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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

登记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我省市场主体住所 （经营场所）登记管理，

合理释放场地资源，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

文件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吉林省内各类企业及其分支机构、个

体工商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住所 （经营场所）的登记

管理。

第三条　市场主体住所是指市场主体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

是市场主体的法律文件送达地、确定司法和行政管辖地的场所。

经营场所是指市场主体开展经营活动的场所。每个市场主体只能

登记一个住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

第四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市场主体住所 （经营场所）

登记，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第五条　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在同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管

辖区域内且从事无须许可的一般经营活动的，可申请增加经营场

所登记，无需办理分支机构登记。

第六条　同一地址可以作为多个市场主体的住所 （经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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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登记。法律、法规等规定对经营场所有特定要求的除外。

第七条　多个市场主体以一个符合条件的托管机构地址作为

住所 （经营场所）登记的，该托管机构应依法办理营业执照，且

经营范围中包含为相关市场主体提供住所 （经营场所）托管服务

内容。

第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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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

第九条　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申请人不得将下列建筑物作

为市场主体住所 （经营场所）：

（一）未经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批准擅自建设的；

（二）擅自改变房屋结构的；

（三）经鉴定为危房的；

（四）超出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物；

（五）管理规约或业主大会决定明确禁止作为住所 （经营场

所）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作为市场主体住所 （经营

场所）的情形。

第十条　申请人将住宅作为市场主体住所 （经营场所）的，

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及管理规约，并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

意，同时符合国家和我省相关强制性技术标准要求，保证建筑物

的结构安全和消防安全，所从事的经营活动不得影响居民正常生

活秩序，不得从事存在安全生产隐患、污染环境、影响居民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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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的生产经营活动。利用住宅从事娱乐场所经

营、互联网上网服务、危险化学品及烟花爆竹生产、储存和经营

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予办理营业执照。

第十一条　住宅类建筑和其他非商业用途建筑作为住所 （经

营场所）登记的，营业执照不作为改变房屋使用性质的凭证。

第十二条　办理市场主体住所 （经营场所）登记的，申请人

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提交合法使用证明：

（一）使 用 自 有 房 屋 的，提 交 不 动 产 权 证 书 （房 屋 所 有 权

证）；没有不动产权证书 （房屋所有权证）的，提交自有房屋的

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购房合同、房屋管理部门及物业服

务企业出具的证明等；

（二）租用 （无偿使用）他人房屋的，提交房屋租赁 （无偿

使用）证明材料及房屋所有人的不动产权证书 （房屋所有权证）；

没有不动产权证书 （房屋所有权证）的，提交房屋产权的相关证

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购房合同、房屋管理部门及物业服务企业

出具的证明等；

（三）住所 （经营场所）位于已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场所内

的，提交租赁 （使用）合同等证明材料作为场地使用证明；

（四）自然人经营者申请使用电子商务平台网络经营场所办

理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登记的，提交经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认定的

电子商务平台出具的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申请人将住宅作为市场主体住所 （经营场所）登记的，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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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申请人承诺书 （承诺书样式见附件１）。

第十三条　申请将已取得产权证明的房屋登记为住所 （经营

场所），且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与房屋管理部门实现信息共享、

具备在线核验条件的，申请人可自愿选择承诺制办理，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不再要求提交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所列材料。申请人

应当就住所 （经营场所）合法使用权属关系的真实性、使用的安

全性等做出符合事实和规定的承诺，凭市场主体住所 （经营场

所）登记信息承诺书 （承诺书样式见附件２）申请登记，并对承

诺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因虚假承诺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和经济损失由申请人自行承担。采取承诺制办理登记的，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在营业执照上予以标注，向社会公示。

第十四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实行形式审查，申请人对提交住所 （经营场所）材料的真实性、

合法性及住所 （经营场所）的安全性负责。

第十五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市场主体住所 （经营

场所）登记管理，对下列情形依法予以处理：

（一）通过登记的住所 （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

（二）提供虚假信息和材料骗取住所 （经营场所）登记的；

（三）不依法申请市场主体住所 （经营场所）变更登记的；

（四）其他依法应当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处的违法行为。

第十六条　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应当在职责范围内加强对市场

主体住所 （经营场所）的监督管理。对应当具备特定条件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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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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