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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必要性

信用修复是违法失信经营主体重塑信用的重要途径，对于经

营主体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有利于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助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信用修复工作。

新修订的《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对建立健全信用修复制度机

制提出明确要求。社会各方高度关注信用修复，期盼进一步健全

完善信用修复制度机制，充分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2021 年 7 月，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

管理办法》（国市监信规〔2021〕3 号），建立起市场监管部门

行政处罚、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信用修复制度机

制。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不断健全信用修复制度机制，优化升

级信用修复系统，强化宣传引导，鼓励支持经营主体重塑信用，

大力提升守信能力和诚信水平，受到社会各方广泛关注和好评。

同时，随着监管实践的深入，信用修复管理工作也暴露出法

律法规层级较低、信用修复标准不统一、协同修复机制不健全等

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经营主体信用修复工作效能。亟需总局制

定出台部门规章，进一步提升信用修复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

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更加全面规范、高效便捷的信用修复服务，

进一步释放信用政策红利，优化营商环境。

二、起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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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规范性文件实

施以来，我们每年都针对信用修复实施效果开展评估，并多次进

行专题调研，对信用修复的范围、标准、程序等问题开展深入研

究。2024 年 1 月，我们即着手启动《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

理办法》部门规章起草工作。在前期调研论证并征求总局相关司

局、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意见基础上，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三、起草原则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经营主体迫切需要、基层市场监管反映

强烈的信用修复范围不全面、标准不统一、多头修复等问题，进

一步扩大修复范围，缩短公示期限，强化协同修复等。

坚持高效便捷。坚持服务理念，缩短工作期限，提升修复效

率。建设完善信息化平台，推动实现“一口受理、一网通办”。

完善文书格式，实现“一次申请、多项修复”，为经营主体提供

高效便捷信用修复服务。

坚持协同共享。借鉴参考其他部门有关公示期限、申请材料

等规定，构建标准统一、结果互认的信用修复制度。强化修复信

息共享，实现各公示平台信息同步更新。

坚持依法依规。坚持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等行政

法规和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制定有关标准、程序等。

四、主要内容

（一）明确立法目的。在第一条中明确规章制定旨在进一步

健全完善信用修复制度机制，为经营主体重塑信用提供高效便捷

服务，充分激发市场活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助力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3

（二）扩大修复范围。第二条、第九条、第十条中，将实践

中广受关注的经营异常名录列入移出记录、自主公示行政处罚信

息、抽查检查结果相关负面信息等纳入修复范围。为了做好规章

修订衔接，第十九条对其他部门提请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相

关经营主体信用修复作出规定。为支持重整企业重塑信用，第二

十条对重整企业信用修复作出规定。

（三）缩短修复期限。为进一步为经营主体松绑，激发市场

活力，第八条将其他其他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由六个月缩短至三

个月申请停止公示，市场监管部门大多数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满

三个月后可申请提前停止公示，将有效激发失信主体的守信意

愿，也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保持一致。

（四）缩短办理时限。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和行政处罚信息

信用修复的办理时限由十五个工作日缩短至五个工作日，进一步

缩短办理时限，提高信用修复效率。

（五）强化协同修复。为进一步健全协同修复机制，做好与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

信用修复协同联动工作的通知》相衔接，第十六条规定各级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建立完善信用修复协同联动机制，实现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与其他部门的信用修复数据共享、结果互认。

五、几点说明

（一）关于信用修复的类型。本规章规定了到期主动停止公

示和依申请修复两种修复类型，进一步丰富信用修复内涵，减轻

经营主体和基层负担，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二）关于抽查检查结果相关负面信息修复。按照分级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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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原则，规定抽查检查结果相关负面信息最长公示期为三

年。其中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特种设备、重点工业

产品领域抽查检查结果相关负面信息需公示期满三年方可停止

公示。其他领域整改完成后，即可申请信用修复。建立联动机制，

因抽查检查结果相关负面信息导致被行政处罚的，该抽查检查结

果相关负面信息公示期与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保持一致。

（三）关于经营主体信用修复统一平台。为更好支撑信用修

复管理、信息共享、协同修复等工作，需要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建设完善经营主体信用修复统一平台，实现信用修

复“一口受理、一网通办”，为经营主体提供高效便捷服务。

（四）关于知识产权领域法律适用。经研究，知识产权管理

部门依照《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开展严重

违法失信名单列入工作的，依照本规章实施信用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