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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办

本版供稿：延庆区市场监管局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定量包装商
品计量监督管理，保护消费者、生产者、
销售者合法权益，近日，延庆区市场监
管局开展2023年度定量包装商品净含
量市级监督抽查专项检查工作。此次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专项行动主要抽
查种类包括：米、食用油、酱油、醋、糕
点、休闲食品、白酒、饮料、洗发液、化妆
品10类定量包装商品，执法人员配合检
验检测机构共抽取定量包装商品15批
次。待检验检测机构出具检验报告后，
执法人员将按照《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
督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抽查不
合格的定量包装商品生产、销售企业依
法予以行政处罚。

下一步，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将加大
对生产、销售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的监
督检查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切实
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区局加强定量包装
商品计量监督管理

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食品销售经
营者经营行为，落实经营者进货查验主
体责任，有效防控食品经营安全风险，
近期，延庆区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监管
科按照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统一工作部
署，组织相关科、队、所负责人召开辖区
食品销售经营者进货查验专项规范治
理工作部署会。

会上，区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监管
科科长郭洁传达了《北京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食品销售经营者
进货查验专项工作方案的通知》和4月7
日食品流通安全监督管理处部署进货
查验专项规范治理工作会会议精神，全
面部署并督促相关科、队、所按照全面
检查与重点督查相结合的原则，集中规
范未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制度建立
未落实、记录项目不全、未查验留存供
货者合格证明文件等问题，规范食品销
售经营者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
度，保证食品质量安全、来源可溯。

区局规范食品销售
经营者经营行为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制止餐饮浪费的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树立“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理
念，大幅减少餐饮浪费的现象，按照延
庆区市场监管局要求，近日，该局市场
监管综合执法大队三分队对延庆区内
餐饮企业开展“制止食品浪费”专项执

法检查工作，此次专项检查围绕自助
餐、堂食、外卖等重点环节，检查过程
中，执法人员提示餐饮企业经营者：一
是规范经营行为，切实承担起反食品
浪费主体责任；二是明示适量点餐标
识，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张贴反食品
浪费宣传材料，并提示消费者适量点

餐；三是严禁为盈利以各种所谓打折、
优惠、满减等活动误导消费者省钱而
多下单，造成食物浪费。下一步，市场
监管综合执法大队三分队将进一步加
大对餐饮行业食品浪费的执法检查力
度，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立案查
处，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本报讯 自国务院食安办督导系
统平台上线以来，延庆区食药安办和
各乡镇街食药安办积极开展相关数据
录入工作。

为更好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
任”相关工作，4月11日上午，由延庆
区食药安办副主任、区市场监管局
副局长王慧带领相关工作人员，前
往康庄镇市场监管所、园区市场监
管所了解“两个责任”相关工作数据
录入情况及存在问题，并现场同康
庄镇市场监管所、园区市场监管所
负责人就“两个责任”工作如何进一
步推进，进行了工作交流。

同时，对发现在系统录入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由协调科工作人员进行了
汇总。

本报讯 春耕时节，各农资商品进入
畅销期。为保障农资市场商品价格稳
定，近日，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公平竞争
科、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队五分队配合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市场监管综合执法
总队五支队对延庆区部分农资经销中
心进行价格行为监督检查。

执法人员仔细查看了农资经销中心
商品标价、进销货价格情况，详细询问了
价格涨幅情况，并向经营者提示告诫，要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根据生产经营成本
和供需状况合理定价，不得出现哄抬价
格、恶意涨价、未明码标价等价格违法违
规行为，要落实好企业第一责任人责任。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公平竞争科
将密切关注延庆区各农资经销中心商
品价格，继续开展对农资经销中心监督
检查，强化农资价格监管，全力保障延
庆区农资市场价格平稳。

□ 宋德兴

随着“证照分离”改革的不断深入，
“照”“证”关联关系、逻辑关系、法理关系
更加清晰、科学、准确。本文以基层市场
监管部门实践为基础，梳理证照关系变
化及相应的监管职责。

“照”“证”发展改革历程。“照”“证”
是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的两把钥匙。证照
改革经历“先证后照”“先照后证”和“证
照分离”三个阶段。

一是“先证后照”阶段（约2014年之
前）。商事制度改革前，“营业执照”包打
天下，原工商部门成为独自承担市场准
入的看门人，既查“证”又卡“照”，准入门
槛高；原工商部门替许可和行业主管部
门把关，（此处的“许可部门或行业主管
部门”不包括工商部门），成为破坏营商
环境的原罪。二是“先照后证”阶段（约
2014年至2018年）。2014年，国务院颁
布《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
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7号），实
施登记制度改革，取消大量行政审批事
项，并将大部分“前置行政审批”改为后
置；2015年，国务院全面推进“先照后证”
改革，经营者可以先办理营业执照开展
一般性经营活动，如需要从事许可经营
事项，必须到许可部门申请，经批准后方
可经营。三是证照分离阶段（约2018年
11月至今）。随着“先照后证”改革的深
化，市场准入“门槛”不断降低，但“准入
不准营”的难题仍未解决。2018年11
月，国务院推动“证照分离”改革，将主体
资格和经营资格分离和“照后减证”，进

一步实现“既准入又准营”目标。
明确监管职责随登记改革的变化及

适用情况。对应登记制度改革经历的
“先证后照”“先照后证”“证照分离”三个
阶段，监管职责也随之发生变化。

一是对应“先证后照”阶段，以“谁许
可、谁监管”为主（约2015年之前）。“先证
后照”阶段，将应当取得而未取得许可审
批开展经营活动的行为定性为“无照经
营”，纳入原工商部门监管范畴；并依据
《企业经营范围登记管理规定》对“超范围
经营”进行查处。对于无照经营的查处。
原工商部门依据《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
法》（以下简称《取缔办法》）对无照经营进
行查处，具体包括无证且无照、纯无照、有
证无照、执照作废、超许可范围经营（具体
内容可参见《取缔办法》第四条）。

对于超范围经营的查处。对于超出
一般经营事项的，依据《企业经营范围登
记管理规定》第十六条，按照1994年《公
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七十一条查处。虽
然2005年修订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删除了第七十一条公司超范围经营的处
罚条款，却增加了第七十三条，将超范围
经营事项并入擅自改变登记事项的规制
中；对于超出许可事项的，上述《企业经
营范围登记管理规定》明确依据《取缔办
法》予以查处。

二是对应“先照后证”阶段，以“谁审
批、谁监管”为主（约 2015年至 2020
年）。2015年11月，国务院出台《国务院
关于“先照后证”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的意见》（国发〔2015〕62号，以下简称
“国发62号文”），确立了行政部门“权责

法定、依法行政，谁审批、谁监管，谁主
管、谁监管”的原则。

对于无证无照经营的查处。“国发62
号文”明确了审批监管和事中事后监管
责任的划分，查处主要依据《取缔办法》
第四条第（二）（三）（四）项；2017年国务
院出台《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办法》对“纯无照”“有照
无证”“有证无照”“无照且无证”等情形
进行明确定性；2019年国务院出台《关于
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9〕18号），弥补了事中事后监
管的“空白区”和“争议区”。

对于超范围经营的监管。《企业经营
范围登记管理规定》（2015年修订，2022
年3月废止）第五条明确了“先照后证”
改革以后，经营者只需到工商部门领取
营业执照，即可从事一般性经营活动，如
要从事许可生产经营活动，再向主管部
门申请。

三是对应“证照分离”阶段，以“谁主
管、谁监管”为主（约 2020年至今）。
2021年5月《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
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
（国发〔2021〕7号）出台，明确了“落实放
管结合、放管并重要求，按照‘谁审批、谁
监管，谁主管、谁监管’原则，切实履行监
管职责”要求；2022年《关于全面实行行
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国办发
〔2022〕2号）出台，对有明确法律法规和
“三定”规定的、法律法规和“三定”规定
未明确监管职责的、有关部门之间就监
管主体存在争议的三种情形进行区分，
并对照清单事项逐项明确监管主体。

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调研乡镇
食安“两个责任”平台系统录入情况

延庆区迎接农资
商品价格行为督查

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开展“制止食品浪费”检查

证照关系发展变化及监管职责梳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