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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 月，家住浙江温州平阳县的颜

孙乐从朋友手中盘下一间餐厅，本以为

要过段时间才能重新开张，没想到手续

办理速度如此之快。

“以前转让店铺，要在注销旧的营业

执照后重新注册，这期间餐厅要停业，怎

么也得至少 1 周时间。如今可以直接转

让个体户营业执照，大大减少了停业期

间的损失。”颜孙乐说。

从办理转让到再次开业，颜孙乐前

后用时不超过 1 天，为什么能如此便利？

优化准入环境
活力日渐凸显

粉墙黛瓦，依水而建，平阳县鸣山村

非遗文创街区，是当地精心打造的一条

商 业 街 ，如 今 已 成 为 颇 有 名 气 的 打 卡

点。颜孙乐的餐厅就在这条街区内。

沿着非遗文创街一路走下来，记者

发现一件新鲜事——不少店铺招牌旁悬

挂着“简易登记试点商户”“免登记经营

试 点 商 户 ”“ 无 固 定 场 所 经 营 区 ”等 标

志。颜孙乐餐厅的招牌旁也挂着醒目的

标 志——“个 体 转 让 试 点 商 家 ”。“这 和

‘双定三减’政策有关，如今这里人气高

了，生意也更旺了。”颜孙乐对记者说。

店铺为啥要悬挂这些标志，颜孙乐

口中的“双定三减”又是什么？

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分

局副局长陈浩洲介绍，2019 年，由温州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对在指定时间和

指定范围内开展的，利用个人（或家庭）

技能谋生的传统手工艺等八大类行业经

营活动放宽经营限制，通过减少或免除

登记材料、时间和流程等，最大限度下放

登记许可权限，被称为“双定三减”。

2019 年，平阳县将鸣山村非遗文创

街区划为试点区域，对辖区内商铺和个

体户探索实施“双定三减”优惠政策，“像

颜孙乐的餐厅，就享受到了这项政策的

实惠，个体户营业执照可实现直接转让，

大大缩短了行政审批时间。”平阳县市场

监 督 管 理 局 登 记 注 册 分 局 局 长 杨 淑 芬

说，不仅如此，通过租金减免、商标注册、

产业转型等各项帮扶政策，个体工商户

登记便利度不断提高，创业门槛和成本

大幅降低。

“在这之前，来平阳游玩的人多，留

下来消费的却很少，一直面临市场主体

不愿进驻的困境。‘双定三减’政策实施

后，经营主体明显增多，形成了非遗文创

街、特色小吃街和综合民宿区三大板块，

共 聚 集 经 营 户 152 家 ，日 均 客 流 量 达

2000 人次，户均每年纯经营收入增长约 3
万元。”杨淑芬说。

看到非遗文创街划定了无固定场所

经营区，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流动

摊贩备案后可在此经营，家住附近的王

天章夫妇俩也跃跃欲试，在这里摆起了

流动摊位。“我们白天干农活，晚上就在

夜市上摆个小吃摊，生意好的时候，一晚

就有 1000 多元进账咧！”王天章笑道。

审批权限下放
监管包容审慎

这项政策缘何而起？陈浩洲向记者

道出原委：“主要还是针对温州民营经济

占比高的特点，想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

在温州，中小微企业占比较大，个体

户占比高达 70%。“这部分市场主体的活

跃程度事关温州经济的健康发展。”陈浩

洲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中小企业和个

体户普遍遭受了不小的冲击，如何增强

实体经济的活力，成为温州面临的一大

考验。“叠加影响之下，必须从政策层面

释放红利。”

实施“双定三减”，注册登记材料怎

么减免，流程又该如何简化？

陈浩洲介绍，对无固定经营场所的

经营户免予办理工商注册，由所在村居

负责实行备案管理，对有固定经营场所

的经营户降低准入标准，积极推行住所

登记承诺制、即办制等简易登记模式，审

批时间也大大缩短。“以企业开办为例，

以往需要 7 份材料，经历 4 个环节，3 到 5
个工作日，还需花费 700 多元成本；如今

只需 1 份材料和 1 个环节，当天就可办

结，并且是零支出。”

“ 不 仅 如 此 ，我 们 还 最 大 限 度 下 放

登记许可权限。”陈浩洲补充说，在“双

定三减”政策所划定的经营区内，所在

地 企 业 登 记 机 关 享 有 与 市 本 级 企 业 登

记机关相同的企业登记和变更权限；试

行个体工商户营业转让，通过变更经营

者 、延 续 原 个 体 工 商 户 字 号 名 称 等 方

式，满足个体工商户营业转让的实际需

求；还为区内经营户开通商标注册和专

利申请“绿色通道”，安排专人提供“一

站式”服务。

如今，这样的经营区已成为温州各

相关部门推行惠企政策的“试验田”，温

州各地通过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

与，因地制宜地推出了多种优惠政策。

政策实惠这么多，执法监管又该如

何落实？

陈浩洲告诉记者，经营区内实行的

是包容审慎的“双随机”监管模式——减

少对经营区内企业抽查比例和频次，避

免过度监管和多头检查，并配合柔性执

法；同时，对食品类和无固定经营场所经

营户加大日常巡查和商品抽检力度，确

保不发生安全事故。

直击痛点难点
增强协同配合

从 2019 年开始探索至今，温州共选

点创建“双定三减”经营区 25 个，入驻经

营户 3517 家。其中，有固定经营场所经

营 户 2587 家 ，无 固 定 经 营 场 所 经 营 户

930 家。

浙 江 大 学 经 济 学 院 教 授 宋 华 盛 认

为，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有效激发市场

主体的活力，允许先行先试，为中小企业

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成长环境，探索中小

企业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不仅如此，

政策还有不少创新点，比如审慎监管和

柔性执法，在守牢重点行业安全底线的

前提下，减轻了市场主体的负担。”

“这些举措降低了市场主体，特别是

小微主体的市场准入门槛，进一步下放

了市场主体登记的管理权限，是一场生

动的地方实践。”浙江省委党校法学教授

骆梅英说。

其实在探索过程中，相关部门也遇

到了不少困难。陈浩洲坦言：“作为一项

创新性改革举措，允许流动摊贩备案经

营等措施虽然有推广价值，但在推广上

阻力不小。目前仅靠我们全系统推动，

在各部门间配合度不够高，也难以形成

合力。”

对此，骆梅英认为：“还应在实践中

积极寻求最佳路径，理顺不同层级部门

之间的审批关系，以推进优惠政策更好

落地。”

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宽松成长环境

温州最大限度下放登记许可权限
本报记者 窦瀚洋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指出，“要继续做好‘六稳’、‘六

保’工作特别是保就业保民生保

市场主体”，“要继续面向市场主

体实施新的减税降费，帮助他们

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减负纾困、恢复发展”。

中小企业好，中国经济才会

好。如何切实帮助中小企业渡过

难 关 ，加 快 提 升 中 小 企 业 竞 争

力？今天起，本版推出“支持中小

企业发展”系列报道，展现各地支

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创新经验、典

型做法，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取

得新成效。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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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整个社会
来说，职业教育将
有利于壮大人才队
伍、优化劳动力结
构 。 深 化 产 教 融
合、校企合作，让更
多专业的设置与产
业需求同频共振，
职业教育必将释放
更大活力

提到职业教育，大家

会想到什么？是烹饪、美

发，还是酒店管理、汽车维

修？这些都是身边常见的

职业技能，笔者发现，其实

职业教育里也有一些科技

感十足的专业。

一位从小对电脑很感

兴趣的朋友，在职业学校

选择了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毕

业后，他进入一家互联网公司从事

计算机编程工作，如今，经常在朋

友圈里分享自己的工作点滴，字里

行间透着自信与满足。

说起来，这几年职业教育越来

越热，成为不少人完成义务教育之

后的选择。

从 个 人 的 能 力 建 设 来 看 ，职

业教育提供的丰富选择，能够成

为 年 轻 人 进 入 工 作 岗 位 的 敲 门

砖。《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

显示，职业教育共设置 97 个专业

类、1349 个专业，无论是传统工作

技能，还是与现代科学技

术 结 合 更 紧 密 的 专 业 技

能，都能在其中寻得一席

之地。

从 个 人 的 职 业 发 展

来看，不断优化的课程实

践体系，为学生提前接触

社 会 提 供 了 良 好 的 机

会。近年来，职业教育不

断 发 展 变 化 ，对“ 产 教 融

合 ”的 要 求 越 来 越 高 ，这

意 味 着 年 轻 人 可 以 在 学

校 阶 段 就 提 前 感 受 职 场

生 活 、丰 富 工 作 阅 历 ，为

迈 出 校 门 后 的 职 业 生 涯

打下基础。

如果将视野进一步放

大，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职

业教育将有利于壮大人才

队 伍 、优 化 劳 动 力 结 构 。

当前，随着我国制造业持

续转型升级，特别是数字

化进程加快，企业对员工

技 能 水 平 的 要 求 越 来 越

高。教育部、工信部等部

门调查显示，仅制造业十

大重点领域中，到 2025 年

技能人才缺口将近 3000 万人。显

然，职业教育将在解决技能人才缺

口特别是高技能人才供不应求等

问题上持续发挥作用。

未来我们应进一步完善职业

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不断增强其适应性，让

更多专业的设置与产业需求同频

共振。如此，职业教育必将释放更

大活力。

这不，笔者的那位朋友又在朋

友圈留言，提到自己想继续学习编

程，深化专业技能。他说：“专于一

业，精于一事，无关学历，贵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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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宁 12 月 27 日电 （记者

庞革平）今年以来，广西积极探索政

务服务改革，实现户口迁移、流动人

员人事档案接收转递、门诊费用跨省

份直接结算等多类群众关注的高频

政务服务事项跨省份通办。截至 11

月底，广西 14 个设区市分别与 12 个

省份 40 个市开展点对点跨省份通办

合作，实现广西 2595 项高频政务服

务事项在其他省份可办，4987 项高

频政务服务事项在广西可办，全区跨

省份通办事项办件量超过 10 万件。

广西推进政务服务改革利企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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