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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盈 黄乔

土沃则稻香，环境优则企业强。
作为全国首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6大城

市之一，重庆以“营商”促“赢商”，努力构建
“水清鱼跃”良好生态，推出多项举措，为经营
主体筑发展之基、开活力之源。

今年以来，我市不断强化政企沟通、推动
政务服务迭代升级、促进制度法治保障提速
提效，有效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数据显示，截
至目前，重庆新设立各类经营主体59.52万
户、同比增长17.85%。至此，重庆经营主体
总量达367.48万户、较去年底增长7.57%；今
年4月央视发布的《2022城市营商环境创新
报告》显示，重庆入选2022城市营商环境创
新城市。

市市场监管局：
“一件事一次办”

让企业一步迈过多道“门槛”

12月15日，重庆芝麻官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丹一次性获取了企业变更
登记后的多个关联证照更新。

江津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一
旦经营主体的主要信息发生变化，特定行业
和领域的关联证照也需同步更新。

以陈丹申办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
例，他必须同时更新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
可证，方可正常营业。

“过去，证照都是分开办的，经营许可证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办好。”陈丹说，在这一过
程中，不仅要重复提交材料，还要跑多个窗
口，费时又费力。

陈丹曾经的经历并非个例。此前，在通
常情况下，企业拿到营业执照后，还需要办理
多种许可证，“办照容易办证难”是企业普遍
反映的问题。

为把与开办企业相关联的政务服务“单
项事”整合成为企业和群众视角下的“一件

事”，今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紧盯许可证与
营业执照办理流程衔接不畅的问题，以电话、
走访等多种形式展开调研，加快推进“证照联
办”改革。

“证照联办”，关键在“联”。如何“联”？
市市场监管局借助“全程网办”，实现了让办
事企业“少跑腿”。

今年6月，“证照联办”系统在重庆市开
办企业“一网通”平台上线。一次性获取多个
关联证照更新的肖潇对此有着切身体会——
只填写一套表单，只签一次名，便可同时获得
更新后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同时，市市场监管局会同多个部门，通过
“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将企业变更登记中涉
及的税务信息、社保信息、水路运输经营者相
关信息等变更备案事项整合为“一件事”，方
便企业一次性办理。

今年以来，市市场监管局以跨部门、跨领
域信息共享促进涉企业务多跨协同，把原来
需要企业群众多头跑或跑多次的事项有机整
合，推出企业开办等9项“一件事一次办”服
务，让企业群众一次办结多个事项，实现“数
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截至目前，市市场
监管局牵头的9项“一件事一次办”服务已为
超过20万经营主体提供服务，推动改革“惠
民有感”。

市税务局：
“一键零申报”

大力简化企业办税流程

“现在点两下就能完成印花税零申报，不
用再一个一个税目做税源信息采集再申报
了，很方便。”12月20日，迅速办理完申报事
务后，渝新欧（重庆）物流有限公司办税人员
钟姝感叹。

钟姝享受的这项便利，得益于市电子税
务局上线印花税税源信息报告“一键零申报”
功能。该功能简化了印花税申报流程，今年
7月以来已累计惠及3.4万户纳税人。

据悉，印花税申报分为按次、按季和按
年三种，纳税人如果认定按季或按年申报
印花税，当期没有发生印花税应税行为（即
未签订相关合同或产权转移书据），也要零
申报。

以往，纳税人办理印花税零申报时，需要
逐条税目分别填写应税凭证名称、选择申报
期限类型、填写应税凭证数量“0”等信息后，
才能申报。对于有多条印花税税目的企业来
说，非常麻烦。

“有多条税目的纳税人，需要多次重复填
写同类信息，‘一键零申报’解决了这一问题，
简化了印花税申报流程。”市税务局财产和行
为税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印花税税源信息报
告“一键零申报”功能上线后，纳税人当期若
未发生印花税应税行为，只需要点击“一键零
申报”，系统就将自动填报所有内容，不需要
再填写。

在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中，这样的创新举
措，重庆还有很多。例如，市税务局运用税收
大数据，形成各类电子表格数据自动“预填
单”，推出的小规模纳税人智能辅助申报服务
被纳入自由贸易试验区第六批改革试点经
验，在全国复制推广；“跨省异地电子缴税”模
式在全国复制推广。

同时，重庆税务部门还开启了留抵退税
自动判定快捷申请、多项税收优惠政策自动
抓取并预填数据等功能，推出“退税套餐”等
服务，依托纳税缴费服务热线提供在线互动，
辅导纳税人办理税费业务。

数据显示，今年1月—11月，重庆有8.2
万户次纳税人通过电子税务局“退税套餐”服
务办理退税业务，有5.3万人次纳税人通过
在线互动方式咨询税费政策、办理涉税费业
务，跨省异地电子缴税数量达3.38万笔。

市财政局：
“政采贷”“政采担”

让小微企业获得订单更容易

“我们仅凭中标通知书和采购合同，足不
出户就成功获得贷款500万元，解决了公司
的燃眉之急。”重庆巨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
理刘某告诉记者，以前融资贷款渠道少、放款
时间长，现在只需要提供政府采购中标（成
交）通知书和政府采购合同就可以线上办理
融资，且额度高、放款快、利率低。

重庆巨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能够便捷、
顺利地获得贷款，多亏了市财政局推出的

“政采贷”“政采担”政府采购金融赋能服
务。企业供应商凭中标公告、采购合同即可
线上自助贷款，无需抵押、线上申请、随借随
还，贷款额度不够还可通过政策性担保增信
提额。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相关贷款金额
已累计突破97.17亿元、3300余户次企业受
益，助推中小微企业轻装上阵、加快发展。

据了解，今年以来，市财政局全力优化政
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
难。例如，在强化政府采购政策效能方面，推
行政府采购合同预付款，预付款比例提高到
30%或50%；上调价格评审优惠幅度，货物
服务采购项目给予小微企业的价格扣除优
惠，提高至10%—20%；提高政府采购工程

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超过400万元的工
程采购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将预留
份额由30%以上阶段性提高到40%以上至
2025年。

再如，畅通政府采购扶“小”助“微”“最后
一公里”。今年以来，全市已授予中小微企业
采购合同 244.4 亿元，占授予合同总额的
75.4％左右；开展政府采购领域保证金专项
清查清退，除涉企收费清单目录外，其他形式
如质保金、低价保证金等一律要求清退，共清
理退还采购单位违规收取或未按时退还的保
证金5700余万元；聚焦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
成本，鼓励社会代理机构免费向供应商提供
电子采购文件，集中采购机构免收微型企业
招标文件工本费和代理服务费。

市司法局：
“智能化+调解”

减少企业纠纷解决成本

在线提交申请、线上审查资料、“云”上
开展调解……前不久，某润滑油公司与某五
金机电市场部的一起侵害商标专用权纠纷
调解案，通过智慧调解办案辅助系统实现高
效化解。

“这次调解太好了，不跑路就解决了企业
被侵权的难题。”调解结束后，当事人感叹道。

原来，某润滑油有限公司经调查发现，
某五金机电市场部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
擅自销售带有该公司注册商标的产品，误
导消费者，谋取不当利益。

随后，该公司通过在线诉讼平台提交
了商标侵权纠纷的诉讼申请。

法院收案后，启动“诉调”对接机制，将该
案件委托给重庆市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
员会，由调解员郭桂林负责调解此案。

郭桂林通过智慧调解办案辅助系统，对
证据材料、诉状等文书材料进行审查及研判，
经过多轮线上调解会议和深入讨论，最终当
事双方达成一致调解协议。

“此案采用了‘在线全流程调解+司法确
认’模式。”郭桂林说，这样一来，既节省了企
业诉讼时间，又降低了企业维权成本，为知识
产权侵权纠纷解决提供了一种高效、公正的
创新途径，具有多方面的借鉴价值。

据介绍，近年来，重庆调解工作不断强化
“数字建设”与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联姻”，
协同推进调解工作体系重构、业务流程再造、
体制机制重塑。

今年下半年，重庆研发上线的智慧调解
办案系统，已实现语音笔录实时高效转写、法
律意见一键咨询、调解协议一键起草、电子签
章一键调用、调解文书一键归档等功能，为化
解涉企纠纷插上了法治智慧翅膀，更大程度
方便群众和企业办事创业。

“数据是最好的‘试金石’。”市司法局相
关负责人说，该系统全面推广上线后，全市涉
企矛盾调解工作进一步提质增效。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各级各类调解
组织共成功调解涉企纠纷86150件，其中知
识产权纠纷113件、商事合同纠纷41143件、
生产经营纠纷8854件、劳动争议纠纷23508
件、消费纠纷12532件，减少了企业纠纷解决
成本。

以“营商”促“赢商”，经营主体总量达367.48万户

重庆营商环境创新之路越走越宽广

□本报记者 彭瑜

前不久，江津“福商”调解室成功调解的2个
案例入选全国工商联通报“百佳商会调解典型案
例”。作为全市首个商会驻庭调解室，“福商”调解
室不但实现了商事纠纷源头治理和多元化解，还
持续助力当地营商环境建设。

“福商”调解室所在的西部（重庆）科学城江津
片区（双福工业园）共有商户6万余家，企业6000
余家，其中，规上企业151家，常住人口约30万
人。

“万商云集带动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导致商
事矛盾和商事诉讼易发多发。”为此，2021年 3
月，江津区人民法院在双福工业园设立双福人民
法庭，专门为园区服务。

该庭庭长曹鹃作过调查，辖区年均受案达
2000余件，其中买卖、运输、租赁等商事纠纷超
70%，“商事诉讼周期长、成本高、伤和气等问题不
仅给当事人造成困扰，也影响当地营商环境。”

曹鹃了解到，双福新区商会在双福企业家心
中颇具影响力，还是全国“四好”商会。几经协商，
双福人民法庭将双福新区商会确定为特邀调解组
织，于2021年5月在全市设立首个商会驻庭调解
室——“福商”调解室，并在实践中探索总结出

“4221”工作方法。
双福新区商会秘书长庄晓锋介绍，“福商”调

解室自运行以来，已成功调解案件1186件，成功
率约70%，涉及金额6000余万元。他说：“一个
案子涉及金额越大，诉讼费、律师费越高，如果在

‘福商’调解室调解成功，那是分钱不花就化解了
纠纷。”

江津双福：

通过商会调解纠纷
优化营商环境有妙招

相关案例>>>

“一件事一件办”让经营主体办事更便利、更省时。 （受访单位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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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按照商会推荐、工商联审核、法院
聘任、司法局备案的程序，四方各司

其职将公道正派、品行良好、具有一定专业知
识、熟悉商事交易习惯、热心调解工作的企业
负责人和专职法务人员选聘为特邀调解员。

“4221”工作方法

“4”

“2”

指一次解纷终局结，通过“前调后
审、调诉转化”一体衔接，努力实现

纠纷实质化化解，做到案结事了，实现纠纷
终局化解。

指双福新区商会向会员企业发放的
《倡议书》和《告知书》，倡导商会企

业间产生纠纷后由商会先行调解，引导当事
人在诉前选择商会进行调解。

“2”指双向奔赴合力解。一方面深入辖
区排查化解矛盾纠纷，与商会调解

员联合开展普法宣传；另一方面将党代表、市
区两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优质社会解纷
力量“引进来”开展调解。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