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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打造国际一流和区域协同的营商环境

孙元欣

世界级城市群、充满活力的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一个国际一流、区域协同的营商

环境。如何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建议如下：

第一、整合有关营商环境的地方政策法规。应试点建立统一的市场准入和监管规则。探

索推进生产、施工许可准入等领域监管标准统一，促进产品检验标准、方法应用、结果判定等

一体化建设，便于企业跨省、跨市开展经营活动。

第二、共建有关营商环境的功能性平台。依托电子口岸平台，推进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

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供便捷的口岸通关服务，避免企业重复报关。建立“互联网+

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包括电子印章和电子证照，互通互认，让“数据多跑路”。加强区

域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创业孵化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平台。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平

台，确权保护，信息共享，促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知识产权证券化等，建立动产抵押登记平

台，便利市场主体运用生产设备、原材料、产品等权利进行担保融资。建立国际人才服务平台，

推动国际人才认定、服务部门信息互换互认，确保政策执行的一致性。建立投资保护和诉求处

理机制和服务平台。建立类似“香港贸易发展局”的法人组织，发挥社会中介和行业协会的作

用，为区域内企业开展国内外投资、开拓营销、了解市场信息提供帮助。

第三、找准优化区域营商环境的突破口。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功能升级。提升区域

范围“一网通办”网上办理能力，推动更多跨省（域）事项“全程网办”。打造一批高频、精

品跨省（域）通办事项，探索以跨省（域）办成“一件事”为目标的跨省（域）主题式套餐服

务，拓展移动端跨省（域）通办事项。探索拓展电子证照在交通、出行、医疗、教育等跨省（域）

需要量大的领域深度应用。升级原有跨省（域）办理跳转模式，统一办事指南核心要素，实现

线上申报、受理、办理等深度对接，办理跨省（域）业务。

第四、充分挖掘营商活动形成的区域性大数据。建立区域进出口商品质量溯源系统，整

合碎片化的国际进出口贸易信息，如海关通关、商品质量、市场需求、税务等信息，开展深度

价值挖掘。建立身份认证系统和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实行一次认证、全网通办，避免市场主体

在不同地区和部门政务服务平台重复注册验证。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信息互通互享。

第五、发挥首位城市营商环境的率先和示范效应。区域内的首位城市，经济规模大，开

放度高，市场活跃，应在营商环境建设方面发挥率先和示范作用。近期，世界银行对中国城市

的评估，有可能扩容，从北京上海两个城市增加到四个城市。深圳和广州理应成为粤港澳地区

的营商环境示范城市之一。应及时总结推广区域内城市营商环境建设的好经验和好案例，加强

复制推广。

第六、开展跨区域、跨部门监管，共同防范区域性风险。对于民众关心的食品安全、公

共安全、环境安全、金融安全等领域，强化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与风险监控。建立统一的“互

联网+监管”系统，，实现监管事项全覆盖、监管过程全记录、监管风险可发现。对通过投诉举

报、数据监测等发现的问题，开展协同检查，加大侵权违法行为联合惩治力度。共同防范“以

邻为壑、风险溢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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