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阅读

推广数字证书跨区域互
认，实现远程在线投评标，推
进信息资源共享共用……为
打破公共资源跨区域交易壁
垒、优化交易服务，2020 年
底，安徽、江苏、浙江多地市
共同成立长三角区域公共资
源交易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合
作联盟。一年多以来，合作
联盟不断深入探索，为助力
区域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发
展注入了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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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经济，要让市场主体真解渴、

早受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

求，要稳住市场主体，对受疫情严重

冲击的行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实施一揽子纾困帮扶政策。

各 项 政 策 如 何 靠 前 发 力 ？ 各

类机构如何发挥合力？为加快一

揽子政策措施落地生效，还有哪些

工作亟须完善？围绕这些问题，本

版推出“抓好助企纾困政策落实”

系列特别策划，约请多位行业专家

进行探讨。

——编 者

今 年 以 来 ，由 于 种 种 原 因 ，一

些企业订单减少、回款压力加大，

尤其是中下游小微企业盈利空间

受到挤压，小微企业的生存发展面

临压力。

包括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

在内的一系列惠及市场主体的政策

适当靠前发力，让市场主体尽快感

受到政策“暖风”，能够有效为中小

微企业纾解困难，保生存、求发展，

既是稳经济，也是稳就业。

一是实施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

持政策，以公平、直接、有效的方式

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及个体

工商户纾困解难、提振信心。今年

以来，国家实施了 33 项税费支持政

策，包括 2022 年出台的 13 项政策，

以及延续实施的 20 项政策。组合

式的税费减免政策为市场主体减负

纾困，也有利于增强小微企业的盈

利修复能力。

二是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引导金融机构为小

微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缓解企业资金链紧张。财政通

过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政府性融资担保增信等方式，强

化对小微企业的“精准滴灌”，与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

具、支农支小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协同发力，有效引

导金融资源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三是用好政府采购等政策工具。如提高小微企业

的价格评审优惠，增加面向中小企业的预留份额，为中

小企业参与采购活动提供便利等，进一步扩大中小企

业获得的采购合同份额。支持大型企业搭建重点行业

产业链供需信息对接平台，利用市场化办法引导上下

游稳定原材料供应和产销配套协作。支持产业链中的

大中小企业抱团取暖，健全大中小型企业共生发展的

生态。引导大型企业发挥带头作用，及时采取扶持措

施，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四是通过增加有效投资，支持扩大消费需求，引导

供给需求形成良性循环，引导市场主体预期改善。盘

活存量资产，用好增量资金，扩大有效投资，带动民间

投资。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

补短板、强弱项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重大项目投资建

设，增加公共消费，支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支持

科技创新，促进数字经济、新经济发展。

（作者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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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言·特别策划
抓好助企纾困政策落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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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请后，比预期提前 10 天完成项

目 结 算 三 审 ，当 天 就 收 到 了 工 程 尾 款 。”看

到账上的 260 万元，赛斯环保公司项目经理

张勇赞叹，这个“办不成事”窗口真是“办得

成事”。

在湖南湘江新区政务服务中心，有一个

“办不成事”窗口。“合法合规的事情，但凡办

不成的时候都可到这个窗口反映。”政务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徐剑说。

赛 斯 环 保 承 建 了 新 区 一 个 水 处 理 工

程，因急需资金，公司希望尽快拿到工程款。

在“办不成事”窗口反映后，企业诉求当天就

转至新区财政投资评审中心，最终得到满意

结果。

“设立‘办不成事’窗口，就是为了让企业

‘办得成事’。”长沙市委常委、新区管委会主

任谭勇说，通过这一窗口，倒逼各部门更快更

优为企业和项目建设服务。

“办不成事”窗口的设立，是湘江新区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面镜子。近年来，新区

不断优化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减少合并审批

事项，推行“容缺审批”；建立“五个一”帮扶机

制，实行一个项目或企业由一名领导牵头、一

个部门归口、一名特派员联络专办、一名医护

人员进行防疫指导的帮扶服务。

打开手机应用约车，不到几分钟，一台出

租车便停过来。车上虽有司机，却全程不进

行操作，这是湘江新区在测试区开通的无人

驾驶出租车。

目前，新区已集聚了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上

下游关联企业 400余家。

在中汽院智能网联汽车检测中心（湖南）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浪看来：“产业之所以快

速发展，是因为新区将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

试和应用示范事项纳入风险备案，打消了我

们的顾虑。”

这家公司是长沙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

试的第三方管理机构，由于业务内容新，在政

策、测试与应用、智能网联基建等方面都需要

不断探索，一度畏手畏脚。新区进行机制创

新后，解决了公司管理层的后顾之忧，公司发

展脚步不断加快。

“新区的职能就是创新，先行先试，所以

要建立相应机制，保护大家创新的积极性。”

新区纪工委负责人介绍，新区出台了《关于开

展改革创新担当作为风险备案工作的实施办

法（试行）》，明确在优化营商环境、发展新兴

产业、破解历史遗留问题等 6 个方面，需打破

常规或惯例，对现有体制机制有较大突破探

索的工作，可向纪工委提出备案申请。

开展“告知承诺制”审批，在建设单位承

诺补齐缺少的一些非核心材料的情况下，先

行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对企业投资很重要。

不过，相关风险可能会落到一些具体经办人

员身上。新区纪工委及时把这项工作纳入了

风险备案，有力推动了项目建设。目前，新区

对长沙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孵化基地等 119
个项目实行告知承诺审批，总投资额超过 800
亿元，缩短开工时限 1 个月。

“力争到 2026 年，GDP 突破 5000 亿元，占

全省比重由 6%提升至 8%左右。”谭勇说，湘江

新区将加快打造“四个新区”，即高端产业新

区、前沿创新新区、开放活力新区、一流品质

新区，奋力挺进国家级新区“第一方阵”。

湖南湘江新区——

布局新兴产业 创新优化服务
本报记者 何 勇

本版责编：林 琳 吕中正 韩春瑶

甘肃新能源利用率快速提升
由2016年的 60.3%升至 2021年的 96.8%

本报兰州 6月 13日电 （记者银燕）记者日前从甘肃省

政府新闻办获悉：当前，甘肃新能源装机达 3155 万千瓦，占

全省装机总量的 49.31%；累计消纳新能源电量 1978 亿千瓦

时 ，新 能 源 利 用 率 由 2016 年 的 60.3% 提 升 至 2021 年 的

96.8%，增幅位居全国前列。2021 年，新能源发电量 446 亿

千瓦时，较 2016 年翻了一番。

据 介 绍 ，甘 肃 省 增 加 新 能 源 消 纳 能 力 ，积 极 拓 展 省

内、省外市场。2021 年，甘肃省内售电量首次突破 1000 亿

千瓦时。5 年来，电能替代 432 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

煤 2389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8 亿吨；跨省跨区外送电量

累计 1987.7 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 718.9 亿千瓦时，占

比 36.2%。

6 月 10 日，山东聊城临清市

康庄镇柴吕油村，农机正在田间

作业。

据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

至 6月 13日下午 5时，我国第二大

小 麦 主 产 区 山 东 应 收 小 麦 面 积

6003万亩，已收 4022.3万亩，占应

收面积的 67%。

侯琳良 张子水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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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资源交易事关公益民生、经济社会

发 展 。 2020 年 底 ，安 徽 省 宣 城 市 会 同 芜 湖

市，江苏省苏州市、南通市，浙江省湖州市、嘉

兴市等 6 个地市作为发起城市，在宣城市共

同发起设立长三角区域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合作联盟（以下简称“联盟”）。

成立一年多来，联盟的“朋友圈”不断扩

大，发展现状如何？联盟在持续探索长三角

区域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方面，克服了哪些

难点，解决了哪些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推进数字证书跨区域互认

手机一扫，用于电子身份认证的 CA 证

书（一种由特定机构数字签名的、包含公开密

钥以及公开密钥拥有者信息的电子文档）就

会出现——对留冰来说，这解决了一个长期

困扰他的难题。

留冰是浙江一家绿化建设公司负责投标

的工作人员，面对各种招标项目，申领 CA 证

书是重要内容之一。“公司经常在长三角区域

投标，以前都得申领 CA 证书。”留冰坦言，过

去是一地一办，多的时候，一个投标人身上要

带几十把 CA 锁（CA 证书的存储介质），申领

过程麻烦不说，单独申领也有不少费用。

2021 年 11 月，安徽省宣城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络平台上的一则招标信息吸引了留

冰的注意。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个采购项目

的招标流程上，出现了“长三角 CA 互认”。

留冰随即下载了长三角 CA互认平台手机

应用。实名认证、上传信息、提交申请……不

到 20分钟，他就成功申领了长三角互认的 CA
证书，且不再需要传统的实体CA锁进行存储。

紧接着，他登录了宣城市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使用刚申领的 CA 证书，直接进行在线

投标。“这可方便了不少！”留冰说，如今有了

电子版长三角 CA 互认，可以在区域内的多

个地方畅通使用，大大节约了异地投标的时

间和费用。

过去，在各地申领 CA 证书的技术标准

与认证规则不一，市场主体每到一地参与招

投标活动，至少要办理一个证书，甚至在同一

地区不同交易系统中，也得办理不同证书，增

加了交易难度。

为打破行政壁垒、优化交易服务，2020
年 12 月，联盟在宣城成立，头一件事就是在

推进 CA 证书跨区域互认上下功夫。

制定统一技术标准，搭建长三角 CA 互

联互通平台，联盟逐渐将互认范围扩大到长

三 角 区 域 的 23 个 城 市 。 截 至 今 年 5 月 ，共

276 个市场主体办理了长三角互认 CA 证书，

登录长三角区域公共资源交易系统 4390 人

次，使用签章 7773 人次。

在联盟范围内，还可以实现公共资源交

易市场主体信息共享，有助于解决公共资源

交易数据跨区域共享难、企业跨区域交易不

便利、交易业务跨部门协同办理难等问题。

截至目前，联盟内已共享交易主体基本信息

16 万余条、企业资质信息 14 万余条、从业人

员信息 36 万余条。

实现远程在线投标、评标

去年 11 月 1 日，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区域公司副总经理管军，在江苏省

南通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络平台上，关注

到一条最新的招标公告：南通国际会展中心

酒店项目精装修工程一标段正在招标。

作为一家装饰类企业，管军第一时间就安

排工作人员报名。这是企业投标的第一步。

如果在过去，企业报名要先到南通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办事大厅，申领 CA证书、领取信

用手册。完成报名后，企业根据具体要求准备

投标文件。开标当天，企业相关人员带着投

标文件，赶到南通，参加开标会议和答辩……

现在则便利了很多。“我们用 CA 锁登上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自动生成企业信息，

报名过程只用几秒钟。”管军介绍，从网站下

载具体要求、上传投标文件，不用来回奔波，

节省了大量成本。

这不，到了去年 11 月 23 日评标那天，管

军就和同事坐在电脑前，准备通过“虚拟大

厅”在线答辩。

另一头，23 日早晨 7 点半，位于南通的江

苏爱德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部门经理徐

茂斌收到一条短信：上午 10 点到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参加评标。直到走进评标室，他才

知道即将评的是什么项目。而他只是江苏省

3 万多名评审专家中的一员，这次被系统随

机抽中了。

坐进评标室，另两位本地评委已经到了，

视频中还能看到浙江、安徽两个分会场，各有

两位专家，一共 7人。评委们通过电脑逐一查

看企业的投标文件、独立评分。“就像高考阅

卷，投标文件是暗标，是经过数字化处理后的

电子版，看不到名字；答辩互动也是在线提交，

声音会经过处理。”徐茂斌告诉记者，整个过程

中，评委和投标公司不见面、不接触，最后去掉

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得出排序结果。

作为投标人的管军也看不到评委，更不

知晓竞争对手。这种“双盲”的感觉让他很安

心 ：“只 看 企 业 的 实 力 和 方 案 ，更 加 公 平 公

正 。”两 个 小 时 后 ，企 业 就 收 到 了 中 标 的 结

果。后续领取中标通知书和签约，都是通过

网签操作、在线生成。

南通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任汤骏介

绍，远程在线投标、评标，改变了在特定场所

面对面的传统做法，一台电脑甚至一个手机

就能完成全部交易活动，两三个小时就能完

成评标定标，确保了机会平等，让优秀企业成

为最大受益者。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专家资源共享，评委

资源不足、易受干扰、独立性差等问题得到了

解决。评标专家各自分散、彼此隔离，通过网

络共同评标，最终汇集形成评标结果。目前，

南通已与浙江的温州、湖州以及安徽的宣城、

芜湖等地合作，建立起远程异地评标机制，凡

是重大项目，都通过网络评标系统由多地评

委共同完成评审。

推进合作内容精准对接，
彼此取长补短

对于成长中的联盟来说，进一步加强各

类信息库互联互通、推进合作内容精准对接，

是未来的合作方向。

作为今年的联盟轮值单位，南通计划加

大联盟城市间的协作力度、扩大覆盖范围，持

续推进市场主体信息登记、评审专家资源共

享、交易信息互联互认、信用信息联动使用等

方面在长三角区域的共享共用。

“通过对文件自动扫描查重、IP 地址捕

捉等，我们能及时发现内容互相借鉴、位于同

一栋建筑等可能存在的串标行为，增加对远

程投标的监管。”汤骏介绍，联盟城市正在合

力构建的大数据分析模型，将进一步解决围

标串标发现难、取证难、查处难等问题；正在

开 发 中 的 智 能 辅 助 评 标 系 统 ，预 计 能 节 约

80%的工作量，减少人为干扰、保障评审质量

的均衡稳定。

进一步紧密合作、取长补短，才能让联盟

前景更广阔。

浙江省发改委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处有关

负责人介绍，浙江将充分发挥在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整合共享中积累的经验和优势，与上

海、江苏、安徽加强沟通对接，推动在长三角

区域建成信息深度共享、市场充分开放、竞争

公平有序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体系，有力支

持和服务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推进长三角区域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体制机制的创新突破，

这离不开区域三省一市主管部门的支持。”宣

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任汪琰认为，应加

强政策支持和部门协调，建立区域公共资源

交易政策协调和监管协同机制；通过深化区

域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互联互通，实现各类信

息资源区域内充分共享互认，让信息资源发

挥更大效用。

打破行政壁垒 优化交易服务 加强互联互通

长三角区域探索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
本报记者 姚雪青 游 仪 窦瀚洋

（上接第一版）

今年 4 月出台的《湖北省推进油菜机收减损工作方案》

提出，对亩产 150 公斤以上，尤其是亩产 180 公斤以上的高

产田，建议采取分段收获方式，力争到 2025 年，全省分段机

收损失率控制在 6％以内，并形成油菜机收技术模式和省

级地方标准。

农民的理念更新了，设备也要跟上。减损机具如何选

型，农机部门下了一番功夫。市农机发展中心陆续从各地

引进 7 种不同型号的割晒机，同时鼓励本地农机企业进行

自主研发。

走进荆门屈家岭车友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门

口，专业检测人员围在一台收割机前，拿着尺子仔细测量割

台的尺寸。

“检测合格后，我们生产的设备就能申请进入农机购置

补贴目录了。”公司总经理李洪说，前段时间，一名客户反映

种植的油菜秆茎粗壮，普通刀片容易损坏。李洪订购了一

批专用刀片，根据客户需求定制适合的产品。

听说农机合作社购置了车友公司生产的设备，裴青云

立刻联系农机手下了订单。“家里种的是新品种，颗粒大、个

头矮、枝蔓少，很适合机收。今年亩产接近 200 公斤，是个

丰收年！”

据测算，通过分段收割、机收减损，湖北省今年多收油

菜超过 5 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