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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免罚减罚更多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优化轻微违法容错机制”建议获响应

一
万
余
条
建
议
惠
及
长
者
﹃
食
﹄
尚

﹃
你
点
我
检
﹄
守
护
舌
尖
安
全

在上海松江区，一家科技公司因未及时撤下过期专利技

术图片被举报，市场监管局介入调查。公司负责人十分担

忧，一个小失误可能让企业声誉受损，甚至影响未来的融资

或上市计划。实际上，上海自2019年起探索实施轻微违法

容错机制：违法行为轻微企业积极配合整改，就有机会免于

处罚。至今，已有超过万家企业免罚，减免的罚款金额超10

亿元。经过调查，监管部门认定该企业符合政策要求，最终

免于处罚。

公司尽管免于处罚，但免罚的过程却耗费了不少时间

精力。于是，一则“关于优化轻微违法容错机制”的建议提

交到了市人民建议征集信箱，希望优化工作流程，加大免罚

机制的宣传力度，逐步扩大免罚项覆盖面，增加政企沟通互

动渠道。

收到建议后，市市场监管局迅速响应，组织多场企业座谈

会，联合司法部门、行业协会等开展多场专题研讨，结合基层

执法经验，对免罚事项进行扩容，发布免罚清单4.0和减罚清

单1.0，出台《上海市市场监管领域不予行

政处罚和减轻行政处罚实施办法》。该实

施办法细化了轻微违法不予立案的程序，

使之更具操作性，消除了基层执法人员因

条款模糊在不予立案上的顾虑。这些举

措也让市市场监管局成为上海首个通过

规范性文件将不予处罚和减轻处罚制度

化的行政部门，也是首个推出减罚清单的

市级行政部门。去年年底，政策再次升

级，市市场监管局免罚清单5.0和减罚清

单2.0，将免罚事项、减罚事项分别增加至

116项、26项。2024年，市场监管部门对轻微违法行为不予立

案案件3635件，是2023年的5.6倍。

为提升免罚减罚工作实效，今年3月，市市场监管局推出

“市场监管法治云体检”服务，为上海200余万家企业提供全生

命周期的法治护航，量身打造个性化的“体检报告”，帮助企业

建立合规体系，提升市场竞争力。

市市场监管局今年将持续升级推出免罚清单6.0和减罚

清单3.0，同时升级“市场监管法治云体检”2.0服务，增加免罚

信息及建议提示推送，进一步提高包容审慎执法质效，优化营

商环境。 本报记者 李晓明

如何保证“老字号”入驻社区长者食堂

后的食品安全？老年消费者最关注哪些食

品的安全？怎样科学开展食品安全检测？

这些关乎“舌尖安全”的民生之问，在一场

由老年人亲身参与的食品安全“你点我检”

中得到了满意解答。

市市场监管局将“你点我检”融入养老

服务场景，在社区长者食堂最为集中的黄

浦区广泛聆听民意。在对区内63家长者

食堂开展全覆盖式的走访调研基础上，市

市场监管局鼓励引导老年人通过全国食品

安全“你点我检 服务惠民生”民意征集系

统建言献策，收集到的10068条意见建议

为制定食品安全抽检计划提供了“指南针”

与“风向标”。

经过精心策划和筹备，“你点我检”线

下专场活动在豫园商城拉开帷幕。展台前

围满了老年人，他们纷纷填写最希望被抽

检的食品品种、抽检场所和检测项目。刘

老伯送来了自己购买的食用油，希望借助

先进的检测手段为食品安全把关。监管人

员当场用酸价试纸和过氧化值试纸分别浸

入油样1至2秒，静置90秒后，比照色表显

示比对合格。

活动现场有一支由民政部门负责人、

媒体记者、街道食品安全包保干部、老年消

费者代表组成的“你点我检”观察团，他们

跟随检测人员走进绿波廊、南翔馒头店、大

富贵、松鹤楼等“老字号”加盟的社区长者

食堂，见证并监督后厨抽取样品、填写信息、加贴封条、采样车

运输等“你点我检”全过程。一位老年人讲，自己平时很喜欢

吃南翔馒头店的小笼包，这次亲眼见证了肉馅取样送检，再也

不用担心肉馅等卫生不过关的问题。

市市场监管局还对上海392家社区长者食堂开展705批

次“你点我检”专项监督抽检，合格率达99.57%。长者“食”

尚、点检护“安”，精准构建“监管+服务+养老”的立体化治理

网络。市市场监管局抽检处表示，将常态化组织“百姓点检

日”线下活动，量身定制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专项监督抽

检，真正做到“抽群众之所盼、检群众之所忧”。

本报记者 陆常青

一场“头脑风暴”助力科普宣传

买保健食品如何能放心

王阿婆在超市的保健食品专区前，拿

起两罐有“小蓝帽”标识的保健食品，按前

两天在上海市食品药品科普站里学到的

购买小贴士仔细比对标签说明，开心地选

到了有助于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食品。

近期，市市场监管局开展“我为‘上

海保健食品科普宣传’献一计”人民建议

征集活动，并在杨浦区进行征集座谈，与

市民开展一场“头脑风暴”，就如何更有

效进行保健食品科普宣传、如何避免老

年人受骗上当，集思广益共谋对策。有

的市民提出优化食品安全信息溯源“二

维码”功能，增加保健食品详细成分及作

用，开发“大众点评”式的评价系统并设

立反馈渠道；有的市民建议，加强老年群

体防骗宣传，开展保健食品“定制化”科

普活动，邀请专家进社区宣讲。

市市场监管局认真梳理研判民声，

吸收采纳进后续的科普宣传活动中。市

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检察官、律师、营

养专家等多方力量，组建专业的“科普智

囊团”，深入社区、乡村、商超等，针对不

同人群开展科普活动。例如，针对老年

群体，通过科普站、卫生服务站等举办保

健食品安全知识讲座，制作播放“揭秘保

健食品的消费骗术”“如何选购保健食

品”“保健食品不是药”等科普宣传微视

频作品，提升他们的识骗防骗能力；针对

年轻父母，则通过“情景剧+专家点评”

的形式，揭秘“海外代购”“直播带货”中

的消费陷阱，指导他们科学选购婴幼儿

配方乳粉。从扫描追溯二维码“指尖查

询”，到趣味互动“社区课堂”，从贴心提

醒“消费提示”，到线上平台“云端答疑”，

市市场监管局以“绣花功夫”打造食品安

全科普长效机制，推动特殊食品专业知

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在作好科普的同

时，市市场监管局开展了保健食品专项

整治行动，严厉打击欺诈和虚假宣传行

为，净化市场环境。

市市场监管局将继续紧贴群众需

求，创新特殊食品科普宣传方式，织密食

品安全网络，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记者 王军

市民圆桌献策电商平台如何规范化

协议规则更合法更合理

近年来，网购已成为当下市民日常

消费的主要渠道。进入电商平台的第一

步，往往需要勾选网购平台“我已阅读并

同意”用户服务协议、隐私协议等，完成

用户注册。但这些协议内容冗长，主要

条款又嵌套若干子条款，消费者往往在

不经意间“一划而过”勾选同意，由此引

发各种纠纷。

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市市场监管局

围绕“电商平台规范化”联合开展“市民

圆桌”活动，邀请各方代表从如何规范电

商平台协议规则的合理性合法性，如何

加强电商平台协议规则监管等方面开展

讨论。“字小内容多，而且晦涩难懂，读起

来真是吃力。”与会市民一针见血地指

出，目前平台协议规则基本上是法言法

语、面面俱到，不仅冗长难懂，自动续费

等关键事项还未作清晰告知。此外，不

少平台还存在“七日无理由退货”执行不

到位等问题。市民呼吁，平台协议规则

应更简单更直接，建议政府部门进一步

加强规范指导。

围绕这一系列问题，市市场监管局

对注册在上海的近50家平台企业开展

全覆盖规范指导，并选取15家代表性平

台企业予以重点规范，引入专家学者、律

师对平台问题条款，尤其是重点条款、争

议性条款等研究讨论，为平台提供有针

对性的辅导，提高平台对于条款合规性

研判能力，督促平台自查自纠。

现在，平台协议规则有了新的变化：

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协议规则字

体加粗或作弹窗提示；“影响二次销售”

修改为“退回商品不完好”；自动续费服

务条款明确会员服务到期前6天对消费

者进行短信等方式提醒扣费。此外，平

台常见的不公平条款得以清理，“平台享

有单方解释权或最终解释权的条款”、平

台声明“概不负责”“不承担任何责任”等

绝对化免责条款基本绝迹。

市市场监管局将继续指导督促平台

落实主体责任，将平台协议规则优化纳入

上海网络零售平台、餐饮服务平台及网络

直播平台合规指引，推进平台常态化监

管，进一步营造良好的网络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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