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苏园市监处罚〔2025〕00166 号

当事人：吕水林

住址：苏州市姑苏区中骏天荟*栋****室

身份证号码：32092219********40

2025年 2月 26日，我局接投诉举报，其称当事人向其销售

的名为宫城峡的威士忌（以下简称“宫城峡”），产自日本核辐射

地区，涉嫌违法。经初步核查，当事人确向投诉举报人售出上

述宫城峡，该食品未见中文标签。2025年 4月 2日，经审批，

我局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

经查，当事人作为个人，在未经登记、未取得食品经营资

质的情况下，于 2019 年起在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加城花园 23
栋 109室经营酒吧，经营项目为预包装食品和自制饮品，经营

面积为 49平方米，经营收入无法核算。过程中，当事人通过朋

友赠送获得宫城峡 1 瓶，受赠时当事人未查验其标签情况，未

发现其无中文标签的情况，后当事人于 2024 年 8 月 29 日向投

诉举报人售出上述宫城峡，收取货款 800 元。当事人在经营过

程中未查验所购进食品的供货者资质，未落实进货查验义务。

根据案件调查结果，本局现已查明吕水林（身份证号：

32092219********40）存在以下违法行为：一、经营无中文标

签的食品，可查实的货值金额 800元，违法所得 800 元；二、

采购食品时未查验供货者资质材料；三、未经设立登记从事经

营活动；四、未经备案从事小餐饮活动。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

2.投诉举报材料；

3.对当事人制作的《询问笔录》；

4.当事人获赠宫城峡的聊天记录、售出宫城峡的收款记录、

在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加城花园 23栋 109室的房屋租赁协议复

印件。

本局于 2025 年 6月 9日向当事人邮寄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

（苏园市监罚告〔2025〕16005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

出陈述、申辩。

本局认为，一、当事人经营场所固定、经营面积不足 60 平

方米，经营条件简单，符合《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加强小餐饮管理的决定》中关于小餐饮的定义。根据《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相关规定，预包装食

品应当使用规范汉字标注生产者名称、原产国国名等信息，以

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当事人作为食品经营者，在未作任

何查验工作的情况下对外销售预包装食品，当事人的主观过错

造成了无中文标签的威士忌流入市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构成

了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食品的行为，不符合 GB 7718-2011《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3.8“应使用规范的汉字

（商标除外）。具有装饰作用的各种艺术字，应书写正确，易于

辨认”、4.1.6.3 “进口预包装食品应标示原产国国名或地区区名

（如香港、澳门、台湾），以及在中国依法登记注册的代理商、

进口商或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可不标示生产者的

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的要求，违反了《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小餐饮管理的决定》第十一条“小餐饮不

得有下列行为：（十一）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其他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对标签标注事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应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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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

品 添加剂，并可以没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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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二）生产经营无

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

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予以处罚。鉴于当事人初次违

法，案发后积极配合调查主动陈述违法事实，涉案食品数量较

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本局决定对当事人减轻处罚：罚款 2000元。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相关

规定，从事经营活动应先按要求办理登记。当事人虽自述因客

观原因未能办理登记，但其在明确知晓上述规定的情况，仍对

外开展经营活动。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构成了未经设立登记从事

经营活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

条例》第三条“市场主体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登记。未经登记，

不得以市场主体名义从事经营活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无需

办理登记的除外”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

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未经设立登记从事经营活动的，由

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 1 万元以

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给予处罚，本局责令当事人

改正该违法行为。因该行为的违法所得无法核算，本局不再另

行没收。



三、当事人在经营过程中对外提供餐饮服务，但未依法取

得小餐饮信息公示卡。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构成了未经备案从事

餐饮服务的行为，违反了《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加强小餐饮管理的决定》中第九条“小餐饮应当在就餐区醒

目位置悬挂小餐饮信息公示卡、公示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等信息，

接受社会监督。从事网络经营的，应当在网站经营活动主页面

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营业执照、小餐饮信息公示卡”的规定，依

据《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小餐饮管理的决

定》中第十八条第一款“违反本决定第九条规定的，由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

罚款”的规定，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

四、当事人作为食品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既无落实进货

查验工作的意识，实际也未开展相关查验工作，无法保证其采

购的食品的来源可追溯。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构成了采购预包装

食品时未查验供货者资质的行为，违反了《江苏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小餐饮管理的决定》第十条第四项“小

餐饮从事经营活动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符合下列要求：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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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或者留存相关信息，保证食品来源可追溯”的规

定，依据《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小餐饮管

理的决定》中第十八条第二款“违反本决定第十条第一项至第

七项规定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本局决定责

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加强小餐饮管理的决定》第九条、第十条第四项、



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的规定，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

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江

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小餐饮管理的决定》中

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现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

并决定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 800元；

2.罚款 2000元。

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末日为法

定节假日顺延）将罚没款缴到苏州工业园区中国建设银行全辖

网点。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七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的规

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数额不超出

罚款数额)，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对本行政处理决定不服，可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

起六十日内向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申请复议，也可以于六

个月内依法向吴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

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5 年 6 月 19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