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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文件
赣药监法〔2022〕6 号

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印发《江西省药品重大案件查办经费

补助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设区市、赣江新区、省直管试点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机

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江西省药品重大案件查办经费补助暂行办法》已经省局局

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4 月 14 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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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药品重大案件查办经费补助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大我省药品违法案件查办工作力度，鼓励多办

案、办大案、办铁案，严厉打击药品违法犯罪行为，有效保障和

促进公众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疫苗管理法》以及《江西省药品重大复杂案件督办制度》

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药品重大案件是指重大违法行为应当

给予较重行政处罚，或者案情复杂、涉及面广、有较大社会影响，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药品（含医疗器械、化妆品，下同）违法案

件，具体包括：

（一）货值金额 50 万元（含）以上的案件；

（二）主动发现并移送公安机关且公安机关立案的案件；

（三）主动发现的货值金额 20 万元以上的无证生产“黑窝

点”案件；

（四）货值金额 20 万元以上的网络违法案件；

（五）其他可以补助的重大案件。

第三条 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省药监局）设立

重大案件查办补助经费，补助对象主要为各设区市、县（市、区）

两级药品监管部门。

第四条 补助经费发放和使用坚持以下原则：

（一）激励先进原则。通过适当补助经费，切实解决基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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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办重大案件中的经费困难，激励基层积极发现、挖掘辖区内的

重大案件，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始终保持打假治劣的高压态势。

（二）专款专用原则。补助经费纳入被补助单位的财务管理，

符合财经法规制度规定，专项核算，专用于对应的重大案件查办

工作的相关支出，不得挪作他用，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和省药

监局的监督。

第五条 补助经费可用于以下工作：

（一）案件调查。包括案件查办过程中，办案人员调查取证

所产生的差旅费（住宿费、城市间交通费、伙食费补助、市内交

通费补助）、邮寄费、通讯费（电话、传真、数据流量费等）、执

法工具耗材购买及维修费、办案车辆费用（过桥过路、汽油、维

修费；车辆租赁费）等。

（二）检验鉴定。涉案产品鉴定、案件定性、明确法律适用

等进行的产品检验鉴定所发生的费用，包括样品购买、检验检测、

公证、鉴定认定、专家劳务、会商研讨等环节产生的费用。

（三）案件督导会商。包括接受上级监管部门对重大药品违

法案件督导，以及组织有关部门召开案件讨论会产生的会议、交

通、邮寄快递、印刷、劳务费用等。

（四）涉案物品处置。包括涉案物品搬运、跨区域运输、库

房租赁、有温度要求的贮存、仓储保管和无害化销毁处理等费用。

第六条 各地要将重大案件填报至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督管

理统计信息系统中，及时将补助申请、案情以及移送公安机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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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以书面形式报省药监局法规处。

第七条 省药监局将根据具体案件的查办进度、涉案金额大

小、违法性质严重程度、社会影响等因素，综合评定补助标准。

补助标准额度分 3万元、5万元、7万元、10 万元共四个等次。

特别重大案件需要突破补助标准的，由省药监局研究决定。

第八条 省药监局法规处牵头汇总年度全省药品重大案件

查办和补助申请情况，会同相关业务处室提出拟补助案件的名单

和额度等次后，提交省药监局会议研究审定。

第九条 省药监局对有消极办案或者监管不力情形的，不予

案件经费补助。

第十条 各设区市、县（市、区）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上报案

件情况务必客观真实，不得虚报谎报、弄虚作假，一经查实，将

取消经费补助资格，并对相关单位通报批评。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规财处 2022 年 4月 1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