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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地处黄渤海之滨，是我国东部

沿海重要的经济、贸易、港口、工业、旅

游城市。党的十八大以来，大连全力构

建开放包容、互利合作、重信守诺、亲商

清商、尊商护商的国际化营商环境，力

争成为优质营商环境的一扇“窗口”

富活力 显魅力 具实力
大连市市长 肖盛峰

图①① 现代化的大连市市容景观。

图②② 航拍大连港大窑湾集装箱码头（6月

13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杨 青摄
图③③ 在大连旅顺口举办的樱花节上，游客

拍照留念。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苏大鹏摄）

作为我国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窗口”城市，近几
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大连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去
年，大连全市经济增长6.5%，今年上半年这一数字
是6.8%，稳增态势明显。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正是
这座城市发展保持稳健步伐的关键。

优化好环境 打造新“窗口”

今年年初，辽宁省出台《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提
出要把打造优质营商环境当成重要任务。作为辽宁

的经济龙头城市，大连责无旁贷。大连提出全力构
建开放包容、互利合作、重信守诺、亲商清商、尊商护
商的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充满活力的新体制、
新机制。
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放管服”改革着手，

大连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采取了一系列实打实
的举措。例如，大连分11批取消调整1626项行政
审批等事项，分3批取消193项中介服务事项。通
过实施“减少、缩短、优化”方案，有效破解审批时间
长、盖章多、收费多、中介多、材料多等行政审批“一

长四多”问题。
甘井子区将服务大厅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集中

到一个平台，提供“一站式”服务，网上服务大厅则实
行“三集中三到位”模式，实现“清单之外无权力，大
厅之外无审批”。目前，大连市已经建成13.6万平
方米的现代化公共行政服务中心，32个部门成立审
批办进驻中心并对其充分授权，将699项行政审批
和便民服务项目纳入中心平台运行，实现“一个窗口
受理、一个印章审批、一个流程办结”。
大连还大力开展“多规合一”改革，不断深化行

政审批制度。据介绍，大连搭建全市统一的空间信息
管理协同平台，以此为基础形成项目生成机制，优化
审批流程，梳理出37个市政府部门的368项公共服
务事项，其中96个事项实现了即时办结；另有63个
事项共压缩528个工作日，平均每个事项压缩办理
时限8天左右。

政府当“保姆”办事更舒心

如今在大连，许多政府部门开始当起企业的“保
姆”。政府部门推出贴心服务，主动问需，上门服务。
“老字号”大富基缝纫机有限公司一度面临市

场“寒冬”。中山区政府主动找上门去为其寻找客
户，共同努力下，公司与互联网企业出口时代公司
成功对接，引入电商模式后，企业成功签下尼日利
亚的海外订单。乐春轩养老项目是旅顺口区的重点
养老项目。建设初期曾遇到手续难办、建设资金难
落实等问题，旅顺口区发改局了解相关情况后，迅
速召开项目协调会，帮助企业办完各种手续，并联
系上级单位，帮助企业获得1.2亿元的专项债券扶
持资金。目前，这一养老项目已经成为大连市的标
杆项目。
在大连各地，政府部门为企业提供“保姆”式服

务随处可见。年初，甘井子区在分别针对企业、商会
和区直相关部门召开3次恳谈会后，迅速出台产业、

招商、人才等一系列政策，推出“周末无休”“金融大
篷车”等系列举措，多方开展银企对接，帮助企业快
速发展。

建设标准高 拥抱国际化

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总金额达21.6
亿美元的17个项目在大连签约，一大批外资
企业看中大连的投资环境，选择落户中国。
据了解，世界500强企业中目前已

有113家在大连落户，投资项目达262
个。作为东北地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
城市，大连提出要打造具有国际水准
的营商环境。在不断完善政府守信践
诺机制、建立符合国际化营商环境发
展要求的法规体系的同时，大连围绕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等环节，不断创新
制度。
目前，大连已将营商环境建设纳

入领导干部工作实绩考核重要内容，
强化绩效考核和目标管理，实行“营
商环境建设一票否决制”；把改善营商环
境纳入督查重点工作，定期对各项决策部
署和改革措施进行跟踪督查。大连还引入国
际组织评估，促进加快建设开放、透明、公
平、稳定、高效的国际化营商环境。金普新区专
门组织各职能部门和第三方机构定期开展阶段性评
估，逐项核查制度措施是否落地，相关配套政策、
细则是否完善，实际效果是否明显。
截至目前，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在

大连设立1.86万家企业，累计使用外资超过1000
亿美元。大连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大连将努力构建
与国际接轨的制度规则，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
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
级，加快向现代化国际城市迈进。

我们是一家

服务于汽车动力

总成领域的成套

装备制造企业，

一直以技术创新

作为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企业创

建初始，与政府

部门联系较少，

对各级政府的相

关扶持政策了解甚微，一直没能获得相关支

持。大连市甘井子区政府部门在了解到情况

后，主动告诉我们相关扶持政策，并安排专门

人员主动联系我们，宣传讲解国家、省、市、

区的一系列产业扶持政策。他们就像我们公司

的“保姆”一样，帮助我们把企业三期项目推

进，二期遗留问题一一协调解决。

这几年，国家支持制造业发展，我们这家智

能制造企业得到了大力支持。在国家专项建设基

金、大连市智能制造等专项资金的支持下，我们

自主研发成功关键智能设备“轻型汽油机离合器

悬浮式压装拧紧项目”“变速箱壳体压装项目”，

我们更是首次实现生产线的制造装备智能化，并

成功应用在宝马、福特等用户的装配线上，得到

客户的认可。

如今，我们已经发展成国内同行业中产值最

高、研发人员最多、生产装配作业面积最大的发

动机动力总成装配线的设计、制造企业。在企业

经营过程中，我切身感受到了政府的关心与帮

扶，政府营造的公平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健康

发展不可或缺。

（本报记者 苏大鹏整理）

大连豪森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长董德熙：

好环境让民企健康发展

近年来，大连市坚持把加强营商环境建设作为

推动振兴发展的重要抓手，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加快构建与市场对接、充满内在活力的新体制新机

制，促进全市经济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稳中提

质的健康发展态势。

抓好营商环境是一项系统工程。大连把困难估

计得充分些，把问题挖掘得深入些，把办法考虑得周

密些，与上海全面对标、与国际无缝对接，精准施策，

加快构建开放包容、互利合作、重信守诺、亲商清商、

尊商护商的国际化营商环境。

大连意识到，要加快实施“多规合一”改革，以更

大气魄推进简政放权，及时动态调整权力清单、责任

清单和负面清单，加大工程建设、医疗、教育等领域

放权力度，依法全面向开放先导区赋予经济社会管

理权限，并适时复制到其他地区；由区市县和先导区

管理更方便有效的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

向企业和社会充分放权，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

济活动，一律交由市场。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企业投资项目，除特殊情况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

自主决策；同类城市已取消的审批项目，大连一律取

消；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除国家明确规定外，原则

上一律取消；已改为备案的事项，一律不得变相审

批；在先导区先行先试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修订完

善《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深化电子营业执照管

理和全程电子登记改革，加快商事制度改革；研究建

立“多规合一”“区域评估”“七图联审”等机制；精简

审批环节、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

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深入推进政务公开。要

加大对市场主体服务力度，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放宽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条件，

凡是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准入门槛一律破除；凡是

限制民营企业、外地企业进入本地市场的各种壁垒

一律拆除；凡是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

一律向民间资本开放；降低企业用工、审批、融资、物

流及供电、供水、供气、供暖等要素投入成本。要大

力推进投资贸易制度创新先行先试，着力打造“诚信

大连”，全力推进“法治大连”建设。

优良的营商环境，对一个城市来说，就像空气、

阳光一样，须臾不可缺少。市场经济是“候鸟经济”，

哪里的营商环境优、服务质量好、办事效率高，企业

就到哪里发展，要素就往哪里聚集。正所谓栽下梧

桐树，引来金凤凰。我们坚定信心，统一思想，抢抓

机遇，真抓实干，把营商意识、营商观念内化于心、外

化于形、实化于效、量化于果，努力建设东北乃至全

国行政审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服务质量最佳、营

商环境最好的城市之一，使大连更富活力、更显魅

力、更具实力，为实现“两先区”的宏伟目标而努力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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