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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市场监管市场监管之力之力
绘就服务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新图景绘就服务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新图景

一年来，重庆市场监管系统以改革
创新为根本动力，创新丰富基础性制度
供给。全面深化改革谋深做实，承接市
场监管总局经营主体信用体系建设创
新、企业迁移登记“一件事”集中攻关试
点，加力推进重点改革任务36项；持续
深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场监管合

作，推动准入、信用、计量、标准、合格评
定、行政执法等制度规则衔接互认，开展
跨区域执法协作98次、联合执法61次，
加快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做法获全国推
广，市场准入异地同标、公平竞争互查互
认获国务院办公厅推广；积极融入全国
统一大市场建设，在全国率先以省级政

府名义出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办
法，会审市（区、县）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
593件，动态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
竞争的政策措施309件，建立“1+2+N”
公平竞争政策实施制度体系获市场监管
总局肯定，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评估“六
专”模式获全国推广……一条条应对变
局、开拓新局的新路径更加清晰。

一年来，重庆市场监管系统以一域
服务全局，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底盘和支
撑。一体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区（县、
镇），首批20个区（县、镇）纳入全国质量
强区（县、镇）培育库；有效发挥质量基础
设施作用，出台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提升行动激励措施124项，带动产
业产值增加8.15亿元；持续提升科技创
新能力，协调推进检验检测服务业发展
规划实施，国家质检中心达19家；全面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建成运行国
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全市每万人口
发明专利拥有量 22.94 件、同比增长
14.8%……一个个助力制造业“攀高向
新”的新举措更加有力。

一年来，重庆市场监管系统以企业
和群众普遍有感为衡量标准，精准施策，
积极回应企业群众关切。迭代完善“渝

悦易企办”服务体系，企业开办“一日办
结”、注销“一网通办”、迁移“一键办理”
成为常态，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入选
国务院办公厅典型经验案例；深化市场
秩序综合治理，开展医药领域腐败问题、
民生领域广告、电动自行车等专项整治，
共立案查办3.26万件，入选市场监管总
局典型案例23件；持续加大消费者权益
保护力度，登记处理投诉举报27.54万
件、同比增长15.53%，为消费者挽回经
济损失7500万元……一桩桩可感可及
的惠民强企新实事更加温暖。

一年来，重庆市场监管系统以数字
赋能深化监管方式创新，市场综合监管
提质提效。推动《重庆市知识产权保护
和促进条例》立法，出台全国首个涵盖市
场监管全领域“三书一函”制度；首创跨
部门职责覆盖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的
《信用合规建设指南》，推进企业信用风
险分类结果在专业领域、“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的常态化应用，构建市场监管数
据质量提升长效机制获市场监管总局通
报表扬；推动6个应用纳入全市重大应
用“一本账”，数据归集率、治理率、共享
率100%，居全市前列……一件件推进
数字重庆建设的新探索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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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第六届““西洽会西洽会””检验检测服务现代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题活动上检验检测服务现代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题活动上，，现场签约项目累计金额约现场签约项目累计金额约1111..55亿元亿元

数字市场监管驾驶舱V2.0

从三个场景看2024年实干出彩

推动以“质”取胜

近日，从南岸区市场监管局传来好消息，该区龙门浩街道办抢抓质量强街共赢共荣新
机遇，打造龙门路文创艺术街区，盘活100余处闲置资产，实现经营主体入驻翻番、商贸指
标快速跃升、城镇就业率不断攀升。

这是重庆市场监管系统积极推进质量强市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去年，重庆市
场监管系统开设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培育导则线上培训课程，推动企业争创中国
质量奖、重庆市市长质量管理奖等荣誉；实施优质企业培育“春笋”计划，全市企业
首席质量官数量2.25万名、居全国第3。

加强质量领域数字化建设，迭代形成数字市场监管体系架构，将质量强市
建设纳入“1+12”核心业务，谋划建设“重庆质量在线”等重点应用，上线运行
川渝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

搭建质量强链工作平台，推动链主企业和技术机构联合成立川渝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等质量工作联盟，在汽车、电线电缆和信息通信
产业组建重庆市质量创新孵化中心，成立质量专家服务团，推动质量
强链联盟与重点产业园区合作。

一系列有效举措之下，质量强市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重庆制造
业质量竞争力指数达到90.6，步入“竞争力很强”行列，为现代化新
重庆建设提供坚实的质量支撑。

企业发展沃土

“刘女士，您申请的营业执照已经办好了，您可以直
接在‘渝快办’下载电子营业执照。”去年11月8日，重庆
大足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拨通了远在青岛的刘女士
的电话。

“真想不到，没跑窗口也没用电脑，人在青岛，就
能在手机上搞定在重庆开办公司的所有手续！”刘女
士感叹道，在决定将业务从青岛拓展到重庆之后，凭
借“E企办”，她顺利注册了一家经营范围涵盖五金
及汽车摩托车配件制造的有限公司，开启双城创业
模式。

刘女士使用的“E企办”是重庆市市场监管局
会同相关部门依托“渝快办”App推出的开办企
业小程序，其率先在全国实现了开办企业“掌上
办”“指尖办”。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好生
态”。除了“E企办”，重庆市市场监管局还创新
推出“沙盒监管”模式，对符合一定条件的经营
主体，使用更具弹性和包容性的监管方式，多
观察少出手，让企业将更多精力放在经营上，
努力做到“无事不扰、有需必应”。

截至目前，“沙盒监管”模式已在全市全
面推开，减少企业重复检查5600户次，营造
出一种宽松又安全的经营环境和市场氛围。

护航百姓消费

去年11月，重庆首个外卖食品安全示范
街区在沙坪坝区落地。据介绍，“外卖食品安
全示范街区”坐落于陈家桥街道龙湖魔方街
区，已有多家提供外卖餐食的商户加入。根据
沙坪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美团外卖签订的合
作协议，将通过共建评选标准、树立标杆样板、
实施激励机制、建立监督机制等方式全面保障
食品安全。

当前，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马车，
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正在不断增强。为
此，重庆市市场监管系统持续优化改善消费环境
工作，全力营造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加大消费者
权益保护力度，为内需的增长持续赋能。

规范平台经济，制定促进平台经济有序竞争创
新发展36项措施，整改平台不规范问题128项、优化
规则协议68条，建立外卖即时配送平台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清单。

推动数字赋能，特种设备在线、“渝食安”融入三级
治理中心贯通实战，重点食品溯源系统赋码108万余批
次，在渝制造或登记的46.1万台特种设备及321.6万只气
瓶实现“全赋码”监管，“校园食安”智慧监管经验获全国推
广。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深入开展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
高质量发展七大行动，通过创建外卖食品安全示范街区、示范

商户等方式，切实提升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食品
安全评价性抽检合格率99.57%，食品安全群众满意度连续6年提

升。
强化消费维权与监管执法联动，健全重大敏感投诉举报信息预

警机制，建立靠前质量帮扶和源头矛盾化解机制获市场监管总局推广。
一组组数据映照为民初心，一件件实事提振放心消费，老百姓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变得可触可感，消费经济的活力得到进一步挖掘和释放。

深化改革创新，推动一批标志性成
果落地见效。深化川渝市场监管合作五
周年总结评估，推动信用成渝双城经济
圈建设，加快推进川渝企业跨省迁移登
记试点，探索建立区域市场一体化评价
指标体系，打造区域市场一体化“川渝
样板”；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建立
公平竞争审查与合法性审查协调联动
机制，开展公平竞争审查能力提升行
动，常态化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深
化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评估，强化重大
政策措施会审，对以由市（区、县）政府
名义出台的文件应审尽审，持续清理妨
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
做法；完善八省（区、市）经营者集中反垄
断试点审查协作机制，强化反垄断和反
不正当竞争。

加快质量强市建设，助推构建现代
化产业体系。创新质量基础设施“一站
式”服务平台运用；推动标准强市建设，
高标准建设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重
庆）；深化计量和认证认可服务，加快产
业计量测试中心建设和技术成果转化应
用；推动知识产权强市建设，持续完善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力
度，构建大保护工作格局。

优化消费环境，激发超大规模市场
消费潜力。健全消费纠纷源头和解、行
政调解、多元化解机制，发展在线消费纠
纷解决单位，加强消费维权服务站建设；
深入实施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培育
一批放心商店、放心市场、放心网店、放
心餐饮、放心景区；开展“守护消费”执法
铁拳行动，严厉打击假冒伪劣、消费欺诈

等行为，着力破解消费领域痛点问题。
回应企业所需所盼，营造公平公正

的市场环境。迭代“渝悦易企办”全生命
周期服务体系，新实施一批“高效办成一
件事”，打造“渝快登·易企办”品牌和审
批服务群众满意窗口；健全经营主体诉
求反映机制，落实助企帮扶政策和“三服
务”机制；持续规范“新三样”市场价格秩
序，深入治理恶意比价、虚假宣传、互黑
互踩等市场乱象；强化平台经济治理，健
全完善网络交易平台和经营者重点主体
责任清单，开展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
加大网络市场突出问题整治。

坚持“民生为大”，从严从实守牢安
全底线。深入推进肉类产品、食品添加
剂、网络订餐、“校园餐”等综合治理，健
全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体系；加强药品
全生命周期监管，针对性加强网络违规
销售、非法添加、销售使用过期药械等突
出问题整治；深化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
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三年行动和电动自
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深入开
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强氧
气瓶、化工企业特种设备、高风险大型
游乐设施专项排查治理。

加快数字重庆建设，更好服
务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迭
代体系构架，加快渝药安、
知识产权在线、渝企在
线等重点应用建
设；推动水电气
收费智管纳

入全市“一本账”，入驻使用“执法+监
督”应用；全面融入三级治理中心，推
动应用开发和贯通实战“量质齐
升”，形成数字市场监管基本能力。

蓝图绘就，正当乘风破浪；使
命在肩，更需奋斗不止。如今，
重庆市场监管系统瞄准方向的
标，握紧前行的舵，以更创新
的举措、更有力的监管、更
精准的服务，为奋力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
贡献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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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珮 孔德虎 马菱涔 图片由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时光无言，记录奋进的足迹。
全市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84.28分、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三；中国专利金奖获奖数量西部第一、专利开放许可达成数量全

国第一；37项工作获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推广……回顾2024年，一组组亮眼数据、一件件生动事例，见证着重庆市场监管系统勇
立潮头的坚定步伐。

市场监管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与市场，一头连着百姓和民生，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责任重大。
去年，重庆市场监管系统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持“干字当头、争先进位”，凝聚市场监管力量，绘就一幅幅服

务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绚丽图景。

征途漫漫，唯当砥砺前行。
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重庆市场监管系统将牢牢

把握稳进增效、改革创新、除险固安、强企富民工作导向，打造“十四五”规划收官标志性成果，努力在服务
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建立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培育机制，累计推动“个转企”9390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