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自贸试验区
创新制度改革 促进营商环境优化
辽宁自贸试验区营口片区以“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为理念，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聚焦“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本刊记者  李宇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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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以来，辽宁自贸试验区营口片区以

“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为理念，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聚焦“放管服”改

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聚焦“痛点”优化服务流程
填写4套材料，需要86页纸，涉及

23个部门，至少往返34次，耗时65天。

在以往，多证合一业务的办理不仅手续

复杂而且费时费力，成为企业的长期

“痛点”。而现在，在营口片区政务服

务平台，企业只需要一次性填写1套材

料共27页，手续齐全的企业30分钟内就

能拿到带有动态二维码的营业执照。

“一企一照、双码识别”商事登记

制度改革正是营口片区变痛点为服务点

的实际体现。营口片区在辽宁省工商局

“32证合一”的基础上实施“46证合

一”，通过辽宁工商全程电子化平台和

营口片区政务服务平台两套系统共同完

成“多证合一”登记工作，并依托营口

片区政务服务平台，生成含多部门证

书、备案信息的“动态二维码”，打印

出加载“双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动态二维码”）的营业执照。“微信

核名、网上预审、一窗受理、内部流

转、同步审批、信息互认”的新模式，

使“多证合一”营业执照成为企业唯一

“身份证”，让申请人一次领取证照，

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企业办事效率。

同时，营口片区建立了全覆盖容缺

受理制度，在申请人做出补正或撤换

的书面承诺基础上，先行受理并进入审

核程序，待申请人在承诺期内提交补正

相关材料后，出具相关行政审批结果，

降低企业反复跑的情况。此外，营口片

区政务服务中心全部窗口实行“只说

YES，不说NO”的零拒绝受理制度，

实现说“Yes”不用请示，说“No”需

要报告，对于不属于受理范围、属于模

糊地带或空白领域的申请，窗口工作人

员要为申请人指好路，给予具体的服务

和指导。

营口片区管委会副主任张东表示，

企业发展中的难点、痛点、堵点，就是

片区研究制度的创新点、活力点。通过

聚焦痛点、堵点，营口片区创新商事制

度改革，打通部门间办事环节，从“整

合、简化、少跑腿”向“合并、取消、

不见面”升级，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办

事时间，创新服务方式为企业降成本，

提效率。

　　

积极创新 为企业发展创造有
利条件

除了在审批环节、办事流程上下功

夫，片区还积极盘活企业闲置资产，为

企业发展加码助力。

在投资项目考察中，企业闲置的设

备、厂房、土地等资产往往通过电子

表格中的面积、区位、厂房举架等相关

文字信息的形式呈现，既不直观也不立

体。投资单位只能根据电子表格中的

信息，由政府部门联系闲置资产产权单

位，约定时间逐个到现场考察，有的甚

至需要考察两三次才能将信息了解全

面，如果遇到产权单位无负责人在厂区

还需要另约时间；而每次初步选定一个

闲置资产平均需要考察8户企业，每户

企业考察平均在2个小时左右，选定的

资产还需反复到现场核实厂房、办公楼

等情况，选定一户闲置资产平均在15天

左右，既耗时又费力。

而现在，营口片区利用“无人机+

多媒体”方式立体直观展示区内闲置资

产的区位、交通、临近企业和厂区、厂

房现状等基本情况，将传统电子表格台

账转变为多媒体电子台账，一台电脑或

手机即可360度参观闲置资产，实时查

看相关信息，投资单位选定资产和现场

核实仅需半天，大幅提升了营口片区闲

置资产周转效率，加快推进了企业闲置

资产盘活。

此外，营口片区还积极为企业发展

创造有利条件。辽宁东盛集团是一家生

产环保垃圾袋的企业，集团在境内外都

设有机构，由于资金需求量较大，集团

无法统筹使用外汇资金，制约了企业发

展。为此营口片区联合市外汇局和相关

银行，对企业信用和规模进行多次评估

后，创新跨国公司账户体系，对企业进

行授信审批，实现外汇资金集中管理，

既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财务成本，也提升

企业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

辽宁东盛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授信审批，企业可以做到内保外

贷，用国内资产到国外募集资金，并拥

有20%的额度去自由申请贷款来运营项

目。同时，通过建立审批通道，国外资

金可以到国内，国内资金也可以到国

外，实现了资金的来去自由，大大促进

了企业国际化发展。

　　

人事制度改革激发片区活力
片区的发展活力，既源于制度的不

断创新，也源于制度改革后片区员工的

工作热情。

5年前，崔启隆仅是营口高新区的

一名合同制员工，而在2018年的人事制

度改革中，他被聘为营口片区招商三局

局长。“这次改革让我的观念也随之更

新。市场化的做法能让今后的招商工作

更有效对接，这种体制机制创新更为自

贸区日后吸引人才、为有专业特长的人

开了一扇门。”崔启隆说。

崔启隆说的改革，正是片区的人事

制度改革。营口片区以市场为导向，形

成了自贸区、高新区、综保区三区合一

的管理体制，实施“三块牌子、一套人

马”合署办公。在此基础上，片区依据

《关于全面深化中国（辽宁）自由贸易

试验区营口片区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先后制定了“一方案四办法”，

建立了以总量控编、全员聘用、自主分

配、绩效考核为核心的新型人事管理制

度体系，形成了不唯身份、不唯出身、

不唯学历，重能力、重业绩、重贡献的

选人用人导向和薪酬分配方式。

“我们实行双轨制，无论是事业编

还是公务员，来自贸区身份就全都封

存，级别也封存保留。大家平等，凭个

人能力，聘到什么岗位上就拿什么样的

绩效。”营口片区党群工作部部长谭莹

说。基于这样的制度改革，让刚走上工

作岗位三年的年轻人与三十年工作经验

的公务员同工同酬，让合同制员工也能

被聘为部门一把手。截至目前，片区共

有150人纳入员额管理，其中76个为合

同制，74人为体制内。此外还有14人落

聘，其中10人为体制内干部。

人事制度改革推动营口片区形成人

才高度聚集、资源高度融合、机制开放

灵活的人事管理体制，也极大地激发了

片区的服务和创新力，营商环境不断优

化。截至目前，营口片区累计入驻企业

4447户，注册资本1411.2亿元。近期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了第五次大督查发现的

130项地方典型经验做法，其中辽宁自

贸试验区营口片区“以制度创新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的经验得到通报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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