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市监函〔2022〕114号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做好 2022年第二批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工作的通知

各市市场监管局，示范区市场监管局，省检验检测中心（省标准

计量技术研究院）：

为贯彻落实《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市场监管

领域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市监食经发〔2022〕22号） 和省

局《2022年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晋市监函〔2022〕103号）等要求，切实加大对防疫用品、塑

料制品等重点工业产品质量的监管力度，根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计划安排，省局决定对洗手液、塑料购物袋、电磁灶、防静电服

等 40种产品开展 2022年第二批监督抽查工作（详见附件 1），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工作任务

（一）工作分工

各市局、示范区局协助配合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抽样工作，

承担本次监督抽查结果处理工作。

山西省检验检测中心承担对洗手液、塑料购物袋、电磁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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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静电服等 40种产品的监督抽检任务。同时，要充分发挥检验

检测技术服务优势,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应开具《产品质量

改进建议书》（详见附件 2），开展针对性的产品质量技术帮扶。

生产者、销售者应当配合监督抽查工作，如实提供监督抽查

所需材料和信息，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碍、拒绝监督抽查。

（二）抽查范围

山西省境内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实体店抽查）。

（三）抽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规范

（试行）》

《洗手液、塑料购物袋、电磁灶、防静电服等 40种产品质

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四）进度要求

2022年 6月 30日前，完成本次抽查所有检验报告和结果通

知的送达工作，送达方式应当直接送达或 EMS送达。7月 10日

前，完成 e-CQS系统录入和结果材料送达。

二、工作重点

监督抽检实行抽检分离制度。除现场检验外，抽样人员不得

承担其抽样产品的检验工作。在生产领域抽查时，检验机构应当

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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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监督抽检产品实际，还应当实行盲样检验，检验机构应

当严密组织好样品的二次编号、交接和检验等工作。

承担产品质量监督抽检任务的检验机构应当拟定相关产品

的监督抽检实施方案和监督抽检实施细则，并报省局审核备案，

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应当在抽样前向社会公开。

（一）抽样工作

承担任务的检验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随机抽取被抽样生

产者、销售者，随机选派抽样人员。抽样人员应当熟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标准等规定。

抽样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出示监

督抽查通知书、抽样人员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抽样人

员应当按照监督抽查实施细则所规定的抽样方法进行抽样；使用

规定的抽样文书记录抽样信息，并对抽样场所、贮存环境、被抽

样产品的标识、库存数量、抽样过程等通过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

留存证据。抽样文书应当经抽样人员和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签

字。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拒绝签字的，抽样人员应当在抽样文

书上注明情况，必要时可以邀请有关人员作为见证人。抽样文书

确需更正或者补充的，应当由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在更正或者

补充处以签名、盖章等方式予以确认。

抽取样品。样品分为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抽样人员应当购

买检验样品，并如实填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样品付费单》。购

买检验样品的价格以生产、销售产品的标价为准；没有标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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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为准。备用样品由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

先行无偿提供。抽样人员应当采取有效的防拆封措施，对检验样

品和备用样品应当采取一次性抽样、分别封样，并由抽样人员和

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签字确认。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应当由抽

样人员携带或者寄递至检验机构。对于易碎品、危险化学品等对

运输、贮存过程有特殊要求的样品，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样

品的运输、贮存过程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不发生影响检验结论的

变化。

备用样品因不易运输、价值昂贵等需要存放在被抽样生产

者、销售者处的，经省局批准后，应当予以封存，在包装箱、包

装物开口处等重要部位加施封存标识，必要时，对易拆卸、易更

换的部位加施封存标识，尽可能封存在企业摄像头可以覆盖并监

控到的区域。封存后，应采取摄像、拍照等形式记录样品封存状

态，同时给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出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样品

封存和处置告知单》。

为保证抽查覆盖面，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抽取样品时，原则

上同一产品只抽查 1个批次，1家企业抽取的样品不得多于 2个

批次。在大型商场、超市等抽样时，可根据其所销售产品的实际

状况，抽取样品的数量应能够反映被抽查销售者的产品质量现

状。

问题处置。抽样人员发现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涉嫌存在无

证无照等无需检验即可判定违法的情形的，应当终止抽样，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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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并填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样品问题报送单》，立即报告省

局，并同时报告涉嫌违法的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所在地市、县

级市场监管部门。

样品确认。后置样品确认环节，承担检验任务的机构应当通

过抽查结果和检验报告进行样品确认。

拒检认定。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以明显不合理的样品价格

等方式阻碍、拒绝或者不配合抽样的，抽样人员应当如实记录并

填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拒检认定表》，并与被抽样生产者、销

售者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共同认定，同时报送省局，以

拒检不合格向社会公布。

抽样工作结束后，按照有关规定，抽样人员应当将《产品质

量监督抽查通知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复查抽样单》《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工作质量及工作纪律反馈单》留给被抽样生产者、

销售者。

（二）检验工作

承担任务的检验机构应当严格按照相关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实施方案组织好样品的接收、登记、检查、保存、检验、处置等

工作，确保检验结果的公正、科学、严谨。

样品接收。检验人员收到样品后，应当通过拍照或者录像的

方式检查记录样品的外观、状态、封条有无破损以及其他可能对

检验结论产生影响的情形，并核对样品与抽样文书的记录是否相

符。对于抽样不规范的样品，检验人员应当拒绝接收并书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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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同时书面报省局。

样品检验。 检验人员应当按照监督抽查实施细则所规定的

检验项目、检验方法、判定规则等进行检验。 检验机构出具检

验报告，应当内容真实齐全、数据准确、结论明确，并按照有关

规定签字、盖章。检验机构和检验人员应当对其出具的检验报告

负责。

被抽样产品实行生产许可、强制性产品认证等管理的，检

验人员应当在检验前核实样品的生产者是否符合相应要求。如果

发现样品的生产者涉嫌存在无证无照等无需检验即可判定违法

的情形的，应当终止检验，并书面报省局。

结果报送。检验机构应当在规定时间内报送检验报告及有关

材料。一是抽样工作结束后，及时将《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样品问

题报送单》报省局。二是将检验合格报告寄送至被抽样生产者（销

售者）和企业所在地市场监管局。三是将检验结果告知书、检验

不合格报告、产品质量改进建议书和抽样单寄送至被抽样企业

（在流通领域抽样的，不合格报告寄送销售企业的同时寄送产品

标称的生产企业）。四是将检验不合格报告在报告出具后 7日内

寄送至省局质量监管处（包括检验报告、产品质量改进建议书和

抽样单各一式 3份）。五是将质量分析报告和检验情况汇总表（电

子版、加盖公章的纸质版）于 6月 30日前报省局。六是将全部

抽检资料（合格报告、不合格报告、抽样单）装订成合订本报省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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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处置。检验任务结束后，承担任务的检验机构应当根据

相关规定处理样品，并将处理情况书面报省局。

1.未付费样品处置。检验结果为合格的未付费样品，检验

机构应当在检验结果异议期满后及时退还受检单位；检验结果为

不合格的未付费样品，检验机构应当在检验结果异议期满后交由

负责结果处理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2.付费样品处置。应当结合实际参照省局《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和风险监测样品处置规定（试行）》要求执行。

（三）后处理工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

理暂行办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后处理工作暂行规

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省局将汇总分析监督抽查结果，依

法向社会发布监督抽查结果公告。

负责结果处理的市场监管部门在接到不合格产品处理通知

后，应当责令生产者立即停止生产同类产品，销售者立即停止销

售同类产品，依法依规对不合格产品的受检企业和拒检企业进行

后处理，建立健全不合格产品追溯机制、案件查办机制、不合格

产品生产销售企业质量分析会机制、结果反馈机制，不断强化产

品质量监管。后处理工作要明确专人负责，严格按规定时限上报

处理结果。

（四）信息录入工作

承担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任务的检验机构应同步完成 e-C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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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录入工作。为加强对监督抽查过程的监管，抽样机构应安排

专人负责 e-CQS系统录入工作，务于当日完成前一天抽样信息

的录入，在检验工作结束后 3个工作日内完成检验结果的录入。

本次监督抽查所需样品的抽取、购买、运输、检验、处置以

及复查等工作费用由财政划拨，不得向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收

取任何费用。

三、有关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各市局、示范区局，

承担监督抽检任务的检验机构要高度重视，结合各地疫情防控实

际，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本次监督抽查工作，组织好抽样、检验

和结果处理等相关工作，确保产品质量安全。

（二）突出工作重点，依法依规落实。相关工作人员要抓住

工作重点，严格遵守监督抽查工作的有关规定要求，严肃工作纪

律，保证抽取样品覆盖性、代表性、真实性的同时，确保监督抽

查结果公正、科学、严谨。结果处理工作效果明显，坚决防止以

罚代改、不罚不改、以改代罚的现象发生。

（三）强化责任意识，确保有序推进。在监督抽查抽样、检

验、结果处理等工作环节，各单位要强化责任意识，健全和完善

责任追究机制，明确每项具体工作的负责人，确保本次监督抽查

任务的有序推进。

附件：1.2022年第二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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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质量改进建议书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 3月 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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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年第二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计划

序号 产品分类 产品名称
抽查

批次
抽查范围

1 日用化学制品及卫生用品 洗手液 20 生产者、销售者

2 日用化学制品及卫生用品 洗衣粉 20 生产者、销售者

3 日用化学制品及卫生用品 衣料用液体洗涤剂 30 生产者、销售者

4 日用化学制品及卫生用品 皂类 20 生产者、销售者

5 日用化学制品及卫生用品 卫生纸 30 生产者、销售者

6 日用化学制品及卫生用品 卫生巾（含卫生护垫） 30 生产者、销售者

7 食品相关产品 塑料瓶盖 30 生产者

8 食品相关产品 复合膜袋 40 生产者、销售者

9 食品相关产品 非复合膜袋 40 生产者、销售者

10 日用杂品 塑料购物袋 20 生产者、销售者

11 日用杂品 太阳镜 30 销售者

12 日用杂品 游泳眼镜 30 销售者

13 日用杂品 装配眼镜 60 生产者、销售者

14 家用电器及电器附件 电磁灶 30 销售者

15 家用电器及电器附件 电水壶 30 销售者

16 家用电器及电器附件 电饭锅（自动电饭煲） 20 销售者

17 家用电器及电器附件 厨房机械 20 销售者

18 家用电器及电器附件 电烤箱及烘烤器具 20 销售者

19 家用电器及电器附件 饮水机 10 销售者

20 家用电器及电器附件 织物蒸汽机 15 销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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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分类 产品名称
抽查

批次
抽查范围

21 家用电器及电器附件 家用电动洗衣机 10 销售者

22 家用电器及电器附件 电动剃须刀 20 销售者

23 家用电器及电器附件 皮肤及毛发护理器具 15 销售者

24 家具及建筑装饰装修材料 木质家具 30 生产者、销售者

25 家具及建筑装饰装修材料 细木工板 20 生产者、销售者

26 家具及建筑装饰装修材料 普通纸面石膏板 20 生产者、销售者

27 家具及建筑装饰装修材料 陶瓷砖 50 生产者、销售者

28 工业生产资料 聚乙烯（PE）管材 20 生产者、销售者

29 工业生产资料
无规共聚聚丙烯

（PP-R）管材
20 生产者、销售者

30 工业生产资料
聚氯乙烯（PVC）

建筑型材
20 生产者、销售者

31 工业生产资料 工业气体 100 生产者、销售者

32 工业生产资料 电缆桥架 10 生产者、销售者

33 服装鞋帽及家用纺织品 毛巾 20 生产者、销售者

34 服装鞋帽及家用纺织品 睡衣居家服 30 生产者、销售者

35 服装鞋帽及家用纺织品 西服、大衣 20 生产者、销售者

36 服装鞋帽及家用纺织品 运动服装 40 生产者、销售者

37 服装鞋帽及家用纺织品 旅游鞋 45 生产者、销售者

38 服装鞋帽及家用纺织品 皮鞋 45 生产者、销售者

39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 防静电服 15 生产者、销售者

40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 普通工作服 5 生产者、销售者

合计 1100

备注
为加大老年人用品质量监管力度，旅游鞋、皮鞋等鞋类产品抽检应

当以“足力健”“百步健”“足间道”等老人鞋为重点，不得低于 10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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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产品质量改进建议书

报告编号：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受检单位 生产单位

检验机构

不合格项目

本次抽检质量
问题描述

原因分析

改进建议

备注：

检验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抄送：驻局纪检监察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