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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无感监管”“无事不扰”双清单
上海优化营商环境十大攻坚突破任务更新“线路图”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作为行业协会， 我们从今年开年就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政府出台的各项便利措施，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检查码的推广使用，

给企业经营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昨天， 在旁听市政府新闻发布会后， 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法务总监王烨君如是说。

今年 2 月 5 日， 上海连续第 8 年召开优化营商环境大会， 发布了 《上海市聚焦提升企业感受 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行动方案》 8.0 版 （以下简称“8.0 版行动方案”）。 近期， 世界银行公布了 2025 年度中国企业调查报告， 记者获悉， 在该调查

的 59 个营商环境测评点中， 上海有 22 项达到了全球最优水平。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市发改委近日印发《关于加力提速推进 2025 年优化营商环境“十大攻坚突破任务” 的通知》， 选取

了企业需求迫切、 部门协同推进要求高的十个事项进行攻坚突破。 记者在昨天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 了解了十大攻坚突破任

务的相关情况。

促进活力街区有序发展 城市烟火气与环境秩序如何平衡？

随着夜间经济的繁荣， 上海不少区

域都开设了夜市和外摆摊位， 为这座忙

碌的城市增添了烟火气。 记者在会上了

解到， 十大攻坚突破任务之一就是要支

持街镇营商环境建设。 而在此过程中，

城市烟火气与环境秩序如何平衡是执法

部门关注的问题之一。

“近年来，全市城管执法系统围绕优

化营商环境， 加大对特色经营活动的支

持力度，推动集市、夜市、外摆位等新型

市集经营活动规范有序发展，”市城管执

法局局长张永刚介绍道，“目前， 全市共

设置特色点、疏导点、管控点共964处。 ”

上月， 市商务委等部门印发《进一

步优化设摊治理 提升城市“烟火气”

工作方案》，其中要求“合理增设一批设

摊疏导点、管控点、特色点”。记者采访获

悉，目前，全市共有外摆位夜市、商业步

行街等特色点479处， 包括静安丰盛里、

普陀鸿寿坊、杨浦大学路特色外摆位等；

而在民生服务暂时供应不足的区域也设

置了427处疏导点，主要涵盖各式便民早

餐车和便民修理点等； 还有以销售农副

产品为主的管控点共 8 处。

“同时， 我们根据季节变化和节庆

活动特点， 在地标性夜生活集聚区、 文

化体验区、 水岸生活体验区、 景区等具

备条件的区域， 合理拓展或优化开放区

域， 有效平衡烟火气与环境秩序的关

系。” 张永刚表示， 为了进一步激发市

场动能， 城管部门也秉持包容审慎监管

的理念。

2020 年， 市城管执法局联合市司

法局制定全国首个省级 《城市管理轻微

违法违规行为免罚清单》。 据介绍， 自

清单发布以来， 全市城管执法系统累计

办理轻微违法案件 1.07 万起， 有效减

轻经营主体的经济负担； 今年上半年还

将制定发布《上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不予行政处罚和减轻行政处罚的实

施规定》。

“我们将依托上海市信用平台， 强

化被处罚主体的信用修复工作， 对符合

要求的， 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工

作， 实现应修尽修。 自 2024 年以来，

累计完成了 1000 多件信用修复工作，

有效帮助经营主体解除经营限制， 恢复

市场信任。” 张永刚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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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感监管+无事不扰 发现问题开启“免打扰”模式

记者在会上还了解到， 十大攻坚突

破任务在“优化涉企行政检查” 方面提

出， 要解决涉企行政检查重复查、 多头

查等问题， 优化完善“检查码” 系统功

能， 推动各行业尽快建立“无感监管”

“无事不扰” 双清单。

“自今年 1 月 1 日起， 上海市场监

管部门全面推广应用了检查码， 实现了

无码不检查。 目前， 我们的工作重点已

从‘规范检查行为’ 进一步提升为‘优

化提升检查质效’。 在守住安全底线的

前提下， 通过无事不扰检查事项清单对

检查内容做减法， 用无感监管检查对象

清单对优质企业做减法。” 会上， 市市

场监管局副局长彭文皓介绍道。

据悉， 无事不扰检查事项清单是对

检查事项进行分类管理， 目前第一版清

单涉及广告、 价格、 注册登记等领域的

411 项检查情形， 占市场监管所有检查

情形的 60%以上。

“过去市场监管部门上门检查内容

相对较多，企业会觉得压力很大。 现在，

我们把低风险的事项划出来， 除了上级

部署以外，不再主动上门检查，做到既不

放松管理，又给企业减负。 ”彭文皓介绍

称，列入清单的检查事项并不是不检查，

而是从主动上门检查更多转向智能检

查，比如：通过“互联网+明厨亮灶”用智

能摄像头监控后厨； 通过深挖智慧电梯

全生命周期数据， 实现电梯安全的风险

预警、智能派单和高效处置；通过互联网

监测处理投诉举报， 发现违法线索等。

“这些数字化、触发式的监管手段，就像

是隐身的监管员，既能随时发现问题，又

不会打扰企业的日常运营。”

近年来， 市市场监管

局对企业进行分类分级，

不同等级的企业采用不同的检查频次和

无感监管。彭文皓解释道，这些企业并不

是不再列入监管范围， 而是转向数据监

管。“检查对象清单是对企业进行分类分

级监管的升级版， 分为风险和信用两个

维度，将风险评级低、信用评级高的企业

列入清单。”一旦风险和信用分类结果产

生重大变化，系统将调整白名单的范围。

对企业来说，风险低、信用好的企业

能够及时享受政策红利，同时，企业为了

维持白名单的身份，也能更加自律、规范

地进行经营管理工作， 把更多精力放在

产品、服务和创新上。“这项改革最终目

标是让企业从应付检查转向自查自律，

和政府部门一起维护市场的健康生态。”

彭文皓说道。

整治涉企网络谣言
营造良好网络营商环境

舆论环境也是营商环境的一环， 关

系着企业在市场中的形象。

据市公安局网安总队总队长季增令

介绍， 上海警方持续加大对涉企网络违

法犯罪的打击整治力度， 营造清朗有序

的网络营商环境。 今年以来， 上海警方

累计侦破涉及网络谣言、 涉及网络黑灰

产等网络违法犯罪案件百余起， 为 1.5

万余家企业提供了网络安全服务保障。

“在严厉打击涉企网络犯罪方面，

当前， 要严厉打击制造、 传播涉企网络

谣言， 非法获取企业数据， 扰乱企业经

营等行为。” 季增令说道， “上海警方

针对网上编造、 传播涉企不实信息的行

为， 与有关主管部门建立信息通报机

制， 对查实涉及违法犯罪的， 依法处理

相关人员、 封禁社交账号， 为企业营造

良好的舆论环境。”

记者了解到， 上海警方已在全市大

型产业园区设立了33个守护驿站， 主要

为企业提供网络安全咨询、 风险提示指

导、量身定制援助等服务。 今年以来，累

计为3500余家企业解答网络安全问题

7100个， 帮助企业及时发现并消除网络

安全风险隐患1500余个， 并帮助1600余

家企业建立网络安全应急处置体系。

此外， 在治理牟利性职业索赔方

面， 相关任务明确， 要围绕异常投诉举

报频发、 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等突出问

题， 强化依法治理牟利性职业索赔的整

体合力， 优化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异常名录”， 研究制定 《关于依法治理

牟利性职业索赔职业举报的意见》， 对

通过投诉举报等方式向企业施压、 非法

牟利的违法犯罪行为， 依法依规开展治

理， 有效压缩职业举报生存空间， 进一

步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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