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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罚5万元后加罚5万
又被申请强制执行

福建一名老农因销售不合格芹菜获利14元，收到5万元罚单，还因未及时缴纳罚
款，市场监管部门对其再加处罚款5万元。

但因为老农无力履行罚款，市场监管局便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行政处罚及加处
罚款等。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这位老农并非职业菜贩，系首次违法，案涉不合格芹菜货值
136.5元，获利仅14元，金额显属较小，其本人并不知晓销售芹菜不合格，且案发后能够配
合调查，如实说明不合格芹菜来源，积极举报他人无照经营，具有立功行为，应当依法予以减
轻或不予处罚、市场监管局作出“处以罚款五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处罚畸重。

判决对市场监管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裁定不准予强制执行。
随后，市场监管局提出复议申请，二审法院裁定驳回复议申请，维持原裁定。

据闽侯县政法委官方微信号“平
安闽侯”今年6月7日披露：

2019年9月11日，家住闽侯的陈伯
出门路过隔壁王大姐家的菜地。“老
陈，今天的芹菜特别‘水灵’，要不要带
一点，你拿去批发市场，保证马上就能
出手。”王大姐爽朗地攀谈道。最后，
陈伯花了122.5元买下这70斤芹菜。

随后，拉着70斤芹菜的陈伯来到
某蔬菜批发商行，以每斤1.95元的价格
将芹菜都卖给了蔬菜批发商行，转手
赚了14元。当天，百里之外的某便民
超市从该蔬菜批发商行采买了一批果
蔬，其中就包括陈伯卖给商行的7.5斤
芹菜。

隔天，该超市当地的市场监管局
在日常监督执法中，抽检了该批芹菜，

经送检，发现毒死蜱项目不符合
GB276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
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该批次
芹菜检验结论不合格。

（毒死蜱是一种乳油制剂杀虫剂，
属胆碱酯酶抑制剂，中毒症状有头痛、
头晕、无力，视力模糊、恶心、呕吐、瞳
孔缩小、肌肉震颤，重者出现肺水肿、
昏迷，对眼和皮肤有刺激性，有致敏
性。2013年12月9日，当时的农业部第
2032号公告明确规定：“自2016年12月
31日起，全面禁止毒死蜱和三唑磷在
蔬菜上使用。）

2021年2月8日，陈伯因涉嫌销售
不合格芹菜被当地市场监管局依法立
案调查。

这下陈伯才知道自己“闯了祸”，

一时间慌了神。
市场监管局于2022年4月22日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陈伯改正
并对其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14元，
处以罚款5万元。

收到处罚决定书后的陈伯整日坐
立难安，“我真不知道那菜不合格啊，
我愿意接受处罚，但就赚了14元，罚我
5万元，我去哪赚这些个钱啊。”

一筹莫展的陈伯没有在法定期限
内申请行政复议，也没提起诉讼。因
其未主动缴纳罚款，市场监管局于
2022年12月19日依法向陈伯催告，督
促陈伯及时缴纳罚款5万元并加处罚
款5万元。经催告，陈伯无力履行，市
场监管局于2023年2月14日，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行政处罚及加处罚款等。

去年曾有类似事件发生

去年8月，也有一起相似事件发生。
据央视新闻报道，2021年10月，经营蔬

菜粮油店的罗某夫妇购进了7斤芹菜用于销
售，其中2斤被有关部门抽样调查，另外5斤
卖了出去。一个月后，他们接到检验报告，
说这批芹菜检验不合格。因为原始进货票
据遗失，已经出售的5斤芹菜又无法追回，有
关部门以该店涉嫌经营超过食品安全标准
限量食品为由，依照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
对其作出6.6万元处罚。

被罚之后，罗某夫妇将此事反映到“国
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国务院督察组经调
查认为，当地有关部门的罚款决定有过罚不
当之嫌。

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第十六督查组认
为，该案案值仅几十块钱，罚几万块钱，过罚
明显不相当。经查阅榆林市市场监管局
2021年以来食品类行政处罚台账，发现针对
小微市场主体的50多起处罚中，罚款超过5
万元的就有21起，而他们的案值只有几十或
几百元。

榆林市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接受央视
新闻采访表示，卖出5斤超标芹菜被罚6.6万
元确实属于“过罚不当”。

2022年8月30日，陕西对榆林等地行政
处罚“过罚不当”进行全省通报部署整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于2021
年7月15日起施行，该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规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2021年11月15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贯
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
知》第九点“坚持行政处罚宽严相济”明确，

“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复制推
广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的要求，全
面落实‘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
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根据实际
制定发布多个领域的包容免罚清单；对当事
人违法行为依法免予行政处罚的，采取签订
承诺书等方式教育、引导、督促其自觉守
法。”

据平安闽侯、《福州日报》、央视新闻等

一时间，陈伯卖芹菜赚了14元被
罚款5万元的事也引发街坊邻居的讨
论。“就卖了这一回，罚得也太重了，谁
能想到这菜不合格啊。”“谁买得起几十
万元的检测设备进行进货查验啊？”

也有人说：“毒死蜱是一种杀虫剂，
具有一定毒性，那肯定会影响健康安
全，你要是吃了，你什么感受？而且已
经按照最低标准5万元处罚了”。

据“平安闽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作出的行政处罚有明确法律根据，《食
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生产
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
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
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
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的，货值不足一万元，并处五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罚款”，也就是说罚款的起
点就是5万元。

但按照《行政处罚法》的基本原则，
处罚应该和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危
害程度，主观过错相一致，也就是“过罚
相当”。《行政处罚法》规定了违法情节
轻微及时纠正不罚、初次违法后果轻微
及时纠正不罚、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
等情形不罚。陈伯违法情节显著轻微，
这么罚确实“过罚不当”。

闽侯法院经审理认为，陈伯并非职
业菜贩，系首次违法，案涉不合格芹菜
货值136.5元，获利仅14元，金额显属较
小，其本人并不知晓销售芹菜不合格，
且案发后能够配合调查，如实说明不合

格芹菜来源，积极举报他人无照经营，
具有立功行为，应当依法予以减轻或不
予处罚、市场监管局作出“处以罚款五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处罚畸重。且
在行政程序方面，市场监管局于2021
年2月8日予以立案调查，于2022年4月
22日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时也
已超过法定办案期限，程序亦违法。故
对市场监管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裁
定不准予强制执行。

随后，市场监管局提出复议申请，
二审法院裁定驳回复议申请，维持原
裁定。

得知结果后的陈伯也最终松了一
口气。这件事告一段落，但对陈伯来说
仍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获利14元，共计被罚款10万元

法院：处罚畸重，不准予强制执行

不准予强制执行

老农卖不合格芹菜获利14元

最终，法院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