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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热议上海如何优化营商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引导基层医院产科延伸产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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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众筹

合力促进高质量托幼机构建设
婴幼儿托育问题是很多家

庭面临的难题。今年全国两会

上，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妇产科学系主任徐丛

剑建议，汇聚多方力量，促进高

质量托幼机构建设。

徐丛剑介绍，尽管目前全国

已有7000余家月子会所，也有不

少月嫂培训机构为支持居家育

儿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总体上

存在机构数量不足、人员数量欠

缺、服务质量良莠不齐、服务面

不广、对产后一个月至三岁前这

一重要时期基本不能覆盖等问

题，严重困扰年轻夫妇，对生育

意愿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个

别严重的甚至可能引起产后抑

郁症的发生。

他建议：首先，鉴于出生人口

已明显下降，基层医院的产科力

量出现一些富余，可考虑支持部

分基层妇幼保健院延伸产后月子

服务，或向社区提供更加明细和

直接的产褥期孕母保健服务及婴

儿养护。其次，可以预见未来幼

儿园和小学可能出现的冗余，建

议相关部门及早谋划，改变空间

布局，培训相关人员，将其转变为

托幼机构。如能与敬老院相邻而

居，则可促进老幼互补互助，其乐

融融。最后，支持、引导和促进社

会力量参与优质托幼机构建设，

与政府举办的托幼机构相辅相

成、竞争优化、互相促进。

特派记者 屠瑜 陈佳琳
（本报北京今日电）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开幕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充分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

环境，推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

连续7年召开优化营商环境

建设大会，推出150项务实举措，

上海优化营商环境的号角持续

吹响。聚焦“优化营商环境”，上

海有哪些“优先项”与“着力

点”？在沪全国政协委员们纷纷

建言献策。

公平竞争 竞相发展
“营商环境是一篇大文章。”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

席、致公党上海市委主委邵志清

认为，优化营商环境首先应该让

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

用，法治化和国际化最终都是支

撑市场化的基础。

全国政协委员、国浩律师

（上海）事务所合伙人吕红兵提

出，海纳百川是上海城市精神的

核心，国际化大都市的题中应有

之义就是开放性。包容性和开

放性，是市场化的基础，也是法

治化和国际化的关键。而一流

营商环境的内涵，正是包含了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李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指出，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

力。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

企业都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

量。要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

动摇”的体制机制，为各类所有

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竞相发展

的良好环境。

在邵志清看来，市场的公正

性、准入性非常关键，“是否有市

场壁垒、开放性如何等，都是影响

营商环境市场化的重要因素。”他

提到，现在许多企业参与招投标

的准入条件依旧很难。对于不同

所有制的企业，都应该一视同仁，

不能戴“有色眼镜”，或有资源倾

斜。“企业不应该以‘所有制’来划

分，而是应该看是否‘合法经营’，

是否有足够市场竞争力。”

吕红兵认为，要处理好市场与

政府的关系。经营主体是主体、是

主角，应当以经营主体的体验为指

标、以经营主体的满意为目标。

在上海，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

资企业应当均衡发展，各类经营

主体也要活力充分。“经营主体的

结构均衡性、发展动力内生性，构

成了上海营商环境优化的主体性

特征。从这一角度而言，正是上

海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优势。”

强化法治 营造生态
“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政

府是引领，是服务，是规范，是保

障。”吕红兵提出，随着政府职能

转变，政府行为“越位”与“缺位”

情形很少再出现，基本形成“到

位”局面，在新的发展阶段，需要

解决的是“精准站位”问题。一

方面，大道至简、政简易行；另一

方面，大道为公、以民为本，正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扎实

推进依法行政”“完善行政执法

程序，健全行政裁量基准”。

吕红兵举例说，上海已经推

出国内首份省级轻微违法不予

行政处罚清单。通过免罚清单

方式细化行政执法裁量基准，使

原则化的制度变为易操作的规

则，进而落地实施，惠及经营主

体和社会百姓，无疑为打造法治

化营商环境、提振市场信心添砖

加瓦。“从这一个角度而言，法治

政府建设，是上海优化营商环境

的最大得分项之一。”

邵志清认为，法治化意味

着“稳定”，即政策不能反复多

变，让企业无所适从，失去信心

与预期。同时，国际化意味着

营商环境对标的是世界最好水

平、最高标准，应该注重营商环

境的整体生态。其中，反馈与

评价能够彰显感受度。“比如

‘一网通办’，我们有内部的评

价体系，但从外部的角度来看

内部也同样重要。”他建议，可

以让海外侨团组织中熟悉国内

外情况的专业人士来评价国际

化程度，参考他们的评价建议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吸引人才 建设队伍
“从吸引人才的角度而言，

需要为更多青年创造干事创业

的机会。”邵志清告诉记者，这

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着力点之

一，要从适合青年发展成长的

角度去思考问题、制定普惠性

的相关政策。同时，政策执行

需要更加透明化，真正贯彻落

实下去。“不能制定的文件说得

头头是道，操作执行的时候却

是另一回事。”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文

史研究馆馆长汪胜洋认为，优

化营商环境还要注重基层公务

员队伍建设，尤其是基层行政

部门、执法部门、公共服务部门

的队伍建设是核心。

他分析，企业日常办事，主

要跟基层打交道。政府那么多

的政策是通过基层工作人员

服务下去的，他们如何服务、

水平如何、廉政如何，直接影

响到大家对营商环境的感受，

出问题最多的也在这个环节。

“把基层公务员队伍建成一支

高效、干净、高质量的队伍，事

关政府的形象，事关政策的落

地，事关民心。”

特派记者 陈佳琳 屠瑜
（本报北京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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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基层公务员队伍建成一支高效、干净、高质量的队伍，事关政府的形象，

事关政策的落地，事关民心。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贡
献了我国50%以上的税收，60%
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
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
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
数量。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
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民营经

济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政策扶持
存在一定温差，市场竞争面临隐
形壁垒，融资信贷、信用修复、企
业减负等普惠性偏弱，包容审慎
监管及企业合规有效性显属不
足等，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营经
济的健康发展。
因此，亟需制定民营经济促

进基本法，切实发挥立法在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的固根本、稳预
期、利长远的根本作用，以立法
引领、规范、促进和保障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其中，立法保障
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针
对政府采购、招投标等领域的隐
形壁垒开展清查整顿行动，同时
立法保障民营企业平等使用生
产要素，降低民营企业市场准入
门槛，破除投融资等环节的制度
性障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营造统一、公平、竞争、有序的市
场环境。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加快民营经济立法进程，努力营
造友好型营商环境；通过立法保
障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彰显了
国家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心，
极大提振民营经济发展的信心。

本报记者 姚丽萍 整理
陈正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