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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在改善营商环境、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的努力有

目共睹。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

中认定，中国在过去 1 年为中小企

业改善营商环境实施的改革数量创

纪录，全球排名从上期的第78位跃

升至第46位。

然而，改革不是没有难处。要拧

干“成本毛巾”里的最后一滴水，政

策引导、技术支持都很关键，但市场

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自身定位的调

整、服务理念的改变也非常重要。改

革之难，难在自我削权、主动让利，

刀刃向内不能仅仅是摆出一个姿

势，也不能仅仅划破表皮，而是要深

扎深挖，用政府部门的自我革命换

来市场活力的充分释放。

这种伤筋动骨的“自我革命”本

来就难，现实中还伴随着一些疑惑，

让基层工作人员拿不准尺度。比如

在义乌，当地监管部门就犯愁：一方

面，压减审批材料、降低准入门槛是

义乌市场主体高速增长的关键性举

措，另一方面，有些材料是法律法规

要求提供的，但当地根据实际情况

判断，这个材料既不是登记注册必

需的，也不构成违法经营的必要条

件。目前当地以为企业减负为原则，

不要求企业主提供这一材料，但如

果今后发生了相关问题，这个责任

该由谁承担？

基层工作人员有这样的疑虑可

以理解，但是在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的大背景下，“放”

的步子完全可以再大一些，“管”的模式可以再新一些，

“服”的方式可以再活一些。基层的创新和改革，只要是坚

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为企业营造良好环境和提

供更多机会，都应该鼓励，让他们愿服务、能服务、会服

务、敢服务。

近段时间，民营企业经营困难是热点话题，国家连续出

台相关政策，给民营企业打气加油。“证照分离”改革全面推

开之后，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又印发《关于聚焦企业关切进一

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要求各地主动对标

先进，相互学习借鉴，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探索推出

更多切实管用的改革举措。也就是说，现在基层的实践，很

可能就是在为未来的改革探路，就像浦东的“证照分离”改

革试点一样，成为日后造福全国企业的创新举措。

而且，推进“放管服”改革的过程中，“放”的步子大一

点，完全可以通过转变监管理念、创新工作方法，积极推

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信用监管、大数据监管、“告知

承诺+事中事后监管”等新型监管方式，既提高监管效

能，又切实减少对企业的干扰。总之，优化营商环境，胆子

大些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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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照分离”改革信心满满

通过区分“证”“照”功能，让更多市场主体
持照即可经营，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
准入环境。调查表明，“证照分离”改革能大幅
压缩涉企审批事项办理时间

“今年2月，我省在自贸试验区武汉、襄阳、宜昌片区
和 16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式启动了‘证照分离’改
革试点，8个月内新发展企业户数超过54万户，改革惠及
企业近 800户。”一见面，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
彭明方就说起了这半年来的试点成绩。

他所说的“证照分离”改革，正是国务院推动市场准入
制度根本性变革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区分“证”“照”功
能，让更多市场主体持照即可经营，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
的市场准入环境。改革自2015年在上海浦东新区试点并
在更大范围复制推广以来，大大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

以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为例，自 2017年 3月 1日
起至 2018 年 12 月 21 日，凡从上海市浦东新区口岸进
口，且境内责任人注册地在上海浦东新区的首次进口非
特殊用途化妆品，由审批管理调整为备案管理。备案后
生成备案凭证，企业即可开展产品进口及销售，比原来起
码节省了3个月时间。欧莱雅公司亚太区产品安全与法
规事务负责人涂春怡透露，这项改革让兰蔻品牌的持妆
粉底棒在上海实现了“亚洲首发”，加快了上市时间，还有
一些季节性产品比如圣诞礼盒，也能实现全球同步上市。

调查表明，“证照分离”改革能大幅压缩涉企审批事
项办理时间，在浦东，实际办理时间达到 3.3 个工作日，
比法定时限的22个工作日压缩了85%。

为了在全国推广浦东的试点经验，今年 10 月，国务
院印发《关于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的通知》，明确
要求从今年 11 月 10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对 106 项涉企
行政审批事项按照直接取消、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
诺、优化准入服务等4种方式实施“证照分离”改革。

面对 11 月在全省范围内推行“证照分离”改革的任
务，彭明方充满了信心，“我们已经对工商登记审批目录
进行了调整，将大部分照前证后置，目前工商登记后置审
批事项有 200 项，前置审批事项调整为 28 项，为市场主
体发展清除了障碍。另外，我们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压
减证照数量，在6月底实现了办执照‘36证合一’。目前，
我们正抓紧时间，结合各地试点经验进一步完善审批和
备案制度，为全面推开‘证照分离’打牢基础”。

提升企业开办便利度，不只靠自上而下的试点推动，
也有各地的积极探索。“我们醴陵虽然不在湖南‘证照分
离’改革试点范围之内，但通过简化登记程序，优化审批
流程，也解决了不少企业开办的痛点、堵点、难点。”湖南
省醴陵市食药工商质监局局长丁武华告诉记者。

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还有多大空间？“毛巾里的
水”还有多少可以拧出？今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的意见》，要求各地对企
业开办实施流程再造，将申请人依次向各部门提交材料
的传统流程，改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流程。

“在政府政务中心里，我们已经建立起完善的一窗受
理机制，每个窗口都可以办理企业的设立、变更、注销、备
案等手续及其他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并且全面免收工
本费、复印费，切实为市场主体带来福利与便利。”据丁武
华介绍，醴陵市以实现“最多跑一次”为目标，正在试行营
业执照办理“当场办结”制，通过联合审批、联合验收、容

缺受理、超时默认等措施全面缩减办事时限。
对于《意见》提出的“2019年上半年在全国范围内实

现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 8.5 个工作日”，丁武华表示，目
前在醴陵开办企业的时间已经压缩到了 3 个工作日以
内，其中企业登记环节 2个工作日，印章刻制、发票申领
环节各半天。下一阶段，醴陵还将推动商事登记领域“证
照联办”改革，将涉及多个部门的多个事项审批整合成

“一件事”，实现“一套受理材料、一个联办系统、一窗受理
出件”，真正变“多次跑”为“一次跑”。

中央政策好，基层稳稳接

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卓有成效。义
乌电商行业证照办理已经实现了一张身份证
全通关，成为市场准入方便高效的典型

“证照分离”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依靠的是各地
大力建设数据共享平台，打破市场监管、税务、公安、银行
等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实现市场主
体各类信息的归集共享、业务协同，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
本提供技术支撑。

善于靠小商品做大生意的浙江义乌，又一次拿出了
积少成多的成绩单——2017年792项群众办理事项中，
773项实现了“最多跑一次”，其中172项“一次不用跑”。

义乌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宋响自豪地介绍起当地
的“义网通办”，“‘义网通办’依托浙江政务服务网，打造
一个大数据中心，实现线下一窗式受理、线上一站式服
务，推动市本级、镇街、工作片、村居(社区)四级同步办
理，打造多端服务入口，创新更多数据服务应用”。

这套模式被总结为“1+2+4+X+Y”，成为义乌推进
注册全程电子化的抓手。此外，义乌建立起政务大数据
中心，归集了全市 41 个部门的近 300 个信息项，开放各
部门查询账号 1425 个，有 3 亿多条数据，通过一张网将
咨询、查询、办理、审批等政务服务融为一体，实现了“数
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更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中国电商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义乌电商行业证照办理已经实现了一张身份证全通关，
成为市场准入方便高效的典型。

据宋响介绍，近年来，义乌电商主体的年均增长率高
达87%。目前，义乌市场主体总数已经突破43万户，突破
第一个10万用时近30年，第二个10万用时6年10个月，
第三个10万用时2年8个月，第四个10万用时仅1年11
个月，“最多跑一次”跑出了义乌培育市场主体的加速度。

全程网办大大提升了服务效率，便利了群众创业兴业。
但对于未能掌握网络技术或是所在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落后的群众来说，该如何搭上“不见面办理”的直通车？

“为了解决‘互联网+政务’服务中的‘数字鸿沟’问
题，让所有市场主体可以公平地享受福利，我们在每个镇
街、银行甚至是一些大型社区内，都安排了业务员，为有
需要的群众提供手把手的网上办事指导，把政策落实到
群众‘家门口’。”宋响说。

醴陵市更是将服务延伸到 19 个镇所有建制村。“我
们建立了‘局、所、站、员’四位一体的工作体系，现在全市
各镇、各街道都设有管理站，配有村级信息员，打通了市
场监督管理工作的最后一公里。”醴陵市食药工商质监局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年来，该局不断完善网格化工作模
式，将全市分为1个一级网格、12个二级网格、33个三级
网格，明确各网格负责人和工作职责，做到责任到人、任
务到岗，消除服务盲区和监管空白。

在多地的政务服务中心内，记者都看到了导办台，提
供业务咨询、服务引导、填表指导等服务。“导办人员接受
咨询时，应知应会的要做到一口说清，个人不能答复的，
就引导到具体办事窗口进行说明。如果无法做到现场答
复，就做好记录，告知答复时间，并在承诺时限内通过电
话等方式一次性作出明确答复。”丁武华说，“中央的政策
好，我们基层得稳稳接住了，要把实体政务中心、线上政
务平台、便民终端、服务热线等各个渠道结合起来，让企
业和群众切实感受到改革的决心和效果”。

科学监管保市场活而不乱

“2+1”抽查模式提升监管的科学性；佩戴
“监管神器”保证执法的公正性；市场监管理念
也从过去的惩罚性、前置式监管，转为以事中
事后监管为主的信用监管

随着改革持续推进，市场准入门槛大大降低，市场主体
数量蓬勃发展。截至9月底，全国实有市场主体1.06亿户，

其中企业3362.8万户。商事制度改革以来，新创立市场主
体已占总数的73%，新创立企业已经占总数的72.2%。

管得好、管到位，才能放得更开、减得更多。在此背
景下，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确保市场活而不乱尤为重要。

早在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布了《关于推广随
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要求在市场监管领域
推广“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实现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
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抽查检查结果及时公开。今年 6
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明确部署，全面推行“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

“更多的市场主体意味着更大的监管责任，为了确保
监管效能，我们合理调整了‘双随机’抽查的频率和密度，
不能太频繁，干扰主体；也不能过低，把一项常规性工作
变成投机性工作。我们主要采取‘2+1’抽查模式，‘2’指
的是省局每年组织集中抽查两次，‘1’指各市县每年自
主安排抽查一次。”彭明方告诉记者，为了保证抽查检查
工作的质量，湖北省市场监管部门适当调整了定向抽查
的比例和市、县级自选动作的比例，将更多的人力物力放
在涉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点领域和需要深度执法
以促进规范经营的主体上。

除了提升监管的科学性以外，保证执法的公正性也是
提升市场监管效果的重要措施。“我们要求所有执法人员
在执法过程中佩戴‘监管神器’，就是一套包括了监管端、
移动执法端、公众平台APP、企业端在内的电子设备，可
以对执法过程进行实时监测和全程记录，杜绝任何权力寻
租和不当得利行为的发生，既有利于解决执法扰民、执法
不公等问题，提高检查的权威性，也保护了工作人员的正
当执法权利，增强主体守法经营的自觉性。”丁武华说，“此
外，我们会不定期对被抽查的市场主体进行电话回访，确
保抽查过程中没有发生滥权、越权、失职等行为”。

面对上亿市场主体，仅靠全国的市场监管人员杯水
车薪。随着商事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市场监管理念也从
过去的惩罚性、前置式监管，转变为事中事后监管为主的
信用监管。

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
方案》提出，要利用好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善
信用监管体系，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2017年，湖北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通过验收，成
为全国第一个为落实国务院文件定制开发的省级信用信
息交换平台。”湖北省工商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截至今年
10月12日，该系统已覆盖全省17个市州本级和85%以上
的县（市、区）级政府部门，累计访问量达到2.41亿次，查
询量达到5612.8万次，累计公示行政处罚信息4.18万条。

在义乌，信用监管只靠一部手机就能实现。今年 1
月，由义乌市场监管局统筹开发的义乌市场信用APP正
式上线，成为推进信用共治的有力抓手。该APP服务于
中国小商品城内6万多市场主体和每年往返于义乌市场
的境内外1000多万客商。

“采购商和消费者可以通过APP随时查询所有商位
的信用等级，评价商户经营情况，也可以查看商城诚信公
示、失信公示名单，了解信用相关制度和政策法规。”义乌
市场监管局小商品城分局副局长何冠群告诉记者，今年
7 月，该 APP 的安装率已经达到 90%，累计信用评价达
30余万条，市场信用分类监管模式取得了积极成效。

信用指数也成为相关部门实现精准监管、智慧监管
的数据支撑。何冠群说：“我们根据经营者信用等级的高
低实行较低、适度、较高三种不同频率的动态监管，信用
等级越低，抽查频率越高，抽查力度越大，同时抽查结果
也会及时纳入经营者的信息库。”

拧干“成本毛巾”里最后一滴水
——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状况调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 颖 曾诗阳

近年来，放宽市场准入门槛、

优化行政审批流程等降低制度性

交易成本的措施相继出台，对于增

强企业获得感、振兴实体经济发挥

了积极作用。但仍有企业表示，希

望能有更大力度、更加精准的政策

出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取得

了哪些成效？进一步降低制度性

交易成本还有多大空间？经济日

报记者跟随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

多地进行了调查

阅 读 提 示

义乌市小商品城“义网通办”代办点。 本报记者 曾诗阳摄

为创造良好营商环境，义乌小商品市场开设消费维

权站，图为来自阿富汗的消费维权服务站成员阿兹兹。

本报记者 曾诗阳摄

上海自贸区积极优化营商环境，提出“只说yes不说

no”的口号。图为浦东国际人才城办公场景。

本报记者 佘 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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