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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包括上海、成都和江苏
昆山在内的国内多地城市皆“不
约而同”地对外发布了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的新政内容。

推出营商环境
升级版
从内容上来看，各地发布的

优化营商环境新政在涉及企业办
事流程所花时间、效率和费用等
方面都设置了明确的改善目标。
特别是上海在此次推出的“优化
营商环境2.0版”中，对涉及到开
办企业、施工许可办理与获得电
力等25个方面的内容，在办理环
节、办理时间等方面均明确了数
量指标，成为新一轮政府服务制
度改革的新亮点、新标识。

在四川成都，2月11日成都
召开的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年动
员大会，规划将成都打造成为国
际化营商环境先进城市。2019
年的目标是，成都营商环境短板
与弱项得到明显改善，部分领域
营商环境指标达到国际公认的先
进水平。

在江苏昆山，当地政府通过
《营商环境白皮书》对外发布了优
化营商环境的23条新举措，涵盖
了开办企业、不动产登记和信息
共享等10个方面的内容。例如，
昆山的新政要求企业开办要从3
个工作日提速到1个工作日、不
动产登记从5个工作日提速到3
个工作日、工业建设项目施工许
可从50个工作日提速到30个工
作日。

同一天，除了成都和昆山出
台新政外，上海也将春节后首个
工作日的重心聚焦在优化营商环
境上。在2月11日召开的上海市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会议
上，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更是将此

次上海发布的25条新政内容定
义为“优化营商环境2.0版”。

上海升级版的新政内容中，
对企业办理频率较高的政务服
务，新政在办理环节、办理时间等
方面均给出了明确的数量指标。
上海市表示，要多维度、立体化、
全方位地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
化，力争上海营商环境全面进入
国际先进行列。

值得注意的是，与成都和昆
山等地的新政相比，此次上海发
布的新政25条内容，明显具有更
高的目标指向性。

“互联网+政务服务”
在此次集中发布的多地优化

营商环境新政中，据了解，多地都
将“互联网+政务服务”作为此项
制度改革的重点予以推进。

具体来看，昆山发布的23条
新政中，将“互联网+政务”的网
上办结率设定为达到98%以上；
同样，在成都发布的“1+10”行动

方案中，将所有涉企事项网上可
办率目标提高至95%以上，办理
时限压缩30%以上。

而在上海，2019年更是将重
点打响“一网通办”的政务服务品
牌。着重要求深入推进业务流程
革命性优化再造，实现政府部门公
共数据100%归集、按需100%共
享，目标要让面向企业和市民的所
有政务服务“进一网、能通办”。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
院院长曾刚表示，“近年来，国内
在互联网技术的运用方面走在了
世界前列，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
说，以互联网虚拟技术与政务服
务相结合为重点推动管理制度的
创新，将有益于在当前的国际竞
争中构建新的营商环境竞争优
势。”曾刚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此次上海发布以“互联网+政务
服务”为重点的优化营商环境2.0
版，在全国范围内皆具有一定的
改革引领性意义。

事实上，当前通过政务服务
“触网”已经是多地提升营商环境

的大势所趋。
同样在2月11日，浙江省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浙江
省最多跑一次改革办公室）主办
的“最多跑一次”官方微信公众号
正式上线。这意味着“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和“不
见面审批”等功能都将通过互联
网渠道得以实现，为全国政务服
务改革起到创新表率作用。

“从国家的层面来看，面对当
前的国际竞争环境，过去地区之
间参与经济竞争，进而开拓国际
市场的发展路径已经发生改变，
当下如何推动内部地区之间的协
调发展更加关键。”曾刚进一步指
出，体现在政务服务上，这就要求
政府管理改变工作方式，通过信
息技术的运用，打通地区之间、部
门之间的“信息壁垒”与“信息孤
岛”，实现信息的归集、共享和管
理创新，才能够在国际竞争的新
形势下构建新的制度优势，吸引
来更多的企业投资。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聚焦服务企业提效升级
多地进入营商环境“优化年”

优化营商环境
陕西省出台《实施方案》

陕西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
的《关于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
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了多
项优化营商环境举措，主要包括：

进一步减少社会资本市场准
入限制。推动缓解中小微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清理地方保护
和行政垄断行为。加强诚信政府
建设。切实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公
平待遇。进一步促进外商投资，
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发展。降低进
出口环节合规成本和推进通关便
利化。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加快
出口退税进度。

《实施方案》还提出进一步简
化企业投资审批、加快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建设、创新市场监管方
式、规范自由裁量权等措施。

（来源：《陕西日报》）

2019年兰州市进一步
推动优化营商环境

近日，兰州市政府印发了《聚
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
环境政策落实工作方案》，进一步
深化“放管服”改革，破解企业投
资生产经营中的“堵点”“痛点”。

根据《方案》，2019年，兰州
市将认真宣传解读《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2018年版）》，清单之外
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
体皆可依法平等自主选择是否进
入，有关部门和区县政府不再出
台对市场准入环节的审批措施，
真正实现“非禁即入”。

《方案》表明，2019年，兰州
市全面开展全流程、全覆盖的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简化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建设项目施工许可证核发流
程，完善审批体系，努力实现“一
张蓝图”统筹项目实施、“一个系
统”实施统一管理、“一个窗口”提
供综合服务、“一张表单”整合申
报材料、“一套机制”规范审批运
行。 （来源：《兰州晚报》）

七项举措优化
新疆乌鲁木齐营商环境

为营造快捷的准入环境，今
年，乌鲁木齐出台了《乌鲁木齐市
市场监督管理系统优化乌鲁木齐
市营商环境七项举措》。

据悉，七项举措分别是融合
审批、证照分离、压减时限、简政
放权、非禁即入、流程优化、平台
再造。

在融合审批方面，将提速“先
照后证”、“多证合一”。在证照分
离方面，对100项涉企行政审批
分别以直接取消等方式全面落实

“证照分离”。在压减时限方面，
全面实施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
革。在简政放权方面，理顺权责
关系，除法律法规规定由市局审
批之外的事项，一律下放区（县）
局。在非禁即入方面，落实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在流程优化
方面，落实“互联网+政务服务”。
在平台再造方面，将打造专业化
的高效率服务平台。

（来源：《乌鲁木齐晚报》）

近日，成都召开国际化营商
环境建设年动员大会。会议聚焦
成都究竟怎样打造国际化营商环
境先进城市，并研究讨论了国际
化营商环境的“1+10”行动方案。

成都提出，到2019年底，营
商环境短板弱项明显改善，所有
涉企事项网上可办率提高至95%
以上，办理时限压缩30%以上，部
分领域营商环境指标达到国际公
认的先进水平。

作为中西部地区的龙头城市
之一，成都一直致力于优化营商
环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尤其
是近几年来，成都在营商环境打
造上全面发力，取得多项成果，营

商环境持续优化，而且一些积极
探索形成了全省及全国可复制的
经验。

比如，成都试点企业投资项
目承诺制，即企业书面承诺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和标准
规定实施项目建设，并承诺在规
定的期限内达到许可条件；行政
机关按照承诺书规定的时限和
内容，对项目进行监管和失信惩
戒。

以前企业开工前的手续繁
杂，企业经办人要一个个部门去
跑，大半年都不一定能办完开工
前的手续。通过承诺制，企业与
发改、建设、环保、安监等10多个

部门签订承诺书后，可以边开工
边办理手续。开工前办理手续办
理时限从197天优化为60天。

类似的容缺审批还有“首证
通”行政审批改革试点。即市场主
体开办时在环保、工商、食药监、城
管等部门申请获得的首个审批许
可（备案核定）后，“后证”部门见

“首证”后直接“发证”，不再要求市
场主体提交重复性申请材料，“后
证”部门只做合规性审查。

“先照后证”改革以来，部分
前置许可事项改为后置审批，不
再实行先许可（审批）再工商登记
的制度，对从事一般经营活动的
市场主体降低了准入门槛。但对

于经营涉及后置许可的项目，在
取得营业执照后，还须取得相关
审批监管部门许可后才能开展生
产经营活动。因此，首证通就是
为了解决“办照容易办证难”“准
入不准营”等问题。

不仅如此，在政务服务环境
优化上，成都持续深化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推进97项证照分离改
革试点，全面实施“多证合一、一
照一码”改革；推行“一枚印章管
审批”，政务服务实现一窗式、一
站式、一号式办理，85%审批事项

“仅跑一次”，90%以上基本公共
服务事项实现网上办理。

（来源：《第一财经》）

【营商环境优秀案例】

开年“总动员”成都着力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

【政策速递】
【热点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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