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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府〔2017〕25 号

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潮州市商事主体

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市各开发区、

潮州新区管委会：

现将《潮州市商事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规定》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潮州市人民政府

2017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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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

抄送：市委各部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市纪委办，潮州军分区，

市法院，市检察院，驻潮部队，中央、省驻潮各单位，各人民

团体，各民主党派，各新闻单位。

———————————————————————————

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6 月 1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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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商事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放宽我市各类商事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

记条件，推进工商注册登记便利化，促进各类商事主体快速发

展，根据《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和《广东省市场监管条例》

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商事主体的住所、经

营场所登记管理。

本规定所称商事主体，包括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

业、个体工商户、非公司企业经营单位、来华从事经营活动的

外国（地区）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企业分支机构。

第三条 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商事主体住所、经营

场所的登记机关。

登记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实行形式审查。

第四条 登记机关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便民、高效

的原则，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

第五条 商事主体应当使用固定场所作为住所、经营场所，

并对住所、经营场所的合法性、安全性负责。

第六条 申请人申请登记时，应当提交下列住所、经营场所

使用证明：

（一）使用自有房产的，提交房屋产权证明复印件；使用

非自有房产的，提交业主房屋产权证明和房屋租赁协议或者无

偿使用证明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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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的，提交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其

派出机构、各类经济功能区管委会、机关或事业法人单位、村

（居）民委员会、经济联合社等单位出具的相关证明。

（三）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自有住所、经

营场所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的，提交其上级主管部门出具的相

关证明。

（四）住所、经营场所位于潮州市凤泉湖高新区、闽粤经

济合作区、高铁新城、韩东新城、中山（潮州）产业转移园区、

创业孵化基地等园区（孵化器），或者位于高校、市级以上科研

单位范围内的，提交园区管委会（高校、市级以上科研单位）

出具的场地使用证明。

（五）住所、经营场所位于市场内的，提交市场企业营业

执照和铺位租赁协议复印件或市场开办方的铺位租赁协议复印

件。

（六）使用宾馆、饭店的，提交宾馆、饭店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和房屋租赁协议。

（七）使用军队房产的，提交《军队房地产租赁许可证》

及租赁合同复印件。

（八）住所、经营场所产权属房管部门所有的，提交房屋

租赁协议和上一月度租金收据复印件。

以上证明材料提交复印件的均需提交原件供校对。申请人

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

第七条 从事电子商务、无实体店铺的网络交易服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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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工业设计、股权投资、咨询代理等无污染、无安全隐患

的行业，住所、经营场所属于住宅的，可提交当地人民政府或

其派出机构、村（居）民委员会等单位经利害关系人同意后出

具的场地使用证明；但不得在住宅从事餐饮、娱乐、洗浴、生

产加工、易燃易爆物品销售、存储等容易污染环境、扰民以及

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业。

第八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多个商事主体可以共用同一

地址登记为住所、经营场所：

（一）能有效划分空间的同一地址允许登记为多家商事主

体的住所、经营场所，但各商事主体对住所、经营场所必须有

明确的场所使用权，且各自有独立的经营（办公）空间。

（二）从事软件设计、工业设计、文化创意、高新技术研

发、信息咨询、电子商务(网店)、实业投资、股权投资等行业，

允许使用集中办公区域作为多家商事主体的住所、经营场所，

但各商事主体对住所、经营场所必须有明确的使用权，并在营

业执照住所栏加注“仅限办公”字样。

（三）在市场或商场内租赁摊位或柜台的商事主体，允许

把该市场、商场的地址登记为多家商事主体的住所、经营场所，

但各商事主体对住所、经营场所必须有明确的使用权。

（四）被吊销营业执照而未办理注销且租赁期限已到期的

商事主体的住所、经营场所，经产权人作出承诺后，允许把同

一地址登记为其他商事主体的住所、经营场所。

（五）商事主体的住所、经营场所租赁期限到期而不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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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租手续，与商事主体无法取得联系，且没有办理住所、经营

场所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的，经产权人作出承诺后，允许把同

一地址登记为其他商事主体的住所、经营场所。

第九条 住所、经营场所依法应当经规划、住建、国土、房

管、公安、消防、环保、文化、卫生、质监、食品药品监管等

相关部门许可方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的，开展经营活动前应当

依法办理许可。

市人民政府公布经营场所禁设区域目录的，商事主体不得

以禁设区域目录所列的场所作为住所、经营场所。

第十条 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各自的职能依法履行管

理职责，制定配套监管措施，加强对商事主体住所、经营场所

事中、事后监管，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一）对于应当具备特定条件的商事主体住所、经营场所，

或利用非（违）法建筑、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等从事经营活动的，

由规划、住建、国土资源、公安、消防、环保、安监等相关部

门依法监督管理。

（二）对于涉及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由负责行政许

可（审批）的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监督管理。

（三）对于在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查不到商事主体且无

法与其取得联系的，应当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标记为经

营异常状态，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四）对于申请登记时提交虚假材料的商事主体，由登记

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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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登记机关应当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已登

记的商事主体住所、经营场所信息。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