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荔湾府行复〔2021〕134号

申请人：杨某，男，1995年 9月生。

地址：某村。

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长寿西路 70号。

法定代表人：毕某，职务：局长。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1年 8月 20日作出的荔市监投复

〔2021〕190号《关于投诉举报广州市荔湾区祺英小食店相关事

项的答复》（下称“190号答复”），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

府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1．撤销被申请人在 2021 年 8 月 20 日作出的荔市监投复

〔2021〕19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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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责令其对举报事项重新调查。

申请人称：

因生活所需，申请人于 2021年 5月 17日在被投诉举报人（广

州市荔湾区某小食店）经营的美团外卖点了一份含红参的红参枸

杞红枣元肉农家鸡汤，后发现红参不属于食药同源物质，依照《食

品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该食品属于食品非法添加药品的非法

行为，后投诉举报至被申请人处。

2021年 8月 20日收到被申请人作出的荔市监投复〔2021〕

190号，申请人对此不服，理由如下：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

关于非药品经营单位销售中药材有关问题的复函（食药监办稽函

〔2017〕47号）：一、中药材有药用、食用、兽用等多种用途，

判断中药材是否属于药品管理，关键在于界定其用途。二、作为

药品管理的中药材，生产经营渠道须严格管理，相对区分隔离。

中药材作为中药生产的原料，进入药用渠道，须纳入药品管理，

依法加工炮制使用。三、未进入药用渠道的中药材，鉴于各地有

不同食用传统，不宜强调其药品属性，经营者无需取得《药品经

营许可证》。但经营此类中药材不得宣称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等

相关内容。

被申请人混淆“食品添加药品”和“非药品销售单位销售中

药材”的概念，使用法律、法规错误，其作出的答复行为应予以

撤销。该复函仅是对非药品经营单位销售中药材有关问题答复，

本案中食品生产销售单位在食品中添加中药材问题的处理不适用



— 3 —

47号答复。而被申请人答复的红参在中国部分地区有食用传统更

是荒唐，你自己在家里炖汤添加无所谓，公开向社会各不特定人

群妇幼老少孕销售就是违法行为。红参是卫计委多次公布的食药

同源目录中从未出现的物质，是《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

《中华草本》《中国药典》名单中的物质。被申请人办案不看上

级部门公布的法条法规，看经验看传统？

被举报人食品非法添加药品，应当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三

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三条处罚。

综上所述：请求复议机关“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撤销被申请人在 2021年 8月 20日作出的荔市监投复〔2021〕190

号，责令其对举报事项重新调查。

被申请人答复称：

2021年 7月 20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通过邮寄方式寄来

的举报信，反映广州市荔湾区某小食店（以下称被举报人）涉嫌

在美团外卖平台违法经营食品的举报事项。

2021年 7月 26日，被申请人依法对被举报人的经营场所进

行现场检查，被举报人持有《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现场未发现其存在制售“红参枸杞红枣元肉农家鸡汤”的行为，

亦未发现该菜品原材料红参。经查看其美团外卖网页，发现其商

品管理菜单栏内有名称为“红参枸杞红枣元肉农家鸡汤”的菜品，

该菜品显示“已下架”。经被举报人确认，其曾在美团外卖平台

上销售过上述菜品，后自行作下架处理。现场未发现被举报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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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过程中宣传或暗示其所用于煲汤的“红参”、“枸杞”等中

药材的用法用量、功能主治等相关内容。

被申请人认为，根据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

非药品经营单位销售中药材有关问题的复函》（食药监办稽函

〔2017〕47号）文件的规定：“中药材有药用、食用、兽药用等

多种用途，判断中药材是否属于药品管理，关键在于界定其用

途……未进入药用渠道的中药材，鉴于各地有不同食用传统，不

宜强调其药品属性。……但经营此类中药材不得宣称功能主治、

用法用量等相关内容”，鉴于“红参”、“枸杞”等中药材在广

东地区一直有用作煲汤料的食用传统，被举报人在此前经营过程

中未宣称或暗示其所用于煲汤的“红参”、“枸杞”等中药材的

用法用量、功能主治等相关内容，且至今我局未收到有群众反映

因食用涉诉菜式而造成生命健康危害的投诉举报，被举报人也已

将菜品下架。综上，被申请人决定，对被举报人不予立案处理。

2021年 8月 20日，被申请人作出《关于投诉举报广州市荔

湾区某小食店相关事项的答复》（荔市监投复〔2021〕190号），

将举报事项不予立案的处理情况告知申请人。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依法对申请人的上述举报事项进行了核

查，并在法定期限内将不予立案处理情况告知申请人，答复事实

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适当，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职，恳

请贵府依法驳回申请人的所有复议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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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查明：

2021年 7月 20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通过邮寄方式反映

的举报事项。申请人称，其在广州市荔湾区某小食店（以下简称

“被举报人”）经营的美团外卖购买一份“红参枸杞红枣元肉农

家鸡汤”，后发现红参属于中药材，不属于食药同源物质，也不

是直接从农业活动中经过简单加工得到的食用农产品，属于食品

非法添加药品的违法行为，要求被申请人查处并给予举报奖励。

2021年 7月 26日，被申请人对被举报人的经营场所进行现

场检查，未发现被举报菜品“红参枸杞红枣元肉农家鸡汤”中的

食品原材料“红参”。被举报人称曾在美团外卖平台上销售过前

述菜品，但已下架。被申请人查看被举报人“美团”外卖平台上

的产品展示页面，未发现被举报人存在宣传“红参”的功能主治、

用法用量等内容。被举报人提供《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

证》、“红参”的供货商证照和购货单据等资料备查。2021年 8

月 9日，被申请人延长核查期限十五个工作日。

2021年 8月 20日，被申请人决定对被举报人不予立案，并

于同日作出 190号答复，告知申请人：“经调查，广州市荔湾区

某小食店存在过经营红参枸杞红枣元肉农家鸡汤行为……根据原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非药品经营单位销售中药材

有关问题的复函》（食药监办稽函〔2017〕47号），鉴于‘红参’、

‘枸杞’等中药材在广东地区一直有用作煲汤料的食用传统，被

举报人在此前经营过程中未宣传或暗示‘红参’、‘枸杞’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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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的用法用量、功能主治等相关内容，且至今本局未收到有群

众反映因食用涉诉菜式而造成生命健康危害的投诉举报，故我局

决定，对被举报人不予立案。……你的举报不符合举报奖励条件，

不予奖励。”上述答复于 2021年 8月 27日邮寄送达申请人。申

请人不服 190号答复，以邮寄方式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

销 190 号答复并责令被申请人重新调查。本府于 2021 年 9 月 7

日收悉。

本府认为：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

定：“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

举报处理工作”，被申请人具有处理荔湾区辖区范围内投诉举报

的职责。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

“……。本办法所称的举报，是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经营者涉嫌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

规章线索的行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

条第一款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

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

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

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

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

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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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

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

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

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本案中，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的举

报后，在法定期限内进行核查，履行了法定职责，并将调查处理

的情况告知申请人，并无不当。申请人的复议请求理据不足，本

府不予支持。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规定，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荔市监投复〔2021〕190

号《关于投诉举报广州市荔湾区祺英小食店相关事项的答复》。

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

之日起 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