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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年春节过后首个工作日，不论上海、江
苏，还是浙江，都把开年第一项工作放在了升
级营商环境上。实施优化营商环境 "#$版、发
布优化营商环境白皮书、上线“最多跑一次”官
微等等，举措密集出台。
长三角不约而同关注营商环境，可见此事

的重要性。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
略的今天，有没有可能在营商环境这个三省一
市共同关心的问题上率先突破，打造成长三角
城市群共同的“金字招牌”？今年全国两会上，
代表委员们有话要说。

三省一市存在!五个不通"

长三角区位优势独特，经济较为发达，%&'
总量占全国 ""(。经过 )$年改革开放，长三角
地区的交通体系、公共服务效能等都有大幅提
升，已经成为中国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

但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上海副主委邵
志清发现，与广东比较，长三角区域的民营经
济活跃程度始终不高，*++强民营企业占比也
不多，反映出区域整体营商环境的建设还存
有改进空间。具体表现在五方面———

! 法治环境不通 上海率先于 "+,-年设
立了自贸试验区，对照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
平进行制度创新，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
清单管理制度，并在自贸试验区暂停实施有关
法律规定。浙江省也于 "+,.设立自贸试验区。
但江苏、安徽目前还没有设立自贸试验区。所
以，三省一市在实施国家法律规定层面有差
异，加上各地出台的地方性法规不尽统一，守
法意识、执法环境、依法行政水平有差别，营商
环境制度一致性有待加强。

! 政策不通 目前各地设立的专项政策、
专项资金扶持，只惠及本区域内的部分企业，
政策倾向性明显，普惠性不足。各地政策多是
面向竞争、少有合作，存在着衔接难、甚至“打
架”的现象。

! 资源要素不通 各区域内地方利益保护
现象还相当程度存在，致使企业存在搬迁、成立
分支机构等有序流动难现象。区域内收费站众
多、票价没有优惠，物流和人员出行成本较高。

! 公共服务不通 上海牵头建设的“长三
角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主体功能初步完成，但
区域内的办事流程没有实质变化，区域间的数
据信息共享进展缓慢，管理模式只是变“企业
跑”为“部门跑”。虽然区域和部门间主动协调，
但异地办理的公共事务事项少、办结率低。

! 指标体系不通 各区域围绕着开放、法

治、政务、市场和社会等方面建立各自的营商
环境指标体系，但这些指标体系的对接和一致
性尚未考虑。比如法治环境存在着行政执法标
准尺度不一、跨区域执法难现象；政务服务各
有亮点和特色，如“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
“不见面审批”，但没有进行系统集成，形成标
准化流程。

建立区域营商环境指标
邵志清认为，可以从率先探索建立区域性

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入手，逐步推动长三角营商
环境的共同提升。

他建议，在上海、南京圈、苏锡常圈、宁波
圈、杭州圈、合肥圈“一核五圈”和“长三角一体
化示范区”范围内，对标世界银行标准，结合长
三角区域实际，研究制定、分工承担相关的指
标体系和评价标准，率先实现指标对接、流程
相同、要求一样、标准一致的营商环境。
特别是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内，可以

率先试点以企业开办、施工许可、财产登记、信
贷获取、投资者保护、税收征管等为重点的市
场环境指标体系。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简单，尤其是统一制度

环境，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邵志清建议，
通过国家修法，对已经不能适应简政放权需求
的法律、法规、规章作及时的修订。再由上海牵
头成立长三角区域法治环境建设小组，负责各
地区立法、司法和执法的协调，加快区域内的
司法体制改革，发挥跨行政区划的巡回法庭作
用，建立司法协助机制，尽力避免阻碍一体化
进程的地方司法保护。

邵志清认为，在此基础上，长三角各地也
应梳理各自的法规、规章，对影响一体化发展、
具有地方保护色彩的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执
法规范做趋同操作。对于新经济、新业态、新模
式、新技术带来的新问题，如无人驾驶的发展，
电子档案、电子签名在电子政务中的应用等，
应加快联合立法支持创新。从而营造依法办
事、公开透明的政务环境。同时，继续开展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取消没有授权的各项行政许可
和收费，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执法过程全
记录和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这一切，对硬件设施的一体化建设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邵志清建议，加快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区块链在政务服务领域的运用，用
技术倒逼政府职能转变和流程再造，打造成本
更低、效率更高、更加安全可靠的政务生态系
统。同时以信用信息共享为抓手，率先在区域
内实现“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寸步难行”的
“互联网/市场监管”。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代表委员热议营商环境

实现指标对接 打破“五个不通”

! ! ! !去年在参加全国两会时，我提出希望
“最多跑一次”改革和“店小二”精神，相互
融合并花开全国，这样有助于建立一个稳
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

短短一年过去，各地营商环境的改善
有目共睹，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的变化成效明
显。比如，浙江“最多跑一次”、上海“一网通
办”、江苏“不见面审批”，安徽“一张网一扇
门”等。各地都在打造审批事项少、办事效率
高、投资环境优、企业获得感强的优质营商

环境，让长三角的民营经济焕发出了活力。
李克强总理前不久在北京表示，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要编制好实施发展规划纲要，这让我们民
营经济感到未来在长三角一定大有可为。
尽管目前面临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但相
信依托大数据、云计算，新经济增长迅猛，
新旧动能加速，加上区域分工优化、整体营
商环境提升，未来长三角地区的民营经济
一定会迎来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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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记者 潘高峰 方翔 长三角全国政协委员眼中的营商环境

! ! ! !去年 "#月$长三角地铁一体化在全国率先突破性一步!"沪杭甬#启动地铁刷码互联互通$

上海人到杭州%宁波$只需要打开"%&'()大都会&*++$就像在上海一样刷码过闸' 反之$杭州

人%宁波人到上海$也可使用自己城市的地铁 *++乘坐地铁( 本报记者 徐程 摄影报道

! ! ! !去年",月$江苏省南通市%盐城市%徐州市$浙江省嘉兴市%宁波市%省本级$安徽省滁州市%

马鞍山市等 -个统筹地区$率先成为长三角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首批试点$上海长期在外地

居住%工作的参保人员$在上述地区的试点医院门诊就医时$可以按规定直接拉卡结算( 图 "#

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 谢双成

打破障碍促进规则衔接
! ! ! !改善长三角营商环境，关键问题在于
要打破体制机制障碍，特别是减少区域行
政体制上的差异，促进规则衔接。建议相关
各方继续深化改革，降低区域制度性交易
成本、推动区域内政务服务水平一体化和
均等化，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为。

"+,0年，杭州出台了关于深化“最多跑
一次”改革、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实施
意见，指明了未来几年杭州在营造透明高
效的政务服务环境、开放便利的投资贸易环
境、成本适宜的产业发展环境、充满活力的创
业创新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舒适宜居

的生态人文环境等六大举措、"0条具体措施。
目前，三省一市正在深入推进“最多跑

一次”“一网通办”“不见面审批”等改革。建
议各地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加强改革经验
的相互学习和交流，集成推进各地的创新
性举措，形成制度创新的叠加效应，提供更
多长三角改革样本。
此外，还要发挥三省一市在人才、智力

方面的优势资源，广泛汇聚各方专家的意
见建议，形成聚智聚力、共建共享的体制机
制新优势，助力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打造
最优营商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宁波市政协副主席 张明华

实现异地办事一!网"通
! ! ! !九城事，一“网”通。去年 1月，杭州、湖
州、嘉兴、金华、上海松江区、苏州、合肥、芜
湖、宣城这 1个长三角三省一市城市（区），
分别向企业发放了异地办理的 ,,张营业
执照和 ,张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这是全
国首批异地办理的证照。
以前，产业集群跨省市发展、企业跨省

市投资审批办理，常常面临办手续需要异
地跑多次等“中梗阻”问题。而且，不同城市
的办事流程、材料要求不尽相同，企业往往
要跑冤枉路。
这一探索，为长三角地区打破行政区

划、整合政务资源、推动更高质量一体化发
展作出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但尽管各地

政务服务都各具特色，企业、百姓在异地办
事，流程和便捷性却没有革命性的转变。
究其原因，是因为各省市之间的政策

不一致，相互衔接困难。各地的市场准入、
监管的规则各有不同，且地方利益保护现
象还相当程度存在，导致要素流通不畅。

眼下，%2+ 科创走廊九城市正在进行
的尝试，首先便是要实现城市之间市场准入
的互联互通互认，让企业足不出市，就能在
异地办成营业执照。一旦实现“一网通办”，
宁波企业若要在上海办一家分公司，只需在
宁波本地递交申请，网上办理，就能在本地
领到证照。期待，%2+科创走廊的改革能尽
快获得突破，并形成经验在三省一市推广。

全国政协委员 丁佐宏

让民营经济焕发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