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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培营商环境土壤 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 吴璟桉

近年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

环境，全国大力推进优化营商环境。

市场准入门槛不断放宽、公平公正监

管不断强化、便民服务水平不断提

升、合法权益保护不断加力，为深入

落实“六稳”“六保”任务，推动形成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发挥

了重大作用。

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呈现出
积极成效

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释放。优化

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

力。企业开办原来耗时费力，现在不

到5个工作日就能办成。2019年年

底，我国新设市场主体达6202.81万

户，较2014年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

前翻了1倍多。2013年以来，城镇私

营企业和个体就业增加1亿人以上。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以前用时至少一两

年，如今不超过120个工作日。

保障了疫情期间社会运行。今年

实施了超过2.5万亿元的减税降费政

策，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由3%

降为1%，继续执行16%基本养老保险

的单位费率(原为20%)。同时，“无接

触”“不见面”等政务服务，有效维护了

生产生活运行秩序、促进了企业复工

复产。

掀起了全国各地改革浪潮。自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出台后，北京、上

海、江苏、广东、山东、辽宁、黑龙江、青

海等地相继出台、修订或正在起草地

方条例；一业一证、电子章、口岸分类

验放、外国人服务单一窗口、一照多

址、证照联办、一枚印章管审批等多项

改革列入地方条例。

当前阶段优化营商环境
的五大重点

结合国内外发展环境和国家相关

部署，当前阶段我国营商环境优化应

重点从以下方面着手：

聚焦运用“新技术”，为优化营商

环境赋能。要加快建立权威高效的

数据共享机制，推动数据信息标准

化，明确责任和流程，切实打通“信

息孤岛”。要进一步拓展“互联网+

政务服务”，除法律法规特殊规定事

项外，实现各类事务网上全程可办，

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在线政务服

务。要加快政务数据共享，推进标

准化建设和电子证照跨省互认，加

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促进

要素自由流动。借助大数据等方

法，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

探索“互联网+监管”“智慧监管”模

式，适应新发展需求。

聚焦探索“新制度”，为优化营商

环境奠基。要通过综合授权等方

式，支持地方改革，施行经验复制推

广和问题曝光问责制度。要进一步

降低准入门槛，加快清理不涉及重

大项目布局又不触及安全底线的审

批，切实改变“以批代管”的情况。

要放开口岸服务准入、引入竞争机

制，提高服务效率并降低收费标

准。要继续推进跨境电商试点建

设，支持海外仓发展，探索与贸易新

业态相适应的结售汇管理方式，推

动外贸新业态快速发展。

聚焦再造“新流程”，为优化营商

环境立规。要加快实现一窗受理、限

时办结、最多跑一次。要探索实现

“一件事一次办”，减少办事环节和所

需证明材料。要大幅精简各类多头

重复审批，并全面清理规范各类管理

措施以及借信息化平台建设之名新

增的审批环节，严防变相审批和违规

乱设审批。要取消可以由事前审批

转为事中事后监管的审批，以及本应

由市场主体自主决策的事项审批，如

购置大型专用设备、选择经营网点位

置等。要广泛推行承诺制，实现政府

定标准、企业（或个人）作承诺、过程

强监管、失信严惩戒。要提升企业注

销便利度，强化税务、社保、金融、市

场监管等环节协同办理，扩大简易注

销范围。

聚焦引入“新主体”，为优化营商

环境建群。要建立健全常态化政企沟

通机制，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对企业诉

求“接诉即办”。要引入第三方评价机

制，完善好差评制度，以企业和群众的

获得感和满意度作为评判标准。要充

分听取外国商会、外资企业的意见建

议，及时回应外资企业关切并帮助解

决实际问题，进一步做好安伤稳商、招

商引商工作等。要确保内外资企业一

视同仁、公平竞争，落实好外资准入负

面清单，清单之外不得设限，并清理与

外商投资法不符的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

聚焦强化“新监管”，为优化营商

环境护航。要提高监管执法规范性和

透明度，完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信用监管、跨部门协同监管等有效做

法，减少人为干预，压缩自由裁量空

间，使监管既“无事不扰”又“无处不

在”。要加快完善各领域监管标准体

系，实施标准“领跑者”制度，鼓励行业

制定更高水平自律标准。要守好安全

和质量底线，针对疫苗、药品、特种设

备、危险化学品等领域，必须实行全主

体、全品种、全链条的严格监管。探索

创新新兴产业监管标准和模式，实行

包容审慎监管，有效推动新兴产业发

展。要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合理分配

国家、区域、省市县之间的监管力量，

依托专业人员和技术力量，提升基层

承接能力。

各地促进区域发展的思路
方向

从各地的发展经验看，优化营商

环境要因地制宜，围绕以下方面施策

促进区域发展：

坚持苦练营商环境“基本功”，降

低市场和社会运行制度成本

目前许多地方建立了地方的一网

通办平台，比如，上海的“随申办”、深

圳的“深i您”、重庆的“渝快办”、天津

的“津心办”、成都的“蓉e行”等等。

许多地方还结合告知承诺、区域评估、

并联审批、机构改革等手段，重构了审

批流程，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但是，

“基本功”的提升是没有止境的。比

如，我国人员异地工作生活、企业跨区

域经营活动日益频繁，为此国家正在

推进电子证照跨省互认，加快实现“跨

省通办”。深圳的“智能秒批”已覆盖

了人才引进、高龄津贴申请、网约车/

出租车驾驶员证申办、社会投资项目

备案等220个事项。上海的“一业一

证”，将一个行业涉及的多张许可证整

合为一张，14个试点行业平均审批时

限缩短了88%、审批事项减少了76%、

申请材料减少了67%。福建莆田探索

“自己‘批’网上办”审批服务模式，用

“开卷式”审批系统，使企业群众可以

自行逐项对比审批要点。

立足重点产业发展“主阵地”，释

放经济和产业发展动力活力

优化营商环境可以有效释放生产

力，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之一，就是

要在准入、运营、监管等环节，针对产

业发展痛点去优化营商环境。如上海

为适应O2O互联网等连锁企业线下

快速布局扩张需求，推进“一照多址”

改革（经营网点在一张经营执照上附

记备案即可，无需再一一申请营业执

照），为企业快速发展赢得了时间。三

亚为发展邮轮产业，对进境邮轮采取

提前登轮办理船舶联检手续，使游客

获得更高效的通关体验；为发展会展

产业，利用驻场监管免担保政策，实现

高货值货物零担保入境参展。成都为

推进高科技产业发展，启动职务科技

成果权属改革，完成400项职务科技

成果分割确权，作价入股创办企业60余

家，带动社会总投资 100 亿元，近

1000项科技成果在蓉城转移转化。

着眼打造区域功能“升级版”，发

挥营商环境关键性促进作用

营商环境可以促进资源要素流

动，使之成为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

资源要素和各类经济活动的交汇点，

形成区域、全国乃至全球网络功能枢

纽及其节点地位。比如，上海为强化

城市的国际化功能，在率先探索“国际

贸易单一窗口”基础上，又进一步探索

了“外国人工作、居留单一窗口”。各

管理部门可通过平台共享数据信息。

申办人只需面对一个平台、一次性提

交信息，可以在7个工作日内办结工

作许可和居留许可。海南为发挥“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功能，创新实施离岛

免税商品检验检疫后口岸监管模式，

并推动无纸化改革，旅客全程无须留

存直至单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实现“秒

办”提货。长沙为提升城市生态宜居

功能，打响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

战，开展造绿活动，建立健全医疗服

务、养老服务、综合交通等体系。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

房地产研究中心副主任、海上丝路

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9年底，我国新设市场主体达6202.81万户，较2014年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前翻了1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