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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
限公司在北京市海淀区政务服
务大厅现场体验了一次行政审
批的“海淀速度”，从到达“工商
窗口”到拿到营业执照，前后耗
时不到半小时。

该公司为百度旗下的网络
信息科技公司，其工作人员来到
海淀区政务服务大厅进行增项，
并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一系列
变更事项，“工商窗口”为其开通
了“绿色通道”，极大地节约了企
业的时间成本。

这是海淀区以提效增速为
目标，落实“一网、一门、一次”改
革后，“一窗式”服务跑出的“加
速度”，也是海淀区纪委监委以
专项监督破解营商环境难点的

一次生动实践。
根据北京市纪委《关于加强

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监督执纪问
责的通知》要求，海淀区纪委监
委出台了《关于开展优化营商环
境问题整改专项监督检查工作
的通知》，聚焦营商环境优化工
作中的“痛点”“堵点”“难点”，坚
决整治和查处以形式主义和官
僚主义对待营商环境改善工作
的行为。

“疏通办事‘堵点’，消除群
众‘痛点’，才能优化营商环境，
区纪委监委要发挥监督执纪问
责职能，紧盯‘庸、懒、散、慢’和

‘吃、拿、卡、要’等损害营商环境
的行为，助力海淀区经济高质量
发展。”海淀区委常委、区纪委书

记、区监委代主任鲍雷说。
区纪委监委坚持问题导向、

需求导向，充分发挥各派驻机构
“探头”作用，调动党风政风监督
员的积极性，走进企业、走进村
组、走进群众中去，通过实地走
访、开展问卷调查等形式摸实
情、查真相、找线索。同时开展
明察暗访、模拟办事、企业回访
等活动，监督各行政部门行使权
力情况。通过监督，发现影响营
商环境的硬件规范、信息公开、
服务形象、工作效率、网上办事、

“9+N”政策落地等6个方面100
多个问题。对这些“堵点”“痛
点”“难点”问题，区纪委监委实
行优先处置、挂牌督办、限时办
结，销号管理，及时打通服务群

众和企业的“最后一公里”。
“我们通过监督区政务服务

管理局，使全区29个街镇政务服
务中心‘一窗式’政务服务改革全
部落地；152个街镇政务服务事
项实现‘一窗式’办理；升级‘三级
联动’审批系统，办事效率进一步
提升。”驻区政务服务管理局纪检
监察组组长滕洪介绍说。

疏通“堵点”，解决“痛点”，
助力经济腾飞。去年上半年，全
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业务量
204.9万件，办结量203.5万件，办
结率99.33%，共收到锦旗159面、
表扬信540封。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交易项目 1132 个，交易额共
63.78亿元，节约资金1.1亿元，节
资率1.7%。

【优秀案例】

跑出“加速度”！北京海淀以专项监督破解营商环境堵点

【营商环境大家谈】

济南：22条新政
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

近日，山东济南市财政局印发
《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
境有关问题的通知》，从五个方面出
台22条措施，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
境，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具
体措施如下:

一是保障市场主体自由参与
政府采购活动。通知明确要求，各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不得通过信息
化系统建设变相设置门槛，限制供
应商自由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二是简化交易流程，降低供应
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交易成本。
取消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投标报
名环节，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均可直
接在线下载电子采购文件；积极推
进电子化采购,减少供应商提供纸
质材料和证明材料；全面取消履约
保证金。

三是切实发挥政府采购促进
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的政
策功能。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合
同融资，搭建“银企”对接平台，引
导、鼓励金融机构扩大对政府采购
中标成交供应商信贷投放、降低贷
款成本。

四是进一步增强政府采购透
明度，推进实施“互联网+政府采
购”。各区县、各部门依法公开政府
采购项目信息，实现从采购预算到
采购过程及采购结果的全过程信
息公开。

五是以公正监管促公平竞
争。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供应商
投诉处理和行政处罚行为，加强社
会监督，强化失信联合惩戒，将政府
采购违法行为纳入全国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

优化营商环境
张掖招商有新招

近日，甘肃张掖市政府出台
《张掖市招商引资奖励办法》，鼓励
社会各界企业来张掖投资，扩大招
商引资规模，促进全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

该办法对奖励原则、奖励条
件、奖励范围、奖励标准、奖励资金
来源、奖励项目认定、申报审批程序
等进行了明确。主要对从省外、国
（境）外引进，在市域内注册、投资、
建设、运营的招商引资项目投资企
业给予奖励，奖励项目范围主要包
括现代服务业项目、农业产业化项
目、生态工业项目。对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5亿元及以上的投产开业项
目，报请省政府进行奖励，同时市政
府给予100万元的奖励；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3亿元以上（含3亿元）至
5亿元的投产开业项目，奖励80万
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
（含1亿元）至3亿元的投产开业项
目，奖励60万元；对新引进具有较
大影响力、固定资产投资额10亿元
以上的招商引资项目，按照“一事一
议”的原则给予特殊奖补。同时，对
引资团队和引资个人按照1万至5
万元的标准进行奖励。

该办法还鼓励全市公职人员
积极引荐项目。对成功引进固定
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含1亿元）的
省外及国（境）外投资项目的国家公
职人员报请市政府进行表彰奖励。

【政策速递】

“改革像是马拉松，并不是短
跑。中国优化营商环境需要具有
中国特色、真正适合中国可持续
发展的标准。”世界银行中国、蒙
古和韩国局国别业务主任、首席
经济学家艾卡思在近日于北京举
办的优化营商环境高级别国际研
讨会上如是表示。

他认为，中国营商环境改革
取得的成效确实很大，尤其是北
京、上海在电子政务、市场准入、
信用等方面所取得的先进经验可
以进一步拓展到全国其他地区。

放宽准入公平竞争
将面临一系列挑战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
长刘世锦认为，对营商环境的评
估，更多要看中小企业尤其是小
微企业的感受怎么样，看其是不
是活跃了、发展起来了，“这是非
常明显的具有可观察性和衡量性
的直观指标”。

刘世锦认为，中国在营商环境
方面的长项是创业环境、供电和执
行合同。而短板之一是金融服务
获取，为小微企业服务的金融机
构、产品匮乏，解决中小企业信息
不对称问题能力较差，因为评估风
险需要很强的专业能力。短板之
二是税收，中国企业上交的“五险
一金”负担在国际范围内来看较
高。他认为，将国有资本以更大力
度、更大份额转入社保基金这个方
向是明确的。短板之三是企业破
产，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转入中
速增长，市场有大出清的过程，企
业退出涉及破产程序，而我国有时

“劣不能退、优不能胜”，破产退出
程序需要健全。

刘世锦谈到，中国关于营商
环境的概念比世行还要更宽一
点，因为中国经济体制还在转型，
有很多特殊的问题，下一步在放
宽准入和鼓励公平竞争方面还面

临很多挑战。例如，基础产业放
宽准入，包括石油、天然气、通讯、
铁路、金融等在内的领域如果确
实能加强竞争、降低基础性成本，
不仅对制造业、服务业有利，对全
体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是有利的。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刘俏表示，我国中小微企业的寿
命比较短，平均寿命只有2.5年左
右，跟美国的 5—6 年和日本的
7—8年相比短了一些。而我国优
化营商环境最大的挑战在于未来
如何实现包括资金、劳动力、土
地、数字化资产等在内的要素配
置市场化改革，其最根本精神还
是真正实现竞争中性原则，只有
这样才能彻底改变营商环境，推
动中国高质量发展。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首席经
济学家李稻葵亦强调，中国政府
不能仅仅满足于营商环境硬指标
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提高软环境，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包括地方政
府经济管理部门的积极性，真正
为市场经济服务。

破除市场壁垒 进一
步深化改革

“营商环境的改善得到了企
业的广泛认同，比如有不少企业
反映办事方便了，管理松绑了。
但我们也要看到，优化营商环境
虽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仍有较
大的改善空间。”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分析，市场准
入限制还比较多，民间资本进入
金融、医疗、教育等领域时仍有附
加条件，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的细
则尚未落实；简政放权推进较快，
但一些地方仍需要多头找部门，
多次办理；各部门数据共享不足，
导致网上可办事项少，办结率低；
信用服务市场发展缓慢。

王一鸣认为，下一步要以落
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为契机，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产权保

护制度，确立竞争中性原则，在要
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营、政
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
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提高民营
企业使用土地、资金等要素的机
会和可得性。

其次，要进一步强化竞争政
策基础地位。竞争是市场经济的
本质要求，要加快落实公平竞争
审查制度，加强对政策法规的公
平竞争审查。

第三，进一步放宽天然气、电
力、电信、铁路、金融、医疗、教育、
文化、体育等基础产业和服务领
域的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投
入重点项目，鼓励社会资本发起
设立股权投资基金，鼓励投资项
目引入非国有资本参股，简化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压减工业生产
许可证，进一步清理规范各类行
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缩减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非禁即入”
普遍落实。

此外，还应规范政府监管决
策程序，对于新增加的监管举措
应给予必要的过渡期，切忌“一刀
切”；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的政务
服务平台，推进审查事项、办事流
程、数据交换等方面的标准化建
设，推动政务数据对社会开放；健
全对失信主体的管理制度，包括
失信行为的认定制度，对失信主
体的提示和警示制度，失信行为
限期整改制度，失信信息公示制
度，失信主体的信用修复制度等，
完善联合奖惩制度；加快完善相
关规章制度对不符合《优化营商
环境条例》精神的法规文件进行
修改完善，确保与之保持一致。

优化营商环境要有
中国特色衡量标准

艾卡思认为，中国在优化营

商环境实践时可进一步细化细
节，如减税方面排名还不够靠前，
未来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进一步降
低进出口货物流动成本，企业办
理破产不够方便，企业无法以同
样速度获得相关资源以及政府监
管的有效性还不够。“优化营商环
境不是几个指标就可以界定清
楚，《外商投资法》减少负面清单、
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这些便利
性措施应该扩展到营商环境的各
个方面。”他说。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副
行长兼秘书长、英国财政部前副
部长艾德明表示，中国营商环境
排名近几年进步迅速，让全世界
看到了中国在改善营商环境方
面潜力巨大。“我在英国任副部
长的时候，和营商环境相关的机
构主要关注的是每个领域政策
能否贯彻，执行能否到位，监管
能否产生影响力。例如，鼓励金
融科技发展相关的监管能否落
实到位、保证透明性、扩展到更
加广泛的金融空间，能否真正帮
助某些公司开办企业。”艾德明
表示。

据艾德明介绍，英国特别重
视监管改革，出台新的监管政策
之前，要做监管评估报告，全面分
析影响；重视推陈出新，制定新的
监管政策，淘汰旧的政策；重视监
管透明度，在网上公开监管政策；
重视监管落实，运用线上平台保
障各地区、各城市执行力度大致
相同。

艾德明认为，营商环境的吸
引力在于税收、监管、教育、劳动
人口的质量等各方面，需要当地
政府采取更好的社会福利措施，
吸引更多的人才参与社会经济
的发展。“中国通过不断改善营
商环境会吸引更多的人才，这对
保证我们亚投行能在中国市场
上找到所需要的人才很有帮
助。”他表示。

优化营商环境：一场不停步的“马拉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