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0后青年创客
期望对创意产品
有更大扶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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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李强书记的讲话，我特别
振奋，对上海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信
心满满。”有幸受邀成为企业代表的
马俊杰对会上的一组数据记忆犹深: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营商环
境改革力度的指示和中央总体部署，
上海对标世界一流标准，借鉴各地优
秀经验，推进改革开放再出发。去
年，上海全面实施优化营商环境专项
行动，推出56项改革举措，并花大力
气加以落实，助力我国在世界银行营
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从78位提升到
46位。

“李强书记讲得很透彻，上海需
要一个抓手即‘一网通办’来优化营
商环境，未来，‘一网通办’会作为上
海的一个统一的品牌。各区可以八
仙过海推广好的做法和经验。”在马
俊杰看来，“一网通办”1.0版其实是
试点，也是一种创新。过去，上海所
有的数据类似数据孤岛，各个部门
各自为政，数据不连通会导致很多
问题。1.0 版实施后连通了这些孤
立的数据，对流程进行再造，实现了
跨部门之间数据的有效调动。上海
大数据中心会将所有委办局的数据

汇总在一起，在2.0版中拾遗补缺。
这意味着，今后企业办事流程会尽
可能再简化，办事流程缩短一半，提
交材料少一半。“过去，企业注册、核
名、办营业执照等需要到相关部门
往返跑好几次，现在核名可以通过
线上实现，未来2.0版也许可以实现
营业执照电子化。书记在会上透露
说，未来将尽可能把线下业务全部
搬到线上去，上海的目标是企业一
次也不用跑。这对我们企业来说是
利好消息，未来，通过人脸识别、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让办事不用
去现场成为现实。”

在座谈会上，马俊杰还了解到，
浦东新区有一个企业服务局，企业所
有的需求都可以由一个窗口受理，前
台的工作人员可以解答所有问题。
这位工作人员类似企业服务的“全科
医生”，后台给予强大的团队支撑。

“据我从会上得到的消息，在后
台强大的数据支撑下，未来‘一网通
办’2.0版还可能实现‘千人千面’，即
每个企业打开页面看到的都是个性
化的页面。打个比方，有的企业还未
办年检，打开登录界面看到的是需要

年检的提醒。有的企业还没交社保，
则看到的是社保缴纳的相关页面。”
马俊杰说。

让马俊杰欢欣鼓舞的是，在创办
小马创业村的这些年，他看到上海的
营商环境越来越好，甚至可以说在全
国领先，随着“一网通办”的升级，未
来将带给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实打
实的效率提升，减少企业的很多负
担。“当然了，就像李强书记说的那
样，上海会持续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要一直在路上，是一个
进行时，不是完成时。哪怕是全世界
最好的国家也在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未来即将发布的25个落地应用
只是一个表现形式。表明了上海的
一个姿态。说明上海将把‘店小二’
服务意识落到实处。作为企业我们
将拭目以待。”

虽然还未看到2.0版，马俊杰仍
然充满期待，他表示，和过去相比，现
在很多企业跑工商部门的次数少了
很多，但也有不方便的地方，比如企
业核名经常核不下来。在会上有领
导提出简化“僵尸企业”的注销流程，
便于腾出更多名字给新企业。

青年企业家翘首期盼上海优化营商环境“2.0版”

将给企业带来实打实的效率提升

“作为身处上海的创业
者，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春
节后上班第一天,铂泉资本
(小马创业村)创始合伙人马
俊杰在参加了“上海市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会议”
后发出了感慨。昨天，沪上
多位青年企业家给目前上
海的营商环境打出了高分，
与此同时也翘首盼望上海
优化营商环境“2.0版”的到
来。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刚刚创业8个月的张双属于大
学生创客，1993年出生的她身份既
是英贤数据创始人，又是上海财大统
计与管理学院应用统计专业硕博连
读博士生(博二在读)。因为看好大数
据算法相关的订制化服务。去年六
七月份她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一起成立了创业团队，并于去年12
月份注册成立公司。这也让她见识
到了优化营商环境后的“上海速
度”。“所有的手续办理堪称飞快。注
册的时候我就跑了一趟去拿营业执
照，办理银行卡、核税的时候又分别
跑了一次，其他的流程都可以在网上
办理。我原本想注册一家企业至少
要花费几十万，没想到注册的费用很
低，基本上没花什么钱。总结下来就
是花钱少，不用怎么跑，挺神奇的。”

对于未来上海进一步改善营商
环境，张双抱有很大的期待。“我希望
未来能进一步降低税赋，优化办事流
程。对于初创企业来说，税赋对我们
影响很大。初创企业签单很难，前期
投入很大，议价能力不是很高。由于
阶段性付款和开票方式导致项目初
期收入少，有很大资金存在流动性风
险。像我们这样的初创企业，倘若能
挨过最初几年的初创阶段，产品成本
降低，议价能力提高了，名气打响了，
不用花很大力气去签单了，存活率也
会大幅提高。”

张双还期望未来相关部门能提
供资源整合的平台，因为“对初创企
业来说，前期有很好的技术，但单枪
匹马想要开拓市场很难，如果能有针
对性的平台，提供资金、市场等会给
企业酿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获得过觉群大学生创业基金扶
持的上海赤脚实业有限公司创始人
田洪娇也是一名“90后”创客，1992
年出生的她已经在创业这条路上走
了2年半。2016年7月中旬，她招募
团队主攻LED环保展示系统(纸质灯
箱)的创业项目，虽说是小微企业，但
也经营得有声有色。

“我们企业是2016年7月中旬注
册成立的，当时恰逢嘉定区税务工商
部门推出改革措施，享受了多证合一
的便利，短短一星期内就拿到了营业
执照。”让田洪娇感到欣慰的是，近年
来，像她这样的小微企业注册越来越
便捷，注册资本可以延缓缴付，大大
降低了创业门槛，使得企业可以快速
进入市场。“上海相关部门对小微企
业推出的诸多政策相当不错，尤其是
对小微企业进行了税务减免，不少市
区相应部门给予了补助，部分基金开
展了贴息贷款，各类平台都很支持中
小型企业。”

田洪娇介绍说，他们研发的是一
种可以反复利用的纸质灯箱，能降低
企业参加展会的广告宣传成本。现
在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行，越来越
多的中小企业走出国门参展，而这一
产品可以重复使用，十分环保、便
捷。“一个好的产品推向市场需要资
源对接。但对中小型企业来说推广
成本很高，像我们这样的小微企业，
会尽可能避开价格竞争，主打产品的
创意性、独特性。因此我期望2.0版
对创意产品有更大的扶持力度，对原
创产品开展更多的知识产权保护。”

此次上海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大会，李强书记在会上说，“去年我
们抓营商环境，主要是突出重点，什
么问题突出就抓什么，什么事情最难
就抓什么。今年推出优化营商环境
2.0版，关键是要坚持系统施策，多维
度、立体化、全方位地推动营商环境
持续优化，实现营商环境质量的全面
提升、全面进步。”

对此，上海市信息化青年人才
协会执行会长、优刻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CEO 季昕华给予了高度评
价。“上海优化营商环境‘1.0版’抓
重点，‘2.0 版’抓全面，这样的思路
非常对，其实营商环境优化也遵循
木桶理论，1.0版需要先抓企业服务

最短的短板，使得整个营商大环境
有很大的提升。2.0版则是升级版，
关注以前不是短板的短板。打个比
方，以前企业抱怨注册困难，后来发
现注册问题解决了，注销难问题浮
出水面。”

季昕华表示，营商环境改革计
划有一整套对标标准，一项项挨个
检查，不会遗漏哪个环节。此举非
常给力，能关注到之前大家反响比
较少的一些问题，解决企业多样化
的需求。此外，数据只有打通才有
价值，“一网通办”使得数据得以融
合。

他还指出，上海营商环境的优化
的第三个维度是政策制定的思路有

了颠覆性的变化，最后政策好不好由
企业家说了算。“我们不妨可以这样
理解，营商环境优化的‘用户’是企
业，相关政策的制定需要需求导向，
遵循用户思维，就像前不久在上海两
会上，市政协委员从《啥是佩奇》出
发，建议政策制定让更多青年企业家

‘发声’，政策制定是否好需要企业家
来评判。”

对于“2.0版”，季昕华颇有期待，
他表示，上海的营商环境在全国领
先，但目前上海尚缺乏大的科技基
金，科技独角兽企业大部分是外省市
基金投资的，真正由上海本地基金领
投得不多。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产业
基金问世。

企业代表
说明上海将把“店小二”服务意识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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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汇商圈“一网通办”自助办理点。 青年报记者 张瑞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