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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amr.gov.cn/hd/zjdc/202105/t20210507_329234.html） 

 

附錄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公开征求 

《关于进一步规范电子商务经营者登记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为落实《电子商务法》和《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服务规范电子商务经济

发展，推进市场主体登记注册便利化，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规范电子商务经营者

登记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各有关单位和个人提出修改意

见，并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前反馈市场监管总局。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 

一、登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网址：http://www.samr.gov.cn），通过首页“互动”

栏目中的“征集调查”提出意见。 

二、通过电子邮件将意见发送至 djjxkc@samr.gov.cn，邮件主题请注明“经营范围（征求

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三、信函寄至：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 8 号，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邮编：100820），

并请在信封上注明“《电子商务经营者登记（征求意见稿）》公开征集意见”字样。 

 

附件：关于进一步规范电子商务经营者登记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市场监管总局 

2021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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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进一步规范电子商务经营者登记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为落实《电子商务法》和《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服务规范电子商务经济

发展，推进市场主体登记注册便利化，现就进一步做好电子商务经营者登记工作通知如下。 
一、电子商务经营者申请登记成为企业、个体工商户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类型的市场主

体，应当向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市场主体登记。自然人销售自产农副产品、家庭

手工业产品或通过网络从事保洁、洗涤、缝纫、理发、搬家、配制钥匙、管道疏通、家电家

具修理修配等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的不需要办理登记。自然人从事网络交易活

动，年交易额累计不超过 10 万元的不需要进行登记。同一经营者在同一平台或者不同平台开

设多家网店的，各网店交易额合并计算。 
二、对于进驻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依法要求

经营者提供其身份、地址、联系方式、行政许可等真实信息并进行核验、登记，建立登记档

案，并至少每六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对于已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经营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

者应当要求其提供其商事主体身份信息和营业执照并核验。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为平台

内经营者依法履行信息公示义务提供技术支持，并以显著方式区分标记已办理市场主体登记

的经营者和未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经营者。 
三、对仅通过网络开展经营活动的平台内经营者申请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的，可以将电子

商务平台为其提供的用于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网络经营场所登记为经营场所，将经常居

住地登记为住所，其住所所在地的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为其

登记机关。不直接开展经营活动的集群登记地或集中办公地，不适用仅通过网络开展经营活

动的平台内经营者办理登记。仅登记网络经营场所的个体工商户，登记机关要在其营业执照

“经营范围”后标注“（通过互联网从事经营活动）”。 
对于自然人通过网络平台从事利用自己技能开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的、依托

平台接受网约工作任务的、从事其他依法无需办理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活动的，如需办理个

体工商户登记，应使用电子商务平台为其提供的网络经营场所办理，其自然人住所所在地的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为其登记机关。登记机关要在其营业执

照的经营范围后增加标注“（灵活就业）”。 
四、经营者在同一平台有两个以上网络经营场所的，或已登记了一个平台经营场所后又

进入另一个平台经营的，经营者可将多个网络经营场所在同一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并标注在营

业执照上，无需重复办理营业执照。已使用实体经营场所（不含集群登记地址）办理营业执

照登记的经营者，可直接在营业执照上加标网络经营场所。 
五、电子商务平台应当为经营者办理营业执照登记提供便利。经营者需要平台提供网络

经营场所证明的，相关平台应积极协助为其提供符合营业执照登记要求的具有唯一性、长期

性、可追溯性的网络地址或身份标识证明，方便经营者办理市场主体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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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21 年 6 月底前，总局将依托市场主体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建立电子商务经营者

登记受理专区。电子商务经营者使用网络经营场所登记个体工商户的，可通过专区填写登记

信息，由总局统一转至经营者住所所在地登记机关业务系统进行审核办理，方便申请人全流

程在线办理。通过专区统一受理并完成登记的个体工商户，由登记机关直接发放电子营业执

照，由经营者自行下载使用。相关平台在为经营者提供网络经营场所前，需通过登记受理专

区向社会公示其电子商务平台相关主体身份和资质信息。 
七、依法不需要办理登记的经营者，应当在其网站首页或者从事经营活动的主页面显著

位置，持续如实公示其属于不需要办理登记具体类型的自我声明以及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

式等信息或者该信息的链接标识。 
八、鼓励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同总局进行系统接口对接，对于进入平台经营且未办理市

场主体登记的经营者，经经营者授权同意，可由平台代为申请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对于已在

平台开展经营活动且需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经营者，经经营者授权同意，可由平台通过专区

批量集中代为申请办理市场主体登记。鼓励平台协助平台内经营者开展公示营业执照信息、

年报报送等活动，切实为经营者提供方便。 
九、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并严格执行电子商务经营者规范登记要求，充分运用

互联网思维，采取互联网办法，积极支持、鼓励、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在落实过程中遇到的

重大问题、意见建议、先进经验，要及时反馈市场监管总局。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