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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间间屋屋可可注注册册多多个个““格格子子公公司司””
高新区探索席位注册制，让更多创客实现梦想

6平方格子间

开起公司

14日，济南敏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尹军，从济南高新区市
场监管局幸运地拿到了公司的营业
执照。之所以说“幸运”，是因为他的
公司是济南高新区正式实施“席位
注册”政策以来，首批5家获得“席位
注册”成功的企业之一，注册申请不
到2天就取得了营业执照。

据了解，“席位注册”与目前高
新区已经实施的“一址多照”还有所
不同。“一址多照”是在同一个地方
可以注册多个市场主体，办理多个
营业执照，在同一个门牌号下可以
登记多个不同的企业，甚至同一个
楼层也可以登记多家企业。“但是相
比‘一址多照’，‘席位注册’的注册
条件更为宽松，一个办公室可隔出
多个‘格子间’，最小的‘格子间’可
以是一张桌子，只要符合条件，打上
编号也可以注册企业。”济南高新区
市场监管局注册办公室负责人肖向
明介绍，“席位注册”企业需要提供
所租“席位”的租赁合同及众创空间
出具的证明，目前该政策在济南属
于率先探索，主要针对的是众创空
间里的科技型小微企业雏形。

“席位注册实现了开公司的梦
想。”尹军介绍，“席位注册”最大的
好处是，让他的小公司有了营业执
照，这让他与其他公司谈合作的时
候，更具有底气且更具有可信度。此
外，这项政策最直接的好处是给他
的初创企业节省一大笔房租成本。

“此前注册企业必须要有办公处所，
每年的房租起码得要数万，现在这
笔钱可以省了，我们一个席位的月
租才150元。”

记者在尹军的公司看到，其公
司办公场地是由两张桌子拼接起来
的格子间，长约3米，宽不足2米，面
积大约在6个平方，摆着两台办公电
脑。格子间上挂着“敏创生物”的席
位标牌，其营业执照上“公司住所”
一栏写有“xxx1-5号席位”。

“席位注册”消解

创客尴尬身份

本报记者 修从涛

2015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
背景之下，高新区各类“众创空间”如雨
后春笋。创客咖啡、创业苗圃、创业孵化
器……各种以鼓励创业为出发点的新政
策层出不穷。

众创空间为创业者提供了更多平
台。请创业导师为创客提供创业指导、
免费的基础办公设备和网络、线上线下
的路演平台等，吸引了一大批有着创业
冲动的高新人才、各类投资机构等的关
注。

大众创业的年代，就怕你没金点子。
虽说创业不是件浪漫的事，可是有了金
点子却不去实施，总归是件遗憾的事！
更为遗憾的是，有了金点子，也想去实
施，但有创客也曾遭遇身份尴尬。一家
小微企业负责人介绍，当初企业不具备
注册条件时，如果要跟别的企业谈合作
非常难，“没有成立公司，合同没法签，
章也没法盖，谁敢相信你？”毕竟，规范
的市场经济活动承认的是享有权利和
能够承担义务的市场主体，而仅以“创
客”身份还不具有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
资格。

近日，“席位注册”的实施或许正在
帮助“创客”消解这一难题。“席位注册”
的实行，可以说进一步松绑了处于初创
期科技企业的手脚。让这些原本属于小
微企业雏形，能够更容易地成立公司，具
有了参与市场竞争的合法身份，也使得
其拥有了参与市场的平等机会，可以以
一个公司法人的身份融入到市场谈判和
竞争中。

如果说，2012年7月济南高新区实行
的企业落户“零收费”和2014年10月实行
的商事登记“一表通”，更多是为招商引
资的企业落户提供便利，那么2015年以
来成立的诸多“众创空间”和近期实行的

“席位注册”，则是为内生性企业成长开
辟了新道路，真正能够让“一个金点子长
成参天大树”的创客精神成为可能。

记者手记

相关链接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企业是高新区的
主要经济职能之一。吸引企业落户并为
落户企业做好服务工作成为政府工作中
的重要内容，也是每一项新政策出炉的
初衷。济南高新区正在通过诸多举措打
造“审批事项最少、服务效率最高、服务
成本最低”的“三最园区”。

·2012年7月16日，济南高新区发布
消息，在济南高新区登记注册的所有企
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享受“零收费”，
免缴的收费项目涉及工商、国税、地税、
质监四部门执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服
务项目共19项。

据了解，免收的这些费用都是企业
登记、办理手续必缴的费用，其中很大一
部分收费不在区管委会，而是缴纳到市、
省或国家。高新区对入区企业实行“零收
费”，是把这部分费用由高新区财政替企
业承担，每年为入区企业减负600多万
元。

·2014年10月，高新区商事登记联合
审批“一表通”服务的推出，是继续深化
服务企业的又一重大举措。通过整合政
务服务、市场监管、公安、国地税等职能
部门的工作内容，把商事登记的整个审
批环节由原来的14个工作日压减为4个
工作日，只需前往政务服务中心两次即
可获得全部证照，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

·2015年下半年，济南高新区执行
“一址多照”，集群注册等，并于当年9月
底，率先在全市实行“三证合一、一照一
码”，5个工作日即可领到新版营业执照。

·今年3月14日，众创空间内的科技
企业实行“席位注册”，最大限度放宽科
技型企业注册门槛。

“三最园区”

大事记

企业注册井喷，宽进还需严管

众创空间科技型企业“席位注册”的
实行，预示着高新区进一步放宽科技型企
业注册的门槛，政策洼地效应可能会使高
新区的市场主体再现“井喷”。根据济南高
新区市场监管局预测，今年济南高新区新
增市场主体增幅将在20%以上。

据博科孵化器创始人、山东博科生
物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甘宜梧介绍，目
前博科科技孵化器里已经汇集了70多家
小微企业，在扶持一批有潜力的公司的
同时，可以与其现有资源形成优势互补。

“‘席位注册’实行后，进驻的企业预计将
会更多。我们的目标是吸引和孵化200家
电商和100家科技企业，最终能达到2万
个办公位。”

据了解，目前济南高新区有多个众
创空间，如CIIIC众创平台内的创客咖啡

“聚·创客”、创业苗圃“创·空间”和创业
孵化器“集客办公”；齐鲁文化创意基地
内的济南市大学生创业孵化器，此外还
有像博科科技、同科创业等民营类孵化
器，各类众创空间总面积超过3万平方
米。

肖向明介绍，如果这些众创空间里
的科技型企业雏形符合条件，都能享受

“席位注册”政策，“席位注册”可为这类
小微企业降低创业难度，缓解资金压力，

“下一步济南高新区市场监管局还将开
辟‘席位注册’绿色通道，提前介入，为众
创空间提供注册登记咨询辅导，对高新
区众创空间里的科技型企业实行注册上
门，集中办理。”

企业注册的多了，宽进还需严管。据
统计，目前济南高新区的各类市场主体
已从2013年的1万多户，猛增至目前的近
2 . 5万户。仅今年前2个月，新增加的市
场主体就达到1846户，日均登记约30户。
然而，根据济南高新区的统计数据分析，
济南高新区中小微企业的平均生存周期
虽高于全国2 . 8年的平均水平，但也仅
为3 . 97年。“虽然有大量小微企业登记
注册，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僵尸’企业
需要清理。”甘宜梧介绍，如何完善“僵
尸”企业的退出机制，与降低企业注册门
槛同样重要。

对此，高新区市场监管局注册办公
室负责人肖向明表示，在完善企业信用
体系建设的同时，市场监管部门还将与
各众创空间管理方一起，加强对众创空
间内企业的服务与管理。

14日，济南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在山东博科科技众创空间，为区内首批5家“席位注册”成功的
科技型企业颁发了“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这也预示着科技型企业雏形在高新区成立公司的门
槛进一步降低，将帮助更多创客实现开公司梦想。

文/片 本报记者 修从涛

济南高新区首批5家企业“席位注册”成功。

租个“格子间”注册企业，一年省下房租数万元。


	E1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