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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双随机、一

公开”跨区域、跨部门联合监管工作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项目来源

根据嘉兴市标准化协会关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双随机、

一公 开”跨区域、跨部门联合监管工作规范》 团体标准立项的公告，嘉善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组织起草工作组负责团体标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双随机、一公开”跨区域、跨部门联合监管工作规范》的研制工作，并由嘉善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二、标准制定工作的目的与意义

1.背景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是市场监管的基本手段，是国务院关于推进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制度安排。2015 年 7 月，

国务院开始部署“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对深化“放管服”改革、提高监管效能、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自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在市场监管领域立足职能、发挥优势、锐意创新，按照长三角一体化要求，积

极探索推进示范区范围内跨区域、跨部门“双随机、一公开”联合监管工作，保

障市场监管更加公平公正，推动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

2.现状

2020 年 9 月，三地市场监管、环保、应急和消防等部门，首次实施示范区

“双随机、一公开”联合监管。此后，三地持续开展护航进博国展周边宾馆（酒

店）、有机食品等联合抽查，推进示范区海关核查领域联合监管，打造年报公示

信息“双随机+监测”联合预警服务。示范区相关探索实践 2021 年被写入两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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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场监管部门、示范区执委会联合发文《关于支持共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的若干意见》，2022 年 8 月获长三角市场监管一体化发展优秀实践

案例，并获得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周卫军副司长调研肯定。

3.存在的问题和必要性

示范区联合监管积累了一定实践，但目前尚未形成示范区内共同遵循的标准，

在跨区域推进监管过程中，存在标准不够统一、程序不够规范、结果认定不够准

确等问题。

为努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有序竞争环境和放心消费环境，更好适应商事制

度改革的新形势，有效支撑事中事后监管，更大程度提升监管效能，着力破解跨

区域执法监管硬难题，研制示范区统一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双

随机、一公开"跨区域、跨部门联合监管工作规范》团体标准，为示范区全面、

常态化开展“双随机、一公开"联合监管，很有必要。

三、与我国法律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1.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协调性

本文件条款均符合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要求。相关文件如下：

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 （国办发

〔2015〕58 号）；

②《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全面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通知》（国

市监信〔2019〕38 号）等。

2.与现行标准的协调性

经检索发现，国内现行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中未有“双随机、一公开”联合

监管相关标准。现行地方标准中与本文件相关的有 DB33/T 2036.6-2019《政务

办事“最多跑一次”工作规范 第 6 部分:“双随机、一公开”监管》、DB32/T

4196-2022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规范》等，这些标准适用范围仅限于

本级行政区域范围内，不适用于跨区域监管，本文件的部分技术内容参考了上述

标准的要求。

四、标准制定工作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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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与起草单位

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主要工作过程

（1）立项阶段

2023 年 7 月 25 日，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标准预研会议，组建标准起

草小组，初步讨论明确标准制定方向，并制定标准研制方案，同时明确责任分工、

研制计划、时间进度安排等。

2023 年 7 月 26 日—8月 1 日，标准起草小组收集相关的国家标准、法律法

规等信息。

2023 年 8 月 2 日—8月 10 日，标准起草小组收集相关资料，并初步完成了

团体标准立项申请书和标准草案。

2023 年 8 月 11 日，标准起草组邀请嘉善县应急管理局、文旅局、生态环境

局等主管部门共同参与研讨会议，会上各部门针对标准草案内容进行研讨，并提

出修改意见。会后标准起草小组及时对标准草案进行完善。

2023 年 8 月 18 日，标准起草小组正式向嘉兴市标准化协会申请标准立项，

申请并提交标准草案及立项申请表。同期，标准经过嘉兴市标准化协会专家审核，

嘉兴市标准化协会发布了关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双随机、一

公 开”跨区域、跨部门联合监管工作规范》 团体标准立项的公告。标准正式立

项。

（2）起草阶段

2023 年 8 月 23 日，标准起草组前往上海市青浦区开展标准研讨会议，会议

由嘉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青

浦区气象局、青浦区应急管理局、青浦区文旅局、青浦区建管委等部门参与。会

上，各部门针对标准内容提出相关修改建议：调整术语和定义中“跨区域、跨部

门联合监管”、“区域”定义；“文件库”修改为“检查表单库”；检查对象补

充“民非、和设备设施”的要求；“计划拟定”修改为“计划制定”；明确辅助

执法人员的回避原则；“整改复核”修改为“闭环处置”；补充“监管后服务”、

修改部分监管检查单内容等。会后，标准起草小组及时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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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求意见阶段

2023 年 8 月 24 日，标准起草小组完善标准草案内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并编写标准编制说明。同期，标准起草小组向嘉兴市标准化协会申请，正式向各

相关方进行意见征求。

（4）送审阶段（待补充）

（5）报批阶段（待补充）

五、标准制定原则

根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原则》

的规定，本标准编制严格遵循可操作性、一致性和公开透明的原则。

（一）可操作性原则

本文件制定过程中根据可操作性的原则，结合示范区实际情况，对文件内容

进行科学设定。为示范区“双随机、一公开”联合监管提供科学管理的依据。

（二）与国内外标准协调一致原则

在制定过程中，起草组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中的原则要求进行编写。仔细查阅国内外的

相关标准，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了团标的框架结构和各项技术内容要求。

（三）公开透明的原则

起草过程中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除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外，还将向社会

公开广泛征求意见，如来自各行业管理部门等各方意见，并吸收和采纳部分意见。

六、标准主要条款说明

1.标准名称和适用范围

标准名称根据关于嘉兴市标准化协会关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双随机、一公开”跨区域、跨部门联合监管工作规范》 团体标准立项的公

告。

范围根据标准内容确定，规定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以下简

称示范区）“双随机、一公开”跨区域、跨部门联合监管工作规范的术语和定义、

能力建设、计划制定、抽查规则、检查、结果审核和通报、闭环处置、材料归档、

监督后服务、投诉和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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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示范区内的“双随机、一公开”跨区域、跨部门联合监管工作，其他

地区可参照执行。

2.主要技术内容

①能力建设：是“双随机、一公开”联合监管工作的基础保障，该章节规定

了监管工作平台建设，包括检查对象名录库、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检查表单库、

检查知识库；以及人员培训要求。

②计划制定：是“双随机、一公开”联合监管工作的起点，该章节主要规定

了跨区域、跨部门联合监管年度计划拟定、公示等相关要求。

③抽查规则：是“双随机、一公开”联合监管工作的核心内容，该章节规定

了如何运用各区域监管平台、示范区联合监管平台等，实现执法检查人员与被检

查对象抽取的“随机性”的要求。

④检查：该章节规定了“双随机、一公开”联合监管工作实际开展的准备工

作，以及如何通过网络检查、书面检查、现场检查等多途径开展检查的要求。

⑤结果审核和通报：该章节规定了“双随机、一公开”联合监管工作在检查

结果处理、审核及通报等相关流程要求。

⑥闭环处置：该章节规定了对于检查结果整改、复核的要求，实现对监管检

查工作的闭环处理。

⑦材料归档：该章节规定了“双随机、一公开”联合监管工作的相关资料归

档保存的要求。

⑧监督后服务：该章节规定了针对检查对象监管后开展相应服务的内容，为

实现企业质量提升提供保障。

⑨投诉和申诉：该章节规定了被检查对象如对检查结果有异议，进行相关投

诉和申诉的内容及处理流程的要求，保障公平公正。

七、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文件未涉及相关专利。

八、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文件制定并投入使用后，将有效支撑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提升监管的公

平公正性，更大程度提升监管效能，推进抽查监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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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国际、国外尚未有“双随机、一公开”相关工作开展。

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及依据

无。

十一、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

日期等）

本文件发布后，拟通过三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各区域共同组织标准宣贯培训，

推动标准全方位贯彻实施；建立标准评价和监督检查机制，通过评价考核，推动

标准实施。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组

2023 年 0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