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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2020 年春节，一场突发疫情席卷中华大地，原有的监管方式难以对武汉华

南海鲜市场的基层市场主体有效监管，充分暴露了原有监管方式的短板和漏洞，

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随着复工复产的逐步开启，将对政

府的市场监管能力提出新的挑战，亟需探索更为有效的监管方式在源头上防控区

域系统性风险。 

伴随着市场主体的快速增长，传统的监管方式已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市场主体数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49 万户，增长到 2018

年 11 月底的 1.09 亿户，增长了 222 倍；2019 年全国新设市场主体 2179 万户，

日均新设企业达到 2 万户（数据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而监管人员与

市场主体的数量失衡问题严重，从基层的数据可窥一斑。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始

发地为例，据武汉市江汉区市场监管局 2020 年部门预算显示，2019 年 12 月在

职人员实有数 282 人（行政人员 238人、事业人员 44人）；而据武汉市市场监管

局政府信息公开系统数据，2019年 7月至 9月武汉市江汉区市场主体共计 155056

户（企业 35805户、个体工商户 119251）。据此推算，武汉市江汉区监管人员与

市场主体的数量比例达到 1：550，市场主体与监管能力之间的矛盾突出。试问，

江汉区政府该如何对华南海鲜市场近千余家商户有效监管？如果采用传统的巡

查制和随意检查则会产生人情监管、选择执法等问题，还可能产生权力寻租、监

管俘获等灰色现象；如果分部门分条线展开监管则会产生多头多层重复执法分散

监管力量，又会增加制度性交易成本加重企业负担，干扰市场主体的日常经营；

如果采取以罚代管、罚过放过缺乏有效的公开渠道和方式则会产生信息瓶颈，社

会公众及消费者很难知晓抽查检查结果；如果对基层监管人员仅采用问责追责而

缺乏有效激励，则会极大挫伤一线人员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积极性，陷入“打

太极推责”、“做是找死，不做是等死”等消极监管情绪中。因此，如何做到监管

效能最大化、监管成本最优化、对市场主体干扰最小化，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有

序竞争环境和放心消费环境，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系统问题。 



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

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市场监管理念和方式的重大创新，是深化“放管服”改革、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在要求，是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的有力举措，是

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内容[1]。实践表明，“双随机、一

公开”监管在降低监管成本的同时显著提升了监管效能，缓解了监管对象与监管

力量之间的突出矛盾，减轻了企业负担，增强了企业市场秩序第一责任人意识，

适应了商事制度改革的新形势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新要求[2]。“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自 2016 年起被连续四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到 2020 年底要实现市

场监管领域相关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值得注意的是，2018 年

武汉市场监管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面实施并于 2019 年被评为湖北省推

行的标杆，然而，华南海鲜市场的诸多乱象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有效监管。偶然

中存在着必然，必须找到原有监管方式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防控区域系统性风

险。 

二、存在问题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以下简称双随机监管）目前仍处于推广应用初期，

在基层实践中暴露出以下具体问题： 

1. 对双随机监管的重要意义认识不深刻产生推行阻力和基层效能降低； 

2. 内部各业务条线的职能整合不足出现重复多头布置加重了基层负担； 

3. 双随机监管与其他专项或重点检查的关系未厘清出现基层任务冲突； 

4. 抽查事项过多缺失工作规范指导制约了基层执法检查人员履职能力； 

5. 抽查对象名录库和检查人员名录库没有及时动态更新产生监管空白； 

6. 信息化平台建设滞后多部门无法实时畅通共享数据出现了信息瓶颈； 

7. 年度抽查工作计划制定不合理存在靶向性不强产生了监管资源浪费； 

8. 检查对象和执法检查人员的随机匹配比例概率缺乏有效的决策方法； 

9. 对抽查事项和检查对象没有采取合理抽查检查方式降低了监管效率； 

10.对抽查检查结果没有及时公示和有效运用降低了监管效能和威慑力； 

11.追责免责界定不清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降低了执法检查人员积极性； 

12.事前事中事后培训和监督不足缺乏量化考核机制难以提升监管效能。 

这些实践中反映的诸多问题错综复杂，只有站在系统维度，抓住主要矛盾，

研究科学问题，解决关键问题和突出问题，才能依靠制度优势有效防控突发问题。 

主要矛盾：日益增长的市场主体与不平衡不充分的监管能力之间的矛盾。 



科学问题：“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的系统理论、模型和方法指导实践。 

关键问题：统筹制定抽查计划确定抽查事项、对象、人员、比例和概率。 

突出问题：检查对象-抽查事项-检查人员随机匹配产生的冲突问题突出。 

三、应急措施 

针对这次突发疫情以及复工复产后可能产生的双重冲击，根据前期研究成果

[3;4]提出以下应急措施： 

1. 全面排查两库底数：全面排查市场主体和执法检查人员，细化到产品、

项目、行为等，摸清各地区最大监管能力，确保全部录入“双随机、一公开”信

息化平台做到底数清。 

2. 设置应急检查事项：系统梳理针对安全、质量、公共利益等重要领域中

有关疫情防控的检查事项，在一般检查事项和重点检查事项之上设置应急检查事

项，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动态调整抽查事项，并制定完善抽查工作细则。 

3. 统筹制定检查计划：按照检查事项的风险程度进行排序，调配优势监管

能力对应急检查事项全面检查，剩余监管能力分配至重点检查事项和一般检查事

项随机抽查；一般检查事项应严格规定抽查比例上限，将更多监管能力分配至重

点检查事项；应急检查事项应采取定向检查，一般检查事项和重点检查事项采取

不定向检查；明确各批次抽查的范围、数量和时间安排，检查对象和检查方式相

近的，应当合并安排。 

4. 科学实施抽查检查：按照检查事项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采取差

异化分类监管措施；按照检查事项针对不同业务条线的执法检查人员重新整合成

事项检查组开展事前业务技能培训；根据检查事项对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随机匹

配，规范不同检查事项的工作接口提高统一协同能力。 

5. 及时公开检查结果：对抽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按照风险等级加大惩处

力度，及时向社会公开抽查检查结果并通报给其他相关市场主体，形成有力震慑。 

6. 划清属地监管责任：对于区域系统性风险应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对失职

的执法检查人员依法追究检查责任。 

7. 加大考评激励力度：对此次疫情防控中表现突出的事项检查组和执法检

查人员给予嘉奖，对于防控区域系统性风险表现突出的属地单位给予通报表扬。 

8. 完善信息平台建设：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提

高问题发现能力，通过信息平台征集社会公众投诉举报的违法违规个案线索。 

9. 强化高校科研支撑：应加强与高校的科研合作开展中国市场监管的基础



理论研究，解决技术瓶颈背后的核心科学问题，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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