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抽查事项大类 抽查内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抽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依据

农药监督检查
农药标签、农药许可证件、
农药生产原料进货出厂销售
记录、农药经营购销台账

农药生产经营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农药生产企业抽查
比例为10%，农药
经营者抽查比例为
1%，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频次

1.《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二十一条：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可能危及
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药、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肥料等农业投
入品进行监督抽查，并公布抽查结果。
2.《农药管理条例》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农药监督管理工作。
3.《农药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条：县级以上地方农业部门应
当加强对农药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定期调查统计农药生产情况，
建立农药生产诚信档案并予以公布。
4.《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地方农业部门
应当对农药经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定期调查统计农药销售情况，
建立农药经营诚信档案并予以公布。

肥料监督检查

肥料产品质量、包装标签、
登记证号

肥料生产经
营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抽查比例为5%，每
年1次

《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
定对辖区内的肥料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的肥料进行定期或不定期
监督、检查，必要时按照规定抽取样品和索取有关资料，有关单位
不得拒绝和隐瞒。对质量不合格的产品，要限期改进。对质量连续
不合格的产品，肥料登记证有效期满后不予续展。企业生产条件

种子监督检查

生产经营许可、品种审定、
品种权授权、标签和使用说
明，经营主体备案，生产经
营档案，农作物种子质量

种子生产经
营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质量检验

抽查比例为5%，每
年1次

1.《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七条：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应
当加强对种子质量的监督检查。
2.《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监督
抽查是指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种子管理
机构和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对生产、销售的农作物种子进行扦样、检
验，并按规定对抽查结果公布和处理的活动。
3.《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农业主管部
门应当对种子生产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发现不符合本办法的违
法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4.《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督检查，发现种子标签和使用说
明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相关规
定进行处罚。



对生产、调运农
业植物种子及应
检植物、植物产
品的检疫检查

生产农业植物种子的单位、
繁育基地选址是否征求植物
检疫机构的意见；生长期间
是否有检疫性有害生物发生
。核查有无植物检疫证书；
核查证书是否真实有效；核
查实物与证书品种、数量等
内容是否一致

农业植物种
子及应检植
物、植物产
品生产、经
营单位或个
人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抽查频次根
据监管需要确定

1.《植物检疫条例》第七条：调运植物和植物产品，属于下列情况
的，必须经过检疫：（一）列入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
的，运出发生疫情的县级行政区域之前，必须经过检疫；（二）凡
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不论是否列入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
产品名单和运往何地，在调运之前，都必须经过检疫。
2.《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十条：根据《植物检
疫条例》第七条和第八条第三款的规定，省间调运植物、植物产
品，属于下列情况的必须实施检疫：(一)凡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
材料，不论是否列入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和运往何地，
在调运之前，都必须经过检疫；(二)列入全国和省、自治区、直辖
市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的植物产品，运出发生疫情的县
级行政区域之前，必须经过检疫；(三)对可能受疫情污染的包装材
料、运载工具、场地、仓库等也应实施检疫。
3.《植物检疫条例》第十一条：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的繁育
单位，必须有计划地建立无植物检疫对象的种苗繁育基地、母树林
基地。试验、推广的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不得带有植物检
疫对象。植物检疫机构应实施产地检疫。

水生野生动物保
护执法监督检查

从事猎捕活动取得特许猎捕
证的情况

利用水生野
生动物及其
制品的单位
、企业、社
会组织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抽查比例为5%，抽
查频次根据监管需
要确定

1.《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
护主管部门应当对科学研究、人工繁育、公众展示展演等利用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的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
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出售、购买、利用、运
输、寄递等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十九条：县级
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
水生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经营利用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加强对经
营利用水生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监督管理。

从事驯养繁殖取得人工繁育
许可证的情况

从事经营活动取得经营利用
许可证和使用专用标识的情
况

从事进出口活动取得经营利
用许可证的情况

猎捕、繁育、经营管理、进
出口活动是否符合符合相应
的条件等



对种畜禽生产经
营的监督检查

为种畜禽场选址布局

种畜禽生产
经营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实地检查
比例不低于5%，每
年1次

《畜牧法》(2005年12月通过，2015年4月修订):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种畜禽质
量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

种畜禽品种、代次、存栏情
况

专业人员、设施设备情况

生产管理规范、育种记录及
其他管理制度

档案管理

卫生防疫

销售记录

许可证情况

安全生产情况

其他情况等

对生鲜乳生产、
收购环节的监督
检查

生鲜乳收购站：查验是否具
有生鲜乳收购许可证

生鲜乳生产
收购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实地检查
比例不低于5%，每
年1次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2008年国务院令第536号):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负责奶畜饲养以及
生鲜乳生产环节、收购环节的监督管理。”

生鲜乳收购站：生鲜乳生产
收购条件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生鲜乳收购站：生鲜乳生产
收购相关记录是否完整



对生鲜乳生产、
收购环节的监督
检查

生鲜乳收购站：监督抽查生
产收购的生鲜乳质量是否符
合国家标准要求

生鲜乳生产
收购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实地检查
比例不低于5%，每
年1次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2008年国务院令第536号):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负责奶畜饲养以及
生鲜乳生产环节、收购环节的监督管理。”

生鲜乳运输车：查验是否具
有生鲜乳准运证

生鲜乳运输车：查验生鲜乳
交接单记载是否全面、规范
、准确

生鲜乳运输车：监督抽查运
输的生鲜乳质量是否符合国
家标准要求

对饲草草种生产
经营的监督检查

是否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种子法》、农业部《草
种管理办法》等规定的违法
行为，草种子质量安全是否
符合要求等。

草种生产经
营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实地检查
比例不低于5%，每
年1次

《草种管理办法》(2006年1月农业部令第56号):
第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
域内的草种管理工作。”第三十七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草
原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全国规划和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监督抽查
计划。”

防疫检疫检查

对向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输入
易感动物、动物产品实施检
疫的行政检查

养殖场、屠
宰场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2%，抽查频次根
据监管需要确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疫法》第七十四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疫法》第九十八条第五款。

对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合格
证核发的行政检查

养殖场、屠
宰场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2%，抽查频次根
据监管需要确定

1.《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2006年6月通过）第三十一条
。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疫法》第七十六条第四款。

对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
的行政检查

养殖场、屠
宰场、隔离
场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2%，抽查频次根
据监管需要确定

1.《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2010年1月发布）第三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疫法》第二十四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疫法》第九十九条。



对动物诊疗机构
的监督检查

对执业兽医备案的行政检查
动物诊疗机
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2%，抽查频次根
据监管需要确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疫法》第六十九条。
2.《执业兽医管理办法》（2008年11月通过，2013年9月修订）第四
条。

对执业兽医资格证核发监管
的行政核查

动物诊疗机
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2%，抽查频次根
据监管需要确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疫法》第六十一条。
2.《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2008年11月修订）第三条。

对病死畜禽无害
化处理厂的监督
检查

对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行
政检查

无害化处理
厂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2%，抽查频次根
据监管需要确定

《山东省动物防疫条例》（2001年12月通过，2017年1月修改）第四
十二条。

对兽药生产监督
检查

对批准生产的兽药进行的行
政检查

兽药生产企
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1次

1.《兽药管理条例》第三条。
2.《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验收办法》第二条。

对兽药生产活动的行政检
查；对兽药生产企业的监督
检查

兽药生产企
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抽查频次根
据监管需要确定

1.《兽药管理条例》第三条。
2.《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验收办法》第二条。

对兽用易制毒化学品等特殊
管制兽药监督检查

兽药生产企
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抽查频次根
据监管需要确定

1.《兽药管理条例》第三条。
2.《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验收办法》第二条。
3.《兽用麻醉药品的供应使用管理办法》。

兽用生物制品批签发样品销
毁的监督检查

兽用生物制
品生产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每年多次，100%全
覆盖检查

1.《兽药管理条例》第三条。
2.《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验收办法》第二条。
3.《兽用生物制品批签发管理程序》二、（四）。



对兽药生产监督
检查

是否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
、卫生要求的生产环境

兽药生产企
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抽查频次根
据监管需要确定

1.《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2.《兽药管理条例》第十一条。
3.《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
4.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山东省安全生产工作
任务分工》的通知。

对兽药经营企业
和个人的监督检
查

对批准进口的兽药进行的行
政检查

兽药经营企
业和个人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抽查频次根
据监管需要确定

1.《兽药管理条例》第三条。
2.《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3.《兽药进口管理办法》第三条。

对进口兽药经营、使用活动
的监督检查及产品监督抽检

对兽药经营企业和个人的监
督检查

兽用生物制
品经营企业
和个人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抽查频次根
据监管需要确定

1.《兽药管理条例》第三条。
2.《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3.《兽用生物制品经营管理办法》第四条。

对饲料、饲料添
加剂生产企业、
经营者的行政检
查

是否遵守饲料法规、许可备
案条件、饲料标签等强制标
准要求

饲料、饲料
添加剂生产
企业及饲料
经营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生产企业
比例不低于5%，对
经营者抽查频次根
据监管需要确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五十四条。
2.《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
3.《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第十六条。
4.《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 第五条。
5.农业农村部第20号公告（2018年5月）。
6.《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

是否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
、卫生要求的生产环境

饲料和饲料
添加剂生产
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抽查频次根
据监管需要确定

1.《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2.《兽药管理条例》第十一条。
3.《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
4.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山东省安全生产工作
任务分工》的通知。



对新兽药研制活
动的行政检查

对新兽药安全性评价单位的
监督检查

兽药安全性
评价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抽查频次根
据监管需要确定

1.《兽药管理条例》第七条。
2.《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验收办法》第二条。
3.《新兽药研制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四条。

对新兽药研制活动的行政检
查

承担临床试
验新兽药制
备的兽药生
产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抽查频次根
据监管需要确定

1.《兽药管理条例》第七条。
2.《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验收办法》第二条。
3.《新兽药研制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四条。

对兽药使用的监
督检查

对兽药使用、禁用药品的监
督检查

畜禽等动物
养殖企业、
场、户（个
人）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抽查频次根据监管
需要确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五十四条。
2.《兽药管理条例》第三条。
3.《兽用生物制品经营管理办法》第四条。

屠宰环节质量安
全监督检查

屠宰企业是否有注水或注入
其他物质

生猪屠宰企
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每年2次

1.《生猪屠宰管理条例》（1997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38号，2016年2月修订）第三条。
2.《山东省畜禽屠宰管理办法》（2019年12月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28号）第二条、第五条。
3.《生猪屠宰企业监督检查规范》(2016年4月农业部农医发〔2016
〕14号)。

是否违法添加使用“瘦肉精
”及其他违禁物质

是否违法屠宰、销售病死畜
禽及产品等行为

按照农业部《生猪屠宰企业
监督检查规范》内容和要求
对生猪屠宰企业进行监督检
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