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cjgj.gz.gov.cn/zwdt/gzdt/content/post_8576317.html)

附錄

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帮扶市场主体八条措施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要指示，落

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大对市场主体帮扶力度，特制定以下措施：

一、党建引领促发展

发挥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小个专”）党建引领作用，形成市、区、所三

级市场监管部门与市场主体“党建联建共建”工作机制。

推行全市“小个专”党建指导站与市场主体“结对共建”，为市场主体提供政策咨询、

注册登记、质量管理、标准化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帮扶指导服务，搭建企业和政府沟通交流“一

站式”服务平台。

全面推进我市外卖配送平台企业“羊城红骑手”党建工作，优化“羊城红骑手”爱心驿

站服务功能，发挥外卖配送平台企业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外卖骑手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领

外卖配送平台企业健康有序发展。

打造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社党建品牌，赋能农民专业合作社做优做大，扶持申报有机食品、

绿色食品、农产品商标注册，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二、便利市场主体准入

实行“一网通办、半天办结”。通过“广州市开办企业一网通平台”可一次性或单独办

理营业执照、免费刻章、申领发票和税务 UKey、就业和参保登记、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预

约银行开户等事项；可“一站式”联办食品、药品、医疗器械许可证等 30 个事项。企业无需登

录多个网站办理，无需重复填报营业执照信息和进行多次身份认证。

实行“一码展示、一照通行”。通过手机小程序下载 “e 证通”或扫营业执照二维码，可

查询和展示企业电子营业执照、许可证和信用信息。企业无需提供纸质营业执照，凭电子营业

执照即可办理注册登记、涉税服务、社保登记、公积金登记等政务服务，以及银行开户、招投

标、用电申请等公共事务。

三、优化行政许可服务

对受疫情影响未按期申请延续食品经营许可证、未按期提出计量行政许可复查申请的

市场主体，允许其在有效期届满前提出申请。对受疫情影响不能按时开展医疗器械生产许可变

更、延续现场检查的，在申请企业递交书面承诺书后，市市场监管局出具检查意见，待疫情管

控措施解除后再开展现场检查，避免企业因未取得生产许可导致停产停工。

对食品销售大型连锁企业推行食品经营许可“告知承诺制”，符合条件的可当场取得《食

品经营许可证》。为经营首次进口药品备案品种的企业提供备案前预先审查服务，为进口药品

备案需要检验的企业提供备案与检验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企业通关成本。

面向广州市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物医药产业提供专利快速预审

服务，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审查周期分别压缩至最短 3 个月、 1 个月、 1 周。

四、加大知识产权资助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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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市场主体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对质押融资活动所产生的利息、评估等费用，按

所质押的专利、商标、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实际贷款额最高 2%，同一单位最高 80 万元的标准

予以扶持。

支持中小微企业以转化实施为目的吸纳专利成果，按照每件专利实际支出的转让费、许

可费最高 5%，同一单位最高 50 万元的标准予以扶持。

支持市场主体知识产权维权。发明专利国内维权胜诉的，扶持金额最高 30 万元；涉外

维权胜诉的，扶持金额最高 80 万元。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商标、地理标志和商业秘

密国内维权胜诉的，扶持金额最高 20 万元；涉外维权胜诉的，扶持金额最高 50 万元。应对国

外权力机构开展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调查并胜诉的，扶持金额最高 100 万元。

五、帮助企业提升质量竞争力

组织“产品医院”免费帮助 1000 家中小微企业提升产品质量；为 100 家电动汽车充电

站免费检定充电桩；市市场监管系统计量检定机构为疫情防控用红外体温计生产企业检定（校

准）开设绿色通道，收费减半。

通过线下服务工作站（设在白云美湾广场）和线上服务云平台（微信公众号：日化首席

研测官），为化妆品企业提供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每月开播质量“云课堂”；免费为 

1000 家企业开展检验员培训和新标准培训 3000 人次；在“广州检验检测产业链”公众号开辟

“穗企检测认证学”专栏，为 200 家以上企业提供出口认证、检验检测认证规则等方面的公益

培训和咨询服务。

免费为 200 家食品生产企业开展“诊脉服务”，提供风险隐患排查、加强卫生控制、改

进工艺流程等技术服务；为预制菜生产企业提供帮扶指导，鼓励企业采用先进质量管理体系；

在全部生鲜电商总仓设置快检服务点，引导生鲜电商行业高标准发展；精选一批“食在广州、

食得放心”菜式名品，推动“名店、名厨、名菜”的培育，打造“食在广州”城市品牌。

六、推行重点行业“白名单”制度

依托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智慧管理系统，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智能与新能源汽车

等重点行业实行“白名单”认定管理制度，对列入“白名单”管理的企业，实行“无事不扰”，

在相关行政许可事项中提供容缺办理、优先办理等便利措施，在招投标、评优评先、项目奖补、

人才补贴、纾困补贴等事项中作为重要参考。

七、优化信用助企服务

实行信用修复“零跑腿、网上办”，市场主体可通过“广州市开办企业一网通平台”微

信小程序在线办理经营异常名录（异常状态）、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信用修复。实行行政处罚

信息“一窗办理、同步修复”，市场主体跨部门行政处罚信息可通过“信用中国（广州）”网站

同步办理修复。

企业因未按规定公示年度报告或有关信息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满三年的， 2022 年底前

暂不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助力企业增强生存力和市场竞争力。

八、实施包容审慎监管

出台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减免责清单” 3.0 版，在免处罚、免强制清单的基础

上，增加从轻处罚和减轻处罚清单，为市场主体提供容错纠错机制。因受疫情影响逾期提交 2021

年度报告的市场主体，在 2022 年底前完成补报的，免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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