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层是创新的源泉， 也是

营商环境优化的关键所在。 在

8.0 版行动方案中， “夯实营

商基层基础” 首次被作为单独

任务板块列出， 这意味着对园

区、 街镇等基层单位的营商建

设将投入更大力量。 方案明

确， 鼓励街镇在监管创新、 交

通管理、 商居协调等方面探索

创新， 为基层赋能、 松绑的导

向更加明确。

在虹口区， 法治观察员刘

强针对地下空间依法治理提出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地下

空间依法治理的法治观察建

议》。 他认为， 地下空间的开

发利用是超大城市解决地面空

间拥堵、 延展城市韧性的“良

方”， 但地下空间的行政监管

涉及多个部门， 相关法律法规

也较为繁复分散， 执法监管的

边界较难把握。

“地下空间是城市的‘隐

形宝藏’， 但如果不加以有效

治理， 也可能成为城市的‘安

全隐患’。” 刘强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 “我们的建议就是要通

过立法明确地下空间的行政监

管目录清单， 修订完善民防领

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并多形

式多层次开展地下空间管理的

普法宣传， 从而打造出一个韧

性安全的城市。”

结合刘强的建议， 虹口区

人民检察院联合区国防动员办

公室出台了《关于依法开展城

市更新中规范地下空间治理的

行政检察法律意见书》， 为行

政执法提供了法律指引。 同

时， 区国动办在全市率先打造地

下空间数字化场景， 建设多功能

合一的“人防码”， 依托“随申

办” “随申码” 数字平台上线

“随申查” 小程序， 创新“三云

联动” 监管模式， 有效提升了监

管效能。

“这一数字化监管模式的推

行， 不仅让地下空间的监管更加

精准高效， 也为广大市民提供了

更加便捷的服务渠道。” 虹口区

国动办负责人表示， “我们相

信， 通过这一模式的推行， 地下

空间的治理将更加规范有序， 整

个城市的韧性安全也将得到进一

步提升。”

除了虹口区以外， 上海其他

各区也纷纷行动起来， 积极探索

创新监管模式和服务方式。 例

如， 浦东新区推出了“企业服务

专员”制度，为企业提供“一对一”

的贴心服务；黄浦区则建立了“营

商环境观察员” 制度， 广泛收集

企业和群众的意见建议， 为营商

环境的优化提供了有力支持。

法治是营商环境的基石， 也

是城市发展的保障。 在上海这座

国际大都市里， 基层法治观察建

议正成为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重

要力量。 从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

为到赋能基层创新监管模式，

从提升第三方专业技术机构执

法规范到加强地下空间依法治

理， 每一项建议都凝聚着法治

观察员们的智慧与汗水。 随着

8.0 版行动方案的深入推进， 上

海的营商环境必将更加透明、

公正， 成为全球投资者和创业者

的理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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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上做到“无事不扰” 让创新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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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三方专业技术机构的规范条款为(被写入地方立法？ 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管理让“无事不扰” 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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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

里， 基层单位是营商环境的

“神经末梢”， 它们的活力与创

造力直接影响着整个城市的营

商环境。 这一导向， 无疑为基

层法治观察员们提供了广阔的

舞台， 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推动

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要力量。

在徐汇区委依法治区办，

法治观察员叶文慧正忙碌于她

的法治观察工作。 她深知， 在

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中， 行政

执法部门在面对复杂的社会问

题和技术难题时， 第三方专业

技术机构通常在技术评估和检

测中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和专业

性， 第三方专业技术机构的参

与有助于提升执法的公正性。

然而， 随着社会问题的不

断复杂化、 多元化， 第三方的

参与在某些情况下却引发了一

系列法律和执行上的问题。 因

此， 她提出了 《关于规范执法

过程中第三方专业技术协助行

为的法治观察建议》。 她建议

通过立法或政策文件明确规

定， 如果执法过程中采用第三

方服务， “行政执法部门开展

行政检查时， 应当与第三方签

订协议。 并且第三方不得单独

开展行政检查。” 同时， 行政

执法部门应当制定具体的现场

监管程序， 明确行政执法人员

在第三方工作中的职责和权

限， 到场监督人员应当具备行

政执法资格。 通过规范的程

序， 确保执法过程的合法性和

透明性。 “要建立反馈和总结

机制， 到场监督人员有权对第

三方的技术协助行为在能力条

件、 责任要求、 支持范围方面

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和考核。”

叶文慧认为， 要建立健全责任

追溯体系， 明确在第三方工作

中发生问题的责任划分， 确保

行政执法人员和第三方机构在

执法过程中的法律责任清晰可

追溯。

“第三方专业技术机构在

行政执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但他们的行为必须受到严格规

范。” 叶文慧表示， “如果第

三方能够单独开展行政检查，

那么执法的合法合规性将受到

严重威胁， 公民的权益也可能

因此受到侵害。”

叶文慧的建议得到了区委

依法治区委执法协调小组的认

可， 并联同市政府立法联系点

（上海市司法局 ） 共同推进。

最终， 这一建议被《上海市优

化营商环境条例》 采纳， 条例

中新增了“第三方不得单独开

展行政检查、 不得单独向行政

相对人出具意见或者建议” 的

规定。

这一规定的出台， 不仅规

范了第三方专业技术机构在行

政执法中的行为， 更为整个营

商环境的优化提供了坚实的

法治保障。 正如叶文慧所说：

“法治是营商环境的基石， 只

有法治环境好了， 企业才能

安心经营， 市场才能更加繁

荣。”

基层法治观察

点亮营商环境的立法“微光”

在 8.0 版行动方案中， 规

范涉企行政检查行为是另一大

亮点。 方案明确提出， 要积极

推进典型场景的“综合查一

次”、 探索建立“风险 + 信

用” 的分级分类涉企行政检查

模式， 对于风险低且信用高的

企业， 尽量做到“无事不扰”。

这一举措的出台， 对于广

大企业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

以往， 由于行政机关之间的横

向统筹不够， 部分企业可能会

连续接受来自不同机关的行政

检查， 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运营

成本， 也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

营。 而现在， 随着“综合查一

次” 和“风险 + 信用” 分级

分类检查模式的推行， 企业将

更加专注于自身的业务发展，

更加重视合规经营、 树立良好

信用。

在杨浦区， 法治观察员汪

路加提出了《关于在涉企行政

执法中落实信用修复告知等举

措的法治观察建议》。 他认为，

在行政执法活动中， 处罚是手

段， 教育是目的， 关键在于

“过罚相当”， 对企业的处罚不

能“一罚了之”， 更要引导那

些积极认罚整改的企业及时修

复信用、 更好合规经营。 因

此， 他建议在涉企行政执法中

落实信用修复告知等举措， 主

动告知企业信用修复路径， 为

企业输送“一对一” 公益“法

治体检” 服务。

“信用是企业的生命线，

一旦受损将难以恢复。” 汪路

加表示， “我们的建议就是要

让企业在受到处罚后， 能够及

时了解信用修复的途径和方

法， 从而尽快恢复信用记录，

重新获得市场的认可。”

杨浦区司法局、 区发改委

会同区内各重点执法部门积极

响应汪路加的建议， 现已在全

区 32 个执法部门和 12 个街道

全面推广涉企“三书同达” 新

模式。 在向违法企业制发《行

政处罚决定书》 的同时， 一并

提供 《信用修复告知书》 和

《法治体检申请告知书》， 助力

企业合规健康发展。

“这一新模式的推行， 不

仅让企业更加清晰地了解了信

用修复的流程和方法， 也为我

们执法部门提供了更加便捷的

服务渠道。” 杨浦区某执法部

门负责人表示， “我们相信，

通过这一模式的推行， 企业的

合规意识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整个营商环境也将得到进一步

优化。”

落实信用修复途径

让“无事不扰”成为常态

法治赋能基层

让创新在基层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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