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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双随机办函〔2021〕4 号 

 

山东省“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 

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以信用为 

基础 以风险为靶向 创建重点领域差异化 

市场监管体系》的通知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省直各相关部门、各市“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在市场监管领域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是党中央、国

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

是构建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重要内容，是提升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针对性、有效性的迫切需要，对于优化

监管资源配置，营造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具有重要作

用。威海市加强重点领域差异化监管，打造“大数据+市场监管”

平台，建立“通用+专业”“信用+风险”差异化市场监管体系，有效

提高重点领域监管靶向性和时效性的经验做法很好，值得推广。

现将威海市具体做法印发，供全省各级各部门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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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以信用为基础 以风险为靶向 创建重点领域差异化市

场监管体系 

 

 

山东省“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代章）        

2021年 9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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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以信用为基础 以风险为靶向 

创建重点领域差异化市场监管体系 

 

威海市市场监管局认真贯彻中办国办《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行动方案》，推动更多重点领域深入实施信用分级分类监管，以

信用赋能市场监管，打造“大数据+市场监管”平台，在建立“通

用型”企业信用风险分类模型的基础上，聚焦食品、药品、特种

设备等重点领域，创建“专业型”“信用+风险”预警体系，实行

差异化监管措施，把有限的监管力量精准用在“刀刃上”，提升

市场监管效能。 

一、以信用风险分类为基础，构建通用型差异化监管体系 

充分发挥信用基础性作用，对全市企业信用风险等级实施精

准画像，构建“通用型”差异化监管体系。一是打造“大数据+

市场监管”平台。搭建了 1个监管对象库、6大类主题数据库为

核心的“大数据+市场监管”平台，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市场主体

的信用风险进行量化评估。1个监管对象库，即以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唯一标识，将每一个市场主体数字化。6大类主题数据库，

即行政许可、行政检查、监督抽检、违法失信、质量基础设施、

消费维权六大数据库，将通过数据返还、共享等方式从省市有关

部门归集的 7300 多万条数据贴上对应标签，将市场主体主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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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活动数据化。二是对所有市场主体按信用风险等级精准画像。

设计 89项风险评价指标，包括企业属性、登记许可、年报公示、

合规信息等 71 项基础指标和科技、工信、税务、商务、人社等

部门 18 项公共管理指标，赋予每个指标不同权重和分值，将全

市市场主体风险进行量化，对 11万余户企业信用风险进行评价，

并按照风险由低到高，给企业贴上 A、B、C、D、E五类“标签”。

三是创新构建“1+2+N”差异化监管制度体系。印发了 1 个实施

意见、2个规范、10项差异化措施清单，即《企业信用风险差异

化监管实施意见》《企业信用风险差异化监管规范》《企业信用风

险数据管理应用规范》和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等 10 个领域《差

异化监管细化措施清单》。将信用风险评价结果融入一般领域，

根据信用风险等级，确定抽查比例，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抽查比例最低仅为 2%，重大风险企业抽查比例提高至 100%。

将信用风险评价结果融入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构

建“通用+专业”“信用+风险”差异化监管体系。 

二、以风险分级为依据，构建食品安全差异化监管体系 

在食品生产领域，确定了企业自律、监督检查、监督抽检、

行政处罚等 4项信用风险因素和销售方式、产品追溯、生产状态

及类型、产品类别、消费对象等 5项行业风险因素，将全市 902

家食品生产企业，根据风险得分，由低到高划分为 A、B、C、D

四个等级。目前，A级 608家、B级 205家、C级 76家、D级 13

家。在食品销售领域，从经营资质、自查情况等 2项信用风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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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和经营类别、经营项目等 12 项行业风险因素，将全市 29475

家食品销售者，划分为 A、B、C、D四个等级。目前，A级 19168

家、B级 8940家、C级 413家、D级 954家。在集中交易市场领

域，从主体资质查验、信息公布等 4项信用风险因素和业户数量、

重点品种等 12项行业风险因素，将全市 32家集中交易市场，划

分为 A、B、C、D 四个等级。在餐饮服务领域，从许可管理、信

息公示等 2项信用风险因素和人员管理等 10项行业风险因素，

将全市 17144家餐饮服务提供者，划分为 A、B、C、D四个等级。

目前，A级 8075家，B级 8428家、C级 69家、D级 572家。一

是实施差异化检查频次和方式。在完成基本检查任务的基础上，

对 A、B级风险主体，适当降低检查频次；对 C、D级风险主体，

适当增加检查频次。例如，对食品生产企业，在全覆盖检查的基

础上，A级不再开展飞行检查；B级日常检查不少于 2次，飞行

检查每三年开展 1次；C、D级日常检查分别不少于 3、4次，飞

行检查每年分别开展 1、2 次。同时，对风险较高的主体，实施

多种检查方式全面体检。比如，针对食品生产风险预警模型推送

的高风险企业，组织开展体系检查。2020 年，对筛选出来的 15

家高风险食品生产企业进行体系检查，问题发现率 75.3%，是常

规双随机检查的 5倍。二是实施差异化抽检。以发现问题、防范

风险为目的，实行靶向式监测抽检，对 A、B 级风险主体，适当

降低抽检比例；对于 C、D 级风险主体，适当提高抽检比例。例

如，在集中交易市场，突出食用农产品源头管控，实施入市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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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取样、批批快检”，对一个月两次快检不合格的业户实行季度

禁售；针对农贸市场，对来源于批发市场的食用农产品不再快检。

三是实施差异化现场核查。在延续食品生产许可时，对 A、B级，

如果企业声明生产条件未发生变化，不再进行现场核查，并对 A

级开辟“绿色通道”加快审批进度；对 C级原则上不免于现场核

查，对 D级一律进行现场核查。 

三、以风险预警为核心，构建零售药店差异化监管体系 

在零售药店领域，设计日常监督检查、检查频次、行政处罚、

药品抽检、投诉举报等 5项信用风险因素和药店分类、经营范围、

药店分级、所在区域、药店类型、第三方绩效评估、区域管理、

总部管理、药学技术人员在职情况等 9项行业风险因素，建立零

售药店风险预警模型，科学评估风险等级，根据风险得分，由低

到高划分为 A、B、C、D 四个等级，自动推送高风险阈值药店信

息。在省局分级分类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三方绩效评估、区域管

理、药学技术人员在职 3项重点个性化指标，将零售连锁总部管

理和辖区监管部门管理水平作为影响药店质量管理风险重要因

素，有效评估区域性、规模性风险。一是实施差异化检查频次和

方式。在全覆盖检查的基础上，对 A、B级按比例抽查；对 C、D

级加大检查频次，其中，C级 2-3次、D级 3-5次，市级列为重

点督导范畴，启动重点跟踪检查。对出现多家门店评判为 C、D

级的，直接约谈总部。二是实施差异化抽检。对 A、B 级只抽取

中药饮片等重点品种，并适当降低抽检批次；对 C、D 级提高抽



 
- 7 -

检批次和频次。三是实施差异化绩效评估。A、B 级实施 2-3 年

全覆盖暗查暗访；C、D 级列为重点评估对象，实施年度内多频

次第三方暗查暗访。今年，累计暗访零售药店 397家，下半年不

凭处方销售处方药平均问题发现率为 3%。四是实施差异化行政

审批。对乙类非处方药店实施告知承诺制，申请承诺当天取得药

品经营许可证，一个月内现场核查，目前，全市 35 家连锁超市

通过“申请+承诺”当天取证；对二类店、三类店等风险相对较

高的药店，实行现场核查制，通过后发放药品经营许可证。 

四、以重点设备为突破口，构建特种设备差异化监管体系 

以检查对象分类为依据，对全市特种设备全部建立重点监管

事项清单，探索差异化监管。一是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对全市

124家特种设备生产单位，每年按 25%的比例抽取作为检查任务，

四年达到全覆盖检查。首先，通过取证时间、近 2年事故情况、

近 2年产品缺陷召回情况、换证方式、投诉举报情况、检验检测

机构反馈情况、以往检查情况等指标确定重点名单，若未达到抽

取比例，剩余检查以随机选取方式补足。二是特种设备检验检测

机构。对全市 4家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每年按 50%的比例抽

取作为检查任务。首先，通过在威开展业务时间、近 2年事故情

况、投诉举报情况、以往检查情况等指标确定重点名单，若未达

到抽取比例，剩余单位以随机选取方式补足。三是电梯维护保养

单位。依托威海市电梯管理系统，结合考核结果，每年对在我市

承担电梯维保业务的单位进行评分，并划分为一至五星五个等



 
- 8 -

级。目前，一星级 6 家、二星级 12 家、三星级 25 家、四星级

12 家、五星级 6 家。对五星级单位无特殊情况不实施检查，对

四星级至一星级单位由区市局对应进行不少于 1-4 次检查，同

时，对二星级及以下单位由市局进行不少于 1次检查。四是充装

单位。对全市 103家充装单位，每年在区市局对辖区充装单位全

覆盖检查基础上，市局抽取 10%作为检查任务。首先，通过监督

检查、投诉举报、行政处罚、企业信用评分等 4个信用风险指标

和充装单位充装场所数量、充装介质种类、自有产权气瓶数量、

追溯体系应用等 4个行业风险指标，确定重点名单，若未达到抽

取比例，剩余单位以随机选取方式补足。五是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对全市 6173 家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每年按 15%的比例抽取作为

区市局检查任务。首先，通过使用场所、近 2年事故情况、近 2

年处罚情况、使用高危设备情况、投诉举报情况、检验检测机构

反馈情况、以往检查情况等指标确定重点名单，若未达到抽取比

例，剩余单位以随机选取方式补足。在区市局检查基础上，市局

按 10%比例抽取实施“一事双查”。 

下一步，将按照总局、省局关于加强重点领域信用监管工作

部署，进一步完善分类分级指标体系，细化落实差异化监管措施，

推动重点领域差异化监管取得更大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