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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品小作坊是美食、就业、民生的多重载体, 2015 版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授权地方政府、人大制

定管理办法,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出台发布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地方标准, 随着各地食品网络销售的提

质升级发展, 食品小作坊因产品包装、标签等多种问题遇到职业打假人索赔, 网络上引起热议。梳理后发现, 

小作坊食品所引起的网络热点与各地对食品小作坊的法律法规中定义不明确、配套规范不完善有一定关系, 

在放管服的大市场背景下, 掣肘了食品小作坊产业增效发展。本文对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小作坊法

律法规和标准理论体系进行统计分析, 提出食品小作坊法律法规建设的建议, 促进食品小作坊食品安全法律

规制理论研究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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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workshop is the multiple carriers of food, employment and people’s livelihood. The revised Food 
safety law in 2015 authorizes the local governments and People’s Congresses to formulate management measures, and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ve issued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local standards. With the improvement and upgrading of food network sales across the country, small 
food workshops face the problem of packaging, labeling, causing discussion on the network. After combing the 
problems, it is found that the hot-pots caused by small foo dworkshop are related to the unclear definition and 
imperfect supporting specifications in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treamline administration, 
delegate powers, improve regulation, and strengthen services”, the small food workshops face more challenge. This 
paper made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laws,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 in China, putted forward to give sugges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small food workshops, and promoted the deepening of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food safety in small food worksh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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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网购为生活提供越来越多的便利, 网购食品已经成

为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 但近年来“农民网上卖扣

碗判罚 5 万”(2021 年)、“网售自制香肠遭 10 倍索赔”(2021
年)等食品类案件在网络曾引起热议, 无一例外, 生产经营

主体都是食品小作坊。食品小作坊作为带动就业、繁荣地

方经济、传承饮食文化的重要载体, 存在发展有其必然性

和合理性[2]。但现阶段食品安全管理存在职责划分不清、

相关法律法规及其标准体系不完善等一系列漏洞[3], 食品

安全治理法律责任制度是整个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和重要基石[4], 从法律规范层面建构契合食品安全

合作治理模式的法律责任制度, 维护和保障多元社会主体

的合法权益, 推进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法治化、现代化, 
食品小作坊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既有文献已就

全国各地小作坊食品安全问题、监管难点、犯罪治理、提

档升级做了大量研究[5–8], 但对食品小作坊法律法规和标

准化体系研究的尚不多见。鉴于此, 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 
对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布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做统

计分析研究, 希冀以此推进食品小作坊监管理论的提升。 

1  食品小作坊监管历程  

我国食品安全法律的出台颁布是基于不同时期国情

社情实际需求做出的,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变革我国食品安

全法律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历史性跨越[8], 食品

小作坊随着国家经济体制变化, 20 世纪 70 年代在改革开放

的热潮中, 糕点、面制品、食用油等满足生活需要的个体

经济小作坊在各地迅速发展, 80 年代发展的数量骤增, 90
年代一部分产能效益领先的小作坊转型升级为食品生产企

业, 以满足民生需求、提升食品丰富度的小作坊已成为各

地市场主体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随着小作坊向食品生

产企业的转型, 逐步形成了以食品生产企业为主导, 小作

坊为补充的产业供给布局。食品小作坊的监管也随着国家

经济体制不断变化, 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卫生行政部门

主管、经济转轨时期的工商/农牧等混合管理、市场经济条

件下的分段监管到工商质检食药监重组改革的科学监管。

食品小作坊监管部门从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变化, 将“网格化”管理模式、数字

化治理模式应用于食品小作坊的安全监管工作中, 对基层

社会全方位、多层次开展联防联控, 提升了食品安全治理

效能和保障力度[8]。随着国家食品安全的战略部署规划实

施, 小作坊食品安全规制也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堵到疏的

过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小作坊监管从理论到实践层

面做了大量工作, 食品安全保障工作成效显著[6]。 

2  食品小作坊法律法规标准体系 

食品法规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 以保障食品安全保

护人体生命健康和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为目的, 以权利义务

为调整机制, 并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调整食品社会

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9–11]。2009 年 6 月 1 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正式颁布, 规定食品小作坊“具体管理

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

本法制定”, 2015 版《食品安全法》明确食品小作坊“具体

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既授权省级人大及

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 也授权省级人民政府制定规章, 
给地方更大的选择权。对全国现阶段国家法律法规和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小作坊的地方性法规、规范性

文件、部门规章和地方标准汇总。 

2.1  小作坊法律法规 

国家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条例》《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食品

生产加工小作坊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 (国市监食生

[2020]25 号)。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其中 28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食品小作坊地方性法规, 天津、海

南、云南 3 地出台地方政府规章, 各地共出台食品小作坊

规范性文件 22 部(包括食品小作坊监督管理办法、许可管

理办法、登记管理办法、认定条件及禁止生产目录及登记

审查通则等), 详见表 1。 

2.2  小作坊标准建设 

食品标准体系是以科学性、系统性、标准化原理为指

导, 实现对食品从生产、加工、流通、消费全链条食品安

全及质量相关要素的分析及风险控制的整体化食品评价标

准[12–13], 我国食品安全标准研究总体呈现增长趋势[14], 目
前关于食品小作坊类标准有 GB/T 23734—2009《食品生产

加工小作坊质量安全控制基本要求》和地方标准。目前全

国共出台食品小作坊地方标准 71 部, 其中天津、重庆、安

徽、江苏、河北、山东、广西、四川、贵州、河南、黑龙

江、陕西、新疆、宁夏 14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发布

了食品小作坊食品安全控制要求或卫生规范等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 细化规范当地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的基本要求、人

员、场地等管理要求。安徽、黑龙江、四川、新疆对地方特

色的小磨麻油、西山焦枣等分别制定了小作坊生产加工规范; 
内蒙古自治区对小作坊园区建设、评价、升级制定地方标准, 
小作坊地方标准统计表详见表 2。 

3  全国食品小作坊法律法规分析 

3.1  小作坊定义分析 

术语的准确与否关系到学科本身的科学性和精确性[15]。

2005 年 9 月, 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关于加强食品生产加

工小作坊监管的指导意见》(试行)[16]对小作坊做了统一定

义: 由 7 人以下(属个体工商户)组成的, 有固定场所以手工

制作为主或者有少量简单的生产加工工具和简易生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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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省食品小作坊法律法规汇总表 
Table 1  Summary table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small food workshops in all province 

序号 
省(自治区、 

直辖市) 
法律位阶 法律法规名称 实施时间

1 北京市 地方性法规 《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管理规定》 2019-07-01

2 
上海市 地方性法规 《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 2017-03-20

规范性文件 上海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监督管理办法》 2022-08-18
3 重庆市 地方性法规 《重庆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 2017-05-01
4 天津市 地方政府规章 《天津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监督管理办法》 2016-11-01

5 
河北省 地方性法规 《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 2016-07-01

规范性文件 《河北省食品小作坊登记管理办法》 2024-01-01
6 山西省 地方性法规 《山西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管理条例》 2018-05-01
7 辽宁省 地方性法规 《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 2017-03-01
8 吉林省 地方性法规 《吉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 2022-03-15
9 黑龙江省 地方性法规 《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 2019-10-01
10 江苏省 地方性法规 《江苏省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 2016-07-01

11 
浙江省 地方性法规 《浙江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规定》 2017-05-01

规范性文件 
《浙江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具体认定条件及 

禁止生产经营食品目录(试行)》 
2017-05-01

12 安徽省 地方性法规 《安徽省食品安全条例》 2020-06-01
规范性文件 《安徽省食品小作坊生产规范》 2020-03-18

13 福建省 地方性法规 《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 2017-10-01
规范性文件 《福建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管理办法》 2022-05-01

14 江西省 地方性法规 《江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食杂店小摊贩管理条例》 2017-05-01
规范性文件 《江西省食品小作坊登记管理办法(试行)》 2017-05-01

15 山东省 地方性法规 《山东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点管理条例》 2017-06-01

16 河南省 地方性法规 《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 2018-03-01
规范性文件 《河南省食品小作坊登记管理办法(试行)》 2018-07-05

17 
湖北省 地方性法规 《湖北省食品安全条例》 2016-12-01

规范性文件 《湖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管理办法(试行)》 2016-12-01

18 
湖南省 地方性法规 《湖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 2017-01-01

规范性文件 《湖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管理办法》 2019-12-16

19 
广东省 地方性法规 《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 2015-10-01

规范性文件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管理办法》 2022-08-12
20 海南省 地方政府规章 《海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监督管理办法》 2017-05-01

21 
四川省 地方性法规 《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 2017-03-01

规范性文件 《四川省食品小作坊管理办法》 2023-12-01

22 
贵州省 地方性法规 《贵州省食品安全条例》 2024-02-01

规范性文件 《贵州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2017-05-01
规范性文件 《贵州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禁止生产的品种目录(试行)》的公告》(2017 年第 15 号) 2017-06-01

23 
云南省 地方政府规章 《云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办法》 2016-12-01

规范性文件 《云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管理办法》 2017-04-01

24 陕西省 地方性法规 《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例》 2016-01-01
规范性文件 《陕西省食品小作坊监督管理办法》 2021-12-23

25 甘肃省 地方性法规 《甘肃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监督管理条例》 2021-01-01
规范性文件 《甘肃省食品小作坊食品生产登记审查通则》 2019-05-27

26 青海省 地方性法规 《青海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 2017-01-01

27 
内蒙古 
自治区 

地方性法规 《内蒙古自治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 2015-10-01

规范性文件 
《内蒙古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禁止生产加工的 

食品品种目录的通告》 
2015-12-28

28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地方性法规 《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 2017-07-01
规范性文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管理暂行办法》 2019-07-31

29 
西藏自治区 地方性法规 《西藏自治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办法》 2021-06-01

规范性文件 
《西藏自治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具体认定条件及 

禁止经营食品目录(试行)》 
2021-05-25

30 
宁夏回族 
自治区 

地方性法规 《宁夏回族自治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经营店和食品小摊点管理条例》 2018-03-01
地方政府规章 《宁夏回族自治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经营店登记管理办法》 2020-09-05

31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地方性法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 2019-06-01
规范性文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小作坊登记管理办法》 2019-12-04



第 17 期 张红妮, 等: 中国食品小作坊法律法规标准研究 295 
 
 
 
 
 

 

表 2  (自治区、直辖市)食品小作坊地方标准统计 
Table 2  Provincial (autonomous regions,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standard statistics of small food workshops 

序号 
省(自治区、

直辖市) 
标准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发布单位 

1 
天津市 DBS 12/002—202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食品生产加工 

小作坊食品安全控制基本要求》 
2024-06-14 2024-06-14 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 重庆市 DB50/T 1320—2022《城口老腊肉小作坊生产技术规范》 2022-12-25 2023-02-25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3 
DBS 50/029—2020《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食品生产加工 

小作坊通用卫生规范》 
2020-06-09 2020-11-01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4 浙江省 DB3310/T 66—2021《食品小作坊 5S 现场管理指南》 2021-03-10 2021-04-10 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5 
安徽省 

DBS 34/003—2021《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食品小作坊卫生规范》 2021-06-16 2021-09-16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6 DB3413/T 0006—2020《小磨麻油小作坊生产规范》 2020-12-30 2021-01-30 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7 DB3417/T 003—2020《西山焦枣小作坊生产加工规范》 2020-12-29 2021-01-01 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8 DB3405/T 0001—2021《熟肉制品小作坊生产规范》 2021-08-31 2021-10-01 马鞍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9 DB3418/T 012—2021《泾县特色糕点小作坊生产加工规范》 2021-10-30 2021-11-30 宣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0 DB3418/T 011—2021《水阳豆腐干小作坊生产加工规范》 2021-10-30 2021-11-30 宣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1 DB3415/T 23—2021《手工挂面小作坊生产规范》 2021-12-28 2021-12-28 六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2 DB3402/T 16—2021《芜湖香菜小作坊生产加工规程》 2021-10-11 2021-12-01 芜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3 DB3410/T 14—2021《黄山烧饼(徽州烧饼)小作坊生产规范》 2021-12-10 2022-01-01 黄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4 DB3416/T 001—2021《粉皮小作坊生产规范》 2021-11-01 2021-12-28 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5 DB3407/T 008—2022《铜陵生姜小作坊生产加工规范》 2022-08-24 2022-09-24 铜陵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6 DB3411/T 0009—2022《池河糕小作坊生产规范》 2022-09-09 2022-10-01 滁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7 
江苏省 DBS 32/013—2017《江苏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食品小作坊卫生规范》 
2017-11-27 2018-01-01 江苏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18 DB3208/T 131—2020《小作坊加工管理规范 非发酵豆制品》 2020-06-11 2020-06-12 淮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9 DB3208/T 189—2023《小作坊加工管理规范 生湿面制品》 2023-02-13 2023-03-13 淮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 DB3204/T 1036—2022《米酒小作坊生产管理规范》 2022-10-13 2022-11-13 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1 江西省 DB36/T 1281—2020 《食品小作坊示范点评价规范》 2020-09-09 2021-01-01 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2 河北省 DB1301/T 451—2022《食品小作坊生产管理规范》 2022-12-30 2023-01-30 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3 山东省 DB37/T 3841—2019《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规范》 2019-12-31 2020-01-31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4 
DBS 37/002—2022《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食品小作坊 

生产加工卫生规范》 
2022-07-14 2023-01-14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5 内蒙古 
自治区 

DB15/T 3249—2023《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园区建设规范》 2023-12-15 2024-01-15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6 DB15/T 3250—2023《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园区评价规范》 2023-12-15 2024-01-15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7 DB15/T 3251—2023《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提档升级规范》 2023-12-15 2024-01-15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8 DB15/T 3252—2023《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示范点评价规范》 2023-12-15 2024-01-15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9 
DB15/T 3253.1—2023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规范  

第 1 部分: 管理要求》 
2023-12-15 2024-01-15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30 
DB15/T 3253.2—2023《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规范  

第 2 部分: 通用卫生规范》 
2023-12-15 2024-01-15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31 
DB15/T 3253.3—2023《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规范  

第 3 部分: 豆制品》 
2023-12-15 2024-01-15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32 
DB15/T 3253.4—2023《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规范  

第 4 部分: 粉条》 
2023-12-15 2024-01-15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33 
DB15/T 3253.5—2023《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规范  

第 5 部分: 熟面食》 
2023-12-15 2024-01-15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34 
DB15/T 3253.6—2023《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规范  

第 6 部分: 生面食》 
2023-12-15 2024-01-15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35 
DB15/T 3253.7—2023《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规范  

第 7 部分: 熟肉制品》 
2023-12-15 2024-01-15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36 
DB15/T 3253.8—2023《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规范  

第 8 部分: 酱腌菜制品》 
2023-12-15 2024-01-15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37 
DB15/T 3253.9—2023《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规范  

第 9 部分: 食用植物油》 
2023-12-15 2024-01-15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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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序号 
省(自治区、

直辖市) 
标准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发布单位 

38 湖北省 DB42/T 2007—2023《白酒小作坊生产加工作业指南》 2023-05-16 2023-07-16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39 DB4210/T 34—2020《白酒小作坊生产规范》 2020-09-18 2020-12-01 荆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40 湖南省 DB43/T 1856—2020《茶油小作坊生产技术规范》 2020-11-03 2020-12-03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41 广西壮族 
自治区 

DB45/T 1549—2017《白酒小作坊生产规范》 2017-06-01 2017-07-01 广西壮族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42 DB45/T 1784—2018《熟肉制品小作坊生产规范》 2018-05-28 2018-07-01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43 DB45/T 1785—2018 《豆制品小作坊生产规范》 2018-05-28 2018-07-01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44 DB45/T 2157—2020《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通用卫生规范》 2020-10-12 2020-11-20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45 四川省 DB5113/T 2—2021《食品生产小作坊生产通用规范》 2021-11-18 2021-12-18 南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46 DB5113/T 9—2021《菜籽油小作坊生产规范》 2021-11-18 2021-12-18 南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47 DB5113/T 8—2021《白酒小作坊生产规范》 2021-11-18 2021-12-18 南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48 DB5113/T 7—2021《米粉小作坊生产规范》 2021-11-18 2021-12-18 南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49 DB5113/T 6—2021《豆制品小作坊生产规范》 2021-11-18 2021-12-18 南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50 DB5113/T 5—2021《生湿(干)面制品小作坊生产规范》 2021-11-18 2021-12-18 南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51 DB5113/T 4—2021《酱腌菜小作坊生产规范》 2021-11-18 2021-12-18 南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52 DB5113/T 3—2021《肉制品小作坊生产规范》 2021-11-18 2021-12-18 南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DB5107/T 137.2—2023《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细胞工程” 

建设规范 第 2 部分: 食品小作坊行业典范店》 
2023-07-20 2023-09-01 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53 
贵州省 DBS 52/043—2020《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食品生产加工 

小作坊卫生规范》 
2020-07-17 2021-01-16 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54 DB52/T 1665—2022《酱香型白酒小作坊生产规范》 2022-04-24 2022-04-24 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55 
河南省 DBS 41/012—2020《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食品小作坊通用卫生规范》 
2020-07-14 2020-09-0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56 
黑龙江省 DBS 23/018—2022《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食品小作坊通用卫生规范》 
2022-12-28 2023-03-01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57 
DBS 23/012—2021《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生湿面制品小作坊生产卫生规范》 
2021-10-18 2022-01-01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58 
DBS 23/013—2021《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小油坊生产卫生规范》 
2021-10-18 2022-01-01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59 
DBS 23/014—2021《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豆制品小作坊生产卫生规范》 
2021-10-18 2022-01-01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60 
DBS 23/015—2021《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糕点小作坊生产卫生规范》 
2021-10-18 2022-01-01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61 
陕西省 

DBS 61/0021—2020《食品小作坊卫生规范》 2020-06-22 2020-12-22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62 DB61/T 1548—2022《标准化食品小作坊评定规范》 2022-04-19 2022-05-19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63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DB6505/T 148—2022《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通用规范》 2022-09-25 2022-10-25 哈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64 DB6505/T 149—2022《豆制品小作坊生产规范》 2022-09-25 2022-10-25 哈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65 DB6505/T 150—2022《酱卤肉小作坊生产规范》 2022-09-25 2022-10-25 哈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66 DB6505/T 151—2022《面(米)皮小作坊生产规范》 2022-09-25 2022-10-25 哈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67 DB6505/T 152—2022《食用植物油小作坊生产规范》 2022-09-25 2022-10-25 哈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68 DB6505/T 153—2022《生湿面小作坊生产规范》 2022-09-25 2022-10-25 哈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69 DB6505/T 154—2022《糕点小作坊生产规范》 2022-09-25 2022-10-25 哈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70 DB6505/T 155—2022《传统酸奶小作坊生产规范》 2022-09-25 2022-10-25 哈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71 
宁夏回族自

治区 
DBS 64/009—2022《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食品生产加工 

小作坊通用卫生规范》 
2022-12-23 2023-03-23

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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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产品无预包装或者简易包装, 直接销售给本村或者本乡

消费者的食品生产加工单位。2007 年 6 月国家质检总局在

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监管工作的

意见》[17]中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提出如下定义: 固定从

业人员较少, 有固定生产场所, 生产条件简单, 从事传统、

低风险食品生产加工(不含现做现卖)的没有取得食品生产

许可证的生产单位和个人。GB/T 23734—2009 提出了如下

定义: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从事食品生产, 有固定生产场

所, 从业人员较少, 生产加工规模小, 无预包装或者简易

包装, 销售范围固定的食品生产加工(不含现做现卖)的单

位和个人。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监管

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市监食生[2020]25 号)的小作坊还是

指: 固定生产场所、从业人员较少、生产规模较小, 主要

从事传统食品、地方特色食品等生产加工活动, 满足当地

群众食品消费需求的市场主体。 
对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小作坊定义进行汇总

分析, 食品小作坊定义内容可细分为 8 个板块。(1)固定生

产加工场所; (2)从业人员较少或少(上海、天津、四川省、

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未规定); (3)加工规模小(上海市、吉

林省、黑龙江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

区未规定); (4)生产加工工艺简单(上海市、重庆市、海南省、

四川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未规定); (5)生产内容。地

方特色(上海市、天津市、山西省、安徽省、广东省、海南

省、陕西省规定)、传统、低风险食品(福建省、湖北省、

湖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规定); (6)经营内容。食品生产

加工(河北省、吉林省、浙江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

湖南省、海南省、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青海省、内

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

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规定)、食品生产经营(重庆市、

天津市、山西省、江苏省、安徽省、广东省规定)、食品生

产加工(不含现场制售)(北京市、上海市、福建省规定)、食

品生产加工以及销售活动(辽宁省、湖北省、陕西省、甘肃

省规定); (7)经营主体。个体工商户(北京市、山东省、河南

省、湖南省规定)、个体经营者/经营者(重庆市、天津市、

山西省、河北省、吉林省、江西省、湖北省、黑龙江省规

定)、单位和个人(上海市规定); (8)限制类别。不包括食用

农产品生产者(江苏省、山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规定); (9)
产品包装。散装或者简易包装的食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

治区规定)、产品无预包装或者有简易包装(内蒙古自治区

规定)。 

3.2  小作坊准入方式分析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小作坊准入方式可分

为 5 类。(1)许可(北京市、山西省、辽宁省、湖北省、湖

南省、陕西省、青海省); (2)准许(上海市); (3)核准(福建省); 
(4)登记(重庆市、天津市、河北省、吉林省、江苏省、浙

江省、安徽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广东省、贵州

省、云南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5)备
案(四川省、海南省、黑龙江省)。 

3.3  禁止小作坊生产加工品种情况分析 

目前全国, 除上海对食品小作坊生产的食品品种进

行限定(地方特色豆干、糕点、白切羊肉)外, 7 个省份(吉林、

湖南、海南、贵州、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西

藏自治区)现有的地方性法律法规规范未对小作坊限制生

产食品种类进行要求, 其余省份均在地方性法规、政府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中对限制生产品种进行要求, 限制类别大

致为: 保健食品、特医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配制酒、

浸出油、饮料、速冻食品、果冻等食品, 特别是贵州的规

范性文件中禁止生产食品类别要求到具体细类。 

3.4  食品小作坊产品销售区域要求 

各地对食品小作坊生产食品销售范围规定不一, 有
的限定了散装食品的销售范围, 有的则对网络销售小作坊

食品作出规定。如陕西省、甘肃省规定食品小作坊“生产加

工的散装食品, 仅限在本生产加工点销售”, 海南省规定

“小作坊生产加工的食品限于在本市县行政区域销售。市县

交界乡镇的小作坊可以向相邻乡镇销售其生产的食品”, 
吉林省规定“小作坊应当按照许可区域和项目经营。禁止超

出规定区域和项目经营”, 贵州省规定了“小作坊食品可入

网销售”在全国范围内开创先河。 

3.5  食品小作坊产品标签包装要求 

食品小作坊生产食品各地的要求主要分为 3 种: 预包

装、简易包装和散装。 
简易包装或散装: 广西、青海、贵州、甘肃、内蒙、

重庆 6 省规定; 其余省份均要求小作坊食品应有包装或预

包装。如北京市规定“出厂销售的食品为预包装食品”; 上
海市规定“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应当对生产加工的食品进

行包装, 并在包装上贴注标签; 辽宁省小作坊食品标签应

“明显标示‘小作坊食品’”; 黑龙江省规定“小作坊标签应标

明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除生产许可证编号以外的

其他事项, 并标注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专用标识”; 江西

省规定小作坊包装食品应“在显著位置标明‘作坊食品’字
样”。营养标签的标注形式上, 上海、北京等地要求按照

GB 2805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

签通则》标注, 大部分省份对营养标签没有具体要求。 

3.6  食品小作坊生产规模界定 

食品小作坊的定义上, 从国家的规范标准上都是人

数少、规模小, 只定性未定量, 各地基本都沿用国家规范

标准上的定义, 只有个别省份对食品小作坊具体的从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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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生产面积等情况做出限定, 如浙江省、西藏自治区规定

“食品小作坊固定从业人员不超过 7 人, 生产加工面积不超

过 100 m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规定“从业人员 5 人以下, 生
产面积 100 m2”, 山西省规定“食品小作坊生产面积 200 m2, 
从业人员 10 人以内”, 江西省规定“食品小作坊从业人员 7
人以下, 年销售额 200 万以下, 生产面积 150 m2 以下”。 

3.7  食品小作坊处罚金额 

对各地食品小作坊法律责任板块梳理, 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对小作坊的处罚金额上差异显著, 仅上海市规定

食品小作坊违法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查处, 其余省份均对具体的违法行为设定处罚的额度。以

无证经营为例, 起罚最低金额有 300 元(海南)、500 元(山
西、吉林、河南)、1000 元(天津、河北、安徽、江西、甘

肃、西藏、宁夏、新疆)、2000 元(黑龙江、江苏、山东、

青海、内蒙、广西)、3000 元(湖北、湖南)、5000 元(北京

市、重庆市、福建、广东、贵州、陕西)、1 万元(辽宁)。 
最高罚款金额有: 2000 元(吉林)、3000 元(河北、海南、

西藏)、5000 元(甘肃、新疆)、1 万元(天津、河北、黑龙江、

安徽、江西、青海、内蒙、宁夏)、2 万元(山东、广西)、3
万元(重庆、福建、湖北、广东)、5 万元(北京、江苏、贵

州、陕西)。 
除了处罚额度的不同, 各地出台的小作坊监管条例

还对出租出借登记证或不正当方式取证、生产禁止小作坊

生产目录食品、标签不合格、生产废弃物处置等行为规定

了处罚额度, 不同违法行为各地处罚金额不一而足。 

3.8  食品小作坊提质增效发展 

“提质增效”是指提高质量、增加效率, 食品小作坊发

展之路概括主要是 3 个方面。(1)扩大经营提质为食品生产

企业, 江苏省规定“鼓励食品小作坊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

产经营能力, 逐步向食品生产企业转型”; (2)名优特品牌化

发展, 打造品牌标准化小作坊; (3)小作坊集中规模化发展。

目前各地都在通过优化产业布局, 提升食品小作坊产业发

展后劲。上海市、天津市对小作坊集中加工区建设写入地

方法规中, 江苏省泰州市出台了食品小作坊集中加工区管

理办法, 佛山市、银川市、成都市、青岛市食品小作坊集

中加工区建设初见成效。 

4  讨  论 

关于食品小作坊的研究, 覃锴[9]研究指出, 各省对于

小作坊的法律规制大都大同小异, 监管方面重处罚轻监

管。小作坊食品安全的法律规制规定过于原则, 操作性不

强; 立法模式采用分散立法、不利于法律统一。刘伟[15]研

究指出, 食品小作坊监管中事权与力量不匹配, 法律法规

体系不完善, 地方政府监管医院不强。吴磊等[16]研究指出, 
我国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定义始终没有一个

统一、权威的界定。即便是《食品安全法》也没有解决好

这个问题。这就导致了各省的立法没有一个科学统一的标

准, 而是各自为阵,相关的立法停滞不前,不能科学地开展

监管工作。文伊娃[17]研究指出, 小作坊食品安全法律制度

构建的缺陷, 应强化立法, 使小作坊食品安全治理有法可

依。有研究指出, 对食品小作坊经营主体要秉持预防和教

育为主, 打击和惩罚为辅, 更多采取事前防范措施的原则, 
构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使相关主体行使权利(力)有法可

依, 建立食品小作坊监管体系, 有利于无缝监管, 将监管的

触角延伸到权力范围内的任何地方, 减少犯罪隐患[18–19]。牛

元秀[20]研究指出相对于规模以上企业, 小作坊的食品安全

隐患大, 政府如何规制小作坊食品的入市呢[21]？主要历程

了“取缔(行政禁令)——限制销售(专项整治)——‘法治’(开
禁)”的历史演进过程。在《食品安全法》的指引下, 需要

构建具体合理的小作坊“自己的”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

度。侯春平等[22]在著作中系统阐述了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

规, 突出当前食品安全监管与治理法律体系建设之必要性, 
提出了食品监管创新实践途径。尹红强[23]研究指出食品安

全领域中支持职业打假行为是出于特殊的政策性考量, 具
有合理性。彭先武等[24]研究指出我国在法律标准体系建设

和监管中存在着一些不足。王天西[25]研究指出预包装食品

标签标注应遵循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规定基本要求, 要增强

标签标注实践工作中的可操作性。王誉晗[26]研究指出网购

食品有些法律内容模糊不明确, 部分地方法规之间存在矛

盾和内容重复, 政府相关部门执法标准不一, 消费者无法

可依, 网购食品市场秩序混乱。沈静[27]研究指出现有的食

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在适应新情况、新问题上显得滞后, 
难以覆盖所有新兴食品及其生产、加工、销售的全过程。

李抒闻[28]研究指出食品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和表现的多样

性需要不同的法律与制度, 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内容要实

现对各类“综合性”的“要素”“环节性”的食品安全法, 构建

环节紧密、要素齐全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 从而克服目前

部门立法或者环节立法的缺陷。李笑曼等[29]研究指出东盟

目前已初步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法规框架, 包括确立

食品协调与互认标准、技术规范、食品安全政策等, 以扩

大区域贸易影响力。 
食品小作坊在乡村振兴路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于

规制的制定者来说, 需要充分考虑到各方的利益, 使之保

持一种平衡的状态[23], 当前我国的食品安全仍存在一些问

题, 治理工作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30], 主要体现在: 制度

不健全、信息沟通不畅, 价值表述和集合机制失灵; 监管

部门查处不严、推诿扯皮, 履职尽责失灵; 企业“利益囤

积”“主体责任”失灵; “劣币驱逐良币”、优质的公共价值供

给者失灵; 公共资源污染、源头治理失灵; 多主体谋求“短
期利益”、长远公共价值失灵; 挑战人性尊严、社会伦理失

灵等[31–34]。现阶段各地对于食品小作坊法律法规体系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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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相关配套标准正进一步完善。整体对比看, 其一, 各
地对于食品小作坊监管的法规规章都在 2015—2022 年颁

布, 2017 年颁布实施的最多, 从食药监局到市场监管体制

的改革, 小作坊法律法规修订的省份少, 已不能完全适应

小作坊随电商兴起产业发展的需要。其二, 各地监管条例

对准入、法律责任的细化, 实现了食品小作坊事后处罚, 
而对事前预防、食品安全隐患防治方面效能不足。以食品

小作坊定义为例, 定义中“简单”“规模小”“人员少”都是都

是一个比较概词, 没有准确的界定, 导致监管过程中很难

对小作坊和生产企业加以区分, 此外关于食品小作坊的经

营主体定义有个体经商户、单位和个人、个体经营者, 民
事主体资格限定不清, 经营内容上有食品生产加工、食品

生产销售、食品生产经营, 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小作坊食品

安全方面的法律规制还属于探索阶段, 需要随着实践进一

步完善。其三, 关于食品小作坊现制现售是否列入、禁止

生产目录、包装形式、销售范围等没有形成配套规定, 如
禁止生产目录, 除了地方性法规列出的大类外, 部分省份

要求各市根据食品安全风险形势动态调整的要求, 但实际

落实要求的市州很少, 形成上有法规要求, 下无落地实效

的规定。此外现制现售的食品为小摊贩食品还是小作坊食

品？各地要求不一, 仅北京市、上海市、福建省明确小作

坊食品不包括现制现售, 那被职业打假人紧盯的“三无”现
制现售香肠、糕点, 该归属为小作坊食品还是小摊贩呢？

这对小作坊的法律规制和规范文件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四, 随着网络销售额骤增, 2022 年有 60.2%的国内消费

者选择以社交电商平台为购买渠道[35–36], 消费者千里之外

心心念念的美食可能就是食品小作坊承载的家乡味, 而对

食品小作坊产品限制食品销售范围, 显然与市场经济发展

规律不符, 实际中也不具备可操作性, 只要能在源头上管

控好食品小作坊的生产行为, 又能在流通中做到可追溯, 
食品小作坊的产品是可以不限制区域销售。很多食品大企业

都是从小作坊起家, 如果限定其产品的销售范围, 如何能使

企业其做大做强呢？此外关于小作坊食品配料表、执行标

准、营养标签不合格被职业打假人索赔屡见不鲜, 职业打假

人对食品小作坊频频“下手”[37],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食品

小作坊的定义及有关限定要求的局限性, 如“网售自制香肠

遭 10 倍索赔”案中, 该香肠定性为散装, 通过网络渠道销售

时, 普通消费者面对无生产日期、无生产厂家的食品, 仅靠

购物平台上聊天记录, 能追溯到该产品的生产信息放心消

费吗？因此提高地方立法质量, 对小作坊的销售区域、包

装形式、标签准确界定, 提高食品小作坊产品消费的安全

系数。其五, 我国东西经济发展差异大, 东部沿海地区的

经济发展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食品小作坊生产食品在全

国不具备共性, 但目前颁布的法律法规中, 从处罚力度看, 
有的省份突出了“最严”的要求, 严重不合格时货值超 1 万, 
罚款货值金额的 10~20 倍, 有的省份则对小作坊处罚体现

出 “敲山震虎 ”的态度。如标签不合格时 , 吉林罚款

200~1000 元, 湖南罚款 1000~5000 元, 四川罚款 300~3000
元, 新疆罚款 2000~2 万元, 不同的罚款金额不仅是对违法

行为的处罚, 更是营商环境、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氛围的构

建的一部分, 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长远影响不容小

觑[38–40]。在全国市场大流通的环境下, 造成地域、地区间

小作坊的不均衡发展, 营商环境差异对整体产业、经济收

入影响, 需要在实践中长远的考量食品小作坊的发展。 

5  结  论 

食品小作坊是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规模化的食品

生产企业和星罗棋布的小作坊生产加工点的合理配置, 确
保食品产业繁荣发展的同时又能弘扬传统饮食文化兼顾各

阶层实际需要。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的深入治理仅凭借市场

调节的作用远远不够, 还需要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支持

与监督 [41]。食品安全的保护离不开法律的规制, 我国在

2009 年才有食品安全上的基本法, 授权地方制定小作坊法

律规制, 各地结合自身的实际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 体现

出对“食品小作坊”的不同认识和监管理念, 但现有食品小

作坊法律法规未能根据新形势变化及时更新和调整, 存在

诸多的漏洞。随着网络购物食品量的骤增[42], “互联网+”背
景下网络食品交易具有的虚拟性、规模性、隐蔽性特征[42], 
互联网小作坊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与我国食品安全管理制

度以及相关法律政策的不完善有关[43], 目前全国对食品小

作坊定义不一致, 小作坊准入、产品包装、销售范围、禁

止目录要求不同, 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 包容审慎理念赋

予处罚法定原则新内涵, 面对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的复杂特

点 , 食品安全的治理方式也在不断优化 [44–45], 如何实现

“放管服”与“四个最严”的结合与平衡, 是各地市场监管部

门需要综合考量的问题。食品安全治理在很大程度还依靠

于政府的监管, 政府仍需扮演主要角色[46–50], 参考保健食

品的顶层设计建设情况[51], 从制度设计层面, 建议市场监

管总局出台相关规范对食品小作坊统一严谨定义, 对小作

坊准入、网络销售、包装形式、销售范围、标签标注进行

规范, 各地结合地域特色在规范和技术标准中细化、量化, 
适应健康中国的要求, 构建现代化食品小作坊科学监管法

律法规标准体系。在制度落实层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在现有的法律法规标准的基础上, 查
缺补漏, 配套形成许可目录、禁止目录、相关规范和技术

标准, 出台食品小作坊风险等级管控措施, 对食品小作坊

食品检验频次、检验项目做出规范要求, 与法律法规中食

品小作坊定义逻辑一致, 法律体系上, 提高法规的可操作

性, 形成食品小作坊监管的闭环法律法规标准体系; 市级

监管部门结合地域食品安全风险情况动态调整名录内容; 
县及乡镇派出监管部门, 要对日常监管中发现的食品安全

风险信息及隐患点及时上报, 建立科学有效的食品安全监



300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第 15 卷 
 
 
 
 
 

 

管体系。同时发挥好食品的公用物品属性, 运用市场经济

调节手段, 建立多元的社会共治格局[52–53], 构建食品安全

网络舆情信息传播风险评估, 抓取食品小作坊舆情信息, 
构建高效、智能的食品安全预警系统, 倒闭食品小作坊生

产经营单位落实第一责任人主体责任, 通过集中加工区建

设, 搭建食品小作坊健康发展平台; 通过名优小作坊培育, 
提升食品小作坊发展实力, 助力小作坊产业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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