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福建省公安厅福建省高级人民法

院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福建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福建省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实施细则（试

行）》的通知

闽食药监稽〔2018〕25 号

各设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局、中

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平潭综合实

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局、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平潭县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为进一步健全我省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

制，加大对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切实维护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福建省

公安厅、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福建省食品

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制定了《福建省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衔接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福建省公安厅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

福建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8 月 2 日

福建省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衔接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进一步健全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

作机制，加大对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切实维护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家五部委《食品药品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等法律、

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本细则适用于全省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

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的食品（含食品添加剂、保健食

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等领域涉嫌违法犯罪案件。

第三条全省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应加强沟通协作，建立健全线索通报、案件移送、信息

共享、信息发布等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

合力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

第四条人民检察院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活动

和公安机关对移送案件的立案活动，依法实施法律监督。

第五条全省各级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

当按照《福建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工作办

法》（闽委办发〔2015〕37 号）有关规定，及时将案件移送、

受理、立案、不予立案、撤案以及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移送起诉

等情况及相关材料录入上传“福建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

息共享平台”（以下简称“两法衔接平台”），并及时汇总、分析

案件信息，定期对平台运行情况会商通报。

两法衔接平台统计数据向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开放

查询。

第二章 案件移送与法律监督



第一节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

第六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查办食品药品违法案件过程中，发

现涉嫌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及时作出将案件移

送公安机关的决定，并在自作出移送决定之日起 24 小时内移交

案件材料，案件移送书同时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实施行政执法的主体与程序合法。

（二）有证据证明涉嫌犯罪事实发生。

公安机关、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指定专门机构负责食品药品涉

嫌违法、犯罪案件移送的衔接工作。

第七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办理食品药

品违法犯罪案件，应强化证据意识，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

收集和审查证据，形成严密的证据链。

第八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查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过程中，应

当妥善保存所收集的与违法行为有关的证据；对涉嫌犯罪案件，

可以参考以下刑事侦查重点关注的证据项，加强相关证据收集：

（一）相关食品、药品的成品、半成品；

（二）添加、使用的物质（含非食用、有毒有害物质等）；



（三）可疑液体、流质物等；

（四）相关产品的包装、标签、容器及使用说明书等；

（五）计算机（含笔记本电脑等）中记载的图片、影音资料等电

子信息；

（六）购销发票、收据、账本；

（七）监控视频等影像资料；

（八）手机、对讲机等通讯工具，以及其中的短信、微信、QQ

等聊天记录，通讯录人员联系方式；

（九）运输装载车辆；

（十）企业、作坊经营业主及相关岗位人员身份信息；

（十一）其他需要收集的证据。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依法收集的物

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检验报告、鉴定意见、勘验笔

录、检查笔录等证据材料，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

法院庭审质证确认，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公安机关在侦查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时依法收集的证据，可以

直接作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执法办案的依据。



第九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查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过程中要注

意收集可以证明当事人从事危害食品药品安全活动主观故意的

证据。

第十条关于行为人从事危害食品药品安全活动主观故意的认

定应根据行为人认识能力、进货来源、销货渠道、进销货价格，

以及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同案人供述等综合审查判

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行为人具有从事危害食品药品安全活

动的主观故意，但有相反证据证明的除外：

（一）因销售问题食品或药品受到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或者承

担过民事责任，又销售问题食品或药品的；

（二）知道自己所购买或销售的问题食品或药品上的标签、说明

书、注册商标被涂改、调换或覆盖的；

（三）不能提供或者拒绝提供收购或销售的问题食品药品来源

的；

（四）转移、隐匿、销毁涉案食品药品进出账记录的或者提供虚

假记录的；

（五）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进货或者销售的，或运费明显高于市

场价格的；



（六）选择隐秘的地下场所储存的，或对逃匿路线有特殊安排的；

（七）采取调换或遮盖车牌、昼伏夜行等特殊隐秘方式运输的；

（八）其他可认定具有主观故意的情形。

第十一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应

当附有下列材料：

（一）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书；

（二）涉嫌犯罪案件情况的调查报告，载明案件来源、查获情况、

嫌疑人基本情况、涉嫌犯罪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等；

（三）涉案物品清单，载明涉案物品的名称、数量、规格、生产

批号或生产日期、存放地等事项，并附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现场

笔录等表明涉案物品来源的相关材料；

（四）已获取的涉案证据材料，包括现场照片、询问笔录、电子

数据、视听资料、认定意见、责令整改通知书等与案件有关的证

据材料；

（五）有关检验报告或者鉴定意见；

（六）其他有关涉案材料。



移送案件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已经或者曾经作出有关行政处罚

决定的，应当附有有关行政处罚决定书。

第十二条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公安机关

应接受并审查，接受的同时应在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的回执上签

字并加盖公章。对材料不全的，应当在接受案件的 24 小时内书

面告知移送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 3 日内补正。不得以材料不全

为由，不接受移送案件。

对保管条件、保管场所有特殊要求的涉案物品，公安机关可以在

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办理交接手续并采取必要措施固定留取证

据后，商请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代为保管。在案件办结、人民法院

判决书生效后，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商请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组织处

理代为保管的涉案物品。保管及处理产生的费用由食品药品监管

部门承担，或按照地方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公安机关审查发现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材料不全、证据

不充分的，可以就证明有犯罪事实的相关证据要求等提出补充调

查意见，商请移送案件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补充调查，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应当及时提供补充材料；存在下列情形之一、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补充调查确有困难的，经协商，由公安机关自行调查，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配合。

（一）当事人逃逸的；



（二）当事人以暴力、威胁等方法拒绝、阻挠、干涉执法的；

（三）需要证明当事人行为是否属于主观故意的；

（四）公安机关认为有必要自行调查的其他情形。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发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不依法移送涉嫌违

法犯罪案件线索的，应当及时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协商，并可以

派员调阅、查询有关案卷材料；对于涉嫌犯罪的，应当提出建议

依法移送的检察意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检察意见之

日起 3 日内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并将执行情况通知人民检察

院。

第十五条公安机关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按照本细则第六条规定

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一般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10 日内依法作出

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的决定；案情重大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的决定；特殊情况下，受案单位报经

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再延长 30 日作出决定。

公安机关作出立案、不予立案、撤销案件决定的，应当自作出决

定之日起 3 日内书面通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同时抄送人民检察

院。公安机关作出立案决定的，应当自立案之日起 3 日内与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交接涉案物品以及与案件有关的其他证据材料。公

安机关作出不予立案或者撤销案件决定的，应当将案卷材料退回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并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六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认为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决定不当

的，可以在接到不予立案通知书之日起 3日内提请复议，公安机

关应当在接到复议请求之日起 3 日内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的

复议决定，并书面通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对于公安机关逾期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以及对不予立案决定、

复议决定、立案后撤销案件决定有异议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

以建议人民检察院予以立案监督。

第十七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建议人民检察院进行立案监督的案

件，应当提供立案监督建议书、相关案件材料，并附公安机关不

予立案、立案后撤销案件决定及说明理由的材料，复议维持不予

立案决定的材料或者公安机关逾期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的材料。

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补充材料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及时提

供。

第十八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于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应当

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其他处理。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前，已经作出的

警告、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决定，不

停止执行。已经作出罚款行政处罚的，人民法院在判处罚金时依

法折抵。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原则上应当在公安机关决定不



予立案或者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法院作

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后，再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

第十九条对于尚未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依

法应当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等行政处罚，需要配合的，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给予配合。

对于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依法还应当由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作出吊销许可证等行政处罚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

依据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依法予以行政处罚。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认为上述事实和证据有重大问题的，应当及时向

人民法院反馈，并在人民法院通过法定程序重新处理后，依法作

出处理。

第二十条对流动性、团伙性、跨区域性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

案件的管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部

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流动性、团伙性、跨区域性犯罪案件有

关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1〕14 号）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案件移送中涉及多次实施危害食品药品安全违法行

为，未经处理的，涉案产品的销售金额或者货值金额累计计算。

第二节 行政拘留案件移送



第二十二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查处违法案件，对尚不构成犯罪

但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规定可以实施行政

拘留的违法行为，应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 3 日内将案件移送

同级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应当受理。

有下列情形之一，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

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尚不构成犯罪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法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5 日以上 15 日

以下拘留：

（一）违法行为涉及的产品货值金额 2 万元以上的；

（二）违法行为持续时间 3 个月以上的；

（三）造成食源性疾病并出现死亡病例，或者造成 30 人以上食

源性疾病但未出现死亡病例的；

（四）因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后 1 年内又实施

同一性质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或者受到刑事处罚后又实施食品

安全违法行为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情节严重”的

认定，《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

与此不一致的，以本细则规定为准。



第二十三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适用行政拘留案

件，应当附有下列案卷材料：

（一）移送材料清单；

（二）案件移送书；

（三）案件调查报告；

（四）各类涉案证据材料；

（五）涉案物品清单；

（六）有关检验报告、检测结论及鉴定、认定意见等材料；

（七）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八）其他有关涉案材料等。

第二十四条公安机关对移送的案件，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充分，依法决定行政拘留的，应当在作出决定之日起 3 日内将决

定书抄送移送案件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第二十五条公安机关经审查，认为案件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

足的，可以在受案后 3 日内书面告知移送案件的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补充移送相关证据材料，也可以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

程序规定》调查取证。



第二十六条公安机关对移送的案件，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不符合行政拘留条件的，应当在受案后 5 日内书面告知移送案件

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并说明理由，同时退回案卷材料。移送案件

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收到书面告知及退回的案卷材料后应当依

法予以结案。

第三节向行政部门移送案件

第二十七条公安机关对发现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经审查没有

犯罪事实，或者立案侦查后认为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

刑事责任，但依法可以行政拘留的，应当及时作出行政拘留的处

罚；不属于依法可以行政拘留的情形，但应当追究其他行政法律

责任的，应当在 7 日内将案件移送同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处理。

第二十八条公安机关向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移送案件，应附有下

列案卷材料：

（一）移送材料清单；

（二）案件移送书；

（三）案件调查报告；

（四）涉案证据材料；

（五）涉案物品清单；



（六）其他有关涉案材料等。

第二十九条人民检察院对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人民法院对

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认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

处罚的，应当在作出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移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处理，并可以提出检察意见或者司法建议，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

当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其他处理。

第三章 涉案物品检验与认定

第三十条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危害食品药品

安全犯罪案件，商请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提供检验结论、认定意见

协助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按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

民法院刑事案件办理的法定时限要求，及时提供检验结论、认定

意见，并承担相关费用：

（一）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依法可以直接出具认定意见的，应当在

约定的期限内出具认定涉嫌犯罪应具备的结论性意见并说明理

由；确有必要的，应当载明检测结果。

对于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2 号）第

一条第二项中属于病死、死因不明的畜、禽、兽、水产动物及其

肉类、肉类制品和第三项规定情形的涉案食品，县级以上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可以直接出具认定意见并说明理由。



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第一、

二、五、六项规定的涉案药品，设区市（含平潭）以上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可以直接出具认定意见并说明理由。

（二）依法需要对涉案物品进行检验的，凡本省食品药品检验检

测机构可以检验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及时委托相关技术机

构进行检验，承担相关费用，并协调承检机构优先安排检验，一

般在 15 日内出具检验结论、认定意见；本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

机构不能检验，需要协调其他技术机构进行检验的，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应配合办案单位做好技术机构筛选及相关协调沟通工作。

（三）在认定过程中需要专家意见的，由负责认定的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按照本细则第三十六条规定组织专家进行评估。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商请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提供检

验结论、认定意见协助的，应当以书面方式提出申请。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应当及时受理，不得以缺少技术力量等理由拒绝申请；

遇特殊情况确实无法完成检验、认定的，应在受理后书面反馈提

出申请的单位，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

第三十一条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及时将会同有关部门认

定的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机构名单、检验检测资质及项目等，向公

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通报。



第三十二条对同一批次或者同一类型的涉案食品药品，如因数

量较大等原因，无法进行全部检验检测，根据办案需要，可以依

法进行抽样检验检测。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符合

行政执法规范要求的抽样检验检测结果予以认可，可以作为该批

次或该类型全部涉案产品的检验检测结果。

第三十三条对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

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2

号）第一条第(一)项和第（四）项、第八条中“严重超出标准限

量”、“严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

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的认定，应按照国家或者地方有关

规定执行。国家或者地方没有规定的，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可按照下述规定进行认定：

（一）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

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超出食品安全标准限量 1 倍（含）

以上的，以及没有具体限量标准的或者仅有定性指标的，应经专

家评估后认定是否为“严重超出标准限量”；

（二）违反食品安全标准，超限量滥用食品添加剂 2倍（含）以

上的，或超范围滥用食品添加剂、且添加量超出食品安全标准对

此类添加剂在其他食品中的最低允许添加量 2 倍（含）以上的，

应经专家评估后认定是否为“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

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



（三）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

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超出食品安全标准限量 1 倍（不

含）以内的，一般认为不属于“严重超出标准限量”，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或司法机关认为有必要的，应组织专家评估后认定；

（四）违反食品安全标准，超限量滥用食品添加剂，超出限量标

准 2 倍（不含）以内的，或超范围滥用食品添加剂、且添加量超

出标准对此类添加剂在其他食品中的最低允许添加量 2 倍（不

含）以内的，一般认为不属于“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

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或司法机关认为有必

要的，应组织专家评估后认定；

（五）凡涉及婴幼儿食品的，均应经专家评估后认定。

第三十四条根据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或者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的委托，对尚未建立食品安全标准检验方法的，相关检验检测机

构可以采用非食品安全标准等规定的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对涉

案食品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通过上述

办法仍不能得出明确结论的，根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委托，

设区市（含平潭）以上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组织专家对涉案

食品进行评估认定，该评估认定意见可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

对药品的检验检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

条例等有关规定执行。



对医疗器械的检测按照《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有关规

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依据检验检测报告、结合专

家意见等相关材料得出认定意见的，应当按照以下格式出具结

论：

（一）假药案件，结论中应写明“经认定，.……认定属于假

药（或者按假药论处）”；

（二）劣药案件，结论中应写明“经认定，.……认定属于劣

药（或者按劣药论处）”；

（三）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案件，符合《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2 号）第一条相关情形

的，结论中应写明“经认定，某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足

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

（四）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医疗器械案件，符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

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公通字

〔2008〕36 号）第二十一条相关情形的，结论中应写明“经认定，

某医疗器械……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

健康”；



（五）其他案件也均应写明认定涉嫌犯罪应当具备的结论性意

见。

第三十六条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组建食品药品安全

专家库，为案件涉及的食品药品专业技术问题的评估认定工作提

供专家资源支持。

组织专家评估，应根据案件涉及的专业领域，由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从食品药品安全专家库中选取 3 名以上奇数专家组成评估专

家组，对涉案食品药品相关专业技术问题进行评估认定，并出具

专家意见。在评估过程中，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邀请法律、卫

生、医药等相关行业人士和社区代表参与监督。

省、市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经研究认为具有普适性的

评估认定案例，可印发作为下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办

理案件的参考。

第三十七条办案部门应当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者其

辩护律师、法定代理人，在涉案物品依法处置前提出重新或补充

检验检测、认定的申请。

第四章 协作配合

第三十八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属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法律



规定的明显涉嫌犯罪的案件线索，应当立即以书面形式向同级公

安机关通报，并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进行初查。初查过程中，

公安机关可以依法采取询问、查询、勘验、鉴定和调取证据材料

等不限制被调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对符合立案条件的，

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立案侦查。

第三十九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监督抽检、风险监

测和处理投诉举报中发现的食品药品重要违法信息，应当及时通

报同级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应当将侦办案件中发现的重大监管问

题及时通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公安机关在侦查食品药品犯罪案件中，已查明涉案食品药品流向

的，应当及时通报同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依法采取控制措施。

第四十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

院移送处理的行政处罚案件，应当及时审查，并在作出相应处理

决定后 7 日内向移送机关通报处理结果。

公安机关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行政拘留案

件，应在作出处理决定后及时录入两法衔接平台。



第四十一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在日常工作中遇到下

列情形，经研判可能存在涉嫌食品药品犯罪行为，需要开展前期

联合调查的，可以商请对方提前介入：

（一）有证据表明涉嫌犯罪的行为人可能逃匿或者销毁证据的；

（二）现场查获的涉案货值金额或者案件其他情节明显达到刑事

责任追诉标准；

（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或疑难复杂的涉嫌犯罪案件；

（四）可能引起群体性事件、暴力抗法的；

（五）需要对方提前介入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二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依据相关规定，将严重违反食品

药品相关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生产经营者及相

关责任人员纳入食品药品严重失信“黑名单”，并依法实施相应的

市场和行业禁入措施。

公安机关依据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通报，加强分析研判，及时掌

握违法犯罪线索。

人民法院应当以适当方式将本级作出的食品药品相关案件的刑

事判决结果通报同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



第四十三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应当相互配合、支持，及时、全面回复专业咨询。

第四十四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

应当加强对重大案件的联合督办工作。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公安厅、省人民检察院可以对下

列重大案件实行联合督办：

（一）在全省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二）引发公共安全事件，对公民生命健康、财产造成重大

损害、损失的案件；

（三）跨地区，案情复杂、涉案金额较大的案件；

（四）其他有必要联合督办的重大案件。

第四十五条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

院、人民法院之间建立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信息发布的沟通协

作机制。发布案件信息前，应当互相通报情况；联合督办的重要

案件信息应当联合发布。

第四十六条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

院应当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通报案件办理工作情况，研究解决重

大问题。



第四十七条各级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推动建立地区间、

部门间食品案件查办联动机制，协调相关部门解决办案协作、涉

案物品处置等方面重大问题。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细则制定本行政区

域的具体规定。

第四十九条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