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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营商“软”环境培育高质量发展“硬”实力

张世祥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的重要指示精神，江苏坚持把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稳增长稳预期、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先手棋，以营商环境的确定性应对变化变局和各种不确定性，努力使之成为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对外开放的

新标识、区域竞争的新优势。2022 年全省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行动，积极构建“1+5+13”优化营商环境制度体系。2023 年 3

月 28 日，在全省机关作风建设暨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上，省委书记信长星强调要让各类经营主体在江苏运营成本最低、办事效能

最高、贸易投资最便利、发展预期最稳定。省发展改革委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牵头协调推进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以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以深刻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一体推进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个环境”建设，

推动我省营商环境再提升、再优化，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系统谋划，全方位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影响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区域竞争很大程度上是营商环境的竞争。选择哪里投资、开展

贸易合作，最终取决于哪里预期稳、机会多、风险低、服务好。

优化政策稳预期。出台《江苏省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进行全方位部署安排，围绕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

个环境”制定实施方案。为推动经济持续回稳向好，先后出台“苏政 40 条”“苏政办 22 条”《江苏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

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任务分工方案》《关于推动经济运行率先整体好转的若干政策措施》等系列政策，纾困惠企，稳定

社会预期，提振发展信心。

流程再造增便利。聚焦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一体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推进重大项目“一

件事”改革，开设线上专窗、开辟线下专区、开通热线专席，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竣工、早达效。推动 140 项政务服

务事项或服务场景应用实现长三角“一网通办、异地可办、就近办理”，130 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省内通办”，进一步减

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跑动。好的营商环境催生发展活力，2022 年底全省各类经营主体增加到 1411.9 万户，居全国第二；

227 个省重大项目完成投资超 6400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8%。

以评促优提效能。科学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能有效提升营商环境治理效能。自 2019 年我省连续四年开展全省营商环境评价，

从衡量企业全生命周期、反映投资吸引力、体现监管与服务三个维度，构建包含指标评价、满意度评价和创新性评价的营商环

境评价体系，综合反映各地营商环境建设成效。各地积极对标先进补短板、强弱项，创特色、树标杆，企业开办平均耗时由 2019

年 1.74 天缩减至 2022 年 0.5 个工作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项减少 2/3，申请材料减少近一半，项目前期办理时间由 100 个工

作日缩短为平均 35 个工作日；连续四年位列“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份”。

守正创新，充分激发市场内生动力

优化营商环境是一场深远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要始终坚持守正创新，以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以法治巩固改革成果。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fDc5t50kiLLY9Vh62qKiD9HqEblgtlOVs7I-c-C8_t5wjhgL1W71AhSB5EPAoRDdenHHz1nVLHq2oZkuEICSU236ndTaedteNWGkejLtj5Y=&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fDc5t50kiLLtTr0mDnTKt3ZOtpP0QdnB9uQNucpS7MWk0JQydMklaweMgsVkdbS6-th8X5i0HxeolLoh4RmZ6vSpxkuw2KmbazTa4gzqE78IcK6fwhFoM5WeqgF0hYs3&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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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基层首创。紧盯国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立足打造更多营商环境“单项冠军”。编制全省及部分设区市的《国家试点

改革事项清单》和《自主改革事项清单》，共推出 140 项改革创新举措。各地先行先试、差异化探索，形成举措有力度、成果

可预期、市场有感受的工作成果。如南京创新建设“质量小站”，集成多个板块专业问题“一站办理”，惠及中小微企业；宿

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响“宿迁速办”品牌，全市 50%以上政务服务事项 0.5 个工作日即可完成；连云港创设“电水气讯”联

合服务中心，实现电水气讯“一张蓝图、一网办理、一体踏勘、一并答复、一同验收”。

用户思维导向。优化服务、深化改革要设身处地从经营主体角度出发，健全完善政企沟通机制，做到急企业之所急，解企

业之所困。省委组织部等打造“先锋直播间”收集企业关心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组织开展“民企服务

月”“民企科技服务团”等活动；苏州持续深化“百企话营商”活动；淮安将所有经营主体纳入网格单元，配备 7811 名帮办员；

常州市新北区开展“链上有约·邻里配套”产业供需对接沙龙，多渠道、多途径、多方式了解经营主体急难愁盼。

法治保驾护航。深入践行“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在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降低市场主体运营成本、缓解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加强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建设、优化公共服务等方面综合施策。省法院实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执行年”1+4 专项

行动，省发展改革委推动修订《省招标投标条例》，省司法厅组织清理 690 件省级行政规范性文件，苏州、无锡等地专门发布

了优化营商环境地方性法规，南通出台首违不罚、免罚、轻罚、不予强制措施清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如皋标

准”在全省推广。法治成为营商环境“最硬内核”。

优无止境，发挥助力高质量发展重要作用

“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持续扎实推进全省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行动，以“优无止境”的营商环境护航经济高质

量发展，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把江苏打造成为集聚全球高端要素的强引力场、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强化营商环境政策赋能。一体推进政策、市场、政务、法治和人文“五个环境”建设，将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

竞争、社会信用等领域政策措施写入年度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把行之有效并可长期坚持的改革成果逐步上升为制度规范。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经营主体发展趋势、活力、质量等开展深度分析和前瞻性研究，健全重大政策评估评价制度，提升政策

精准性和科学性，推动充分释放政策红利。

推动重点领域改革创新。持续抓好“两张清单”140 项改革举措落实，扩围、拓面、提标，聚焦全链条优化审批、全过程公

正监管、全周期提升服务，优化升级清单。支持各地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核心，推出更多创新性更强、感受度更高、成效

更好的改革举措。

健全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立足评价结果国际国内可比，开展世界银行宜商环境评价标准和中国营商环境评价新体系课题研

究；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链条，衡量企业获得感和办事便利度，完善以经营主体满意度为导向的评价指标体系，以评促优、以

评促改，引导各地各部门围绕提升监管效能、强化政务诚信、优化要素保障、推动数据共享等方面出新招、实招。

以一流作风营造一流环境。把作风效能建设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增强为江苏 1400 多万经营主体竭诚服务的意识。推动各地

各部门开展跑现场、走流程、补短板、优服务活动，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构建问题处理闭环工作机制，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

破除制约民企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障碍。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更精准、更贴心的服务，真正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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