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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浦东新区七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 074164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王巨成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推动浦东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进一步优化的建议》的代表建议（第 074164 号）收悉。经会相

关部门认真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优化营商环境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新形势新发展要求作出

的重大决策。浦东新区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工作，

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浦东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市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安排和决策部署，广泛凝聚营商环境建设合力，不断打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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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坚持宽准入、稳预期、优服务，落地一批全国首创的创新

举措；聚焦产业全链条融合发展，坚持以改革创新破解制度瓶颈，

探索一批促进要素高效配置的特色做法，营造包容普惠创新的创

业环境。 

年初，上海市出台的市营商环境行动方案 7.0 版，明确浦东

持续打造营商环境综合示范区，这既是市委市政府赋予浦东的光

荣使命，也是浦东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责任担当。

为贯彻落实市部署要求，我们制定形成了《浦东新区加强创新引

领持续打造营商环境综合示范区行动方案》，以“1+1+N”体系扎

实推进营商环境综合示范区建设。通过“1”张任务分解表，全面

推进落实市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各项任务；通过先行先试“1”批重

点改革事项，发挥引领作用；通过实施“N”项营商环境提升行动，

打造特色营商环境。面对新形势、新使命、新要求，浦东将充分

发挥国家战略优势，以更大力度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一流营商环境。结合您提出的相关意见建议，形成四个方面的

思考和工作打算，具体汇报如下： 

一、关于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打造优良营商环境 

您在建议中提到实行“既准入又准营”的服务贸易自由化便

利措施，在审批、公平竞争、人才、法制化等方面提高政府服务

效能，着力打造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环境。浦东新区坚

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引领区建设、综合改革试点、自贸区制度

型开放的重要目标，对标国际规则率先开展试点，通过改革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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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一是不断便捷市场准入，深入推进“一业一证”改革，

全国首创行业综合许可证变更注销“免申即办”， 积极推进市场

准营承诺即入制改革，已扩大至 22 个行业。3 月，商务部发布了

《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 年版）和《自

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

年版），浦东新区将积极推进落实，有序推进跨境服务贸易领域

扩大开放。二是便利人才跨境流动，推出“1+1+N”人才政策体系，

实施“明珠计划”，发布重点产业（领域）“高精尖缺”海外人才认

定标准，建立浦东新区外籍人才永久居留“直通车”制度。三是更

好促进市场竞争，建立重大政策措施公平竞争三级审查机制，引

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协助审查工作。四是用好立法授权，配合市人

大累计制定出台“一业一证”“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创新”等 18

部浦东新区法规，累计出台“3C免办”“促进法律服务业”等 23 部

管理措施。近期，浦东新区也在积极配合市发改委制订浦东新区

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建设高水平市场准入体系，探索有序放

宽电信服务、医疗健康等服务消费市场外资准入限制。 

下一步，浦东将持续加强对标改革，营造与高标准经贸规则

相衔接的国际化营商环境。着力推进商品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动，

加快服务贸易扩大开放，优化海外人才通行居留，实现更高水平

对外开放。着力推动边境后管理制度改革，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加强公平竞争相关制度创新，促进更深层次改革创新。 

二、关于加强跨境数据流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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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建议中提到试点跨境数据分层分类管理，提高跨境数据

流动的互操作性，预防风险，提升数字贸易治理水平。《浦东新

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7 年）》明确浦东新区要积极

探索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措施。《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

则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

明确支持上海自贸试验区率先实施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率先制

定重要数据目录。国家网信办 3 月 22 日发布的《促进和规范数

据跨境流动规定》，明确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国家数据分类分级保

护制度框架下，可以自行制定区内需要纳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管理范围的数据清单

（简称负面清单）。前期，浦东新区配合市委网信办广泛征求专

家和企业意见，编制形成《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港

新片区数据跨境流动负面清单》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及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流动若干规定》，已完成市级部门意见

征询，正在走报批程序。 

下一步，浦东新区将根据《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

要求，按照市委网信办工作部署，加快推进负面清单和若干规定

相关工作，不断提升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水平。 

三、关于完善“一网通办”平台，简化审批流程 

您在建议中提到，整合、打通各部门业务流程，尤其在会展

业方面，完善“一网通办”，真正实现“一网通办”功能，推出“帮

代办”服务，提高便利化水平。浦东新区围绕智能化、精准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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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持续优化政务服务。一是不断增强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能级，

线上依托“一网通办”平台，实现企业办事统一认证、统一受理、

统一反馈、统一监督等功能和电子证照、公共支付、物流配送等

服务。目前，新区政务服务事项 100%接入总门户，“一网通办”

平台实际办件网办比例接近 80%。二是在商事登记和行业许可领

域首创“政务智能办”，打造窗口“智能帮办”+远程“直达帮办”的

智能服务模式。通过信息共享、智能审查，整合查询、收件、初

审环节为“一次办成”，帮助企业在咨询过程中即可形成准确、完

备的申报材料，实现企业办事“零填报、零材料、零跑动”。三是

全面推广“远程身份核验”服务，将股东必须到场验证、签字的步

骤浓缩至移动端，企业可在线完成身份核验、数字签名和办理事

项确认。 

下一步，针对会展业等文创产业，浦东新区将进一步优化完

善行政审批制度，全面落实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积极推行“告

知承诺”“容缺受理”等服务举措，持续精简优化审批服务事项和

环节；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一网通办”实际网办

能力和在线办理成熟度、便利度，提升办事指南精准度。在材料

管理、系统优化、窗口咨询等方面提升服务能级和水平，将精准

高效政务服务融入文化产业发展。 

四、关于金融高端服务方面先行先试 

您在建议中提到借鉴新加坡做法，在浦东出台支持家族办公

室的产业扶持政策。“家族办公室”被誉为财富管理行业“皇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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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珠”，深入推动家族办公室产业在浦东集聚，出台支持家族

办公室的产业扶持政策，对于推动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加快建设全

球资产管理中心具有长远意义。作为新兴行业，“家族办公室”

在国内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目前国内对家族办公室暂无明确

界定，也尚未出现专门针对家族办公室业务制定的监管法律，人

才、制度、规范均有待进一步提升。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借鉴代

表所提建议，适时研究在浦东出台产业扶持政策发展家族办公室

的可行性。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将充分发挥改革开放先行

先试优势，全面推进浦东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和自贸试验区制

度型开放总体方案落地实施，在要素市场化配置以及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和边境后规则等方面创新突破，为全市全国

营商环境改革积累经验，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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