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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 2020 年吉林省医疗器械经营和使用环

节 

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各市（州、长白山）市场监督管理局，梅河口市、公主岭

市、珲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全省医疗器械经营和使用环节监管工作，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四个最严”要求，以保护和促进公众用械安全为目标，

以强化全生命周期管理为重点，以推进监管科学化发展为

抓手，创新监管方法，拓宽工作思路，强化医疗器械经营

企业和使用单位主体责任的落实。现就加强全省医疗器械

经营和使用环节监管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科学制定监管计划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制定本地区医疗器械经营、使用年

度监管计划并组织实施，明确检查实施单位、被检查单

位、计划检查时间、计划检查频次、覆盖率、检查重点等

内容。监督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严格实施《医疗器械经营

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



办法》等法规，督促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按照规定自查和

报备，进一步夯实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主体责任。各级市

场监管部门按时限和要求上报年度工作计划、监督检查方

案和工作总结等，省药监局将对上报和落实情况做为年度

考核依据。 

二、加强监管制度建设 

建立完善监管档案。通过监督检查，完善监管基础数

据库，健全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分类分级监督管理档案，并

及时将监督检查情况整理归档。各地要加强同当地卫生健

康部门的沟通协调，信息共享，对各使用单位登记造册，

建立档案。同时，将有关检查、检验、不良事件监测、投

诉举报等结果及时纳入企业监管档案，将企业监管档案反

映问题作为风险分级的重要因素，为制定年度检查计划提

供参考依据，将检查提出的缺陷整改意见作为日常监管重

点，形成管理闭环。 

三、加强分级分类监管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应根据《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分类分

级监督管理规定》（食药监械监〔2015〕158 号）要求，结

合监管实际，加强分类分级监督管理，制定本行政区域内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的监督检查频次和覆盖率。综合运用全

项目检查、飞行检查、有因检查和监督抽验等多种形式强

化监督管理。落实日常监管责任，加强对医疗器械经营重

点监管目录品种、重点经营环节的监管，确保检查频次和

检查覆盖面。 

四、重点加强防疫类医疗器械经营使用监督检查 

加强防疫类医疗器械产品经营使用环节的监督检查。

重点查处未经许可（备案）经营、经营无证防疫类医疗器

械、未按规定记录、未按要求运输、储存、包装标识不符

合规定等违法违规行为。严肃查处以普通、工业用防尘口



罩冒充医疗用口罩，重新包装销售过期失效口罩的行为；

严肃查处不符合安全防护标准要求的产品。加强对出口

（拟出口）防护类医疗器械经营企业的监管，督促企业建

立出口档案，及时将出口（拟出口）防护类医疗器械经营

企业情况上报省药监局。 

五、深入开展“清网行动” 

加大重点产品、重点地区、重点平台监测，强化线上

监测和线下调查，通过行政约谈、公开曝光等措施，整治

违规平台经营者。保持高压态势，深挖细查线上监测线

索，严厉打击和处罚违法违规行为。强化部门协作，结合 8

部门联合开展打击整治非法制售口罩等防护产品专项行

动，加强与公安、网信等部门合作，形成网络监管合力。 

六、强化对经营使用环节专项治理 

持续以群众关注度高应用范围广的无菌和植入性医疗

器械、注射用透明质酸钠、彩色平光隐形眼镜、避孕套、

个人自用医疗器械等产品为重点，加强对经营企业和使用

单位的监管。依法查处无证经营、经营无证和使用无证的

违法违规行为。 

七、加强案件查处和办理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强化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机构的协

同，加快建立监管与稽查的有效衔接机制，扭转目前执法

办案数量整体下滑的态势。深化与公安机关沟通协调，强

化行刑衔接，形成案件查办合力。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坚持重头出击，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 

八、加强对监管队伍和监管对象培训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做好本级监管人员、经营企业和

使用单位的培训，以拟出台新修订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

条例》为重点，对《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监督管理办法》



《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等规章为主要内容，

进行培训和学习。同时组织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对《医疗

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管理办法》培训学习，指导企

业提升不良事件再评价的工作水平。特别是一类医疗器械

生产企业在完成产品和生产备案后，按要求在国家医疗器

械不良事件监测信息系统进行注册，开展不良事件监测和

再评价工作。 

九、持续做好网络销售监测工作 

省药监局负责对全省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第三方平

台开展日常监测和处置工作及国家局移送监测线索的处

置，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指定专人负责本地医疗器械网络

销售监测信息的接收、调查处理和结果上报等工作，调查

处理结果应于自接收到监测信息日起 50 日内上报省药监

局，情况复杂的，在 50 日期限届满前可向省药监局申请适

当的延长调查处理期限，延长期限一般不超过 20 日，省药

监局将对各地区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和交易监测处置情况进

行督查，并纳入监管工作考核。 

十、积极开展监管方法的探索和研究 

省药监局将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长春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宽城分局和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做为联系点，开

展经营和使用环节监管方法的研究，探索创新监管模式。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也要积极对监管模式和方法进行研

究，将好的方法和经验上报至省药监局。省药监局根据研

究情况对试点单位及表现突出的单位在年度考核中予以加

分。 

十一、按时限和要求完成相关信息报送工作 

各市（州、长白山）市场监督管理局，梅河口、公主

岭、珲春市场监督管理局，分别于 4 月 25 日和 11 月 15 日



前，将年度工作计划和年度工作总结以正式文件上报省药

监局。计划和总结要单独体现上述全部工作，年度其它相

关工作和统计报表按通知的要求和时限上报。 

  

  

联系人：徐爱华（经营）   电话：0431-81763228 

                         邮箱：531870093@qq.com 

张肖冰（使用）   电话：0431-81763168 

                         邮箱：524865635@qq.com 

  

  

                         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4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