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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激发市场活力，调动人民群众创业创新的积极性，南京市集成改革试点单位——江宁区，整合优配

审批资源，改进审批流程与工作机制，创新审批技术手段与服务工作制度，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018年以

来，江宁市场法人空间注册量、项目总数量均在南京市名列前茅。

资源整合与优配。通过政府职能机构的“化学整合”与“物理整合”，打破原有行政系统职能的条线

分割，将分散的行政审批事项集中在同一空间、同一系统或同一职能部门办理，大大提高行政审批的便捷

度，降低了办理时间成本与交通成本。加强了相关条线部门的工作协同，建立“区域性联合评价”和“联

合勘验”等部门联合工作机制，提高审批事项的服务效率。除此之外，吸纳水、电、气、律所、银行、投

融资企业等进入审批流程，通过政企合作优化审批过程中各类非行政许可事项的服务。

制度重构与创新。通过“简”“合”“并”“联”四种基本形式，对审批流程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整

合，实现了审批机制的优化。简化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流程，将不同环节的行政审批事项整合到“一件事

情”或“一个套餐”中。对受垂管或专业分工限制无法进行“化学融合”的审批事项进行“并”和“联”，

以加快审批节奏，压缩审批时间。此外，江宁区还通过“预审代办”、“联审会办”、信用承诺制等工作

机制的应用，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提升审批效率；通过审管衔接、审管独立、以管促审等制度创新促进

审管的有效结合。

技术支撑与保障。通过政务网络的建设与应用、审批系统的开发和智能设备的应用为审批资源的有效

整合和审批流程的改革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通过大数据建设与信息共享方案的制定，信息资源目录管理、

政务信息资源门户、公共服务等五大平台的建设与应用，以及信用数据库和职能部门数据的建设与共享，

实现协同审批的高效化。

服务延伸与改进。通过服务时间的延伸，服务项目的下沉解决居民办理不便的问题。通过事前咨询指

导、事中代办协助和事后便捷化服务等形式的改进为群众提供人性化的审批服务。

总体来看，江宁区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既整合了行政资源，又积极吸纳了社会力量；既通过政务流

程改造和制度规范实现了政府职能机构的“物理融合”，又实现了审批机制的“化学融合”；既通过现代

信息技术构筑了整体政府的运行框架，又通过服务下沉、时间延展、形式拓展提升了审批服务的品质。通

过集成改革，江宁区行政审批制度正由传统碎片式向系统性转变，这种转变为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

营商环境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

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面临着诸多挑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化。

完善顶层设计，加强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领导力和协调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尚处于改革的试点

阶段，各地均存在顶层设计不足、改革上下不对应，上位法修订滞后、行政审批机构法律责任主体地位不

明确等现实问题。为此，在改革取得阶段性成绩后，地方政府有必要进行由点到面的系统设计，以确保改

革的深入推进。加快推进上下一统的审批制度改革。明确各行政审批部门的权责与改革的进度，实现改革

的同步推进。加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领导力和协调力。同时，进一步明确行政审批机构的权责，增强行



政审批机构在审批制度改革中的主体地位。

增进审管结合，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系统化。在审管分离的基础上做好审管结合工作是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的题中之义。实践中，有的地方由于职能部门信息归集不够、政府职能机构改革不到位、监管执

行欠缺等问题，审管衔接还不是很理想。为此，要提高审管协同的意识和能力，通过组建专业化的审管队

伍以及审管衔接的强化培训，提高业务人员审管衔接的意识与技能，减少审管工作中信息归集、推送、认

领与处理的疏漏或不当等问题。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进一步明确相关职能部门

审批、监管的权限，及其在审管衔接中的权责。建立并完善审管衔接平台与工作机制。通过“互联网+监管”、

信用监管、审管衔接平台及工作机制的建设与运用，进一步促进审管结合，提高审管效率。

推进大数据建设与应用，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审批改革中的作用。由于纵向条线数据共享平台尚未全

面构建，横向职能部门信息系统过多、建设不充分，政府内部、政府与社会之间数据难共享、“不愿共享”

和“不敢共享”等问题普遍存在，完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还需深入推进。当下，加强公共领域的大数据建

设与应用显得尤为迫切。要加快大数据的分类建设。尽快建立区域人口、资源、政务等各类数据标准，梳

理各领域的存量数据，归集标准化增量数据，做好数据的归集、整理、存储与管理工作。摒弃数据烟囱与

孤岛。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打通关联审批部门和监管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增强政务数据、区域公共基

础数据和社会数据在审批工作中的共享与运用。进行科学的数据管理。建立完善的数据确权和管理制度，

确定数据所有权归属，明确各职能部门在数据拥有、使用与维护中的权责，制定数据共享使用规范，确保

数据真实、有效，及安全应用。

加强制度建设，实现审批工作有法可依和有章可循。加快制度建设步伐。职能机构在审批、监管、执

法中的职责边界和权力运行机制的规定还不够完善，具体的审批制度及审管衔接、信用体系建设与应用等

配套制度仍不健全，使得行政审批行为缺乏足够的制度支撑与约束。为增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合法性和

规范性，要进一步厘清相关职能部门在审批事项中的职能边界和权责关系，并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加以确定，

为改革营造良好的行政环境。要不断完善审批流程与规范，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合理的分类，根据不同审

批事项的特点和要求设计审批环节、流程和具体的操作规范，使得审批工作有章可循。要加快配套制度建

设，通过审管衔接、信用监管、中介服务管理规范、审批人才引进与培育制度、审批考核等配套制度的构

建与完善，保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