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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25日至26日，中央编
办（国务院审改办）在上海市召开地方
审改工作交流暨“证照分离”改革试点
推进会。中央编办主任张纪南主持会
议并讲话，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
致辞，中央编办副主任何建中就有关

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会议的主要任务
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总结交流各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经验，深入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
作，同时对在更大范围推进“证照分
离”改革试点进行动员部署。

全国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机构编制部门（审改部门）和
11个自贸试验区的有关负责同志，共
120余名会议代表围绕会议主题共同
探讨交流，上海、北京、天津、河北、江
苏等地方交流了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的经验做法，中央编办、国家工商总
局、国务院法制办、商务部有关司局负
责同志就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进
行了政策解读。与会代表还实地考察
了上海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创新成果
和“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单位。

中央编办在上海召开“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推进会

动脑筋简政放权 下功夫提高效能
上海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 倒逼政府在改革中刀刃向内

敢于刀刃
向内，勇于自
我革命、不断

开拓创新。近年来，上海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始终
聚焦“管理科学化、权力标
准化、营商便利化、服务智
能化、运转高效化、成效项
目化”的“六位一体”目标，
进行着大胆的实践和探索。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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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化
着力解决政府职能“越位”
“缺位”“错位”问题

政府干预太多让企业跑冤枉路，
“红顶中介”乱收费，让企业负担倍增
……这些一直被诟病的问题，单靠一
个机关、一个行业解决，显然不可能
实现。对此，上海市领导态度坚决：
要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
动的干预，推进政府“瘦身强体”，立
足于把该放的彻底放开，该减的彻底
减掉，该管的管住管好。

自 2013 年以来，上海分 15 批
取消行政审批等事项 749 项、调整
1105 项；累计取消行政审批评估
评审 232 项、优化简化109项，强力
推进评估评审“红顶中介”与政府部
门脱钩改制；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
等逾200项，每年减轻企业和社会负
担约65亿元；取消和调整各类证明
145项。

本市从完善市场准入、推进社会
共治、强化监督管理、规范监管行为
和提升监管效能等入手，创新和重
构事中事后监管工作框架，制定实
施了133个市级行业、领域、市场事
中事后监管工作方案和 1330 个区
级工作方案；率先推行市场监管、城
市管理等领域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在
市场监管执法及其他执法领域全面
推开“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整
合监管机构，下沉执法力量，提高监
管效能。

权力标准化

对政府管理全过程进行科学
分解、合理配置、优化提升

没有规矩，难成方圆。在减少行
政审批事项和收费的同时，本市政府
自立规矩，先后制定出台10多部规

范性文件，以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
巩固改革成果，引领改革方向，保障
改革落地，提升改革成效。

如今，从市区到各街道乡镇，行
政审批基本实现标准化管理，力争让
百姓一进行政服务大厅，对政府的办
事流程，“一看就懂、一查就明”。同
时，对涉及城市建设，实施政府精细
化管理，对规划工业区块所涉及的1
个控制性详细规划和17个专业规划
的编制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形成每一
块规划工业区块的规划编制清单，推
进实现规划全覆盖，确保项目符合规
划就能落地。

营商便利化
通过制度创新有效破除
“堵点”“痛点”“盲点”

2014年，中央决定在上海自贸
区实施“证照分离”改革试点。上海
从基础性制度创新入手加以推进，下
力气消除阻碍创新发展的“堵点”，影
响干事创业的“痛点”和监管服务的

“盲点”。
为此，本市重点聚焦企业反映强

烈、审批频次高的116项行政审批，
从完全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
行告知承诺制、提高透明度和可预期
性、强化准入监管等改革审批方式入
手，破除制约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的
体制机制障碍。同时，强化监管配
套，积极探索创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的有效方式和措施，切实增强监管合
力，提高监管效能。

对清单以外领域的企业设立事
项，从2014年起，上海全面实行“告
知承诺+格式审批”的审批管理模
式，推进外商投资监管由重“事前审
批”向重“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大幅
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化程度，新设企业
申请材料由十几份减少至3－6份，

办理时间由20个工作日缩减至3个
工作日左右。

运转高效化

再造政府效能建设工作框架
本市还探索在政府管理中引入

行政协助制度，再造政府管理框架。
把无隶属关系的政府部门连成一体，
实现“跨部门管理”，形成政府整体合
力，变群众跑腿为政府跑腿，确保政
府管理政令畅通、高效便民。

同时，为检验和考评政府工作效
率，上海从2106年起综合利用政府
和社会信息资源，采用效能考核和效
能评价的方式，对政府部门职能职
责履行情况、基础管理开展情况、行
政权力行使情况、政府服务提供情
况和满意服务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及时发现和纠正制度设计、执行中
存在的问题，形成发现问题、拿出对
策、改进效能的工作闭环。将年度
效能考核结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年
度（绩效）考核；将效能评价报告内
容，作为职能配置、机构设置、编制配
备的重要依据。

服务智能化
推进政府管理制度创新、
模式创新

本市还引入互联网、物联网、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高新信息技术手
段，通过信息收集辅助与智能筛选、
识别应答接受模糊任务并完成、替代
人的自主决策和行为等，实现政府的
智能管理。

比如，针对社会和企业反映强烈
的行业，上海实施“先行攻破”，以物
联网技术为支撑，开发大型医用设备
物联网监管平台系统，对CT设备实
施从设备购入、使用、维修保养到停
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同时，建立统

一的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至
2017年7月已有28031家企业注册，
累计上传数据 1.1 亿条，实现全过
程、全链条、全覆盖的信息追溯。

再者，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监
管制度和政策仿真模型，上海改进监
测预测和风险预警，主动发现违法违
规现象，实现有效监管。

成效项目化
倒逼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

今年9月，本市正式出台《上海
市当场办结，提前服务，当年落地“三
个一批”改革实施方案》，这个文件的
出台，先后经历了8个月的论证，充
分听取意见建议后，按照让企业和群
众有更多获得感和满意感的要求，对
各级政府上了“紧箍咒”。

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行“当场办
结一批”改革，就是对于群众和企业
的办事，办事部门能做到当场办结
的，当场作出决定并加盖印章，印制
有效文书。无法做到当场办结的，做
到在原规定时间内提前办结，对照国
际最高标准，大幅度缩短办理期限；
推行“提前服务一批”改革，是让群众
和企业办事少走弯路、回头路、冤枉
路；至于推行“当年落地一批”改革，
则是实现项目当年开工开业、当年竣
工验收。

该新政推出虽不足一月，但改革
成效显现。市级层面“当场办结一
批”改革已有329项事项实施当场办
结，“提前服务一批”改革已确定首
19项事项，“当年落地一批”改革已
明确今年首批897个项目列入当年
开工开业计划、835个项目列入当年
竣工验收计划。目前，各区正梳理明
确“三个一批”项目，届时将通过政府
网站和媒体向社会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