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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是吸引一个城市高端要素集聚的

重要基础，是衡量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活力和持

久度的关键因素，是经济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

的重要体现。

近年来，营商环境的改善已成为各级城

市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从深化“放管服”改

革、激发市场活力，到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规

则对接、进一步扩大开放，再到推动高质量发

展、打造竞争新优势，优化营商环境的顶层设

计不断出台。“好的营商环境有多重要？投

资环境就像空气，空气清新才能吸引更多外

资”，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这句话，成

为大家对优化营商环境的共识。营商环境就是

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升

竞争力。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过去抓

发展，主要靠减税让利，靠拼资源、拼政策，

现在远远不够了，更多的是拼服务、拼信用、

拼环境。优化营商环境，归根到底要解决思想

观念滞后、体制机制束缚、工作作风不实的问

题，最关键的是必须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真

抓实干。只有解放思想，摆脱传统观念的桎

梏，思维、理念、方法、措施，才能跟上时代

发展步伐。只有改革创新，破除制约发展的制

度藩篱和机制障碍，才能充分激发经济发展的

动力活力。只有真抓实干，一步接着一步走，

一锤接着一锤敲，才能使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

实。

当前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

质量发展必须要有高质量的营商环境做保障。

实践证明，新常态下区域发展在分化，哪个地

方的营商环境好，企业投资就往哪里走，哪个

地方发展就会更快更有活力。抓好营商环境的

优化，对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如何塑造营商环境？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

各项举措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例如，反腐解决

了政府官员的“吃拿卡要”。完善法律体系，

治理失信等措施，大大改善了企业经营和处理

市场纠纷的法律环境。以互联网、信息化为基

础，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各种行政审批一体化

的改革，在全国的各类政府机构已全面铺开。

各级政府都在转换政府执政理念，实现以人为

本的城市治理政策，已经逐步深入人心。当前

重点要解决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转变观念。实现从提供优惠条件到

提供服务质量的转变。过去招商引资想的都是

“谈买卖”，政府官员带有企业家的角色，通

过政府资源供给的优惠条件才可以把企业引到

当地来投资。现在是要讲服务，要在同等条件

的基础上，以城市的服务效率取胜。政府官员

要从过去的管理资源分配入手，到现在做好服

务，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理念。前者是动口就可

以解决问题，后者是要腿勤手勤眼勤。前者承

诺了可以说了不算，后者是建立在法律和信用

体系基础上的约束保障机制。只有观念转了，

服务质量才可以通过“勤”来提升，从而避免

懒政。只有法律制度健全了，才有可能确保承

诺的兑现。

因此，要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充分运用互

联网、信息化手段，建立全新的政府城市治理

和服务体系。要打破部门壁垒，简化各种管理

和服务程序，打通数据封锁，开放政府的信息

城乡问答

如何以优化营商环境为突破口，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体系等，让企业不再为投资和经营所面对的各种

审批事务所烦恼。

第二，尊重市场规律。营商环境的改善，

要注重利益关系的调整。在城市治理和基础设施

建设以及各项社会服务内容中，把更多的事情

交给市场来做。避免由于政府经办的企业与民营

企业因利益发生冲突，进而造成对市场的破坏。

要正视新经济体系建设，要对共享经济等新的经

济平台给予开放和包容

的支持，面对新生事物

要允许“让子弹飞一会

儿”，而不是根据政府

管理者主观的好恶而强

行禁止。

第三，改善营商环

境，涉及信用和法律体

系的建设，也要强化政

府的责任意识。同时也

关系到如何根据国情来

借鉴国际经验。但就我

们国家而言，营商环境

改善的重点，还是在观

念转变和制度建设，这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如何放下“官”的架子去

学习更为精细和柔性的服务方式，实现从“以官

为本”到“以民为本”的转变，还需要下大力气

去抓，去进行体制改革，去树立典型。

对于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而言，要牢牢把握

“最多跑一次”改革等机遇，集聚改革发展的新

动能，通过理念之变、模式之变、作风之变，不

断转化为住房城乡建设事业发展的新优势，打造

营商环境的新高地。

理念之变。企业投资项目审批领域，一直都

是阻碍营商环境提升的难点问题，也是审批制度

改革的深水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瞄准审

批流程中的掣肘瓶颈问题，打破固有思维盲区，

自我改革，实现从“不可能”到“可能”的华丽

转变。

模式之变。要深化放管服改革，下大力气

做好“放”的文章、真正“放”出活力，加快补

齐监管短板、真正“管”出水平，在优化服务上

下功夫、真正“服”出效率，为市场主体和人民

群众打开“便利门”。加快推进电子政务，建立

政务服务“一张网”，打造

“一朵云”服务，大力推行

“一个窗口”进出、“一套

材料”共享，尽快实现“最

多跑一次”甚至“一次都不

用跑”。全方位降低企业成

本负担，打好降本减负“组

合拳”，做到“服务和效率

高于周边、成本和负担低于

周边”。主动服务新技术、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适当降低准入门槛，实行包

容 审 慎 监 管 ， 加 大 精 准 扶

持，营造助力新经济发展的

“大气候”。

作风之变。从解决群众最盼、最急、最想

的事情抓起，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高起点、高水平、高质量

推进城乡危旧房治理、安置房建设、市政道路建

设等工作，办好民生“关键小事”，把群众路线

深深植根于住房城乡建设干部的思想和行动。铁

腕纠治“四风”问题，重拳破解消极怠政，对党

员干部身上的问题早发现、早教育、早查处，严

肃整治损害营商环境的行为。将去困难和矛盾集

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开展调查研究做为每项改

革推进的前置条件，用脚步丈量民情，让住房城

乡建设工作更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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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营商环境有多重要？投资环境就像空气，空气清新才能吸引更多外资”，习近平在

博鳌亚洲论坛上的这句话，成为大家对优化营商环境重要性的共识。营商环境就是生产

力，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

对 于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领

域 而 言 ， 要 牢 牢 把 握

“ 最 多 跑 一 次 ” 改 革

等 机 遇 ， 集 聚 改 革 发

展 的 新 动 能 ， 通 过 理

念 之 变 、 模 式 之 变 、

作 风 之 变 ， 不 断 转 化

为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事 业

发 展 的 新 优 势 ， 打 造

营商环境的新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