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威海市持续优化注销流程
全面降低市场主体退出成本工作方案》的通知

威审服字〔2022〕9 号

各区市、国家级开发区、南海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各区市法院、开

发区法院,各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级开发区科技创新

局、南海新区党群与人力资源部,文登区、荣成市、乳山市、火炬高

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管局,国家税务总局威海市

各区市税务局:

现将《威海市持续优化注销流程全面降低市场主体退出成本工作

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威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威海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威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威海市税务局

2022 年 5 月 3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威海市持续优化注销流程全面降低
市场主体退出成本工作方案

为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根据《关于进

一步完善简易注销登记便捷中小微企业市场退出的通知》（国市监

注发〔2021〕45 号）、《关于推进破产企业退出市场工作的实施意

见》（鲁高法〔2021〕25 号）、《企业注销指引（2021 年修订）》

等文件，切实解决市场主体“退出难”问题，为持续优化市场主体

的注销流程，全面降低退出成本，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问题导向，以市场主体注销过程中的“堵点”、“痛点”、

“痒点”为切入点，通过加强部门协同、精简文书材料、优化审批

流程、压减注销时限，打通市场主体退出梗阻，提高注销效率，营

造更加公开、透明、便捷的市场环境。

二、工作措施

（一）疏通“堵点”，降低市场主体退出门槛。

市场主体退出市场必须进行注销登记，疏通“堵点”，建立畅通

的退出机制，解决因股东失联、公章丢失、投资主体已注销等导致

市场主体无法顺利办理注销登记的问题。

1.实施代位注销制度。因股东（出资人）已注销却未清理对外投

资，导致被投资的市场主体无法注销的，其股东（出资人）有上级

主管单位的，由已注销市场主体的上级主管单位依规定办理相关注

销手续；已注销市场主体有合法的继受主体的，可由继受主体依有

关规定申请办理；已注销市场主体无合法继受主体的，由该注销的



市场主体注销时登记在册的股东（投资人）来履行出资人职责，依

法办理相关注销手续。

2.强制清算。对于公司已出现解散事宜，但负有清算义务的投资

人拒不履行清算义务或者因无法取得联系等情形不能成立清算组进

行清算的公司，相关股东或债权人可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

条规定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清算组在

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发现公司财产不足

清偿债务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人民法院裁定强

制清算或裁定宣告破产的，企业清算组、破产管理人可持人民法院

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裁定或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直接向登记机关

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3.对有限责任公司存在股东失联、不配合等情况难以注销的，经

书面及报纸（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通知全体股东，

召开股东会形成符合法律及章程规定表决比例的决议、成立清算组

并组织清算后，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司无法形成

有效注销决议的，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

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解散公司的诉讼申请,人民法院判决解散

公司后，另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清算，凭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算的

裁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各级登记机关应建立企业重大登记会商

制度，召开会议专题予以研究解决。

4.对于营业执照遗失的企业，可以持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自行公示的执照遗失公告，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注销，无需申请

补发营业执照。涉及公章遗失的，经全体股东签字盖章或由清算组



负责人签字确认，非公司企业法人由其上级主管单位法定代表人签

字并加盖上级主管单位公章进行确认，相关注销材料可不盖公章。

5.对于尚未更换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即被吊销的企

业，市场监管部门已就此类企业进行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赋码，

企业在相关部门办理注销业务时可使用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办理，

无需更换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

6.纳税人被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被其他机关予以撤销登记

的，应当自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被撤销登记之日起 15 日内，向原税

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税务注销。处于税务非正常状态纳税人在办理

税务注销前，需先解除非正常状态，补办纳税申报手续。符合以下

情形的，税务机关可打印相应税种和相关附加的《批量零申报确认

表》，经纳税人确认后，进行批量处理：（1）非正常状态期间增值

税、消费税和相关附加需补办的申报均为零申报的；（2）非正常状

态期间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需补办的申报均为零申报，且不

存在弥补前期亏损情况的。

（二）破除“痛点”，推行市场主体简易注销。

注销登记耗时长、材料多、流程复杂是影响市场主体退出的“痛

点”，通过压缩时长、压减材料、简化流程改革，市场主体实现简

易注销。

7.全面推行市场主体简易注销。市场主体未发生债权债务或者已

将债权债务清偿完结，未发生或者已结清清偿费用、职工工资、社

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应缴纳税款（滞纳金、罚款），并由全

体投资人书面承诺对上述情况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和个体工商户均可申请简易注销

登记。

8.建立简易注销容错机制。企业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的，经审查或

系统自动筛查存在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股权（投资权益）被冻

结、出质等;企业所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未办理注销登记的等不适用

简易注销程序的，待异常状态消失后，允许企业再次依程序申请简

易注销登记。对于因其他部门或社会公众提出异议，经核实，异议

情形不存在或错误的，登记机关可受理企业简易注销申请。

9.压缩时限和材料。将企业简易注销登记公告时间由 45 天压缩至

20 天。公告期满无异议的，企业应在 30 天内向登记机关申请简易注

销登记。企业申请简易注销登记只需提交《企业简易注销申请书》

《全体投资人承诺书》，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不再提交其他材料。

10.实施简易注销"全程网办"。允许市场主体通过注销平台进行简

易注销登记，对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实行简易注销登记全程网办。

企业在公示系统公告期满后，市场主体在网上填报简易注销信息时，

平台自动生成《全体投资人承诺书》，除机关、事业法人、外国投

资者等特殊情形外，结合电子营业执照应用和全体投资人实名认证

并进行电子签名，企业可在线完成简易注销"全程网办"。

11.推进破产企业简易注销。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后，

破产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均适用简易注销登记程序。管理人可凭企业

注销登记申请书、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裁定书申请办理破产企业

简易注销，企业登记机关不再额外设置注销条件。申请简易注销的

破产企业营业执照或公章无法缴回、遗失或者未能接管的，可通过

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布营



业执照、公章作废声明或在报纸刊登公告。办理破产企业注销登记

后续事项需要加盖企业公章的，可由管理人印章代章。

（三）直击“痒点”，提升注销便利化水平。

依托“一网通办”，实现数据多跑路、市场主体少跑腿，持续推

进市场主体注销的便捷高效。

12.清算组公告和通知债权人公告网上办理。根据《市场主体登记

管理条例》的规定，取消清算组成员备案，改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进行清算组公告。企业发布通知债权人公告和清算组成

员、清算组负责人名单公告均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免

费进行公告；吊销后再注销的企业可通过申请电子营业执照，扫码

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清算组成员、清算组负责人

名单公告和通知债权人公告，无需通过报纸进行公告。

13.协同税务部门推出注销预检功能。市场主体办理注销前，可通

过企业开办一窗通服务平台进行注销预检，实时自助查询是否存在

未结清税务事项，方便市场主体有针对性办结清税业务，避免出现

简易注销不通过，增加总办理时长的问题。

14.税务注销分类管理。税务机关针对以下 4 种情形出具清税文

书：（1）未办理过涉税事宜的纳税人，主动到税务部门办理清税的。

（2）以下两种情形可容缺受理：办理过涉税事宜但未领用发票（含

代开发票）、无欠税（滞纳金）及罚款的纳税人，主动到税务部门

办理清税的；未处于税务检查状态、无欠税（滞纳金）及罚款、已

缴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控设备，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①纳税

信用级别为 A 级和 B 级；②控股母公司纳税信用级别为 A 级；③省

级人民政府引进人才或经省级以上行业协会等机构认定的行业领军



人才等创办的企业；④未纳入纳税信用级别评价的定期定额个体工

商户；⑤未达到增值税纳税起征点的纳税人。（3）不符合承诺制容

缺即时办理条件的（或虽符合承诺制容缺即时办理条件但纳税人不

愿意承诺的），税务部门向纳税人出具《税务事项通知书》（告知

未结事项），纳税人先行办理完毕各项未结事项后，方可申请办理

税务注销。（4）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的企业，管理人持人民法

院终结破产程序裁定书申请税务注销的。

15.推进市场主体注销部门协同共享。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将企业拟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的相关信息推送至同级税务、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涉及外商投资企业的推送至同级商务主管

部门，公告期内相关部门可通过《简易注销公告》专栏“异议留言”

功能提出异议，并传输至登记机关。税务部门清税后，清税信息实

时推送至“一窗通”系统，减少企业材料报送。市场主体注销完成

后，注销信息通过“一网通”系统共享至人社部门，人社部门对没

有养老等社会欠费的市场主体进行主动社保登记注销。

三、组织保障

（一）强化组织协同。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企业注销登记工作

的重要意义，建立完善的工作协调机制，切实加强组织协同，确保

工作衔接，保障各项措施有效落实。

（二）细化制度措施。建立注销制度内部工作流程，落实一次性

告知制、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等工作制度。编制企业注销相关

办事指南、零基础模板等材料，细化市场主体注销各项工作措施的

适用范围、办理流程和时间节点，按照即时办结、限时办结的原则，

不断推进注销便利化。



（三）推进宣传培训。各级各部门要在 6 月 10 日前按照本方案的

改革办法完成审批人员、帮办代办等相关人员的全员培训。同时利

用广播、电视、报刊、新媒体等各类宣传渠道进行政策宣传，让更

多市场主体理解政策、用好政策，及时解答群众问询和社会关切，

打造广泛参与、切实应用的便利化注销的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