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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第五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重庆经开区

数据》》

数说重庆经开区营商环境

市场环境

政务环境

法治环境

创新环境

要素环境

重庆经开区

重庆经开区行政服务大厅工作人员和办事人员交流

核
心
提
示

着力优化五大环境

重庆经开区力争营商环境成为全市标杆

重庆经开区提供无偿全程高效代办注册服务，企业仅用一个半小时即取得营业执照。日前，上海禾赛科技有限公司在为
其全球研发总部项目落地公司办理营业执照时，感受到了惊人的“重庆经开区速度”。

能够一个半小时就办好营业执照，并非偶然。
今年以来，重庆经开区聚焦“3+2”产业发展方向，围绕企业需求出政策、抓落实、优服务，积极推动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

治环境、创新环境、要素保障环境五大领域改革，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取得成效。
数据显示，2023年一季度，重庆经开区累计新设市场主体768户，同比增长1.05%；实有市场主体达18915户，同比增长

18.39%。同时，没有一家规上企业、招商引资企业和享受政策优惠企业迁出。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是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

求。今年，我们要力争全区营商环境在全市成为标杆。”重庆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日，在重庆经开区同景路经营药
房的个体工商户黄某，成功通过“渝快
办”“个转企”模块取得升级变更后的企
业营业执照。这也是重庆经开区发出的
首张“个转企”营业执照。

“个转企”即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
企业，有利于拓展市场主体的发展空间，
提升市场竞争力。今年以来，重庆经开
区推出“个转企”极速免费办理模式，免
费为市场主体办理相关手续，实现了“个

转企”零成本，极大地提高了市场主体的
获得感。通过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继续推进全流程电子化招投标和不断强
化政府采购监管等举措，着力优化健康
有序的市场环境，助力市场主体健康发
展。市场主体能够以零成本快速实现

“个转企”，仅仅是一个缩影。
如聚焦深化商事制度改革，重庆经开区

多部门协同联动，积极优化服务，推进企业
开办“零成本”，全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今

年一季度，共计为446户企业提供免费刻章
服务，降低企业开办成本4.2万余元。

同时，深入推进注销改革，压缩公告
时间至 20天，畅通了市场主体退出渠
道。一季度，简易注销企业达62户，占总
注销量的42.76%。

围绕推进全流程电子化招投标，重庆经
开区运用招标投标智慧监管平台开展招投标
监督工作，对工程建设项目实施全流程电子
化招标投标，有效提升了招投标智能化水

平。截至目前，已完成招标项目10个，招标金
额达11.5亿元，中标金额达7.98亿元左右。

为强化政府采购监管，有效促进市场
主体公平竞争，重庆经开区今年还组织开
展政府采购专项检查，进一步规范采购履
约保证金及合同管理，清理采购壁垒，让政
府采购更“阳光”。截至一季度末，已完成
政府采购项目5个，预算金额1464.95万
元，实际采购金额1398.07万元。共计节
约资金66.88万元，资金节约率达4.57%。

着力优化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 助力市场主体健康发展

为更好服务企业，重庆经开区创新
开展委领导与企业家“早茶会”，构建政
企高层交流平台。截至3月末，共计开展

“早茶会”10次，接待美的制冷、长江电工
等企业高层20多人次。

不久前的一次“早茶会”上，重庆经
开区相关负责人得知了重庆美尚印务有
限公司一度遭遇融资难题和经营场地难
以解决的问题，随后，重庆经开区相关部
门全力帮助其对接金融机构、寻找经营

场地，很快解决了燃眉之急。
美尚印务公司的幸运，看似偶然，实

则是一种必然。
今年以来，重庆经开区大力推行企

业全生命周期服务，探索企业服务新模
式，不少企业因此受益。

如重庆经开区持续优化企业服务专员、
跟踪评价反馈等工作机制，完善领导干部对
口联系重点企业和与企业家联谊交友等制
度。今年一季度，共计统筹联系服务企业90

多家次，帮助解决国电企业管理公司个性化
企业名称核准登记等问题30多个。

“为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就是要着
力优化高效优质的政务环境，为企业排忧
解难，让企业办事更省心，从而心无旁骛
地发展主业，实现更好发展。”重庆经开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重庆经开区
深化推进“川渝通办”，完成“全渝通办”系
统高频事项280项，录入办理项测试件
455个；通过“一件事一次办”专窗服务企

业58家；办理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
10074件，按时办结率达100%，满意率达
100%；持续压缩办税时间，实现17个税
费种合并申报，“清税注销”和“发票管理”
业务平均办税时长压缩至5分钟以内。

同时，深入推进取消竣工验收备案政
策落地，相关事项由改革前的8项优化为4
项，减少50%；办理时限由改革前的12个
工作日压缩至7个工作日，时限压缩42%，
打通了项目投入使用前的“最后一公里”。

着力优化高效优质的政务环境 为企业排忧解难

近日，首届“迎龙创新港杯”创新创
业大赛总决赛在重庆经开区举行。20个
项目的参赛团队逐一进行路演，展示了
新型传感器、氢燃料电池电动自行车、
NASH创新药物研发等诸多创新技术。

据悉，重庆经开区力求通过此次大

赛挖掘市内外创新能力强、市场前景好
的团队和项目，推动人才、技术、资本等
创新要素在迎龙创新港集聚，推动科技
创新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今年以来，重庆经开区立足全市三
大高能级创新平台之一的战略地位，全

力筑巢育凤，打造创新高地，推动迎龙创
新港等创新载体功能有效释放。目前，
迎龙创新港已建成约152万平方米，聚焦
科创业态引入了注册企业593户和华为
（重庆）物联网创新中心等创新型企业48
户；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产业
化赋能基地，重庆脑与智能科学中心联
合四川脑科学与类脑智能研究院建设川
渝共建脑科学与类脑科学重点实验室。
支持区内领军企业、科研院所、上下游企
业，谋划建设市级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实
验室、工程研究中心、产业创新中心、新
型研发机构等创新平台，建成市级以上
研发机构111家、市级以上科技服务平台
8家。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
力。只有最优的营商环境，才能培育出
最有活力的科创集聚体。”重庆经开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该区除了推出
上述举措外，还努力通过优化人才服务
和营造科创平台，着力优化畅通便捷的
创新环境。

如在优化人才服务方面，重庆经开

区全面落实“1+5”区级人才政策支持体
系，今年一季度依托9所高校，引育国家
级、市级人才计划专家600余人。

同时，该区还积极拓宽渠道引才，建
立了40人的高层次人才服务“专员+联络
员”队伍，构建形成“一张服务卡、一支服
务队、一张服务网、一套服务事项、一系列
服务活动”的“五个一”人才服务体系。

在营造科创平台方面，重庆经开区
今年以来围绕大数据智能化产业的基础
研究与应用研究，与重庆邮电大学共建
大数据智能化产业技术协同创新研究
院，与重庆交通大学共建沙漠生态恢复
技术研究实践基地，与市人社局共同着
力打造集人力资源服务、考试、教学、实
训、培训、孵化为一体的综合性人力资本
产业园。

这一切，激发了市场主体创新活力，
进一步提升了重庆经开区科技创新水
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重庆经开区
新增发明专利2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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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优化畅通便捷的创新环境 推动创新要素集聚

推动企业开办实现“零成本”；一季度为
446户企业提供免费刻章服务，降低企业开
办成本4.2万余元。

深入推进注销改革，压缩公告时间至
20天。

一季度办理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
10074 件，按 时 办 结 率 100%，满 意 率
100%。

持续压缩办税时间，“清税注销”和“发
票管理”业务平均办税时长压缩至5分钟以
内。

一季度统筹开展联系服务企业90多家
次，帮助企业解决问题30多个。

构建政企高层交流平台，一季度共开展
“早茶会”10次，接待企业高层20多人次。

突出抓好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等
工作，一季度新增专利 194件，新增商标注
册112件。

上诉案件流转时间同比缩短15.89天；
多元化处理涉营商环境案件 164件；组建
43个司法诉讼服务团队。

迎龙创新港引入已注册企业524户，入
驻创新型企业38户。

重庆脑与智能科学中心已引入首批 14
个专家团队。

建立“1+5”区级人才政策支持体系，依
托9所高校，引育国家级、市级人才计划专家
600余人。

建立40人的高层次人才服务“专员+联
络员”队伍，形成“五个一”人才服务体系。

优化水电气讯配套服务，高压电用户的
平均办电时限由9个工作日压缩为7.1个工
作日；小微企业办电环节进一步压减为2个
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