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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目标：新增市场主
体1万户

依据国内相关法规，市场
主体主要是指以营利为目的
从事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
及非法人组织，通俗地说就是
指个体商户、企业公司等。
2012年前后，中央政府部门曾
印发有关文件，鼓励培育壮大
第三产业相关的市场主体。

近年来，相关部委进一步
完善了有关培育壮大市场主
体的制度设计，比如 2021年 4
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
场 主 体 登 记 管 理 条 例（草
案）》，并在全国会议上鼓励各
地积极行动，深入推进“放管
服”改革，为市场主体的培育
和壮大，营造良好的营商环
境。

与此同时，各地也在积极
响应上级单位的号召，把培育
壮大市场主体作为各地政府
的工作目标。比如湖北当地
媒体就曾连续多年将该省培
育壮大市场主体的突出表现
进行宣传报道。

“扩大市场主体的要求已
经持续十多年了，头几年各地
对于这个工作盯得比较紧，还
把它纳入行政考核指标，从
省、市、县、镇、村这样逐级压
下来，所以很多基层都有很大
压力。”华东地区某地级市的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执法负责
人王刚（化名）说，他此前工作
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纠正虚
假的市场主体注册。两湖地
区一位地级市的市场监督管
理人员也做了类似表述。

而大悟县，也采取了相似
的指标式下达任务的方式。
公开资料显示，2024年，孝感
市从常住人口、GDP、“无证”
比例等3个维度确定了今年大
悟的新增市场主体的目标，具
体要求为：全年新增市场主体
1.16万户以上，其中企业的占
比达到25%以上。

2024年 1月，大悟县政府
在一次相关会议上还表态，要
高于市级制定目标完成任务，
实现当年新增经营主体不低
于 1.3 万户、新增企业高于

25%。
今年一季度之后，大悟县

实现了新增经营主体 4693
户，目标完成率120.33%，其中
新增企业 825 户，企业占比
17.58%，两项指标占比均居全
市第三。截至 2024年 3月 31
日，全县各类经营主体总计超
6万户，其中个体工商户4.9万
户。

“市场主体是否可以增
加，增加多少，与地方营商环
境有一定关系，但更多的是遵
循市场规律，指标化定制市场
主体增量的行为，本质上是不
尊重市场经济常识的表现。”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
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桂
华说。

在大悟县人民政府官网
中，该县的常住人口数量为64
万人，市场主体却超过6万个，
这意味着，该县有接近十分之
一的人持有“营业执照”。据
上海产业转型发展研究院的
研究，在 2020年，市场主体占
常住人口比例在 10%左右的
城市有天津、郑州、佛山、沈
阳、大连等，均属于二线及以
上城市。

“市场主体占常住人口的
10%以上的县级行政区域，主
要在江浙一带，再扩大范围，
至少区域经济生产总值在全
国百强县。”王刚分析。而大
悟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至
2019年才完成脱贫摘帽，其中
大多数是通过务工等形式增
收脱贫。

为了实现上述全年目标，
大悟县制定了具体的工作细
节：按照上级要求，从常住人
口、实有经营主体等维度，按
5:5的比例确定各乡（镇、区）
的全年目标；据总体目标分
解，列出时间表和任务图，进
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形成以党
委政府主导、市场监管部门主
抓、职能部门协同、社区村组
参与的工作格局。对于“经营
主体增量”工作实行日监测、
周统计、月分析通报制度，加
强工作调度。

百余村民被冒名注册工
商执照一事被媒体曝光前，上

述大悟县增加市场主体的工
作细节方案，曾发布在大悟县
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官
网上，目前已被删除。

“上级抓得越紧，越是会
制定指标、纳入考核，尤其是
搞一些排名，大家压力都很
大，一些贫困地区很难完成任
务。有些人就会搞一些‘门路
’完成任务，比如用老百姓的
信息注册空壳商户，这些方式
在十来年前就有了。”王刚说。

谁能提交村民材料

按照大悟县官方通报，
2011 年至 2023 年，吕王镇原
工商所邓某、方某等人在“市
场主体增量行动”中，违反依
法合规的工作要求，通过镇政
府工作人员获取刘院村部分
村民身份信息，违规办理工商
营业执照。

“方某我认识，就是（吕
王）镇工商所一个具体经办人
员。”刘院村一名被冒用身份
的刘姓村民表示。

事件被爆出后，5月 10日
~12日，大悟县县长、大悟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吕王镇工商所
负责人、刘院村多名村干部，
以及吕王镇工商所方某的手
机号，均无人应答。

王刚表示，合规的市场主
体进行工商信息注册，需要本
人或者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持
身份证复印件以及相应的资
产、营业场所等方面的证明，
亲自到地方工商部门办理。

王刚透露，在其查处的
虚增市场主体案件中，涉及

“集体作案”的，市场监督局一
般扮演“松松口”的角色，即一
线工作人员在审核中根据直
线上级的指示，放松审核标
准，对于非本人持证等情况
的市场主体的工商注册予以
通过。

“应该追究提交这些村
民材料的人。”对于公民身份
证复印材料等信息是经由何
种路径泄露，王刚表示：“如果
是属地政府想要拿到这些信
息太容易，除了地方民政、公

安，所有你曾经提交过身
份证复印材料的部门都有
可能。”

无独有偶，今年 4 月，
亦有媒体报道，山西省大
同市阳高县也曾在落实

“市场主体倍增”计划上存
在严重造假现象，主要造
假方式为：县级行政单位
将“市场主体倍增”任务派
给乡镇，乡镇再派给村支
书，村支书为完成任务，除
了找别人登记，甚至在自
己名下也注册了多个经营
主体。

在桂华和王刚看来，
基层行政人员在“市场主
体倍增”上造假的主要原
因就是指标化任务以及相
关的绩效考核。“我们都是
一线工作的，知道基层的
难处，这扣几分那扣几分，
这些不仅影响考核和晋
升，主要是在单位里末位
压力太大，有些时候也是
没有办法。”前述两湖地区
某地级市的市场监管人员
说。

村民被冒用信息并非
没有风险。据悉，在刘院
村，多个村民因为家人名
下被冒名注册个体工商
户，不能申请大病救助，可
能导致家庭因病返贫。部
分村民还反映，名下有个
体工商登记的，也不能申
请低保。“长远看，公民身
份信息被冒用注册市场主
体，也有可能被一些不法
分子用来开展非法或者违
法的商业活动。”王刚说。

5月11日下午，前述刘
姓村民收到了来自“湖北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短
信，称其名下的个体户注
销登记已经大悟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审核并受理。12
日，大悟县政府表示，除了
对违规办理的工商营业
执照依法注销外，还会对
利益受损群众落实相关政
策，对违规人员依法依规
予以追责问责。 吴小飞

“壮大市场主体”成“虚增市场主体”？

百余村民被冒名注册工商执照之后百余村民被冒名注册工商执照之后

20232023年年1111月月77日日，，深秋时节的大悟县深秋时节的大悟县，，漫漫
山遍野的乌桕树叶五彩斑斓山遍野的乌桕树叶五彩斑斓。。

“去年10月，我妈做心
脏手术后我们申请大病医
疗补助，被告知她名下注册
了个体工商户，这在我们家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湖北
省孝感市大悟县吕王镇刘
院村村民汪争猛说。

“ 我 们 完 全 不 知 情 。
家里为了看病欠了好多钱，
根本没有闲钱去办企业。”
据汪争猛介绍，此前家人生
病时，他在办理残疾人证和
申请补助中发现多个家人
被冒用身份信息注册了个
体工商户，向相关部门反映
情况后一度注销，不知何时
又被冒名注册。

汪争猛一家的遭遇引
起了部分刘院村村民的注
意，不少人通过自行前往当
地工商部门和通过天眼查
等方式查询相关信息。“我
们当时查到有 140 多个村
民的身份信息被注册了个
体工商户。”一位刘姓村民
代表说。

随后，多个村民代表
将相关情况以联名信的方
式向有关部门反映，媒体也
跟进报道。“我们想知道，除
了不能申请大病补助、办低
保，我们名下的个体工商有
没有贷款、债务，是不是在
合法做事，以后会不会有其
他不知道的问题。”前述刘
姓村民代表说。

5月12日上午，大悟县
政府办公室通报，上述问题
系吕王镇原工商所（现为吕
王镇市场监督管理所）邓
某、方某等人在“市场主体
增量行动”中，违反依法合
规的工作要求，通过镇政府
工作人员获取刘院村部分
村民身份信息，违规办理工
商营业执照154个，涉及村
民134人。

上述通报还提到，大
悟县政府在调查刘院村的
同时，还排查出其他乡镇
违规办理工商营业执照 84
个。该现象从2011年延续
到了 2023 年，长达 12 年之
久。

据了解，村民身份被
冒用的问题，所系责任主
体并非仅限于吕王镇市场
监督管理所。此次基层行
政单位“虚增市场主体”的
行为也并非孤例。多名业
内人士认为，造成该行为
的原因，与部分政府部门
急 于 取 得 工 作 成 效 以 及

“壮大市场主体”的指标考
核有关。

冒 名 登 记 进 行
工商注册，近年来呈
现 高 发 态 势 。 此 类
案件大致可分两类，
一是“大学生莫名其
妙‘被法人’”，其多
属于是由“兼职”“外
借 身 份 证 ”而 中 招 ，
多 为 散 发 的 、零 星 ；
还有一种，就如大悟
县这一事件一样，呈
现集中、连片的特点
…… 如 果 说 前 一 种
属 于 是 不 法 之 徒 点
对点的故意设局，那
么 后 一 种 或 许 可 以
说是“地方层面组织
化的操盘”。

梳 理 大 悟 县 的
案例，多数冒用村民
身 份 信 息 注 册 而 来
的工商营业执照，其
经营范围多为“油茶
种 植 ”，注 册 时 间 至
少 可 以 追 溯 到 2011
年。事实上，倘若稍
加细想，我们很容易
发 现 ，大 悟 县“ 油 茶
产业一家独大”的经
济 格 局 ，与“ 油 茶 个
体工商户”数量爆发
式增长的现象，本身
就 是 存 在 内 在 矛 盾
的 ：规 模 化 、专 业 化
的优势产业，必然是
要 求 整 合 化 和 高 市
场集中度的，这是一
个“汰弱留强”“化零
为 整 ”的 过 程 ，既 然
如此，当地又怎会反
而 多 出 那 么 多“ 小 、
散 、弱 ”的 所 谓 个 体
工 商 户 呢 ？ 为 了 完
成“经营主体倍增任
务 ”，非 但 是 枉 顾 事
实，甚至是枉顾常识
规律，如此欺上瞒下
居然能多年不败露，
着实是咄咄怪事。

在本案中，一村
百 余 村 民 被 冒 名 登
记注册企业，尽管大
概 率 不 会 承 担“ 背
债”“违约”“失信”等
具 体 的 法 律 和 经 济
风险，但确乎带来了
诸如“无法申请大病
医疗救助”等实实在
在的损失。试问，当
初这种大规模的冒名
登记行为，到底是如
何发生的？其到底是
利用了“工商登记”固
有的制度性漏洞，还
是职能部门之间“默
契放水”大开方便之
门？厘清来龙去脉，
才 可 有 针 对 性 地 堵
漏，才可真正杜绝造
假、守护权利。

堵住“协同造假”

背后的制度漏洞
□蒋璟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