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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兆临

优化营商环境
下好区域发展“先手棋”

企业轻装上阵，才能激发活力，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做大做强。为了培
育经济发展新动能，近两年来，海口市
着力深化“放管服”改革，并出台多项减
税降负政策，极大地激发了企业发展的
活力。

如何帮助民营经济解决发展中的实
际困难？针对市场限制多、准入难等问
题，海口市工商局加快推进积极推进“放
管服”改革，实施综合审批体制机制改革
和“极简审批”，打造“一站式审批、一条
龙服务”政务服务新平台；全面梳理全流
程互联网“不见面”审批事项，不见面率
达99%，平均缩减办理时间38%；有序推
进财政体制改革，建立规范透明的财政
预算制度，全面实施财政资金绩效管理；
大力实施机构改革，提升综合行政能
力。极大地刺激了投资创业热情，海口
市市场主体增长迅猛，目前已突破30万

户。此外，为了当好企业的“贴心人”，海
口市明确建立领导干部常态化联系民营
企业（商会组织）制度，主动上门服务企
业，依法依规解决好企业的诉求，着力构
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为企业公平
竞争创造有利条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企业
“轻装上阵”，海口市实施了税收优惠政
策。“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切实减轻企
业税费负担，给企业带来了‘真金白银’
的实惠，盘活了研发资金投入，让企业
能有更多的钱拿去购买更多的机器、增
加研发经费，增强民营企业对减税减负
的获得感。”海南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
开税收政策的扶持。

该负责人算了一笔账，细数政策带
来的实惠。“去年公司发生研发费用
583.33万元，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为

50%，直接减税145.83万元。今年国家
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
75%，能享受的减免税额就更多了。加
上我们是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
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去年这块的减免税
额达2560.85万元，今年前三季度享受
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优惠减免税款就
有1873.92万元。”

此外，为了更好地服务民营企业，
海口市税务局还采取多种方式，及时解
决涉税疑难问题，为民营企业提供更
多、更有针对性的涉税服务。日前，海
口市税务局利用直播平台进行减税政
策专题直播，吸引了不少纳税人围观。
直播中，纳税人与税务人员“弹幕”互
动，现场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直播结
束后，纳税人还可在门户网站“纳税人
学堂”栏目回看直播视频，反复收看学
习。

不久前，太原经创微型企业孵化园
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老刘来到山西
综改示范区工商局直属四分局注册服
务窗口办理公司设立登记。没来之前，
老刘已经做好多来几次的准备，然而，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工商工作人员拿到
他的材料，一一审核后，并没有通知他
回去等审批通知，而是当场告诉他，登
记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核准审
批。于是，老刘等了没有半个小时，就
拿到了营业执照。老刘高兴地说：“过
去办理此类业务得反复跑几趟，现在真
是太方便了。”

为什么这么方便？原来为进一步
简化登记程序、提高登记效率，山西省
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
加快营造“六最”营商环境的实施方
案》，通过持续推进简政放权、大幅优化
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积极推进审批
服务事项集中办理、深入推进审批服务
标准化等一系列便民化措施，得到了市

场主体的一致好评。
据悉，为了打造“六最”营商环境，

在推动实施试行企业审批管理方面，太
原市各部门均有“大动作”。

老刘的经历就得益于太原市工商
局推行的审核合一制度。即在规定的
业务职权范围内，对申请人设立、变更
或注销企业登记注册的申请，工作人员
依法独立履行受理、审查、核准、发照等
职能，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山西综改示范区工商局直属四分
局刘爱国局长表示，“实行审核合一制
度后，减少了审批环节和流程，提高了
效能，极大方便了企业，为培育市场主
体发展创造宽松环境。”

太原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则精选了
20名骨干力量，成立“红马甲导办服务
队”，每天轮班、统一着红色马夹，从办
事部门、办事流程等方面全程导办。
同时，成立“科长值班岗”，每天固定一
人到咨询窗口值班。在二楼后台服务

区设立“最后一公里办公室”，由不动
产登记中心领导轮流值守。分流业务
设便民服务点，太原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将在光大银行府西街支行设立服务
点，开展存量房交易公积金贷款抵押
登记业务一站式办理，极大地改变了
服务模式。

太原市公安局则全力推进审批服
务便民化改革，打造“互联网＋公安政
务服务”模式建设，实现审批事项“应上
尽上、全程在线”。全面梳理市、县公安
机关及基层派出所依据法定职能面向
社会公众提供的所有审批类和服务类
大小事项共232项，实现可上网办理事
项全部网上办理，年底实现网上办理率
达到81%，可一次办结率达到96.2%。

据了解，此番政策联动使得太原市
营商环境得到了持续优化，企业开办数
量呈现井喷态势。据统计，2018年太原
市新增市场主体 87704 户，同比增长
11.97%，市场主体呈逐年增长态势。

山西省太原市：
出台《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加快营造“六最”营商

环境的实施方案》，多个部门实行联动，通过大幅优化审批流程

压缩审批时限等一系列便民化措施，为培育市场主体发展创造

宽松环境。

海南省海口市：
针对市场限制多、准入难等问题，着力深化“放管服”改革，实

施综合审批体制机制改革和“极简审批”措施，并出台多项减税降

负政策，让企业“轻装上阵”，极大地激发了企业发展的活力。

青海省西宁市：
出台《西宁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及八个优

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方案，形成了优化营商环境的1+8配套政

策体系。多维度实行多证合一、减少审批等便民服务政策，用政

府权力的“减法”换来了市场活力的“加法”。

市场经济就是“候鸟经济”，哪里营商环境好，人才就往哪
走、资金就往哪流、项目就在哪建。持续优化改善营商环境以增
强竞争优势、保持领先位势，已成为各城市的共识，越来越多的
城市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发展经济的“先手棋”。其中，山西省
太原市、海南省海口市、青海省西宁市的相关做法为我们提供了
宝贵经验。

多证合一、减少审批、压缩办事事项、压缩办事日
程……为全力支持民营企业不断发展，营造良好的营商
环境，2018年，西宁市出台了《西宁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

《措施》从强化行政服务中心窗口能力建设、进一步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全面推行审批服务“最多跑一次”、大
力培育发展中小企业、继续规范和清理涉企收费项目、改
进和优化纳税服务、简化企业投资项目手续、简化施工许
可证办理程序等十六个方面提出优化营商环境主要措
施。同时出台《方便企业获得水电气暖行动方案》、《简化
企业开办和注销程序行动方案》、《简化施工许可证办理
程序行动方案》等八个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方案，初步
形成了优化营商环境的1+8配套政策体系。

政府权力的“减法”换来了市场活力的“加法”，有了
良好的营商环境，企业家们登记办手续方便快捷多了，安
心办企业的信心也更足了。

在西宁市不动产登记服务大厅内，人来人往十分热
闹，忙而有序的群众在窗口办理各自业务。“一窗式办理”
开设后，大厅内办事效率明显提高。新千房地产企业的
财务总监马秀梅，一大早就来办理企业房产抵押手续，早
上9点多排队，一个多小时事就办完了，让她倍感便捷。
她说：“现在办事可真方便，不仅流程明晰，而且办理事项
一个窗口就能全部完成。这样的办事风格让企业感受到
的是方便和高效。营商环境优化了，企业发展的步子就
顺畅了，真是利民惠民的好事。”

据了解，自《措施》出台以后，西宁市不动产登记服务
中心将交易和登记进行了整合，采取“一窗式办理”，省下
了企业跑多个窗口的时间和多次提交材料的精力；去年
10月份起，又将登记和税务窗口进行了整合归并，让企
业在办理登记过程中，一站式进行税收服务。截至2018
年年底，西宁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连续两年4次提升
服务改革，办理事项压缩至3到5个工作日，成为全国办
理时限最短的省份之一。

西宁市行政审批局市场处处长庞海强介绍，《措施》
中提出的“推动涉企行政审批及服务事项简化办理环节、
优化办理流程、强化部门协同，要实现并联办理，大幅压
缩办理时限”，是行政审批部门攻克的难题。为了让企业
真正实现“最多跑一次”，西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大厅推进
商事登记便利化改革，推行并联审批、容缺受理、综合办
理、代理代办、邮寄送达等服务模式，建立“互联网+行政
审批”建设等，方方面面让企业从办理、服务、准入、发展
等注入动力。据悉，自2014年以来，西宁市连续6次大力
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市级行政审批事项压缩至93项，精
简率达72.8%，成为全国行政审批事项最少的省会城市
之一。

山西省太原市：各部门联动优化营商环境，企业开办数量呈现井喷态势

海南省海口市：简政降负，让企业轻装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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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西宁市：1+8配套政策体系
全力支持民营企业不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