中规定的其他相关文件。

申请有机食品贸易认证的 ,还须提交贸易产品来源为有机食品的证明及有机食品技术规范中规定的其

他相关文件。

第十八条 　有机食品认证机构应在收到书面认证申请及有关材料后 10 日内提出是否受理的意见。对

不予受理的 ,应说明理由。

第十九条 　有机食品认证机构应在同意受理之日起的 90 日内组织完成认证。

经认证合格的 ,由有机食品认证机构根据其申请及认证的有机食品认证种类 ,颁发有机食品基地生产

证书、有机食品加工证书或有机食品贸易证书 (以下统称有机食品认证证书) 。

第十二条 　有机食品认证证书的格式由有机食品认可委员会统一规定。

有机食品认证证书必须在限定的范围内使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转让有机食品认证证书。

第二十一条 　有机食品认证证书有效期为两年。

有机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或个人在有机食品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后需要继续使用认证证书的 ,必须在期

满前 1 个月内向原有机食品认证机构重新提出申请 ;其经营的有机食品未获得重新认证的单位或个人 ,不得

继续使用有机食品认证证书。

第二十二条 　有机食品认证的样品检测工作由经有关部门认可的检验机构承担。

有机食品基地环境质量状况监测工作由地 (市)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环境监测站承担。

第二十三条 　在有机食品认证证书的有效期内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有机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或个人应

向原有机食品认证机构办理变更手续 :

(一)持证单位或个人发生变更的 ;

(二)产品类型 (规格)变更的 ;

(三)产品名称变更的 ;

(四)使用新商标的 ;

(五)有机食品加工原料来源或有机食品贸易产品来源发生变更的。

第二十四条 　有机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或个人 ,应遵守下列规定 :

(一)接受有机食品认证机构的监督检查 ;

(二)认证内容发生变更的 ,应及时向有机食品认证机构报告变更情况 ,并办理变更手续 ;

(三)建立有机食品经营管理制度及生产、加工和贸易的档案 ;

(四)进行有机食品销售宣传时 ,必须保证宣传内容的真实性 ;

(五)对本单位从事有机食品业务的工作人员 ,进行岗位培训。

第二十五条 　取得有机食品基地生产证书的单位或个人应当划定地域范围 ,标注地理位置 ,设立保护

标志 ,及时予以公告。

第四章 　有机食品标志管理

第二十六条 　取得有机食品认证证书的单位或个人 ,可以在其有机食品认证证书规定产品的标签、包

装、广告、说明书上使用有机食品标志。

第二十七条 　有机食品标志的图形式样由有机食品认可委员会统一规定。使用有机食品标志时 ,可根

据需要等比例放大或缩小 ,但不得变形、变色。使用有机食品标志时 ,应在标志图形的下方同时标印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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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机食品认证证书号码。

第二十八条 　有机食品标志必须在限定的范围内使用。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转让有机食品标志。

第三十条 　在生产、加工或销售过程中有机食品受到污染或与非有机食品发生混淆时 ,有机食品生产

经营单位或个人必须及时通报原有机食品认证机构 ,对该食品停止使用有机食品标志 ,并不得再作为有机

食品生产、加工或销售。

第五章 　罚 　　则

第三十一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 ,由有机食品认可委员会给予

警告 ,并限期改正 ;限期未达要求的 ,取消其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资格证书 :

(一)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 ,伪造、涂改、转让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资格证书的 ;

(二)年审考核不合格的 ;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 ,从事有机食品有偿咨询活动或有机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 ;

(四)违反第十五条规定 ,在认证过程中弄虚作假或欺骗客户的。

第三十二条 　已获认证的有机食品不符合有机食品认证时的标准和规范要求的 ,由原有机食品认证机

构视情况暂扣或撤销有机食品认证证书。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原国家环境保护局 1995 年发布的《有机 (天然) 食品标志管理

章程)》(试行)同时废止。

卫　　生　　部
公　　安　　部
国家工商总局
国家质检总局

　文件

卫法监发[2001 ]355 号

关于河南省清丰县豫华公司
生产销售有害食品案件查处情况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公安厅局、工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直属检验检疫局 :

2000 年 10 月 30 日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对江苏省宝应县一幼儿园 70 余名幼儿食用河南省濮阳市清

丰县豫华食品有限公司用“工业用油”生产的饼干导致食物中毒案件进行报道后 ,国务院领导同志高度重

视 ,作出重要批示。卫生部、公安部等部门和河南省人民政府迅速行动 ,组织并督促当地有关部门进严肃查

处。河南省公安机关在江苏、山东、河北等地公安、司法机关的密切配合下 ,查清了犯罪事实 ,处理了涉案人

员。现将案件查处情况通报如下 :

一、案件基本情况

1999 年 10 月至 2000 年元月 ,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豫华食品有限公司经理高庆锁 (男 ,38 岁 ,清丰县人)

两次从新乡市亚太油脂有限公司冯文才处购得矿物油 1213 吨 ,用作原料油生产饼干共 41 吨 ,其中 4 吨被清

丰县卫生防疫站销毁 ,其余的分销河北、山东、江苏等地。2000 年初 ,江苏省宝应县山阳镇“山阳饮食服务商

店”购进 4 箱此种饼干 ,该镇山阳幼儿园购买后给儿童食用 ,致使中毒事件发生。中毒事件发生后 ,高庆锁派

人分别从上述 5 地收回饼干 1915 吨 ,其余 1715 吨已被零售。

另经公安机关侦查 ,1999 年 11 月 ,冯文才 (男 ,35 岁) 与其妻马鸿君 (34 岁) 成立了新乡市亚太油脂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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