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适用业态：各类市场主体（认证类行为 3项

— 53—

）

序号 行政合规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 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 风险等级 合规建议 指导部门

在产品或者产品包装

及标签上标注含
获得有机产品认

证后方可在获证

产品或者产品的

最小销售包装上

标注中国有机产

品认证标

1

志

有

“ 有 机 ” 、

《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

“ORGANIC”等字样

且可能误导公众认为

该产品为有机产品的

文字表述和图案。

》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在产品、产品最小销售包装及其标签上标注含

有“有机”、“ORGANIC”等字样且可能误导公众

认为该产品为有机产品的文字表述和图案：

（一）未获得有机产品认证的；

（二）获证产品在认证证书标明的生产、加工场

所外进行了再次加工、分装、分割的。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在

1.市场主体应依

法获得有机产品认

证

★★

产品或者产品包装及标签上标注含有“有机”、

“ORGANIC”等字样且可能误导公众认为该产品为

有机产品的文字表述和图案的，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3万元以下罚款。

★

。

2.获证产品的认

证委托人应按规定在

获证产品或者产品的

最小销售包装上，加

施中国有机产品认证

标志、有机码和认证

机构名称。

不得未经认证擅

自出厂、销售、

进口或者在其他

经营活动中使用

列入强制性产品

认证目录的产

社旗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质

量监管股

2

品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1.列入强制性产品认

证目录产品，未经认

证擅自出厂、销售、

进口或者其他经营活

动中使用。

2.认证证书注销、撤

销或者暂停期间，不

符合认证要求的产

品，继续出厂、销售、

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

活动中使用。

3.编造虚假材料骗取

《免予办理强制性产

》

第四十九条 列入目录的产品未经认证，擅自出

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认证认可条例第

六十六条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

定，认证证书注销、撤销或者暂停期间，不符合认证

要求的产品，继续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

活动中使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

照认证认可条例第六十六条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编造

1.列入强制性产

品认证目录的产品的

生产者或者销售者、

进口商应委托经国家

认监委指定的认证机

构进行认证

★★

虚假材料骗取《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证明》或者

获得《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证明》后产品未按照

★

。

2.生产企业应按

照国家标准和认证规

则要求组织生产，持

续保持质量保证能力

符合要求。

3.列入目录产品

的销售者、经营活动

社旗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
质量监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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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行政合规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 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 风险等级 合规建议 指导部门

品认证证明》或者获

得《免予办理强制性

产品认证证明》后产

品未按照原申报用途

使用。

原申报用途使用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其改

正，撤销《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证明》，并依照

认证认可条例第六十六条规定予以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第六十六条 列入目录的产品未经认证，擅自出

的使用者应建立并执

行进货检查验收制

度，验明强制性产品

认证证书、产品合格

证明和其他标识

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的，责令

限期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未经认

证的违法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处货值金额2
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

1.非法买卖和转让认

证证书；

2.伪造、变造、出租

不得非法买卖、

转让、伪造、变

造、出租、出借、

冒用认证证书，

不得转让或者倒

卖认证标

3

志

、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

出借、冒用认证证书；

3.转让或者倒卖认证

标志。

》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非法买卖或者转

让认证证书的，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

其改正，处以3万元罚款。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

第五十三条 伪造、变造、出租、出借、冒用、

买卖或者转让认证证书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责令其改正，处3万元罚款。

应通过法定程序

获得认证，合法使用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

识

★★

转让或者倒卖认证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其改正，处3万元以下罚款。

★

。

社旗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质

量监管股

备注：1.清单并未涵盖所有认证类违法行为。

2.发生频率较高的为★★★，发生频率一般的为★★，发生频率较少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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