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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龙年开工第一天，上海召开
2024年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上海
优化营商环境7.0版行动方案”
同时发布。连日来，各区深化落地
方案，制定实施细则，不少区级
“7.0版”正在推出。

上海已连续多年在岁末年初
吹响优化营商环境的号角。从1.0

版到6.0版，上海共实施了951项
任务举措。每年“版本”的更新迭
代，不仅是深度广度的拓展，更是
“难度系数”的升级。而在这些年完
成千余项任务之后，当改革步入深
水区，如何再接再厉，推动营商环境
再优化、再提升，成为关键之问。

有专家梳理，上海营商环境方
案的每个版本都有所侧重。例如，
4.0版方案强调地方政府服务的
“系统集成”，5.0版着眼于“创新试
点”，6.0版重点“加强集成创新”。
各方对今年行动方案的一个直观感
受是，从6.0版的208项到7.0版
的150项，条目整整减少了58项
——只纳入社会和企业各界关心的
任务事项，政府部门内部的工作则
不纳入，将“用户意识”贯穿始终。
这不是上海第一次强调“用户

意识”与企业感受。
前些年，上海积极推行政务服

务“一网通办”，在减材料、减时间、
减环节、减跑动上做文章，让企业和
群众花更少时间和精力把事办成，
取得了鲜明的效果。这样的改革备

受赞誉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用户
逻辑”——无论是市级部门、区级部
门、属地部门，对于企业与老百姓来
说都是“政府”。“进一门”就能办成
事，“整体政府”的高效改革，大大方
便了企业群众的办事需求。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主体最

有发言权。今年的7.0版行动方
案，更坚持以企业感受为导向，方
便企业看得懂、用得上。今年的上
海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专门强调
了新一轮营商环境优化要“全方位
提升企业感受度”。
近年来，上海各区因地制宜，推

出了一揽子创新举措，包括黄浦的
数字化智能规划审批、闵行的工程
建设审批“高速路”、虹口的普惠金融
服务生态圈、普陀的“住所便利化服

务一件事”、嘉定的“小嘉帮办”等。
然而在改革过程中，仍有不少

盲点亟待破解：有些部门热情推出
诸多惠企政策“礼包”，但政策落地
执行还不够顺畅，企业实际感受度
不深。有些部门制定的政策模棱
两可，不够清晰透明，专业术语、官
方辞藻堆砌，让人读来一头雾水。
有些部门未做好前期调研，“一厢
情愿”地为企业送上“苹果”“橘
子”，殊不知企业可能最需要的是
“香蕉”。有些政策还存在区域差
异，还不够标准统一，让企业不免
感到“温差”……
营商环境是一座城市的重要

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对于上海
来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还需放
眼世界、对标国际一流，向世界释

放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积极
信号。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新的
营商环境评估指标方法论手册，上
海成为代表中国参与世行评估的
唯一专家调查样本城市，结合企业
样本上海整体占全国的权重约为
73%，今年将开启评估。
上海，无疑是世界认知中国营

商环境的重要窗口。优化营商环
境，不是政策条目越多越好，关键
在于增强“用户意识”，让社会看得
懂、企业用得上。要能够吸引集聚
海内外一流企业，激发更多企业的
内生动力，让企业增强信心、轻装
上阵，更好参与国际竞争。
肩负光荣使命的上海，正在改

革深水区驰而不息；营商环境，优
无止境。

营商环境，重在“看得懂”“用得上”
杨 洁

新民眼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在

金色中环，我们能方便找到‘朋友

圈’，极大助力企业落地创新业态，

放眼全球招贤纳士。”上海岩山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可说。

昨天，浦东新区举办“共赢浦东 共

创未来——金色中环全球推介

会”，启动金色中环2024年全球招

商。一批重点项目、一批金色中环

全球招商合作伙伴集中签约。

“我们公司原本在浦西，最终

决定落子张江人工智能岛，未来

将在智能网联汽车等人工前沿

科技领域开展创新与合作。”叶

可说，企业对于这个决策并没有

太多“纠结”，而是自然而然的选

择。因为在人工智能领域，张江

集聚了上下游产业链、人才、合

作伙伴，对于研发、产业都是最

佳的选择。

何为浦东“金色中环”？它从

北向南再向西，依次串联起了金

桥智造城、张江科学城、北蔡-御

桥区域和世博前滩地区。2020年

起，浦东新区聚焦中环沿线108平

方公里腹地区域，先后启动286个

建设项目，总投资约5800亿元，打

造一条产城功能齐备、生态形态

亮眼的金玉腰带——金色中环。

世邦魏理仕中国区总裁李凌表

示，金色中环正在推动浦东由“点

状”发展的模式，逐步形成辐射范

围更广、能级更高、要素流动和协

同更顺畅的“条带”发展闭环。“从

产业导入的趋势看，浦东金色中

环，甚至于整个浦东正在成为上

海的‘黄金地段’。”李凌说。

新“黄金地段”新在哪里？专

业人士表示，新“黄金地段”的出

现，并非只是传统中心城区物理

空间外扩的结果。来自英国的全

球性私营房地产顾问服务公司莱

坊中国高级董事郑卫华告诉记

者，“这几年越来越多外企愿意选

择金色中环区域。因为和传统商

务楼不同，这个区域正出现一批

全新复合型的载体，融办公、研

发、产业等多功能为一体，更适合

企业转型升级的发展需求。”

当天的推介会上，陆家嘴集

团、张江集团发布了一批金色中

环重点项目，其中四方城、前滩

源、前滩尚3个项目位于前滩滨江

沿岸；陆家嘴数智天地连接前滩

国际商务区和张江科学城，定位

元宇宙及数据要素产业高地；张

江科学城产城融合新地标——张

江科学之门，将建成多元城市场

景、多元产业生态融合发展的未

来之城。此外，金桥壹中心、元中

心等一批高能级空间载体即将竣

工交付。

一批金色中环重点项目在会

上集中签约，其中包括：全球制药

企业百强、中国领先的创新驱动

型制药企业翰森将在金色中环落

户制药集团全球研发总部等。一

批金色中环全球投资促进合作伙

伴在会上集中签约，其中包括：新

加坡以及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律师

事务所之一安盛律所、全球前沿

的房地产服务商戴德梁行等。

新“黄金地段”正在崛起
浦东金色中环全球推介会启动 龙年新春，上

海召开2024年优

化营商环境大会，

发布优化营商环境

7.0版行动方案。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

环境，如何以精细

化的“制度供给”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

也是全国人大代表

的重点关注。

保护
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作

为知识产权家族的

一员，是企业在生

产经营活动中创造

的智力成果。”全国

人大代表、中国民

间商会副会长、奥

盛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汤亮深知商业

秘密保护之于优化

营商环境的意义。

迄今，我国商

业秘密保护尚未对“有效期”作出

明确规定。事实上，随着创新科技

进步，大多数商业秘密的内在价

值，必然与时衰减。商业秘密的保

密期限缺乏界定势必既浪费司法

资源，又弱化智力成果的分享和传

播，进而减少整个社会的公共福

利。为此，汤亮代表的观点是：保

护商业秘密，明确“有效期”和“免

责条款”，不能少。

首先，根据商业秘密的生命周

期、技术潜力、市场成熟度，商业秘

密保护立法应明确权利人自行确

定合理的保密期限。权利人如果

对保密期限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

确，那就依法确定保密期限。当

然，这要对商业秘密权利人予以合

理补偿。

其次，如果披露商业秘密是出

于公共健康、安全或福利等目的，

披露或使用商业秘密应该免于承

担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商业秘密

保护需要增加免责抗辩机制。

“有效期”和“免责条款”，貌似

降低了商业秘密的“保护门槛”，其

实不然；只有精细化的立法规范，

才能最大限度激发智力成果的创

造力，真正实现

其社会价值，这

也正是商业秘密

保护的价值所

在。

创新
信用评级
公平普惠，

是优化营商环境

的基础，实施更

多面向中小企业

的普惠性政策，

以便更好解决中

小企业面临的现

实问题——融资

贷款、信用修复、

企业减负、包容

监管。

“事实上，经

过近三十年的发

展，我国信用体

系建设取得长足

进步，但目前国

内企业信用评级

体系仍面临评级

虚高、区分度不足、事前预警功能

弱等问题。”全国人大代表、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建

弟说，优化营商环境，一个突出问

题是，针对大型企业的信用评级指

标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小企业。

如何创新信用评级，精准精

当，便利中小企业信贷？

“重要一点是，中小企业的评

级指标应更加简化，指标数量应有

所减少，注重企业经营情况。”朱建

弟代表说，每年根据最新的评级数

据和逾期率数据，对评级模型的阈

值和权重动态更新、持续改进。

同时，支持有内部评估能力的

商业银行将知识产权评估结果作

为知识产权质押授信的决策依

据。此外，支持金融机构引入大数

据、智能技术等探索无形资产价值

评估体系，推进科创金融信息互联

互通，打破政务信息壁垒，实现科

创企业信用信息、金融服务共享共

用，建设完善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

服务平台网络，加强水电气、社保、

公积金以及仓储物流等信息归集

共享，让信用评级服务中小企业更

给力！ 本报记者 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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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中的张江科学之门已初现雏形 杨建正 摄

代表委员履职故事
筑梦现代化
共绘新图景

本报讯（记者 杨欢）昨天，临
港新片区召开2024年优化营商环

境大会，发布《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助企减负优化营商环境十项承

诺》，聘任第二批营商环境体验官。

根据《十项承诺》，要控制对

同一企业的调研频率，绝不让企

业成为“调研样板间”“走访打卡

点”；杜绝任性执法、重复执法、多

头执法。严格控制会议次数和时

长，原则上涉及企业参加的年度

大会一年不超过2次，涉及行业企

业或重点领域的专题会议一年不

超过4次，会议时间不超过1小

时。坚决杜绝“一人生病，全体吃

药”的粗放管理模式，要依法依规

执法、精准有据问责，提倡举一反

三。狠抓“吃拿卡要、久拖不决、

敷衍塞责”等负面典型，推进审批

服务和行政执法标准化，实现企

业“办事不求人、谁办都一样”。

临港发布助企减负十项承诺
实现企业“办事不求人、谁办都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