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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31项任务207条举措 政务服务95%可网办

■劳动报记者 邵未来

上海优化营商环境4.0版出炉

实现企业
高频事项全覆盖
方案指出， 要提升线上服

务友好度、 智能化水平。 加强
系统集成、 信息共享和业务协
同， 推进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全
程网上办理 ， 提升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 用户满意度 。 具
体措施 ： 进一步加强系统集
成、 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 实
现政务服务可网办能力达到

95%以上 。 推广在线身份认
证、 电子印章等技术， 实现企
业高频事项 （年度企业办事频
次前 20%的事项） 全覆盖。 完
善企业专属网页功能， 推进一
批 （不少于 100 项） 基于企业
专属网页的精准化服务应用场

景。 针对部分高频事项， 实行
“无人干预自动审批”。

同时， 也要强化线下综合
服务和自助服务。 政务服务中
心综合窗口比例提升到 80%以
上， 对现场检测查验事项全面
推行预约服务。

方案指出 ， 要发布实施
市、 区两级企业 “高效办成一
件事” 清单， 探索建立 “窗口

事务官” 制度。 完善政务服务
反馈机制和政务服务 “好差
评” 制度， 加强 “差评” 问题
整改， 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企业开办和注销
“一窗通”

根据方案， 将优化升级企
业开办 “一窗通” 系统和企业
注销 “一窗通” 平台， 优化办
事流程， 力争打造企业开办和
企业注销最佳服务链。 力争实
现具备条件的各类企业均可使

用无纸全程电子化方式办理设

立登记。 在全市推广实施企业
名称告知承诺和住所、 经营范
围自主申报， 持续提高无纸全
程电子化登记系统信息自动识

别和智能筛查精准度， 大幅减
少人工干预， 实现符合条件的
企业设立登记 “即报即办 ” 。
实现企业注销申请跨部门预

检 、 清税证明实时传送等功
能。

此外， “最多跑一次” 事
项范围由企业间不动产转移登

记扩展到所有不动产转移登

记。 网上缴税业务开通后， 因
企业自身原因不能立即缴款

的， 以及非企业间不动产转移
登记事项， 可选择网上缴税后
产证快递送达， 无需再次到登
记大厅现场取证。

在纳税方面， 深化税费缴
纳综合申报改革， 拓展 “非接
触式” 办税缴费服务。 在五税
种综合申报基础上， 进一步研
究扩大税费缴纳综合申报范

围， 简并申报表， 减轻税费缴
纳负担。 拓展 “非接触式” 办
税缴费服务 ， 2021 年基本实
现企业所有办税缴费事项网上

办。

大数据
促进充分就业
在就业方面 ， 方案明确 ，

要完善就业信息监测机制， 健

全劳动力市场调解与仲裁衔接

机制， 建立健全劳动者权益保
障预警处置机制， 提升劳动力
市场监管服务水平。 进一步加
强就业监测平台建设， 依据大
数据监测促进实现更加充分的

就业。 健全劳动力市场调解与
仲裁衔接机制， 通过调解组织
协助申请和送达 、 一次性告
知、 仲裁机构就近就地开庭等
措施简化流程和缩短处理期

限。 在每个区选择 1 至 2 家劳
动争议多发的街镇或园区， 建
设较为完备的劳动争议调解组

织 ， 探索设立劳动仲裁派出
庭。 建立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
预警处置机制， 强化农民工工
资拖欠问题综合治理， 推进精
准监察和预防化解。 把灵活就
业、 共享用工岗位信息纳入公
共就业服务范围， 对设立劳务
市场、 零工市场或在各类招聘
会开设灵活就业专区给予支

持、 提供便利。 简化应届高校

毕业生就业手续。
在张江科学城、 自贸试验

区临港新片区和浦东新区、 松
江区试点的基础上， 向全市其
他有条件的区域下放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审核权。 进一步扩大
“外籍高层次人才资格认定 ”
适用范围， 支持科研团队的外
籍科研人员及相关重点学科的

外籍博士毕业生办理 《外国高
端人才确认函》， 对最长 10 年
有效的外国人才 （R 字） 签证
申请人， 其随行家属也可申请
相同期限的签证。

在人才引进方面， 方案提
出要大力引进外国科技人才 ，
充分发挥用人单位自主权， 推
行外国科技人才无犯罪记录

“告知+承诺” 制。 全面实施外
国人才及团队成员在创业期内

可通过园区、 孵化器、 众创空
间等创业载 体 申 办 工 作 许

可 ， 为外国人才来沪创新创
业提供稳定的工作预期 。 依
托 “留·在上海 ” 留学人才
服务平台 ， 建立健全 9 个海
外人才工作站与 12 个留学
人员创业园联络对接机制 ，
吸引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留学人员团队和青年人才来

沪创新创业。

本报讯（劳动报记者 邵
未来） 备受关注的数字人
民币内测试点正在上海悄

然推进 。 根据记者此前的
报道， 从春节前 ， 包括工 、
农 、中 、建 、交和邮储银行
在内的六大行已开始纷纷

选择消费场景进行内测 。
据悉 ， 目前包括京东 、哔
哩哔哩 、滴滴出行等平台都
已经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

支付，数字人民币网购已经
成为现实。

结算方式
与微信支付宝相似

事实上 ， 数字人民币
App 在手机的应用商城里并
不能直接找到。 目前，消费
者使用数字人民币还需要

通过银行提供的兑换码注册

下载后方能使用。 在数字人
民币的试点合作银行中，目
前可以选择的也只有工、农、
中、建、交和邮储银行等六大
行。

在一家连锁熟食店，记
者看到了可以使用数字人民

币的提示。打开手机 App，选
择付款码， 直接扫码就能完
成支付，整个过程十分方便，
与当下常用的微信支付宝基

本一致。
在数字人民币 App 的

使用界面里， 用户可以选择
“充钱包”， 将银行卡里的钱
充值到数字钱包里， 也可以
选择“存银行”将现金提款到
银行卡， 输入密码就能完成
绑卡等操作。

除了二维码付款、 收款
外， 甚至还可以实现 “碰一
碰”功能。 手机与 NFC 标签
碰一碰、手机与手机碰一碰、
手机与 POS 机碰一碰，都能
完成支付。

网购已成现实
线下店还在拓展

打开京东商城， 选择一

款京东自营的商品，在支付
页面，已经可以勾选数字人
民币支付。 记者尝试发现，
整个支付过程和其他支付

模式并无差别。
在数字人民币 App 中，

记者发现，除了京东外，包括
哔哩哔哩、滴滴出行等都已
经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

而在线下实体店的铺设

过程，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记者从多家银行了解到，包
括新世界城、徐家汇商圈等
热门消费打卡地都将陆续开

通数字人民币支付功能。 在
新世界城的官方公告中，还
借助三八妇女节的契机，推
出了支付优惠等活动，吸引
更多消费者尝试使用数字

人民币。 有意思的是，在这
个公告中 ，将 “数字人民币
App”称为“特定 App”，可见

此次线下的推广进行得十分

“低调”。
记者从一位银行人士处

获悉， 线下店的铺设由各家
银行各自进行推进。“不同银
行会根据自身情况， 找合适
的商家进行推广 。 不同于
pos 机， 数字人民币的推广
初期，银行并不会从中扣点，
这样也能推动商家试点的积

极性。 ”

有望覆盖
更多银行和场景

从地铁里的自动贩卖

机， 到医院食堂， 再到奶茶
铺、熟食店、百货商场，越来
越多的消费场景里， 引入了
数字人民币。

在进入 2021 年后，央行
数字人民币正不断加速落地

试点的脚步。从最初的深圳、

苏州、雄安、成都以及未来的
冬奥会场景，到如今的北京、
上海、长沙等地全面铺开。有
业内人士预计，2021 年数字
人民币的试点地区将进一步

扩大， 特别是一些信息化水
平相对较高的城市试点将有

所加快， 试点应用的场景将
进一步增多。

在 2021 年的上海市政
府工作报告提到， 持续推动
金融业扩大对外开放， 继续
集聚一批功能性、 总部型机
构，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有
银行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小
规模内测也是为了今后引入

更大规模的试点做准备。 今
后， 数字人民币可能会覆盖
更多的合作银行， 拓展到更
多的消费场景， 真正让消费
者认知和接受。 “不过，在现
有移动支付方式已经十分方

便且被接受的情况下， 一项
全新的支付方式要想真正吸

引到更多的用户使用并不是

一朝一夕就能够一蹴而就

的， 今后的尝试还有很多工
作要做。 ”

数字人民币可以网购了
徐家汇等线下商圈将陆续铺开试点

3 月 2 日，《上海市加强改革系统集成 持续深化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行动
方案》正式公布，围绕优化政务环境、提升企业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营造公平
竞争市场环境等 5 方面提出 31 项任务，共 207 条举措。《行动方案》提出：实现
政务服务可网办能力达到 95%以上，“最多跑一次”事项范围由企业间不动产转
移登记扩展到所有不动产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