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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聚焦，创新突破
此次出台的《青岛市营商环境优化

提升行动方案》，是青岛市首次推出直
接聚焦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创新突破
行动方案。
此次青岛市可谓下足功夫，共推出

46项创新举措，其中13项创新举措全
国领先、8项北方领先、7项省内领先。
而每项举措的推出，都是建立在市场主
体和办事群众的需求之上的，同时也加
大了对百姓知晓度、参与度和服务兑现
情况的审视。青岛市此次集中发力营商
环境优化创新，不可谓力度不大。
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青岛高

质量发展的生命线，青岛正努力打造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新
高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政务服
务中感受到高效便捷和公平正义。
行动方案共分为11部分，以“1+4

+6”结构发布46条创新突破政策。“1”
的部分为总体要求，介绍了《行动方案》
的总体要求和工作目标；“4”的部分为
服务企业、自然人、项目建设、创新创业
“四个全生命周期”的26条创新突破政
策；“6”的部分为提升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数字化、专业化、品牌化“六种
服务能力”的20条创新突破政策。
这一结果，是民心所向，是城市发

展所需，也是政府部门主动作为的结
果。
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办公室

在起草行动方案的过程中，坚持“真管
用、立得住、叫得响”的标准，立足补齐
短板，做优长板。
还坚持问计于民、问计于企，通过

开展线上线下营商环境问卷调查，共收
到有效问卷23971份；共组织召开23
次商协会组织、企业、办事群众、专家、
法律服务机构座谈会；召开17次市直
部门和区（市）协调会。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评价政策氛

围，把制度刚性和创新示范的标尺立起
来！
行动准则，给政府服务以行动指

南，给百姓心中也立起了一杆秤。
青岛市也将以此为契机，在打造更

多营商环境“单项冠军”的基础上，加强
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优化营商环
境，解决深层次问题，推动青岛营商环
境进入全国前列。
可以看到，此次政策的推出，一大

创新点便是从服务企业全生命周期到
服务人的全生命周期。
目前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大多

是基于服务企业全生命周期进行政策
设计，而青岛的政策设计，不单专注于
企业获得感，还专注于人的获得感，服
务于人的全生命周期，以及项目建设、
创新创业全生命周期的链条式服务。
在着眼于机制和制度建设基础上，

更关注营商环境工作具体执行人。如
《行动方案》关注到营商环境优化的执
行层面，从建立“首席审批服务官”制度
入手，确保压力、动力层层传导到具体
执行人，并着力提升具体执行人的专业
化水平，切实改善企业和办事群众的感
受。

专策服务，决心体现
打破“大锅饭”也是此次青岛优化

营商环境的决心体现。
政府研究不同产业赛道规律，差异

化审批提速，让“快”得更有意义，避免
为提速而提速。
例如，青岛工程建设改革压减审批

时限至75天，目前全国领先，且仅占其
项目转化周期的1/11，为项目再投资
赢得了时间。
打破均值，实施精准服务，使服务

层次更丰满。避免政务服务“大锅饭”，
对头部企业、独角兽企业、小微企业等
不同类型企业建立定制化的服务模式。
尤其是当下在大力推进“四新”经

济快速发展的环境中，更应该研究“四
新”经济专策，避免老办法管新业态，自
己给自己戴上了发展的枷锁羁绊。
向政策要效率，就是优化原有的政

策措施体系，让政策真正成为服务当下
的有力工具。
种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而梧桐

树的种植，要从小树苗开始就要呵护，
直至其有了参天之姿，有了能迎风抗雨
的“身板儿”。
此次营商环境优化提升的一个关

键创新，便是从具体措施改进到营商环
境品牌引领。
培育新型政务服务理念，就是要努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政务服务中感
受到高效便捷和公平正义。
要推动政务服务工作由“提速”向

“增效”转变，由“便捷”向“公平”转变。
如今网上审批已经不能满足市场

和百姓的需求，更加智能化的服务手段
将是有效的工具。此次青岛市就着重引
入工业互联网思维，推进政务服务流程
再造；还推动数字化集成场景应用，拓展
“智能审批”“无感审批”“精准推送”等极
简“数字审批”新模式；尝试运用数字治
理来解决存量许可证照电子化问题。
数字赋能服务层级提升，构建开

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营商环境。

对标一流，久久为功
青岛市的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创新

工作一直走在前列，成绩斐然。但营商
环境建设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近年来，青岛市始终高度重视优化

营商环境工作，持续加强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积极参与国

家营商环境评价，坚持以评促优、以评
促改，市场主体获得感持续增强。
2020年，青岛市营商环境国评成

绩由全国第19名提升到第11名，是全
国提升最快的城市之一。
今年以来，青岛市优化营商环境站

在新的起点上，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
念，立足青岛城市战略定位，以切实增
强企业、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
根本目的，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为
导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主线，把握新
阶段带来的新机遇，挖掘新挑战蕴含的
新潜力，对标一流、锐意创新、真抓实
干、久久为功，持续打造青岛营商环境
新优势，推动青岛高质量发展。
今年7月，青岛市调整组建了市优

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由市委常委、副
市长薛庆国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程
德智任双组长，专班办公室设在市行政
审批局。
9月，市持续深入优化营商环境和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领导小组升格为市
委议事协调机构，由市委、市政府主要
领导任双组长。经过上述调整，青岛市
正式建立了“顶格推进”的营商环境工
作体制机制，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实施“顶格倾听、顶格谋划、顶格部署、
顶格协调”。
青岛市还组建以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行业领军专家、企业家等为主体的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专家
咨询委员会和社会监督员两支队伍。
围绕提升“营商环境政策的知晓

度、参与率、兑现率”，专班办公室对青
岛188万户市场主体进行研究分析，专
题研究开展市场主体全覆盖走访服务。
一系列举措凸显青岛优化提升营

商环境的决心，也换来成绩斐然。
随着难点堵点问题的销号，营商

环境不断优化。今年上半年，项目招引
和落地提速明显，全市新增 5亿元以
上重点签约项目 178个，其中已开工
运 营 项 目 1 0 0 个 ，开 工 运 营 率
56．2％，比去年同期提高31．8个百分
点。市场主体欣欣向荣，全市新增市场
主体15．9万户，实有市场主体188．3
万户，保持全省第1位。全市民间投资
同比增长17．1％，高于全市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5个百分点，占全市固定资产
投资的58．3％。
今年以来，青岛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效，但我们
也能看到与国内外标杆城市相比、与
企业和群众的期盼相比还存在一定差
距。
营商环境是一个城市综合实力的

体现，也可以说是第一招商资源，代表
着城市招商的态度、温度和力度，好的
营商环境无疑也会助推一个城市招商
的速度。只有全市上下一起携手，齐心
栽下梧桐树，才能引得凤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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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李晓哲

如何让百姓感受到高效便捷
和公平正义的政务服务？要说百
姓能听懂的话，干百姓看得见的
事。10月20日青岛市政府新闻办
的一场发布会便给人这样的感觉。
在这场发布会上，青岛市重磅推出
46条创新举措聚焦营商环境优化
提升。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营
商环境是重要的发展基础，是企业
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的关键。
这次发布的《青岛市营商环境

优化提升行动方案》，其中一大亮
点便是梳理出来服务“4个全生命
周期”。它让政务服务提升不再“头
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关注到民
生、项目建设等四大领域的政务服
务集成，从根本上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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