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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制度改革研究
——基于绍兴市柯桥区的经验

□胡税根 卓 越 叶夏菁

[浙江大学 杭州 310058]

[摘 要] 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是地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绍兴市柯桥区此次企业投资项

目高效审批制度改革，通过根据需求下放审批权限，制定政策文件，建立协调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规

范中介服务，优化完善审批“五联动”机制与代理机制等方面工作进行系统性改革，创新运用联动审批

方式，缩短审批时间，加强中介管理，机制创新具有可推广价值。但在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过度服务

侵扰企业自主性、过度压缩审批时限影响中介机构服务质量以及事中事后监管力度不够等问题。为此，

在未来改革中，要进一步重视界定政府权力边界、加强多方参与论证、强化社会性规制、引入绩效评估

体系以及完善网上审批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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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行政审批是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活动的重要方

式，是政府为维护社会公共秩序而进行的对社会资

源的权威性分配。行政审批制度是各国政府进行管

理和规制的一种较为典型的制度。然而随着市场经

济的进一步发展，行政审批制度的诸多问题逐渐暴

露出来，迫切需要改革以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

常态。西方发达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末对行政审批

制度进行改革，如英美等国政府认识到对企业经济

活动的过多管制，束缚了公民和企业的自由和企业

家精神，也不利于经济活力的释放，因此开展了以

放松管制为主要内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放松管

制理论和政策思想的影响下，自70年代末开始，英

美等国政府大规模放松管制。此后，行政审批项目

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程序进一步简化，部分管制

领域引入市场机制[1]。与英美相比，日本等国家政

府管制的改革注重法律基础与市场规划，减少政府

干预行为，将改革同市场经济现状结合，积极培育

社会中介机构，注重改革的开放性与系统性[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迄今

经历了从政府向社会放权让利、减少审批事项、审

批改革同服务型政府以及法治政府建设相结合的过

程。经过审批项目持续清理和改革，我国在审批事

项精简、审批制度改革法治化建设以及政府职能转

变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当前的行政审批制度

依旧无法满足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需求。因此，党的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

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3]，

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服务型政府创建提出了要

求。尤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简政放权，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

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

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

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

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

管理”[4]。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

核心，对行政审批制度提出了依法改革的要求。浙

江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起步较早，1999年至今共实

[收稿日期] 2015− 05 − 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020）；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2JCZZ02YB）.
[作者简介] 胡税根（1964− ）男，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公共服务与绩效评估研究中心主任；卓越（1989− ）男，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叶夏菁（1989− ）女，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公共管理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5201520152015年（第17卷） 第4期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Aug.2015,Vol.17,No.4

2.

施了四轮。浙江省第四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2012
年8月份开始筹备，2013年1月正式实施。2013年7
月29日，绍兴市柯桥区在浙江省乃至全国率先正式

启动“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100天全流程’”试

点改革，为全省乃至全国建立便捷高效的企业投资

审批制度提供了经验。

2013年11月，国务院作出批复，决定对绍兴市

部分行政区划实施调整，撤销绍兴县，设立绍兴市

柯桥区。柯桥区有着良好的经济基础与较为浓厚的

改革创新氛围，其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基础条

件较为完备。首先，柯桥区具有功能完备的行政审

批承接能力。柯桥区早在2000年便建立了行政审批

中心，是浙江省首批示范行政审批中心，较早开始

推行审批方式和机制的创新。柯桥区还拥有种类齐

全、资质良好的中介机构。其次，柯桥区具有较大

的企业投资审批需求。柯桥区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

达1008亿元，财政总收入127亿元，十多年来一直位

居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全国十强。近年来，为加快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改造传统产业，推进事关

纺织产业提升的印染集聚区建设，实体经济的投资

需求较为强劲，2012年完成工业企业投资220亿元，

同比增长20.1%。柯桥区2011年、2012年两年共审批

企业投资项目807个，平均每天审批一个企业投资项

目，投资需求强劲，审批频率很高[5]。最后，柯桥

区拥有多轮扩权改革的成功经验。柯桥区是浙江省

首批实施经济强县扩权改革试点县之一，从1992年
开始，已先后实施五轮扩权强县改革，较好地承接

了各类审批管理权限，增强了经济发展活力，提升

了县级政府的管理能力。近年来，柯桥区进行了五

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浙江省率先建立了代理审

批、五联动审批、模拟审批等制度，为承接企业投

资项目省级审批权限下放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二、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制度改革的主

要做法

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即政府审批部门对以

企业为主体提出的项目建设申请，依法审查后所作

出的及时快速的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认可其资格

资质、确认特定民事关系或特定民事权利能力和行

为能力的行为。柯桥区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制度

改革，其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行政效能、优化投资环

境、建立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此次改革以转变

政府职能为核心，以简政放权为重点，以创新审批

方式为关键，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

以及省、市级政府和县级政府的关系，探索建立起

企业投资项目审批环节最少、时间最短、效率最高、

服务最优的审批制度。其改革的主要做法有以下几

个方面：

 审批权限 

改革领导小组 

审批改革政策文件 

成立 

制定 

柯桥区政府 
清理 建立 

运作协调机制 

责任追究制度 

中介服务进驻 

中介服务管理 

优化 规范 

审批流程 

审批监管 

审批中介 

“五联动”机制 

代理机制 

非行政许可事项 

日常管理服务事项 

图1 柯桥区高效审批制度改革主要做法

第一，上级政府根据需求下放审批权限，清理

非行政许可事项和日常管理服务事项。如图1所示，

浙江省政府将省发改委、经信委等9个省级部门的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合理用能审查”、“县级审批权

限以上外商投资项目申请报告审查”等13项审批事

项通过委托、权限调整和创新方式方法等三种形式

下放，同时绍兴市同步下放配套审核、审批权。柯

桥区政府自身也多次对非行政许可事项和日常管理

服务事项进行清理，经过清理，柯桥区381项非行政

许可审批事项，拟保留280项，取消41项，调整60项，

62项日常管理服务事务，拟保留59项，取消3项。

表1 浙江省下放给柯桥区的审批事项

序

号
审批事项名称

省级审批

单位

是否行

政许可

事项

权限下放

形式

1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合理

用能审查
省经信委 是 委托

2
企业技术改造投资项目

备案
省经信委 否 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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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审批事项名称

省级审批

单位

是否行

政许可

事项

权限下放

形式

3
县级审批权限以上外商投

资项目申请报告审查
省发改委 是 权限调整

4

权限以上鼓励类、允许类外

商投资企业的新设、增资及

合同章程变更审批

省商务厅 是 权限调整

5
新建、改建、扩建危险化学

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省安监局 是 委托

6

新建、改建、扩建危险化学

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审查

省安监局 是 委托

7

新建、改建、扩建危险化学

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

验收

省安监局 是 委托

8

申领、变更、换发危险化学

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

许可证

省安监局 是 委托

9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

设项目许可
省水利厅 是 权限调整

10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审批
省环保厅 是 权限调整

11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

审批

省政府（省国

土资源厅）
否

创新方式

方法

12
农用土地转为建设用地及

土地征收审批

省政府（省国

土资源厅、省

农业厅、省水

利厅）

否

创新方式

方法

权限调整

委托

13 使用（征、占用）林地审核 省林业厅 是 委托

第二，制定审批改革政策文件，成立改革领导

小组。柯桥区为深化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试点工

作，拟定了《绍兴县开展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试

点的实施办法》《绍兴县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的

业务操作流程》及《省级权限下放后企业投资备案

（核准）项目高效审批100天全流程图》等。《实施

办法》中明确了试点目标、试点主要内容以及试点

保障措施等，设立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专窗，做

好具体的业务协调以及各环节督查工作，省级权限

下放后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100天全流程图的时

间包括了县各有关部门的审批时间、中介服务时间

和公示时间，方式上打破了原来土地招拍挂后进行

项目备案及相关审批的做法，采用“提前介入”“并

联审批”的方法，在10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部审批流

程。柯桥区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100天全流程图编

制完成后，由浙江省审改办组织绍兴市及有关市

（县）行政服务中心业务负责人论证，并就实施办

法、业务操作流程多次征求县级有关部门意见。此

外，为加强对柯桥区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试点工

作的领导，区委、区政府成立了企业投资项目高效

审批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由区委主要领导任组长、

区政府主要领导任常务副组长、区纪委书记和区政

府分管副区长任副组长，在区审改办下设“高效审

批办公室”。

第三，建立高效审批运作协调机制和责任追究

制度。首先，建立高效审批试点工作运作协调机制。

柯桥区从以下四个方面与审批部门运作协调机制建

立工作：

一是建立信息报送制。高效审批工作载体上采

用“告知单”“即报单”“周报表”的形式，及时掌

握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的动态和完成情况，上一

道程序的审批部门完成事项审批后，立即以“告知

单”形式告知下一个审批部门，并由下一个审批部

门通知项目业主及时开展审批前的中介服务项目编

制工作；每个审批部门完成审批事项后，立即以“即

报单”的形式报“高效审批办”；区各有关审批部门

和各镇（街道、开发区）在每周五上午前上报“周

报表”，分别由区经信局、区发改局窗口汇总后，再

由“高效审批办”汇总编制并报区委办、区府办及

区委、区政府领导；二是建立工作例会制。每月召

开由“高效审批办”牵头的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

部门窗口、业务科室负责人参加的交流会，交流项

目审批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协调企业投资项目

高效审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三是建立督查问责制。

对未按照区委办文件执行的部门、科室和经办人由

县监察局按照区纪委文件开展督查，并对负有责任

的部门、科室和经办人进行责任追究；四是建立工

作考核制。首先，将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试点工

作列入区委、区政府对区机关部门和镇（街道、开

发区）年度目标岗位责任制考核。区有关审批部门

进驻区行政服务中心设置窗口的，同时纳入区行政

服务中心对各成员单位的岗位责任制考核；其次，

建立高效审批的责任追究制度。柯桥区纪委（监察

局）制定了《绍兴县影响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试

点工作效能责任追究办法》，主要对全区企业投资项

目高效审批过程中，区、镇两级行政审批实施部门

中对行政审批服务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和从事行政

审批服务的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出现影响企业投资

项目高效审批试点工作情形的，按照岗位职责要求，

追究相关工作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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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规范中介服务确保高效审批全面推进。

为配合做好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试点工作，由区

纪委牵头，推进了涉及企业投资项目审批的中介机

构的规范化管理。首先，建立中介机构管理服务中

心，在区行政服务中心新办公大楼专门开辟中介机

构服务区，成立区中介机构管理服务中心，由区纪

委牵头负责，行政服务中心负责日常管理与考核；

其次，抓好中介服务机构入驻工作，柯桥区在浙江

日报等媒体连续刊登广告，在全国范围内招纳一批

优质涉企投资项目中介服务机构入驻；最后，制定

中介服务机构管理制度，柯桥区政府出台中介服务

机构管理相关政策文件，对涉企中介服务机构，在

管理上实行“三个统一”，即统一服务承诺时间、统

一规范收费标准、统一服务标准，在运作上建立“三

大机制”，实行备案管理机制、健全考核评定机制、

建立清退淘汰机制。

第五，优化完善审批“五联动”机制与代理机

制。柯桥区推进以需求为导向的审批改革工作，结

合原有不同政府机构的不同功能设置，致力于政府

职能转变与行政审批制度创新。首先，建立完善行

政服务“五联动”机制。实现审批流程再造，在保

证信息对称的前提下，除去审批流程的冗余环节。

行政审批“五联动”机制优化工作主要包括：一是

拓展“多证联办”审批范围。柯桥区于2010年推出

工商注册类和商品房产三证两组“多证联办”，减少

审批环节与企业办事时间，2013年进一步拓宽“多

证联办”辐射范围，设立工商注册前置审批“一窗

统办”专窗，同时将房产三证“多证联办”范围拓

展到二手房。二是推行施工图“联合图审”。柯桥区

由建管局牵头，联合各部门开展施工图审查，节约

图审时间，提高审批效率。三是实施政府投资项目

并联审批。柯桥区由此推出了“一单启动-前置后移

-同步编制-并联审批”的新流程。四是深化投资项

目“模拟审批”制改革。柯桥区将投资项目“模拟

审批”范围拓展到产业项目，包括印染产业集聚项

目、三产类项目和县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等。五是实

施“联审会议”制和“联合踏勘制”。柯桥区多年来

实行投资项目初步设计联审会议制度，协调、统一

各职能部门的意见，制发联审会议纪要作为初步设

计审批依据；同时，对柯桥城区申请注册登记的餐

饮企业实行联合踏勘，改原来的业主邀请部门逐个

踏勘为部门主动上门“一揽子”踏勘。其次，建立

审批项目全程代理机制。柯桥区各镇（街道、开发

区）均明确指派一名分管经济工作的副镇长（副主

任）负责此项工作，对企业投资项目的高效审批由

镇（街道、开发区）项目代理员全程代理、全程跟

踪；同时确立一名精通业务、具有责任心的项目代

理员作为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试点工作的联系人。

三、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制度改革的成

效与难题分析

（一）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制度改革的成效

柯桥区此次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制度改革，

无论是在纵向还是横向对比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成

效，改革创造出一系列新的行政审批方式方法，打

破了旧有的审批程序，缩短了审批时间，提升了审

批效率，规范了中介服务市场，树立了审批部门的

责任意识与服务意识。具体如下：

第一，创新行政审批方式。与柯桥区过去的行

政审批制度相比，此次改革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两

个方面：一是“100天”全流程的审批时限创新，原

有的企业投资项目从土地征转用到可开工建设需

344个工作日，而改革后仅需100个工作日，其中不

仅对政府行政审批时间作了严格规定，还对中介机

构的服务时间进行了控制；二是并联审批与提前介

入，此次改革推动审批环节与土地征转用审批同时

进行，打破了原来土地招拍挂后才能开展项目备案

（核准）等事项审批的程序。与国内其他区县级地

区的政府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改革相比较，有以下创

新点：首先，中介机构管理创新，在管理上实行“三

个统一”，即统一服务承诺时间、统一规范收费标准、

统一服务标准；在运作上建立“三大机制”，实行备

案管理机制、健全考核评定机制、建立清退淘汰机

制；其次，纪委（监察局）的有力介入，在中介机

构管理和政府审批部门管理方面，纪委（监察局）

通过严厉的问责机制对其加以严格管理。

第二，缩短投资项目的审批时间。柯桥区此次

改革的重点之一在于缩短审批时间，提高审批效率。

“串联到并联”的审批流程变化、模拟审批的开展、

政府的提前介入等各项措施均以尽可能减少审批时

间为目标。柯桥区政府在省级审批权下放后，企业

投资项目审批时间由340余天缩短到100天以内，其

中行政审批为33个工作日，审批时间缩短70%以上。

2013年，行政服务中心共办理各类审批事项34.6万
件，日均办理2550件；行政许可准确率和承诺件按

归办结率均达100%，提前办结率达99.3%，时间提

前率达81.4%[6]。2014年，行政服务中心共办理各类

审批事项590076件，日均办理2630件；行政许可准

确率和承诺件按时办结率均达100%，提前办结率达

99.44%，时间提前率达85.45%，每件承诺件实际平

均办结时间为0.77天。此外，中介服务事项平均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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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时间也比入驻前缩短58.9%[7]。除审批时间缩短以

外，政府审批部门、审批环节以及审批事项也相应

减少，全区（县）381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取消41
项，62项日常管理服务事项取消3项等。

第三，强化对中介服务市场的管理。通过对涉

及企业投资项目中介机构入驻县中介机构管理服务

中心设窗口和挂牌的管理方式，加强对涉及企业投

资项目中介服务市场的管理，促进中介服务行业健

康有序发展，规范中介机构从业行为，维护中介机

构市场经济秩序，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委托人以及

中介机构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对中介机构设定服务

承诺时间的“高压线”，扭转了过去中介机构没有服

务承诺时间、收费标准不统一、服务质量不高的状况。

第四，改革经验具有可借鉴价值。柯桥区企业

投资项目审批改革是浙江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典

型试点。自实施以来，改革成效明显，审批时间严

格控制，审批服务不断优化。柯桥区的“简政放权”

和“五联动”机制等做法对于着力改造传统产业的

商贸经济发达地区有较强的参考价值；“项目备案、

核准审批与土地征转用审批同步开展”对于土地使

用权明确的地区有较强的可借鉴性。还有，对产业

集中度强、企业投资审批需求高的地区，地方政府

可考虑将中介服务机构引入行政服务中心进行集中

管理。

（二）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制度改革存在的

难题

柯桥区审批制度改革自实施以来取得了明显的

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难题，亟需重视并加以解决。

第一，过度服务侵扰企业的自主性。一方面，

柯桥区采取“提前介入”审批方式，意味着投资者

在土地征转用等生产要素未确认前就开始进行各类

事项审批，若操作不当可能发生企业在完成其他所

有行政审批后出现最基本的土地问题等后果，从而

导致“无用审批”现象，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另一方面，审批项目全程代理机制一味追求审批“时

效”，采取项目代理员全程代理、跟踪服务的方式，

侵扰了企业诸如生产要素匹配情况、自主决策等自

主性，束缚了企业自由活动范围，最终可能不利于

市场发展。

第二，过度压缩审批时限有可能影响中介机构

的服务质量。为了提高审批效率、追求审批速度，

柯桥区的整个审批流程以及各个审批环节的时间都

被尽可能压缩，这对中介机构的服务质量而言是一

种新挑战。中介机构在环境评估、能源评估等方面

为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提供了技术参考，而对企业投

资项目的节能、环保等方面作出客观、公正和科学

的评估需要足够的时间。以环评为例，目前相关改

革过于追求审批时限，力求在50个自然日的环境评

估时限内确保环评质量，有可能引发环评机构工作

规范性等问题。

第三，事中事后监管有待进一步强化。柯桥区

的政府行政部门在进行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改革

实践中，相对而言，更重视事前审批改革以及行政

审批事项减少和审批速度提升，而加强相关事中事

后监管工作还存在改善的空间。大量审批项目取消

和调整后，如缺乏相应的事项监管，政府管理容易

出现脱节和漏洞，企业投资项目执行过程中有可能

出现违法违规现象。

四、进一步完善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制

度改革的思路

根据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制度改革现存的难

题，为进一步提高政府行政审批服务效率、推动政

府转型，提出进一步完善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制

度改革的思路和措施。

第一，科学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权责

一致的政府审批服务。胡税根认为，现阶段行政体

制改革存在的最大弊病就是政府的手太长，没有厘

清市场与政府各自发挥作用的边界[8]。首先，这需

要发挥市场“无形的手”的作用并激发社会自主调

节的能力，以此优化行为主体之间制度性的连贯的

行为逻辑，降低交易成本，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

置，对于企业能够自我调节的事项，取消行政审批，

加大力度简政放权；其次，依据治理理论的本质特

征，多元主体的参与能够平衡不同公共事务的目标。

政府审批工作是一项涉及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

关系的重要的管制活动，其中必然涉及到不同社会

主体的互动，而不同互动模式牵涉到不同组织内部

主客体之间的目标与利益的平衡。在行政审批活动

当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界定往往由于行动框架内

不同主客体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而产生使得组织变

革发生内卷化的困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更难以处

理和协调的方面并不是具体的技术层级的改进，而

是规范行政审批行为发生的保障性制度的建立。因

此，在新一轮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政府应该建立

权力清单、职责清单和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三张

清单，科学地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是确立权责一致

政府行政审批服务的逻辑前提和制度基础。

第二，加强多方参与论证，保障中介机构服务

质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俞可平认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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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甚至是个人对共同事

务进行管理的诸多方式的总和[9]。因此，政府行政

审批改革事项出台前应重视召开有政府相关部门代

表、专家、中介机构代表和企业代表等参加的论证

会，各方从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突发事件等视角

就“寻找中介机构审批时限与服务质量的平衡点”

进行科学评估与论证，为审批时间的确定提供科学

合理的依据。此外，为保障中介机构服务质量，地

方政府应重视中介机构信用和质量体系建设，相关

部门对中介机构信用和质量情况汇总并审核后统一

予以发布供社会查询，以监督并规范中介机构的服

务行为。

第三，强化社会性规制，提升政府行政审批监

管能力。张康之认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决不是要

取消行政审批，甚至不是削弱行政审批[10]。应从加

强事中事后审批监管的角度强化行政审批。在柯桥

区继续深化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改革的同时，政

府管理要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强

化社会性规制。一是提升对政府审批事项的监管能

力，建立健全执行高效、防控严密、功能完善的监

管工作体系和法律法规体系；二是加强对相关主体

的监管能力，采用“负面清单”方式，对于已通过

投资项目审批进入市场运作的企业，严格按监管条

件和标准进行管理，一经发现不符合监管标准的企

业或负外部性行为（如垄断、信息不对称等），予以

严厉处罚，严重者将彻底清退出市场，从而建立起

公平进入、有序竞争和严密监管的审批秩序。此外，

更需充分发挥社会公众力量，畅通公众参与审批监

管渠道，丰富公众参与内容，构建起以政府为核心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审批监管网络。

第四，引入绩效评估体系，建立行政审批改革

长效机制。就地方政府职能部门而言，建立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的绩效评估制度对于改革的延续性以及

后续长效机制的建立有重要意义，能够及时为改革

主体提供反馈意见，不断发现改革过程中涌现出的

难题，为审批部门拟定正确的政策方针提供咨询，

确保改革的法治化进程，避免“一事一议”的非制

度化和高行政成本的路径依赖。胡税根等认为，公

共部门之所以难以实施企业性质的绩效管理，其原

因主要有三：一是政府目标难以量化，二是政府产

出具有垄断性、非营利性和不可分割性等特点，导

致难以计算“投入-产出”比，三是政府的绩效指标

体系很难衡量[11]。因此，柯桥区深化高效审批制度

改革，应建立行政审批改革的绩效评估机制，引入

包括企业、专家学者、社会公众、行政审批部门以

及上级部门等评估主体，共同参与对行政审批改革

的评估，确保评估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第五，完善网上审批，实现行政审批自动化操

作。随着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政务

成为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日渐重要的途径之一。

薛福任等提出基于工作流管理系统规范的协同控制

中心的设计思想，将其应用到网上行政审批的过程

中，实现行政审批流程的自动化执行，提高行政审

批的办事效率[12]。柯桥区应加强智慧审批工作的开

展，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建立统一的网上行政审

批平台，促进审批工作开展的公正高效、透明规范。

该平台应为用户提供统一入口进行服务并受理用户

申请，用户通过该入口提交所需审批的材料，入口

受理后以最快的速度在内部流转，审批完成后在网

上公开审批结果，并通知申请用户。此外，应完善

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实现电子监察系统对业务

办理全过程的监管，以推动高效规范和公正廉洁的

网上审批业务系统的建立。

五、结语

企业投资项目作为企业配置与利用资源的手

段，其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越发明显。绍兴

市柯桥区通过此次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制度改

革，切实提升了审批效率与政府行政效能，节约了

行政成本，提高了审批相关人的满意度，有力推动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进程。柯桥区在此次高效审批制

度改革过程中所采取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遵循行政审批改

革的现实情况、客观规律，系统地有步骤地实施改

革。柯桥区在制定新的审批改革政策文件，成立专

项领导小组的基础上，从审批权限、审批流程、审

批监管、审批中介四个方面入手实施改革，辩证统

一了制度与执行、主体与客体、纵向机构与横向职

能等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既定

目标。第二，重视重点部门和职能的改革。行政审

批改革需要协同不同部门的配合与职能调整，在这

一过程中整体控制与重点要素协调的作用对于改革

的成功关系密切，柯桥区政府重点突破了责任与权

限清理、流程改革问题（“五联动机制”与流程设计）、

监管问题（协调与责任追究机制）以及中介服务改

革问题等，直接触及与行政审批相关的事项改革，

保证行政效率的同时也在短时间内显化了改革成

效。第三，创新行政审批的流程机制设计。“多证联

办”、“一窗统办”、“一单启动-前置后移-同步编制

-并联审批”等创新的流程设计体现了以效率为导向

的协同性服务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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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流程中仍存在片面

追求效率的消极因素，但系统性的流程机制设计为

摆脱存在已久的分散化、低效率的行政审批模式提

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同时流程的改革提升了信息处

理效率和信息价值，降低了信息处理成本和数据冗

余，避免了利用行政信息设租寻租的不当政治行为。

后期则需要在此基础上，对由于信息不对称、信息

孤岛、单部门工作流程自循环、多部门同类型事项

处理流程相悖等因素引发的负外部性，如帕金森定

律（Parkinson’s Law）中的多环节制度重复与重叠，

干预市场过度和市场主体自主性难以保障的不当流

程进行再造和优化。通过审批流程的改革，提高企

业在投资过程中审批的效率，降低企业审批所耗费

的时间和成本，激发企业投资的动力与效率；同时

将政府监管的重心后移，从关注事前审批走向强化

事中事后监管，有助于提高企业投资项目的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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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AbstractAbstract The approval of enterprise investment project is of pivotal role for local government to intervene
economic activity.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Keqiao District of Shaoxing carried out a systematic reform, such as
delegating approval authority on demand, making related policies, establishing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and
accountability system, standardizing intermediary services, optimizing the "five linkage" mechanism, and proxy
mechanism, which innovates the use of the coordinated processing methods, shortens the processing time,
strengthens the intermediary management, and makes innovation of the approval system accessible to other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difficulties, such as excessive service invading enterprise autonomy, excessive compression of
approval time affecting intermediary service quality, and post regulation needing to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which
shed lights on further reform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should define the boundaries of power, pay attention to
participatory demonstration, strengthen social regulation, introduc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system reform, and improve the online appr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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