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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协同推进，打造“近悦远来”的一流营商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的“南通经验”

“潮涌长三角•向东看”调研式采访第 站 南通555

恒力（南通）纺织新材料产业园。 许丛军 摄

2020 年，南通 GDP 达 10036.3
亿元，成为江苏省第四座突破万亿
GDP的城市，仅次于苏州、南京、无
锡。今年上半年，南通半年GDP达
5483.17亿元，超过了同属万亿俱乐
部的合肥、泉州、济南，成为领跑
5000亿元梯队的“黑马”。

回望南通的发展历程，从默默
无闻的江苏东南部小城，到晋级“万
亿俱乐部”、走在发展前沿的标杆，
与他们多年来持续创优营商环境，
厚植高质量发展沃土密不可分。
近年来，南通市上下协同推进，以
便利化、市场化和法治化为重点，着
力破解人民群众的“烦恼”、企业生
产的“掣肘”、服务环节的“梗阻”，致
力于打造“近悦远来”的一流营商环
境。“行政审批一枚印章管到底”

“一个领域一支队伍管执法”获国
务院督查激励，成为首批全国市域
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

日前，记者走进南通市寻找优
化营商环境的“硬举措”“金点子”。

压减投资兴业“时间成本”

今年 3 月底，南通京源环保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京源睿谷生态科
技城项目实现“两天办五证、拿地
即开工”。该项目从土地摘牌至正
式开工仅用时一天半，顺利实现

“成交即交地、交地即发证、发证即
开工”，创造了南通项目审批新纪
录。截至目前，该市已有 9 个项目
实现“两天办五证、拿地即开工。”

“拿地即开工”是南通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道路上迈出
的坚实脚步。2016年，南通创造了
当时全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13 个
工作日的纪录。此后，南通市行政
审批局不断改革创新，力求在“13
天”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今年，《南通市工程建设项目实
施告知承诺制工作意见(试行)》《南
通市一般社会投资项目“拿地即开
工”审批服务实施办法(试行)》等文
件先后出台，为“拿地即开工”全面
推行建立工作机制，配置专属审批
流程、审批时限和事项表单，项目从
拿地到开工由13天压缩到2天。

“平台开放包容、企业守信践
诺、政府快审严管”是南通“拿地即
开工”最大特色。在招商阶段和土
地挂牌阶段，意向投资企业做出自
愿承担风险承诺，即可提请容缺预
审申请，政府相关项目审批部门迅
速展开容缺审查和代办帮办服务，
形成从立项至施工许可阶段所有
事项的预审意见。意向投资企业
摘牌获得土地使用权后，政府相关
部门即为其迅速转换正式许可。

“同时，我们还以告知承诺的
方式，将质量报监和安全措施查验

等前置条件，改为施工许可的后置
环节，施工许可一经正式批准，审
批系统即通知质量、安全监管机构
启动监管工作。”南通市行政审批
局工程许可处处长翟怀海介绍说。

近年来，南通市行政审批局持
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
境，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为抓手，狠抓平台建设，强化制度
创新，全力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提速增效。目前已全面实现从立
项到具备首次产权登记条件的政
府投资项目、一般社会投资项目和
小型社会投资项目审批时间分别
控制在80、60、40个工作日内。

南通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稳步
迈入“快车道”，引得企业项目纷纷
侧目，城市“好感度”持续提升，这
是该市大刀阔斧地进行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的一个缩影。

自2001年起，南通市启动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先后经历了物理整
合、流程再造等“阵痛”阶段，于2015
年成立全国首家地级市行政审批
局，将市场准入、投资建设两大领域
中原来由15个部门行使的53个大
项115个小项行政审批事项划转审
批局，探索“一枚印章管审批”。

以提升企业开办便利度为目
标，南通市行政审批局在大厅、银行
网点等地设立企业开办“一站式”服
务专区，提供企业开办涉及的6项职
能集成服务，并推动企业开办线上

“全链通”办理，全程电子化率达到
98%；创新住所登记制度改革，联合
公安、自规局构建住所标准地址库，
企业提交承诺、系统自动辨别。

此外，南通市还开展了电子证
照应用试点，实现电子营业执照跨
地区、跨部门、跨领域应用，全省首
个实现分公司跨省登记“纸质材料
免提交”，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实
现即办即取。得益于各部门共同
努力，去年南通市新登记各类市场
主体14.15万户，同比增长17.10%，
企业开办指标在全省营商环境考
评中位列第一。近年来，南通市推
动业务流程再造，合力化繁为简、

打通梗阻，刷新出一个个“南通速
度”，最大限度压减在南通投资兴
业的“时间成本”。

创优服务提升市场主体获得感

大部分投标过程中，在南通
市行政审批局不见面开标室里，
只有两三名工作人员进行操作。
散布在广东、上海、江苏等地的投
标人在各自单位通过“不见面”开
标系统参与投标开标，解密所有
投标文件过程耗时不超过 15 分
钟。随着评标结果的及时公布，
投标人便能轻松完成投标工作。

聚焦传统招标中存在的交易
程序冗长、投标成本高、工作效率
低、监管难以联动等“堵点”、“痛
点”，以“惠企、便民、降费、提效”为
目标，以“互联网+公共资源交易”
为实施路径，早在 2017 年，南通市
在全国首创“不见面开标”模式，并
在全国复制推广。

“投标人不用到现场来，更加
省事省力省心；评标专家从全市、
甚至全省的专家库里随机选择，更
加公平规范。这吸引了更多的外
地企业来南通投资。”南通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工程交易科负责人
陈洪军告诉记者。

据介绍，该市自主开发的“鸿
雁不见面开标系统”已实现 PC 端
和移动端应用，去年“不见面”交易
率达77.82%，政府采购电子化交易
率达到97.8%。

南通市的公共资源交易也同
样经历了从平台融合到业务融合、
数据融合的过程。现在的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覆盖建设工程招投
标、政府采购、国有产权交易等业
务，纵向贯通省、市、县；“不见面”
交易模式入选国务院数字政府建
设案例，目前已在全国 180 多个
地区推广。在全国首家开发建设
的直开式投标保证金电子保函服
务平台，实现了电子保函从申请、
开具、传输、管理、运用到退还（索
赔）6大环节全流程电子化办理，降
低企业交易成本。自去年 4 月上

线以来电子保函担保金额已突破
121 亿元，服务企业 6640 家，服务
次数6万余次。

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前移”“下
沉”政府服务，南通市还从去年开始
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围绕法
人“全生命周期”、项目“全流程建
设”和个人“全生命周期”，以企业群
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为突破点，
推出了工伤认定、二手房交易、人才
落户、新生儿出生等“一件事”，并选
取55件高频“一件事”编制、发布了
服务标准。通过流程再造、系统重
建，申请材料精减50%以上，办理时
限压缩60%以上；材料通过网上申
报、审核、认定、送达，企业群众跑动
次数减少70%以上。

此外，各相关单位还制定出
“全城通办”和一次办、马上办、网
上办事项清单，通过互联网、大数
据等技术，让市场主体享受更为便
捷的优质服务，提升市场主体获得
感；覆盖全市的四级代办服务体
系，为大到项目报建、小到缴纳水
电费等事项，提供代办帮办服务，
提升企业群众满意度；在全省率先
开展省级以上开发园区全链赋权，
赋予开发园区市级权限 432 项，县
级权限 209 项，实现“区内事区内
办”，为园区企业提供了极大便利。

打造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品牌

营商环境是生产力，也是竞争
力。“优化营商环境是一项系统工
程，南通的做法是树立系统思维，
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
通过小切口解决大问题。”南通市
发改委法规处处长张朋月表示。

如何树立系统思维？南通市
委市政府明确提出打造“近悦远
来”的一流营商环境，相关部门
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作为一项重
大改革任务。贯彻落实国家、省
关于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举措的同
时，结合南通特色，构建“1+N”
政策文件体系，形成了以 《关于
持续优化环境实施意见》 为导
向，以年度工作要点为基础，以
部门行动方案为支撑的政策落实
体系。同时，全市在提升交通能
级、强化人才引进、打造生态宜
居环境等方面协同发力，为市场
主体发展构建一流软实力。

推进工作方面，南通市建立
市级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联席会议
制度，统筹协调 32 家单位上下联
动、左右协同，形成齐抓共管、
协同推进的工作合力。组织精干
力量成立综合协调、监测监控、
投诉处置和综合考评四个专项工
作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和专题
协调会议。 （下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