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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违法经营行为法律责任探究 

李  硕, 李  莉*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北京  100050) 

摘  要: 近年来我国保健食品行业快速发展、市场不断扩大, 但同时暴露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保健食品虚假

宣传的屡禁不止、保健食品冒充药品欺骗消费者、在涉及疾病治疗功能方面与药品相混淆、在保健食品中非

法添加违禁药物等违法行为, 不仅侵害了消费者身心健康, 对整个保健食品产业都造成了负面影响。本文从刑

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等方面分析了保健食品违法经营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对市场监管部门查处涉及

保健食品违法经营案件、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保健食品经营者规范经营行为,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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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legal responsibility of health food illegal business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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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health food industry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and the market has been 

expand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problems exposed. Many illegal behaviors, such as false 

advertising of health food, false labeling of health food as medicine to deceive consumers, confusion with drugs in 

terms of disease treatment function and illegal addition of illicit drugs in health food, have not only harmed 

consumer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but also caused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whole health food industr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the illegal management of health food from the aspects of criminal liability, 

administrative liability and civil liability. It was of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investigate and deal with cases 

involving the illegal operation of health food,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nsumers and to regulate the 

business practices of health food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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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按照 GB 16740-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保健食品[1]中

的定义, 保健食品是指声称并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

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即适用于特定人群食用, 

具有调节机体功能, 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 并且对人体不

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的食品。我国《食品安 

全法》[2]规定, 保健食品作为特殊食品的一类, 国家实行严

格监督管理, 其中第七十四条至第七十九条分别规定了保

健食品作为特殊食品实行严格监督管理原则、原料和功能

声称、注册或者备案管理、注册和备案的具体要求、标签

及说明书、广告内容。然而, 现阶段我国保健食品违法经

营情况仍然存在, 不仅侵害消费者财产利益, 也侵害了消

费者身心健康。2017 年以来, 为打击违规营销宣传保健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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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功效、误导和欺骗消费者等违法行为, 保障消费者合法

权益和消费安全,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牵头成立全国整治工

作领导小组, 制定并下发《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 9 部门  

关于印发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方案的通  

知》[3]、《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 9 部门关于印发全国食品、

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电视电话会议讲话的通  

知》[4]、《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关于进一步做好食品、保健

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实施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5]《国

务院食品安全办关于继续做好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

传整治工作的通知》[6]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 开展保健食

品专项整治工作, 先后发布了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

传整治典型案件[7,8]。 

本文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等方面分析了

保健食品违法经营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以期为市场监管部

门查处涉及保健食品违法经营案件、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

保健食品经营者规范经营行为, 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2  保健食品违法经营行为法律责任 

2.1  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是依据《刑法》[9]等刑事法律规定, 对实施

犯罪的行为人给予的处罚。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 刑

罚包括主刑和附加刑 2 种。主刑有: 管制、拘役、有期徒

刑、无期徒刑和死刑; 附加刑有: 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

没收财产。目前涉及保健食品经营的犯罪主要有: (一) 生

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本罪为具体的危险犯, 

即指在司法上以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为根据, 认定行为具

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危险。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 生产、

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

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 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 并处罚金; 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

严重情节的, 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后

果特别严重的, 处 7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

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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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 在食品加工、销售、

运输、贮存等过程中, 违反食品安全标准, 超限量或者超

范围滥用食品添加剂, 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

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 依照本罪定罪处罚。 

(二)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本罪为抽象的危

险犯, 即指在司法上以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为根据, 认定

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危险, 不以造成危险结果为要求。

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 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

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 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

食品原料的食品的, 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对

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 5 年以

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

别严重情节的, 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罚。根

据《两高司法解释》, 在食品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

过程中, 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或者使用有毒、

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的, 依照本罪定罪处罚。在保

健食品或者其他食品中非法添加国家禁用药物等有毒、有

害物质的, 适用本罪规定定罪处罚。 

(三)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根据《两高司法解释》,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无证据证明足以

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 不构成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但是构成生产、销

售伪劣产品罪等其他犯罪的, 依照该其他犯罪定罪处罚。 

此外, 按照《两高司法解释》规定, 明知他人生产、

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有毒、有害食品, 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 提供资金、贷款、账号、发票、证

明、许可证件的; (二) 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贮

存、保管、邮寄、网络销售渠道等便利条件的; (三)提供生

产技术或者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 (四)

提供广告等宣传的, 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共犯论处。 

在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 10 起食品保

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典型案例[7](以下简称“典型案例”)

中排名前三位的案件以及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布 7 起食品

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典型案件[8]排名前三位的案

件, 无一例外地涉及在食品(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药品的

行为。销售非法添加药品的保健食品, 不仅属于违法经营

行为, 更侵犯了刑法中食品安全犯罪所保护的法益。《两

高司法解释》第二十条明确规定“下列物质应当认定为‘有

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一) 法律、法规禁止在食品生产

经营活动中添加、使用的物质; (二) 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

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保健食品中

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上的物质; (三) 国务院有关部

门公告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在“典型案例”中, 生产销售添加西布曲明的咖啡, 生产销

售添加地塞米松、吲哚美辛、双氯芬酸钠的凉茶, 生产销

售添加苯乙双胍的食品等行为, 均涉嫌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 该行为不仅构成行政违法, 还同时涉嫌刑事

犯罪。 

此外, 除依据刑事法律处于刑事处罚外, 还可以处于

非刑事处罚。如《两高司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对实施本

解释规定之犯罪的犯罪分子, 应当依照刑法规定的条件严

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根据犯罪事实、情节和悔罪

表现, 对于符合刑法规定的缓刑适用条件的犯罪分子, 可

以适用缓刑, 但是应当同时宣告禁止令, 禁止其在缓刑考

验期限内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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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行政责任 

《食品安全法》规定了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经营活动、

严重违法的食品经营行为、较严重违法的食品经营行为、 

较轻微违法的食品经营行为和食品经营过程中违法行为所

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分别进行了规定。表 1 对涉及食品经营者

的具体违法行为、违反法律条款及其相应处罚进行了归纳。 

 
表 1 《食品安全法》中食品(保健食品)经营违法行为及行政处罚依据梳理 

Table 1  Illegal behaviors of food trader and its correspondingadministrative penaltyin the Food Safety Law  

违法行为 违反法条 处罚依据 

食品经营者未按要求贮存、运输和装卸食品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六项、第

五十四条 
第一百三十二条 

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要求销售食品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八项、第

六十八条、第七十二条 
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七项 

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 

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 
经营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

人体健康的物质的食品 

经营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 

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 

经营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经营兽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经营重金属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经营污染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经营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经营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 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 

经营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添加剂生产的食品   

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 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  

经营腐败变质的食品 

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 

经营油脂酸败的食品 

经营霉变生虫的食品 

经营污秽不洁的食品 

经营混有异物的食品 

经营掺假掺杂的食品 

经营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 

经营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 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九项 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的食品 
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十项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 

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 
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

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一条 

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第

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 

经营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三项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 

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经营活动 第三十五条第一款 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 

经营添加药品的食品 第三十八条 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六项 

食品经营者未按要求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 

食品经营者未按要求采取整改措施 

食品经营者未按要求停止食品经营活动、报告 

第四十七条 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一项 

食品经营者在广告中对食品作虚假宣传, 欺骗消费者 第七十三条第一款 第一百四十条第一、二、三、五款

经营未按规定注册的保健食品 第八十二条第三款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 

食品经营者在一年内累计三次因违反本法规定受到责令停产停

业、吊销许可证以外处罚 
第一百三十四条 第一百三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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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违法程度的不同, 适用行政处罚的种类也有所

不同(详见表 2)。对于较轻微的违法行为, 通常适用财产罚, 

即以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财产权为内容的行政处罚。对于

严重的违法行为, 可以适用人身罚, 即以公民人身权的限

制或者剥夺为内容的行政处罚。对于一般程度的违法行为, 

主要适用行为罚, 即行政主体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政

相对人所采取的限制或剥夺其特定行为能力或资格的一种

处罚措施。行为罚包括责令停产停业, 即责令公民为或者

不为一定行为的处罚形式; 暂扣或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 

即行政机关依法命令企业在一定的期限内停止生产经营

活动。 

 
表 2 《食品安全法》中食品经营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种类梳理 

Table 2  Articles related to food illegal business dealing  
behavior in the Food Safety Law  

《食品安全法》

法条依据 
行政处罚的种类 

第一百二十二条 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 罚款 

第一百二十三条 
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 罚款;  

吊销许可证; 行政拘留: 

第一百二十四条 
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 罚款;  

吊销许可证; 

第一百二十五条 
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 罚款;  

责令停产停业; 吊销许可证; 

第一百二十六条 警告; 罚款; 责令停产停业; 吊销许可证

第一百三十一条 
没收违法所得; 罚款; 责令停业;  

吊销许可证 

第一百三十四条 责令停产停业; 吊销许可证 

 
此外, 相对于传统的实体购物模式, 网购已经成为我

国居民日常消费的主要方式, 网络交易作为新兴的经营方

式, 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因此, 该法第一百三十一条

第一款规定了网络食品交易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即“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未对入网食品经营者

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证, 或者未履行报告、停止提供

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等义务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五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严重后果的, 责令停业, 直至

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 

对于屡次违法, 即“食品生产经营者在 1 年之内有 3

次违反本法规定且受到处罚的违法行为”, 该法第一百三

十四条规定可处以“责令停产停业, 吊销许可证”的行政处

罚。此外, 该法第一百三十五还对严重违法犯罪者在一定

期限内禁止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相关活动进行了规定。 

2.3  行刑衔接 

由于刑罚与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功能的差异, 除在免

予刑罚后适用行政处罚的情形外, 还存在刑罚与行政处罚

双重适用的情形, 即对行为人除由司法机关予以刑罚处罚

外, 行政机关还应依法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形。《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质量监督等部门发现涉嫌食品安全犯罪的, 应

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移送的案件, 

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审查, 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

任的, 应当立案侦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

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食品安全

办关于印发〈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

的通知》[11](以下简称“行刑衔接工作办法”)第十五条第二

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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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按照《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公安部印发关于加

大食品药品安全执法力度严格落实食品药品违法行为处罚

到人的规定的通知》[12]、《印发〈关于对食品药品生产经

营严重失信者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13]

要求, 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者从事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依照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

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

三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

十五条规定等被吊销许可证的, 还可以对单位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一定期限内不得申请行

政许可, 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不得担任食品

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等禁业限制。例如, “典型

案例”六中的行为人, 不仅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置, 还依据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因食品安全犯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

营管理工作, 也不得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

人员”, 被处以“禁业限制”。 

除双重适用刑罚和行政处罚外, 如对该行为人公安

机关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检察机关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

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 免除刑罚后, 行政机关仍应依行

政法律规范的规定给予行为人以相应的行政处罚。《食品安

全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公安机关在食品安全犯

罪案件侦查过程中认为没有犯罪事实, 或者犯罪事实显著

轻微, 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但依法应当追究行政责任的, 

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督等部门

和监察机关, 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处理”。《行刑衔接工作办

法》[10]第十二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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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

三条规定“公安机关对发现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 经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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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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依法应当予以行政处罚的, 应当

及时将案件移交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第十四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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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及时移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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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民事责任 

除承担刑事责任和（或）行政责任外, 经营者在一定

情形下, 仍然需要对消费者承担民事责任。对于产品责任, 

生产者和销售者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其中, 生产者和销

售者对外承担无过错责任, 消费者可以分别或同时主张生

产者和销售者承担产品责任; 对内, 销售者承担过错责任, 

可以对生产者追偿。《侵权责任法》[14]第四十三条规定“因

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 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

请求赔偿, 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产品缺陷由

生产者造成的, 销售者赔偿后, 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

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 生产者赔偿后, 有权向销

售者追偿。”《产品质量法》[15]第四十三条规定“因产品存

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 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

生产者要求赔偿, 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

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 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 产品的销售

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 

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 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

追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6]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消

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 

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 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属于

生产者责任的, 销售者赔偿后, 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

销售者责任的, 生产者赔偿后, 有权向销售者追偿。” 

符合违约责任成立要件时, 消费者可向销售者主张

违约责任。《合同法》[17]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出卖人应

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出卖人提供有关标的

物质量说明的, 交付的标的物应当符合该说明的质量要

求。”《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出卖人交付的标的

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 买受人可以依照本法第一百一十一

条的规定要求承担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质量

不符合约定的, 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

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

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 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

的大小, 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

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 

《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

约行为, 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 受损害方有权选择

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

担侵权责任”, 对于产品缺陷而导致的加害给付, 消费者不

仅可以请求销售者承担违约责任, 也可以请求销售者承担

侵权责任。 

此外, 法律还明确规定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

《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

产、销售, 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 被侵权人

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

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

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

的三倍;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 为五百元。法律

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

五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 仍

然向消费者提供, 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

康严重损害的, 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四十九

条、第五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 并有权要求所受损

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

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

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

失外, 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

损失三倍的赔偿金;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 为一

千元”, 向经营者要求支付惩罚性赔偿。如消费者因经营者

欺诈购买了保健食品, 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

五条第一款规定的, 消费者提出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诉讼请

求, 法院应当依法支持其请求, 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如因保健食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 即使消费者明知其存在

质量问题而购买、不属于经营者欺诈而购买的情形,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18]第三条“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 

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 生产者、销售者以购

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

辩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 消费者仍然可以依据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向经营者要求

支付惩罚性赔偿。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还规定了“首

负责任制”, 即“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

损害的, 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 也可以向生产者要

求赔偿损失。接到消费者赔偿要求的生产经营者, 应当实

行首负责任制, 先行赔付, 不得推诿; 属于生产者责任的, 

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 属于经营者责任的, 生

产者赔偿后有权向经营者追偿。”首负责任制有利于防止生

产经营者相互推诿,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了方便食品

消费者行使求偿权, 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食品

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一条不仅明确了网络食品交易违法行

为所应承担的行政责任, 还规定了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

台的民事责任。消费者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购买

食品, 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消费者可以向入网食品经



6292 食 品 安 全 质 量 检 测 学 报 第 9 卷 
 
 
 
 
 

 

营者或者食品生产者要求赔偿。接到消费者赔偿要求的入

网食品经营者或者食品生产者, 应当实行首负责任制, 先

行赔付, 不得推诿。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赔偿

后, 有权向入网食品经营者或者食品生产者追偿。网络食

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承诺的, 应

当履行其承诺。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的先行赔

付责任是法律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而确定的最低标准, 

一旦发生消费纠纷, 消费者与经营者协商无果的, 网络食

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承诺一律向消费者先行赔付。 

3  小  结 

保健食品违法经营行为之所以普遍存在, 可谓存在

多重原因。比如, 现有的法律法规对保健食品经营违法行

为处罚较轻, 监管部门对保健食品生产经营的日常监管、

专项整治力度不足以震慑生产经营者的违法行为, 消费者

对保健食品功效的期待程度过高、缺乏理性思考等。遏制

保健食品违法经营, 首先, 应从立法上加大对保健食品违

法经营行为的打击力度, 从严立法, 从严规范保健食品经

营者经营行为, 加重违法经营者的法律责任。其次, 监管

执法部门不仅要保持高压监管态势, 更需要建立长效的监

管机制, 不断督促生产经营者落实好主体责任, 严格执法, 

彻底净化消费环境, 让百姓吃得放心。再者, 保健食品经

营者应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自觉遵守食品安全法律

法规规定。最后, 消费者应当对保健食品消费回归理性, 

在遭受权利侵害时, 积极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使不法侵害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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