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推进数据共享、网上办事，改
变了过去的习惯做法，动了一些部
门的‘奶酪’，必须下大决心，敢啃
‘硬骨头’！”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
在昨天举行的上海市网上政务大
厅建设与推进工作领导小组第二
次全体会议上指出，今年是网上政
务大厅建设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要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有关要求，
对照既定的总体方案，咬定青山不
放松，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加大
创新突破力度，构筑数据共享基
础，强化各方协同应用，确保按时
建成政府服务“单一窗口”，推动政
府服务管理加快迈入“互联网!”
时代。
“建设网上政务大厅，打造政

府服务‘单一窗口’，是推进政府治
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也是市政府
对全市人民的承诺。”杨雄指出，数
据共享是基础，各区县、各部门要
从大局出发，打破僵化保守，摒弃
小九九、小算盘，作为公共资源的
政务数据必须共享。一方面，要把
好信息系统建设关。数据共享是政
府信息系统建设的一项基本原则。
凡是不能共享、搞数据孤岛的，都

不能立项建设、不能通过验收。即
使是已建成的，也要按照互联互
通和信息共享的要求改造升级。
另一方面，要推动数据向网上政
务大厅汇集，网上政务大厅是全
市政务数据资源共享的枢纽、汇
聚平台和交互中心，要抓紧实现
与其他各类数据库对接，重点包
括法人、人口、空间地理三大基础
数据库，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专业系统数据库等。
“应用是网上政务大厅的生命

线，要通过协同应用，提高政府服
务管理效率。”杨雄强调，网上政
务大厅已有一批应用项目，但还
很不够。今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
实现所有部门审批事项接入网上
政务大厅。要在“协同”上做文章，
每个部门都要主动用好政务大
厅，拓展政务大厅的应用范围，重
点做到“四个结合”。要与简化优
化公共服务流程紧密结合，今年
要聚焦企业和市民普遍关心、量
大面广的服务事项，进一步精简
环节、精简材料、优化流程，推进
网上全程办理，让群众感受到网
上政务大厅带来的便利。

本报记者 范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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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政务大厅“一网打尽”行政审批
多点鼠标少交材料 预审预演便捷高效 信息共享公开透明

! ! ! !互联网思维的核心，是扁平
式、网格化的服务。当“互联网!”服
务政务，能否打破利益藩篱和信息
孤岛，以创新推动改革，为市民提
供便利？

网上政务大厅是一种积极尝
试。"#小时、一站式、全流程，网上
政务大厅与实体办事大厅的联动，
为城市服务打开“新窗口”。

智能服务线上!预演"

虽是初次来到徐汇区行政服务
中心，但新人小王和小丽对这里并
不陌生，两人熟门熟路，直奔位于二
号楼 $层的婚姻登记处，出示预约
编号，递交双方材料，到颁证室宣
誓，一切顺利而从容，“因为我们已
经在网上‘预演’过一次了！”

原来，打开官方网站的 $%实
景大厅，就能身临其境体验办证流
程、熟悉窗口位置，足不出户即可提
前登记预约、查询材料清单和排队
情况。除了婚姻登记，医保、出入境、
就业指导等服务也纳入其中，徐汇
区还计划将 $%大厅推广至各街镇
的社区服务中心，避免办事部门找
不到、办理事项搜不着、办事指南看
不见、办理流程搞不清等问题。
这只是上海网上政务大厅建设

的一个缩影。从实体到虚拟，从人工
到智能，网上网下一体化，对市民与
企业而言，提升了办事的便捷程度，
而对职能部门，则提供了更科学更
智能的方法。
“例如，寒暑假是出入境高峰，

即将到来的 "月 &#日是结婚高峰，
但是具体会有多大的客流？通过网
上预约，就能一目了然。此外，我们
网上预审，申请人来窗口可以直接
领证。”徐汇区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王纾介绍，提前分流办事人群，科
学增开办事窗口，动态调整窗口功
能，网上政务大厅与实体政务大厅
联动配合，收效明显。

网站、微信、手机 '(( 同步开
通，也为居民提供多渠道政务服务。
目前，徐汇区行政服务中心实体大
厅月均接待量为 )万人次，网站、微
信的月均访问量突破 "*万人次，审
批事项、办事指南、表格下载、网上
反馈覆盖率实现 &**+。

数据替代市民!跑腿"

在位于外高桥的上海自贸区综
合服务大厅，挂牌初期入口处排起
长队、大厅内人声鼎沸的景象已不
见踪迹，取而代之的是井然有序、高
效快捷。
改变，归功于网上政务大厅的

“自贸区直通车”：借助“设立导航”，
申请人能一次性获知办事的全部环
节和材料清单，避免多次往返奔波；
通过“一表申报”，能实现多个事项
的网上备案和审批，还可通过快递
直接领取结果。
市工商局的网上名称自主申报

系统，也让创业者“少跑腿”。
名称预先核准登记，是所有企

业办理登记注册的第一步，按照传
统流程，从申领表格、到预审材料、
再领取《名称核准通知书》，最顺利
也至少要跑三次工商注册大厅。更
令人头疼的是，由于名称资源限制，
很多申请人取了十余次都重名，只

得多次往返工商注册窗口，耗费大
量时间。
而现在，利用茶余饭后“碎片时

间”就能操作。只要登录网上政务大
厅，填报拟用名称，计算机通过智能
检索，就能“秒回”预审结果。如果
通过，系统会自动生成名称申请
书，打印后直接去注册窗口换取正
式的核准通知书；如果不通过，重新
填报即可。
“无特别要求的申请人，也不用

为避免重名‘绞尽脑汁’，可以在网
上挑选名称。”市工商局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上海企业名称使用率在
,-+左右，意味着四分之一的名称
过期失效，这部分名称进入网上可
选用名称库，可以根据类别、字号挑
选，通过核准率较高。
市工商局数据，自去年 &&月上

线以来，已有 &&..余家企业在网上
自主申报名称，网上名称核准率由
以前的 $+升至 "-+，便捷的企业
名称查询服务，让很多年轻创业者
赞不绝口。

功能集成打破!孤岛"

网上政务大厅打破单点、分散、
封闭的“各自为政”，“一次采集、多
次利用”的数据机制，实现跨部门系
统的整合对接和资源共享。

例如，由市住建委、交通委、水
务局、绿化市容局、规土局、环保局
共同搭建的共享交换平台，就在去
年防御汛期暴雨、“灿鸿”“杜鹃”等
台风中发挥作用。以往，为巡查市区
下立交积水情况，水务部门需要耗
费大量人力，而通过道路交通监控
网络与防汛应急指挥系统的对接联
动，则为排水调度提供信息支撑。
“网上政务大厅赋予每个事项

‘身份证号’，串联相关数据奔走各
个部门审批系统，流动共享，实现
了跨部门、跨层级的并联。”市政府
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室主任孙松
涛介绍。
以浦东新区开发的“外资企业

七证联办子系统”为例，就实现了外
资批准文件、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
码证、税务登记证、食品前置许可、
海关登记证和印铸刻字准许证的无
缝衔接，办理时限大幅缩减：原先，
分别办理七个证照的承诺时限是
$.个工作日，联办后压缩到 /个工
作日。
在网上政务大厅的“我的材料”

“我的证照凭证”模块，就沉淀了市
民历次提交的各类申报材料、办理
结果、电子证照等，在办理新业务
时，只要鼠标点击已有的身份、学
历、税单等信息，就不需要反复扫
描、提交、核验纸质材料。

前台窗口“一口受理”，后台人
工“并联办理”，信用、人口、税务、社
保、民政、卫生等各领域的信息共
享、比对、调用，也形成了网上政务
大厅的数据库，可以避免企业和个
人提供假数据、假材料、假证照，促
进网上办事的诚信规范。

行政审批规范!阳光"

打造网上政务的“单一窗口”，
办理事项“应进必进，一网打尽”，网
络的公开透明，也对行政审批流程
予以规范，将权力“晒”在阳光下。

松江区网上政务大厅设置了
“审批事项”“服务事项”“事中事后
监管”等功能模块，将全区的政府采
购、建设工程、房屋修缮、农林水利
等一系列招标项目信息和招投标结
果公示，全流程透明化，减少人为影
响，既屏蔽和杜绝了围标、串标等行
为，也吸引更多企业参与公平竞标。
同时，还将“小型建设工程交易

平台”“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数据库”
“建设工程投标保证金管理系统”等
整合在“阳光交易”服务平台，并对
区域内重点产业项目审批提供数据
采集、分析、统计和报表。去年，产业
项目审批时间减少 )/0$+，建设工
程项目审批时限压缩三分之二。
松江区行政服务中心主任赵宏

卫指出，网上政务有助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网上政务大厅
应打造‘易服务’理念，以代表信息
技术的字母 1为基础，互动融合达
到办事‘容易’，适应服务需求不断
‘变易’。”

杨浦区则将“三张清单”和办事
指南上网公开，详细规定了部门、流
程、时限等要素，减少行政不作为、
乱作为、选择性作为，今后还将通过
部门信息集成共享，做到一处上网
申报、处处电子留存、服务限时办
结，以此倒逼各行政机构优化流程、
落实责任。
截至目前，上海已建成覆盖全

市的网络平台，初步形成网上政务
服务“单一窗口”，并探索构建贯通
三级的网上政务服务共享体系。确
定接入市政府网上政务大厅的 /"2

项市级部门审批事项中已有 ),-项
完成接入，占总量的 /&3#+。网上政
务大厅访问量已突破 "2$万人次，
网上办理事项 24-万件。

“打造政府服务
‘单一窗口’”

! ! ! !市长杨雄表示要摒弃
小九九!推进政务数据共享

新成就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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