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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业业业业“十一五”期间，我国商业特许经营发展迅猛，企业数量剧增，截至 20康0

年底，我国特许经营体系已超过 4指00 个，位居世界第一，经营范围已覆盖 70

多个行业业态。但我国商业特许经营仍处于成长阶段，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

题：多数商业特许经营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标准化管理能力和品牌推广扩张能

力，在规模化、标准化、信息化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有些商业特许

经营企业的运营和管理系统不完善，品牌存活率低，一些中小城市市场加盟店质

量难以达到要求，个别地方还存在不法分子以招商加盟形式实施商业欺诈的现

象。为促进“十二五”期间商业特许经营健康发展，推动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方

式加快转变，现提出以下意见：业业

业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业业

业

  商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提高商贸流通业组织化程度，

促进品牌建设，扩大创业和增加就业为目标，以完善商业特许经营管理为基础，

以政策扶持和联合执法为手段，坚持一手抓规范，一手抓发展，在规范中发展，

在发展中规范，推动我国商业特许经营快速发展。业业

  商二)基本原则。业业

  促进发展与加强规范相结合。积极运用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等相关政策，

针对商业特许经营企业成长中的薄弱环节和瓶颈，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巩固“十

一五”时期对商业特许经营进行规范和管理的成果，进一步净化商业特许经营市

场环境。业业

  市场运作与政策引导相结合。尊重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商业特许经营企业的

主体地位，找准政府在商业特许经营发展中的定位，针对关键环节，完善相关政

策，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商业特许经营健康发展。业业

  备案管理与日常服务相结合。继续做好商业特许经营备案管理工作，采取有

效措施，逐步提高备案率。积极做好商业特许经营企业备案后的跟踪管理、后续

服务和统计信息分析工作，及时准确了解和掌握我国商业特许经营发展动态，为

完善我国商业特许经营政策体系提供决策依据。业业

  品牌培育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相结合。把商业特许经营品牌培育作为发展我

国商业特许经营的重要任务，支持优秀品牌做大做强。对侵犯商业秘密和知识产



业 2业

权、违反《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的行为，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和处罚力度，切

实维护特许经营市场秩序。业业

  商三)主要目标。用五年时间，实现主要特许经营品牌的加盟店数量、经营规

模、规范水平均有较大提高；商业特许经营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商业特许经营

备案率逐年提高，投诉率逐年下降；形成一批市场发展潜力大、标准化管理能力

强、诚信经营的知名商业特许经营企业和品牌。业业

业

  二、工作任务业业

业

  （一）加强商业特许经营管理，以规范促发展。业业

  完善法律法规标准。推动《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修订工作，进一步完善

《商业特许经营备案管理办法》和《商业特许经营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逐步引

入和建立纠纷调解机制，不断强化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切实将特许经营管理纳

入法制化轨道。加强《特许经营管理体系指南》、《特许经营术语》等标准的实

施和推广，提高商业特许经营的规范化水平。业业

  加强行业监督管理。认真做好商业特许经营备案及投诉咨询工作，加强与有

关部门沟通与配合，对商业特许经营品牌进行跟踪管理，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严

厉打击假借特许经营实施商业欺诈和侵犯知识产权的不法分子，切实保护特许人

与被特许人的合法权益。业业

  （二）支持品牌做大做强，以效益促发展。业业

  制订特许品牌培育规划。将培育商业特许经营品牌纳入各地国内贸易发展规

划，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出支持商业特许经营品牌做大做强的总体

思路、目标和具体措施，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业业

  扶持优秀特许品牌发展。建立优秀商业特许经营品牌评价机制，以“商业特

许经营连锁百强”为基础，进一步发掘优秀商业特许经营品牌、加强品牌建设和

宣传、培育一批市场潜力大、扩张能力强、诚信经营的知名企业。业业

  （三）集中解决企业成长薄弱环节，以提升促发展。业业

  加强企业信息系统建设。支持商业特许经营企业引入信息联网管理，鼓励有

条件的企业开发先进适用的商业软件，完善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业业

  加快物流体系建设。鼓励商业特许经营企业进一步提高商品配送率，支持商

业特许经营企业建设配送中心或充分利用社会化配送中心，实行统一采购、统一

配送，切实减轻加盟店的负担，发挥商业特许经营的规模效益。业业

  加强企业特许管理体系建设。支持商业特许经营企业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建

设，建立完备的标准化、信息化商业特许经营管理系统和财务审计制度，不断完

善《特许经营手册》，建立培训、督导机制，确保加盟店的标准化运营。业业

  （四）加强公共平台建设，以服务促发展。业业

  健全行业统计和信用评价。加强商业特许经营行业统计工作，分行业开展商

业特许经营调研和分析，及时掌握行业发展动态和趋势，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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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商业特许经营企业的信息共享机制，按照“树品牌、评诚信、建体系”要求，

拓展商业特许经营备案管理系统的信息服务功能和品牌评价功能，完善信用监督

约束和失信惩戒机制，扩大备案特许经营企业信用评价覆盖面。业业

  加大宣传与培训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普及商业特许经营相关知识

和法规政策，让公众充分了解和认识商业特许经营。加强培训工作和培训制度建

设，对管理人员、商业特许经营企业有针对性地开展政策、法规、业务培训，提

高依法行政管理水平和企业经营水平。业业

业

业业业业三、保障措施业业

业

  （一）完善工作管理机制。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协调公安、司法、工商、行

政管理等部门建立跨部门商业特许经营行业管理工作机制，按照职责分工，加强

协作配合，落实目标任务，完善政策措施，加强监督指导。结合商务行政执法，

加强商业特许经营执法力量，切实保证监管措施落实到位，推进商业特许经营健

康发展。业业

  （二）加强政策支持。加快中小商贸流通企业服务体系建设，为商业特许经

营企业提供咨询、融资、市场开拓、管理提升等服务，促进商业特许经营企业的

规模化发展。会同有关部门制订促进商业特许经营发展的财税政策，积极争取对

具有一定规模且管理比较成熟的商业特许经营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和资金支持；研

究制订中小企业发展商业特许经营的扶持政策，重点鼓励老字号、特色店、知名

品牌企业在严格管理、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发展商业特许经营。业业

  （三）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制订行规行约，加强行

业自律，为企业开展信息咨询、宣传培训、品牌保护、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提供服

务，鼓励行业协会与大专院校开展合作，加强商业特许经营人才培育。业业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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