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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
有效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参与
国际竞争的重要依托，是一个国
家或地区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
现，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
容。世界银行发布的一项报告表
明：良好的营商环境会使投资率
增 长 0.3% ， GDP 增 长 率 增 加
0.36%。

世界银行经过十几年的探
索、整理和归纳，建立了一整套
衡量各国营商环境的指标体系，
目前将 10 个重要指标纳入评价
体系，分别是“开办企业、申请
建筑许可、获得电力供应、注册
财产、获得信贷、投资者保护、
缴纳税款、跨境贸易、合同执行
和办理破产”。当然其评价领域
也动态调整，近一两年又增加诸
如“营商环境便利度”指标等。
该体系是世界上较为完善也被广
泛认可的一套衡量标准。

世界银行认为，优良的营商
环境中，政府需要提供清晰、透
明、高效的监管规则，有助于推
动市场运行，同时不对企业发展
设置不必要障碍，实现“聪明”
的监管，而不是一味减少监管或
没有监管。改善营商环境的终极
目标是为企业提供更为便利的氛
围、更加透明的空间。政府应在
实现有效监管和防止监管负担过
重这两者之间不断维持平衡，以
达到改善营商环境的目的。

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其要
求应当是：

一是国际化的规划建设体
系。坚持统筹规划、规划统筹，
把“多规合一”改革作为建立可
持续发展新机制的重要平台，推
动以项目为主导向以规划为主导
转变，建立以规划为主导的经济
发展管理体系。

二是与国际接轨的经济运行
方式。建设竞争、高效、规范的市
场秩序，形成各种类型企业都能
较为活跃且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
局面，具有较好的创新环境。

三是开放型的新兴产业体
系。紧紧追踪国际科技发展和国
际产业布局调整的新趋势，加快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四是国际化的政府运作制
度。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
系，着力解决政府直接配置资
源、管得过多过细以及职能越
位、缺位、不到位等问题。以建
设法治政府、诚信政府、廉洁政
府、服务型政府为目标，进一步
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
服务改革，加快探索营商环境法
治化、国际化、便利化，推动市场
取向的体制机制改革，尽快形成
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
理制度，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
贸易监管制度，以服务实体经济
发展为主的金融开放创新制度。

五是高度开放的社会文化环
境。在公共安全、公共服务、文化
氛围等方面形成与国际接轨的体
制机制，打造稳定安全公共环境，
健全社会和谐共治机制，完善均衡
优质公共服务。加强国际社区建
设，为国际人群提供良好的城市居
住环境。形成多元包容的城市文
化形态。建设多元开放的“文化城
市”，打造国内外有影响力的文化
艺术交流平台，
提升城市文化品
位和品质。

（作者为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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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宁省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优化
营商环境几乎成为各个部门共同努力的事
情。在沈阳市大东区，就连一家规模很小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在大门口打出“优化
营商环境”的标语。而事实上，医疗、公安
等单位的贴心服务，也的确成为辽宁省提升
营商环境的重要砝码。

英特尔半导体 （大连） 有限公司总经理
郝弘毅 （Rick Howarth） 喜欢晚饭后跑步。
他说，大连治安状况非常好，晚上很晚出门
也不会感到不安全。

大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稳定的治安环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大指挥”体系。所有的实战安排都在合成指
挥大厅里汇集、统筹，使基层单位不再疲于

应付各部门下达的任务，警务实战化就有了
质的提升，驾驭治安的能力也大大增强。

郝弘毅对大连的好感不断增加，与此同
时，英特尔对大连的投资也在增加。5 月 10
日，英特尔在大连发布全新产品的同时，也
宣布将对大连工厂进一步增资扩建。

据统计，2016 年，大连全市完成审批和
备案的新设外商投资项目 206 个，新增合同
外资51.7亿美元，同比增长105％，实际利用
外资30.02亿美元，同比增长11％。新增“世

界500强”和行业百强投资项目17个。
营造稳定安全的公共环境，同样需要制

度与手段的创新。
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大东门派出所所

长关睿向记者介绍了一个案例。2016年10月
的一天凌晨，3 名歹徒闯进一家 24 小时营业
的超市进行抢劫。此时店里只有一名女店
员，根本没有办法当着歹徒的面拨打“110”
报警。于是，她想到了微信报警。很快，警
察赶到，将歹徒制服。

接到女店员报警信息的是大东门派出所
的“V”警团队。这个团队由 10 名年轻民警
组成，每天轮流值班，24小时在后台查看信
息，做到事件即时发生即时处理。

大东门派出所的微信公众号里有“V 咨
询”、“V服务”、“V报警”三个板块。关睿介
绍说，“V报警”功能在辽宁省是首创，群众
可以通过文字、相片和视频等多种途径报警。

在位于沈阳市浑南区的东北科技大市场
里，记者见到了沈阳国际软件园董事长赵久
宏。他感觉到了最近辽宁省乃至东北地区的
变化。“尤其是近一年时间，在与政府部门的
沟通中，能感觉到政府在仔细聆听，而且不
是听完了事，而是会真正去解决问题，这让
企业家感受到了政府的温度。”赵久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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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5日，在辽宁省大连市公共行政服务中心一
楼大厅，中心副主任于涛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话筒，
准备向前来采访的十几位记者介绍情况。他环顾一下
四周，却又放下了话筒，向记者们招招手说：“大家可
以靠近一点吗？这样就不用扩音器了，免得影响来大
厅办事的人。”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辽宁省不少官员的言谈举止，
都透露出对营商环境的细心呵护。为呵护营商环境，辽
宁省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从成立全国首个省级

“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到提前完成国家“双随机、一
公开”改革任务，以辽宁为代表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正
在破除“投资不过山海关”的魔咒。

6 月 14 日这一天，辽宁省内的一些政府
部门可能不会想到，自己的行为被公开曝光
了：

沈阳市和平区政府执法局长期租用企业
商业用房，拒不支付房租。经督办，和平区
政府在整改方案中承诺 3 个月内解决，但承
诺到期后，和平区政府未履行承诺，违反了

《条例》中“机关及其部门应信守承诺”的有
关规定……

曝光这些政府部门的是辽宁省营商环境
建设监督局，曝光中所提到的 《条例》 是指

《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成立营商环境
建设监督局，这是辽宁省的首创。2017 年年
初，辽宁省在不增一编、不进一人的情况
下，以原省企业服务局人员为基础，组建起
了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

成立后不久，辽宁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
局便开展了专项整治。重点整治政府侵占企
业财产、违规增加企业负担等行为以及特定
行业服务不规范、小微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
等突出问题。

辽宁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副局长夏榕
向记者介绍说，通过抽查、复查、明察暗访
等方式，对整改过程中的“不作为、不担
当、不敢碰硬”的苗头性问题，“推诿扯皮、
失信爽约、敷衍了事”的现象及“为官不
为，为官乱为”的干部，我局第一时间问

责，第一时间曝光，形成对懒政、怠政的强
大震慑。截至目前，全省各市共处理破坏营
商环境人员666人，公开曝光了58人。

在大连，还有一个365天24小时人工接听
的“监督”热线——“12345”。这条市民服务热
线整合了大连市级70余条职能部门的投诉举
报服务热线，接听、办理市民的消费类投诉、经
济违法行为举报以及行政效能投诉。

“12345”热线的办公地点就在大连市公
共行政服务中心大楼里。在这里，记者见到
了一条条分类整理好的来电数据，清楚标明

了“办理单位”、“办理人”和“办理时限”。
于涛介绍说，“80%的诉求由话务员依据

知识库直接答复。对于复杂诉求，我们会转
交相关单位办理，最后，我们还会对办理单
位进行评分考核，实现统一接听、统一督
办、统一考核、按责转办、限时办结。”

据统计，平台自 2015 年 8 月开通至今，接
到群众咨询、投诉、举报、求助、建议等各类诉
求 53 万 余 件 ，办 结 率 99.5% 以 上 。 同 时 ，

“12345”热线还有效发挥了行政效能监督作
用。从 2016 年 1 月至今，“12345”处理大连全
市行政效能投诉8580多件，办结率98.2%。

辽宁省将 2017年确定为“优化营商环境
建设年”。辽宁省委书记李希表示，把优化营
商环境建设作为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突破
口，为辽宁扎实推进振兴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监督问责的决心监督问责的决心

目前，对营商环境较为全面的评价体系
是世界银行每年发布的 《营商环境报告》。

《2017 年营商环境报告》 显示，目前开办企
业的全球平均耗时为21天。而在辽宁，这个
数字被压缩为 3—5 天，甚至短至当天可领
证。

辽宁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吴娟
介绍说，两年前，辽宁省政务服务中心正式
运行，进驻了 41 个省 （中） 直部门、416 项
事项、143名工作人员。运行以来，累计办理
各类审批业务17万余件，平均压缩审批时限
50%，即来即办业务近40%。

事实上，很多人根本不需要来服务大
厅。吴娟表示，目前 326 个事项可直接使用
辽宁政务服务网在线审批。比如，省畜牧局
在网上审批过程中采用电子证照和电子签
章，95%以上的审批业务行政相对人足不出户

即可完成在线申报、批复证照打印等工作，
整个审批过程全程“不见面”。

在服务中心宽敞的办事大厅里，走几步
就可以看到一台设备，或者是排队机，或者
是查询机，或者是自助服务终端。各种便民
设备很齐全，但是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有一
样东西是缺少的，那就是窗口办事人员没有
统一的制服。

吴娟解释说，中心成立之初打算为工作
人员定做制服，总预算是15万元。但是省领
导没有批准，认为不是跟老百姓直接相关的
事项，能省则省，工作人员只要穿着整洁就

行，为规范起见，可以统一佩戴工牌。
辽宁省精简的不只是着装，更是政府手

中的权力。据统计，目前，辽宁省政府部门
保留行政职权 1732 项，行政许可 330 项，分
别比十八大前减少70%、59%。14个市政府共
取消调整行政职权12124项，平均每个市取消
调整 866 项，放权的频度和力度走在了全国
前列。此外，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由最初
的226项削减至32项。

简政放权的力度与经济增长的速度成正
比。今年1－5月，辽宁全省新登记各类市场
主体 239942 户，比上年同期增长 38.7%，注

册资本 （金） 5036.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4%。

辽宁省还提前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改革任
务——“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改革。“双随
机、一公开”是指在监管过程中随机抽取检
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抽查情况
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这是政府监管
方式的一次重大创新，既可以有效打破执法
人员与企业之间的利益链条，又可以让执法
不再“任性”、“扰民”。

辽宁省编委办副主任王彤阳表示，今年3
月底，辽宁省、市、县三级政府全面公布了
检查事项清单，省级保留 152 项，市、县两
级平均保留189项、128项，全部按照“双随
机、一公开”的方式实行随机抽查，基本实
现了全覆盖，提前 9 个月完成国务院部署的
改革任务。

简政放权的力度

贴心服务的温度

沈阳“多规合一”建设综合服务厅。 大连市公共行政服务中心的线上平台。大连市公共行政服务中心的线上平台。沈阳市大东门派出所的“V”警团队。沈阳市大东门派出所的“V”警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