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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距离实现政务服务“跨省
通办”又进一步。4月26日举
行的第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上，福建省、河北省、黑龙江省、
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广东
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
四川省、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
区等12个省区宣布开展对接
合作，共同推动政务服务“跨省
通办”。

记者发现，目前政务服务
“区域通办”正在加快；包括吉
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在内的
省份结合当地实际，推出了特
色“跨省通办”事项；未来政务
服务“跨省通办”的难点仍是如
何实现政务服务标准化。

区域间政务服务
“跨省通办”加快

2020年9月，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政务
服务“跨省通办”的指导意见》，
明确到2020年底前实现第一
批58个事项“跨省通办”，2021
年底前基本实现高频政务服务
事项“跨省通办”。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包括
河北省、广东省、重庆市、甘肃
省、贵州省、天津市、云南省、福
建省、江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四
川省、湖南省、江苏省、青海省、
湖北省、安徽省、吉林省、广西壮
族自治区在内的多个省份已经
发布了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
办”的工作方案或实施方案。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是
非常好的改革理念，可打破地
域和部门界限，整合资源，为企
业和居民提供更高效便捷的服
务，有利于提升政府公信力和
提高政府效能。”中南大学地方
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
公共管理系教授胡春艳表示。

目前，区域内政务服务“跨

省通办”按下加速键。1月 7
日，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
内蒙古自治区举行政务服务

“区域通办”合作签约仪式，并
于即日起实施。美好愿景正在
北方三省一区变为现实。

时隔不久，中部7省9市集
中签约启动政务服务“跨省通
办”。3月 25日，湖南省长沙
市、贵州省贵阳市、安徽省合肥
市、江西省南昌市、浙江省宁波
市、湖北省武汉市、湖北省湘潭
市、河南省郑州市、湖南省株洲
市等7省9市举行了政务服务

“跨省通办”线上签约仪式。
此后，西南五省份也在快

速跟进。4月 21日，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西藏签署政务
服务“跨省通办”合作协议，148
项政务服务事项今后将在西南
五省区市实现“跨省通办”。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
学院院长、计算社会科学实验
室主任孙涛告诉中国城市报记
者，随着社会人口流动加快、企
业跨区域经营活动的日益频
繁，各地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
办”的进度将取决于地方电子
政务和数字政府的建设水平，

各地可以先从局部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相近的或者临近的区域
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既有便民套餐也有“特色菜”

地方推出政务服务“跨省
通办”套餐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胡春艳认为，地方在国家
“跨省通办”事项清单的基础
上，可因地制宜，根据当地发展
情况，对事项清单进行动态调
整，比如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省
份的事项清单可以向创业人员
的政务服务办事需求倾斜，旅
游大省则可以向文旅服务事项
倾斜。

在此方面，已经有省份走
在了前头。《吉林省加快推进政
务服务“跨省通办”工作方案》
中，除了列出国家“跨省通办”
事项清单外，还列出了特色任
务清单。

上述方案显示，特色“跨省
通办”任务将聚焦文化旅游交
流合作，聚焦北京、上海、海南、
广西、云南等养老就医热点省
区市，聚焦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等务工就业热点区域，聚

焦本地产业合作协作等跨省服
务需求。

推出便民“特色菜单”的不
止吉林。《广西政务服务“跨省
通办”实施方案》提出，在分批
完成2020年、2021年国家“跨
省通办”事项清单的基础上，同
步拓展自选“跨省通办”事项。

以2020年广西政务服务
“跨省通办”事项清单为例，在
国家“跨省通办”事项清单基础
上，广西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事项清单还增加了包括经营性
互联网文化单位变更、设立、延
续在内的41个自选事项。

此外，北京、天津根据经开
区区域特点、企业办事需求、信
息化系统功能等实际情况，在
国家“跨省通办”事项清单基础
上，分别推出了人力资源服务
许可、企业登记档案查询等10
项政务服务事项，作为首批两
区通办服务内容。

政务服务标准化有待制定完善

未来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还将面临哪些难点？

受访专家均提及政务服务

“跨省通办”事项标准问题。“跨
省通办”事项的受理办理在推
进过程中，因各地政策法规制
度不相统一，带来设立的受理
审批条件不一致，导致线下推
动“跨省通办”难度较大。

孙涛介绍，关于政务服务
标准方面，各地有所不同。尽
管国家有相关的标准，但这些
标准是基本标准也是最低要
求，各地实际采取的标准差异
较大。“以直辖市为例，相比其
他城市，直辖市在很多方面规
定可能更加严格。另外，即使
同属一个省份，省会城市和其
他城市间政务服务标准差异也
较为明显。”孙涛说。

胡春艳认为，推进政务服
务“跨省通办”过程中，如何跨
越属地界限、整合各层级和部
门利益，需要进行以服务事项
为中心的顶层设计，加强信息
资源共享，并进行激励考核、监
督问责方面的制度建设。

具体到政务服务标准，胡
春艳建议，围绕民生重点领域
精简审批事项和流程，制定完
善全国跨省办理事项统一标
准，规范办事操作流程，编制异
地办事指南、各地互认标准，减
轻各地区独立对接的人、财、物
成本支出，可为构建全国性“跨省
通办”政务服务体系奠定基础。

近年来，注意到异地和本
地信息不对称、标准不统一等
问题，各地政务服务“跨城通
办”“跨省通办”范围和内容不
断扩大，“无差别受理”“容缺办
理”等措施的推行，尽量让群众
在异地能享受到本地同等政务
服务的便捷。

同时，北京市、河北省保定
市、江苏省南京市、内蒙古自治
区包头市、鄂尔多斯市以及山
东省济南市、日照市、淄博市等
地已在市级或下辖区县的政务
服务中心设立了“办不成事”窗
口，帮助群众解决办事过程中
可能遇到的各种“疑难杂症”。

政务服务政务服务““跨省通办跨省通办””加快推进加快推进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日前，商务部等20个部门
联合印发实施《关于推进海南
自由贸易港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通知》聚焦货物贸易
自由便利和服务贸易自由便
利两大方面，明确了28项政策
措施。

值得关注的是，服务贸易
创新发展试点工作从2016年
开始，到现在已经开展到第三
轮，海南是我国首批服务贸易
创新发展试点地区之一。

商务部服务贸易司副司长
王东堂表示，试点以来，商务部
积极支持和指导海南省在服务

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进行积
极探索，开展先行先试。一方
面，支持海南等试点地区全面
落实试点总体方案有关开放便
利举措。其中，在加快服务领
域对外开放方面，前两轮试点
主要在法律、金融等重点领域
开展探索，新一轮试点集中在
运输、教育、医疗、金融、专业服
务等领域推出26项举措，开放
力度进一步加大。

“在提升服务贸易便利化
方面，前两轮试点重点在通关
监管、模式创新、签证便利、人
才流动、职业资格互认等方面
进行了有益探索；新一轮试点
在促进货物、资金、技术、人员、
数据的流动方面，进一步提出

38项便利化举措，有利于加快
构建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
发展环境。”王东堂说。

另一方面，积极支持海南
进行差异化探索。商务部会
同有关部门支持海南省在推
进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对外开
放、放宽新增境外航班限制、
推动中外合作办学等方面开
展了先行探索，在便利外籍人
才出入境和居留、促进外汇服
务便利化、便利境外游客临时
入境自驾游等方面出台了系
列支持政策。去年，第三轮试
点提出122项任务举措，其中
单独在海南或在海南等部分
试点地区先行先试的任务有
33项。

记者注意到，此次各部门
联合印发的《通知》中，围绕促
进海南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又提出15项务实举措，主要包
括以下三个方面：

在扩大服务领域开放和放
开准入方面，支持海南展览业
发展，允许外国机构在海南独
立举办除冠名“中国”“中华”等
字样外的涉外经济技术展。在
技术贸易方面，依法放管技术
进出口经营主体的资格范围，
在技术进出口活动中不再要求
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
记。同时也积极探索取消设立
拍卖企业审核许可和商业特许
经营备案。

在发展特色服务业和服务

贸易方面，提出支持海南自由
贸易港发展旅游业等现代服务
业，支持消博会打造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展会；支持海南自由
贸易港依托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试点和各类特色出口基地平
台，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文化贸
易、技术贸易，聚集优质服务贸
易企业。

在加强服务贸易领域的国
际合作方面，支持海南省市两
级与有关国家建立地方政府间
服务贸易国际合作机制，支持
海南自贸港举办各类服务贸易
国际合作活动，创新服务贸易
国际合作模式。加大对重点服
务贸易领域和项目的海外推介
力度。

2828项政策措施推进海南自贸港贸易自由和便利化项政策措施推进海南自贸港贸易自由和便利化

4月 16日，湖
南省怀化市靖州苗
族侗族自治县政务
服务中心“跨省通
办”专窗，工作人员
通过视频告知远在
上海的刘先生申请
的二孩准生证办结
情况。靖州苗族侗
族自治县积极推进政
务服务“跨省通办”，
目前已与7省22个
县市区签订了跨省通
办协议，梳理跨省通
办事项126项，实际
办结30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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