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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政放权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支撑。从某种
程度上讲，没有简政放权的深化，就难以激发经济增长的
内生动力。”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
贾晋京对本报分析称，简政放权有利于厘清政府和市场的
关系，促进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推动中小微企业和新产业
新业态快速发展，从而打开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2014 年 3 月起，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
实施。从“先照后证”到电子营业执照，从“三证合一”
到“五证合一”再到“两证整合”，一系列简政放权、优化
服务的组合拳相继推出，让市场主体的获得感不断增强。

“4年前我注册一家公司，各部门来回跑了20多趟还没
办好，后来花了 2000 元找中介办，3 个月后才拿到所有证
章。如今再开公司，递交材料第二天就拿到了证照，一分
钱中介费也不用花。”在广东省广州市南沙新区，从事外贸
业务的翁小姐用切身经历讲述了改革给自己带来的好处。

在北京，60%以上的工商登记业务已经能够通过网上完
成，企业创业成本持续下降，平均创业时间较改革前减少
10天。据北京市工商局统计，北京大约每150秒就会诞生1
户新企业。

“商事制度改革效应持续释放，新设企业保持旺盛增长

势头，成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动力。众创空
间、创客工场以及‘互联网+’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的蓬勃发展，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活力。”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张茅说。

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近年来，中
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全球排名逐年前移，2016年比 2013
年累计上升了18位。与此同时，新增市场主体呈现“井喷
式”增长。2016 年全国新设企业 552.8 万户，同比增长
24.5%，日均新设企业 1.51万户，比 2015年高出 0.31万户。
个体私营经济、小微企业蓬勃发展，带动就业效果愈加显
著。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实有3.1
亿人，比 2015年增加 2782.1万人；小微企业活跃度不断提
升，新设小微企业周年开业率达70.8%，近八成开业企业实
现营业收入。

“市场主体增加，意味着更多的人口和资源参与到企业
建设、市场活动中，有利于积极探索新技术、新模式、新
业态，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贾晋京表示。随着简政放权
持续深入，市场和社会的活力不断被激发出来，中国经济
必将实现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真正走向创新驱动的发展
模式。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继续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
能，是党的十八大确定的一项重大任务。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高度
重视，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了决策部署。新一届政府
开门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
府职能，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作为“先手棋”。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这轮简政放权的重要目标。
中国当前正面临着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等严峻困难和
挑战，但这些困难和挑战也正在倒逼我们创造一个最好
的创业时代。简政放权、削减审批、降低门槛、优化服
务，目的正是给亿万劳动者搭建“创平台”，在全社会
培育“创新客”，为中国经济发展引入“创动力”，从而
加速建设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时代”。

在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的过程中，放得下、接得住、
管得好是三个紧密衔接、相互依存的重要环节，任何一
个环节的成效都关乎这轮改革的成败。只有做到坚决
放、有效接、创新管，三举齐下、协力推进，才能真正
实现放管结合、活而有序的最佳状态。

坚决放，直接决定着这轮简政放权的开局。行政权
力天生就具有自我膨胀和扩张的本性，让政府削自己的
权、割自己的肉，必然会遭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困难和阻
力。这一轮简政放权虽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一些部门
和地方对行政审批权仍然恋恋不舍。只有坚决放，才能
破除一切举棋不定、迟疑不前的观望行为，打破一些部
门权力过分集中的利益格局，铲除权力寻租、腐败滋生
的“土壤”，改变旧的政府管理理念和方式，真正简出
活力、放出效率，加快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
的现代政府管理模式和方式。

有效接，直接关系着这轮简政放权的中局。简政放
权既要放也要接，权力悬空不行，“自由落体”不行，
在基层、市场和社会“消化不良”也不行。接不好，必
然导致放不下、放不合理、放不彻底。这就要求政府、
市场、企业、社会科学定位、各就各位，该交给下级政
府的交给下级政府履行职责，该交给市场的交给市场自
我调节，该交给企业的交给企业自主决策，该交给行业
组织、中介机构、社会组织的交给其自治管理。

创新管，直接影响着这轮简政放权的结局。当前，
中国市场经济秩序还很不规范，一些市场主体不讲诚

信，假冒伪劣屡禁不绝，侵犯知识产权时有发生，市场
违法行为比较严重。商事制度改革推动新的市场主体大
量涌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助力经济领域新产业新业态
如雨后春笋，如果不加快创新监管方式、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市场秩序混乱就可能加剧，“劣币驱逐良币”的
扭曲效应就可能放大，简政放权的正能量就可能消失。
长期以来，一些监管部门和监管人员习惯于以审批方式
管理经济和社会，对审批熟门熟路、经验丰富，而一旦
削减了审批，就不知道如何监管，新办法不多、新知识
不够。我们要认识到，只有创新管，各级政府才能有效
适应简政放权对市场监管的新要
求，确保市场秩序不因放权减权
而混乱，社会自治不因放权减权
而失序，真正实现以权力的减法
赢得市场和社会活力的乘法。

（作者为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副主任、党组成员，邹雅婷摘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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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内，有一件特殊的收藏品：一个长宽各不足半

米的玻璃箱里，摆放着 109 枚废弃的红色公章。两年多前，天津市滨海新区首创

“一颗印章管审批”，解决以往审批权分散、涉及部门众多、监管难度大等问题，提

高了行政审批效率。原来的109枚公章被封存起来，成为这段改革历史的生动写照。

本届政府把加快转变职能、简政放权作为开门的第一件大事来抓，4年间，国务

院取消或下放 618项行政审批事项，彻底消除非行政许可审批，取消国务院部门职

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共434项……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

服务是本届政府行政改革的亮点，也是着力最大的领域。本届政府正在从根本上改

变政府过多干预市场、干预社会以及政府越位、错位、不到位等问题，最大限度地

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清障搭台，促使中国经济全面转向

创新驱动型发展。

2014年11月15日，在天津市滨海
新区行政审批局办事大厅，国家博物
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黄振春用一本红
色的收藏证书换回了一整箱被封存的
公章。它们大部分由木头或塑料制
成，其中最大的印章如拳头般大小。
有些章看起来已经使用了多年，红墨
的印迹深深浸入木质纹理中，仿佛无
声地诉说着它们曾经代表的权力。“这
些公章是政府简政放权的生动见证，
也是中国当代改革开放史的重要文
物。”黄振春说。

2014 年 5 月，天津市滨海新区成
立了全国首个行政审批局，将分散在
18 个不同单位的 216 项审批职责合并
到一个部门，用1枚审批专用章取代了
原来的109枚公章。同年9月，在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的见证下，这109枚公章
被永久封存起来。时任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局长张铁
军亲自合上了装满公章的箱子，并贴上了一张写有当
天日期的白色封条。

虽然公章交接这一天是在周末，但许多干部还是
赶到了行政审批局，与这些公章做最后的告别。“这
个章、那个章我都用过。”一位处长指着几枚废弃的
公章感慨道，“再见就得去国家博物馆参观了。”她表
示，自己逐渐习惯了全新的工作模式，“权力少了，
但责任更大了。”

在行政审批局成立之后，天津市滨海新区继续深
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削减重复、交叉的审批事项，
将原有 216 项审批事项减少到 147 项。同时，由于审
批机构的精简和人员的减少，政府行政运行成本降
低，滨海新区将节约的成本反馈给社会，停止了14项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年减少收费近6000万元。

“在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基础上，我们不
断进行内部流程机制的改革创新，通过优化服务，让
改革的红利惠及群众，让老百姓能切身感受到办事更

加便利。”天津市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有关负责人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据介绍，行政审批局实行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
实行“事项规程标准操作”，制定行政审批标准化操
作规程，对审批要件、审批流程、审查标准、审批时
限进行规范和细化，推进依法依规审批；实行“受理
审查批准分设”，将“我受理、我审查、我批准”改
为“单一窗口、全项受理，专业审查、团队支撑，严
格把控、终身负责”的审批运行模式，减少办事员的
自我裁量权，杜绝寻租空间；实施非主审要件“容缺
后补”制度，对已具备审批条件且申报材料中主审要
件齐全、只是辅助性申请材料不齐全的情况，由申请
人书面承诺补齐相关材料，即可容缺后补、先行受
理，并在承诺时限内办结，最大限度减少申请人往返
次数。

事实上，这只是全国各地简政放权改革的一个缩
影。继滨海新区之后，许多地方都成立了行政审批
局，整合职能，简化流程，提高行政效率。

“办事创业怎样才能更方便？你有真知灼
见，我们天天在线。”2016年10月，国务院客户
端推出“简政放权，我来@国务院”意见征集
活动，并在全国 4000 多个省、市、县级的政务
服务大厅同步启动。该活动很快获得网友点赞
和热烈参与，围绕“奇葩证明”、职业准入资
格、涉企乱收费等问题，大家提出了许多意见
和建议。

在去年2月上线的国务院客户端里，国务院
文件、部委新规、经济数据等权威政策和资讯
一目了然，还有不少互动交流类栏目。汪玉凯
指出，这是政府服务模式的创新，通过 APP 把
便民服务、政务信息传递给老百姓，提高了公
开性和透明度，拉近了政府和民众的距离，改
善了政府服务的体验。

当前，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创
新和改进政府服务，已成为一大趋势。2016年3
月，《政府工作报告》 首次提出“互联网+政务
服务”。同年 9月，国务院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根据中
央部署，各部委、各地方政府积极打造政务服
务“一张网”，变“群众跑腿”为“信息跑路”。

“以前办理上牌、年检、处理交通违法等业
务，流程繁琐，要跑很远的路。现在机动车年

检、驾驶证审验、交通违法记分在网络平台上
随时查询，牌证网上申领、邮政寄递上门，的
确方便了许多。”在一家交通运输公司工作的张
先生，对于交管部门近两年推行的“互联网+”
交通服务深有感触。

随着政府网上办事大厅和政务 APP 的功能
不断完善，企业和群众办事更加方便快捷，减
少了许多不必要的成本。而政府部门信息共享
平台的建立，则有助于打破条块分割、各自为
政的局面，使政府数据在流通共享中实现更大
的价值。

汪玉凯表示，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是
转变政府职能、打造服务型政府的有力举措。
这首先需要政府部门转变观念，以理念创新来
带动工作手段的创新。

2月19日，被誉为“上海滩十碗最好吃的馄
饨”之一的梦花街馄饨，在停业近两年后，又
重新开张了。20 多年前，下岗女工宋家三姐妹
开办了这家“弄堂小店”，因味美价廉而深受食
客欢迎。2015年8月，该店因被举报无证照经营
后依规关停，引发社会关注。李克强总理就此
做出批示，要“以小窥大”，进一步考虑如何通
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破除制约
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就业创业的不合理束缚，以
主动服务的精神激发市场活力。

在梦花街 19 号馄饨铺关停后，上海市黄浦
区有关部门积极帮助寻找新店面，解决证照问
题，促成了馄饨铺的再次开张。与它类似的
是，去年 10月底，因证照不齐而停业的阿大葱
油饼店也在政府部门的协调和社会各界的帮助
下“复活”。通过“有温度的监管”让两家无证
照餐饮店涅槃重生，这被视为“放管服”改革
的有益尝试。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是紧密结
合、有机统一的整体。”汪玉凯说，“简政放
权、市场监管最后都要落实到优化服务上。政
府能不能给企业和民众提供满意的服务，是考
量简政放权改革效果的终极指标。”

2014 年 11 月 15 日，国家博物馆
工作人员搬走天津滨海新区 109 枚封
存审批公章。 新华社发

治理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2015 年以来，河北省
肃宁县实施“三级网上审
批便民服务平台”，形成

“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新
模式。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109枚公章见证简政放权109枚公章见证简政放权 新思路新手段改进政务服务

释放活力激发创新创业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