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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家家中中介介企企业业““痛痛并并快快乐乐””的的转转型型
代表委员：放权后，政府在监管服务上要继续下细功夫

本报记者 崔岩 陈玮 马云云

营业执照代办业务
几乎到了尽头

六年前，王卫卫注册成立济南华
兴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成为小微
企业主。这次创业得益于她对市场的
敏锐洞察，“当时正是企业登记注册
的井喷期。”她说，不少朋友在办理手
续时感慨很麻烦，不仅需要提交验资
报告，有时候一个手续就需要跑好几
趟，繁琐得很。

那时差不多是她公司发展的黄
金期，业务量大，员工也很快从3人变
成了6人，营业额翻倍。

但随着注册门槛的放宽，验资报
告取消了，注册资本由实缴变为认缴
制，再加上“多证合一”改革，营业执
照代办业务几乎走到了尽头。

王卫卫举了个例子，前一阵她帮
朋友注销企业，如果按一般程序，企
业要申请清算组备案，还要在报纸上
刊登注销公告满45天，再到登记机关
提交包括清算组备案等在内的全部
材料。即使每次材料都齐整，也至少
要跑五六趟，花费半年时间。

王卫卫通过简易注销后，依托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无需提交
清算报告、投资人决议、清税证明、清
算组备案证明、刊登公告的报纸等材
料，注销登记的材料也精简为4份。

“我只跑了两趟监管部门、花了不到
俩月，公司就注销了。”王卫卫说，省
钱不说，还比以前节省了三分之二的
时间。

“既然享受了放管服改革的便
利 ，就 得 接 受 它 带 给 我 们 的‘ 挑
战’。”现在，王卫卫对公司业务进行
了调整，学习各种金融服务项目，不
再单纯靠工商登记业务，而是向代
理记账、行政审批许可、注册变更等
业务延伸。“审计、投标、社保、公积
金……我们也在整合平台，只要客
户有需求，就可以找出供应点，多元
化发展。”

借增值服务
发展新业务市场

“多证合一”改革实施后，王卫卫
的公司业务受到冲击，尤其是自2017
年9月1日起，山东更是实现了“三十
一证合一、一照一码”，切实降低了市
场门槛。王卫卫借此做增值服务，用
来发展新的业务市场。

“类似买一赠一。”王卫卫说，如
果客户有其他业务需求，登记注册业
务就相当于免费赠送。之所以敢于赠
送，是因为这个业务对她来说已经很
简单了。

1月22日下午，在济南市天桥区
工商局，王卫卫正在帮客户做住所变
更。来之前，王卫卫就从网上提报了
材料，在线预审通过后，才拿着纸质
材料到工商局现场办理。不到半个小
时，企业注册变更业务就已完成。不
过，这还不是王卫卫最快的纪录。今
年她帮一个企业代办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前后用时不到5分钟。

王卫卫还记得以前没有在线
预审环节时，有时拿着材料大老远
跑过来，不合格就相当于白跑一

趟，反复好几次是常有的事。办理
时，光排队就要等上半天，基本上
一天也就接一单。

对王卫卫来说，在线预审只是一
个环节，业务办理得顺利，是整个工
商系统简政放权实现“多证合一”的
效果。自“多证合一”改革实施以来，
通过“一套材料、一表登记、一窗受
理”的工作模式，企业申请人在办理
业务时，只需向“一个窗口”提交“一
套材料”，并在申请表上勾选所需办
理的涉企证照事项即可。

“这个增值服务比较划算。”她笑
言，这种原先的“老业务”成本已经较
低，在转型过程中，借此来发展新客
户和新业务，成为一个过渡的桥梁。

跟王卫卫一样，作为企业负责
人，省政协委员、中天运会计事务所
山东分所总经理张松旺也感同身受。
拿企业年检来说，过去需要提交相关
报告，到工商部门实地盖章，有时要
跑好几趟。实现电子年检之后，在网
上就能够提交资料，收到电子版的营
业执照，想查询的时候随时可以查，
非常方便。

省人大代表、济宁市工商联副主
席王潇夏亦深有体会。“从企业来讲，
这些年在办理证照等过程中明显感
觉到减少了很多中间环节，审批过程
缩短，效率提高了一倍。”

王潇夏说，尤其是网上审批，企
业的人力成本明显下降，“原来要专
门组织一个部门对外办理企业的各
种手续、迎接各种检查，现在一个人
就可以把各种证照办完。”

越来越多的人创业
给中介提供了转型机遇

王卫卫发现，虽然办事便利了，
可管理却更严格了。比如，对于他们
这种代理机构的管理，没有营业执
照，没有代理资格，就无法办理相关
业务。

王潇夏认为，权力下放，但责任不
能放。她建议，各地在制定相关政策时
应打破部门间壁垒，并且要细化，比如
要明确权限、谁说了算、减到什么程
度，避免“大而化之”的简政放权。

权力放下去，事中事后监管也得
跟上来。如今，山东制定了省公共信
用信息平台建设总体方案，健全“一
网三库一平台”社会信用体系。省级
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已与52个省直部
门和17市实现信息共建共享。下一
步，我省还将出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的意见，打造山东“123456”放心管的
新型监管模式，着力维护公平有序的
市场秩序。

“放管服”搞好了，市场也就活
了。截至2017年底，我省实有各类企
业和注册资本（金）分别为225 . 9万
户和15 . 7万亿元，比2012年分别增
长177 . 8%和299 . 3%，山东成为继广
东、江苏之后第三个拥有200万企业
的省份。

王卫卫对企业的前景充满了
信心。“现在企业发展的环境越来
越宽松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创
业，创业之初或许需要不少咨询、
财会服务，这恰恰给我们公司的转
型提供了机遇。”她说，不管是哪种
类型的企业，终将会享受到简政放
权所释放的红利。

2018年，对山东来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
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也是启动建设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的第一年。

省两会召开之际，本报推出“有为”栏目，聚焦在新旧动能转换、三大攻坚战里涌现出来的山东故事。让我们在咱山
东全面求强的过程中贡献强有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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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寒冬里，王卫卫忙得热火朝天。作为已经从事企业登记代理业务六年的小
微企业主，她笑称自己的公司正经历着转型期的苦恼，但“痛并快乐着”。

“痛”是因为企业登记注册门槛一降再降，手续不断简化，冲击了公司业务量。“快
乐”的是企业生态环境优化了。她说，现在跟政府部门打交道痛快多了。

在参加省两会的代表和委员看来，王卫卫公司转型的故事，正折射出了山东省简
政放权优化营商环境的努力。他们也建议，在放权之后，政府在监管和服务上还要继
续下细功夫。

2017年9月1日，济南颁发省内首张“三十一证合一”营业执照。（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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