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重庆市渝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 2024年行政执法总体情况的报告

按照有关规定，现将我局 2024 年行政执法总体情况报

告如下：

一、2024年行政执法总体情况

今年以来，我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政

府建设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决策部署，结合“大综合一体

化”行政执法改革，按照“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有

关要求，认真落实行政执法各项工作，行政执法工作取得新

进展。

（一）强化制度建设，夯实管理基础

强化党组对行政执法工作在力量布局、工作统筹、综合

保障方面的统一领导，确保“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

坚决落实到位，各项工作上下贯通、运转顺畅、有序推进。

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

度执行率达 100%。推进案件内部交叉评查和“双审核”机

制，由支队对联系片区所的案件进行“预审”，重点把关案

件定性、自由裁量是否准确，通过预审后再交法制科审核，

确保案件提质增效。落实执法质量考核制度，严格执法责任

追究，不断提升执法人员的职业素养和责任意识，推动行政

执法工作规范化发展。

（二）强化执法培训，提升执法水平

组织全局执法人员参与了 7 期“执法能力提升大家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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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培训和 3 期新划转执法事项专题培训，坚持问题导向、

注重实效，重点学习基层办案急需、指导性较强的内容。定

期印发《案件核审业务指导》和《综合行政执法动态》，推

动全局执法干部能力素质明显提升，综合执法质效明显提

升，人民群众对市场监管执法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三）强化执法监督，确保案件质量

按照《重庆市渝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办案

工作规范》，严格落实裁量权预先核审工作机制，裁量规范

稳步提升。统一制发《执法监督告知书》，杜绝监管不力、

执法不严、吃拿卡要等违规违纪行为发生。严格落实执法办

案回访制度，对处罚对象进行跟踪回访帮扶指导，实现执法

与监督并行的双重保障，确保执法队伍依法、规范、公正、

文明。

（四）强化服务型执法，优化营商环境

坚持内树纪律、外强服务的工作思路，出台系列工作机

制，规范执法行为。印发了《渝北区市场监管局探索推行服

务型执法新模式工作方案》，严格执行《综合行政执法行为

用语指引》。深化包容审慎机制，严格遵循《重庆市市场监

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和《不予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清单》等文件精神，指导各执法机构灵活运用劝导、警

示、约谈等柔性手段，对轻微违法行为进行及时纠正，引导

企业合法合规经营，实现柔性执法常态化。

（五）强化执法办案，维护市场秩序

1.围绕民生保障抓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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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执法力度，回应民生诉求，保障群众利益。开展了

校园食品安全、精麻药品、处方药专项整治，全年共查处食

品安全案件 722 件，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违法犯罪药品、食

品案件 8 件。办理的“鼻吸能量棒”案为全市首例，对全市

查办中小学校园周边“三无”产品，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的类似违法行为提供了参考借鉴。办理的罗某非法经营在食

品中添加药品案实现行刑衔接，相关案件责任人移送司法机

关已进入法院审判阶段。加大对公立机构监管力度，查办学

校、医院乱收费案件 7 件。严厉打击假冒伪劣等扰乱市场的

违规行为，开展了电动自行车、儿童用品等专项执法检查，

共立案查办产品质量类案件 75 件，罚没假冒“美的”电磁

炉 662 台。

2.围绕安全稳定抓执法

始终把保安全、保稳定、守底线作为重中之重。按照区

委部署，妥善处置某房产项目虚假宣传引发的群众集体维权

事件。办理的重庆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被评为

2024 年川渝虚假违法广告典型案例。聚焦燃气管道安全，深

摸细查，对两家涉嫌特种设备违法的工程项目进行立案调

查，切实消除了重大安全隐患。严格标准实施和认证管理，

查获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电动自行车 80 余台，督促整改使

用未经强制检验充电桩的超级充电站 2 个，保障了电动车用

户的生命财产安全。全面落实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责任，持

之以恒抓好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缺斤少两”等行业乱象

整治工作。强化电子计价秤市场秩序综合整治，共立案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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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计价秤作弊等案件 46 件。参与处置天然气价格舆情事

件，督促企业全额退赔多收款项，受到群众广泛肯定和好评。

3.围绕新型领域抓执法

在全市系统首次运用《大气污染防治法》查处销售不合

格燃油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办理的重庆某科技有限

公司恶意商标注册申请案被市知识产权局评为年度知识产

权行政保护典型案例。查办的某整形医院商业诋毁案、某会

计事务所商业贿赂案、某视力机构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案，

以及洗车等消费场所利用二维码过度收集消费者信息案，实

现了近年来在商业抵毁、商业贿赂、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护

等重点领域案件查办新的突破。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综合执法能力尚有差距

新职能划转带来的专业技能、协作机制、法律适用等问

题，使执法工作短期内面临许多新的课题。一方面未能实现

“人随事走”，导致执法人力不足；另一方面，新划转事项

的不断增加，对办案人员的办案能力、学习能力、法律素养

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执法人员难以在短时间内通过培训增

加能力，只能在办案过程慢慢摸索学习，形成职能划转新的

“痛点”“难点”。

（二）指导帮扶不够有力

科队所协同的体制机制运转还不流畅，机关各科队对基

层所的统筹指导、组织协调的力度不够，抓执法办案的成效

还不明显，导致个别案件办理进度较慢，效果不好。传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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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链条案件线索挖掘不够，全市有影响力大要案件还有待突

破。

三、2025年工作打算及建议

（一）加强教育培训，提升业务能力，打造高素质执法

队伍

主要针对新划转执法事项，会同法制机构，以及经信委、

商委、教委等相关主管部门开展执法规范化培训，通过执法

交流、案件评审、以案释法等方式实现执法培训全覆盖，促

进执法办案“扩面、提质”。

（二）围绕重点工作，强化目标导向，着力解决人民群

众关注的安全问题

积极回应民生关切，紧盯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工业产

品质量等安全领域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突出问题，深入挖掘案

件线索，加强对重点类型案件的统筹协调和业务指导，在案

件质量上下功夫，推进大要案件、典型案件的办理，全力保

障人民健康安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三）强化部门联动，实现资源共享，打好监管执法“组

合拳”

加强与行政执法事项划出部门的沟通衔接，建立投诉举

报、案件线索处置、信息共享等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确保

与行业主管部门权责明确、衔接有序、协作有力、运行顺畅。

深化与四川广安、双流市场监管行政执法联动响应和协作机

制，推进“川渝”执法协作走深走实。进一步推进“行刑纪”

衔接贯通协同机制，有效形成监管执法合力，拓展适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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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行政执法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