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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在做好对企业“双随机”抽查的同时，组织开展好对个体

工商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双随机”抽查工作，年度抽查计

划可以根据工作实际进行动态调整，调整后的工作计划应及时

向社会公示。

二、统筹组织实施抽查检查工作

各业务股室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宣传引导，进一步

完善双随机抽查“执法对象库”，严格按照《山西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指引》规范有序、科学实施

双随机抽查。要实施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应用信用风险分

类结果确定“双随机”抽查范围、对象和频次，采取差异化的

监管措施，有针对性地抽取检查对象，提高监管的靶向性和精

准性。

法规股要根据执法资格证的取得、人员调动及退休等情况

动态更新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信用股要加强各业务部门的统筹协调，根据监管实际，对

检查对象、检查方式和检查时间相近的抽查任务尽可能合并，

通过“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实现监管效能最大化、监管成

本最优化、对市场主体干扰最小化。

三、做好检查结果公示及后续处理工作

依据《“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细则》、《“双随机、一

公开”抽查工作指引》，按计划开展抽查检查工作。要按照

“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在检查完成之日起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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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喜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度内部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序号 抽查任务名称

抽查

类型
抽查事项 抽查对象范围

抽查比例

/数量
信用风险分类管理

抽查检查

起止时间
牵头股（队）

1
对企业的不定向双

随机抽查任务
不定向

登记事项；公示信息检查；商标使用行为检

查；专利真实性检查
全县所有企业

抽查比例

2%，抽查

1次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

低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

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

7-11 月 信用监管股

2
对异常名录企业的

双随机抽查
定向 登记事项；公示信息检查

全县在业经营异常名

录状态企业

抽查比例

10%，抽

查 1 次

主要抽查中高风险企业 7-11 月 信用监管股

3
成员油车用尿素产

品质量抽检
定向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

民营车用油品销售企

业
100%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

低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

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

3-11 月
质量标准化计

量股

4
医疗机构计量器具

监管
定向 计量监督检查 医疗机构 100%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

低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

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

3-11 月
质量标准化计

量股

5

闻喜县 2022 年粮

食市场秩序双随机

抽查

定向
登记事项检查、价格行为检查、计量监督检

查
涉粮企业 100%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

低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

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

6-11 月 执法五队

6

对婴幼儿配方乳粉

经营者的双随机抽

查

定向 对婴幼儿配方乳粉经营者履行主体责任检查
婴幼儿配方乳粉

经营者
50%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

低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

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

6-8 月
特种食品化妆

品监管股

7
对化妆品经营者的

双随机抽查
定向 对化妆品经营者履行主体责任检查 化妆品经营者 20%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

低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

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

4-11 月
特种食品化妆

品监管股

8
学校食堂食品安全

监督检查
定向

1、许可管理； 2、信息公示；3、制度管
理；4、人员管理；5、环境卫生；6、原料控
制；7、加工制作过程； 8、设施设备及维
护；10、餐饮具清洗消毒；

所有学校食堂 130 家 10%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

低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

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

3-11 月 餐饮监管股

9
大中型餐饮服务单

位
定向

1、许可管理； 2、信息公示；3、制度管
理；4、人员管理；5、环境卫生；6、原料控
制；7、加工制作过程； 8、设施设备及维
护；11、餐饮具清洗消毒；

全县大中型餐饮服务

单位 100 家左右
10%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

低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

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

3-11 月 餐饮监管股

10

对教育收费、格式

合同、广告的双随

机抽查

定向

价格行为检查；登记事项检查；对经营者利
用合同格式条款排除消费者权利行为的行政
检查；对合同格式条款进行行政检查；对对
经营者利用合同格式条款免除自身责任行为
的行政检查；对经营者利用合同格式条款加
重消费者责任行为的行政检查。

中小学校、中等职

业学校、幼儿园、校

外培训机构、相关联

的教材出版发行等涉

及教育的其他部门和

单位。

按照市局

安排部署

设定比例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

低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

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

3-11 月

价格监管股、

市场监管股、

知识产权股及

商标广告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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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医疗服务价格的

双随机抽查
定向

价格行为检查：（1）明码标价行为检查；

（2）服务价格行为检查；
公立医院 30%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

低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

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

3-11 月 价格监管股

12
直销企业双随机抽

查
定向 直销企业监管 直销企业 30%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

低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

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

4月-8 月 执法一队

13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随机抽查
定向

重点检查经营企业是否未经许可（备案）从
事经营医疗器械，是否经营未取得注册证或
备案凭证的医疗器械；运输、储存条件是否
符合标签和说明书的标示要求，特别是对需
要进行冷藏、冷冻管理的医疗器械，应严格
按照《医疗器械冷链（运输、贮存）管理指
南》的要求开展检查；进货查验记录和销售
记录中的记录事项是否真实完整；是否具有
与所经营产品相适应的技术培训和售后服务
能力等

本辖区医疗器械经营

企业
50%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

低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

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

5-7 月 药械监管股

14
医疗器械使用单位

随机抽查
定向

重点检查是否从不具备合法资质的供货者购
进医疗器械，是否购进或者使用未经注册、
无合格证明文件、过期、失效、淘汰的医疗
器械。是否建立覆盖质量管理全过程的使用
质量管理制度；是否对植入和介入类的器械
建立使用记录，使用记录是否永久保存，相
关资料是否纳入信息化管理系统，确保相关
信息具有可追溯性；是否按规定对医疗器械
质量管理工作进行自查等

本辖区医疗器械使用

单位
100%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

低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

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

8-10 月 药械监管股

15
二手车市场监督检

查
定向

登记事项检查；对经营者利用合同格式条款
排除消费者权利行为的行政检查；对合同格
式条款进行行政检查；对经营者利用合同格
式条款免除自身责任行为的行政检查；对经
营者利用合同格式条款加重消费者责任行为
的行政检查。；垄断经营、超范围经营、欺
诈消费者等违法违规行为检查。

本辖区二手车经营机

构
30%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

低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

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

9-11 月 市场监管股

16
商标使用情况及印

制单位监管
定向 商标使用及印制单位使用情况

商标持有单位及印制

单位
30%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

低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

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

5月
知识产权股及

商标广告股

17
商标代理机构代理

情况监管
定向

商标代理机构及各财务审计单位代理或超范

围代理情况

各商标代理机构与财

务审计单位
100%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

低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

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

6月
知识产权股及

商标广告股

18
消费品质量安全风

险抽查
定向

消防产品、校服、被褥、教参材料、学校食

堂内的调味品及餐具、食品厂的外包装材质

与饭店内餐具与小吃摊食品外包装材质

人群密集场所与学

校、外卖配送单位等
30%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

低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

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

9月-11 月
知识产权股及

商标广告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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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对食品生产企业、

食品加工小作坊抽

查

定向 食品生产监督检查
全县获证食品生产企

业及食品加工小作坊
20%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

低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

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

10 月 食品生产股

20 电梯监管 定向 特种设备监管 物业管理公司 100%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

低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

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

4月 特种设备股

21 压力容器监管 定向 特种设备监管 气体充装单位 100%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

低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

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

5月 特种设备股

22

食品经营者（中型

以上超市）的双随

机抽查

定向
对食品经营者（中型以上超市）履行主体责

任检查

县内食品

经营者（中型以上超

市）

100%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

低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

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

6月-12 月 食品流通股

23
药品质量安全检

查；特殊食品监管
定向

药品零售企业《药品经营许可证》是否在有

效期内；企业计算机系统是否符合经营及质

量管控要求。直接接触药品人员健康体检、

人员管理；药品采购与验收；陈列与储存；

设施设备；销售管理。特殊食品监管。

药品经营企业

抽查比例

100%；抽

查 1 次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

低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

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

5月—6 月

药品监管股、

特殊食品化妆

品监管股

24 药品质量安全检查 定向

药品零售企业《药品经营许可证》是否在有

效期内；企业计算机系统是否符合经营及质

量管控要求。直接接触药品人员健康体检、

人员管理；药品采购与验收；陈列与储存；

设施设备；销售管理。

药品经营企业

抽查比例

100%；抽

查 2 次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

低风险、一般风险、较高风险、

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

10 月—11

月
药品监管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