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网通办”让上海更有竞争力
邵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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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倒

计时 100天之际，市委书记李强，市委副书
记、市长龚正昨天下午来到国家会展中心（上

海）等处，实地检查第三届进博会筹备工作推
进情况。李强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举办第三届进
博会的特殊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

命感和紧迫感，全面落实“越办越好”总要求，

以更高标准、更实责任、更精准举措、更周密
预案，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和各项筹备工

作，精益求精落实好城市服务保障各项任务，
全力以赴确保第三届进博会圆满成功。

目前，第三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有
序推进，工作重心由招展转向办展。今年企业

展规划面积 36万平方米，世界 500强和行业
龙头企业参展热情不减，许多企业将携带新产

品、新技术、新服务进行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李强、龚正来到进博会现场指挥中心，看
望慰问持续奋战在筹办一线的同志，听取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公安局
等关于第三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展会疫情防

控及安全保障工作情况汇报。李强说，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们的办展办会能力、

应对形势变化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

全面科学研判，聚焦“人、物、馆”等工作重点，
紧盯“入城口、居住地、展馆门、活动点、流动

中、监测哨”等关键节点，加强信息共享，优化
应对流程，深化细化预案，努力做到最好。要层

层压实责任，按照职责分工，倒排时间、挂图作
战、一抓到底，确保如期实现既定目标任务。要

结合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
管”，不断提升办展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

水平，全力打造更优更好的参展体验。

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作为体现进博会溢
出带动效应的常年展示交易平台，已吸引来

自 57个国家和地区的 139家客商入驻。市领
导察看了入驻的部分国家馆、地区馆和企业

馆，听取贸易港功能定位和发展情况介绍，分
别与捷克、阿根廷、马来西亚、伊朗、哥伦比亚

等国驻沪总领事和有关企业负责人亲切交

流，听取他们对于办好进博会的意见建议。大
家表示，进博会为各国展示优质商品和服务

提供了国际化的开放大平台，不仅促进了投
资贸易的便利化，也增进了各国之间的人文

交流，将继续积极支持和推动本国企业参与
进博会，更好实现共赢发展。李强说，中国市

场潜力巨大，欢迎各国企业把握发展机遇，更
好依托进博会平台共享发展红利。上海将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各国企业在沪发展提供

优质服务。
李强指出，疫情防控对办好进博会既带

来挑战，也蕴藏机遇。众多国内外企业希望借
助进博会这个平台来获取市场机遇、投资机

遇、合作机遇。要进一步发挥进博会国际采购
平台、投资促进平台、人文交流平台、开放合

作平台作用，加快推动贸易、产业、消费、开放

升级，为上海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提供有力支撑。

进博会常年展示交易平台要进一步集聚国际
化资源，积极探索新模式新路径，全力建设联

动长三角、服务全国、辐射亚太的进口商品集
散地。

市领导诸葛宇杰、许昆林、龚道安参加相
关活动。

李强：深刻认识第三届进博会特殊重大意义，进一步
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全面落实“越办越好”确保成功
与龚正检查筹备工作推进情况，要求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和各项筹备工作

    本报讯 上海市

人民政府与中国铁建
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在

沪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市委书记李强会

见中国铁建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陈奋健一

行。市委副书记、市长

龚正出席签约仪式。
李强对中国铁建

长期以来参与支持上
海建设发展表示感

谢。他说，当前，我们
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
重要讲话精神，加快

建设“五个中心”和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持续优化完善

超大城市基础设施
体系，加力推进旧区

改造和城市更新，不
断提升城市治理现

代化水平。中国铁建

是我国特大型综合
建设集团之一，希望

以此次签约为契机，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积极支持上海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创新

参与重点区域投资
开发，携手服务国家

重大战略任务。上海
将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打造良好产业生
态，提供更加优质服

务，助力企业在沪实现更大发展。

龚正说，当前上海正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

控，持续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着力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欢迎中国铁建将更多功能型

平台放在上海，携手做好高质量发展这篇
大文章。我们将营造更好环境，促进各类企

业在沪发展。

陈奋健感谢上海市长期以来的大力支
持。他说，希望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全力参

与上海城市建设，进一步服务国家战略，推
动产业能级提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根据合作协议，上海市与中国铁建将
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

则全面深化合作，发展总部经济，打造中国
铁建上海技术创新中心，助力企业参与上海

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等重点区域开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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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世界银行发布《中国优化营商环境

的成功经验：改革驱动力及未来机遇》。这份
专题报告提出，在过去两年里，中国在世界银

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从 2018年的第
78位跃升至 2020年的第 31位，连续两年跻

身全球改革步伐最快的前十个经济体之列。
在执行合同、获得电力等领域，中国目前已接

近或位于全球最佳实践的前沿。

上海是参与测评的城市之一，权重为
55%。自 2017年起，上海对标先进经济体经

验，已先后推出两版营商环境改革方案，共实
施 286项针对性改革措施，出台 70多部专项

改革政策和配套文件，开发上线了 20多个新
的办事系统。

企业感受度持续提升
世界银行认为，中国的成功来自于六个

主要驱动因素，即高层领导对改革议程的重

视、地方的政策试验、国内外知识交流、对改
革议程的强大执行力及结果问责、私营部门

的积极参与和电子政务服务的广泛运用。

上海市发改委营商处处长卢爱国介绍，

这个专题报告篇幅不长，但内容很丰富，对
上海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总结很到位。“不

局限于世行的 10个指标，除了对开办企业、
获得电力、建筑许可等指标外，报告还介绍

了上海‘一网通办’、企业服务云、《上海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告知承诺改革、一业一证改

革等情况。”

2017年以来，按照国家要求，上海率先
优化营商环境实施系统性的对标改革，成效

显著。一方面助力国家排名从第 78名上升到
第 31名，被采信的改革数量位居全球前三，已
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

大的经济体。另一方面，企业的感受度也在明
显提升，上海掀起了创业热潮。截至 2019年

底，上海市企业期末户数约为 220万户；新设
企业 367620户，同比增长约 8%。上海全市的

市场主体数量达到 250万家以上，相当于每
10个人左右就有一个人在当“老板”。

多项改革成为推荐案例
专题报告列举了上海优化营商环境精简

行政流程的更为具体的实例。2019年，上海

公布了简化版的“以告知承诺为基础的审批
程序”，取代了之前复杂且冗长的审批程序，

简化后的程序已经在企业许可和建筑许可中
得到了广泛应用。上海是全国试点简化版审

批程序的首批城市之一，同时也是第一个将

其形成制度（即 2018年发布的条例）的城市。
2019年，上海在浦东新区试点企业开办

多证合一改革，旨在削减流程的数量，并缩短
企业登记所需的时间。起初，在上海开一家便

利店需要从多个政府部门申领 5张许可证，
但是，随着改革的落地，现在只需一张“行业

综合许可证”。根据政府发布的信息，迄今为
止，该项改革已在 10个试点行业实施，包括

便利店、饭店、酒店和健身中心。
“我们越来越感受到，制度已经成为继土

地、劳动力、资金之外的第四种生产要素，营
商环境背后所体现的制度优势和城市软实

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卢爱
国表示，下一步，上海将进一步对标最高标

准、最好水平，推进更加系统性、更具体更全
面的优化营商环境专项改革，持续打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 本报记者 叶薇

世行发专题报告点赞中国营商环境

“上海经验”为全球提供借鉴
在过去两年里，中国的排名从 2018 年的第 78 位跃升至

2020 年的第 31位，连续两年跻身全球改革步伐最快的前十个经
济体之列。在执行合同、获得电力等领域，中国目前已接近或位于全
球最佳实践的前沿。上海是参与测评的城市之一，权重为 55%。

    昨天，世界银行再次发布营商环境“中国

报告”， 认为中国营商环境得到前所未有的
改善。 在这份报告中，上海作为权重为 55%

的参与测评的城市， 成为样本得到深入研
究。 专题报告认为，上海在“一网通办”中的

改革经验值得被推荐， 并因为营商环境改
革，而成为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受益最大的

全球城市之一。

“一网通办”已成为上海优化营商环境的
“新名片”。7月 10日，联合国发布《2020联合

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上海市在“地方在线
服务指数”排名中名列全球各大城市第九位，

上海市“一网通办”在报告中也被作为经典案
例加以介绍。

“一网通办”有多好用？ 数据显示，“一网

通办”个人实名注册用户超过 3000万，法人
用户超过 208万，平台现已接入 2341项服务

事项，95%具备“最多跑一次”能力。 多份第三
方评测显示，上海“一网通办”改革在全国持

续处于领先水平，已成为上海政务服务的“金
字招牌”，上海市民和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体

验度显著提升。 “一网通办”正在向“一网好

办”迈进。

今年的新冠疫情， 让各地的经济社会发

展按下了暂停键， 也给企业办事带来很大麻
烦。得益于过去两年的改革，上海在特殊时期

多了一份从容。 “一网通办”在应急状态下演
化出了“代偿机制”，“远程办”“快递办”“承诺

办”“延期办”等一系列新模式，解决了企业复

工复产的难题， 也为营商环境的进一步优化
打开了空间。疫情防控期间，“企业服务云”访

问量达 940万人次， 累计处理企业诉求 4.5

万个。

以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提升城市能级，

夯实城市核心竞争力， 进而吸引企业和人才

近悦远来。近年来，上海外商投资项目持续增

长，民营企业不断集聚，创业热潮涌动。 上海
全市市场主体达到 250万个，每 10个人中就

有一个“老板”，这个“史上最高”的比例，令人
惊叹。只要市场主体活力被充分激发，一座城

市必将拥有健康发展的潜力， 拥有充满希望
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