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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amr.gd.gov.cn/hdjlpt/yjzj/answer/6281） 

 

附錄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征求《广东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信用分类监管规范（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2020 年第 12 号 

 

为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监管效能，督促生产者、销售者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推

动建立健全产品质量信用监管制度，我局组织起草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信用分

类监管规范（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反馈意

见： 

一、电子邮件：gdsjj_zljdc@gd.gov.cn。 

二、通信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363 号，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处，邮政编码：510630。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8 月 14 日。 

 

附件 1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信用分类监管规范（征求意见稿） 

附件 2 征集意见处理表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8 月 4 日 

（联系人：李铮，联系电话：020-38835897） 

 
 
 
 
 
 
 
 
 
 
 
 
 
 

http://amr.gd.gov.cn/hdjlpt/yjzj/answer/6281
https://yjzj.cloud.gd.gov.cn/hdjlpt/yjzj/api/attachments/view/a2fbfe4b000145a7558c42cb30cea03d
https://yjzj.cloud.gd.gov.cn/hdjlpt/yjzj/api/attachments/view/e161bea52336c69e2db643d7b5c120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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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 

信用分类监管规范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制定目的及依据】为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监管效能，督促经营者落实产品质

量安全主体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适用范围】本规范适用于对广东省行政区域内生产、流通环节工业产品及其

经营者的质量信用分类监管。食品、食品添加剂、化妆品、计量器具、特种设备及其经营者的

质量信用分类监管不适用本规范。有其他专门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定义】本规范所称产品质量信用分类监管，是指市场监管部门将产品及其经

营者质量违法和失信情形进行量化记分，并按照记分情况实行差异化监管的管理制度。 

第四条  【工作原则】产品质量信用分类监管工作遵循科学管理、公平公正和公开透明

的原则。 

第五条  【工作分工】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以下简称省局）负责统筹协调全省产品质量

信用分类监管工作，各地市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辖区的产品质量信用记分与分类监管

工作，各县（市、区）市场监管部门负责落实本辖区的产品质量信用记分与分类监管工作。 

 

第二章 产品质量信用记分 

第一节  记分规则 

第六条  【记分对象】质量信用的记分对象包括产品和经营者，经营者分为生产者和销

售者（含服务提供者）。 

第七条  【记分周期】质量信用的记分周期为 24 个月。记分周期从首次产生质量信用记

分当日开始计算，并动态保持最近 24 个月内的记分。 

自相关质量信用行为或表现被市场监管部门记录或确认之日起，超过 24 个月的记分记录

自动清零。 

第八条  【记分组成】质量信用分是起始分、奖励分、扣除分和修复分之和。记分对象

如有失信行为则扣分；扣分后，如符合本规范相关规定的，可申请对扣分进行修复。 

第九条  【记分原则】同一次质量信用行为或同一条质量信用记录只记分一次。同一质

量信用行为（记录）涉及多个记分对象时，多个记分对象均予以相应记分；同一质量信用行为

（记录）可对应多个记分情形时，取最高分记分。 

180 日内同一质量信用行为（记录）只记分一次，但 180 日后同一情形的失信行为仍持续

的，应再次扣分。 

第十条  【零分锁定】记分对象质量信用分扣至 0 分时锁定 180 日。锁定期内不可修复，

并暂停扣分。180 日后，恢复至起始分 12 分并重新记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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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产品质量信用记分】产品质量信用起始分为 12 分。起始分在记分对象产生

第一条质量信用记录时赋予。 

不同品牌（商标）和类别的产品应分别予以记分，质量信用记分产品类别的划分由省局

制定和发布。多个生产者共用一个品牌（商标）时，所有使用该品牌（商标）的同类别产品的

质量信用记录均纳入该品牌（商标）产品记分。 

第十二条  【经营者质量信用记分】经营者质量信用分为其经营产品对应的产品质量信

用分、经营者行为奖励分、扣除分及修复分之和。一个经营者只有一个质量信用记分结果。当

经营者涉及多类产品时，其用于记分的产品质量信用分取各类别中的最低分。多个生产者共用

一个品牌（商标）时，只有实际生产者生产的产品才纳入其产品质量信用记分。 

经营者同时具备生产者和销售者属性时，针对相应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信用行为（记录）

分别记分。 

 

第二节  信用奖励加分 

第十三条  【产品质量信用奖励加分情形】24 个月记分周期内，同一类产品在监督抽查

中连续未发现不合格的，予以记产品质量信用奖励加分。 

第十四条  【经营者质量信用奖励加分情形】对经营者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记经

营者质量信用奖励加分： 

（一）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组织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且记分周期内连续未发现不合格

的。 

（二）在市场监管部门将产品判定为缺陷产品之前，主动召回或下架存在安全隐患的产

品，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备或在广东省产品质量监管系统登记的。 

（三）销售者销售的同一型号产品经监督抽查不合格，有关行政部门发出通告、生产者

发出通知后，立即作下架处理，并登录广东省产品质量监管系统填报自查整改数据的。 

（四）举报制售假行为，或为打击假冒伪劣行为提供重要线索的。 

第十五条  【加分限制】在一个记分周期内，同一记分对象加分上限为 2 分。加分满 2

分后，原有加分记录期满 24 个月清零时，才可记新的加分。 

 

第三节  信用扣分及修复 

第十六条  【产品质量失信扣分情形】同一类产品存在下列失信情形之一的，予以记扣

分： 

（一）产品在各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中被判定为不合格的。 

（二）产品存在伪造或冒用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或生产许可证及相关标志，伪造或冒用

他人厂名厂址、品牌（商标），不标示或标示的厂名厂址、联系方式不真实或无效的，掺杂掺

假、偷工减料、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及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等涉嫌假冒伪劣情形。 

（三）产品标签标识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 

（四）因产品质量问题造成质量安全事件或其他不良影响的。 

第十七条  【经营者经营行为失信扣分情形】经营者存在下列失信情形之一的，予以记

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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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营者生产、销售或经营性服务中提供、使用的产品存在第十六条第（一）至（三）

项规定的情形，且经营者不能证明为非主观故意的。 

（二）生产者购进无厂名厂址、来源不明的原材料或零部件的，或销售者购进或者销售

无厂名、厂址等来源不明产品的。 

（三）生产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或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禁止销售的产品的。 

（四）对取得生产许可证、强制性产品认证或者其他认证证书的生产者，不能保持发证

条件仍继续生产的；或对实行生产许可证管理或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的产品未经许可或

认证，擅自出厂、销售的；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被发证部门吊销、撤销相关行政许可资

质、资格的。 

（五）经认定在监督抽查、检查中存在拒检行为的。 

（六）销售的同一型号产品经监督抽查不合格，有关行政部门发出通告或生产者发出通

知后，销售者仍未按要求作下架处理，或下架后违规重新上架的。 

（七）产品被市场监管部门认定为缺陷产品，生产者无正当理由未依法实施召回的；销

售者在有关行政部门发出通告或生产者发出通知后仍未按要求处置、继续销售，或拒绝配合将

缺陷产品召回的。 

（八）向市场监管部门故意隐瞒产品、经销商的真实信息，或者提供虚假或错误产品、

经销商信息的。 

（九）在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监督检查中被判定为不合格或被行政处罚的。 

（十）销售的产品经监督抽查不合格，未履行进货查验制度且不能追溯到进货来源的。 

（十一）销售失效、变质产品的。 

（十二）生产或销售的产品因质量问题造成质量安全事件或其他不良影响的。 

（十三）存在其他产品质量违法违规行为的。 

第十八条  【主观故意情形的认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主观故意： 

（一） 产品存在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的； 

（二） 经营者行为被认定为第十七条第（二）至（八）项规定的情形的； 

（三） 记分周期内再次出现同一原因导致的产品质量问题或同样违规违法行为的； 

（四） 经营者知道或应当知道情况下的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第十九条  【修复申请条件】经营者或其经营的产品被扣分后，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

可以申请对失信扣分进行修复： 

（一）经营者能证明其失信行为或结果为非主观故意； 

（二）相关失信行为没有造成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或较大不良影响； 

（三）失信扣分对应的行为或结果已积极整改，并经市场监管部门确认或认可。 

第二十条  【修复申请与受理】自失信行为或结果已整改并得到市场监管部门确认或认

可之日起，经营者可向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提出修复申请。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收到相关申请

材料后，应在 5 个工作日内进行核实，决定是否准予修复并告知申请人。 

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应自准予信用修复决定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实施相应的信用修复。 

第二十一条  【修复规则】信用修复遵循下列要求： 

（一）记分周期内同一记分对象首次扣分，按照失信扣分的 50%予以修复，第二次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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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扣分的 25%予以修复，第三次及以上的不予修复。 

（二）每个记分对象只能基于整改记录对应的失信扣分进行修复，不得交叉修复。 

（三）失信扣分满 24 个月清零时，对应的修复分也清零。 

 

第四节  记分实施 

第二十二条  【实施要求】产品质量信用记分依托广东省产品质量监管系统（以下简称

系统）实施。系统根据质量信用记录自动记分和分类。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应指定专人负责抽查

检查结果、案件办理结果等产品质量信用记分相关信息的收集汇总、录入、核查与分析，完成

与系统的信息对接以及上报等工作。 

第二十三条  【记分实施】在完成质量信用信息录入后，市场监管部门应将拟实施记分

的信用行为事实、拟记分及经营者的权利告知相应的经营者。异议期内经营者未提出异议的，

系统直接实施记分；提出异议的，根据异议处理结果实施记分。 

 

第五节  异议处理和纠错 

第二十四条  【异议处理】经营者收到告知信息后，对拟扣分的失信行为事实或拟记分

分值存在异议的，在异议期内向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异议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所

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予以受理的，应在 20 个工作日内进行核

实，并将核实结果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将不予受理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第二十五条  【错误纠正】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核查发现失信行为事实认定及扣分

或拟扣分情况存在错误的，应自查实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予以更正，告知经营者并将更正情况

报告上一级市场监管部门。 

 

第三章  产品质量信用分类监管 

第二十六条  【信用评价和监管分类】根据质量信用得分，广东省产品质量监管系统自

动对记分对象进行动态记分、评价和分类。质量信用分为 12 分以上的，评为 I 类；高于 6 分不

满 12 分的，评为Ⅱ类；高于 0 分且 6 分以下的，评为Ⅲ类；为 0 分的，评为Ⅳ类。 

对记分对象的分类监管，以最近 180 日内质量信用最低得分对应的信用评价类别为准。 

第二十七条  【分类监管模式】记分对象的四类记分结果分别对应下列四种监管模式： 

（一）对 I 类记分对象实施一般监管。重点监督落实质量主体责任情况。 

（二）对Ⅱ类记分对象实施跟踪监管。重点对出现的质量相关问题进行跟踪检查，监督

其整改落实。 

（三）对Ⅲ类记分对象实施重点监管。将相关记分对象纳入重点监管名单，加大抽检频

次；对相关经营者发出监管警示，并及时进行约谈指导。 

（四）对Ⅳ类记分对象实施黑名单监管。将记分对象纳入失信黑名单，并依法采取相应

监管措施。 

第二十八条  【禁止性条款】经营者或其他利益相关方不得将产品质量信用等级划分结

果印制于产品标识，不得用于广告、宣传等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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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产品质量失信惩戒 

第二十九条  【依法公布失信行为】省局依法对包括列入失信黑名单的产品、经营者及

其违法违规的行为（记录）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条  【实施联合惩戒】市场监管部门应与发改、工信、税务、科技、金融、建设、

教育、卫生等有关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及时通报经营者质量失信信息，

促使相关部门在政府采购、公共服务、行政审批和市场准入、融资授信、资金补贴、项目申报、

评优奖励等事项中落实失信惩戒措施。 

第三十一条  【行业通报】市场监管部门应将严重失信名单通报给经营者所在行业协会、

销售平台等，督促加强行业自律和联合监督。 

第三十二条  【社会监督】产品质量信用分类监管工作接受媒体和社会监督。 

 

第五章 责任追究 

第三十三条  【责任追究】负责或者参与产品质量信用监管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信用

记分等工作过程中违反本规范规定或存在其他违法违规情况的，由上级负责部门责令改正；情

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补充解释】本规范规定的质量信用分类监管不代替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产品质量监督措施。 

本规范所称的“以上”和“以下”包括本数，“高于”和“不满”不包括本数。 

第三十五条  【解释主体】本规范由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实施时间及期限】本规范自 2020 年 月 日起实施，有效期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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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征集意见处理表 

单位 条文 
意见及具体理由、依据 

（如有明确依据，请提供具体文本） 
采纳及处理结果 

不采纳及 

理由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