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

普陀积极探索以信用赋能营商环境，首创

“信用联盟”。2022年，升级打造2.0版，推

出以信用为基础的服务清单，提升企业知

信用信守信水平，让靠谱企业切实感受信

用红利。

据了解，“信用联盟”由区发改委发起，

目前已经集结了金融办、市场监管局、商务

委、投促办等5家部门，为企业提供组团式

服务，并量身定制“健康体检报告”，定时定

期提供预警信息，提升了企业合规经营水

平。有些企业在填报年报时，因不太了解

情况，信息填报不准确，有了“健康体检”，

市场监管局主动帮助企业仔细检查数据，

在年报截止报送日前，及时纠正错误，从而

规避了失信风险。

此外，还针对类型不同的企业制定不

同版本的服务清单，如拟上市企业专版服

务清单、大宗商品企业专版服务清单等。

企业只要签署相应的《诚信守法经营

承诺书》，自觉履行相应的诚信守法经营义

务，即可加入“信用联盟”，同时，也将享受

到联盟成员的相应权益。依托“信用联

盟”，政府部门合力推动信用监管服务，企

业在享受到信用的“红利”后，更加自觉关

注自身的诚信发展、诚信经营。

本报记者 江跃中

首创企业“信用联盟”
普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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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上海是全国6个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的城

市之一，过去几年连续出台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安

排，稳步实施数百项改革举措，为市场主体减负

担、解难题。政府办事流程实现革命性再造，“一

网通办”已打造成为上海营商环境金字招牌，利用

大数据等新技术赋能，从企业办事、政府监管到政

务服务、企业服务等绝大部分事项实现全流程数

字化“质”的飞跃。企业登记全程网办是以更大力

度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抓手，“零跑动”大大

降低了企业的办事成本，电子营业执照、电子印

章、电子档案等数字化配套则让企业经营模式加

速数字化转型，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自去年

9月起，上海全面开展“市场主体身份码”试点，

320余万市场主体“一照一码”，企业在政务服务

大厅办事、查验企业电子证照信息和监管信息、市

场监管部门开展日常监管等都只需扫一个码，助

力市场主体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开展经营活动。

在改革的持续助力下，市场环境开放性、规范

化进一步显现。继“证照分离”“一业一证”改革

后，浦东聚焦市场需求，再造“放管服”流程，先行

先试市场准营承诺即入制改革。通过一次性告知

市场主体从事特定行业许可经营须具备的全部条

件和标准，由市场主体书面承诺其已经符合要求

并提交必要材料，即可取得行政许可，助力企业快

速开门营业，进一步降低企业准营成本，更大激发

市场活力。

在推进企业经营自主便利同时，上海着力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不断创新监管模式。上海海关

与南京、杭州、合肥等长三角直属海关拓展“联动

接卸”海关监管模式，将其他港口作为洋山港接卸

地，实施“联动接卸、视同一港”整体监管，实现进

出口货物“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通过

推行“联动接卸”新模式，进一步优化长三角物流

监管，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服务快速物流需求，为

推进港口集群化发展、推动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

展提供动力。

从1.0版到5.0版，营商环境法治化保障进一

步健全。《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已于2020年

4月起施行，标志着优化营商环境制度建设进入

新阶段，为各类市场主体蓬勃发展创造更充足、更

公平的市场空间。

上海率先实施了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

清单管理制度，还陆续出台了服务业扩大开放综

合试点等重大举措，加快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

衔接的经济贸易制度体系。去年上海实到外资继

续创新高，达到235亿美元，连续3年稳定在200

亿美元以上。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60家、外商

投资研发中心25家。

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对标改革为突破，上海

助力中国国际排名大幅提升。各重点区域大胆

试、主动改，推出了一系列先行先试优化营商环境

改革措施，示范引领作用充分发挥。

当前，世界银行正式启动新评估体系，评估范

围更大、覆盖面更广、要求更高、难度更大。在此

前5版优化营商环境方案的基础上，上海将推出

6.0版行动方案，进一步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

以深入推进国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和世行新评估

体系对标改革为抓手，注重进一步发挥好浦东、临

港新片区、张江、虹桥、一体化示范区等重点区域

先行先试作用，加强营商环境制度创新，进一步提

升上海营商环境的影响力。

本报记者 叶薇

上海持续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自2018年以来，瞄准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出台五版实施方案

“公司正加紧筹划上市，经历了一年的

合规整改，我们上市前的准备工作非常顺

利且更有底气，感谢检察机关给了我们一

次重生的机会。”日前，在涉案企业合规回

访座谈会上，上海某制药企业负责人对金

山区检察院表示了深深感谢。

2021年7月，金山区检察院检察官在

开展涉企挂案清理时，发现了这家被立案

侦查近两年的企业。承办检察官介绍：“这

家制药公司属于高新技术企业，保障着

100多名员工就业，税收贡献大，又被列入

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名录。我们向涉案企业

和负责人宣讲了企业合规制度，企业表达

了强烈的合规整改意愿。”

对此，金山区检察院组建专业化办案

组，联合公安机关对涉案企业是否符合企

业合规启动标准进行评估，在企业主动补

缴税款、认罪认罚的基础上，依法启动合规

程序。

2022年11月11日，金山区检察院再

次召开公开听证，结合第三方组织出具的

监督评估报告和听证员的意见，最终，金山

区检察院对该企业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通过这次企业合

规整改，建立了法律合规部门，走在了同行

业、同规模的民营企业前沿，这对探索民营

企业完善法律、合规、风险、内控管理体系，

实现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实践意

义。”第三方组织成员评价道。

本报记者 屠瑜 通讯员 张媛媛

助力企业合规整改
金山

春节假期一过，国网上海浦东供电公

司临港能源服务中心的施工团队即奔赴位

于临港机场南侧片区的浩宇路、鹏翔路、鹏

展路，敷设电力管线等电力基础设施。这

三条道路是“即插即用3.0”试点道路，相应

施工也是国网上海电力全面落地“电等客

户”理念，进一步跨前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的

行动之一。

与以往“单枪匹马”式施工不一样的是，

此次施工是与临电、排管、路灯信号灯“一揽

子”申请，以市政道路为单位统筹建设。

此前，国网上海浦东供电公司临港中

心能源管家团队已会同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建交处，打通了临港新片区市政道路项目管

理与道路配套临电、排管、路灯信号灯等工

程管理流程，并主动对接了道路配套单位。

“机场南侧片区正处于集中开发阶段，

加快市政道路建设，对区域发展有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临港管委会建交处副处长张

贤耀表示，此次电力配套建设堪称完美融

入道路建设流程，不但能使三条道路建设

周期压缩至少6个月，也能进一步提升道

路配套电力设施布局的整体性与合理性。

这也是国网上海电力“即插即用3.0”

服务模式的结果。此前，国网上海浦东供

电公司临港能源服务中心于2021年3月

16日入驻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开启政企合

署办公新模式，创新提出“即插即用”接电

模式，推出了以“临电（用户建设厂房等基

础设施时用的电，简称临电）即插即用”为

核心的“即插即用1.0”、以“契约制接电”为

核心的“即插即用2.0”。

截至2022年底，丹马士环球物流（上

海）有限公司、上海保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等148家电力用户已享受到了“即插即用

1.0”便捷服务。 本报记者 罗水元

“即插即用”服务跨前
电力

去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4730

万标箱，连续13年居全球第一。集装箱吞

吐量的持续高位运行，得益于上海海关不

断创新监管模式，用安全与便利的监管服

务全力稳住外贸基本盘，提升口岸进出口

通关速度，优化跨境贸易营商环境。

在上海洋山港，体格巨大的万吨远洋

巨轮旁边，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有吨位不大

的内河运输船舶在进行繁忙的装卸作

业。这些驳船正通过“联动接卸”业务模

式，将长三角腹地港口与洋山港紧密地联

系到一起。

“联动接卸”模式下，上海以外的港口

可以作为洋山港货物的接卸地和延伸地，

进出口货物通过驳船在两港之间水路运

输，手续办结后可在洋山口岸直接提离或

出境，实现进出口货物“一次申报、一次查

验、一次放行”。

据了解，2022年，上海海关将“联动接

卸”模式复制推广至蚌埠、合肥等地，目前

已覆盖长三角4省的12个港口，助力将口

岸服务前置到腹地货物集聚点，引导企业

用最经济的运输方式压缩物流成本。

此外，上海海关加快数字化转型，还试

点“直提直装”“离港确认”等新模式。

“直提直装”，即进口“船边直提”、出口

“抵港直装”港口操作模式试点。在全国最

大的滚装汽车码头上海外高桥港区海通码

头，2022年汽车出口首破百万辆，达101.5

万辆。可以说，同比增长16%的功劳属于

“直提直装”创新模式试点。如果车辆未命

中出口查验指令，企业就可以申请享受“抵

港直装”的“无干预通关”，与传统落地装卸

模式相比，免去港区堆存和多次装卸的时

间，装船时长可由1-2天压缩至3-5小时。

本报记者 郭剑烽

监管模式不断创新
海关

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
境，上海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自2018年以来，上海瞄
准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已出
台五版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
案。上海将制定实施优化营
商环境6.0版，加大营商环境
改革力度，不断完善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