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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减证便民”的脚步正
在加快。

2月20日，山东省淄博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关于印发
《淄博市建设“无证明城市”实
施方案（试行）》（以下简称《方
案》）的通知，提出依托数据归
集和共享，全面推进“减证便
民”，尽快实现“法无规定一律
取消”和“法有规定无需提交”
的“无证明城市”建设目标，方
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

淄博也给建设“无证明城
市”立下了时间表：2021年3月
底前，完成各级各部门证明事
项的梳理工作；6月底前，完成

“无证明城市应用系统”开发，
多渠道推进“无证明”办理试运
行；9月底前，各级行政机关和
公共服务机构保留的全部证明
事项无需群众提交，基本建成

“无证明城市”。
中国城市报记者梳理发

现，除淄博外，济南、济宁、日
照、枣庄、滨州等多个山东省地
市皆在去年以来提出了类似目
标；此前向“无证明城市”发起
挑战的还有浙江省金华市、湖
北省黄冈市、广东省汕尾市等。

淄博两大亮点：
重验核、有容错机制

长期以来，“证明我妈是我
妈”等奇葩证明层出不穷，而这
些证明不仅增加了职能部门的
负担，降低了办事效率，同时也
让群众“磨破嘴、跑断腿”。

“无证明城市”便是向这些
繁琐证明材料“开刀”。

根据《方案》，淄博市此举
的目的是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
创业的堵点、痛点，切实解决证
明材料过多过滥和“奇葩证明”

“重复证明”“循环证明”等突出
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无证明”
并不等于“零证明”或是不需要
证明。

淄博市表示，“无证明城
市”是指市域范围内各级行政
机关和公共服务机构在办理政
务服务和公共服务事项时，申
请人无需再到本市相关单位开
具证明，而是通过直接取消、数
据共享、告知承诺、部门核验等
方式实现证明免提交。

一个城市具体如何才能做
到“无证明”？

记者发现，淄博市具体列

了五个步骤：首先全面梳理“无
证明”事项；其次要加快“无证
明”系统开发建设；再次是分类
推进“无证明”办理，同时规范

“无证明”办事流程；最后建立
“无证明”长效机制。

全市范围内的“减证便
民”，也是对政府信息数据化的
协同与重塑。而这个过程中，
一个全市统一的数字化信息平
台至关重要。

在淄博市，该系统被称作
“无证明城市应用系统”，由淄
博市大数据局负责开发，并提
供技术保障，负责协调省级数
据资源、拓展共享应用等。

“纵观《方案》，淄博市有两
大亮点：第一是重核验，即建立
了评价机制；第二是提到了建
立容错机制。”北京市社会科学
院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
国人民大学助理教授王鹏对中
国城市报记者表示。

王鹏认为，淄博市的《方
案》设计较细致，覆盖了参与建
设“无证明城市”的各部门及各
层级，也投入了真金白银，做了
相对细致的系统性开发。

“一项新的改革，都是一
个探索的过程，中间肯定会存
在很多反复，但并不能因为这
个过程中出现了某些问题就

‘一棍子打死’，因此建立容错
机制也是非常值得赞赏的。”他
说道。

山东、浙江、湖北等多地
启动“无证明城市”创建

淄博市不是第一个对“无
证明”吹响号角的城市。

记者注意到，2020 年以
来，仅在山东省境内，包括济
南、济宁、日照、枣庄、滨州在内
的多个地市，都提出了打造“无
证明城市”。

比如去年5月，济南市司
法局与济南市大数据局联合印
发《济南市推进“无证明城市”
创建实施方案》，表示力争到
2020年底实现“无证明城市”
创建目标。

为何山东省多个地市密集
提出创建“无证明城市”？这或
与近一段时间山东全省的工作
重点密切相关。

2021年山东省《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今年山东省要聚力
在市场化改革攻坚上求突破见
实效，着眼优化制度供给，更大
力度破除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
制机制障碍，力争营商环境评

价进入全国前列。
除了山东省各市

外，中国城市报记者注
意到，浙江省金华市、
湖北省黄冈市、广东省
汕尾市等都已启动了

“无证明城市”的创建。
比如金华是浙江

省首个“无证明”地级
市。2018年年初，金华
市就以义乌市为试点
先行，宣布开展“无证
明城市”创建活动。截
至2019年2月，金华市
共取消证明事项2001
项。其中，市本级共取
消证明 180 项，各县
（市、区）共取消证明
1821项。义乌试点的

“盆景”，转变成了金华
全市面上的“风景”。

城市营商环境PK加速

各地在争创“无证明城市”
的背后，实际上是对城市营商
环境的暗自比拼。

王鹏认为，这是落实“最多
跑一次”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
同时“无证明”可以减少个人和
企业的负担，有利于当地经济
发展，以及优化营商环境。

智慧城市专家、全国市长
研修学院研究员徐振强在接受
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也提
到，对于市民来说，“无证明城
市”带来的最大感受应该就是
政府工作的便民化。在政府机
关办理业务不再需要自己跑腿
去开具各种证明，极大地减轻
了办理难度和时间成本。

“但在政府层面，‘无证明
城市’的意义更加深远。”徐振
强分析，在“无证明城市”，提
供证明的成本和义务，由公
民、企业转移给了政府。这就
表明，政府从“依法行政”即仅
依靠法律法规办事，向“良好
政府”，即更加人性化、以人为
本扩展。

相较于传统的简政放权改
革思路，“无证明城市”则需要
政府进行自我加负。从前需要
公民开具证明的成本，现在都
转移为政府的工作成本和内部
程序。政府的工作量不仅极大
地增加了，其承担的职责也会
比以前更重，既需要实现公民
信息内部全网开放，也要保障
不出现任何疏漏。

未来会否有更多城市加入
“无证明”的创建热潮中来？

王鹏表示肯定，因为这指
明了未来政府服务的一个发展
方向。不过，未来区域的具体
名称或实施路径可能有差异，
但效果是相同的：“让信息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进而优化当
地营商环境，提升当地政府服
务水平。

考验各地数字政府转型

记者梳理淄博市、金华市、
济南市等创建“无证明城市”的
主导部门发现，当地的大数据
局或大数据中心大多承担了重
要角色。

这意味着若想实现“无证
明”目标，一套智慧化的电子政
府服务系统至关重要。实际
上，这也是对一个城市数字政
府转型的考验。

比如时任金华市委副书
记、市长尹学群在“无证明城
市”启动仪式上就提到，“无证
明城市”的创建依赖于大数据
系统，需要着重加快政府数字
化转型，大刀阔斧解决信息孤
岛、公共服务系统证明事项数
量庞大等难题。

山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
政府新闻发言人于成河在省十
三届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
山东省将更大力度推进数字政
府建设，综合运用大数据、区块
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提高数字
化政务服务效能，打造手续最
简、环节最少、成本最低、效率
最高的办事流程。

对此，徐振强分析，“无证
明城市”就是借助互联网、大数
据技术将原有需要依靠人力进

行各部门信息互通的形式转变
为以一种更加高速、便捷的方
式实现。

“某种程度而言，是科技的
发展推动了政府的改革与前
进，使其有能力实现‘无证明城
市’的建立。”徐振强认为，大数
据发展是顺应时代前进的必
然措施，而便民利民也是各级
政府服务公民的基本原则，必
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
进来。

在具体实施上，王鹏认为
有三点较为关键：第一是数字
化基础设施的搭建。比如前期
大量的行政审批、证件流程等
相关材料需要从纸质化实现数
字化；同时要在工作方式上实
现电子化。比如相关部门的审
批方式，要适应线上化的办公
模式。

第二是实现不同部门间数
据的打通。过去很多材料都分
散在不同的委办局，甚至不同
的部门及科室，要从机制、技术
层面保证这些数据既能安全地
共享，又提升效能。

第三是需要建立评价机
制。比如奖惩、群众满意度、不
同部门的参与贡献度或开放程
度等，都需要一个绩效考核机
制，否则会影响相关部门的积
极性以及整体目标的实现。

不过，“无证明城市”并不
是一句简单的口号，王鹏表示
关键还是看实效。改革推出
后，群众和企业的满意度怎么
样？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怎
样的影响？政府内部在改革过
程中的流程是否顺畅？成本究
竟有多少？这都是后期值得持
续关注的。

淄博等地争创淄博等地争创““无证明城市无证明城市”，”，
政府减证拼的是什么政府减证拼的是什么

2019年5月，台州市取消证明材料7285件，做到了“清单之外无证

明”，全市域“无证明城市”基本创建成功。图为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公

安民警正在为群众服务。 中新社发 蒋友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