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经 2021

年 4月 14 日国务院第 131次常务会议通过，2021 年 8 月 24 日正式公布，自 2022

年 3月 1 日起施行。

对于条例的规定，以下四个问题，需要重点予以关注。

一、自然人是否可以以个人名义从事经营活动

自然人不办理执照，是否可以从事经营活动？实务中一直是一个很令人困惑

的问题。

按照条例的规定，通常情况下，未经登记的，均不得以市场主体名义从事经

营活动。但是，如果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无需办理登记的，就可以直接以个人名

义从事经营活动。

（一）个人提供线上交易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十条规定，对于个人通过网络从事便民劳

务或小额零星交易，只要不属于必须办理行政许可的，就无需办理市场主体登记。

但是，便民劳务包括哪些？小额零星的标准如何界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子商务法》施行后，一直是实务中很困惑的问题。

2021年 3 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2021年 3 月

1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7号公布），该办法对个人通过网络提供便民

劳务及小额零星的标准进行了规范。

便民劳务活动包括：个人通过网络从事保洁、洗涤、缝纫、理发、搬家、配

制钥匙、管道疏通、家电家具修理修配等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

小额零星的界定标准：个人从事（无需办理行政许可的）网络交易活动，年

交易额累计不超过 10万元的，同一经营者在同一平台或者不同平台开设多家网

店的，各网店交易额合并计算。

属于上述情况的个人，即便没有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其通过线上交易取得的

收入也属于生产经营所得，按“经营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个人提供线下交易

1、货物交易

如果个人不是通过网络从事经营活动，而是以摊贩的形式在线下从事经营活

动，是否也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呢？

条例规定，无固定经营场所摊贩的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另行规定。主动权交给各地，是否要进行市场主体登记、如

何登记，由各地结合当地情况自行确定。

2、服务交易

如果个人在线下为他人提供咨询等服务业务，是否也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

呢？

该情形通常会被认定为个人提供了劳务服务，不是经营服务。个人取得的收

入按劳务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网络经营场所如何界定

正常情况下，设立一家市场主体需要有一个固定的经营场所。对于很多从事

电子商务的自然人经营者，不符合上述《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所规定的不需

设立市场主体的情形，在设立市场主体（如个体户、个人独资企业等）时，经营

场所该怎么确定？

难道必须要额外支付一个所谓的“地址费”，才能取得营业执照吗？

条例对此做了非常人性化的规定。对于电子商务平台内的自然人经营者，可

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将电子商务平台提供的网络经营场所作为经营场所。

这个规定，对于从事电子商务的自然人经营者在注册市场主体时，提供了极

大的便利。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允许用网络经营场所作为经营场所的前提是自然人经营

者！如果经营者本身就是一个市场主体（如公司等），从事电子商务需要再设立

一个新的市场主体时，就不能用网络经营场所作为经营场所！

实际操作时，网络经营场所如何界定？是否提供一个网络链接或 IP 地址就

可以？

这个还需要市场监管总局在后续的操作办法中进行明确。

三、什么情况下允许歇业

歇业政策是条例中不同于以往的一个全新制度设计。让很多市场经营主体在

面临特殊困境时多了一个新选择。

但是，对于歇业的把握，也不能随性而为。

（一）歇业的条件

歇业的前提是发生了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

而不是投资人协商后“想歇就歇”。

发生了上述事件也不必然导致市场主体一定能歇业，而是事件给市场主体造

成经营困难。这种情形下，如果法律、行政法规没有其他禁止性规定，市场主体

才可以自主决定在一定时期内（最长不超过 3年）歇业。

当然，这里的经营困难在实务中该如何界定？还需要等后续的具体实施办法

予以明确。

（二）歇业前需要办理的事项

如果市场主体确定要歇业，需要提前办好两件事情。

1、劳动关系处理。按照条例的规定，市场主体应当在歇业前与职工依法协

商劳动关系处理等有关事项。

通常情况，协商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员工是否离职，是否给予离职补偿；如

果不离职，在歇业期间是否支付工资，社保如何缴纳等等。



当发生需要歇业的事件，通常办理离职的情形会比较多。如果市场主体以歇

业为由，不给员工支付离职补偿金，是否合理呢？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该种情形并不会导致市场主体可以免于支

付补偿金。这也是市场主体需要慎重考虑的。

另外，如果协商一致，市场主体一定要与劳动者签订协议，无论员工是否办

理离职，都要将各自的权利义务约定清楚。

2、办理备案。按照条例的规定，市场主体应当在歇业前向登记机关办理备

案。登记机关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歇业期限、法律文书送

达地址等信息。

市场主体在歇业期间如果开展经营活动，将被视为恢复营业，市场主体应当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四、什么情况下可以简易注销

条例第一次以法规的形式将市场主体的简易注销情形予以明确，为市场主体

的快速退出提供了法制保障。让市场主体真正实现“高高兴兴来，轻轻松松去”。

按照条例的规定，市场主体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可以按照简易程序办理注

销登记：

1、没有发生债权债务或者已将债权债务清偿完结；

2、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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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不属于依法须经批准才能注销的市场主体；

4、不属于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市场

主体；

5、全体投资人书面承诺对上述情况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市场主体（个体户除外）符合简易程序注销的情形，应当将承诺书及注销登

记申请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公示期为 20日（注：不是工作日）。

在公示期内无相关部门（注：包括但不限于税务部门）、债权人及其他利害

关系人提出异议的，市场主体可以于公示期届满之日起 2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

如果个体工商户按照简易程序办理注销登记的，则无需公示，由登记机关将

个体工商户的注销登记申请推送至税务等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在 10日内没有提

出异议的，可以直接办理注销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