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浙江杭州钱塘江北岸两公

里处，坐落着全国首个跨境电子

商务综合试验区。作为跨境电商

的“初创地”和“试验田”，中国（杭

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

下简称“综试区”）自 2015 年设立

以来，进口零售清单数由最初的

日均 300 多单，发展到最高的日

均 14 万单，年进口货值最高峰达

118 亿元。

近日，记者来到综试区，实地

感受跨境电商新业态的蓬勃发展

和旺盛活力。

产品更加丰富，
消费者选择更多样

来到综试区下沙园区的电商

企业仓库，奶粉、化妆品、小家电

等商品，按照类别整齐地摆放在

货架上。“我们的仓库里有来自全

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好

比一个小型的世界商品博览会。”

杭州心怡仓储服务有限公司关务

人员连晓茵介绍，“像这款咖啡

豆，从 1.7 万多公里之外的秘鲁远

涉重洋来到这里，非常受消费者

欢迎。”

去年，海关总署等部门优化

调整了《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

商品清单》，可以通过跨境电商进

口的商品税号从 1413 个增加至

1476 个，新增视频游戏机、家用

洗碟机等消费需求旺盛的商品。

跨境电商对于拉动消费、丰富百

姓生活的作用也愈加凸显。

“今年我们在下沙园区新开

设了香水、化妆品仓，吸引了很

多电商企业在这里经营。”杭州

海 仓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关 务 负 责 人

李海荣说。

在企业仓库内，杭州海关所

属钱江海关驻下沙办事处跨境电

商后续监管科副科长严驰和同事

正穿行在货架间，对照着手中的

抽样表单，从货架上抽取商品准

备送检。

“我们根据风险监测计划和

数据分析情况，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开展跨境电商质量安全风

险监测。”严驰说，面对迅速增长的跨境电商进口商品，钱江海关围绕

母婴用品、小家电、食品化妆品等消费者关注度高的商品，加大质量

安全风险专项监测力度。今年以来，钱江海关累计开展跨境电商质

量安全风险监测 600 余批次。

线上下单，快速通关，帮助企业节约成本

跨境电商进口业务分为直购进口和保税进口两种模式。在综试

区，电商企业采取的都是网购保税进口模式，先将海外商品以批量报

关方式存入综试区内的保税仓，消费者在平台下单购买后，企业再从

保税仓发货。

“这款面膜在今年‘双 11’期间卖得非常火爆。我们根据前期的

分析预测，提前从国外进货，放在区内完成备货，海关查验等工作在

备货入区时一并完成。消费者在平台下单后，我们能够用最快的速

度发货。”杭州海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关务负责人周东方介绍。

今年以来，杭州海关辖区有超过 1 亿单的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

口清单完成通关。杭州海关加强人力和技术保障，预估业务数据和

通关需求，指导企业依托智能流水线实现机器换人，提升监管作业效

能，实现跨境电商进口商品 24 小时不间断通关。

“在海关便利化举措保障下，我们可以做到当日申报、当日发货，

在江浙沪等‘包邮区’的消费者，能像国内网购一样，享受到当日下

单、次日收货的便捷购物体验。”周东方表示。

在下沙园区的退货中心仓，一辆快递车将一批消费者退货的包

裹卸下，在海关关员的监管下，仓库工人们分门别类理放包裹。钱江

海关驻下沙办事处跨境电商监管一科科长潘鹏说：“我们对这些退货

商品实施分类监管，对于品质有缺陷的残次品，采取退运出境或销毁

等举措；没有问题的商品，确认符合上架销售标准后，由企业重新上

架销售。”

以前电商企业收到退货申请后，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将退货商品

运到原先发货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由此产生的人力物力投入，也

成为电商企业的一个“痛点”。

2023 年 9 月，在海关总署授权下，杭州海关率先开展跨境电商网

购保税零售进口商品跨关区退货试点。通过这一新模式，电商企业

可以通过在一地建设退货仓，集中处理来自各地消费者的退货商品，

帮助企业节约运营成本，加快退货商品处理时效。

目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已经验放近 2000 票来自广州、郑

州、上海、厦门等城市的跨境电商退货商品。随着“跨关区退货”模式

顺利实施，预计每年可为各个电商企业节约成本近千万元。“我们将

继续做实做细调查研究，创新监管服务举措，推动跨境电商新业态持

续健康发展，为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钱江海关关长兰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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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清滨小

学开展冰雪运动。

刘 洋摄（人民视觉）

图②：游客在宁夏银川市阅海滑雪场

滑雪。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
①①

②②

满 足 社 会 对
食品安全的新要
求和食品行业发
展的新需求，要把
握好有效市场、有
为政府、有序社会
的 辩 证 关 系 ，在
“产”“管”“治”上
下功夫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是官方、权威、免费的信息

查询平台，通过“全国一张网”，可以查询到

在我国登记注册的每一家经营主体信用信

息。截至 2023 年 10 月底，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已归集 1.82 亿户经营主体累计

58.3 亿条信息。如何挖掘这座数据富矿，

让消费者、经营者、管理者受益？记者进行

了采访。

信 用 信 息 公 开 透
明，让消费者更放心

“我第一次在这家眼镜店配眼镜，有点

担心产品质量，万一有问题，害怕商家后期

服务跟不上。”在重庆渝北区新光天地购物

广场选购眼镜的艾琴说。正在犹豫不决的

时候，她发现商家的收银台上摆放着“山城

有信”宣传牌，用手机扫了扫上面的二维

码，可以查询到该眼镜店的基础信息、经营

情况和信用状况。

“我查了一下，该商家没有不良信用记

录，也没有投诉举报、行政处罚信息，感觉

还靠谱，就决定在这里配眼镜了。”艾琴说，

通过扫码了解商家信用情况，为老百姓购

物提供参考，让消费更放心。

“山城有信”应用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实现经营主体相关信息的归

集运用，不仅提供“一键扫码”“一码明信”

服务，还能实现“一体监管”。如果消费者

在消费过程中权益受到侵害，用手机扫码

后，可以点击“一码保维权”选项，直接拨通

12315 进行投诉，辖区市场监管所人员便会

介入消费纠纷调解。今年以来，“山城有

信 ”受 理 、处 置 消 费 者 投 诉 4.63 万 次 ，占

12315 移动互联渠道投诉总量的 53%，成为

消费投诉新路径。

“山城有信”是重庆市市场监管局运用

企业信用监管数据，通过数字化工具加强

数据治理、促进基层市场监管工作的一个

典型案例。受益的不仅是消费者，还有广

大经营主体。截至目前，“山城有信”已为

重庆市 367.96 万户经营主体赋码。今年以

来，借助该平台，36.59 万户经营主体公示

信用承诺，18764 户经营主体实现“不见面”

信用修复，为基层监管人员提供信息查询

9.42 万次。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政法部民商经济法室主任王

伟说：“企业信用信息的公示，可以充分动

员经营主体、社会公众对企业经营行为进

行监督，促使其更加诚实守信地履行法定

或约定义务。消费者可以通过查询特定企

业的信用状况，选择诚实守信的企业进行

交易活动，使消费更安全、更理性。”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信用监督管理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企业信用监管数据中

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严重违法失信名

单（“黑名单”）、抽查检查等信息。这些信

息的公示能够促进市场“良币驱逐劣币”，

使诚实守信的企业赢得更多的市场机遇。

信 用 带 来 金 融 活
水，化解经营主体资金
难题

“7 月 14 号通过扫码线上提交贷款申

请，7 月 20 号就拿到了 10 万元授信，真没想

到 ，没 有 抵 押 也 能 贷 到 款 ，放 款 还 这 么

快。”在广东省深圳市创业的陈晓盈说，

2020 年他在宝安区开了一家火锅店，“今年

餐饮业复苏，我想把店面装修升级一下，幸

亏这笔贷款补充了流动资金。”

陈晓盈与妻子早年创业曾多次碰壁，

“我们个体工商户没什么大本钱，也没有

固定资产，过去想贷款实在太难了。”陈晓

盈 的 难 处 有 一 定 的 普 遍 性 。 截 至 今 年 6
月，深圳登记的个体工商户数量已达 156.2
万户，由于资产规模小、存续时间短、抵押

物较少，普遍存在贷款额度低、融资难的

问题。

个 体 工 商 户 是 国 民 经 济 的“ 毛 细 血

管”。为解决其贷款难题，今年 7 月，深圳

市市场监管局指导深圳信用（征信）服务

平 台 、试 点 银 行 联 合 开 发 线 上 融 资 产 品

“个体深信贷”。结合个体工商户公共信

用评价指标及金融机构特定需求建立信

用评价模型，即时形成预授信额度，实现

线上申请、线上授信、线上放款。 20 分钟

以内即可完成全流程，大大减少了银企对

接时间，提高了审批效率。

深圳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之所以能实现线上 20 分钟批贷，是因为背

后有强大的数据分析做支撑。结合企业信

用监管数据质量全面提升行动要求，我们

积极开展数据‘清洗’工作，涉及 3.2 亿条数

据。同时广泛征求征信机构、金融机构、市

场开办方、个体工商户代表以及相关部门

意见。充分运用新技术，在保护个体工商

户经营者的个人公共信用数据前提下，通

过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手段对数据进行

分析处理，实现对个体工商户的信用授信，

为金融机构提供依据。”

截至 10 月底，“个体深信贷”累计服务

个体工商 22825 户，提交融资申请 6848 笔，

促成个体工商户线上获得初评授信额度

3.18 亿元。

王伟说：“企业信用数据可以帮助更加

科学有效地配置资源。对于屡屡违法失信

的高风险企业加强监管。而对于那些诚实

守信企业，则通过给予绿色通道等便利化

机制，使诚信企业能够有更强的获得感。”

全 面 提 升 数 据 质
量，为宏观经济调控提
供决策基础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自 2016
年底建成上线以来，系统累计访问量超过

3000 亿次，日均访问量达 1.3 亿次。”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信用监督管理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为依托，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先后与

56 个政府部门协同推进涉企信息统一归

集公示，参与签署 45 个联合惩戒合作备忘

录，与 17 个中央部门、单位建立信息共享合

作关系。

根 据《企 业 信 息 公 示 暂 行 条 例》的 规

定，企业的注册登记、备案、动产抵押、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等信息要依法通过该系统

进行统一归集和公示。据此可以更加具象

化地生成企业的信用画像，便于市场和社

会综合判断企业遵守法定义务、履行约定

义务等方面的信用状况。

目前，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已

经全面实现了经营主体信用监管数据在

“量”上的突破。随着大数据监测分析、信

用风险分类管理、信用指数构建等数据应

用工作的大规模开展，数据不真实、不准

确、不完整等问题日益凸显。

2022 年 6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数

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加强数

据治理和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确保政务

数据真实、准确、完整”。今年 4 月，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部署开展为期一年半的企

业信用监管数据质量全面提升行动，通过

完善数据标准、加强源头治理、强化问题整

改和实施常态监测等手段，推动信用监管

数据在“质”上的飞跃。

“为了提升企业信用数据的归集质量，

我们加强了数据‘质量监测’工作。”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信息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9 月，市场监管总局上线了企业信用监

管数据质量监测系统，实现企业信用监管

数据质量常态化、自动化、智能化监测，根

据评分标准对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打

分考核。支撑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在线浏览

考核结果、查看和下载问题数据。

王伟说：“在宏观管理方面，通过对特

定行业、特定领域企业的信用信息进行大

数据分析，可以对经营主体进入数量、企

业经营活跃度、资产规模、市场退出、经营

异 常 、严 重 违 法 失 信 等 经 济 指 标 进 行 评

价 ，从 而 实 现 更 加 准 确 的 宏 观 分 析 和 研

判，精准施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构

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奠定

坚实基础。”

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在提升

信用监管数据质量上下功夫，深入挖掘数

据应用，推动信用监管与智慧监管深度融

合，不断增强经营主体和消费者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线以来，日均访问量达 1.3亿次

企业信用“一本账” 数据管理“一张网”
本报记者 林丽鹂

由国务院食安办等 28 部门联合主办的

2023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日前落下

帷幕。会上对近年来食品安全工作进行了

总结，各部门各地区严格落实“四个最严”

要求，深化全过程监管，协同共治“餐桌污

染”，主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稳定

在 97.4%以上，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合格率

稳定在 98%以上。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食品消费市场。全

国有 1600 多万食品生产经营者，规模不一、

业态复杂，保障食品安全的任务艰巨繁重，

食品安全这根弦一刻都不能放松。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食品安全

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满足社会对食品安

全的新要求和食品行业发展的新需求，要

把握好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序社会的辩

证关系，在“产”“管”“治”上下功夫，统筹推

进产业发展、政府监管、社会共治。

食品安全是“产”出来的。要压实经营

主体责任，引导企业切实担负起保障食品

安全的首责和主责。今年的食品安全周举

办了企业食品安全总监落实主体责任、共

护食品安全经验交流会，形成了生产者要

尚德守法、诚信经营的共识。下一步，还要

继续落实好《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监督管理规定》，督促相关企业加强管理，

增强主体责任意识。

食品安全也是“管”出来的。要不折不

扣贯彻食品安全法，完善食品安全体系，加

强食品安全监管。当前食品消费形态、消

费场景等均在发生变化，给食品安全监管

体系、标准体系、检验体系等提出了新的要

求。监管者要紧跟变化，完善新业态新模

式监管措施。与此同时，要进一步筑实筑

牢日常监管基础支撑，完善法律法规、标准

规范、检验检测等各项制度，提升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评估和应急处置工

作水平。

食 品 安 全 还 是“ 治 ”出 来

的。要完善社会共治，营造人

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共享

食 品 安 全 的 良 好 氛 围 。 消 费

者应自觉反对食品浪费，树立

勤俭节约的“新食尚”。相关

部 门 应 探 索 创 新 社 会 共 治 模

式、健全社会共治机制、发展

社 会 共 治 力 量 。 要 加 大 违 法

案件处罚曝光力度，推动食品

安全信息公开透明，鼓励社会各界共同监

督，努力从“单向管理”向“社会共治”转变。

保障食品安全工作没有终点。相关主

体要形成合力，守牢从田间到餐桌的每一

道防线，严防、严管、严控食品安全风险，不

断提升食品安全整体保障水平，保证广大

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守牢从田间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
叶 鸣

本报电 近日，在由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新闻中心）、河北省文

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全国文化和旅游新媒体创新发展大会上，全国文

化和旅游政务新媒体矩阵正式成立。本次大会以“新媒体赋能文旅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办。会议介绍了文化和旅

游政务新媒体传播力指数评价体系，举办了“如何做好文旅新媒体运

营”“创意与技术助力文旅新媒体”分享会。近年来，全国文化和旅游

系统顺应时代要求，把握传播规律，不断加强网络内容建设、优化政

务服务、凝聚社会共识，充分运用政务新媒体唱响时代主旋律、展示

文旅新形象、传播文旅好声音。

（柯 文）

全国文化和旅游政务新媒体矩阵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