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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law, regulations, rules this paper discuss Authority analysis of product quality supervi-
sion and management for quality and technology supervision department from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
ment, examination conditions, penalty authority for distinguishing duty.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ob-
tained that responsibility of quality and technology supervision department is supervision to the node of 
product quality in microscopic and regional product quality level management on macrosc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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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分清质监部门在产品质量监管上的权限，本文以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从监督与管理的

区别、检查条件、处罚权限三方面进行分析，得到：微观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职责是对企业产品质

量这一节点进行监督，宏观上对区域产品质量水平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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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 法律依据 

目前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出

现了没有法律依据的延伸，在有限的行政管理资源情

况下将造成无力监管的境地。所以本文以法律、法规、

规章、“三定”方案(国办发[2001]56 号)为依据分析

一下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的权限，

以供探讨如何开展产品质量监督工作，本文仅代表作

者的观点，供同行共同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

化实施条例、河北省标准化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监督试行办法、工业产

品质量责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管理条例、河北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

例、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2007 年国务院《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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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 

其中产品质量监督试行办法、工业产品质量责任

条例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存在一些不适应市场经

济的问题，例如企业行政主管部门被撤销。 

3. 监管权限 

3.1. 技术监督局微观上对产品质量的职能是 

监督而不是管理 

1986 年的《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1]第四条将

产品质量管理责任交由企业主管机关，第五条将监督

责任赋予了质量监督机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第十

六条明确了产品质量监督机构的具体职责为对产品

质量进行监督抽查，第十七条明确了企业主管机关的

管理职责。1993 年的《产品质量法》[2]第八条明确规

定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产品质量

监督工作，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国办发[2001]56

号主要职责第 11 条赋予的职能也是产品质量监督，

质量管理司的职责也是宏观上进行质量管理[3]。《河

北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第四条提到的职责是产

品质量监督和管理[4]，但没有赋予管理的权力和职责，

所以可以理解成宏观管理。宏观管理可以理解成负责

本辖区的产品质量水平的统计、提升，目前实施的名

牌战略等措施就是宏观管理的手段之一。 

《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

物，在市场经济时代企业主管机关不存在了，转变为

行业协会，协商(调)行业内部事务。市场经济赋予企

业经营自主权，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

无权干涉企业的经营管理。《产品质量法》是市场经

济的产物，它尊重了企业经营自主的精神，没有赋予

我们干涉企业内部企业质量管理的权力。从现实上

讲，我们也无精力将计划经济时代各产业部门负责的

质量管理职能承担起来。 

监督，监察督促之意，意味着我们只负责产品是

否合格，不管它是如何实现的。管理是社会组织中，

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以人为中心进行的协调活动，

不经管产品质量合格与否(目标)，而且还负责它如何

实现的(协调活动)。 

既然法律、法规只赋予我们监督职能，所以我们

无权干预企业内部质量管理事务，否则我们侵权。随

着重大产品质量事件不断发生，为确保产品质量，我

们不断要求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各项管理制度、

严把进货检验关、产品出厂检验、规定产品销售去向，

这些做法都没有法律依据。虽然《产品质量法》第三

条要求企业建立健全内部产品质量管理制度等事务
[2]，但没授权给质监部门就此的监管权力，属于企业

自律事务(义务)；质监部门可以提出建议，属于行政

指导行为，而行政指导不承担责任。 

总之，微观上我们的职责是对企业产品质量这一

节点(指从原料进厂、生产、质量检验、出厂销售这一

链条)进行监督，宏观上对区域产品质量水平进行管

理。区分监督与管理的意义在于避免将有限的行政资

源投入到无限的管理实务中去，集中精力做好质量监

督工作。 

3.2. 检查权限 

3.2.1. 检查的条件 

在实施这一检查权时，《产品质量法》第十八条

还限定了监督检查的前提条件[2]：已经取得违法嫌疑

证据或者举报。意即：除了举报外，我们只能根据产

品质量抽查检验报告才能实施检查权，因为除了抽查

检验外我们无从知道企业产品质量是否涉嫌违法。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也如此规定[5]。《河

北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虽然未明确前提条件，

但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规定，这个前提条件我们

还是必须遵守的。 

《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

定》第十五条扩大了我们的检查权：对于涉及人身安

全的产品可无条件检查[6]。《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七

条同之[7]。 

3.2.2. 检查内容 

既然我们只有产品质量的监督权限，对于一般产

品，我们的检查权也局限在产品质量这一节点及围绕

这一节点的相关资料(生产现场、生产记录、产品执行

标准、产品质量报告、标识、销售记录、生产资质等

等(质量法第十八条))开展调查[2]，无权检查是否企业

建立的各项管理制度，因为管理制度属于管理范畴，

虽然《产品质量法》第三条规定了企业的这项义务[2]。

根据《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第四十二条第六项我

们对产品标准中对原料有要求的产品需要进行原料

检查[1]，对于标准中无原料要求的产品赋予企业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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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的权力。 

对于生产许可证发证产品除了加强对证书的监

督管理外，还可根据《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四十

六条对企业的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

艺进行监督[5]。因为生产许可证管理属于行政许可，

行政机关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对于食品，根据《食品安全法》可检查的范围是

全过程、全方位[7]。 

对于强制性认证产品，技术监督部门的职责是证

书的监督管理[8,9]。对企业的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

产技术或者工艺进行监督应由其认证机构负责。因为

认证机构是第三方机构，它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总之，对于普通产品的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是有先

决条件的，何谈对企业管理方面的监督、管理。 

4. 处罚权限 

只讨论无检验能力是否可以行使停产处罚情况。 

现以 A 市质监函[2012]XX 号《关于进一步开展

住宅厨房卫生间排气道产品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为

例，通知中要求“严格规范企业产品检验制度对不具

备自检能力的企业责令其停产整顿，督促企业建立产

品检验制度，完善检验能力，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

生产”。从现有的法律法规看，此要求尚无依据。 

4.1. 从产品质量方面讨论 

现看《产品质量法》，其第十二条规定产品质量

应当检验合格[2]，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规定产品需有质

量检验合格证明[2]。对于第十二条没有相应罚则[2]，

只是一项法定义务，可作为民事案件的法律依据。第

五十四条规定违法第二十七条的，责令改正。有人可

能根据无检验能力就推论出产品质量无从保证，进而

推测出产品质量可能不合格，从而根据第四十九条或

第五十条做出责令停产的结论。这是不可以的，我们

定案可以根据事实进行推理，但不能推测。对于企业

是否必须有产品质量检验能力，质量法未做规定，何

谈相应罚则。 

《河北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

一项规定产品需有质量检验合格证明，第三十二条规

定可责令停产[4]。但是在《产品质量法》中已对此处

罚做出了责令改正的规定，作为地方法规只能在这个

范围内进行规定，所以河北省条例此规定违反《行政

处罚法》第十一条。 

根据《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第四十六条规定，

对于发证产品无检验能力可责令停止生产[5]。 

《认证认可条例》和《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

对此无规定。《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是部门规

章，无权作出停产的规定。 

再有，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与是否有检验能

力不存在逻辑上的必然关系。因为企业可以进行委托

检验。 

4.2. 产品标准执行方面讨论 

产品标准中一般规定检验方法，不按照标准进行

检验属于不按标准组织生产。 

《标准化法》第十四条规定强制性标准必须执

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
[10]，其罚则按照《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执行[2]，

此处意在产品质量是否符合标准的技术参数要求，和

是否经过检验无关。 

《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规定生产不符合

强制性标准的产品可责令停产[11]。此与《标准化法》

第十四条同理。 

《河北省标准化监督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强

制性标准必须执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禁止生

产、销售和进口；已经备案的企业标准和已经明示采

用的推荐性标准应当执行。违反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

的按照第二十八条规定可责令停产[12]。该条例对于违

反非强制性标准做出了处罚规定而未对违反强制性

标准做出处罚规定，此可看成是对《标准化法》的补

充。既然标准化法在这点上意在标准的技术指标，那

么本省的条例也应服从该立法精神。所以《河北省标

准化监督管理条例》对于是否进行出厂检验也未做出

停产的罚则。 

由上述可看出我们因企业无检验能力而责令停

产是无法律、法规依据的。 

无法律、法规做依据要求企业具备产品自检能

力。虽然是以文件的形式发出的，但因其所指的对象

(现有的排气道产品生产企业)是确定的，所以它是具

体行政行为，而不是抽象行政行为，是可行政诉讼的。

一旦发生诉讼，发文机关必将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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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得到如下结论：微观上质量技术

监督部门的职责是对企业产品质量这一节点进行监

督，宏观上对区域产品质量水平进行管理；对于普通

产品的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先决条件是产品质量不合

格，对产品质量不合格案件的调查也仅限于围绕产品

质量不合格这一节点；企业无检验能力而责令停产是

无法律、法规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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