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构建包容环境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做

优做强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市、县（区）市场监管局，赣江新区市场监管局，省局机关各处（室、局）：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做优做强“一号发展工程”的意见》，省市场

监管局研究制定了《构建包容环境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做优做强的若干措施》，已经省市场监管局第九

十八次党组会同意，自发文之日起，对我省数字经济领域市场主体实行 2 年发展“包容期”管理。现

印发给你们，请各地各单位按照将数字经济“一号发展工程”作为“一把手”工程的要求，落实责任

人员，建立工作台帐，定期调度推进，强化工作合力，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落实。

江西省市场监管局

2022 年 4 月 21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构建包容环境深入推进数字经济

做优做强的若干措施

一、破除“隐性壁垒”，平等对待数字经济主体

1.全面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主体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数字经济市场主体依法平等准入，负面清单

之外“非禁即入”，严禁擅自加码增添负面清单内容。



2.数字经济市场主体依法平等准营，不得因企业性质、类别、规模、行业、业务等差异，实施排

斥性准营政策。

3.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壁垒，不得以任何形式对非本地区企业和产品实施准入、质量监管标准、收

费政策、价格限制政策等方面的歧视性政策。

二、深化登记审批制度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4.推行“一照多址”、“一证多址”改革，简化住所登记，市场主体在住所外设立不涉及前置审

批的经营场所，经营场所与住所属同一登记机关管辖区域的，经营场所可以申请备案，不再办理分支

机构登记。不得无法律依据要求企业在特定区域注册。“一照多址”、“一证多址”的具体规定由各

设区市制定。

5.支持企业集群登记。协调当地商务部门、工业园区主管部门，对在工业园区以电子商务、信息

技术、文化创意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及小微企业，支持多个市场主体以一家企业的住所或其分支机构（即

托管企业）的经营场所地址，作为自己的住所（经营场所）登记，并由该企业提供住所托管服务，形

成企业集群的登记注册模式。

6.持续深化“一照通办”改革，不断巩固和扩大现有改革成果，积极推动更多地方、更多部门将

行政许可事项纳入“一照通办”改革范围。

7.探索试行“极简审批”模式，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扩大低风险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改革实施范

围，实施承诺准营。

三、深化“宽入严管”商事制度改革，实施“包容期”管理

8.在“包容期”内，通过集中普法、宣传引导、合规承诺、行政提示、行政约谈、行政告诫等柔

性方式，重点突出开展行政指导和服务，试行有温度的监管执法。



9.涉企经营许可实行承诺制的单位，不存在以欺骗（含虚假承诺、承诺内容严重不实）等不正当

手段取得行政许可行为的，在“包容期”内，各地可以自行决定适当延长整改期限或不限整改次数，

除企业主动申请撤销外，市场监管部门不主动或者变相主动撤销相关行政许可决定。

10.建立辖区内数字经济企业专门数据库，实施“双随机 一公开”检查时，要采取减少检查比例、

降低检查频次措施进行监管。探索非现场监管形式，“无事不扰”。

11.不定期查看辖区内数字经济企业专门数据库，对于信用记录异常的，要善意主动提示和指导

企业依法申请信用修复工作，防止出现因未及时修复转变成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情形。

12.对数字经济重点企业实行“保姆式服务”，建立服务指导联络制度，对涉及市场监管领域职

能的诉求，实行“一对一”服务指导，为在南昌设有实质运营公司、子公司、分公司或研发机构的数

字经济企业，免费提供电子信息产业专利快速授权、协同保护优质服务，做到“你有所求、我有所为”，

追踪落实，责任到人。

13.在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区，每年开展两次免罚清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惠企惠民政策宣传，

重点数字企业全覆盖宣传到位。

四、创新制度供给，依法审慎开展行政执法

14.除实名投诉举报、民生通道、政务服务热线、信访渠道、转办交办、上级部署专项整治行动

等情况外，原则上不主动进入数字经济企业（不含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等涉及安全领域）进行检查。

15.对于数字经济领域知识产权纠纷，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积极运用行政调解职能，帮助化

解矛盾纠纷，减少因纠纷造成对企业经营的实质性影响。

16.对于对非主观故意、首次违法、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轻微违法行为，审慎行使行政处罚裁量

权，扩充免罚清单内容，加大免罚清单适用力度。

17.创新制度供给。探索出台减轻处罚、从轻处罚清单，适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综合衡量违

法行为情节、危害后果及当事人改正情况和承受能力，按照就轻不就重的原则，推行更有温度的执法。



探索出台少用慎用行政强制措施清单，对于非主要用于违法行为的设备物资等以及采用非强制手段可

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少用慎用行政强制措施，将行政执法对企业经营实质性影响降到更小程度。

18.对利用数字技术恶意实施违法行为、破坏公平竞争秩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违法行为的，

要严格依法监管执法，切实维护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良好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