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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州 市 海 珠 区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海珠府复字〔2022〕55 号

申请人：江某某。

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穗海市监处字〔2022〕82 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涉案处罚决定书），于 2022 年

4 月 2 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府依法予以受理，现审理终

结。

申请人请求：

降低罚款金额为 2 万元。

申请人称：

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8 月通知本人停止经营后，本人一直没

有固定收入，且本人母亲及儿子均患有疾病，需要大量金钱医

治，所以恳请将罚款金额减少为 2 万元。本人是给固定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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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用餐，相当于预售包装外卖小食店，没有食堂的性质。本

人当时租赁经营地址时，不知道这个地址不可以用作商业用

途。本人一直以为可以办理相关证件，而且本人在被申请人现

场调查后就停止一切经营。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行政处罚案件程序正当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定性准确，裁量恰当

（一）本案程序正当、合法

2021 年 8 月 6 日，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对申请人位于广州市

海珠区 XX 路 XX 号的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发现申请人

涉嫌未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擅自从事餐饮服务的经

营行为。同日，被申请人依法对申请人的上述行为立案处理。

经调查，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向申请人直接送达

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申请人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提出

陈述申辩意见。经审查，我局未采纳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意见，

维持原处理意见。2022 年 3 月 9 日，被申请人依法作出涉案处

罚决定书，并于 3 月 16 日直接送达申请人。

另，2021 年 10 月 27 日，被申请人第一次延长办案期限至

2021 年 12 月 3 日。2021 年 11 月 30 日，被申请人第二次延长

办案期限至 2022 年 6 月 1 日。

（二）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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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明：申请人于 2020 年 8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6 日期

间，未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许可，以个人名义在广州市海珠区

XX 路 XX 号从事餐饮服务。申请人在未经许可从事餐饮服务期

间，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未建立进销台账。根据现场调查取

得的送货单及销售单，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的货值金额为

4514.5 元，违法所得金额为 742 元。

（三）本案定性准确、裁量恰当

申请人在从事餐饮服务期间，采购食品原料未查验供货者

的许可证和其他证明文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应当查验供货

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的规

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

款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

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三）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

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或者未按规定建立

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的

规定，被申请人责令申请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给予警告。

针对申请人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且未经许可从事餐饮服务

的行为，根据《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七条“经营者未依

法取得许可且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活动的，依照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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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五条的规定予以查处”和第五条“经营者未依法取得许可

从事经营活动的，由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的部门予以

查处；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予以查处”的规

定，被申请人依照经营者未依法取得许可从事经营活动进行查

处。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 “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食品

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

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

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

品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

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

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

申请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的规定，鉴于申请人情

节较为轻微，且能够及时停止违法行为，被申请人责令申请人

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以下行政处罚：1.没收双邦冬菜 6

瓶（450 克/瓶）；2.没收违法所得 742 元；3.罚款 5 万元。综

上，被申请人作出涉案处罚决定书合法正当。

二、对申请人有关意见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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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申请人请求减少罚款金额的回应

被申请人已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罚款数额进行裁量，

并已充分考虑申请人及时停止经营的情节，作出从轻处罚的决

定。被申请人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和罚款数额并不以申请人

经济状况为依据，即使申请人经济困难的情况属实，也并非导

致其违法的客观障碍，不能因此免责。申请人提出家庭成员患

有疾病等不属于法定减轻处罚的情形。

（二）关于申请人认为自己是作为预包装外卖小食店的回

应

根据被申请人调查取得的证据，申请人使用食品原材料与

燃气制作餐食，完成后装盒配送的形式给固定客户供餐。依据

《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第（二）项“预包装食

品，指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的食品，包

括预先定量包装以及预先定量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并且在

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或体积标识的食品”的规定，

申请人在经营场所制作的餐食不属于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

包装材料和容器中的食品，且不具备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

一的质量或体积标识的特性，因此被申请人认定涉案餐食不属

于预包装食品。

依据《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第（四）项“热

食类食品，指食品原料经粗加工、切配并经过蒸、煮、烹、

煎、炒、烤、炸等烹饪工艺制作，在一定热度状态下食用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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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食品，含火锅和烧烤等烹饪方式加工而成的食品等”的规

定，申请人确认使用食品原料经烹饪方式加工制作成餐食，并

供客户食用，应认定为热食类食品制售，且应当依法申请办理

食品经营许可。申请人行为具有应罚性。另，申请人所述自己

属于预包装外卖小食店而非食堂的经营模式，该模式并不影响

涉案餐食属于热食类食品的性质。

（三）关于申请人主张承租经营场所时不了解其不属于商

业用途，因而无法办理营业执照的回应

申请人在承租经营场所时，理应对涉案场所房屋用途有明

确具体的了解后再行承租经营。根据调查取得的证据，申请人

曾两次申办营业执照，均因房屋用途无法办理，申请人对涉案

经营场所不能用于从事餐饮服务的事实已充分知悉。申请人在

该场所已经营一年有余，应有充分时间寻找可以依法办理营业

执照的其他场所经营，不存在客观不能的障碍，因此申请人存

在主观过错导致违法，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涉案处罚决定书事实

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程序合法，裁量适当。

本府查明：

2021 年 8 月 6 日，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到广州市海珠区 XX

路 XX 号进行现场检查。《现场笔录》主要记载：1.申请人在广

州市海珠区 XX 路 XX 号的店面从事餐饮制售服务；2.执法人员

现场发现 1 本收据、5 张食品原材料进货单、2 张煤气送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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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场未能提供该店的《营业执照》及《食品经营许可证》；4.

执法人员对现场进行拍照取证。同年 8 月 10 日，被申请人执法

人员对申请人进行第一次询问。《询问笔录》主要记载申请人

陈述如下：1.申请人确认被申请人执法人员 2021 年 8 月 6 日的

现场检查情况属实，并承认其在广州市海珠区 XX 路 XX 号从事

餐饮服务的经营活动，但没有办理营业执照的事实；2.申请人

的哥哥江某某承租了广州市海珠区 XX 路 XX 号的店铺，店铺面

积有 90 平方米，申请人是该店铺实际经营者；3.现场共有 5 张

收据，总额为 742 元；4.申请人经营的店铺都是服务固定客

户，申请人及其员工在收到客户下单后就备餐和送餐；5.申请

人大约投资了 10 万元用于购买设备、支付租金以及采购物资

等；6.申请人为经营餐饮服务雇请了 8 名员工，现场检查时还

有 3 名人员是临时聘请的；7.申请人于 2020 年 8 月正式开始经

营，当时不清楚这个地址不能办理营业执照；8.申请人没有留

存其他销售记录和单据。同年 10 月 20 日，被申请人执法人员

对申请人进行第二次询问。《询问笔录》主要记载申请人陈述

如下：1.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 XX 燃气产品发货单和 XX 食用油

商行出具的送货单，其中送货单中的食品原材料是用来制作餐

饮食品，一次性包装盒是用来包装外卖，燃气是用来制作餐饮

食品；2.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时发现的 6 瓶双邦冬菜是作为配

菜制作食品销售的；3.申请人在购进食品原材料时没有查验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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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商的资质证明材料；4.申请人已于 2021 年 9 月底停止经营餐

饮。

2021 年 10 月 27 日，被申请人第一次延长办案期限至 2021

年 12 月 3 日。2021 年 11 月 30 日，被申请人第二次延长办案

期限至 2022 年 6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20 日，申请人确认进

货单据的总额为 6717.5 元（其中燃气产品 576 元，餐具产品

1627 元，其余物品货值为 4514.5 元），销售单据的总额为 742

元。

2022 年 1 月 19 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告知书》，告知申请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内容、依

据，并告知申请人其享有陈述、申辩和举行听证的权利。同年

1 月 21 日，申请人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希望罚款金额减少为

1.5 万元。同年 3 月 9 日，被申请人作出涉案处罚决定书，主

要记载：1.申请人从事餐饮服务没有查验供货者的许可和其他

证明，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一

款规定，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

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决定责令申请人立即改正违法行

为并给予警告；2.申请人未经许可从事餐饮服务的经营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

定，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一百二十二

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规

定，决定责令申请人改正违法经营行为，并没收双邦冬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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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没收违法所得 742 元、罚款 5 万元。被申请人最终决定责

令申请人立即改正违法经营行为并处以下行政处罚：1.警告；2.

没收双邦冬菜 6 瓶；3.没收违法所得 742 元；4.罚款 5 万元。

被申请人于同年 3 月 16 日向申请人直接送达涉案处罚决定书。

《商铺租赁合同》显示陈某某将广州市海珠区 XX 路 XX 号

的商铺租赁给江某某，租赁期限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止，商铺面积为 90 平方米。申请人提供了向商铺

房东转账的截图。

以上事实有审批表、现场笔录、询问笔录、授权委托资

料、证据复制（提取）单、单据资料、租赁合同、转账记录截

图、陈述申辩书、涉案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告知书》以及

送达回执等证据证实。

本府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条规定，被申请

人对海珠区内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负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

正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

一款规定：“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

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第一百

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

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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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

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本案中，结合对申请人的询问笔

录、现场笔录、涉案单据等证据，申请人未办理营业执照且未

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餐饮服务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

申请人按照有利于申请人的原则，认定申请人经营餐饮服务货

值金额为 4514.5 元，违法所得金额为 742 元，并无不当。被申

请人根据上述规定，对申请人作出没收双邦冬菜 6 瓶、没收违

法所得 742 元、罚款 5 万元的行政处罚并责令改正，亦无不

妥。

被申请人在调查中，发现申请人经营食品未执行进货查验

记录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

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被申请人决定责令申请人改正违法

行为，并给予警告，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

关于申请人提出降低罚款金额的请求。本案中，申请人未

取得营业执照且未经许可从事餐饮服务的违法事实清楚。被申

请人综合考虑申请人违法经营的时间、涉案货值及违法所得金

额、申请人及时停止经营等情节，在法定处罚裁量幅度内对申

请人处以罚款 5 万元的从轻处罚。申请人提出家人患病及经营

地址无法办证等主张，不属于法定减轻处罚的情形，本府不予

支持。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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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作出的穗海市监处字〔2022〕82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

之日起 15 日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