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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更具体验感获得感
“十三五”以来，重庆经开区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全力抓好全市民营经济发展试点示范，推行16

项改革举措，精简54项行政审批事项，企业设立登记时间、投资项目审批基本实现全市最快。
通过有效创新，重庆经开区构建起亲商、护商、安商、稳商良好氛围，营商环境指数在全国218家国家

级经开区中排名第16位。
面向“十四五”，重庆经开区将继续抓好软硬环境打造，对标国际一流优化涉企服务，利用创新手段推

进“放管服”改革，强化科技创新支撑，让市场主体多起来、活起来、强起来。

近期，重庆科技孵化产业技术创新联
盟在重庆经开区成立。该联盟是由力合重
庆创新中心牵头，重庆邮电大学、重庆大学
产业技术研究院共同组建，未来将致力培
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端综合科技创新服
务品牌，推动全市乃至全国的科技创新发
展。

把强化科技创新支撑融入营商环境优
化提升中，是重庆经开区一直以来谋划的
一篇大文章。在特殊时期中，重庆经开区
更需要用实际行动去破解“如何涵养科技
创新生态”这一课题。

去年以来，重庆经开区以建设中国智
谷（重庆）科技园为契机，连续举办了“智创

杯”前沿技术挑战赛西南赛区线下赛专场、
第九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大中小企业融通
专业赛（京东专场）总决赛等活动；邀请腾
讯众创空间（成都）、国信优易大数据产业
基地、电子科大逆向创新孵化器等单位举
办“2020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智能制造创
新峰会和孵化器合作交流论坛”，促进成渝
两地孵化器经验交流与合作。

当地立足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
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等平台优势，加快推动环重邮创新生态圈、
重邮“三院”等项目建设，出台“智谷菁英”
人才计划，积极推行“双招双引”联动机制，
加快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努力
打造人才高地，构建协同创新体系。

一系列举措成果颇丰。截至目前，当
地已建设京东智联云（重庆）数字经济产业
园等3个市级孵化器，星耀多产融合众创空
间等17个市级众创空间；全年新增国家级、
市级研发平台10家以上，引进培育科技服
务机构20家以上；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124户、科技型企业991户。

同时，重庆交大山区桥梁及隧道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西部首个国家密码应用
创新示范基地、国家双创示范基地成功获
批，重庆航空产业研究会成功落户。重庆
经开区的科技创新，正整体迈向全新阶段。

未来，重庆经开区将聚焦加快形成良
好创新生态、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着力引进
培育创新主体、孵化载体，深入推进科技体
制改革，加快构建协同创新体系，提速建设
科技创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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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经开区最近好事不断：华为（重庆）
物联网创新中心及拓维信息物联网全国总
部在重庆经开区揭牌。未来，华为公司将打
造华为重庆物联网展示中心，推动重庆物联
网标准孵化、解决方案创新，助力重庆成为
全国物联网产业生态高地。

几乎同一时间，20家国内知名游戏企业
集中入驻重庆经开区的网易文创数字经济
产业园。未来，这里将打造一个集总部结
算、软件研发、新媒体运营等功能于一体的
百亿级数字文创产业基地。

不仅仅是华为和网易，近期赛仕(重庆)
大数据——物联网联合创新中心在重庆经
开区启动，中化学生态环境公司总部也落户
当地，此前还有微软、高通、美的、阿里、京东
等国际知名企业纷纷入驻。

重庆经开区到底有何魅力，能够得到如
此众多的“巨头”青睐？在外界看来，这主要
源自当地聚焦“软硬”两个核心环节所创造
的一流营商环境。

重庆经开区拥有15公里长江岸线、万亩
南山森林、38公里蜿蜒河道构成60平方公
里的江山画面，江南新城、广阳岛已成为外
来游客体验重庆城市形象的观赏目的地。
当地占据重庆主城东南门户，发展的区位和
环境条件可谓得天独厚。

基于上述条件，重庆经开区对标国际一
流，以“高颜值山水之城、高质量产业之城、
高品质生活之城”为目标，全面提升各项“硬
件”，积极打造主城都市区东部槽谷高质量
发展重要增长极。

一方面，当地着力完善城市功能。在重
庆东站建设区，站前区征地拆迁、土地储备
等工作正在加快进行，3.47平方公里控规成
果已通过市政府审批。在江南大数据产业
园，一批新基建项目陆续开工，总投资约168
亿元。

同时，迎龙湖湿地公园及周边概念规划
方案完成征集；茶园大道改扩建工程等12条
道路竣工通车；金科·博翠园等5个房地产项
目完成建设66万平方米。

“最近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大片绿化，上
下班的时候感觉心情也好了不少。”美的制
冷工厂的一位负责人表示，如今美的工业
园、机电科技园等5条道路都进行了绿地整
治，环境档次有了很大提升。

过去一年，当地共完成88个雨污混排点
位整改，新增绿地47万平方米，修复道路
3.77万平方米，全年新增绿化面积13.73万
平方米。

如今，重庆经开区的中央、市级环保督
察反馈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达100%，目前正探索生态环保云平台
应用。

同时，当地城市配套短板正加快补齐。
一年来，当地新增水电气讯管网57.68公里，
光纤总里程数超过16.15万芯公里，新增公
交线路5条，建成5G基站180个，长江工业
园、茶园工业园等片区5G信号基本实现全
覆盖。

重庆经开区在软环境方面的提升，同样
让投资者与企业代表印象极深。

网易文创数字经济产业园负责人鞠小
东表示，游戏企业入驻产业园，需要办理大
量的运营资质、证号审批，涉及宣传、工商、
出版、文旅、通信等多部门，按照一般流程周
期较长。

为了支持产业园项目尽早落地，重庆经
开区特别为该项目开辟了绿色通道，在行政
审批等方面采取专人专责和“一站式服
务”。政府服务的高效和贴近性，令网易方
面十分赞赏。

目前，在软环境支持上，重庆经开区成
立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一系
列规范、指引性文件，明确了五个方面30项
任务、“11+4”便利化行动，为后续工作提供
了有力支撑。

同时，重庆经开区还建立事项清单化、
工作月报、季度总结、跟踪问效、评价考核等
工作机制，坚持实行产业项目无偿帮办代办
制度，为企业从落地、建设、生产经营到搬迁
注销等全生命周期提供无偿服务；推行首个
优化营商环境负面清单，从落实政策法规、
行政审批、行政执法、廉洁用权四个方面明
确25条不可为事项……正是这一件件、一条
条在当地营商环境的全面优化提升中发挥
了关键作用。

如今，无论是世界500强企业还是广大
中小企业，都充分感受到重庆经开区通过在
软硬两方面的营商环境优化所呈现出的吸
引力。

同时，重庆经开区市场主体也再创新
高。2020年当地新开办企业1358户，同比
增长42.9%，增长率位居全市前列。

作为国家首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
“创新”是重庆在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中要把
握的核心关键词。对此，重庆经开区可谓颇
有心得。

重庆经开区经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
地创新审批服务模式，推行“绿色通道”，对
智慧广阳岛等16个项目实行“马上审批”，一
天内全部批复立项；对重庆广阳岛生态修
复、广阳湾生态修复等同类项目可研实行

“同步审批”，合并召开专家评审会、行政评
审会，节约审批时间约2个工作日。

同时，当地推行“容缺受理+告知承
诺”。重大项目特事特办，可“先受理，再补
签”；次要材料欠缺的，可“先承诺，后补齐”；
对33个项目实行“容缺审批”，对11个项目
实行“承诺审批”。

“专人办、帮代办、上门办”也是重庆经
开区的一大创新特色。据了解，当地组建了

“帮办、代办”团队，设立专门窗口，对vivo、
莱福、数聚汇通等重点项目实行了“帮办、代
办、上门办”等精准服务。

此外，当地还实行“综合窗口受理、并联
集成审批、一个窗口出件”工作模式和“多图
联审”“联合踏勘”“联合验收”“承诺审批”

“并联审批”等创新举措。

成效也是显而易见的：一般社会投资项
目审批时限比全市少5个工作日，政府投资
线性市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限比全市少
11个工作日……各项审批时限均为全市最
短。

除了审批，重庆经开区在企业开办、
知识产权、纳税、水电气、融资、诉讼等各
个环节均融入了许多创新举措。通过一
个个环节的改善，营造整体优良的营商环
境，最大程度为企业减负、激发内生活力。

例如通过全面推行企业设立登记电子
化、无纸全程电子化、电子营业执照的实体
应用，当地实现开办企业“一网、一窗、一次、
一日（4-8小时办结）”全流程办结，“减时
间”全国靠前。

当地还推动出台知识产权资助及奖励
办法，截至去年11月累计新增减税降费5.11
亿元，在纳税人满意度调查中排名主城区第
二；推行水电气综合窗口一站式服务；一次
性办理存量房转移登记、交易、核税、缴税、
缴纳登记费和领取不动产权证书等事宜；摸
排300余家企业融资难题并形成台账，开展
线上专题培训和“一对一”的服务；诉讼活动
实现“一网通办”……

创新一直在路上。最近，重庆经开区又

与成都经开区建立“跨省通办”便利化政务
服务机制，制定《南岸区重庆经开区关于川
渝通办事项（第一批）的工作方案》，目前已
实现第一批58项事项“跨省通办”。

打造软硬环境推动招大引强 让市场主体多起来

创新提升服务效能 让市场主体活起来

打好”科技牌” 让市场主体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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