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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分析

当前，保健食品商标虚假标
识行为严重。标签、外观包装图
案与文字、使用说明书、宣传广
告与其注册或备案的内容相差
甚远，将保健功能肆意夸大到疾
病预防、治疗功能。很多产品未
标明使用人群与不使用人群，而
扩大至适用所有年龄阶段人群，
未标注“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一些保健食品声称有秘
方，其成分是什么、疗效几何、副
作用有多大，根本就是一个暗
箱。”北京工商大学食品安全法
研究中心主任刘筠筠说，根据
《保健食品广告审查暂行规定》
规定，保健食品广告不得出现含
有有效率、治愈率、评比、获奖等
综合评价内容，此外，还不得出
现含有使用该产品能够获得健
康的表述，不得出现宣传产品为
祖传秘方。

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研究
会会长唐民皓说，保健食品诈骗
团伙的诈骗套路不断“升级”，往
往通过“口耳相传”，如中老年培

训班、旅游团等套路，不直接留
下虚假宣传证据，这给执法部门
的取证带来难度，执法人员很难
深入场景进行取证，执法成本高。

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
布的《关于防范保健食品功能声
称虚假宣传的消费提示》，保健
食品不是药品，不以治疗疾病为
目的，可以调节机体的某些功
能，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根据

《食品安全法》规定，保健食品必
须经过注册或备案。目前，监管
部门依法批准注册的保健食品
允许声称的保健功能主要有27
类，依法备案的保健食品允许声
称的保健功能为补充维生素、矿
物质。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食品药
品与犯罪研究中心研究员曾文
远说，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法

律都禁止保健食品企业宣传具
有疾病预防或者治疗的功能，宣
传无论是明示还是暗示都是禁
止的。基于保健食品的特别功
能即人体机能调节功能，国家将
其从食品中相对独立出来予以
监管，只能说给予了更严格的监
管，但其食品的基本属性并无发
生改变。

专家表示，保健食品欺诈和
虚假宣传问题比较突出，社会反
映强烈，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
是食品、保健食品非法添加、非
法声称和虚假宣传。二是采用
发布虚假广告和不正当手段推
销产品，误导和欺骗消费者，其
中针对中老年人和病人的欺诈
行为较多。三是故意混淆普通
食品、保健食品和药品三者概
念，特别是普通食品、保健食品
违法宣称疗效，消费者很难辨
识，容易上当受骗。

唐民皓介绍，保健食品外包
装上都有一个蓝色标识，该标识
下方有相关批准文号以及批准

的管理部门。这被业内俗称为
“蓝帽子”模式，相当于合法牌
照，有一定含金量。

唐民皓说，药品法规定了用
非药品冒充药品的相关条款，但
对保健食品虚假宣传还难以套
用。实际上，保健食品虚假宣传
是典型的诱骗消费者行为，建议
按照商业欺诈或者诈骗罪来定
性。如果销量较小，可以按照商
业欺诈，根据消法规定予以购物
金额的三倍赔偿；如果销量较
大，可以按照诈骗罪来处理，追
究其刑事责任。

曾文远说，保健食品欺诈和
虚假宣传问题突出，根据现有法
律，如《广告法》《食品安全法》，
其相应的处罚不可谓不严厉，而
现实中屡罚不改的现象普遍存
在，这反映不仅存在监管缺失，
更有处罚不到位的问题。对此，
建议政府部门要实现联合惩戒，
依法进行没收经营所得等财产
罚、吊销执照等资格罚，同时加
强征信管理。 （新华网）

专家：别把保健食品当成药品

鲜、冻畜禽肉，是家庭烹制和外
出就餐不可或缺的优质动物蛋白来
源，广受消费者青睐。在食用肉类
的同时，要注意安全和健康，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特别提示如下：

销售场所是关键，检疫合格有
保障 活畜（如猪牛羊兔等）禽（如鸡
鸭鹅等）宰杀、加工后，不经过冷冻
处理的肉为鲜畜禽肉，在≤-18℃冷
冻处理的肉为冻畜禽肉。

购买鲜、冻畜禽肉，应尽量选择
证照齐全且具备冰箱、冰柜等制冷
设备的商超或农贸市场。购买猪肉
时，要注意查看“两证两章”（即动物
产品检疫合格证、肉品品质检验合
格证、动物检疫验讫印章、肉品品质
检验验讫印章）；购买牛肉、羊肉、禽
肉等其它畜禽肉时，要注意查看动
物产品检疫合格证与动物检疫验讫
印章；对于进口肉类，可索要并查看
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无相关证
章或证章不全的,应避免购买。

感官指标细分辨，包装标识要

注意 购买鲜畜禽肉时，应仔细观察
其感官指标是否正常。如表面有一
层微干的外膜，有光泽；表面微干或
湿润，但不粘手；按压后凹陷立即恢
复；无异味。

购买冻畜禽肉时，应重点查看
冷冻展示柜运行温度是否正常。如
有包装，应选择包装完好、标识清晰
的产品，避免购买解冻变软、包装袋
内冰霜较多的产品。

冷藏冷冻须及时，即买即食是
最好 购买的鲜、冻畜禽肉应尽快烹
调食用。如需临时储存，应用保鲜
袋或保鲜膜包装后置于冰箱冷藏，
避免裸露并与其他食物混放，鲜畜
禽肉在冰箱冷藏室存放时间不宜超
过3小时。

畜禽肉较长时间冻藏或反复解
冻，会导致食用品质和营养价值降
低。如需冷冻存放，要尽量切成小
块、减少存放时间、尽快食用。鼓励
按需购买，即买即食。

加工工具需洁净，烹调加热要

熟透 加工畜禽肉时，切肉案板和刀
具须清洗干净，同时注意生熟分开
操作。烹调畜禽肉时，使肉从外到
内均被充分加热，有效杀灭肉中可
能存在的致病微生物，完全熟透后
方可食用。如在家食用涮肉，夹生肉
与熟肉的餐具应分开使用，不宜混
放；生肉加入涮肉锅中后，需要等汤
沸腾一段时间后再食用。此外，肉类
菜肴烧熟后要尽快食用，剩余的肉
菜，应回锅充分加热后再食用。

外出就餐需谨慎，健康娱乐两
不误 外出就餐时，应查看餐饮单位
是否持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建议选
择卫生条件好、食品安全等级较高、
实施“明厨亮灶”的餐饮单位，避免
光顾无证餐馆和路边流动摊贩。

点餐时，注重饮食均衡，合理搭
配谷物、蔬菜、水果等。选择荤菜时，
尽量食用经充分加热成熟的菜肴，以
防止杀菌不彻底。火锅店就餐时，也
应注意肉类生熟分开，餐具不混用等，
确保肉被充分加热并熟透后食用。

本报讯鲁洁为充分发挥行政管
理职能，延伸服务触角，近日，丰台工
商分局科技园区工商所主动作为，加
强工商服务平台和互动中心建设，精
准服务入驻企业，优化营商环境。

一是不断充实工商服务平台的
内容。形成市场准入—巡查监管—
消保维权—数据分析--信用监管—
宣教普法的全链条服务模式，涵盖企
业在入驻和经营全过程。二是继续

扩大互动中心的覆盖面。积极总结
现有的3个互动中心的经验，积极引
导科技园区更多孵化器、众创空间等
设立工商互动中心，逐步提升互动中
心数量在创业创新服务平台中所占
的比例，打造“一平台多点位”的园区
服务模式。三是逐步完善工商服务
平台和互动中心的工作机制。结合
科技园区企业的情况，本着方便申请
人和高效监管的原则，探索工商服务

平台和互动中心的规范化管理机
制。四是形成切实有效的监督反馈
机制。由主管所长负责工商服务平
台与互动中心的沟通协调工作，每一
互动中心指派一名联络员专门负责
与工商所对接各项工作，规范工作纪
录，建立工作台账，形成工作信息或
总结及时反馈分局、市局；定期发放
调查问卷，了解、监督工商服务平台
对互动中心的协调服务情况。

2018年12月25日，洽洽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洽洽食品”）发布
声明称，汝州闽仁食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闽仁食品”）生产的“山药脆卷”产
品外观包装装潢与洽洽食品生产的“山
药脆片”产品非常接近，已经构成了对
洽洽食品相关合法权益的侵犯。

洽洽食品已经对闽仁食品提起了
侵权诉讼并要求赔偿。这是近期洽洽
食品提起的第二起侵权诉讼。

洽洽食品在声明中表示，经核查
确认闽仁食品“山药脆卷”外观包装颜
色、组织要素、设计风格、整体视觉效
果等方面与洽洽食品生产的“山药脆
片”产品非常接近，甚至大部分包装元
素一模一样。闽仁食品“山药脆卷”已
经构成了对洽洽食品相关合法权益的
侵犯。

鉴于此，洽洽食品称：“我司从未以
任何形式许可闽仁食品使用我司外观
设计专利及其他权利，我司已经对闽仁
食品的侵权行为提起了侵权诉讼，要求
闽仁食品停止侵权并赔偿我司损失。
请各位渠道商朋友在收到本函后排查
并立即停止销售侵权产品，对能够主动
停止销售侵权产品的，我司将放弃追究
全部法律责任，但如在2019年1月15
日后仍存在销售上述侵权产品的，我司
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这是近期洽洽食品提起的第二起
侵权诉讼。2018年7月，洽洽食品对茂
兴食品等企业提起诉讼。洽洽食品发
现茂兴食品生产的同类瓜子产品外包
装中显著使用了与洽洽食品注册的“小
而香”商标相同的字样标识。该案件以
茂兴食品立即停止侵权，并支付赔偿款
达成和解协议结案。

业内人士认为，洽洽食品之所以能如此坚决提
起诉讼，源于其在专利方面的提前布局。据了解，
目前洽洽食品共申请了近200项专利。包括葵花
子、板栗、西瓜子等产品加工方法和工艺，以及洽洽
食品核心产品的包装袋、包装盒、包装罐、包装壳的
外观设计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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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

关于鲜、冻畜禽肉的消费提示

丰台工商局加强服务平台和互动中心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