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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来，“放管服”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简政放权质量还有待提升、市场监管“短板”

问题依旧比较突出以及政务服务工作还需优化等现实问题，新时代要持续加快推进“放管服”改革工作，

就需要从聚焦精准放权，全面推进简政放权协同化、落实监管转型，推进新型监管科学化和优化政务服

务，做到利企便民等方面入手，进一步优化发展的环境，切实解决企业和民众的困难，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注入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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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form of “delegating, regulating and serving” has made some progress,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the quality of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ing power, the “weak links” of market regulation,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government ser-
vices. In order to continue to accelerate the reform of “delegating control over and delegating 
power” in the new era, we need to focus on delegating power accurately. We will comprehens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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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amline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e power in a coordinated manner, implement regulatory 
transformation, make new types of oversight more scientific, improve government services, and 
benefit enterprises and the people. We will further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for development, ef-
fectively solve the difficulties of enterprises and the people, and inject strong impetus into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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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 5 月 12 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会议中，

“放管服”改革的概念被首次提出。“放管服”改革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重大举措，主要是指围绕处理

好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管齐下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优化营商环

境，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国家高度重视“放管服”改革，2022 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

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优化营商环境[1]。我们知道，“放管服”改革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避免经济“硬着陆”，优化营商环

境、发展壮大新动能、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但同时，“放管服”改革工作在

开展的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困难和不足，还要啃许多硬骨头，急需我们找准目标、精准施策，进一

步推进“放管服”改革。 

2. “放管服”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的重视，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与举措落实“放管服”改革工作，

为保持经济平稳增长、调节结构以及普惠民生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和条件，但是，在“放管服”改革的

过程当中，有些问题的存在导致改革推进受到影响，改革成效与预期存在差距，阻碍了改革继续向更深

层次的推进。 

2.1. 简政放权质量还有待提升 

当前，尽管简政放权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解决，简政放权的质量提

升还有很大的空间。一就是简政放权的有效性不高。有的地方和部门存在变通操作，该放的权的不放，

选择性下放权力，或者放责不放权、放小不放大，含金量高的权力不愿意下放到下层，且存在放虚不放

实的现象，导致标准不一、要求不一、配套不一，使改革成效大打折扣。二就是放权出现不对路的现象，

比如应该下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力，却在政府内部进行下放，或者是下放给了相关的评审和中介，没有

真正给市场和社会提供更好的环境，只是将以前由政府负责的换成了别的负责人，并没有从源头上解决

问题。三是放权的协同性有待提高。在权力下放的过程中，整体联动性力度不够，业务协同水平有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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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部分关联的事项没有进行很好地统一协调，导致企业与群众在办理事务时省里市里来回跑，不同地

域和不同层级之间要办理的事项名称、所指代的编码以及其所代表的内容出现不一致的现象，在很大程

度上限制了“一网通办”的效率，浪费了企业和群众的时间，降低了企业和群众对“放管服”改革的信

任度。四是有些基层缺乏承接权力的能力。许多对专业性与业务性要求较强的行政审批事项的权力按照

改革需要下放基层，而基层的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以及各种设施硬件比起上级会出现较大的差距，受到

这些情况的影响，导致权力下放到基层，并没有想象预设的那样承接得恰当，基层对下放的权力会出现

接不住，用不好的现象。五是行政审批环节依旧很多，耗时耗力。如同一个审批需要四五个人签字审批，

“公章旅行”现象依旧存在。有的部门审批流程不清晰，信息公开和一次性告知企业和群众办事的要求

落实不到位，导致企业和群众来回跑，重复审批事项依旧存在，对企业和群众来说就是耗时耗力。 

2.2. 市场监管“短板”问题依旧比较突出 

自“放管服”改革实行以来，放管结合工作取得很大的进步，市场监管也得到了较大改善和提升，

监管方式和方法手段等也相应的进行了创新和改良，较改革之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来看，市场

监管还存在一些棘手的问题，给改革带来了很大的阻碍。一是监管机制不健全。有些地方依旧存在重审

批轻监管的现象，多头审批、多头监管以及重复审批导致权责不匹配，监管效率很难保证。事前审批被

减少后，监管的力度并没有提上来，有的部门不做审批工作后，会感觉无事可做，没有认识到监管的重

要性，导致出现执法不力等问题。二是监管存在公平公正问题。企业和群众受到刁难的现象依旧会时有

出现，监管过于任性情况也存在于生活中，有些刚兴起的小企业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如水电暖气遭到

双倍的情况，导致企业负担严重，而同比之下，有的大型企业会出现垄断业务，对小企业进行打压，由

于资源等问题导致小企业难以发展。三是有的地方和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和系统不健全，没

有全面落实好随机与公开的工作，被检查对象和执法人员的名录库电子化程度较低，且如何随机的挑选

被检查对象的过程难以做到全程留痕和全面公开，许多人民大众对其知晓程度还不高，规范性和公平性

还有待提高。且该机制的适用范围存在一定的局限，例如，在一些化学药品生产以及食品生产等行业中

实行“双随机”那没有被抽查到的企业的真正运行状况难以得知，很难发现存在的隐患。再者，这样的

机制还会造成有的检查人员对随机抽到的领域不熟悉，对最终的检查结果的准确性造成一定的影响，也

会浪费更多的时间[3]。四是基层监管力量相对薄弱。由于“放管服”改革的推进，对下级部门的要求越

来越高，专业人员、机构、设施和技术都要实时跟进，基层工作人员的监管专业性可能跟不上要求，工

作人员的能力不够，导致满足不了改革的需求。其五是由于缺乏明确的规定和示范，一些部门和政府对

于新业态的审慎包容监管没有落实，存在不想管不会管的问题，甚至还有不敢管的现象出现。 

2.3. 政务服务工作还需优化 

一是政务服务不够规范和便捷。部分基层办事大厅排长队的现象依旧存在，提供的自助办理设施如

同虚设不能用，遇到问题少数工作人员相互推诿不解决，部分工作人员服务意识水平有待提高，群众会

遇见脸难看，事难办，效率低下的情况，同时，同一项服务，各个地区出现标准不同、服务不同，降低

了群众办事的效率。二是信息数据共享不健全。各地区、各层级和各部门之间的数据没有得到充分共享，

“信息孤岛”问题没有得到改善，“信息垄断”在现实中依旧存在，“数据烟囱”问题尚未破解，平台

推送的信息得不到互相承认，导致“最多跑一次”和“零跑腿”等事项多仅存于纸上谈兵。三是基层服

务建设落后。政务服务中心的便民设施不便民，座位不够，停车位短缺，公交不方便，且由于宣传度不

足，群众对政务服务中心的具体位置知晓度较低。四是网络电子化证照的推进较为缓慢。各个地区和部

门的电子证照库建设标准不一，各地推进的程度明显不平衡，且总体上比较缓慢，对电子证照的使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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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认可度也不高。 

3. 完善路径 

3.1. 聚焦精准放权，全面推进简政放权协同化 

“放管服”改革的推行需要做到精准放权，各种权力下放要做到整体协调统一，真正起到便利企业

和群众的作用。 
一是提高简政放权的有效性。充分利用互联网+简政放权，利用网络的便利性，全面公开权力下放事

项，让群众监督，保证责任与权力同时得到下放。打击上级扣权的症状，做到如实简政放权。二是简政

放权做到一一对应，该下放到市场的放给市场，该放给社会的放给社会，杜绝权力下放不对路的问题，

从源头解决问题，给企业和群众创造良好的环境。三是做好统筹协调，提高简政放权的协同性。各层级，

各部门和各地区之间要做好统筹协调工作，共同协商下放权力事项，确保同步下放相关联的各项权力，

提高整体联动性，该下放的权力及时统一下放，各种标准和规则配套协同整体下放，提高解决简政放权

协同性问题的速度。四是提升基层承接能力。保证基层承接能力与下放的权力相匹配，注意工作中的衔

接，要联动推进各层级有效接住下放的权力，加强对基层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提升其操作技能，确保

简政放权质量不会受到影响。五是大力推进审批“减量化”，“信息化”和“标准化”。大幅减少审批

环节、材料和事项，做到能精简就精简，能合并就合并；利用互联网进行线上线下结合审批，让“最多

跑一次”全面落实到现实中；对审批流程进行统一标准，及时做好信息公开，不让审批成为企业和群众

的绊脚石。 

3.2. 落实监管转型，推进新型监管科学化 

自“放管服”改革之后，监管的重点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宽进严管是监管的主要任务，没有强有力

的监管，简政放权难以长久，只有对市场进行合理而强有力的监管，市场才能和谐并蓬勃发展下去。 
一是健全监管机制。在信息时代，充分利用好“互联网+监管”，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提升监管能力，

及时公开透明，提升监管有效性。着力抓好事中事后监管，提升监管力度，做到重视监管。充分利用好

信用监管，加强平台信息共享，严惩违法失信行为，使其达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效果。二是推

行公平公正监管。要加快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规则和审查制度，及时拔掉阻碍市场公平的各种障碍钉子，

着力打破地方保护壁垒以及资源垄断，加快修订反垄断法，建立公平的开放市场，对大中小企业一视同

仁，优化资源配置，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制度保障。三是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这种监管方式是

指被检查的对象和检查人员都是随机选择的，随机匹配后需要及时向公众公开检查的结果[4]。这种监管

方式使得各个市场主体被抽查到的几率保持一致，且可以有效降低执法者利用职务之便寻找寻租机会以

及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几率。深化该监管，就要健全随机抽查机制，相关细则一定要进行完善，检查的执

法结果要及时向公众公开，接受群众的监督，并扩大群众参与监督的渠道，加快实现随机监管全覆盖，

提升随机抽查制度的标准化，“信息化 + 标准化”“制度 + 技术”多管齐下，保证监管的规范性和公

平性。四是壮大基层监管力量。定期对监管人员进行培训和业务指导，提升其监管能力，并加大对基层

监管的投入，保证人员设施和经费配备的充足。大力发展民间社会组织和民众的作用，使其参与到监管

过程中。五是推行审慎包容监管。对于新产生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济，如共享汽车、

网约车、美团、人工智能和移动支付等[5]，要本着激励其持续创新的思想，对其进行合理引导，不能采

用传统管理方式，一上来就管死或者打压，要对其量身定制包括“安全阀”和“红线”的审慎包容监管

模式和标准规范，使其健康发展，提升群众的生活体验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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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优化政务服务，做到利企便民 

优化政务服务，要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正解决群众困难，把人民的困难放在

心上，政务服务要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效率，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一是加强政务服务的规范性和便捷性，提升实体政务大厅办事和服务能力。增加实体服务大厅的设

备配置，充分保障人员、设施和经费补给。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与服务态度和水平。加强各地区各

部门的协同性，做到标准统一服务统一。二是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全面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快构建

政务服务全国“一张网”，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为基准，整体接入地方和部门专门信息系统，有效解决

“信息孤岛”和数据垄断等问题，建设全国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快速解决一网通办和异地可办的问题。

三是进一步完善各级政务服务大厅建设。完善各级政务服务大厅建设，各级服务体系出台统一标准，将

不便民的设施进行整改，保证厅内座位充足，到达便捷，同时加大对政务服务中心的宣传，让民众知晓。

四是优化办事流程，做到极简。长期以来，办事证明多，办证难一直困扰了群众，政府各种证明材料和

手续能合并就合并，能取消就取消，要提高办事效率，创新办证方法，提高便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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