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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5年底

●全面实现政务服务、政策申兑、
企业诉求一网高效办理
●惠企政策集成发布率达100%

到2027年底

●营商环境数字化水平达到全国
一流水平

重点任务
1.以“一网通办”推进政务服务高效便捷

全面深化“一网通办”改革

便捷准入准营准出

便利获得经营场所

优化市政公用服务

提升办税缴费体验

推进国际贸易便利化

2.以“一网通享”促进企业服务精准普惠

开展要素供给增值化改革

惠企政策“蓉易享”

社会资本“蓉易投”

金融服务“蓉易贷”

人才用工“蓉易聘”

新型要素“蓉易用”

3.以“一键回应”促进企业诉求有效解决

诉求响应“一键直达”

商业纠纷“易诉快解”

政企互动“亲清有为”

4.以“一网统管”保障经济运行稳进提质

加强企业经营智慧化保障体系

深化以信用为基础的智慧化监管

加强经济运行分析研判预警

主要目标优化营商环境，永无止境。27日召
开的市委十四届四次全会就依托智慧蓉
城建设优化营商环境作出一系列部署。
统筹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政务要
素“一网通享”、企业诉求“一键回应”、经
济运行“一网统管”——与会者围绕成都
以四个“一”为主要载体优化营商环境的
创新做法展开热烈讨论。

未来，“城市大脑”将会
迎来哪些迭代更新？城市又
怎样迸发出新的动能？企业
还能在成都寻找到哪些新的
机遇？⋯⋯走进会场，一起
探寻答案。

四个“一”创新优化营商环境

三个聚焦
探索超大城市优化营商环境

的特色之路

当前，成都经济总量已迈上两万亿台阶，

这对成都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提升超大城市经济治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新考验。

如何依托智慧蓉城建设探索出一条超大

城市优化营商环境的特色之路？全会对政策

主要内容进行了进一步解释——

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数字化。围

绕市场经营主体“设立—发展—退出”全周

期发展需求，以推动用户通、系统通、数据

通、证照通、业务通为基础，进一步提升“审

批—服务—监管—保障”各环节的便企利

企水平，系统提升营商环境数字化、智慧

化、一体化水平。

聚焦惠企政策兑现智慧化。围绕经营主

体获取享受政策及时、精准、便捷的需求，聚

焦政策“制定—推送—申报—兑现—评估”智

慧化，推动政策兑现率、快申快享率大幅提

升，扩大企业惠及面。

聚焦涉企要素服务增值化。围绕经营主

体对资本、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和服务的

需求，着力推动“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市场

服务”集成高效，强化机会清单、公共数据、中

试平台、“税电指数贷”等更多增值化服务。

企业观点
发挥链主企业作用，推动产

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作为一家成都本土企业，能参与智慧蓉

城项目对于我们来说，是荣誉更是责任。”陆

文斌告诉记者，自两年前成都启动智慧蓉城

建设以来，便深度参与其中，企业也是成都评

选出的80个对智慧蓉城工程作出突出贡献的

唯一一家民营企业。

时 间 与 实 践 让 他 切 身 感 受 到 成 都 在

智慧化城市建设方面的决心与成效。“可

以说，成都的智慧化城市建设，是处于全

国领先的程度。”在陆文斌看来，通过智慧

蓉城这样一个平台，可以着力培养一批聚

焦 智 慧 城 市 和 大 数 据 人 工 智 能 方 向 的 本

地核心企业，“或许不久后，就能看到成都

拥有一批立足本地、辐射全国甚至全球的

拔尖企业。”

如何推动营商环境提质升级？陆文斌认

为，目前民生侧的考量已经较为完善，但产业

侧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延展空间。“依托智

慧蓉城平台，如何有效地为企业和政策高效

对接，值得我们思索。”

“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对市场的感觉

最灵敏，企业频繁的动作就是成都良好营商

环境的最好证明。今年6月，通威公告在双流

区投资 25GW 太阳能电池暨 20GW 光伏组件

项目，预计固定资产投资 105 亿元，一期项目

预计于2024年内建成投产。

暖心政策接连出台，政府部门跟进服

务。通威股份董事长、CEO 刘舒琪对成都

的营商环境变化深有感触，“我们将继续扎

根成都、服务成都，积极引入优质资源要

素，加大投资布局力度，推动更多业务板块

在蓉落地，利用行业影响力和头部企业效

应，积极发挥链主企业作用，吸引一批上下

游和配套企业在成都布局，推动产业集群

高质量发展。”

营商环境更“智”“惠”

系统提升各环节数字化、智慧化、一体化水平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升涛 李长
乐 李世芳 陈秋妤

“快开始了。”27日上午8点过，作为列席人员，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陆文斌看了眼时间，满怀期待地走进全会会场。依托智慧蓉城建设优化营
商环境被列为市委全会议题，让陆文斌倍感欣喜。作为智慧城市建设领域的龙
头企业代表，陆文斌为成都专题讨论和专门出台相关政策点赞——“第一时间就
能了解最新部署，加强了在成都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决心。”

这是一幅怎样的蓝图？

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干货很多！描绘了成都营造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未来蓝图。”会

议讨论通过的《关于依托智慧蓉城建设优化

营商环境的意见》，让受邀参会的企业代表倍

感振奋。

政务服务一头连着企业群众，一头连着

政府审批服务。全会提出，将全面深化“一网

通办”改革，便捷准入准营准出，便利获得经

营场所，优化市政公用服务，提升办税缴费体

验，推进国际贸易便利化，推进政务服务高效

便捷。

再看“一网通享”，促进企业服务精准

普惠是其所聚焦的重要目标。具体而言，

成都将开展要素供给增值化改革，统筹经

营主体对政策、资本、人才、技术、新型要素

等需求，形成要素供给清单；依托“蓉易享”

惠企政策平台，完善惠企政策一站式发布

机制；建设社会资本“蓉易投”平台，发布项

目推介、支持政策等信息；推动政策性金融

产品平台互联互通，打造统一的“蓉易贷”

品牌；持续开展“蓉聘行动”，为用人单位招

才 引 智 和 人 才 求 职 择 业 搭 建 供 需 对 接 平

台；加大重点应用场景开放力度，推进场景

创新赋能数字经济发展。

在促进企业诉求有效解决方面，“一键

回应”将通过做优 12345 亲清在线、优化“蓉

易诉”等在线诉讼平台、制度化开展“蓉易

见”等方式，实现诉求响应“一键直达”、商

业纠纷“易诉快解”、政企互动“亲清有为”

等要求。

为保障经济运行稳进提质，“一网统管”

提出将加强企业经营智慧化保障体系，深化

以信用为基础的智慧化监管，加强经济运行

分析研判预警。

远景目标同样令人期待，全会指出，到

2025 年底，营商环境智慧化服务体系总体形

成，企业全生命周期重点阶段事项基本实现

“一件事一次办”，惠企政策集成发布率达

100%；到 2027 年底，营商环境数字化水平达

到全国一流水平，涉企服务更加周到便捷、

要素供给更加普惠精准、市场环境更加公平

稳定，经营主体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进一步

激发。

为何要强调依托智慧蓉城来赋能？

让营商环境优化“看得
见、摸得着、感受得到”

为何要强调依托智慧蓉城来赋能营商

环境？作为智慧蓉城建设的统筹部门，全

会上，市网络理政办主任冯秀富作了阐释

——智慧蓉城建设是路径，目标是营商环

境的优化，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提升经营主

体获得感，而成都提出统筹推进四个“一”

正是为实现优化营商环境这一目标所提出

的解法。

以 营 商 环 境 之“ 优 ”谋 高 质 量 发 展 之

“势”的关键在于城市的智慧化水平，北京、

上海、深圳、南京、合肥等地智慧城市建设

已进入“深水区”。智慧蓉城如何赋能营商

环境？冯秀富表示，聚焦惠企政策发布渠

道分散、企业知晓度不高、惠企政策兑现难

等问题，线上线下协同推动营商环境综合

改革，让营商环境优化“看得见、摸得着、感

受得到”。

营商环境到底好不好，市场主体的感受

最重要。在互联网时代，线上与线下联动无

疑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线上依托

“蓉易办”打造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平台；线

下在各级政务服务大厅设置“惠企政策服务

专窗”，推行“一站式”服务。对于企业日常

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急难愁盼”问题，依托

12345 助企热线，打造政企互动“总客服”，问

题的解决则以“蓉易见”为抓手，通过政企座

谈会、政企咖啡时、政企早餐会等形式“面对

面”解决，变“告知式”服务为“互动式”服务，

形成服务闭环⋯⋯

如何让政策真实惠及企业？

聚焦企业诉求，不断拓
展丰富应用场景

如何将各项政策落到实处，让企业感受

到实实在在的发展福利？

随着智慧蓉城的加速发展，应用场景的

逐 步 增 加 将 为 营 商 环 境 优 化 带 来 更 多 助

力。“聚焦企业诉求，不断拓展丰富应用场

景。”市人社局局长王道明表示，将围绕人

社涉企服务建设完善人社能力平台，新建

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精准匹配、创

业担保贷款全程网办、社会保险精准扩面、

社保待遇精准发放、劳动纠纷监测预警、劳

动争议智慧仲裁等应用场景，优化完善重

点企业用工服务、就业供需智能匹配、产业

链人才分析等已有应用场景，推动更多政

策“免申即享”、更多事项“无感办理”，实现

“服务更便捷”。

企业的加速发展离不开真金白银，如何

解决企业的金融服务之忧，是与会者讨论的

重点。

出台《关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政策》、力争新增上市过会企业 15 家、直接

融资 3600 亿元、推动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

兴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落地落实⋯⋯一个

个计划已经列上日程。市金融监管局局长

梁其洲介绍，成都还将通过推进“交子信易

贷”平台与各类信易贷平台服务资源融合，

以“蓉采贷”降低贷款利率，支持政府采购

中标（成交）中小企业开展合同信用融资。

同时，依托“科创通”平台，提升科创贷、科

创投、科创贴等服务能力。对于农村的扶

持，则将提升“农贷通”运用实效，发展地方

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创新供应链金融、农

村电商服务模式。

各地又如何助力智慧蓉城建设？龙泉驿

区委书记邱向东表示，将持续提升“智慧龙泉

驿”和微网实格一体贯通、融合推进质效，全

面提高城市运行管理“一网统管”“一网通办”

“一网通享”“一键回应”水平，进一步擦亮“驿

站办”营商环境品牌，努力实现网格全覆盖、

管理精细化、服务全方位，不断提高城市智治

细治善治水平。

1.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2.政务要素“一网通享”

3.企业诉求“一键回应”

4.经济运行“一网统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