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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南市个体工商户分类基础标准

个体工商户分类培育是对“名特优新”四类发展前景好、

经营状况优、特色鲜明的个体工商户定期进行分类认定和重点

培育帮扶。

一、分类原则

个体工商户分类培育坚持政府主导、自愿参与、择优认定、

公正公开的原则。符合“名特优新”条件的个体工商户，经自

主申报或部门推荐，由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审核、公示后报市级

市场监管部门抽查复核。市级市场监管部门抽查复核完成后，

报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抽查复核后汇总上报市场监管总局。

二、分类来源

1.自主申报：个体工商户根据属地原则登录培育平台完成

自主申报。县级市场监管部门经走访核实、征求意见、信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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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等步骤后，认定为“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并完成分类初

审。

2.部门推荐：充分发挥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工作机制作用，

对极具代表性、亟需进行保护、具有导向作用的个体工商户，

如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退役军人创业者、高校毕

业生、返乡创业农民工、行业领域内优秀代表人物等，经相关

部门或行业协会组织推荐，由县级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审核认定。

三、分类标准

1.基础标准：

基于个体工商户分型结果，原则上从“成长型”和“发展

型”个体工商户中认定，部门推荐认定的“名特优新”个体工

商户可以不受此限。在相关部门推荐的基础上，允许针对特殊

重点人群（如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残疾人、返乡创业农民

工等）经营的个体工商户适当放宽分类来源。“名特优新”认

定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记于个体工商户名下，

并进行标注和公示。

个体工商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分类入库：

A.申报或推荐之日前 2 年内，有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公示的罚款及以上行政处罚信息，尚未完成信用修复的；

B.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经营异常名录，或已移出严重

违法失信名单、经营异常名录未满三年的。

C.个体工商户经营者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D.上一年度曾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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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存在限制类、警示类风险信息，且风险等级为中、高级

别的。

2．具体标准：

A.“名”即“知名”个体工商户，指产品和服务质量好、

诚信经营、有一定品牌影响力、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域有较高

市场占有率或知名度、拥有商标品牌且有一定知名度、在“小

个专”党建方面获得过表彰奖励等的个体工商户，需满足下列

条件之一：

①个体工商户或其经营者拥有辨识度、显著性、标志性的

经营字号，如拥有自主品牌、商标、专利权的；

②县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或个体工商户经营

者为县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如：香火龙、

龙南客家山歌、杨村过山溜、板凳龙、箍圆桶技艺等；

③个体工商户经营者获得过“优秀共产党员”表彰的；

④属于县级及以上老字号、百年老店或者经营产品曾获省

市级及以上荣誉；

⑤其他经属地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平台推荐，并经审核

通过的“知名”类的；

B.“特”即“特色”个体工商户，指依托区域文化和旅游

资源，经营旅游接待、餐饮服务、手工艺制作、土特产品销售

等地方特色产品和特色服务，经营理念或经营方式独特，具有

代表性，持有或获准使用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名特优新农产

品证书等的个体工商户，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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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事龙南市范围内特色产业、农业品牌等行业，具有一

定行业引领作用，如：龙南粉、杨村乌粉、龙南凤眼珍珠、龙

南月亮粑、龙南鹰嘴桃、过水溜、黄元米果、龙南板栗、龙南

辣腐乳、芒杆粄、敲米糖、金钩腌菜、下杨坊黄金条、灰水粄

等；

②个体工商户或其经营者是县级以上地理标志授权使用人，

且从事的经营项目与授权的地理标志相关，如：龙南太平香菇、

龙南紫皮大蒜、龙南脐橙、龙南夹湖茶油、龙南蜂蜜、龙南米

酒、龙南客家锤鱼、龙南江东荸荠等；

③属于本地传统手工艺、祖传手艺等有一定知名度，如：

龙南大漆制作技艺、客家织带、杨村米酒酿造技艺、龙南凤眼

珍珠制作技艺、龙南土陶制作技艺、龙南传统榨油技艺、杨坊

石雕、龙南竹编、龙南传统小吃制作技艺（年豆腐制作技艺、

客家烫皮制作技艺、客家春卷制作技艺、线粉制作技艺、豆腐

花制作技艺、豆粉糕制作技艺）、绣花鞋制作技艺、客家剪纸、

客家纸扎、客家刺绣、汶龙王氏跌打药、渡江烫伤药、客家刮

痧、绞棕绳、传统弹棉花等；

④其他经行业、产业主管部门或当地特色行业、产业协会

推荐，并经审核通过的“特色”类的；

⑤在从事行业中具有特殊价值、存在特别贡献的；

⑥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

公民，台湾地区居民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登记为个体工商

户，且从事当地特色经营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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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优”即“优质”个体工商户，指长期诚信经营超过一

定年限，经相关部门认定的非遗工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乡村工匠等传统文化标志，经营者获得相关职业资格

证书、职工技能等级证书、技能荣誉，经营者拥有相关专业技

术职称并实际从事关联行业，取得相关管理体系认证或产品质

量认证等的个体工商户，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①经相关部门认定的等级民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等；

②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曾获二级（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证

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市级及以上技能人才荣誉，或入选

市级及以上技能人才培养项目，并从事关联行业的；

③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拥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并从事

关联行业；

④取得相关管理体系认证，或产品通过发达国家和地区产

品认证（国际标准协会行业认证）；

⑤执着坚守、长期经营超过 5 年，且有纳税额（或由吸纳

就业 10 人以上）的；

⑥获评“守合同重信用”荣誉的；

⑦获评放心消费（示范）单位的；

⑧获得县级以上技能比武大赛荣誉的；

⑨其他经民宗、文化旅游等部门基于民族宗教、文化品牌

等领域的职能和优势推荐，并经审核通过的“优质”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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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新”即“新兴”个体工商户，指率先从事新技术、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营，在当地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有效

带动产业发展和周边群众致富，拥有与经营范围相关的自主知

识产权，依托互联网从事文艺创作、自媒体、直播带货等活动，

在相关平台的美誉度高、粉丝量或用户数量大，经营状况良好

等的个体工商户，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①从事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营，在龙南市

范围内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有效带动产业发展和周边群众致富；

②依托互联网从事经营活动如网络创作、自媒体、直播带

货、远程服务等业态，在相关平台的美誉度高、粉丝量或用户

数量大，守法诚信经营且经营状况良好的；

③个体工商户或其经营者拥有与其经营范围相关的自主知

识产权，或拥有用于高技术研发的专业设备的；

④其他由工信、科技、市场监管等部门依托在制造业、科

技创新、食品药品等领域的职能优势推荐，并经审核通过的“新

兴”类的；

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评选的“全国先进个体工商户”，受

到县级以上党委、政府或省级以上工作部门表彰的优秀个体工

商户，满足基础标准的，优先入库。

四、入库机制

1.分类周期：

个体工商户分类入库每年定期组织开展一次，安排在每年

7 月份个体工商户年报结束、分型判定后组织开展。县级市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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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在完成个体工商户分型判定基础上，集中组织开展“名

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的认定工作，依托培育平台，完成确认、

推荐、公示等各项程序，并于 11 月底前完成分类入库。次年 1

月 1 日起，集中评选的“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开始享受相关

扶持政策。

2.数量比例：

“名特优新”四类个体工商户的总量控制在“成长型”、

“发展型”个体工商户总数的 5%以内。名、特、优、新四种分

类之间不设数量比例要求。同一个体工商户只能认定为一个类

型，同自然人在本市区域内设立多个个体工商户的，最多只能

有一个个体工商户入库。

3.认定方式：

自主申报认定的：个体工商户根据自愿和属地原则，登录

培育平台，完成自主申报。县级市场监管部门经走访核实、征

求意见、信息公示等步骤后，对符合条件的予以认定并标注具

体分类，报上级市场监管部门。上级市场监管部门可以通过抽

查方式进行监督，对认为不符合认定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可以

要求限期补充材料或者不予认定。

部门推荐认定的：组织同级相关部门进行推荐，并通过培

育平台进行审核后予以认定。拟推荐成为“名特优新”个体工

商户的，需要事先征得经营者本人同意。

4.有效期和评估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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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认定有效期为 3 年，以认定时间

为准。有效期内，“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应当通过培育平台，

于每年 7 月底前完成信息报告。个体工商户变更经营者的，要

在变更后及时报告。认定部门应当审核信息报告，并对“名特

优新”个体工商户是否继续符合分型和分类基础标准进行确认。

对已不符合标准的，取消认定。

在分类有效期的最后一年，由认定部门对“名特优新”个

体工商户整体发展情况进行评估。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有效

期延长 3 年：

A.销售额或者营业收入、缴税、吸纳就业等指标 3 年内有

明显增长的；

B.3年内获得过县级以上政府表彰奖励的；

C.由认定时的“成长型”个体工商户提升为“发展型”个

体工商户，或者由“生存型”个体工商户提升为“成长型”个

体工商户的；

D.推荐认定的个体工商户，经推荐部门同意的。

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已认定的“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在

自主申报过程中以欺诈、贿赂等手段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取得认定的，应当撤销认定。个体工商户自被撤销认定之日起 5

年内不得再次申报。

五、培育政策

“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享受“成长型”和“发展型”个

体工商户的各项支持政策措施，在相关专业领域享受行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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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政策支持。优先享受本地区在资金、培训、贷款、荣誉等

方面的政策扶持。同时，分别给予“名特优新”四类个体工商

户更有针对性的培育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1.“知名”：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深化品牌创建服务；优

化知识产权服务和保护等。

2.“特色”：在技术研发、产品设计、检验检测、质量追

溯、营销推广等方面加大服务支持力度；安排特色产品展示宣

传；给予特色产业发展资源倾斜；支持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

参与乡村旅游质量效益提升系列行动及产品线路推广等项目；

鼓励和支持参加消费季、美食节活动等。

3.“优质”：加强对传统手工艺、祖传手艺等的传承指导，

积极培养新一代传人、匠人；加大传统技艺挖掘整理和宣传报

道等。

4.“新兴”：加大互联网经营技能培训力度；推动互联网

平台企业给予流量支持，优化各项服务措施；积极推动有实力

的个体工商户“走出去”、拓展国际市场等。

六、个体工商户分类申报与审批流程

（一）申报

个体工商户可选择电脑端和移动端通过全国“名特优新个

体工商户培育平台”进行申报，申报时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必须在申报期内提交申报材料；

2.必须使用电子营业执照进行登录，尚未领取电子营业执

照的个体工商户需要先完成电子营业执照的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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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必须属于“三型”中的“成长型”或“发展型”；但部

门推荐认定的个体工商户申报不受“成长型”或“发展型”限

制，推荐时主管部门需要填写推荐理由、推荐单位。

4.同一个省份下、同一个自然人设立的多个个体工商户，

只允许选择一个进行申报；

5.只能选择“名特优新”其中的一个分类进行申报。

（二）审核确认

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在审核期内，可通过电脑端打开培育平

台进行审核操作。县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对辖区内个体工商户

申请材料的审核、公示与异议处理工作。审核工作是对申请人

及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合理性进行评审，根

据评审结果对申请材料给予通过、退回（个体工商户可重新修

改材料）或驳回（个体工商户本年度不可再进行申报）处理。

公示与异议处理工作由县级主管部门评审工作完成后，通过培

育平台或政府部门网站对拟认定“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进行

公示，并对公示异议及时处理。所有工作完成后通过培育平台

将名单报送市级市场监管部门。

龙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6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