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起钱塘，勇立潮头。

2023年，杭州商事制度改革步入第十个年头。十年间，立足市场经营主体需求，杭州持续深化改革，着力降低市场准入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全国、全省首创的众多举措激发市场经营主体活力。

数据显示，从2013年底至2023年底，杭州市场经营主体总量由58.6万户增长至187.5万户，增长了两倍多，年均增长12.33%。蓬勃发展的市场经营主体，有力支撑了杭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稳坐全国经济十强城市。2019年度和2022年度，杭州商事制度改革分别获国务院真抓实干督查激励。

持续深化的商事制度改革，为杭州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最有发言权。在全国工商联“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中，杭州连续4年位列全国第一。

十年浩浩荡荡商事制度改革进程中，杭州如何用制度变革和政务服务创新激活“一池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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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营主体总量年均增长12.33%

十年磨一剑，商事制度改革看杭州
唐骏垚 邵天懿 阮柏江

（本版图片由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不仅是“从 0 到 1”，在十年商事制
度改革进程中，杭州亦着眼于“从 1 到
N”的精细化改革。其中最值得一提
的，便是推动商事登记便利化。

“站在企业的角度，对他们来说，
商事登记就是‘一件事’。简化办事流
程，满足企业需求，就是我们改革的初
衷。”杭州市市场管理监督局相关负责
人说道。

2015年5月15日，杭州高新区（滨
江）发出全省首张“五证合一”营业执
照，以“一照五码”的形式率先实现“五

证合一”。
“五证合一”前，企业办理商事登

记需要跑五六个部门窗口，准备相当
繁杂的材料，一不小心弄错了还要来
回跑。“五证合一”的实施，大大便利了
企业。2016 年，杭州“五证合一”改革
试点全国推广。

“五证合一”以及企业开办“一日
办结”、企业简易注销等一系列商事制
度改革便利化举措的实施，背后是数
字化的强大支撑。

“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和企业少

跑腿。”正建设数字
经济第一城的杭州
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和
数字技术先发优势，以
数字化推动企业办事便利
化，全力推动就近办、网上办、
一网通办等，解决企业开办“快不
快”“好不好”的问题——

在实名验证、电子签名、数据跑腿
的技术加持下，杭州率先实现全流程

“零见面”无纸化审批；
在一网通办、系统集成、数据共享

的流程再造中，企业全生命周期“一件
事”从梦想照进现实；

从“证照联办”到“证照分离”，数
字化为跨部门、跨场景、跨层级审批打
开新通道，也为批管衔接、信用监管提
供新思路。在“互联网+监管”转型中，
杭州“一体化、数字管”改革纳入全省
试点⋯⋯

数字赋能下的“飞跃”，让“企业开
办”杭州模式成为全国标杆。2023年，
杭州以数字赋能商事制度改革的举措
也更加精细化——

食品经营许可远程视频“互联网+
核查”审批全市推广，办理时限从法定
20个工作日压缩至最快30分钟办结；

全面试行股权转让“一件事”，将
涉及两个部门、三个事项、花两三天、
跑两三次才能办结的原流程，优化为

“一网申请、同步办理”；
上线企业信用修复“一件事”系

统，全市企业信用修复只需“一次申
请”，即可“全平台修复”，已受理企业
信用修复197件⋯⋯

数字赋能下，一项一项看得见、摸
得着的便利化举措，优化了杭州营商
环境，也让企业家们对杭州未来发展
更有信心。据全国工商联《2022 年度
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主要结论》，
杭州营商环境城市排名连续 4 年蝉联
全国第一，并获“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城
市”称号。

从1到N 数字赋能企业办事便利化

十年磨一剑，改革再出发。
站在“后亚运”的新起点上，杭

州正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找准
市场经营主体需求，拓展全生命周
期的便利化、增值化服务，以实实在
在的改革成效增强城市创业创新的
吸引力。

十年商事制度改革，杭州破除了
众多原先横亘在企业面前的难题。
但多种因素影响下，仍有不少难题亟
待突破，更考验杭州为企业服务的

“精耕细作”能力。比如，中国发展的
大门越来越开，各领域国际化交流日
渐活跃，但外资企业开办还未能跟内
资企业一样实现“一网通办”。

2023年9月11日，杭州市率先在
全省开展港资企业简化版公证文书
电子化流转和港资企业全程电子化
登记两项全省唯一试点。随着改革
不断破题，港资企业在杭市场准入实
现全程网办“零见面”。

当前，浙江正全力推进政务服务
增值化改革。杭州聚焦市场经营主
体办事高频诉求，提供高效精准的增
值化服务，在做好“分内之事”的同
时，还提供更多“意外之喜”。

比如，以启航工作室为载体，为
企业提供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集成
服务，在优化申请办理的许可备案等
基本政务服务事项基础上，叠加关联

度高、企业经营发展亟需的34项增值
服务事项，构建形成全链条、全天候、
全过程的为企服务新生态。

再如，2023 年，针对企业信用修
复存在的“多条线规则、多平台申请、
多部门跑路”等问题，杭州市场监管
局联合市发改委推进企业信用修复

“一件事”改革，建立起标准透明、流
程规范、信息共享、主体权益有保障
的信用修“一件事”工作机制，实现

“一套指南，全部门规范”“一次不跑，
全流程网办”“一处申请，全平台修
复”。

在供给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服务
的同时，杭州还开展市场经营主体全
生命周期监管服务集成改革，统筹推
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企业信用
风险分类管理，建立实施全覆盖重点
检查、双随机检查、触发式检查事项
清单，开展跨部门联合监管和信用管
理示范企业培育认定；强化数字赋
能，依据风险和监管热点重点问题，
对市场主体进行智能标签画像，提高
监管精准度和风险预警能力。

商事制度改革，只有进行时，没
有完成时。站在新时代、新征程、新
起点，杭州将把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
革作为深入实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

“一号改革工程”的着力点和强抓手，
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市。

精耕细作
拓展全生命周期增值化服务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13年。那

一年初，一声“改革工商登记制度”的
号令，开启了浩浩荡荡的商事制度改
革进程。

地处改革开放先行地的杭州，闻
令而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足市场
经营主体迫切需求，大力度推进商事
制度改革，着力降低市场准入制度性
交易成本。

那时候，对企业开办来说，有“三
座大山”。“‘取名难’‘资金难’‘落户
难’就好比阻挡我们创业之路的三座
大山。”回访当年的改革亲历者，不少
企业家仍记忆犹新。

企业最期盼改什么，改革的首选
领域就瞄准哪里。2013 年末，杭州以
高新区（滨江）为试点，吹响了商事制
度改革的“号角”，开启了“从 0 到 1”的
改革之路。

何为资金难？改革前，开办企业的
注册资本采用实缴制，创业者需一次性
拿出全部注册资金，把资金冻结在银行
企业账户，以备政府部门验证。但不少
创业者由于没有那么多“现金流”，只能

对商事登记“望而却步”。
2013年末，杭州在高新区（滨江）

正式开展注册资本认缴制等试点工
作，核发全市首张认缴制营业执照。
2014 年，商事登记注册资本认缴制在
全市推开，直接搬掉了“资金难”这座
大山。

何为取名难？难在汉字中同音
字、形似字众多，重名的情况非常多。
改革前，如有音近、形似的企业名称已
注册，便无法再注册。

2013年，杭州率先试行“名称核准
不重名”原则，放宽近似名称登记。企
业注册时碰到有“音近”的名称，只需
出具相关承诺书就可以使用。

何为落户难？改革前，进行商事
登记的企业需要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办
公场所，且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有相应
要求。

自 2014 年起，杭州持续放宽企业
住所登记条件，推行“一址多照”“一室
多照”“一照多址”“工位注册”等改
革。从此，就算只有一个“工位”，创业
者也照样能开公司。2022 年，杭州推

进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申报
承诺制，为企业带来更大的便
利。

除了“三座大山”，“个转
企”必须“一歇一开”的模式也
曾让不少个体户对开办企业
有所迟疑。2013 年，杭州首创
以“变更登记”模式支持个体工
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并辅以税
收、财政、不动产等方面配套支持政
策，开创全国之先河。而后，“个转企
变更模式”经验写入国务院行政法规，
被全国复制推广。

在改革亲历者看来，商事制
度改革不是抽象名词，而是
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实体、
一 项 项 为 企“ 松 绑 减
负”的实举。

从0到1 攻坚“三座大山”勇登攀

延伸阅读
一、“个转企”直接变更登记

二、“五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

三、企业名称登记制度改革

四、压缩企业开办时间“一日办结”

五、放宽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件改革

六、商事登记全程网办“零见面”改革

七、企业年报“多报合一”改革

八、实施企业信用修复“一件事”

九、探索建立以“双随机、一公开”为基本手段的新型监管机制

十、建立市场经营主体阶梯式出清制度

杭州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十周年十大改革事件

办事企业为杭州商事登记服务点赞办事企业为杭州商事登记服务点赞办事企业为杭州商事登记服务点赞

20152015年年55月月1515日日，，杭州发出杭州发出
全省首张全省首张““五证合一五证合一””营业执照营业执照。。

杭州市场监管部门开设的杭州市场监管部门开设的360360度商事登记开放窗口度商事登记开放窗口，，以以““零距离零距离””服务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服务提升群众办事体验。。

杭州市场监管工作人员指导群杭州市场监管工作人员指导群
众网上办理营业执照众网上办理营业执照

杭州大力推进企业信用修复一件事改革杭州大力推进企业信用修复一件事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