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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高风险等级的企业，因为信
用等级高，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按照“风险+信用”综合评价档次，年度现场
检查总量被核定为 12次。如无特殊情况，
只能少不能多。

“综合评价高，现场检查次数少；综合
评价低，现场检查次数多。”京东方显示技
术公司技安环保部部长郭涛认为，这将更
好地引导企业依法合规经营。

“风险+信用”综合评价，是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深化综合监管改革的一项举措。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行政执法工作面广量大，一头连着政
府，一头连着群众，直接关系群众对党和政府
的信任、对法治的信心”“要让执法既有力度又
有温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完善基层综合执法
体制机制，健全行政执法监督体制机制。

2022年起，北京经开区落实北京市统
一部署，全面构建一体化综合监管体系，
通过监管流程再造、科技赋能、延伸服务
等改革举措，着力营造“无事不扰、无处不
在”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今年 3 月以来，
北京经开区推动改革走向深入，完成对首
批 1841 家企业分类分级评价，并实施差
异化监管；统筹监管执法部门对企业实行

“综合查一次”，全区月均现场检查企业次

数同比下降 71%。
2024 年 9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

2024年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案例，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化综合监管改革，
营造‘无事不扰、无处不在’法治化营商环
境”入选。

综合监管，怎样做到“无事不扰、无处
不在”，让行政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记
者近日赴北京经开区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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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合规——

构建“风险+信用”
监管体系

71 万平方米的生产车间内，工业机

器人来回穿梭，这里是位于北京经开区

的京东方显示技术公司。车间外，一栋

白色的三层建筑映入眼帘，护栏将其与

其他厂房完全隔离。建筑门口，“安全

无 事 故 4984 天 ”（截 至 2024 年 12 月 6
日）几个红色大字格外显眼。

这座白色建筑是储存气体的“特气

站 ”，属 于 安 全 生 产 的 重 点 监 管 对 象 。

“企业主要生产液晶显示屏，需要使用

氯气、氨气等气体。”郭涛介绍。

公司今年被检查了多少次？面对

提问，郭涛回答：今年 1 月至 11 月，现场

检查只有 7 次。

“检查次数，要充分考虑风险，同时

兼顾企业信用情况。”北京经开区综合

执法局副局长隋国勇说，经开区深化综

合监管改革，创新构建了“风险+信用”

监管体系，对监管对象实施动态分类分

级评价，用差异化监管引导企业依法合

规经营。

具体来说，风险等级是基础，涉及

重大生产运行安全的企业划为Ⅰ类企

业，进行重点监管；其他企业划为Ⅱ类

企业，实施常规监管。在此基础上，企

业信用情况是变量——信用等级高低，

将影响最后的综合评价档次。

京东方显示技术公司属于Ⅰ类企

业，需要重点监管，但企业的信用等级

为 A 级。经综合研判后，企业“风险+信

用”综合评价档次最终被确定为 B 档。

“根据综合评价高低，企业被分为

ABCD 四档。评价高的企业，降低检查

频次；评价低的企业，强化执法整治。”

隋国勇说，按照不同档次，执法部门分

别 核 定 企 业 年 度 现 场 检 查 的 频 次 和

总量。

企业的风险等级，行业监管部门根

据其生产情况比较容易判定。但企业

信 用 情 况 是 动 态 变 化 的 ，如 何 实 时 掌

握？打通部门间数据壁垒，北京经开区

商务金融局建设的经开区公共信用服

务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汇集各种公共信息，平台可

对企业的信用状况实时作出评价，并自

动生成信用报告。”北京经开区商务金

融局副局长孙绍政告诉记者，评价内容

主要包括企业经营能力、遵纪守法等 5
个维度，同时向下延伸了资质许可、经

营状况、纳税等级等 16 个二级指标。

企业的信用情况可以动态调整，意

味着综合评价档次不会一成不变。地

下室违规住人、工程未竣工验收就投入

使用……2024 年 4 月，北京经开区一家

企业因出现违规行为，企业和相关负责

人被处罚，企业“风险+信用”综合评价

档次由 B 档降为 C 档。

“作出处罚的同时，我们约谈了企业

负责人，要求限期整改。”北京经开区综

合执法局博兴东综合执法队队长秦宝蕾

回忆，企业在 3 个月内完成整治，拆除违

建 200 多平方米、清理违规“工业用房改

住房”61 间，通过了联合验收。目前，这

家企业“风险+信用”综合评价档次已恢

复为 B 档，检查频次也相应下调。

以综合评价结果为标尺，更好更精

准地开展综合监管。截至目前，北京经

开区实施常规监管的Ⅱ类企业中，综合

评价为 A 档的企业，其整体检查量比改

革前下降 75%，D 档企业整体检查量增

加 3 倍。

为进一步打造“无事不扰”营商环境，

今年北京经开区在“风险+信用”监管体系

基础上，开展“白名单”制度试点。对纳入

“白名单”的企业，一般不再开展日常检

查。扎根北京经开区 30年的 SMC（中国）

有限公司，就是首批入选企业之一。

“只有开展专项检查或接到投诉举

报时，执法人员才会上门。”SMC（中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冬青说，这样的营

商环境，让企业可以有更多精力专注发

展。最近，公司在经开区布局了研发创

新中心，已经开工建设。

提升质效——

    设立“综合查一次”
检查机制

作为北京经开区综合执法局荣华综

合执法队队长，彭懿明现场执法的第一件

事，就是打开手机中的“京办”平台，再用

平台上的“综合监管 e码查”小程序，扫描

被检查企业的营业执照二维码。

“扫码是开展综合执法检查的必要

环节，小程序自动记录。”彭懿明说，如

果对某个经营主体的现场检查超过了

规定频次，执法人员扫码时，系统会自

动提示；如果同一检查人员对同一经营

主体，在一年内检查 3 次且均未发现问

题，再次扫码时系统将进行阻断操作，

检查人员无法完成扫码报到。

“之前很多部门来检查，有时一天

要来好几拨人。”提起过去的执法检查，

郭涛直言。为减少对企业的打扰，北京

经开区设立跨部门检查统筹机制，由综

合执法局牵头，对区内监管执法部门的

涉企检查统一调度，实现“一次登门、全

面体检”。

“遵循的原则是，无计划不检查。”

北京经开区综合执法局局长李宁介绍，

今年 4 月，综合执法局牵头设立了检查

计划统筹平台，将经开区 26 个监管执法

部门、64 个检查领域的检查计划，按照

“时间相近、企业相同、综合查一次”的

要求协调整合。

北京经开区环景路 21 号，占地面积

71.8万平方米的小米汽车工厂，集研发、生

产、销售、体验于一体，有压铸、冲压、车身

等六大重点车间。

“工厂生产环节多、涉及监管执法部

门多，如果多头检查，根本忙不过来。”小

米汽车工厂行政部安全经理朱东山坦

言，目前二期工厂正在加紧建设，自身管

理力量有待加强，又急需得到监管指导。

施 工 场 地 土 方 注 意 做 好 覆 盖 ，防

尘降尘；打磨车间需优化设施，控制粉

尘 ……10 月 18 日，北京经开区综合执

法局联合住建、应急、生态环境、市场监

管等多个监管执法部门，按计划组队进

驻小米汽车工厂检查。半天时间，几十

项需整改内容拉出清单。

“‘一次登门、全面体检’，既为企业及

时排除了安全隐患，也减少了企业迎检负

担。”朱东山说。

“综合查一次”，得益于北京经开区持

续推进“一支队伍管执法”，将 28 个领域

的执法事项统一交给综合执法局。李宁

透露，最近启动了“综合执法研究学院”机

制，将通过培训，努力培养具备全领域执

法能力、可处理综合性复杂问题的“全能

型”执法人才，更好地提升“综合查一次”

执法监管效果，提升企业满意度。

科技赋能——

推行非现场“无感”
监管

减少现场检查，环保监管怎么开展？

答案藏在一辆无人巡逻车里。今年

初开始，一款蓝白相间的无人巡逻车，穿

行在北京经开区的大街小巷。除了巡逻

执勤，还能实时监测空气质量。

2020 年，北京经开区启动高级别自

动驾驶示范区建设。如今在这里，智能

网联乘用车、无人驾驶环卫车、无人巡逻

车等多种应用场景持续“上新”，既方便

人们生活，也成为经开区推行非现场“无

感”监管的方式之一。

“无人巡逻车配备了多参数大气环

境质量监测传感器，能实时监测 PM2.5、
PM10 浓度及氮氧化物、臭氧等多项气态

污染物含量，与现有卫星遥感监测等形

成互补，24 小时不间断运行。”北京经开

区生态环境建设局副局长赵荦荦介绍。

打开电脑，进入北京经开区“城市

运行大脑”生态环境板块，屏幕上实时

更新空气质量监测数据，辖区各企业周

边和各处道路、工地的情况一目了然。

从无人巡逻车、100 余个小微监测站等

收集的数据，实时上传至“城市运行大

脑”，一旦出现指标超标，地图会立时呈

现红色。

“按照‘无事不扰、有事必到’原则，

执法人员会分析核实相关情况，研判是

否需要到现场。”北京经开区综合执法

局生态环境执法处处长刘洁丽说。

生物医药产业是北京经开区的主

导产业之一。产业链长、技术含量高、

监管事项多，近 5000 家生物医药企业，

既是北京经开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支撑，也是日常监管的重要对象。

走进北京亦庄国际生物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在离心机实验室

里紧张忙碌。实验室墙上，一个飞盘大

小的银色装置，实时显示着温度、噪声

等数据；靠窗的天花板下方，摄像头 24
小时运行。

“通过这套监测设备，我们能随时

了解实验室情况，相关信息也会接入经

开区‘非现场监管系统’，实时发送到监

管部门。”让北京亦庄国际生物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连忠辉惊喜的是，连

实验人员穿戴不合规、操作不正确等，

系统都会提醒。

开展“数据检查”，是北京经开区非

现场“无感”监管的一大特色。进入非

现场监管系统，卫生健康、市场监管、农

业农村、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等数据，分

门别类、条块清晰。

“我们通过多源数据共享，建立专门

的数据比对系统，通过智能分析跨行业数

据，实现‘无感’监管。”北京经开区综合执

法局执法人员姜楠解释，以危化品为例，

企业购买、储存、使用和后期处理，相关部

门都有登记信息。如果危化品“进”“用”

“出”三端数据有一端缺失，则数据逻辑不

匹配，系统会自动提示，相关线索将第一

时间推送给执法人员，“用非现场监管驱

动现场执法，形成监管闭环。”

非 现 场 监 管 系 统 运 行 至 今 ，已 对

319 家企业的 1769 间实验室进行了“数

据检查”，覆盖北京经开区超过三成的

生物医药研发企业，发现问题 50 余个，

已全部整改到位。

“努力让监管跑在风险前面，让企

业安心生产、放心经营。”隋国勇表示，

通过科技赋能，北京经开区已初步形成

“监管数据多源汇聚、问题线索智能筛

查、现场执法非现场驱动”的新型监管

模式，现场检查问题发现率由 10% 提升

至 60%，访企次数大幅下降。

延伸服务——

探索全周期“合规
促进”模式

“多给整改单，少开处罚单。”在李

宁看来，行政处罚不是目的，根本目的

是维护良好市场秩序，促进广大经营主

体规范健康发展，“不想合规经营的企

业极少，但一些企业也存在不了解相关

法规政策、缺乏专业指导的情况。这就

需要我们向前一步，延伸服务。”

今年 10 月，一个由监管部门工作人

员、专业执法人员及专家组成的小组，

进驻赛诺菲（北京）制药有限公司，帮助

企业梳理出 300 余条注意事项，涵盖公

司安全生产各环节。

“不仅划重点、找问题，还教我们怎

么做、如何改。”赛诺菲（北京）制药有限

公司相关部门经理孙静雨介绍，公司在

北京经开区的厂区，占地 4 万余平方米，

实验室和车间使用的化学品有 200 多

种，安全生产、管理压力较大，“这样的

服 务 ，正 是 企 业 需 要 的 ，我 们 非 常

欢迎。”

从检查监管到帮扶促进，北京经开

区 探 索 打 造 企 业 全 周 期“ 合 规 促 进 ”

模式。

“围绕行政执法事前、事中、事后三

个环节，我们系统分析重点领域风险、

常见问题、轻微违法行为、高频处罚条

款等，帮助企业编制合规经营指南。”李

宁介绍，在监管部门引导指导下，一些

企业还试点设立“首席合规师”，通过自

查自纠、专业评估、定期报告等方式，推

动形成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良性运转

机制。

郭涛便是京东方显示技术公司的

“首席环保合规师”。从事环保工作 21
年，他熟悉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以

及本企业的重要环保岗位、重要环保工

艺参数等，能在环保运行出现风险情况

时提前预警，并提出合规解决方案。这

两 年 ，郭 涛 组 织 员 工 开 展 环 保 法 规 培

训，负责牵头制定、组织实施企业环保

合规运营方案。

执法有力度有温度，北京经开区的

不少企业，以前怕检查，如今遇到困难

会主动找监管执法部门。

通用电气医疗北京影像设备制造

基 地 ，是 通 用 电 气 医 疗 集 团 的 重 要 生

产和研发基地。通用电气医疗集团在

全 球 销 售 的 CT 系 统 中 ，约 六 成 产 自

这里。

2022 年，一项环保升级改造项目，让

企业犯了难。由于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

喷漆补漆和酒精擦拭工艺，企业得增设

覆盖全厂的综合处理设施，需耗费上百

万元。施工复杂不说，还影响正常生产，

企业随即主动联系经开区综合执法局。

综合执法局得知后，很快派执法人

员和专家现场调研，发现企业用漆和酒

精的量很小，但使用点位分散。经过详

细测算，调研人员给出了按使用点位配

备小型移动挥发性有机物处理设备的

方案，难题迎刃而解。

“无事不扰、无处不在”，良好的法

治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企业落户。目

前，北京经开区已落地逾百家世界 500
强企业投资的 160 个项目，累计认定北

京市外资研发中心 46 家。

11 月 29 日，北京市十六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北

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明确要

求，有关政府部门应当提高监管效能，

优化监管方式，坚持无事不扰原则，注

重运用技术手段及时发现问题，逐步降

低现场检查频次。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中共北京市委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

员会书记张强表示，经开区将认真贯彻

落 实 条 例 要 求 ，持 续 深 化 营 商 环 境 改

革，出台更多令经营主体感受度高、获

得感强的创新举措，推动一体化综合监

管工作进一步走深走实。

图①：北京经开区商务金融局工作

人员登录公共信用服务平台查询企业

信用报告。

图②：北京经开区综合执法局执法

人 员 利 用 非 现 场 监 管 系 统 核 查 问 题

线索。

图③：行驶在北京经开区的无人巡

逻车，可实时监测空气质量。

以上图片均为北京经开区工委宣

传文化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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