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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小小的便利店，是申城生活便利化

最直观的体现，也是市场活跃度、经营便利

度的晴雨表。

如今，在浦东开一家便利店，需要多长时

间？“目前，罗森已在上海开出了1263家门店，

过去开一家店需要2—3个月，如今一个窗口办

理，当场就可以办结审批手续。”上海罗森便利

有限公司业务风险管控部副部长金烨说。

不止罗森，开一家便利店，改革前通常

需要办理5张单项许可证，法定时限95个工

作日，申请材料有53份，填表要素有313项；

改革后办理时限压缩至5个工作日，较法定

时限减少95%，申请材料压减至10份、减少

81%，填表要素压减至98项、减少69%。企

业办证负担大幅减轻，开业效率显著提高。

事实上，“一业一证”规定实施以来最突

出的成效体现在办理时间的大幅缩减。市

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中发放专项调查问卷，

有效填写人次共计8388人，49%以上的受访

者表示“一业一证”规定实施以来能够当场

办结，办理时间超过15日的情况占比不到

5%，83%的受访者感到办理时间较以往有明

显缩短；浦东新区的受访者中92%以上感到

办理时间明显缩短。

与此相关，受访者感受到的最大变化是

“耗时更少”，占总人数比例64%以上，其次分

别为“跑的次数更少”（约55%）、“需要提交的

材料更简化”（约50%）、“多头填报、重复填报

减少”（约 40%）、“办理流程更清晰透明”

（约40%）、“相关信息咨询更方便”（约10%）。

同时，问卷调查还集中询问了“一业一

证”规定施行后上网办理的情况。78%的受

访者表示能够实现全程网办，约20%的受访

者表示需要线下辅助办理。目前，全市各区

在“一业一证”办理窗口大厅配备了专门人

员，辅导有“一业一证”办理需求的人员在

“一网通办”上进行操作。

未来，“一业一证”高效运行，强化数据

赋能，优化数据交换标准，不可或缺。“为此，

加强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系统互联互通，

率先打通各市级审批系统和各区政务服务

中心综窗系统，实现数据流转高效畅通，审

批服务更加智能高效。”市人大代表、上海勘

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资深总工程

师许丽萍说。

此外，建设全市统一申办系统、统一各

区业务标准，也是大势所趋。“一业一证”将

基于企业视角重点优化线上“一表申请”模

块，提高全程网办率和用户体验度，浦东新

区无疑将为优化“一业一证”办理系统持续

探索创新。

首部浦东新区法规执行得怎么样？相关报告上午提交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审议——

本报记者 姚丽萍

三年前，在浦东，“一业一证”还
是生面孔，如今已是众多中小企业
的好朋友。
“一业一证”，作为一项重要制

度创新，优化审批流程和集中审批
程序，将市场主体进入特定行业涉及的多张许可证整
合为一张行业综合许可证。而《上海市浦东新区深化
“一业一证”改革规定》本身就是一个“新纪录”——市
人大常委会取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授权之后出台的
首部浦东新区法规，2021年10月1日起实施。
今天上午，首部浦东新区法规实施情况的报告提

交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审议。执法检查报
告透露的诸多数据引人关注：三年来，“一业一证”规
定为优化营商环境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

“一业一证”，从生面孔变好朋友
你打算开一家小饭店，

却不知道要办什么证，也不

清楚如何办。

别急，有“一业一证”规

定呢。

“一业一证”，到底好在

哪里？说句大白话，就是让

难办的事，简单了。

“一业一证”，整合行业

准入条件和材料清单，再造

行业准入审批流程和管理模

式，效果是——一次告知、一

表申请、一口受理、一网办

理、一证准营、一体管理，让

企业办证只进一门（网）、只

跑一次，大大缩短了从经营

筹备到进入市场的时间，大

大降低了企业，特别是中小

微企业对市场准入制度的学

习成本。

小微企业，规模小、实力

微，却是千家万户生计所系，

更是城市活力风向标。优化

营商环境，让中小微活起来，

就从申请开店那一刻开始。

起码，“一业一证”让开业变

得简单了。遑论小微，就连

众多国内、国际实力雄厚的

知名连锁店，也从中受益。

无疑，“一业一证”是惠

及万千企业的重要改革。让这项改革家喻

户晓，让更多企业享受到改革红利，执法过

程自然也就成了普法过程。

在三个多月的执法检查中，众多人大

代表建议，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广泛开

展常态化宣传，全方位、多角度解读“一业

一证”改革的意义、措施、典型案例，持续提

高社会知晓度，提高对企服务的精准性、有

效性；不断拓展行业综合许可证在政务服

务、监管执法、市场经营等场景中的应用，

鼓励和引导企业深度参与“一业一证”改

革，持续释放浦东新区法规的积极效应。

迄今，“一业一证”改革坚持需求导向，

再造审批管理服务流程，创新制度供给；坚

持系统集成，建立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集

成服务机制，落实放管结合；坚持重点突

破，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助力产业发

展。纵然，这项重大改革尚在完善中，恰如

优化营商环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但

不妨先让它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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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来，浦东新区“一业一证”改革行业

目录将试点行业从31个逐年扩展至58个，发

出全国首张“与人体健康相关的动物生物安

全二级实验室”行业综合许可证、“现场个性

化服务”化妆品制造行业综合许可证，发出乡

村民宿行业综合许可证超300余张，有力促

进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快速发展。

截至目前，浦东新区累计发放“一证一

业”行业综合许可证1万余张，全市累计发放

5.7万张，平均审批时限压减近90%，申请材

料压减近70%，填表要素压减超60%。经营

主体对改革满意度较高，获得感明显。同时，

“一业一证”改革试点行业范围和试点区域也

在积极稳妥扩大，全市从25个试点行业扩展

至39个，新增宠物医院、机动车清洗企业、机

动车维修企业、剧本娱乐场所等14个行业。

未来，“一业一证”改革及法规实施的重点

方向是什么？受访者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呼声

最高的建议是，不断扩大‘一业一证’改革范围，

从浦东向全市推广覆盖。”市人大代表、君合律

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合伙人刘正东说。

执法检查问卷调查显示，受访者最期待

“扩大‘一业一证’改革行业范围”（逾5300

人，占比超过64%）；其次为“优化线上操作系

统”(54%)、“完善线下办理专区”(48%)、“优化

事中事后监管方式”(42%)、“推进行业综合许

可证在全国范围内互认通用”(41%)、“加强政

策宣传引导”(36%)等。

有受访者建议，在教育培训、医疗、宠物

诊疗等行业开展“一业一证”改革；持续普及

“一业一证”改革，造福各行各业中小企业。

此外，提高行政综合许可证在平台企业、执法

检查等方面的认可度，真正惠及企业。

记者手记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浦东新区法

规可以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作出变通

规定，在浦东新区实施。根据国务院关于浦

东新区要在“一业一证”改革试点中突破创新

的要求，“一业一证”规定作了制度创新和变

通。其中，实施“行业综合许可单轨制改革”，

最受中小微企业青睐。

问卷调查显示，“一业一证”将多张申请

表合并为一张，逾84%的受访者感到非常满

意，认为需填写的申请表数量大大减少。浦

东新区的受访者有91%以上感到非常满意。

可见，“一业一证”并表措施，给有业务需求的

企业带来了较大便利和改善。

这项制度创新，直接产生的治理效能是

——将企业需要分别办理的多张单项许可

证，整合为集中办理一张行业综合许可证；确

认经营主体取得相关行政许可、获得行业准

营资格，有一张行业综合许可证即可。

以旅馆行业为例，原来需要向公安、市场

监管、卫生健康等多个部门分头办理旅馆业

特种行业许可、食品经营许可、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等10张单项许可证，“一业一证”改革

后，企业只需办理一张旅馆业综合许可证。

同时，对纳入“一业一证”改革的行业，依

托“一网统管”平台可以实行对市场主体全生

命周期的动态监管、风险监管、信用监管和分

类监管。

问卷调查显示，有61.66%的受访者表示，

行业综合许可证实施后，原本需要各部门分

头监管的诸多事项，现在经各部门协调采取

联合监管方式，大大减少了监管次数；有

50.83%的受访者认同监管扰企现象明显减

少，企业应对监管的成本也相对降低；48.84%

的受访者表示，借助摄像头等高科技手段，使

用智慧监管方式，提高了监管效能；43.03%的

受访者表示，各部门借助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系统评价企业行为，强化了企业自律；另有

38.11%的受访者认可风险分级监管方式，认

为这种监管方式增强了监管的准确性。

“执法检查表明，行业综合许可证的法律

效力在浦东新区得到了各方认可，通过扫描

行业综合许可证二维码即可查看各项许可信

息，企业实现了一证营业。”市人大法制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张婷婷说，在日常监管执法过

程中，对已取得行业综合许可证的企业，浦东

新区监管部门不再要求提供单项行政许可

证；经协调，行业综合许可证已纳入国家电子

证照库，实现在全国有效。

最满意 多张申请表合并为一张

最期待 扩大“一业一证”改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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