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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民房里
堆着如山假冒化妆品

日前，余姚市市场监管局临山市场监

管所接到某化妆品品牌方举报，称临山镇

内有一个生产假冒化妆品的窝点。该所迅

速出动，掌握了窝点隐蔽在居民区中的情

况。一开始执法人员遍寻不得，使用导航

也无济于事，最后在周围群众的帮助下才

找到该窝点。群众告诉执法人员，“这是本

地人开的一间塑料厂”，他们经常会闻到刺

鼻味，但里面情况具体如何，他们并不

清楚。

从外观上看，这个窝点与普通民房并

无两样，待执法人员进入查看后，却是另一

番景象：一楼是仓库，堆着如山的化妆品，

包括欧莱雅、mac以及印度品牌等，各种颜

色、规格一应俱全，包装盒上的产地标注有

中、印、德等国，但没有中文标签；二楼是工

作区，不少工人正在生产作业，桌上混乱堆

着眼线笔。“整个现场看起来真是触目惊

心。”执法人员说，他们立即控制住现场，并

将情况上报。

执法人员
被刺鼻味熏到过敏

随后的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当事人

注册了一家“余姚市某塑料厂”，登记地址

就在附近。这家工厂会不会也有猫腻？执

法人员马上对该厂进行检查。原来，该窝

点由东西两间厂房组成，从而形成一条完

整的眼线笔生产链。工人先在西边厂房里

进行笔身注塑、商标烫金印刷，再拿到东边

厂房进行组装，而眼线笔芯的生产则位于

围墙后一间隐蔽的小屋里，里面2名工人

围着污迹斑斑的桌子，徒手将不明膏状物

质挤压进模具。

“我干执法工作这么多年，从未见过这

样肮脏污秽的生产环境！”一位有着10多

年执法经验的市场监管干部直呼“受不

了”，甚至有执法人员在进入现场后不久，

就因气味刺激出现了过敏症状。

经清点，该窝点共有工人20人、相关

设备8台、成品组装车间2个。令人震惊的

是，现场查获的220万件眼线笔并没有取

得任何品牌方的授权，该窝点甚至没有任

何资质。工人是从外地雇佣的，至于他们

制作眼线笔芯的原料安全性如何，老板和

工人都说不上来。

据介绍，为搬运这些涉案物品，搬运工

人装了整整7大车才清理完毕。

砷含量
达国家上限的2倍

随后，余姚市市场监管局将这些眼线

笔紧急送检。经检验，其中一批次眼线笔

的砷含量达到了国家标准上限值的2倍，

被判定为不合格。

据了解，这类眼线笔出厂价每支不会

超过一元，生产成本还会更低。执法人员

通过搜索网购平台发现，同类型眼线笔终

端售价在每支20至40元不等，而大牌眼

线笔正品价格更是达到了每支80至200

元不等。这些假冒眼线笔销售出去，利润

甚至达上百倍。

由于涉案金额巨大，当事人已涉嫌犯

罪，余姚市市场监管局将案件移送公安

机关。

举报奖励只有0.2元

2017年初，贾某从一超市购买了一包

价值2.02元的过期食品，并于2017年3月

向当地食药监管部门（以下简称“食药监

局”）进行举报和申请奖励。半年后，食药

监局向涉案超市作出没收违法所得2.02

元并罚款5万元的处罚决定。

2017年10月，食药监局向原告支付

此次举报奖励款0.2元，并向贾某作出《奖

励情况说明》。贾某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

诉讼，诉请重新进行奖励。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某食药监局

依据事实，参照当地《奖励办法》规定，以涉

案商品货值金额（价值2.02元）的10%比

例对原告贾某实施奖励，其适用规范性文

件并无不当，遂判决驳回了原告的法律

诉请。

贾某不服，以“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

济南市中院提起上诉。

奖励行为适用法律规范
产生争议

二审期间，贾某称，被上诉人所依据的

济南市《奖励办法》不属于规范性文件，部分

条款与我国现行的67号《奖励办法》不一

致。首先，济南市《奖励办法》虽然制发主体

明确，但制发程序、权限、审查机制不全面，

没有统一登记和编号，且被上诉人未提交制

定该办法时征求公众意见、举行听证会或组

织专家咨询论证的相关证据，因此该办法不

属于规范性文件。其次，该《奖励办法》的制

定是依据国食药监办（2013）13号《食品药

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以下简称“13号

《奖励办法》”），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作出《奖

励情况说明》时，13号《奖励办法》已被67号

《奖励办法》废止，依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

原则，被上诉人应当依据67号《奖励办法》的

规定对上诉人作出举报奖励。

被上诉人辩称，第一、济南市《奖励办

法》是依法发布、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

适用该《奖励办法》并无不当。第二、67号

《奖励办法》和济南市《奖励办法》均属于规

范性文件；依据我国相关规定，规范性文件

之间无效力层次之分，不存在“上位法与下

位法”。第三、67号《奖励办法》以及山东

乃至国家相关文件均授权地方可结合本地

实际情况制定细则，但目前济南市尚未出

台新的奖励办法，故本案被上诉人适用济

南市《奖励办法》并无不当。

据悉，67号《奖励办法》对一级举报奖

励进行明文规定，一般按涉案货值金额或

者罚没款金额的4％—6％给予奖励；按此

计算不足2000元的，给予2000元奖励。

济南市《奖励办法》对一级举报奖励规定为

按案件货值金额的10％给予奖励。

法院判令撤销一审判决

济南市中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

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贾某作出的奖励行为适

用法律规范是否正确。

首先，应审查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合法

性、地域性和有效性。根据我国立法精神，

国家相关部门可在其权限范围内公布并实

施相应举报奖励办法，在适用地域上未作

出特别规定的，其效力遍及全国。地方可

依据行政区域管理的需要，制定具体举报

奖励办法，仅在行政区域内有效。

其次，在上下级部门规范性文件均有效

的情况下，如果下级部门规范性文件与上级

部门规范性文件不一致，应优先适用上级部

门规范性文件规定。上级主管部门以规范

性文件的形式发布政令，是我国行政管理的

基本手段，下级部门应当遵从。下级部门在

制定部门规范性文件时，不得减损公民、法

人或其他组织权利或增加其义务；否则，如

导致行政行为结果出现较大差异时，优先适

用上级部门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案中，济

南市《奖励办法》是根据13号《奖励办法》制

定的。2017年8月9日，国家对13号《奖励

办法》进行修订，公布并实施67号《奖励办

法》，同时废止13号《奖励办法》。济南市《奖

励办法》规定的内容与67号《奖励办法》相一

致的部分，在其行政区域内应当具有法律效

力；与67号《奖励办法》不一致的部分，应适

用67号《奖励办法》相关规定。

最后，在优先适用上级部门规范性文

件时，还应遵循对行政相对人有利的原则

选择适用部门规范性文件。本案如适用不

同的《奖励办法》，结果差距较大。在适用

上下级部门规范性文件导致行政行为结果

出现较大差异时，应遵循“有利于行政相对

人”的原则，适用67号《奖励办法》的相关

规定。综上，济南市中院遂依法判令撤销

一审判决，并责令相关部门重新对上诉人

贾某作出奖励行为。

举报过期食品只获0.2元奖励 打假人不服提出上诉
济南中院判令相关部门重新作出奖励行为
《人民法院报》孙继发 纪小槌

举报过期食品，却讨来0.2元“奖励”，这让济南市民贾某很不服气。近日，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这起“行政奖励案”，判令相关部门重新作出奖

励行为。

一走进生产窝点，有执法人员直接被熏过敏
这种地方做出来的眼线笔，你敢用？
本报记者 潘旭萍

日前，余姚市市场监管局捣毁

了一处生产假冒伪劣化妆品的大

型窝点，仿冒品牌从欧莱雅、mac

到印度小众品牌都有，成本不到1

元，有的产品砷含量超出国家上限

的2倍，涉案货值超百万元。窝点

生产环境之恶劣，让执法10多年

的工作人员直呼“没见过”，甚至还

有被刺鼻味熏到当场过敏的。目

前，涉案当事人已被移送公安

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