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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解决采纳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全文

上 海 市 司 法 局
沪司复函〔2024〕7 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第 0483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张之崟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运用技术与信用手段赋能事中事后监管的代表建

议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办理概述

我局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专门召开工作会议，认真研

究建议内容，充分听取市发展改革委、市市场监管局、市城管执法

局和市政府办公厅等单位的意见，形成了答复意见。

二、答复意见

（一）依托信用管理手段推进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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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本市加快推进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实施意见》。按照

文件要求，本市加快推进信用监管工作，不断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是完善事前信用承诺制，推动行政许可和政务服务事项广泛

适用信用承诺制，深化信用承诺和承诺履行信息的应用，对做出信

用承诺的守信主体实施减材料、减时限以及容缺办理等便利政策。

目前，本市归集的公共信用信息主要包括 12 类信息：登记注册基础

信息、司法裁判及执行信息、行政管理信息、职称和职业资格信息、

经营（活动）异常名录（状态）信息、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有

关合同履行信息、信用承诺及其他履行情况信息、信用评价结果信

息、遵守法律法规情况信息、诚实守信相关荣誉信息和经营主体自

愿提供的信用信息。其中，行政管理信息中包括各级行政机关依法

对信用主体作出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和行政监督检查等信息，都

可以为信用监管提供有效支撑。同时健全完善告知承诺信用信息的

记录，归集、共享和公示工作机制，加大承诺履行信息向市公共信

用信息服务平台的归集力度，并作为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依据，形

成信用闭环管理机制。

二是构建事中信用分类监管模式，综合经营主体各类信用信息，

建立符合行业特征、监管需求的各领域信用评价标准，对监管对象

实施差异化分类监管措施，提升政府监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例如，

市市场监管局强化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建成本市企业和信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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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分类管理系统，实现企业信用风险“自动分类、动态更新”。优化

通用型分类指标，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更加精准，全市 A-D 类企

业总体呈“橄榄型”分布，分类更加科学。同时，将分类结果实时

共享至“互联网+监管”系统，提升事中事后监管的精准度。市市场

监管局还强化信用手段赋能重点领域监管，完善“通用+专业”监管

模式，在食品生产、工业产品质量等 6 个专业领域建立信用风险分

类管理机制，推动一批预警模型上线运行，生成预警信息 1.1 万条，

促进监管关口前移。又如，市城管执法局推进勤务管理模式创新，

持续完善分级分类执法管控机制，优化风险等级模型，调整沿街商

户分级分类管控规则，指导各级城管执法部门综合运用现场检查、

视频巡查、车辆巡查、“双随机一公开”检查等多种方式，统筹推进

沿街商户、建筑工地分级分类执法检查工作。

三是健全事后信用奖惩机制，对信用较好、风险较低的经营主

体，合理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减少对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对信

用风险一般的经营主体，按照常规比例和频次进行抽查；对违法失

信、风险较高的经营主体，适当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例如，市市

场监管局组织开展经营主体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专项治理行动，结合

城镇燃气安全整治、“铁拳”行动等依法开展“列严”工作。对“列

严”满三年的企业，开展上门核查和提醒告知，共将 5752 户企业列

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落实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协助有关

政府部门开展信用核查 9500 多次。

（二）强化技术支撑赋能监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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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司法局申报“制定上海市规范行政检查的政策措施”为 2024

年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推动本市行政检查规范化。同时，本

市主要部门推动数字化转型，运用技术能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例

如，市城管执法局制定实施《上海市城市管理领域非现场执法工作

规定》，明确了上海市城市管理领域非现场执法的适用范围、执法事

项，对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设置、法制审核、技术审核做了明确规定。

同时，明确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正式投入使用 30 日前，城管综合执法

部门应当利用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平台、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

等多种方式，将非现场执法事项、适用范围、固定监控设备设置地

点、移动监控设备的监控区域等内容向社会公示；固定监控设备设

置的地点应当有明显可见的标识标志。又如，市市场监管局近年来

依托技术手段创新，不断推出多项改革举措。一是试点特殊食品生

产企业非现场监管，在本市 35 家特殊食品生产企业推广应用远程视

频监控技术，统一特殊食品生产企业关键点远程非现场监管检查要

求和巡查记录表，对在产的特殊食品生产企业开展线上巡查。结合

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和日常监管执法等系统应用，建设特殊食品生产

智能化监管系统，进一步推动特殊食品生产企业监管信息共享利用

和可视化监管。二是推进餐饮单位“互联网+明厨亮灶”建设。2023

年新增建设 100 家“互联网+明厨亮灶”示范店，推进餐饮服务的透

明化和可视化，促进餐饮服务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食品安全管理

水平。鼓励入网食品经营者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将视频信息

上传至其加入的第三方平台。三是数字化赋能落实惠企降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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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国网上海电力上线“电费小程序平台”，实现收费主体收取电费

情况与市场监管部门、终端用户共享。一旦发现电费数据与实际情

况不符，企业用户可通过小程序发起“一键举报”。四是升级从“农

田到餐桌”的信息追溯体系。以食品包装追溯二维码的应用为抓手，

推进生产过程智能化追溯体系建设，提高食品生产企业整体供应链

效率，推进食品制造业提质增效。目前，全市纳入追溯目录企业已

实现包装追溯二维码赋码率 100%。五是加强系统对接和数据共享。

2023 年，市市场监管局按照国家总局“数字+执法”能力提升三年行

动计划部署要求，实现市市场监管处罚系统和国家、本市相关系统

对接，实现案件数据的实时传送。

最后，感谢您对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欢迎您再

次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

上海市司法局

2024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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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政府办公厅、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4年 5月 1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