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草、制定等工作，共同推动浦东大胆试、大胆闯、

自主改始终在法治轨道上前行。

法制委员会提出了草案表决稿，建议本次

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并建议自２０２１年６月

２３日起施行。

草案表决稿和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七十三号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促进和保障“一网通办”改革的决定》已由上海市

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３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１

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３日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促进和保障“一网通办”改革的决定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３日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为了进一步完善本市“一网通办”服务，深

化“放管服”改革，助力城市数字化转型，创新体

制机制，优化营商环境，切实便民利企，推进城

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国务院关

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等规定，结合本市

实际，作出如下决定：

一、本市推进“一网通办”改革，整合数据

资源，加强业务协同，优化服务流程，拓展服务

范围，构建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普惠化的全

方位服务体系，为个人以及企业等市场主体提

供更高效、更便捷、更精准的服务。

二、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一网通

办”改革工作的领导，明确本行政区域“一网通

办”改革的主管部门，构建分工明确、权责清晰、

运转高效的跨领域、跨部门、跨层级协调机制，

统筹解决改革中的重大问题。

各市级部门应当加强对本领域“一网通办”

改革工作的统筹指导。

支持浦东新区在“一网通办”改革机制、服

务模式等方面率先进行创新探索；条件成熟时，

可以在全市推广。

三、本市强化“一网通办”一体化平台建

设，依托“中国上海”门户网站、“随申办”移动

端、自助终端和线下办事窗口，实现线上线下集

成融合、标准一致、渠道互补，为个人以及企业

等市场主体提供多渠道的服务。

本市各级机关以及履行公共管理和服务职

能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以下统称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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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应当按照“一网通办”标准规范，实现服务

事项全流程、一体化运行。本市各级机关和公

共服务机构应当将其政务服务移动端应用统一

接入“随申办”移动端，不再新建政务服务移

动端。

本市加强区行政服务中心和街道乡镇社区

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以下统称政务服务中心）建

设，推进企业等市场主体事项向区行政服务中

心集中，个人事项向街道乡镇社区事务受理服

务中心集中；明确办事窗口的职责权限与操作

流程，对能够当场办理的事项，应当当场办理。

四、本市优化“一网通办”业务流程，推进

服务事项全程网办，提供申请、受理、决定、送达

等全流程全环节的网上服务。已经实现全程网

办的事项，申请人申请网上办理的，不得要求其

到现场办理；申请材料可以通过市大数据资源

平台实时互通共享获取的，不得要求申请人另

行提交。

个人以及企业等市场主体可以自主选择政

务服务办理渠道，本市各级机关和公共服务机

构应当按照其选择的渠道办理。

本市各级机关和公共服务机构应当对业务

流程关联度高的多个“一网通办”服务事项推行

集成办理，实行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口受理、

一网办理、统一发证，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

应当在各级政务服务中心推行综合窗口服务，

实行综合受理、分类办理、统一出件。

五、本市探索综合窗口主动服务模式创

新，强化审批要素标准化建设，依托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根据申请人的办事需求，通

过市大数据资源平台等渠道，实时互通共享获

取相关信息，形成标准、完整、准确的申报材料，

实现申请人“信息免填报、材料免提交”，申请事

项一次咨询一次办成。

六、本市支持“一业一证”改革，将一个行

业准入涉及的多张许可证整合为一张行业综合

许可证，通过“一网通办”平台集成办理。

行业综合许可证集成的信息与相关单项许

可证具有同等证明力。行业综合许可证在全市

通用。

七、本市推行统一的电子证照服务，各级

机关和公共服务机构在“一网通办”服务中需要

发放证照的，应当提供电子证照；申请人要求获

得实体证照的，应当确保同步发放的电子证照

与实体证照信息一致。

个人以及企业等市场主体能够提供本市电

子证照的，免于提交实体证照，但法律、行政法

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市拓展电子证照在社会化服务领域的

应用。

八、本市依托“一网通办”平台，推动“互联

网＋监管”系统建设，加强各相关部门监管业务

系统互联互通，促进相关领域、行业的监管信息

归集和共享，提高监管效能。

九、本市加强“一网通办”服务中的数据管

理和安全保障，各级机关和公共服务机构应当

按照国家和本市相关规定，切实维护个人以及

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十、本市推广“随申码”的社会化应用，以

“随申码”作为个人以及企业等市场主体的数字

身份识别码，实现一码通办。依托市民主页和

企业专属网页，提供个性、精准、主动、智能

服务。

“一网通办”服务应当充分兼顾老年人、残

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的使用需求，解决特殊群体

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

十一、本市健全“一网通办”服务“好差评”

制度，实行一次一评、一事一评，拓展评价渠道，

完善评价方式，为个人以及企业等市场主体对

服务质量进行评价提供便利，对发现的问题及

时整改。

十二、“一网通办”改革主管部门应当对政

府部门“一网通办”改革成效开展评估，并将评

估结果作为改进工作与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

十三、本市加强长三角区域“一网通办”改

革的合作与交流，完善“跨省通办”工作机制。

推进长三角区域电子证照互认和数据资源共

享，打造高频优质场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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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围绕

“一网通办”改革的实际需求，制定、修改相关地

方性法规或者在有关地方性法规中作出规定，

促进和保障“一网通办”改革。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决定暂时

调整、停止实施本市地方性法规中与“一网通

办”改革有关的部分规定。

十五、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

当通过听取专项工作报告等方式，加强对本决

定执行情况的监督。

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充分

发挥各级人大代表作用，汇集、反映人民群众的

意见和建议，督促有关方面落实“一网通办”改

革的各项工作。

十六、本市保障“一网通办”改革创新，在

改革创新中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但有关单位和

个人依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决策、实施，且勤

勉尽责、未牟取私利的，不作负面评价，依法免

除相关责任。

本决定自２０２１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关于《关于进一步促进和保障“一网通办”
改革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０日在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

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周　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市人民政府的委托，就《关于进一步促进

和保障“一网通办”改革的决定（草案）》（以下简

称《决定（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立法的必要性

“一网通办”是政府管理体制机制的重大制

度性变革，是政府服务模式的颠覆性创新，是关

系重塑政府职能、释放改革红利、切实便民利企

的重要举措。本市于２０１８年开始实施“一网通

办”改革，当年出台实施了《上海市公共数据和

一网通办管理办法》（市政府９号令）。三年来，

本市“一网通办”已累计实施３５７项改革举措，

全面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好差评”好评率达

９９．９６％，上海在２０２０年全球城市电子政务排

名中位列第九，并入选联合国全球电子政务调

查报告经典案例。目前，已实现行政审批事项

全覆盖，接入“一网通办”平台事项３１６６项；实

现市民和企业用户基本全覆盖，推出“随申码”

服务，开通运行国际版，上线试运行长者版，累

计实名注册个人用户５０４９万，其中，户籍用户

１１５０万，港澳台和外籍人士３６．５万，企业用户

２２２万；持续提升访问量和主动精准服务能力，

２０２０年度，平台日均访问人次１２５９．８万，其

中，日均办事１７．３万件，个人主页和企业专属

网页累计访问６９．２亿次，推送居住证办理、税

收优惠、疫情防控等个性化政策服务２．０７

亿次。

近年来，随着“一网通办”改革深入推进，实

践中也出现一些新的困难和问题。同时，国家

和本市层面也对“一网通办”改革提出新的要

求。２０１９年，国务院相继出台《国务院关于在

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和《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两部行政法规，对加快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建设、推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规范事项办理、

优化服务流程、推进数据整合共享、电子证照推

广应用等作出具体规定。２０２０年６月，十一届

０１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