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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起，“史上最严”食品安全法实施，网络食品纳入监管

在朋友圈卖美食 也得证照齐全

新食品安全法不仅将网络食品经营的门槛提高了，
同时消费者在维权时也有了更多的保障。

根据新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消费者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购买食品，其合
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入网食品经营者或者食品生
产者要求赔偿。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不能
提供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
的，由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赔偿。”

“以前消费者常常遇到联系不到卖家，无法索赔的
情况，但根据新规如果联系不上卖家，购物网站需要承
担替代责任，赔偿后，再由购物网站向卖家进行追偿。”
晚报律师帮帮团成员律师平艳玲表示。

同时，如果在网上买到问题食品，商家的赔偿金额
也与以前有了较大变化，根据新食品安全法规定，生产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
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
的赔偿金；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按1000元算。

“如果消费者买了一份10元的快餐，但该快餐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除了拿回买快餐的10元钱，还能获得
1000元赔偿。而在以往，消费者顶多获得100元的赔
偿。”平艳玲解释。

同时，工商人员也提醒消费者，为了便于维权，您在
购买前要对商品进行相关信息的核对，比如价格、规格等，
确认清楚再决定是否购买；在交易过程中，要注意保存所有
凭证，如购物发票、卖家真实的联系方式、交易记录等。

根据新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二条的
规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
者应当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
登记，明确其食品安全管理责任；依
法应当取得许可证的，还应当审查其
许可证。

“新规出台意味着网络食品的销
售管理更加严格了，在网络上销售食
品之前，网店店主需要向其所在的网
络平台提供相关证明和许可证。”市工
商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据了解，新食品安全法中提到的
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是指国家对食
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审核后颁
发相应许可证的统称，主要包括“食品
生产许可证”“食品流通许可证”“餐饮
服务许可证”。此次网店食品行业准

入，主要涉及食品经营的许可，即准入
审核的是“食品流通许可证”，另外卖家
还需要提交相应的工商营业执照。

按照新规，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
平台提供者发现入网食品经营者有违
反本法规定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
立即报告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
的，应当立即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
服务。

“目前，工商部门正在和第三方平
台进行协调沟通，未来在第三方平台
或将出现直接为消费者提供消费维权
的通道，消费者在第三方平台上遇到
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可直接点
进窗口直接向工商部门进行投诉。”该
工作人员表示。

“这项规定的出台其实是我一直
期待的，因为管理规范了，这块市场才
能更好地发展，也能保护更多流程规
范、信誉好的商家。”市民小陈是我市
一家微信美食店的老板，12日记者见
到她时她正准备到工商部门办理营业
执照。

小陈告诉记者，在2014年年底开
业之前，她曾做过简单的市场调查，
当时我市做微信美食的账号不足20
个，但从今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到了微信美食的创业大军中，据小陈
粗略统计，目前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
400多。

小陈坦言她在开店时当并没有办

理相关证件，在经营过程中，也很少遇
到顾客要求查看营业执照等证件的情
况。在上百个微信美食账号中，像小
陈这样开店前没有办理相关证件的店
家占了绝大多数。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新规出台，我
市已经有部分网络商家主动向消费者
出示了营业执照等证件。

除了微信美食，火爆的还有各种
外卖APP，8日，记者打开“饿了吗”

“口碑外卖”“美团外卖”等多个外卖
APP，其中在“饿了么”APP中在商家
信息中已经可以查到“营业执照”这一
项，记者随意点开6个商家，其中有3
个已经上传营业执照。

□记者 范瑞 通讯员 李玮

麻辣小龙虾、盖浇
饭、擀面皮、比萨饼……
继网络代购、微信卖面膜
之后，如今网络私房美食
成了众多网友追捧的“新宠”。

自10月1日起，被称为“史上
最严”的新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
首次将网络食品经营纳入监管，
这意味着在网络平台售卖食品的
经营者，都必须申请营业执照、食
品流通许可证等相关证照才能入
网经营。这意味着，以后在微信
等网络平台上做美食生意，门槛
变高了。

调查：仅有部分商家主动出示相关证照

新规：网上卖食品，商家要证照全

维权：可向第三方平台直接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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