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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个别购买者为牟取非法利益，有
的夹带过期食品进商店，购买后向经营者索
赔；有的相互串通，一人私藏过期食品，另一
人购买后向经营者索赔；有的篡改食品药品
生产日期，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索赔。这类
恶意制造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违法生产经营食
品药品的假象、违法索赔的行为，损害生产经
营者利益、扰乱生产经营秩序、耗费司法和行
政资源，人民法院将依法予以惩治。

《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如果购买者恶意
制造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违法生产经营食品、
药品的假象，以投诉、起诉等方式相要挟，向
生产者或者经营者索取赔偿金，涉嫌敲诈勒
索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将有关违法犯罪线
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对于购买者行为是
否构成敲诈勒索犯罪的问题，应当依据刑法
等法律规定作出认定。

《解释》第十六条对购买者恶意制造生产
者或者经营者违法生产经营食品、药品的假
象并起诉索赔的处理作出规定：一是应当驳
回购买者诉讼请求；二是对虚假诉讼行为人
予以罚款、拘留；三是依法支持生产者或者经
营者请求购买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主张。
通过提高违法成本遏制违法索赔行为。

《解释》第十七条还规定，购买者行为涉
嫌虚假诉讼罪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将有关
违法犯罪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以惩治违
法索赔行为，保护生产经营者合法权益，维护
正常市场秩序。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是否要
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对于小作坊责任，陈宜芳介绍，《解释》第
四条要求准确理解和适用食品安全法规定，
既要保护食品安全，又要避免不当加重食品
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等生产经营者责
任。

最高法明确，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
品摊贩数量众多，与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关系
密切，《解释》第四条第一款规定，食品生产加
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等生产经营的食品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应当依法承担惩罚性赔
偿责任。

同时，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食品摊贩生
产经营的食品多是散装食品，不适用《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规定。

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瑕
疵的，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不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标签、说明书问题是食品安全纠纷中常见的
争议问题，也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解释》
共用三个条文专门对这一问题作出规定。

《解释》第六条对不属于食品标签、说明书瑕疵
的情形作出规定，明确应标未标、故意错标和重大
错标均不属于食品标签、说明书瑕疵。关于故意错
标的规定主要针对生产经营假冒伪劣食品的行为。

《解释》第七条规定标签、说明书瑕疵应当同时
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不影响食品安全。是否影响食
品安全应当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五十条关于食
品安全的规定作实质性判断。二是不会对消费者
造成误导。《解释》采取主客观相结合的原则认定标
签、说明书瑕疵是否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如果购
买者在购买食品时明知存在瑕疵，则不构成误导；
如果购买者不明知，则以瑕疵是否会导致普通消费
者对食品安全产生误解作为判断标准。

《解释》第八条则对食品标签、说明书瑕疵的
表现形式作出规定。

如何认定
标签、说明书瑕疵？

代购不合格食品药品
是否要担责？

小作坊、摊贩
是否要担责？

“知假买假”者
是否属于消费者？

如何打击和遏制
违法索赔？

N新华社 北京日报
央视 中新网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

食品药品安全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假冒
伪劣食品、药品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21日，最高人民法院举
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共19条，对保护
普通消费者维权、退款和返还食品药品、代购人责任、小作坊责任、标
签说明书瑕疵认定、惩罚性赔偿责任竞合、生产经营假药劣药责任、
惩罚性赔偿金基数认定、规制连续购买索赔和反复索赔、惩治违法
索赔等作出规定。《解释》将自2024年8月22日起施行。

针对保护普通消费者维权，最高人民法院民
一庭庭长陈宜芳介绍，《解释》对所有购买者均在
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支持惩罚性赔偿请求。第一
条规定，如果购买者系因个人或者家庭生活消费
需要购买食品，没有证据证明其明知所购买食品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仍然购买的，应当以实际支
付价款为基数计算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充
分保护普通消费者的维权行为。

同时，《解释》对恶意高额索赔、连续购买索赔
和反复索赔行为予以规制。其中，第十四条规定，
对于“知假买假”者连续购买并反复索赔，应当综
合考虑保质期、普通消费者通常消费习惯、购买者
的购买频次等因素，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
支持其惩罚性赔偿请求。

“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其提出
的惩罚性赔偿请求能否得到支持？

最高法明确，“知假买假”者未必不属于
消费者。例如，有的消费者知道缺少中文标
签的进口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仍愿意
购买，其主观目的可能是消费，也可能是维
权，或者兼而有之。

“购买者的主观动机很难判断。司法解
释坚持客观标准，只要购买数量没有超出普
通消费者合理生活消费需要，就依法支持
购买者惩罚性赔偿请求。既打击和遏制违
法制售食品药品的行为，保护食品药品安
全，又防止‘知假买假’者恶意高额索赔，维

护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随着互联网经济发展，代购已经成为
消费者重要的购物方式。如果代购了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假药、劣药，代
购人是否要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如果要承

担责任，代购人是否能向生产者追偿？
对于代购人责任，陈宜芳介绍，《解释》第三条

规定，代购人如果以代购为业，应当依法承担惩罚性
赔偿责任。
最高法明确，代购人是否要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问

题，应当区分情形作出认定：一是人民群众之间偶发、互助性质
的代购不属于经营行为，代购人不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二
是以代购为业的代购人属于经营者，如果其明知消费者委托购
买的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假药、劣药，仍然代购，
应当依法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代购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后不享有对生产者的追偿
权。因为惩罚性赔偿责任以打击和遏制违法行为为目标，如果
允许其向生产者追偿，不利于打击和遏制违法代购行为。如果
代购人不知道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假药、劣药而
代购，向购买者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依法向生产者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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