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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
　 “ 放 管 服 ” 改 革 协 调 办 公 室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省市场监管局加强“证照分离”事中事后监管

省市场监管局在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过程中ꎬ从“健全监管

格局、完善监管体系、创新监管方式、提升监管质效”四向发力ꎬ持

续加强事中事后监管ꎬ切实解决“证照分离”改革在放开准入的同

时事中事后监管“跟不上”“接不住”的问题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以来ꎬ全

省新设市场主体 １８１ ８９ 万户ꎬ涉及改革事项的市场主体 １１０ ６２

万户ꎮ

一、突出多元共治ꎬ着力健全监管格局ꎮ 一是加强行业自律ꎮ

协同省工商联、省商会联合制定«直属商(协)会管理办法»ꎬ对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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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在建立完善行业自律机制、推动行业标准实施、监督会员

企业依法经营等方面的职责予以明确ꎮ 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参与不正当竞争的会员ꎬ可以采取警告、通报批评、开除会员资格

等惩戒措施ꎻ发现会员企业有违法活动的ꎬ可建议有关行政机关依

法进行处理ꎮ 二是加强企业自治ꎮ 压紧压实企业作为市场秩序第

一责任人的主体责任ꎬ指导企业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加强自我管

理ꎬ督促企业在安全生产、质量管理、信息公示等方面切实履行法

定义务ꎮ 制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清单ꎬ引导 １０５４ 户企业认证实施

食品安全质量管理体系ꎬ鼓励 １０９２ 户企业建立信息化追溯体系ꎬ

不断提升企业风险防控能力ꎮ 三是加强社会监督ꎮ 建立完善行政

处罚信息公示、经营异常名录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和联合

惩戒备忘录四项制度ꎮ 出台«食品安全“你点我检”工作规程»ꎬ深

入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活动ꎬ邀请消费者代表、人大代表、媒

体记者等见证现场抽样和检验全过程ꎬ切实推动形成食品安全社

会共治局面ꎮ 今年以来ꎬ全省累计抽检食品 ６０００ 批次ꎮ

二、突出部门共管ꎬ持续完善监管体系ꎮ 一是归并监管事项ꎮ

摸清全省 “证照分离”改革监管事项底数ꎬ通过整合多头监管事

项、合并抽查事项ꎬ形成市场主体专项监管计划、重点监管清单和

涉企现场检查清单ꎬ将监管任务由 ２０２１ 年初的 ２０６ 项压减至现在

的 １６９ 项ꎬ从源头上减少重复检查ꎮ 二是实行联合监管ꎮ 建立市

场监管领域“双随机、一公开”联席会议制度ꎬ动态更新抽查事项

清单ꎬ建成横向行业主管部门联动、纵向省市县三级联动的监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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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ꎬ常态化开展联合抽查ꎬ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ꎬ切实减轻

企业负担ꎮ 今年以来ꎬ全省共制定部门联合抽查方案 ２８２４ 个ꎬ涉

及检查对象 １５４４５ 户ꎮ 三是加强联合惩戒ꎮ 加强企业经营异常名

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ꎬ对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企业法定

代表人、高级管理人员ꎬ在登记注册时ꎬ依法实施任职限制ꎮ 截至

１０ 月底ꎬ全省市场监管系统依法对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拦截限

制 ５６２２０ 人次ꎮ

三、突出分类管理ꎬ不断创新监管方式ꎮ 一是对重点行业进行

重点监管ꎮ 对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ꎬ加大日

常监管和专项检查力度ꎮ 今年 １—１０ 月ꎬ全省通过开展“春雷行

动”ꎬ检查市场主体 ３３ ６ 万户ꎮ 其中ꎬ学校食堂和农产品交易市场

４ ６ 万户ꎬ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２ ６ 万户ꎻ开展“铁拳”行动ꎬ共查办

各类民生领域违法案件 ７９１１ 件ꎬ罚没 １ ７９ 亿元ꎮ 二是对一般行业

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ꎮ 制定完善四川省市场监管局随机抽

查事项清单ꎬ涉及 ２５ 大类 ６９ 项监管事项ꎮ 统筹全省市场监管系

统制定年度“双随机”抽查计划ꎬ确保监管执法全覆盖、常态化ꎮ

截至 １０ 月底ꎬ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共制定抽查方案 １２８２ 个ꎬ涉及检

查对象 １２ ３８ 万户ꎮ 三是对新兴行业实行包容审慎监管ꎮ 针对改

革中出现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ꎬ建立包容审慎监管制

度体系ꎬ实行柔性执法ꎮ 出台«四川省市场监管领域“首违不罚”

清单适用规则(试行)»ꎬ涵盖市场监管领域 ７ 个类别 １６ 个首违不

罚事项ꎮ 自试行以来ꎬ累计惠及市场主体 ２０５１ 户ꎬ为市场主体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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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 ５８００ 余万元ꎮ

四、突出数字赋能ꎬ切实提升监管质效ꎮ 一是打通信息交换通

道ꎮ 联合省大数据中心完善四川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ꎬ推动

涉及“证照分离”改革的 ４６ 个省级部门和 ２１ 个市(州)全面接入

平台ꎬ实现与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对接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以来ꎬ通

过平台推送信息 １７４４ １９ 万条ꎬ涉及市场主体 １１０ ６２ 户ꎬ为精简审

批材料、简化办事流程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供有力支撑ꎮ 二是

加快数据归集共享ꎮ 按照“应归尽归” “应公示尽公示”的原则ꎬ制

定涵盖省、市、县三级监管业务的数据归集方案ꎮ 根据国家数据共

享标准ꎬ归集企业登记注册、经营许可、备案、行政处罚等涉企数

据ꎬ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予

以公示ꎮ 截至 １０ 月底ꎬ共记名公示 ８１１ ９６ 万户市场主体相关信息

４４９２ ３１ 万条ꎮ 三是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ꎮ 建成四川省企业信

用风险分类管理系统ꎬ按照通用型企业信用风险分类指标体系对

企业实施自动分类ꎮ 在自由贸易试验区依托“成都市市场主体智

慧监管平台”整合登记审批、监管执法、投诉举报等信息ꎬ通过“定

性＋定量”信用风险分析ꎬ对市场主体实行动态信用积分管理ꎬ根

据积分高低分为四类八级ꎬ对应不同的抽查比例和抽查频次ꎬ初步

实现信用分级分类的差异化监管ꎮ

(根据省市场监管局提供材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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