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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容错纠错机制对我们经营
有很大的帮助，如果可以进一步扩大适用
范围就更好了。”“我觉得非现场检查的理
念特别好，希望能进一步加强制度保障，
逐步完善非现场检查工作机制。”……北
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举办第二期市场监
管“营商环境会客厅”，邀请互联网科技、
电子商务、食品流通、食品生产、餐饮等行
业的8家企业代表进行面对面座谈交流。

7月22日，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了解
到，本期会客厅聚焦修订市场监管领域轻
微违法行为容错纠错清单、非现场检查制
度建设等具体工作进行交流研讨，企业代
表一一发言，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
人听取意见建议，并作积极回应。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2020
年，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市首家试点轻
微违法行为容错纠错机制；2023年，制发
第二版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容错
纠错清单。

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法制
监督处负责人介绍，自政策实施以来，已
作出不予处罚案件16000余件，免罚额约

7.56亿元。今年，该局计划新增并修改清
单部分条款，主要集中在广告监管、经营
主体登记监管、食品安全等领域，进一步
优化容错纠错机制建设，贯彻“柔性执法”
理念，服务首都企业更好经营发展。

连锁餐饮企业“鱼你在一起”公共事务
负责人称，近几年来，清单的制定和执行为
企业，尤其对于中小企业，带来实打实的好
处，感受到了执法的’温度，“有个建议是，
贵局出台的清单各条款十分规范，但对于
实际经营者来说，可能对法律语言的理解
会有些困难，希望可以加强政策解读和指
导，比如列举一些常见情形，让经营者一看
就知道什么情形下可以适用政策。”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协调处
负责人表示，在推进营商环境改革政策出
台的同时，会一同谋划相关的宣传和政策
解读。在未来工作中，也会继续结合政策
内容，增强政策解读深度，拓展政策解读
方式，让政策有效落地到“最后一公里”，
惠及到更广大经营主体。

来自物美集团客服部的负责人提出
了具体建议：“比如经营中商品条码出现

问题，实际多产生于商品生产环节，那在
销售过程中，如果没有造成实际危害，是
否可以对销售者适用首违不罚，给予商家
改过的机会。”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法制处负责人表
示，企业反映的情况，其实也是基层执法
面临的突出问题。前期，发布的第二版清
单包括商品条码有关事项，如“经销的商
品印有未经核准注册、备案或者伪造的商
品条码的”，符合一定条件可免于对经销
者的罚款。接下来，将结合社会意见建议
和基层执法实践，广泛征求意见，继续调
整完善清单内容。

北京市场监管领域持续推进现代化、
数字化改革。2023年底，北京市出台《北
京市加强非现场监管提升监管效能三年
行动计划（2024—2026年）》。为落实好相
关工作要求，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积极推进
非现场检查制度的研究和制定，通过检查
制度的改革减少对企业的不必要打扰，并
提高监管精准性。

企业也对非现场检查工作提出各自
的建议，如需重视保障数据信息安全、减

少企业填报数据负担等，期盼更好实现
“无事不扰”，帮助企业规范经营。

据悉，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将结合全国
市场监管数字化试验区建设，拓展数字化
手段、推进数字化转型，通过搭建数字监
管服务平台逐步实现增强政企互动、精
准推送惠企政策、便利经营主体数据报
送、归集风险信息加强监管有效性等系
列改革目标，以数字化改革助力政府职
能转变。

改革不仅在于“大刀阔斧”，也在于
“细水长流”。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法制处
负责人表示，将结合企业代表意见建议，
优化完善轻微违法行为容错纠错清单，规
范非现场检查行为，落好改革的每一个具
体点位，由点到面、由浅到深，兼顾执法
“力度”和“温度”，推动市场监管领域法治
营商环境建设走深走实。

企业需求就是营商环境建设抓手。
下一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将继续加强政
企沟通，了解各方建议，同社会一道共商、
共建、共享一流营商环境，为擦亮“北京服
务”金名片贡献更大力量。

3700多家首店落地京城

累计认定26家消费类跨国公司地区
总部，累计吸引3700多家首店落地，培
育26条“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
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以来，北京
加速聚集优质消费资源，消费供给不断
优化扩容。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介绍，
2021年以来，全市新开商业面积超400
万平方米；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已建设验
收422个，服务1930余个社区、840余万
居民，到2025年，将建成856个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

更加开放的消费环境，为国际游
客带来了更便捷的消费体验。在亮马
河畔，肤色各异的外国游客比比皆是，
桨板、观光游船、灯光节等丰富体验让
他们感受到“北京塞纳河”的独特魅
力。在最新一波免签入境游热潮中，
大批外国游客深入到北京大街小巷，
深度体验这座千年古都传统与现代交
融之美。

北京率先设立全国首家境外来宾
支付服务示范区，重点商圈、景点、4星
级以上酒店等外卡POS机布放覆盖率
超过95%。遍布重点商圈的北京市离
境退税商店已超1000家，居全国首位。
今年上半年，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65.8
万人次，同比增长2.6倍。

海外商品进入国门也更便利，目
前，全市已设立5个跨境电商监管现场，
京东、易单网等重点跨境电商企业在全
球近3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约100个
海外仓。

地标项目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三年来，北京诞生了一批地标性的
文旅重大项目，以供给创新带动需求扩

大，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一期开业后，迅

速成为全国最热旅游目的地之一，去年
接待游客约988万人次，带动环球商圈
客流约1600万人次。城市副中心三大
文化建筑也成为市民游客新的打卡地，
北京艺术中心拥有歌剧院、音乐厅等5
个剧场，其中歌剧院拥有国内最大、功
能最全的沉浸式扩声系统；北京城市图
书馆建有世界最大的单体图书馆阅览
室、国内藏量最大的智能化立体书库，
到访读者已突破200万人次；北京大运
河博物馆自“探秘古蜀文明——三星堆
与金沙”展开幕以来，工作日客流高达
1.6万人次，周末单日接待量突破3.3万
人次。

今年2月，北京（通州）大运河5A
级文化旅游景区通过验收，成为北京
中轴线以东首个国家5A级景区。通
州区副区长秦涛介绍，通州区正加快
推进城市运动中心、海昌海洋公园、顶
点公园、保利艺术品国际会展中心等
一系列重大项目的规划建设。环球度
假区旁，总开发规模接近50万平方米
的超大城市综合体“湾里”项目正拔地
而起，将建成北京最大的奥莱商业综
合体。

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斌介
绍，目前，北京已有延庆、怀柔、平谷、
昌平、门头沟5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前门大街、798-751艺术街区、亮马
河风情水岸等14个国家级夜间文化和
旅游消费集聚区，三里屯太古里、乐多
港假日广场等5个国家级旅游休闲街
区。2023年，全市接待旅游总人次3.29
亿，较上年增长80.2%，超过2019年水
平，创历史新高；旅游总收入5849.7亿
元，较上年增长132.1%，在全国重点城
市中排名第一。

人均体育消费位居全国前列

“作为‘双奥之城’，北京体育消费
总规模、人均体育消费和占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等呈现稳步提升态势，处于全国
前列。”市体育局一级巡视员孟强华说，
三年来，北京体育消费总体呈现稳中向
好、消费结构日益优化、消费格局日趋
均衡、市场主体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

国际滑冰联盟花样滑冰总决赛、短
道速滑世界杯、速度滑冰世界杯……三
年来，北京举办各级各类群众体育赛事
超10万场次，优质国际赛事供给进一步
丰富。从近三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
参与人数的持续增长趋势来看，群众参
与冰雪运动的热情持续高涨，冰雪消费
成为时尚消费热点。

市体育局数据显示，北京体育消费
人口规模持续扩大，“十三五”末，北京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
50.18%，“十四五”末有望完成53%的目
标。2021年至2023年，北京体育消费
总规模年均达到700亿元以上，人均体
育消费超过3000元。北京社会体育组
织活跃度、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等主要指
标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目前，北京拥
有体育类高新技术企业140家、体育类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7家，以及体育类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家，市场主体活
跃度不断提升。

体育消费市场呈现出供需两旺的
良好势头，也正在成为时尚潮流消费的
生力军。三年来，北京重点打造首钢
园、五棵松、新工体、奥林匹克公园等10
个体育消费新地标，体育、文化、旅游等
产业持续融合发展。“未来，我们将发挥
‘双奥之城’优势，通过整合优化体育空
间和品牌赛事，助力首都国际体育名城
建设。”孟强华表示。 （胡静蓉）

本报讯 近期，按照“全国市场监管数
字化试验区（北京）建设的有关部署和要
求，试验区“接诉即办”业务部分模块于近
期上线。

为做好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接诉即办工
作，该局组织召开“接诉即办”新系统上线
工作部署暨使用培训会，对接诉即办应用
模块的设计理念、基本构架、功能模块及操
作流程进行介绍讲解。

会议要求：各部门要按照“首接即办、
全程跟踪、负责到底”的原则，牵头做好诉
求处置工作，主动担当、应办尽办，提高办
事效率，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满意度。各部门要从群众反映的问题
出发，重点关注高频问题，坚持察实情、出
实招、求实效破解难题，努力实现“降量提
率”。各部门应结合群众反映事项，加强
分析研判，针对共性问题，开展对区市场
监管局的工作指导，提升全系统接诉即办
工作能力。

本报讯 近日，北京市检验检测认证中
心所属北京市食品检验研究院（以下简称
“市食检院”）国家市场监管重点实验室（食
品安全重大综合保障关键技术）参加了英
国 FAPAS国际能力验证“虾中磺胺类
（FoodChemistryProficiencyTest02550
Sulfonamides&MacrolidesinPrawns）”计
划，全球共有40家实验室参加。

本次能力验证项目与通常的定向目标
检测能力考核相比，提升了非靶向筛查及
精准定量能力。

FAPAS分析报告显示，市食检院从19
种磺胺类清单中准确筛出了磺胺间二甲氧
嘧啶、磺胺嘧啶、磺胺吡啶、磺胺甲基嘧啶4
种添加物，且定量检测结果均符合∣z∣≤
2的验证满意限度。

本次能力验证取得满意结果，市食检院
的兽药残留检验能力再一次获得国际认可。

北京深化市场监管领域法治营商环境建设

北京交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新成绩单
2021年7月，北京等五个城市获批率先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日前，“迎接新中国成立75周

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三周年”专场披露了最新成绩单。三年来，北京
以扩大内需改善民生为导向，持续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目前，北京的城市竞争力排名、世界
500强企业总量、服务业增加值、离境退税商店数量、国际国内航班直达城市数量等多项指标居全国首位。

接诉即办新系统上线
工作进行部署并培训

北京市食检院将进一步
提升检验能力和管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