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

重点整治情形

一、国家层面已放开但地方仍在审批

国务院已取消多项行政许可事项，但各地执行情况不一，有些

地方仍在审批。如，某地反映机动车维修经营已经改为备案制，但

部分县还在进行审批。再如，根据《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

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规定，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不再作为行政审

批项目，实行自律管理，但某地《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暂行规定》中

仍然规定，施工图设计要由市有关职能部门核准。

二、审批依据法律效力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 99 条、第 100 条规定，下位法

不得违背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 15 条、第 16

条、第 17 条对行政许可的设定或规定权限、适用情形作出严格规

定，如法律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尚未制定法律的，行政法规可以设

定行政许可；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行

政许可；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省级政府规章

可以设定临时性行政许可，同时明确了地方性法规、省级政府规章

设定行政许可的负面清单。部分地方政府审批依据仅为有关部门制

定的规章或本系统内部规定，缺乏上位法依据，应当及时废止。



三、行业壁垒造成准入规则不平等

经营自然垄断环节业务的有关企业利用垄断优势向上下游竞

争性环节延伸或排除、限制上下游竞争性环节的市场竞争。一些重

点行业国有企业滥用自身市场优势地位，有意抬高或设置不合理准

入门槛，导致其他企业难以进入。如，某重点行业企业在配件采购

过程中长期选择特定几家供应商，导致相关配件价格连年上涨，而

其他企业无法进入。

四、政府监管能力不足不敢进行审批

在一些风险易发高发行业或领域，虽已有相关监管规则，但由

于监管难度较大或监管规则有待进一步完善细化，而不敢审批。

五、违规扩大审批范围、变更或增设审批条件

一些地方违规扩大审查内容或审批服务事项适用范围，变相设

立或实施审批，或以备案名义变相设置市场准入限制。如，国务院

某行政法规仅针对某行业设施的规划和建设设置审批程序，但某地

将行政审批范围扩大到该行业相关设备的制造、销售。

六、审批权下放形成区域间市场壁垒

一些事项审批权下放地方，却造成跨区域经营需多地多次审

批，且各地审批标准不尽一致。

七、对外地企业设置准入限制

部分地区为保护本地企业发展，对外地企业设置准入限制，增

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如，一些地方政府将外地企业在本地注册经

营主体、投资建厂等作为准入条件，部分省市在药品集中采购过程



中，针对外省企业和产品，设置明显高于本地产品的资质要求、技

术标准，加大市场抽检力度，人为增加外省企业进入本地市场的难

度。再如，住房城乡建设部明确各地区在市场准入上给予外地建筑

企业与本地建筑企业同等待遇，但实际操作中，一些地方通过本地

业绩要求、信用等级等设置不合理准入条件，阻碍外地企业进入本

地市场。

八、违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与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要

求，违规设置外资企业准入限制

部分地区不落实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要求，对外资企业设置

不合理差别待遇。如，在内外资平等准入领域设置或采取针对外资

的限制性措施。又如，通过限定“品牌”或以“外资品牌”为由排

斥或歧视外资企业及其产品或服务，以及对外资企业及其产品或服

务享受政策设置额外条件。再如，通过限定所有制形式等方式排斥

或限制外资企业参加本地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活动。

九、因新业态新领域监管空白导致政府在土地、规划、消防等

要素保障环节不作为、不予审批或者推诿审批职责

一些新业态新领域暂无统一规范的审批监管措施，不少地方索

性不予审批，但也不落实“非禁即入”。如，一些地方出于减少风

险的考虑，对新业态新领域完全照搬传统监管模式，对市场主体申

请的新业态经营许可抱有“不鼓励、不审批”态度，造成企业注册

难、经营难。

十、准入要求设置矛盾，互为前置条件



近年来，各地破除了很多互为前置条件的审批事项，但地方反

映，此类事项在具体审批过程中依然存在。如，某地反映快递业务

经营许可事项，在市场监管和邮政部门审核过程中互为前置条件，

相关手续无法办理。再如，在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的情况下，

仍有不少地方政府部门规定，获得一项行政审批的前提条件是已取

得其他部门的前置性审批，如果没有通过其他部门的审批，则不能

获得本部门的行政审批。

十一、告知承诺制审批要求不清晰不透明加大经营风险

一些地方承诺制审批事项缺乏公开透明的核准标准和审批要

求，给企业准入造成更大的不确定性和经营风险。如，某地反映有

企业按照告知承诺制投资农药生产项目，项目建成后，按规定办理

经营手续遇到困难，有关部门不予审批，企业经营陷入困境。

十二、准入标准过高、审批流程过长

一些市场准入事项审批权在地方，市场准入标准较高，地方相

关主管部门专业人员缺乏，导致审批难、流程长。如，某地企业反

映，室内装修建筑工程许可证、二次装修消防验收等与消防相关的

审批难、验收流程长、成本高，影响企业按期开业经营，甚至个别

地区已出现宁愿交罚款代替许可证办理的乱象。

十三、无故拖延审批或已经获得审批但政府拒绝办理其他相关

手续

一些地方准入监管规定具有较大随意性，导致审批部门对经营

主体行使监管权时具有较大裁量空间，即使项目已经获得审批，审



批部门仍有可能拒绝为企业办理其他相关手续。如，某地企业反映，

有的地方建筑垃圾处置企业设立，县（区）相关行政审批流程走完

后，乡镇（街道）以其他理由拒绝办理相关手续，不仅导致企业准

入难，更让前期投资“打水漂”。再如，一些地方对经营主体资金

实力、股权比例、安全管理等方面提出准入要求，准入监管时松时

紧。

十四、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已通报的违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典型

案例类似的违规情况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市场准

入制度的意见》，抓好市场准入制度落实，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建立违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案例归集和通报制度的通知》要

求，国家发展改革委近年来会同有关部门、地方发展改革委已对违

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情况连续开展七次排查清理，并对七批典型案

例进行了通报。各地如有与已通报案例类似的违规情况及其他违背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情况，应一并清理。

十五、其他违背市场准入制度要求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