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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政府自身改革的一项

系统性工程。

一方面，提高办事效率，优化政务服务，增强人民

群众改革获得感，切实解决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多

头跑、反复跑、办事难、办事慢的问题。

另一方面，则包含了“放管服”改革的各个领域，

是政府自身改革和“放管服”改革工作的集成与创新。

“最多跑一次”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记者走访浙江多个城市和部门后发现，事项梳理

归集做“减法”、系统对接和数据共享做“乘法”、标准

化建设与事中事后监管做“标尺”，是这一改革的

核心。

阅 读 提 示

1 做“减法”：全面梳理公布“最多跑一次”事项

用制度巩固
改革成果

“最多跑一次”是如何跑的
□记者 袁伟华

2 做“乘法”，推进数据共享打破“信息孤岛”

3 做“标尺”：用标准化理念推动“最多跑一次”

“‘最多跑一次’改革，最大阻力在于部门利
益作祟——很多部门不愿交出手头权力进行审
批程序的优化再造。”这是记者采访时听到最多
的一句话。

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之所以能够领跑全
国，不在于先发优势，也不在于技术领先，而是
在打破利益藩篱、凭借体制机制巩固改革成果
方面做得更到位。

在推动改革的体制上，2016 年底浙江省首
次提出“最多跑一次”，一个月后的浙江省“两
会”上，“最多跑一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又
一个月后，浙江省长主持召开推进改革专题会
并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同月改革实施方案印发。

省里紧锣密鼓的动作引起全省上下重视，
各地纷纷出台改革措施，党政“一把手”和各级
人大、政协持续开展密集调研和明察暗访，全省
上下改革氛围日益浓厚，推动改革成为自觉。

在推动改革的运行机制上，浙江以各种方式
强力推动，部门利益的藩篱被推倒，审批流程进
行优化再造。浙江省投资项目的审批，原来涉及
规划、发改、经信等10个部门，审批事项多达155
个，需要跑22个窗口，现在被整合为6个窗口。

比如全面推进“一窗受理、集成服务”过程
中，“精简”与“合并”、打造“整体政府”是基本原
则。“最多跑一次”改革，表面上看是减少群众和
企业办事的次数，实质上是倒逼政府减权、放
权、治权，集中力量把该管的事管好、该服务的
服务到位。

比如在技术上，充分发挥信息产业发达的
优势，打通部门间的“信息孤岛”，进行网上审
批，为“最多跑一次”提供技术支撑。目前，浙江
省级部门间数据共享比例，由此前不足4%提高
至83%。

而在法律保障和标准化体系的建设上，浙
江出台相关法规、制度为“最多跑一次”保驾
护航。

为保证网上审批中电子文件、签名等的法
律效力，浙江在国内率先出台相关管理办法。针
对数据共享的标准化问题，浙江出台全国首个

“最多跑一次”省级地方标准。桐庐县在改革中
出现部门职责不清等问题，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专门出台相关决定，帮其扫清改革障碍。

“最多跑一次”的意义不仅限于其内容本
身，更是从服务、政策、制度、环境多方面优化政
府供给。其最终目的，是浙江通过政府自身改
革，带来百姓、企业、政府共赢的局面。

这是改革内生动力激发出来的更大效果。
事实上，从率先尝试“用政府权力的‘减法’

换取市场和社会活力的‘加法’”的自我削权，到
晒出政府权力清单，再到“最多跑一次”改革，确
保巩固改革成果，进而激发改革内生动力，是浙
江一直在探求的目标。

有了体制机制的保障，浙江“最多跑一次”
改革才能逐渐向基层延伸，才能有效扩大“互
联网+政务”、云计算决策、大数据治理等溢出
效应。 文/记者 袁伟华

短 评

全面梳理公布“最多跑一次”事项，
建立办事清单，是浙江改革的前提。

2013 年 11 月，作为全国唯一试点
省，浙江启动以权力清单为基础的“三
张清单一张网”建设。2017 年 2 月开
始，浙江各级各部门以权力清单和公共
服务事项目录为基础，全面梳理群众和
企业到政府办事事项，分三批公布“最
多跑一次”事项。

在浙江省人社厅记者看到，他们
通过梳理公布厅本级“最多跑一次”事
项，以及省市共有事项、各市共有事
项、各市特有事项，形成了全省《指导
目录》。基于这些事项，统一制定了系
统“最多跑一次”事项的办事表单共
149 份。

浙江省人社厅政策法规处副处长
徐晓斐告诉记者，在事项梳理过程中他
们发现，当前群众和企业办事要跑多
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提交的材料多、
记不全、带不齐。

为此，浙江省人社系统提出材料
“三个不提交”：法律法规规章性规范性
文件无明确规定的不提交，由本部门出
具或可以通过本部门信息系统数据交
换获取的不提交，可自行查验获取的不
提交。

同时，按照能合则合、能简则简的
原则，整合办理环节、精简办理流程、缩
短办理时限，让办事更加简便明了，减
少群众和企业重复提交材料和到现场
办理次数。

经过三轮精简，浙江省人社厅厅本
级 39 项事项的申请材料减少 26%；21
项子项办理时间提速，共缩短 104 个工
作日；22 项子项可以全程网上办理，实
现“ 跑 零 次 ”。 11 个 市 局 精 简 材 料
23%，缩短办理时限27%。

在杭州市，政府在群众最渴望解
决、最难办的事情上寻求突破，设定“标
准最统一、事项最规范、材料最精简、流
程最优化、共享最彻底”的改革目标，全
市 44 家涉及个人办事单位共梳理事项
598项。

在梳理事项过程中，杭州的原则
是“ 五 个 减 ”：减事项、减层级、减材
料 、减 环 节 、减 时 间 ；“ 四 个 一 律 取
消”：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

消，能通过个人现有证照来
证明的一律取消，能采取申请人书面
承诺方式解决的一律取消，能通过网
络核验的一律取消。

至今，杭州累计精简办事材料 669
件，取消纸质证明材料 174 种，实现并
对外公布第一批、第二批仅凭身份证可
办事项296项，完成首批政务服务APP
办理53项事项的上线工作。

据统计，目前，浙江省市县三级
梳理公布的“最多跑一次”事项分别
占同级总事项数的 95.68%、95.33%和
93.85%；去年，“最多跑一次”事项办
件量占全部年办件量的 90%以上，实
现了“最多跑一次是原则、跑多次是
例外”的年度目标。

水寨村是浙江省最偏远的行政村
之一。近日，该村便民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叶学勇拿着一份名单，上门给村
民办养老保险、老年人优待证、残疾
证等。之后，他把相关信息通过手
机、身份证读卡器等终端上传至后台。

这些信息瞬间到达 86 公里外的庆
元县城、173 公里外的丽水市，直至
424 公 里 外 的 省 城 杭 州 ， 汇 入 县 、
市、省三级数据管理中心平台，成为
支撑政府决策和治理的数据资源。

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
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迅速发
展，为浙江“最多跑一次”提供了新
技术、新手段、新方法。推行“互联
网+政务”，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
百姓少跑腿。

浙江实施“最多跑一次”改革之
初，就将旨在实现部门间规章制度对
接和流程整合的“一窗受理、集成服
务”作为改革的主抓手，要求材料精
简、标准明确、流程优化、联合审
批、业务协同，以此倒逼投资审批、
市场准入、便民服务等一系列改革。

各地通过推进“多审合一”“多测

合一”“多评合一”“多证合一”“证照
联办”等，从制度层面推动流程优
化、业务协同。

办事信息通过一个窗口采集上来
后，在后台运行的过程中，信息共享
的问题随之凸显。各地、各部门普遍
反映，信息共享度低成为制约“最多
跑一次”改革深化的一大瓶颈。

如何打破“信息孤岛”？
杭州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傅国

伟着重向记者介绍了该局推进“1+
N”+X 改革、建设商事登记“一网
通”平台、实现“多证合一”“证照
联办”的具体做法。

傅国伟说，这些改革充分发挥
“互联网+政务”优势，创新审批管理
机制，努力实现企业和群众办事少跑
路甚至不跑路。它将改革拓展至更多
商事主体资格与经营资格审批事项，
通过梳理“多证合一”“证照联办”各
部门备案、审批事项，将其中能够与
商事登记整合联办的尽量实现整合
联办。

在各部门积极推进部门内部、部
门与上下级条线上的信息共享基础

上，浙江省着力在推动信息跨业务部
门 共 用 共 享 上 推 出 一 系 列 软 硬 件
保障。

在软件方面，出台 《浙江省公共
数据与电子政务管理办法》，为电子签
名、电子印章、电子文件归档提供立
法保障，开放 57 个省级单位 3600 余
项数据共享权限。

在硬件方面，浙江政务服务网在
全国开“互联网+政务”的先河，成
为最早按全省一体化理念打造的在线
公共服务平台，让群众实现了网上
办事。

此外，新成立的浙江省数据管理
中心，成为推动部门间信息共享的神
秘部门。

针对省级与群众办事最密切的
100 个事项这一突破点，浙江省数据
管理中心把省级有关部门、开发公司
和阿里巴巴团队请到一起集中攻关，
按照统一标准，逐项逐条改格式、改
接口、改系统，70 多亿条数据汇入统
一的数据仓，实现共通共享共用。

如今，浙江省级部门间数据共享
比例，从之前的不足 4%提高到 83%，

群众办理 100 个高频事项所需要提交
的证照材料减少七成。

杭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向记者介绍，以“社保参保证明”
数据共享为例，仅 2017 年 8 月至 10
月，“社保参保证明”就被各部门调
用 87 万 次 ， 意 味 着 市 民 少 跑 了 87
万次。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相关负责人
说，一年多来，各地各部门牢固树立

“大数据思维”，深入推进“最多跑一
次”改革事项数据共享和网上办事，
解决了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领域存在
的基础设施条块割裂、网络互联互通
不畅、业务系统缺乏协同等问题。

目前，浙江个人综合库、法人
综合库、信用信息库数据归集基本
完成，省直部门前 100 项办事事项的
数据需求整理和数据源确认工作已
经 完 成 ， 首 批 25 个 省 级 部 门 45 个

“信息孤岛”基本完成对接。市县积
极推进本地系统和“一窗受理”平
台的对接，截至今年 2 月底，省市
县三级开通网上申请的比率分别达
到 86.8%、73.7%、73.1%。

“改革前，全省人社
系统事项名称、申请材

料、办事流程五花八
门。如果连这些都

无 法 统 一 ，不 用
说跑一次，跑三
次五次都有可
能。”谈到人社
系统推进“最
多跑一次”的
经验，徐晓斐
强 调 了 标 准
化的作用。

她向记者
展示了两张表

格：“这是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参保登记
的表格，这是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异地就医备案的表格。以前各地经办
表单不统一，即使‘身份证号码’这一
栏，叫法也不同。现在我们把事项的申
请表单和办事结果表单都统一了，这
样便于数据归集、管理和使用。”

这两张表格是浙江省人社厅在标
准化信息化建设中推出主项名称统一、
办理时限统一、表单内容统一等“八统
一”的具体体现。如今，“八统一”已成为
浙江全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基本
要求。

建立健全“最多跑一次”标准体系，
是浙江经验的一个重要内容。

浙江省编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数
据共享离不开标准化，标准也是现代政
府治理的核心要素。浙江抓住全国唯一
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省的机遇，以

“互联网+行政审批+标准化”为手段，
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为全国“放管
服”改革提供了借鉴。

2017 年初，全国首个“最多跑一

次”省级地方标准——《浙江省政务
办事“最多跑一次”工作规范》出台，
为浙江政务标准化和规范化提供了
依据。

2017 年底，浙江省质监局发布《法
人库数据规范》，并对《政务服务网电子
文件归档数据规范》进行公示。这两个
省级地方标准是数据共享的基础性规
范，构建起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标准
化体系的初步基础。

随后，浙江省人社厅按照省政务办
事“最多跑一次”工作规范，编印了厅本
级和全省系统指导目录所有事项的“八
统一”梳理表和服务指南，绘制了标准
化的办事流程图和业务经办流程图。

有了标准化流程，浙江“最多跑一
次”改革进一步向基层延伸。

如今，在浙江省不少地方，24 小时
服务的政务服务设备布点到街道社区、
闹市街头。在桐庐县行政服务中心 24
小时自助服务厅，只要机器读取身份证
或 市 民 卡 ，市 民 即 可 自 助 办 理 百 余
事项。

他山之石·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下）

4 月 12 日，
杭 州 市 行 政 服
务 中 心 自 助 服 务 大
厅，变群众跑路为数据跑
路，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为“最
多跑一次”助力。记者 袁伟华摄

◀4 月 12 日
拍摄的杭州市行

政服务中心自助服
务大厅内的自助服务

终端。
记者 袁伟华摄

（上接第一版） 为京东自营和平台用户提供
一站式电商解决方案，服务覆盖范围包括整
个华北地区。

“目前四个物流仓库已基本完工，部分
仓库正在进行设备安装。”怀志斌带我们来
到外观通体洁白的 4 号仓库，楼体上的“京
东”红色 LOGO 十分醒目。走进室内，只见
工人们正在安装货架和包装生产线。仓库地
面上，每隔一个区域都有一组二维码。“我
们拟采用自动化无人设备实现分拣物品功
能，它可以通过扫码自动识别物品的位置信

息等。”怀志斌介绍，他们打算采用先进的
智慧物流设备，建成全国自动化水平领先的
中件物品仓。

让京东集团感受深刻的，是廊坊开发区
的优质服务和快捷效率。

“北方中心是外商独资项目，前期手续
办理起来程序繁琐，如果按正常流程得需半
年时间。开发区为我们成立了服务专班，注

册批准实行全程代办制，仅用 20 个工作日就
完成各项审批手续，实现当年洽谈、当年批
准、当年完成设计、当年开工建设。”他告诉
记者，项目从落户到建设，开发区住建、安
监、环保等相关部门与企业密切沟通，经常
主 动 靠 前 对 接 服 务 ，全 力 帮 助 企 业 解 决
难题。

“2016 年 6 月 24 日拿到营业执照，9 月

17日签署土地出让合同，9月27日举行开工
仪式⋯⋯”说起北方中心项目在开发区的成
长经历，廊坊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工作人员韩
兵如数家珍。作为该项目的“企业保姆”，
韩兵两年来与京东方面保持热线联系，自己
常代企业跑办各种手续，有时还组织开发区
相关部门负责人到京东集团的北京总部上门
服务、现场办公，使该项目始终快速高效推

进。目前，他们正针对京东提出的增加保税
区内开展业务类型的请求，研究解决措施，
帮助企业达到高效运营的目标。

“北方中心项目进展顺利，直接促成了
廊坊综合保税区的批复设立，将对开发区的
经济发展发挥明显的带动作用。”廊坊开发
区经济发展局局长林秋鸿介绍，今年 1 月，
国务院发函批复，同意河北廊坊出口加工区
整合优化为廊坊综合保税区，成为我省第 3
家综合保税区，北方中心是落户廊坊综合保
税区的第一个大项目。

京东跨境电商保税区北方中心即将建成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