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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
　 “ 放 管 服 ” 改 革 协 调 办 公 室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４ 日

成都市深入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审批效能和质量实现双提升

成都市以全国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为契机ꎬ通过

减环节、降成本、优服务等一系列举措ꎬ对审批流程、信息数据平

台、审批管理体系、监管方式进行全流程、全覆盖改革ꎬ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效能和质量实现双提升ꎮ

一、聚焦审批服务便捷度ꎬ推行 “三个统一”ꎬ完善项目审批

体系

一是统一设置流程ꎬ压减审批时间ꎮ 按照类型、规模和投资方



式ꎬ将工程建设项目划分为 １２ 种类别ꎬ分类制定审批流程图ꎬ实行

“一家牵头、统筹协调、并联审批、限时办结”ꎬ推动审批事项由 ７１

项精简为 ３３ 项ꎬ参与部门从 ２４ 个减少为 １０ 个ꎬ工程建设项目全流

程审批总用时从 ２１９ 个工作日压减至 ９０ 个工作日以内ꎮ 二是统

一信息平台ꎬ实现数据共享ꎮ 构建网上审批管理平台ꎬ通过纵向对

接国家、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

平台ꎬ横向整合 １７ 个市级部门业务信息系统ꎬ实现信息一次填报、

材料一次上传、相关评审意见和审批结果即时推送ꎮ 推进电子签

名、电子印章、电子证照、电子材料、电子档案在工程建设项目全流

程网上办理过程中的应用ꎮ 三是统一管理系统ꎬ提高审批质量ꎮ

整合规划和自然资源、生态环保等 ２２ 个部门 １２９ 个专题规划ꎬ建

立持续更新的“多规合一”空间规划体系ꎮ 建立市区两级联动、政

府部门窗口三级协调、工程建设项目全覆盖的审批管理体系ꎬ设立

跨层级、跨部门、跨区域的线上线下综合服务窗口ꎬ实现全域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服务“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ꎮ

二、聚焦工程质量精品度ꎬ创新 “三项举措”ꎬ健全质量监管

机制

一是实施施工许可分段办理ꎬ支持企业持续发展ꎮ 依托“双随

机、一公开”和信用评价管理机制ꎬ按照质量安全风险等级开展差

别化监管ꎮ 针对信用良好、风险较低的企业和项目ꎬ适当减少现场

检查频次ꎮ 推行按施工进度分阶段申领施工许可证ꎬ全市共有

２１８３ 个项目单位申请办理分段施工许可ꎬ预计可为企业节省资金
—２—



利息 ３００ 亿元以上ꎮ 二是优化“清单＋项目承诺制”ꎬ加速项目落

地落实ꎮ 开工前实行建设单位施工图设计自审承诺和项目基本信

息填报同步ꎬ实现“承诺即开工”ꎮ 竣工验收时ꎬ建设单位按照“一

张清单”提供竣工验收、市政公用服务接入和不动产登记所需要

件ꎮ 三是搭建智慧工地管理平台ꎬ实现全程“无感监管”ꎮ 全市推

行“智慧工地”管理体系建设ꎬ利用施工现场智能监测设备ꎬ实时

收集 ＰＭ１０、人员作业等数据ꎬ实现施工管理无事不扰ꎻ整合公安

“天网系统”、城管“运渣车管理系统”等部门管理系统和工地影音

设备ꎬ对市政道路建设超期占道打围、使用过程质量违规等行为自

动识别预警ꎬ实现工地监管无处不在ꎻ针对施工现场人员变化频繁

等问题ꎬ运用通讯基站定位与工地电子围栏技术ꎬ结合个人健康码

实名考勤ꎬ实现施工现场管理无所不至ꎮ

三、聚焦企业群众满意度ꎬ坚持 “三个导向”ꎬ提升服务质量

水平

一是坚持目标导向ꎬ不断优化营商环境ꎮ 市区两级建立以政

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ꎬ制定

改革方案和实施细则ꎮ 建立以项目可落地、可实施为核心的科学

决策体系ꎬ以综合受理、并联审批为基础的审批运行体系ꎬ以信息

共享、便捷高效为重点的政务服务体系ꎬ以信用奖惩、智能监管为

中心的监督保障体系ꎬ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环节、要件、成本、时间减

少 ５０％ 以上ꎮ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ꎬ加快补齐短板弱项ꎮ 着眼市场

主体需求ꎬ将现有 ５７ 个区域评估结果全部纳入“一张蓝图”空间规
—３—



划ꎮ 将文物勘探和试挖掘、用地预审意见和选址意见书等环节ꎬ全

部提前至土地出让前完成ꎮ 年度重点项目可提前完成合规性审

查、建设条件征集等工作并纳入项目生成库ꎬ在取得用地手续后即

可直接设计、施工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底ꎬ２０４４ 个项目提前进入策

划生成阶段ꎮ 三是坚持结果导向ꎬ促进改革成效可感可及ꎮ 以国

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测评结果、住房城乡建设部改革评估结果

为导向ꎬ以企业和群众感受度为标准ꎬ将改革实效和营商环境情况

纳入部门绩效考评ꎬ推动企业和群众的认同感、获得感和满意度不

断提升ꎮ

(根据成都市提供材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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