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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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释〔2024〕9 号

（2024 年 3 月 18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918 次

会议通过，自 2024 年 8 月 22 日起施行）

为正确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依法保护食品药

品安全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

定本解释。

第一条 购买者因个人或者家庭生活消费需要购买的食品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购买后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

二款规定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支付惩罚性赔偿金的，人民法院

依法予以支持。

没有证据证明购买者明知所购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仍然购买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购买者请求以其实际支付价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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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数计算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第二条 购买者明知所购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

所购买药品是假药、劣药，购买后请求经营者返还价款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经营者请求购买者返还食品、药品，如果食品标签、标志或

者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生产者在采取补救措施且能

保证食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继续销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应

当对食品、药品采取无害化处理、销毁等措施的，依照食品安全

法、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处理。

第三条 受托人明知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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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者依照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或者药品管理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

请求受托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受托

人不以代购为业的除外。

以代购为业的受托人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

者假药、劣药仍然代购，向购买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后向生产

者追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受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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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生产者追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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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者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依照食品

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



－3－

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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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具体管理办法等规定，但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购买者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

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五条 食品不符合食品中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限量规定，

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要求，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

的营养成分要求，与卫生、营养等食品安全要求有关的标签、标

志、说明书要求以及与食品安全有关的质量要求等方面的食品安

全标准，购买者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请求

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六条 购买者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为由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支付惩罚性赔偿金，生产者或者经营

者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瑕疵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

成误导为由进行抗辩，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对生产者

或者经营者的抗辩不予支持：

（一）未标明食品安全标准要求必须标明的事项，但属于本

解释第八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二）故意错标食品安全标准要求必须标明的事项；

（三）未正确标明食品安全标准要求必须标明的事项，足以

导致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产生误解。

第七条 购买者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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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由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支付惩罚性赔偿金，生产者或者经营

者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虽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不影响食品安

全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对其抗辩不予支持，但食品的标签、

说明书瑕疵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除外：

（一）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五十条关于食品安全的规定，

足以认定标签、说明书瑕疵不影响食品安全；

（二）根据购买者在购买食品时是否明知瑕疵存在、瑕疵是

否会导致普通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产生误解等事实，足以认定标签、

说明书瑕疵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

第八条 购买者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为由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支付惩罚性赔偿金，食品的标签、说

明书虽存在瑕疵但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文字、符号、数字的字号、字体、字高不规范，或者

外文字号、字高大于中文；

（二）出现错别字、多字、漏字、繁体字或者外文翻译不准

确，但不会导致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产生误解；

（三）净含量、规格的标示方式和格式不规范，食品、食品

添加剂以及配料使用的俗称或者简称等不规范，营养成分表、配

料表顺序、数值、单位标示不规范，或者营养成分表数值修约间

隔、“0”界限值、标示单位不规范，但不会导致消费者对食品安

全产生误解；

（四）对没有特殊贮存条件要求的食品，未按照规定标示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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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条件；

（五）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其他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

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

第九条 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明知

是假药、劣药仍然销售、使用的行为构成欺诈，购买者选择依照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药品管理法第一百四十四条

第三款或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起诉请求经

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购买者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或者药品管

理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起诉请求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

责任，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购买者请求不成立但经营者行为构成

欺诈，购买者变更为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

定请求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十条 购买者因个人或者家庭生活消费需要购买的药品

是假药、劣药，依照药品管理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请求

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支付惩罚性赔偿金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十一条 购买者依照药品管理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三款

规定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支付惩罚性赔偿金，生产者或者经营

者抗辩不应适用药品管理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存在下

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对其抗辩应予支持：

（一）不以营利为目的实施带有自救、互助性质的生产、销

售少量药品行为，且未造成他人伤害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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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民间传统配方制售药品，数量不大，且未造成他

人伤害后果；

（三）不以营利为目的实施带有自救、互助性质的进口少量

境外合法上市药品行为。

对于是否属于民间传统配方难以确定的，可以根据地市级以

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出具的意见，结合其他证据作

出认定。

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或者行政机关、药品检验机构提供

的检验结论、认定意见等证据足以证明生产、销售或者使用的药

品属于假药、劣药的，不适用本条第一款规定。

第十二条 购买者明知所购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依

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

支付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合理生活消费

需要范围内依法支持购买者诉讼请求。

人民法院可以综合保质期、普通消费者通常消费习惯等因素

认定购买者合理生活消费需要的食品数量。

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主张购买者明知所购买食品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仍然购买索赔的，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

第十三条 购买者明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在短时间

内多次购买，并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起诉

请求同一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按每次购买金额分别计算惩罚性赔偿

金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购买者多次购买相同食品的总数，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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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依法支持其诉讼请求。

第十四条 购买者明知所购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在

短时间内多次购买，并多次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

款规定就同一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起诉请求同一生产者或

者经营者支付惩罚性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合理生活消费需

要范围内依法支持其诉讼请求。

人民法院可以综合保质期、普通消费者通常消费习惯、购买

者的购买频次等因素认定购买者每次起诉的食品数量是否超出合

理生活消费需要。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过程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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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及时将有关违法犯罪线索、材料移送

公安机关。

第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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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

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购买者诉讼请求；构成虚假诉讼的，人民

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根据情节轻重对其予以罚款、

拘留。

购买者行为侵害生产者或者经营者的名誉权等权利，生产者

或者经营者请求购买者承担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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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过程中，发现

当事人的行为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及假药、劣药，虚

假诉讼等违法犯罪的，应当及时将有关违法犯罪线索、材料移送

有关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过程中，发现

违法生产、销售、使用食品、药品行为的，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

生产者或者经营者发出司法建议。

第十九条 本解释自 2024 年 8 月 22 日起施行。

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民事案件，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

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

的民事案件，不适用本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