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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市人民政府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z.gov.cn/gzgov/s2812/201709/9291de3dd8534b32a594f510442bad4c.shtml） 

 

附錄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优化市场准入环境的若干意见 

穗府办规〔2017〕13 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深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放宽市场准入条件，优化注册审批流程，推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营造更加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登记管理条例》《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经市人民政府同意，

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实行名称自主申报 

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改为“自主申报”。除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禁止、限

制使用的名称外，申请人可通过“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系统”进行企业名称自主查询、比对、判

断、申报，经申报系统检查通过后即可使用。 

二、实行住所（经营场所）自主承诺申报 

申请人申报商事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时，除涉及负面清单（见附件）不实行住所（经

营场所）自主申报外，自行申报地址、联系人、所有权人、法定使用用途、有关情况说明等 5

项基本信息即可登记，申请人承诺对申报住所（经营场所）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工商部门

对申请材料实行形式审查。 

三、实行经营范围自主申报 

除涉及许可事项的经营范围外，商事主体自主申报经营范围。对不涉及许可事项的经营范

围，商事主体可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表述，也可参考政策文件、行业习惯或者专业文献自主

申报、个性化表述经营范围。工商部门对“经营范围库”实行动态调整和管理，定期收集归纳

商事主体的个性化经营范围表述，并将其纳入到“经营范围库”形成规范表述。 

四、支持新型金融业态发展 

商事主体申请从事涉及证券、银行、期货、保险等 11 项广州市保留前置审批项目经营范

围的，由工商、金融等部门实行联动审批。金融部门向工商部门推送前置许可信息后，工商部

门即可予以受理登记；申请从事其他经营范围的，实行“先照后证”。对商事主体从事商业保

理、融资租赁等经营范围，工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予以核准登记。 

五、支持商事主体改制上市 

工商部门为有限公司上市办理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登记时，可直接依照申请，按照有限公

司的注册资本认定改制后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工商、金融等部门积极配合证券交易所、

律师事务所等保荐上市机构办理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前的相关手续，助推股份有限公司快速上市

融资。 

六、支持个人独资企业转型 



2 
 

支持个人独资企业转型为公司制发展，对于申请转型为公司制的个人独资企业，允许其名

称保留原个人独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和行业特点，可直接在原名称后增加“有限公司”；在住

所不变的情况下，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交住所使用证明；申请人可凭工商部门出具的转型证明到

相关部门办理原企业的许可证、批准文件及房屋等财产证明文件的名称变更手续。 

七、推行商事主体设立“容缺登记” 

对新设立商事主体的申请，试行注册登记“容缺登记”制度。申请人办理商事主体设立时，

申请资料基本齐全、符合法定形式、非关键性材料缺失或有误的，工商部门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需补正的材料、时限，申请人承诺按期补正材料后，工商部门预先受理并作出核准决定。 

八、推行商事主体登记“全程电子化”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数字证书、电子签名等主流信息技术为支撑，依托互联网建

立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平台，优化审批流程，数据实时共享，实现网上申请、网上审核、网上

发照、网上归档、网上公示等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管理模式。 

九、实现外商投资企业准入一体化 

推进外商投资企业实施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不涉及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

可直接到工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实施外商投资企业登记信息、审批（备案）信息互相推送，

实现工商、商务等部门信息共享、数据互通、结果互认。 

十、支持南沙自贸区先试先行 

支持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对标国际先进营商规则，以全方位为

企业开办经营提供便利化服务为目标，积极探索改革企业设立审批制度，在放宽准入门槛、简

化登记流程、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先试先行。 

十一、开通重点企业准入“绿色通道” 

建立重点企业的重点项目服务群、新兴企业的投资项目服务群，为在广州投资重大、新兴

项目的企业、总部企业以及各级人民政府引进的重点企业等主动、定期宣传企业登记的新政策、

新规范、新要求；建立国有企业改制项目服务群，对广州市国有非公司企业改制为有限公司，

广州市国有企业组建企业集团、出资重组等提供便利服务。由市工商局牵头，发展改革、工业

和信息化、科技创新、商务、金融、税务等部门加强协作，为上述企业办理工商登记提供提前

介入、咨询指导、解答难题、专人跟进等服务。 

十二、加强对自主申报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管 

申请人对自主申报事项的提交材料和承诺书的合法性、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并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获得经营资格，经相关职能部门核实后，

将被列入商事主体“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向社会公示，并由工商部门依

法进行查处。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 

 

附件：广州市商事主体住所（经营场所）自主承诺申报负面清单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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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州市商事主体住所（经营场所） 

自主承诺申报负面清单 

 

我市商事主体拟从事经营的项目或申报的住所房屋存在下列情形的，不实行住所（经营场所）

自主承诺申报。 

 

一、拟从事以下经营项目的： 

（一）娱乐服务业。 

1.歌舞厅经营； 

2.电子游艺厅经营； 

3.网吧经营； 

4.儿童室内游艺厅经营； 

5.射击场经营； 

6.游乐园经营； 

7.美容、美发服务； 

8.洗浴服务； 

9.足疗、保健按摩、桑拿汗蒸； 

10.电影院。 

（二）旅业。 

酒店住宿服务。 

（三）餐饮业。 

1.正餐服务； 

2.快餐服务； 

3.饮料及冷饮服务； 

4.小吃服务； 

5.中央厨房。 

（四）重污染行业。 

1.皮革制品制造； 

2.造纸； 

3.电力生产； 

4.废弃物治理； 

5.印刷； 

6.纺织品印染。 

（五）危险品行业。 

1.危险化学品制造、储存、经营； 

2.煤制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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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烟花爆竹销售； 

4.成品油仓储； 

5.民用枪械制造； 

6.民用枪支配售； 

7.民用爆炸品经营。 

（六）居民服务行业。 

1.洗车服务； 

2.汽车、摩托车修理与维护。 

（七）卫生行业。 

1.医疗服务； 

2.月子中心经营。 

 

二、申报的住所房屋有以下情形的： 

（一）法定用途为住宅的房产； 

（二）政府保障性住房； 

（三）军队房产； 

（四）外国（地区）企业房产。 

本负面清单日后如需调整，由市工商局根据实施情况评估，报市人民政府同意后对外公布。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  2017 年 9 月 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