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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总面积72.23万
平方公里。近年来，青海省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推动
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一优两高”战略，
擘画出一幅欣欣向荣的新青海画卷。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供稿 03

近年来，青海省克服地处高原、自然条件严酷、发展不足、基础设
施差、人才短缺、转型缓慢、信息化程度不高等困难，深化行政审批改
革，发展和壮大青海省市场主体，建立高效便捷的不动产登记制度，提
高医疗服务水平，创新“一网通办”政务服务模式，助推经济高质量发
展，为群众办事创业增便利添温情，走出了一条欠发达地区推进“放管
服”改革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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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

一、“青”审批  行政审批事项应减尽减

政务公开工作交流

2013年以来，青海省以“该取消
的坚决取消”为目标，对省级行政审批
事项进行了12次集中清理，取消519
项，下放184项，调整198项。目前，
省级各部门保留行政审批260项。

全面承接落实国务院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前省级层面承
接的116项行政审批事项全部纳入《青海省省级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汇
总清单》（共260项），在省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并实时动态调整。

2013年以来青海省省级清理行政审批事项统计表

序
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合计

取消审批事项 下放 调整审批事项 其他事项

取消
许可
事项

取消
非行
政许
可事
项

下放
审批
事项

承接
调整
实施
机关

修改
项目
名称

改变
管理
方式

合并
审批
事项

调整
为非
行政
许可
审批
事项

调整
的非
行政
许可
事项

暂缓
实施

取消
职业
资格
许可
和认
定事
项

取消
或改
为后
置事
项

保留
或增
加工
商前
置事
项

保留
工商
后置
事项

取消
和下
放评
比达
标表
彰项
目

1
《青海省人民政府决定取消和调整的行
政审批项目目录》

省政府令第98号
（2013）

178 86 51 35 6

2
《青海省人民政府决定取消和调整的行
政审批等事项目录》

省政府令第101号
（2014）

186 76 72 17 6 5 8 2

3
《青海省人民政府决定取消和调整的行
政审批等事项目录》

省政府令第104号
（2014）

138 37 29 2 28 11 31

4
《青海省人民政府决定取消和调整的行
政审批等事项目录》

省政府令第109号
（2015）

203 9 3 24 126 31 10

5
《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
审批事项的决定》

青政〔2015〕59号 35 10 25

6
《青海省人民政府决定取消下放和暂缓
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

省政府令第113号
（2016）

186 71 7 48 60

7
《青海省人民政府决定取消和下放的
223项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

青政〔2016〕68号 223 148 1 2 2 70

8 《青海省工商登记后置审批事项目录》 青政办〔2016〕73号 135 135

9
《青海省人民政府决定取消和下放的44
项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

青政〔2017〕49号 44 26 17 1

10
《青海省人民政府决定取消和下放的37
项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

青政〔2018〕52号 37 30 4 3

11
《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和暂缓
实施45项行政审批等事项的决定》

青政〔2019〕12号 45 17 15 13

12
《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12项
行政审批等事项的决定》

青政〔2019〕39号 12 9 2 1

合计 509 10 184 1 19 41 5 12 6 53 61 165 177 32 135 12

总计 1422 51 9 184 198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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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准入  企业登记轻松便捷

青海省市场监管系统围绕市场主体准入退出便利化，推进“多证
合一”、“证照分离”以及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等商事登记制度改革，
持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提高企业开办效率，简化企业退出手续，着
力破除市场监管领域“堵点”、“难点”、“痛点”问题，降低投资
创业制度性成本，优化营商环境。       

2013年改革以来，全省新登记市场主体31.86万户，是改革前
的1.6倍，每千人拥有市场主体70户,商事制度改革红利持续释放。

全程电子化登记，实现“零见
面”领取营业执照



政务公开工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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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

政务公开工作交流

2018年8月15日，青海省在省、市(州)、县(区)三级同步实施住
所（经营场所）登记自主申报承诺制，住所使用证明材料压缩为原来
的1/4。

放宽准入：自主申报，多证合一，为创业创新铺路1

开展多轮市场主体

登记前置许可事项

等集中清理规范，

全省市场主体登记

前置许可事项由改

革前的226项缩减

到 2 9 项 ， 减 少

87.2%。

推行经营范围自
主申报制改革，
除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禁止经营的
以外，经营范围
由申请人自主申
报。

107项行政许可事
项实施“证照分
离”改革，推动
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一企一证”
和食品经营许可
改革，进一步理
顺“证照关系”，
破解准入不准营
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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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监管是减轻企业负担、降低执法成本的重要手段。通过“进
一次门、查多项事、一次抽查、全面体检”，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避免部门之间多头执法。

创新监管：构建以信用约束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机制2

出台《青海省涉企信息统一归集
公示管理暂行办法》。2019年，共
归集信息47.8万条。公示行政处罚
案件1208件，公示率为100%。拦
截失信不执行人“老赖”登记行为
1400人次，2.9万户经营异常企业在
工程招标、政府采购、银行贷款、评
先评优等活动中被禁入和限制。

2019年7月29日，青海省全面
启动市场监管部门“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工作。

全省共开展“双随机、一
公开”企业抽查4次，共抽查
企业4095户，单项平均抽查
比例达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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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

积极推动“一网通办”。新设企业平均办理时间压缩到1.72个工
作日，企业开办环节缩减到3个，8387户新设立企业享受到了2个工
作日拿到营业执照的改革红利。

优化服务：“互联网+政务服务”让改革加大马力3

加快“互联网+政务服务”，企业可以24小时通过企业登记
全程电子化系统提交涵盖全类型、全业务、全流程的登记
申请

企业登记 印章刻制 银行开户 申领
发票

   将优化后65项具体办理事项中的58项申办材料减少
了13%—69%不等，共减少118条申办材料；在压缩审
批许可时间上，将承诺时限比法定时限压缩了近3/4。

当日

9日
65个

39项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
9日内办

结

特种设备作业人
员许可由30日压
缩为当日办结

创新药品化妆品
行政审批机制，
将原75个具体办
理事项减少至65
个

药品监管事项由
49项减少至39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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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办证  打造不动产登记1113品牌

西宁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强化内部管理、优化登记流程、创新
窗口服务、规范登记行为、构建信息平台，积极破解不动产登记难点
问题，着力提速增效。

在西宁市区国有土地范围内办理不动产登记，只需提交1套资
料、1个窗口、1次办结、3个工作日取证 。

创建不动产登记“高效1113”服务品牌1

2018年，西宁
市不动产登记
窗口列入“全
国百佳不动产
登记便民利民
示范窗口”示
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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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

目前，西宁市不动产登记平均时间与法定时间相比减少86%以
上，其中个人办理不动产登记时间减少90%，单位办理各类不动产登
记时间减少83%，不动产信息查询、查封登记、注销登记实现即来即
办。

压缩登记时限走在全国前列2

缴费
领证

不动产权利登记(过程)

数
据
信
息
共
享

提
供
资
料
一
套

登记机构
受理
税务系统
后台补录

登
记
部
门
审
核
登
簿

申请人

不动产登
记综合窗
口“ 一窗
受理”

权利人

二手房买卖登记材料由原先三部门共收

1个窗口受理，提供1套资料，3个环节办结，3个工作日取证。

23件减少为7件，精简率达69%。

不动产转移登记流程图

商品房买卖登记材料由原先三部门共收20件减少为8件，精简率达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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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实现不动产统一登
记，《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规定法定办理时
限为30个工作日

个人办理各类登记时限
压缩至15个工作日

个人不动产登记办理
时限压缩到3个工作日，
单位(企业)办理各类登
记工作时限缩短至5个
工作日，不动产信息
查询、查封登记、注
销登记为即时办结。

个人不动产登记办理
时限压缩到10个工作
日，单位(企业)办理各
类登记工作时限缩短
至15个工作日

2018年7月

2016年初

2016年5月

2017年8月

改革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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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

为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提供“绿色通道、预约上
门”，为批量业务、特殊业务的企业和群众提供延时服务；为军人优
先办理不动产登记；大力推进容缺受理。

针对群众反映办理二手房买卖过户转移登记时签订的《二手房买
卖合同》内容冗长繁杂，通过咨询法律顾问、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做
法、反复论证，在确保买卖双方权利义务明晰的前提下，整合修改合
同为2页，减少群众签约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心系群众  开展不动产登记特色服务3

原12页



“互联网+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系统惠及千家万户

13

加快推进“互联网+不动产登记”信息
平台系统应用，将不动产抵押登记业务延伸
到各银行网点，企业与群众可在银行网站直
接申请办理不动产抵押注销登记，告别了过
去“往返跑”、“多头跑”。

4

  

精简为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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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

西宁市不动产登记“最多跑一次”网上服务平台

加入标
题

不动产登记信息
自助查询系统，
通过刷二代身份
证、人脸识别，
30多秒办结不动
产信息查询。

延展服务，抵押登记延伸至银行网点。

银行网点。

加入标
题



四、“青”医保  降药价轻负担惠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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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放管服”改革要求，加快推进医保惠民政策落地1

优化

减轻

聚焦医

药机构

办事

“难

点”，

破解群

众看病

就医

“痛点”

  正式开通离退休干部

省外异地住院医疗费刷

卡直接结算，切实改变

离休干部异地看病

“跑腿垫资”现状。

离休干部异
地就医结算
流程

城乡居民个
人就医负担

  调整全省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三个

目录”个人自付比例，

城乡居民医保报销待

遇提高。

提升

医保经
办水平

  全面简化省级职工

门诊特殊病慢性病办事

流程，方便参保职工就

医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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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

2 探索药品招采工作新机制

加入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和使用试点扩围采购联盟

   学习借鉴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经验，制定
《青海省2019年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实施
方案》、《青海省2019年药品集中采购工作方案》。积
极探索完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机制和以市场为主导的药
价形成机制。

  组织全省88家公立医疗机构和34家药品生产配送企业
共同签订集中采购中选药品购销协议。稳妥有序地推进
国家和省级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的落地，进一
步营造了公平交易、和谐规范、诚实守信、风清气正的
购销环境，确保群众及时用上质优价廉的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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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供稿 

自2019年12月31日24:00起，青海省全面取消各级医疗机构医
用耗材加成，同步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提升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
值的项目价格。取消医用耗材加成后，医疗机构按医用耗材采购进价
收费，不再加价销售。 

17

3 进入医用耗材"零差率"时代

17

《关于推进青海省公立医疗机构取消医用耗材加成
调整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

调价涉及六大类509项，其中，综合医疗
服务15项、病理学诊断7项、临床诊断72
项、手术治疗374项、康复医疗9项、中藏
医32项。

实施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和药品带量采购，

进一步降低药品及医用耗材价格，控制费

用，降低患者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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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

4 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收费政策

18
主办单位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

政务公开工作交流

Suitable for all categories business and 
personal presenta�on

C

01

明确收费项目

互联网复诊、远程会诊、同步远程病理会诊、非
同步远程病理会诊、心电监测远程传输、起搏器
远程监测及除颤器远程监测费用等。

 规范收费行为

对互联网复诊诊查费、依托“互联网＋”提供家庭

医生服务收费等都进行了规范。
02

03

加强日常监管

以公立医疗机构为重点，加强医疗服务价格日常
监管，针对线下项目服务形式改变后，费用出
现较大波动的情况，及时开展调查并及时向
省级医疗保障部门报告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

04

做好政策解读

引导医务人员积极参与，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认真做好
政策解读工作，合理引导社会预期，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为“互联网+医疗服务”收
费政策平稳实施营造良好的政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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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青”松办  线上线下便利高效

 青海省深入推进“一网通办”工作，确保“最先一公里”接地
气、“最后一公里”有温度。

 开展多次政务服务事项梳理入库培训，对全省省级46家部门、
8市州、4区部门进行现场指导，基本完成全省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
工作，为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一事通办”提供有力数据支撑。

 建设集政务服务网上审
批系统、公共资源交易系
统、电子监督系统以及统一
的移动端应用服务“青松
办”手机APP和微信公众号
等应用服务于一体的全省一
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1 “准”字上求突破，推动全省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

2 “联”字上求突破，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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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

政务公开工作交流

截至目前，省级政务服务大厅共进驻窗口单位36家，政务服务事
项501项，网上可办事项461项，网上可办率为92%，提前实现了国
家确定的2019年底前省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不低于90%的目
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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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线下实体大厅和线上网上大厅功能互补，依托青海政务服务
“青松办”手机APP、移动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引导办事企业和群
众从现场办向“网上办”、“掌上办”、“指尖办” 转变。

用“数据跑路”的加法做政府权力的减法，用政务服务的乘法换
取群众办事的除法，努力实现“一网通办”前提下“最多跑一次”。

3 “融”字上再发力，促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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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

目前，省级政务服务大厅
进驻的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时
限已由原来的8368个工作日
压缩到现在的4365个工作
日，压缩比率为47.8%。申报
材料由原来的1051份精简到
现在的763份，精简率为
27.4%。同时，持续推进“减
证便民”，共取消9项进驻事
项的12项证明材料。

开展针对政务服务全过程的“好差
评”评价，接受群众的“点赞”或“吐
槽”。“渠道更加直接、心态更为开
放、自觉接受监督”，打造更加优质的
政务服务，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4 “快”字上再提升，打造“加速度”的政务服务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

技术支持：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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