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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 6月27日，上海市第十二次党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73名。

代表名单如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 勇 万 敏 马列坚（女）

王 岚（女） 卢洪早 白廷辉（回族）

白忠泉 成 慧（女） 朱 兰（女）

朱芝松 乔蓓华（女） 刘 健

刘仕英（女） 刘学新 李 政 李 强

李永明 李儒新 杨 宇（女） 杨戌雷

杨振斌 吴 娜（女） 吴 清

吴蓉瑾（女） 邱莉娜（女）

何小玲（女） 邹丰恒 沈 军（女）

沈 炜（回族） 迟 楠（女） 张 军

张军萍（女） 张宏俊 陆方舟

陆颖青（女） 陈 杰（同济大学）

陈 杰（宝山区） 陈宇剑 陈金山

陈玲玲（女） 郁 非（女） 杲 云

周慧琳 郑钢淼 赵嘉鸣 胡文容

查琼芳（女） 钟天使（女）

施净岚（女） 姜冬冬 姜丽萍（女）

祝玉婷（女） 袁婷婷（女）

顾 蓉（女） 钱红昊（女）

徐 枫（女） 徐 建 高 煜（女）

高融昆 郭 芳（女） 诸葛宇杰

黄 红（女） 曹立强 龚 正 章 雄

梁 旭 董云虎 蒋卓庆 程向民

舒 庆（满族） 谢坚钢 雷凡培 缪 京

上海市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是严格按照

党章和党中央关于做好代表选举工作的要求

选举产生的。在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推荐提

名和代表正式选举过程中，坚持标准条件，严

格组织把关，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代表的产

生符合程序规定，结构比例符合中央要求。

出席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

格，届时还需经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

上海市选举产生出席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浦东企业服务中心，可谓市场活力的“晴

雨表”。今天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

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以下简称《引领区意
见》）正式公布一周年的日子。
一年来，涉及市场准入、退出等浦东法规

密集出台并在这里落地，发生了什么“化学反

应”？历经疫情的考验，市场主体活力恢复得

如何？记者实地走访，感受这里曾发生和正

在发生的故事。

从“熟面孔”到少跑腿
上午8时多，18号窗口工作人员李娟已

经来到浦东企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
心”），9时窗口正式“开门迎客”，开启了热火
朝天的一天。“受疫情影响，中心一度暂停开

放；从5月27日，中心全面开展线下服务，几

个月来的需求一下子‘井喷’了出来。大家加

班加点，努力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抢”字，体现在最新的工作排片表上。

中心重启后，原本下午4时30分的受理业务

结束时间延长到下午5时，中午原本的半个小

时休息时间也被“挤掉”了。不分工作日、双

休日，中心开启“5+2”全天开放模式，工作人

员连轴转，努力满足企业的需求。“即使在疫

情期间中心暂停大厅对外服务的阶段，工作

也并没有停摆。”李娟家有13岁儿子，作为党

员，听到组织召唤，她马上来到中心值守，晚

上大家睡行军床挨过了一段艰苦的日子。通

过远程“直达帮办”，31项商事登记和行业许可

高频事项可以手机视频交互、在线智能办理，

其他所有事项都可以在线咨询。近2个月时

间里，中心为1500多家企业提供了线上服务。

“我是一家餐饮公司，疫情以后经营发生

变化，想申请股权转让，要准备哪些材料、怎

么办手续？”说话间，一家在梅花路上的餐饮

企业相关人员前来咨询。对于企业经营的许

多办理事项，虽然能在线上咨询或办理，但很

多人还是习惯跑一趟，当面咨询。

“这个企业反映的问题很有共性，过去因

为需要提供的材料多，他们往往需要跑多次，

不是缺了这个就是少了那个材料，所以不时

可以看到‘熟面孔’，每个工单的接待时间在

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李娟说，2022年颁布

的首部浦东新区法规——《上海市浦东新区

市场主体登记确认制若干规定》中，发生了从

行政“许可”到行政“确认”的重大调整，精简

材料、优化流程，通过制度创新，交还市场主

体经营自主权。“就这个餐饮企业的例子来

说，企业不再需要提供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

让协议等材料，只需要将相关材料自行留存

备查即可。企业提供的材料变薄了，每个人

办理时间缩短至10到15分钟左右。有的事

项还可以全程网上办理，一次都不用跑，办事

人员满意度自然也提升了。”

从“人等证”到“证等人”
接近中午，中心里的人流渐渐多了起

来。大厅所有的窗口，不分办理事项类型实

行综合受理，减少等候时间。所有窗口前都

摆着“只说YES不说NO”的标识。中心门口

的车辆络绎不绝。在中心一角的咖啡吧里，

有人买上一杯咖啡或果汁小憩一会儿。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有人为提交材料

匆匆而来，有人则为领到“成绩单”心生欢

喜。李彤宇，一名律师，刚刚为客户领到换好

的营业执照。“最近公司类型、股东、高管等发

生了两次变更，我来递送了一次材料。没想

到才3个工作日就领到了新的电子营业执

照。虽然电子版也通用，但客户出于习惯，还

是希望拿到纸质版心里踏实。我特地来了一

趟，半小时不到就解决了，很方便。”

材料变薄了、办理时间缩短了，“熟面孔”

不见了……这些变化背后，是内外兼修的多

重合力。“这些年浦东不断提升行政审批效

能，包括首创‘政务智能办’，率先推出窗口

‘智能帮办’和移动端远程‘直达帮办’等。最

重大的变化则发生在《引领区意见》公布后，

赋予浦东法规变通权，将浦东的创新做法用

法律固定下来，自上而下解决企业的痛点，用

制度加以解决。”浦东市场监管局沈轶慈颇有

感慨地告诉记者，同样是办理此类事项，1年

多前，曾有一家基金公司需要办理高管等变

更手续，要提供大量材料，因为人员流动快，

有的相关证明难以提供，足足花了1个多月、

好几个人才完成，费尽周折。律师李彤宇也

有切身体会，“过去是‘人等证’，常要盯着关

注什么时候办好；现在则是‘证等人’。有的

企业主板上市前，需要办理新设工作等，如果

不想跑腿，在线上就能办理，从提交材料到核

准设立登记1个小时就能解决，像网购一样方

便，一次都不用跑。”

“让企业的归企业，政府的归政府，既赋

予市场主体更大经营自主权、降低准入制度

性交易成本，也把有限的政府资源集中用于

市场监管、服务等‘刀刃’上。”沈轶慈说。

从“20天”到“10天”
《引领区意见》公布以来，记者梳理了涉

及市场的浦东法规，包括《上海市浦东新区市

场主体退出若干规定》《上海市浦东新区深化

“一业一证”改革规定》《上海市浦东新区完善

市场化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定》《上海

市浦东新区市场主体登记确认制若干规定》

等。《上海市浦东新区推进市场准营承诺即入

制改革若干规定》已通过，将于今年8月1日

起施行。按照大类分，可以用一“进”一“出”

来概括，可以说是打出了一套优化营商环境

的“组合拳”。

确认制、“一业一证”等改革举措为企业

加速打开进入市场的“阿里巴巴之门”，并迸

发出明显的“化学反应”。目前，浦东通过确

认制方式共受理登记各类市场主体7000余

户。今年6月，浦东新设各类市场主体3079

户，是5月的4.2倍，已基本恢复到常态水平，

经济活力正快速重新焕发。

市场主体的痛点，就是立法聚焦的关键

点。看似迈出的一小步背后，往往是牵一发而

动全身的系统工程。浦东市场监管局施文英介

绍，“比如，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主体退出若

干规定》中，市场主体适用简易注销的公示时间

从20天缩短为10天。听上去只是一个简单的

数字变化，但背后涉及到的并不只是登记部

门，还需要得到税务、人社等部门的支持配

合。浦东法规实行以来，大家深有体会，只有

同心协力‘齐步走’，才能最终实现‘加速跑’。”

浦东企业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中心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在政务服务领

域的创新应用，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在进一

步深化线上办事程度、提升整体办事效率、降

低企业群众办事成本方面还有待持续推进。

“下一步还将立足企业的视角，全面梳理‘全

程网办’等堵点、难点、痛点，争取成为下一步

引领区深化改革的靶点。”

下午4时59分，中心即将结束一天的忙

碌，工作人员开始整理当天收进来的材料，准

备收尾工作。有人匆匆赶来，一看时间有点

犹豫，“还能办吗？”“当然。”中心工作人员欣

然为他按下取号机，微笑中，一个新的故事刚

刚开始……

本报记者 宋宁华

“小窗口”折射大活力

《引领区意见》公布一周年，记者现场直击被称为
“市场晴雨表”的浦东企业服务中心

法治引领结出“盛夏果实”
浦东新区2022年度首批两部管理措施出台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在《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公布一

周年之际，法治引领结出“盛夏果实”。今天，

浦东新区2022年度首批两部管理措施正式施

行。记者了解到，《浦东新区促进商事调解若

干规定》和《浦东新区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

督评估若干规定》，是今年浦东新区人大常委

会运用授权，结合浦东改革创新实践制定的

两部管理措施。

商事调解彰显“国际范”
“商事调解不仅是国内调解组织的事。

在《浦东新区促进商事调解若干规定》中，明

确支持境外知名调解机构在符合境内监管要

求条件下，在浦东新区设立业务机构，为各类

商事主体提供商事调解法律服务。这有助于

境内外商事调解组织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助

力浦东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国际

商事纠纷解决中心，提升浦东法治软实力。”

浦东新区司法局局长黄爱武表示。

记者了解到，在该规定中，有四大创

新。其中，上述吸引国际商事调解组织集聚

发展的举措，充分彰显出浦东开放的特质。

其次，接轨国际，支持调解员个人参与国际

商事调解。同时，突出效率，创新小额商事

纠纷快速调处机制。此外，为增强调解协议

的法律效力和履行效果，明确当事人可以通

过申请公证、仲裁、司法确认、支付令等多种

方式进行效力确认，为探索国际商事调解创

造了条件。

探索第三方监督评估新机制
为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企业增

强合规意识，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7月15日，《浦东新区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

督评估若干规定》正式施行。

浦东新区检察院有关负责人介绍，该规

定体现了三大创新，主要包括：

首先，创新“司法救济+规则治理”，构建

企业合规治理新生态。比如，重点选取具有

自贸区特质的涉企犯罪案件，将涉及金融、知

识产权等领域及其他具有自贸特质的涉企犯

罪案件纳入改革试点范围。注重完善行业监

管漏洞，明确由行政部门会同行业组织制定

发布类型化企业合规有效性评估标准和行业

合规指引，以“合规指引”督促“企业自省”。

其次，创新“政府引导+行业自治”，打造

企业合规治理新模式。建立浦东新区涉案企

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统筹协调机制，对相

关部门的协调机制作出了专门规定，明确了

议事协调工作机制、专业人员名录库、第三方

组织、资金使用等管理制度及工作规程，强化

制度支撑、行政供给、制度保障。

此外，创新“三级联动+异地协作”，探索

企业合规跨省协同新机制。该规定对涉案企

业生产经营地不在本行政区域内的企业，明

确可以委托涉案企业生产经营地的相关单位

启动第三方机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