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数据：
整合行政许可资源构建“一盘棋”

3 月 28 日，走进西宁市城西区市民服务中心

商事登记区，记者看到的不是以前拥挤且有些嘈

杂的景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井然有序，甚至显

得有些“空旷”“悠闲”的场景。

这并不代表市场主体的沉寂。相反，伴随着

大数据应用的普及，市场主体通过互联网更加高

效地办理着行政许可业务。

在城西区市民服务中心的 24 小时自助服务

区，商户们可以自行或在工作人员指导下通过互

联网办理相关业务。“现在绝大多数个体户和企

业都会在这里办理行政许可业务。”一位现场工

作人员一边耐心地指导一名个体工商户提交审

核材料一边说。

“现在确实方便多了，只要通过这个系统提

交材料，就可以很快完成经营许可的申报，不用

像以前一样抱着一大堆材料排队等着审核。”经

营着一家食品店铺的李燕说。

让“数据多跑路”是大数据应用背景下行政

审批改革呈现出的新景况。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顺应改革浪潮，依托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

息技术手段，围绕“三局合一”后复杂的行政审批

业务，于 2020 年建成全国首家行政许可业务全

流程一体化系统。该系统主要包含食品行政许

可、医疗器械行政许可、药品行政许可等市场监

管领域 10 个方面 23 项行政审批子系统 60 余项

行政审批业务类型，实现了省、市(州)、区(县)、市

场监管所四级联动，覆盖了全省 54 万余户市场

主体及 130 万名从业人员，服务全省各族人民群

众。该系统自上线以来，已完成 4.1 万余件业务

的受理。

该系统的上线，打破了按部门梳理审批事项

的常规做法，改变过去的“串联”审批模式，实施

“一窗受理、并联审批”；打破了原有各部门业务

系统分散独立的状况，“一网、一窗、一次办”的

“一站式”服务平台全面运行，同时构建起全省市

场监管信息共享体系，推动了省级市场监管数据

平台与各地区现有市场监管相关业务办理系统

对接。此外，进一步汇总、挖掘、分析市场监管领

域不同行政许可事项间的共性和个性关系，为全

省市场监管决策提供有力数据支撑。

网络数据“跑”起来、事件办理“动”起来、群

众内心“暖”起来，实现了让更多群众分享高质量

发展成果、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这就是大数据

赋能行政审批带来的改革红利。

简流程：
许可办理精准高效实现“零跑腿”

“不好意思，麻烦您看一下我还需要补充什

么材料呀？”3 月 28 日，在西宁市城西区市民服务

中心行政许可审批窗口，需要办理预包装食品销

售许可的孙博正在询问窗口工作人员。孙博这

次来窗口办理申报许可业务，感觉比 2016 年以

前的申报经历有很大变化。

“以前不管办理营业执照还是办理许可证，

都要抱着一大堆纸质材料各个部门来回跑，即便

是后来有了整合后的办事大厅，也要一个窗口一

个窗口地来回跑，缺啥材料补啥材料自己不清

楚，没个十天半个月根本办不下来。”孙博说，改

革以后绝大多数业务都可以网上办理，需要提交

什么、怎么填写都有明显提示，省时方便。孙博

说：“我办理的营业执照 3 天就办下来了，要放在

以前要等 3个月呢。”

材料变少了，环节简化了，时间缩短了，量变

最终带来效率提升的质变。

“以前我们一天最多审核 20 件许可，现在一

个人一天能审核五六十件。”城西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注册登记许可室主任官阿措说，行政许可审

批改革不仅方便了市场主体，也提升了行政人员

的办事效率。

精简许可提交材料、简化许可办理环节、创

新开办闭环模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统一标

准、分级受理以及利用信息化流程再造优化许可

办理环节，整合各类许可业务中间过程。特别是

将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后，改变了传统线下业

务办理模式，探索出了新型高效的线上办理新路

子。同时，完成了与省政务服务监管局、省电子

政务办、省信息中心之间的横向数据共享，压缩

了各个环节的办理时间，实现了“不见面、零跑

腿、无纸化、快审批”的全程网上办。

为进一步深化“证照分离”改革，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推进“多证合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还

充分发挥大数据优势，整合各类企业基础数据，

完成“主体库”数据共享复用，减少不同领域材料

的重复提交，以“微服务”架构生成相关业务表

单，保证申请人所提交数据的规范准确。

目前，我省已逐步实现 9 类许可业务的“跨

省通办”及“兰西城市群‘甘青一体化平台’数据

共享”，企业无需现场提交材料办理，只需通过国

家政务服务平台即可办理。

优环境：
提效率强服务经济发展“添活力”

行政审批改革简的是材料、流程、环节，增的

是行政审批效率；减的是市场主体的经营负担，

添的是对于营商环境的认可；破除的是经济发展

的阻力，释放的是经济发展的活力。

“这个系统上线一年半以来，城东区各类市

场主体增添至 11000 多户，这可超过了以往 3 年

的量。”西宁市城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

璠说，作为与市场主体打交道最多的一线工作人

员，他深切感受到了行政许可一体化审批系统上

线以来带来的明显变化。

“就拿涉及食品和药品的许可来说吧，这两

类具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和责任风险。因此在行

政许可方面把控极其严格，申请人除了要在网上

提交材料，还必须经过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场地、

相关设施，看是否符合要求，确定无误后我们才

能给对方办理许可证。”王璠说，以前申请人为了

提交材料都要跑好几趟，现场核查阶段就会出现

不及时或者资料堆积、集中申请的现象，给现场

核查工作带来极大不便。“现在只要申请人按系

统提交申请步骤，基本上不会再出现上述类似情

况，我们会根据系统提示，及时安排人员去现场

核查。”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推动政府转变职能的

同时，也在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松绑”。建立起

一套行之有效、便捷高效的以大数据为依托的行

政审批体系则是“松绑”的重要手段之一，将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激发社会和市场活力。

省市场监管局行政许可一体化审批系统把

政务服务和信息化技术结合起来，实现“数据跑

得快，服务见高效”，以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

服务、流程交互为核心，有效解决了数据“拥”而

难“用”、平台“统”而不“通”、资源“汇”而不“会”

的难题，为商事制度改革协同推进提供了信息化

支撑。其建设成果紧紧围绕食品、药品、特种设

备、化妆品、计量、医疗器械等民生领域安全，以

及知识产权、价格监管等方面，为人民群众实现

高品质生活提供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

放得开更要管得住。省市场监管局通过行

政许可一体化审批系统建设，大大推动了监管智

慧化、信息化发展，让信息链串起产业链、利益

链、风险链、责任链，通过信息网将监管网加固，

通过大数据让监管跑在风险前面，完善智慧监管

体系，创新治理模式。

“近年来，省委深改委将‘放管服’改革作为

一项重要改革议题，专题研究深化改革、优化营

商环境，以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推

动企业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企业活力不断释放，

有力推动了高质量发展。”省委改革办常务副主

任吕先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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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省时、便
捷……是此次采访中
记者听到得最多词
汇，这些词汇不仅反
映着个体企业的真实
感受，也实实在在地
映射着基层一线工作
人员的工作状态。这
是我省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的一个缩影，也
是我省通过“放管服”
改革营造优质营商环
境最显性的红利。

营商环境的优劣
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
发展的活力，经济社
会发展活力又反映着
营商环境的好坏，营
商环境是一个地区发
展实力的体现。这当
中既包含硬件配套设
施等硬实力，也包含
投资环境、政策保障
等软实力。相较于交
通是否便利、配套设
施是否齐全，政策是
否能落实到位，审批
环节是否省时高效更
为市场主体关注。

今 年 的 全 国 两
会，从《政府工作报
告》到两会代表议案，
营商环境仍然是热
词。《政府工作报告》
回顾了 2021 年营商
环境建设的成绩，对 2022 年“围绕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工作进行了部署。可见，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依旧是我国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举措。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需要抓手，
今年的全国两会从多方位多角度聚
焦营商环境建设，其中涉及数条“放
管服”改革方面的举措。作为“放管
服”改革的重要环节，简政放权无疑
是市场主体最在意的。因为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是一场
刀刃向内的政府自身革命，是推动
政府职能深刻转变，优化发展环境，
最大限度激发市场活力，让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只有充
分释放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才能营造出一个良
好的营商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不是权宜之计，
而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长远之策，
是一场思想观念、治理效能、能力作
风的深刻革命。我省大力推动“互
联网+”新技术、新模式、新理念，与
市场监管工作深度融合，率先在全
国开展“互联网+”一体化行政许可
审批系统建设，并通过多种举措持
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让市场主体充分享受改革
红利，从而进一步释放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活力，不断推动我省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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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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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思哲

优化营商环境是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营商环境

的优与劣，体现的是一个地区的区位优

势，彰显的是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展现

的是地区经济的发展动力，映射的是市

场主体的发展活力。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

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

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深化简

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省市场监管局大

力推动“互联网+”新技术、新模式、新理

念与市场监管工作深度融合，率先在全

国开展“互联网+”一体化行政许可审批

系统建设，在实现了数据资源以及业务

全面整合的同时，为我省持续打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有力

支撑，以优而简的行政许可审批体系服

务全省“一优两高”战略。

网络数据“跑”起来、事件办理“动”起来、群众内心“暖”起来

大数据赋能我省大数据赋能我省““放管服放管服””行政审批改革行政审批改革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
署，我省近年来以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按照“互联
网+政务服务”“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强化事中事后监

管”等要求，持续加压加力，全面实行在线并联审批，利用信息化手段大幅压
缩审批时限、全面提升审批效率，确保实现“平台之外无审批”，全方位改善投
资环境和营商环境。

实现省、市（州）、区（县）、市场监管所四级联动的省市场监管局行政许可一体化审批系统。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供图
工作人员帮助个体户通过省市场监管局行政许可

一体化审批系统查验审核材料。 本报记者 郑思哲 摄

个体工商户通过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一体化
审批系统在线提交审核材料。 本报记者 郑思哲 摄

←市场监管工作人
员正在通过省市场监管
局行政许可一体化审批
系统在线审核许可。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供图

→在线提交许可申请
让窗口前人少了，自主服
务区成了业务办理的主阵
地。 本报记者 郑思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