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标国际领先经验，研究制定上海优化营商环境 3.0版方案

    服务国家与上海建设，为上海三项新的

重大任务和“五个中心”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和智力支撑，是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最近，

华东政法大学开展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将
主题教育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智库服务

相结合，获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华政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智库发挥

学科优势，主动对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
度，围绕依法治国、司法改革等方面撰写多

篇决策咨询建议稿，尤其是对法治社会、法
治政府、法治国家一体化建设建言献策，共

有 200余项智库成果获省部级以上部门采
用或者领导批示。此外还有最高人民法院自

贸区司法研究基地、中国（上海）自贸区法治
创新研究基地、华东检察研究院等多个智库

和知识服务平台，均助力国家和上海各项战

略的推进中提供决策咨询。

对标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新任务，华
政积极参与长三角教育发展政策与法治研

究中心工作，组织专家探讨区域教育发展中
的政策、机制等问题；学校还与杭州市人民

政府合作成立互联网法治研究院，探索成立
长三角法治研究院。

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和自贸区新片区建

设的新任务，需要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华
政参与《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

（草案）》《上海科创中心立法研究条例编写
工作》等，为科创中心的立法、政策制定提供

理论支持；自贸区法律研究院也在自贸区法
制建设与创新、探索法治引领推动自贸试验

区建设的难点与路径等方面做出贡献。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扩大对外开放、促进

外商投资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明年一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即将实施。作

为我国改革开放最前沿、最富吸引力外商投
资热土的上海，更需积极主动实施《外商投

资法》。不久前，华政刚刚完成《上海市外商
投资促进条例》立法论证报告，经过细致调

研，针对外商投资促进、保护等领域，突出解
决外国投资者关注的《外商投资法》在沪落

实问题，提出条例草案，充分发挥法治对改

革开放的引领功能。
大学与上海城市发展同频共振，除了激

活智库、注重成果转化服务社会，华政紧紧
围绕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例如完善思政课

程体系，法学专业核心课程 100%纳入课程
思政试点范围；推动以“通识修养+专业素

质+特色素养”为目标的本科人才培养和管
理体制改革，完善培养机制，培养德法兼修

的高素质法治人才。 本报记者 易蓉

发挥“人才库”“智囊团”作用
华东政法大学开展系列主题教育活动获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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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委市政府一直把营商环境看作

上海最重要的软环境，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
竞争力。”昨天傍晚，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

市发改委主任马春雷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一
个有为的政府就是要创造更好的环境，让企

业创造财富、人才发挥所长、百姓安居乐业。
“对标、对表、对照”，马春雷用三个词概

括了上海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方法。对标，

奔着最高的标准、最好的水平去。目前可能
不一定做得到，但通过不断努力，进步非常

快。对表，根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评价

标准的具体指标，严格、全面、系统地进行改

革。对照，各个排名靠前的经济体都有值得
上海学习的地方。上海尤其注重借鉴新加

坡、香港地区等营商环境指标领先经济体的
经验。另外还学习兄弟省市的优秀做法，提

高政府服务的效果，解决短板问题。
他介绍说，2018年上海推出对标改革 1.0

版，共出台实施了 40多部专项改革政策和配

套文件，开发上线了 20个新的办事系统，与
北京市一道推进我国在世行的全球营商环境

排名大幅上升。2019年，上海推出了对标改革

2.0版，实施了 66项地方事权改革事项，出台

了 34个专项政策。上海和北京共同努力，今
年中国排名进一步上升到第 31名。

上海优化营商环境的 3.0版方案正在研
究制定中。马春雷表示，3.0版方案要聚焦重

点系统推进，特别是对表差距较大的一些指
标，比如跨境贸易、获得信贷和纳税指标，推

出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

他指出，对营商环境的评价，政府的服
务对象说了算。企业在创业和发展的过程

中，碰到了哪些问题需要政府来解决？从企

业办成一件事的角度来推进全流程改革。建

立一整套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举措，全面系
统地改进工作。这两年来，上海的工业投资

和外商投资表现都比较好，今年 1-9月日均
新设企业 1429户，比去年同期日均 1331户

增长了 7.4%，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海的营
商环境得到了企业家的更大认同。

“继续拓展改革事项的覆盖面，增强企

业的获得感。”他讲了三点：首先，政策性的改

革精准解决问题；其次，出台的政策要落地，
解决最后一公里、最后一百米、最后一米的

问题；第三，提高覆盖面，好政策要惠及更多
企业。马春雷认为，政策的“最后一米”问题还

有较大努力空间。下一步，上海将花更大力
气做好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提升企业对于营

商环境改革的满意度和感受度。

首席记者 谈璎

落实到“最后一米”增强企业获得感

    本报讯
（记 者 马
丹）昨夜今

晨冷空气已
“发威”。虽

然经过长途
跋涉，它抵达上海的时候实力大

减，但是余威尚存。今天全天气
温都会稳定在 20℃以下，昼夜温

差小，加上天空阴沉，偏北风吹
起，体感阴凉。据预报，本次降温

的极端最低气温将出现在明天
早晨，市区会降到 14℃，郊区更

低，有可能再刷出下半年新低。

申城正在步步走进深秋。从
本周末到 10月底，都会有弱冷
空气不断从北方扩散下来。虽然

这些冷空气实力都有些“欠佳”，
但是也挡不住它们轮番南下、不

断“补位”的“车轮战”，让气温很
难再有大幅反弹的机会。据上海

中心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的天

气变化无惊喜，除了偶尔有阴天
外，本市基本都以多云天气为

主，最高气温在 22～23℃，最低

气温在 14～17℃。
虽然此轮冷空气并未给上

海带来太大影响，但是却在全国

范围内“横行”，今天全国降温区将达本次过程
鼎盛，从东北、华北、黄淮一直到江南、西南等多

地都会出现明显降温，0℃线将南压至长城沿
线。未来 10天，我国冷空气活动仍然较为频繁，

本轮冷空气影响结束以后，28日到 29日，又会
有一股弱冷空气影响江淮及其以北地区。

昨天，中国天气还特别推出了全国取暖姿

势地图。已开始供暖的黑龙江、宁夏、内蒙古等

地最正确的取暖姿势是窝在家里，“搂着暖气吃
着西瓜”。而北京、天津、甘肃等地的小伙伴们正

在供暖前的黑暗中等待，因此只能“裹紧被子一
直抖”了。包括上海在内的海南、浙江、台湾、上

海等地，由于冷空气鞭长莫及，这些地区的最低
气温都在 15℃以上，“不知取暖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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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沪牌最低
成交价89300元
    本报讯 （记者 张钰芸）

本月私车额度拍卖在今天上
午 10:30到 11:30举行，个人

额度 9093辆，参加拍卖人数
148324 人，比上月减少 1183

人，中标率 6.1%。最低成交价
89300 元，平均成交价为

89376 元，比上个月的 89637

元减少了 261元。最低成交价
的截止时间是 11:29:54 第

337位。

    今天一早，由上海市慈

善基金会、慈善医务义工大
队、上海市医学会老年医学

专科分会、上海医药卫生行
风建设促进会主办，复旦大

学附属华东医院承办的“关
注健康，名医护航———百名

医学专家大型慈善义诊活

动”在上海展览中心东一馆
举行，现场人头攒动，市民百

姓赶来寻医问诊。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医学专家慈善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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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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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实习生 邵颖 记者 叶薇）世

界银行最新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
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从去年的 46位跃升

至 31位，跻身全球前 40。记者今天上午在市
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营商环境去年

大幅提升 32位，今年又提升了 15位，究其
根本，原因在于把营商环境改革和我国的改

革结合在一起，政府相关部门对各项改革进

行了革命性流程再造。
据介绍，这两年开展营商环境的对标改

革体现在推动力、执行力和创造力。
推动力主要来源于党中央国务院的各

项部署，对上海要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的要求，以及国际相关部门组织的相关督

查、调研等，市政府的督查督办；企业和社会
的广泛参与，上海举行营商环境咨询会邀请

各界人士出主意，组织了上海营商环境法治

共同体等。
执行力主要体现在上海各项政策的推

行：上海陆续出台了 1.0、2.0版营商环境，三
年行动计划大部分目标提前完成。社会各方

面的评价也促进了执行力的提升，真正做到
把政策落到实处。

创造力则有效地打破了工作中的惯性

思维，实现个性问题个性解决。改革对标国
际标准，引进先进经济体经验，并且学习兄

弟城市一些好的做法，对办事系统革命性的
流程再造跨越了层级、部门、系统、业务。

市司法局副局长罗培新在发布会上指
出，法制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每项指标的背

后都有法制作为支撑。
今年以来，市司法局全面梳理世行评估

指标，积极提出修法、修规建议；积极参与世

行磋商，帮助说服世行认可司法解释的法律
效力；认真做好法律法规修订的翻译；撰写

系列解读文章，宣讲世行指标体系。
通过发起建立全国首个优化营商环境

法治保障共同体，上海还积极探索包容审慎
监管，出台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并且牵

头组建破产管理人协会，提升破产案件处理

能力。
“改革举措千万条，企业感受第一条”。

今年 1-9月，上海日均新设企业达 1429家，
因而，加强开办流程的精简，提升办事效率

也是当务之急。
通过观察，世界排名前几位的经济体在

部门设置上都较为精简，因此，目前上海也
重视在一个工作平台上完成工作。

以税收为例，上海实行了智慧税务，

将办税、缴税、咨询整合，通过大数据、
云平台等实现一网通办，全城网上办事

事项达 96%，智能咨询数量占所有咨询
的 34%。

在优化建筑许可营商环境方面，上海
努力打造“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

投资环境最优”的改革新成效。针对“全过
程审批部门多、环节多、要求多、时间长”

等瓶颈问题，顶层设计、靶向施政，通过采
用“流程再造、分类审批、提前介入、告知

承诺、多评合一、多图联审、同步审批、限

时办结”等一系列举措，整合审批资源、提
高审批效率、提升企业感受度。通过改革

落地执行，显现出的成效获得了世行专家
一致肯定。

三“力”协作 打造更优营商环境

不不忘忘初初心心 牢牢记记使使命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