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2
8
6
2

公司股权

质押登记
（设立）

行政

确认

1162

0000
MB16
6377
0A26
2073
1001
000

省市

场监
管局

登记

注册
局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86号）第三
条规定：“负责出质股权所在公司登记的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股权出质登记机关
（以下简称登记机关）。各级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的企业登记机构是股权出质登记机
构。”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申请股权出
质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应当
由出质人和质权人共同提出。申请股权出
质撤销登记，可以由出质人或者质权人单
方提出。”

1.受理阶段责任：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受理，不
符合法定要求的当场一次性告知
补正事项，经补正符合法定要求
的当场受理。
2.审核阶段责任：受理申请后当
场审核，并作出登记决定。
3.送达阶段责任：作出登记决定
的当场送达登记通知书。
4.公示阶段责任：通过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等方式公示股权出
质情况。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依法予以受理的申请不予受
理或未一次性告知补正事项的；
2.未依法审核或违法作出登记决
定的；
3.未及时送达登记通知书的；
4.未依法公示股权出质信息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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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2
8
6
3

公司股权

质押登记
（变更）

行政

确认

1162

0000
MB16
6377
0A26
2073
1002
000

省市

场监
管局

登记

注册
局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86号）第三
条规定：“负责出质股权所在公司登记的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股权出质登记机关
（以下简称登记机关）。各级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的企业登记机构是股权出质登记机
构。”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申请股权出
质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应当
由出质人和质权人共同提出。申请股权出
质撤销登记，可以由出质人或者质权人单
方提出。”

1.受理阶段责任：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受理，不
符合法定要求的当场一次性告知
补正事项，经补正符合法定要求
的当场受理。
2.审核阶段责任：受理申请后当
场审核，并作出登记决定。
3.送达阶段责任：作出登记决定
的当场送达登记通知书。
4.公示阶段责任：通过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等方式公示股权出
质情况。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依法予以受理的申请不予受
理或未一次性告知补正事项的；
2.未依法审核或违法作出登记决
定的；
3.未及时送达登记通知书的；
4.未依法公示股权出质信息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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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2
8
6
4

公司股权

质押登记
（注销）

行政

确认

1162

0000
MB16
6377
0A26
2073
1003
000

省市

场监
管局

登记

注册
局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86号）第三
条规定：“负责出质股权所在公司登记的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股权出质登记机关
（以下简称登记机关）。各级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的企业登记机构是股权出质登记机
构。”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申请股权出
质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应当
由出质人和质权人共同提出。申请股权出
质撤销登记，可以由出质人或者质权人单
方提出。”

1.受理阶段责任：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受理，不
符合法定要求的当场一次性告知
补正事项，经补正符合法定要求
的当场受理。
2.审核阶段责任：受理申请后当
场审核，并作出登记决定。
3.送达阶段责任：作出登记决定
的当场送达登记通知书。
4.公示阶段责任：通过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等方式公示股权出
质情况。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依法予以受理的申请不予受
理或未一次性告知补正事项的；
2.未依法审核或违法作出登记决
定的；
3.未及时送达登记通知书的；
4.未依法公示股权出质信息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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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2
8
6
5

公司股权

质押登记
（撤销）

行政

确认

1162

0000
MB16
6377
0A26
2073
1004
000

省市

场监
管局

登记

注册
局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86号）第三
条规定：“负责出质股权所在公司登记的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股权出质登记机关
（以下简称登记机关）。各级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的企业登记机构是股权出质登记机
构。”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申请股权出
质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应当
由出质人和质权人共同提出。申请股权出
质撤销登记，可以由出质人或者质权人单
方提出。”

1.受理阶段责任：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受理，不
符合法定要求的当场一次性告知
补正事项，经补正符合法定要求
的当场受理。
2.审核阶段责任：受理申请后当
场审核，并作出登记决定。
3.送达阶段责任：作出登记决定
的当场送达登记通知书。
4.公示阶段责任：通过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等方式公示股权出
质情况。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依法予以受理的申请不予受
理或未一次性告知补正事项的；
2.未依法审核或违法作出登记决
定的；
3.未及时送达登记通知书的；
4.未依法公示股权出质信息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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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2
8
6
6

免予办理

强制性产
品认证工
作

行政

确认

1162

0000
MB16
6377
0A26
2073
1005
000

省市

场监
管局

认证

认可
与检
验检
测监
督管
理处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2009年7

月3日质检总局令第117号）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列入目录产品的生产
者、进口商、销售商或者其代理人可以向
所在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提出免予办理
强制性产品认证申请，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责任担保书、产品符合性声明（包括型
式试验报告）等资料，并根据需要进行产
品检测，经批准取得《免予办理强制性产
品认证证明》后，方可进口，并按照申报
用途使用：（一）为科研、测试所需的产
品；（二）为考核技术引进生产线所需的
零部件；（三）直接为最终用户维修目的
所需的产品；（四）工厂生产线/成套生
产线配套所需的设备/部件（不包含办公
用品）；（五）仅用于商业展示，但不销
售的产品；（六）暂时进口后需退运出关
的产品（含展览品）；（七）以整机全数
出口为目的而用一般贸易方式进口的零部
件；（八）以整机全数出口为目的而用进
料或者来料加工方式进口的零部件；
（九）其他因特殊用途免予办理强制性产
品认证的情形。市场监管总局 海关总署
《关于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有关
安排的公告》公告〔2019〕13号  二、自
2019年4月1日起，由市场监管部门承接免
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相关工作。

1.受理阶段责任：自受理申请之

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
出具CCC免办证明。
2.审核阶段责任：省级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
行审核，符合要求的出具CCC免
办证明监。
3.后续监管责任：省级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做好CCC免办后续监管
工作。
4.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审核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
人财务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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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2
8
6
7

质检中心

认定

行政

确认

1162

0000
MB16
6377
0A26
2073
1006
000

省市

场监
管局

科技

与信
息化
处

1.国务院《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国

发〔2012〕9号）：“七、夯实质量发展基础：6、

提升检验检测能力...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国家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2.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印发《市场监管系统国家质

检中心筹建验收工作程序（试行）》的通知（市监

科财函〔2019〕237号）：“一、筹建工作程序

（二）申报受理。1.申报渠道。拟申请筹建国家质

检中心的由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向市场监

管总局申请，不得越级提出申请。（三）形式审查

。1.省级市场监督部门（市场监管总局直属技术机

构）负责国家质检中心申请筹建申报材料的初审、

可行性论证、核查和上报，对所报材料的合法性和

真实性负责。二、验收工作程序（一）前期准备 3

、符合验收申请条件的，对照《筹建任务书》检查

、总结筹建工作完成情况，填写验收申请表，报经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审查和预验收合格后，由省级市

场监管部门向市场监管总局提出验收申请。（二）

申报受理 1.申报渠道。国家质检中心由所在地的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向市场监管总局申请验收，

不得越级提出申请。（三）形式审查1、省级市场

监管部门负责国家质检中心申请验收材料的初审、

核查和上报，对所报材料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负责。

（五）批准成立 验收不合格的，市场监管总局下

达整改通知书，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督促承建单

位在规定时间内实施整改，并向市场监管总局报告

整改结果。

3.国家标准局《产品质量监督试行办法》（国标发

〔1985〕138号）第八条  “国家标准局根据工作

需要，按产品类别设国家级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

中心，承担指定产品的质量监督检验任务。国家级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由国家标准局会同有

关部门从现有的检验力量较强的检验测试机构或科

研单位中审定，并发给证书和印章”。

1.国家质检中心认定时的责任：申报

阶段：负责国家质检中心申请筹建申

报材料的初审、可行性论证、核查和

上报，对所报材料的合法性和真实性

负责。验收阶段：符合验收申请条件

的国家质检中心填写验收申请表，报

经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审查和预验收合

格后向市场监管总局提出验收申请。

批准成立阶段：验收不合格的，市场

监管总局下达整改通知书，省级市场

监管部门负责督促承建单位在规定时

间内实施整改，并向市场监管总局报

告整改结果。2.省级质检中心认定时

的责任：(1)批筹阶段责任：根据全

省检验检测机构建设规划对省级质检

中心筹建进行审核批准。公示应当提

交的筹建申报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

材料。对申请材料组织相关部门进行

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必要时要组织

专家进行实地考察和论证。符合设立

条件的，经省局局长办公会通过后，

批准筹建。不符合设立条件的，予以

书面答复，告知理由。(2)筹建阶段

责任：指导筹建单位完成建设阶段的

能力建设及自我评价工作。督促省质

检中心在筹建任务书批准后规定时限

内完成筹建任务(3）验收阶段责任：

接收申请验收材料，会同相关部门组

织专家按相关规定进行验收，通过验

的批准成立挂牌，未通过验收的责令

其整改，完成整改后再进行验收。

（4）事后监管责任：督促市州局每

年对省级质检中心进行考核并形成书

面报告。（5）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的国家、省级质检
中心申请不予受理的；
2.批筹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
人财务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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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2
8
6
8

地方计量

技术规范
制（修）
订和批准
发布

行政

确认

1162

0000
MB16
6377
0A26
2073
1007
000

省市

场监
管局

计量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2015年4月

24日修正版）第二章第十条  国家计量检
定规程由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制定。没有
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的，由国务院有关主管
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计量
行政部门分别制定部门计量规程和地方计
量检定规程。

1.受理阶段责任：自受理申请之

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立项初
审，并在立项项目建议书中予以
登记确认。
2.审核阶段责任：省级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组织专家对申请人提交
的地方计量技术规范进行现场评
审，并由评审组对符合要求的出
具评审意见表。
3.后续监管责任：省级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做好地方计量技术规范
的修改、校对、印制、发布、撤
销等监管工作。
4.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
的；
2.评审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
人财务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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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2
8
6
9

定量包装

商品生产
企业计量
保证能力
评价

行政

确认

1162

0000
MB16
6377
0A26
2073
1008
000

省市

场监
管局

计量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2015年4

月24日修正版）第一章第四条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极力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
计量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2.《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经2005年5月16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自2006年1月1
日起施行。）第三条  县级以上质量技术
监督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定量包装商品
的计量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3.《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全面实施定量包装
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自我声明制度
的通知》（国市监计量〔2018〕240号）
。

1.受理阶段责任：自受理申请之

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公示项
目、申报材料的初审，对申请人
提交的商品规格型号、品种等内
容予以确认并公示。
2.后续监管责任：省级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
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
不定期检查，结合日常行政检查
和定量包装商品监督抽查，重点
做好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
保证能力自我声明单位的监管工
作。
3.监督执法责任：对发现的问
题，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对
相对人违法违规行为涉及追究刑
事责任的，及时移交有关部门依
法查处。
4.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
公示的；
2.公示公开、现场检查过程中，
索取或者收受申请人财务或者谋
取其他利益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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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2
8
7
0

组织计量

检定量值
比对

行政

确认

1162

0000
MB16
6377
0A26
2073
1009
000

省市

场监
管局

计量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2015年4

月24日修正版）第一章第四条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极力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
计量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2.《计量比对管理办法》（经2008年5月
30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务会议
审议通过，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第
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在
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计量比对的监督管理
工作。

1.组织实施阶段责任：对参加比

对单位提交的比对试验数据、证
书、结果判定等内容予以确认并
通报。
2.后续监管责任：省级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建立实施计量比对的运
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
不定期检查，重点做好法定（授
权）计量技术机构的日常监管工
作。
3.监督执法责任：对比对实施过
程中发现的问题，依法采取相关
处置措施，对相对人违法违规行
为涉及追究刑事责任的，及时移
交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4.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比对条件的单位，授意
其不参加比对实施的；
2.比对项目进行过程中，索取或
者收受有关人员财务或者包庇有
关人员出具虚假数据、证书报告
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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