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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京京政政务务服服务务““一一网网通通办办””
办理时限压减60% 申请材料精简60% 542项事项可 “全程网办”

2019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深入开展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 一年来， “一网通办” 进展如何？ １１月２１日， 北京市政务服务
管理局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本市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 进展情况。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 今年以来， 市区两级政务服务事项承诺办理时限
压减60%， 政务服务事项申请材料减少２万多份。 同时， 本市推出了一批 “全程网办” 事项， 大力推进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 通过深化改
革、 优化服务、 完善 “好差评” 制度等多种措施， 不断提升网上政务服务能力。

【精减】
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时限

压减60%

在减时限方面， 市区两级依
申请政务服务事项承诺办理时限
在法定时限基础上压减60%， 事
项受理前接件时限压减80%。 比
如， 社会保障卡的补领、 换领和
换发， 原来需要3周时间， 现在
压减时限后 ， 包括制证时间在
内， 办理仅需4个工作日， 大幅
缩短了办事时限。

政务服务事项申请材料
精简60%

在减材料方面， 市区两级依
申 请 政 务 服 务 事 项 申 请 材 料
减少 21000余份， 精简比例达到
60% 。 以前群众办理一件事需
要平均提供15份材料， 现在只需
提供6份材料 。 比如 ，护士执业
首次注册， 以前需要提交各类材
料12份，精简之后，只需要提供3
份材料，即申请表、身份证和 1张
证件照就可以办理 ； 原来需要
办理人提供的证件复印件材料全
部减掉了， 只要对证件原件进行
核验就行了； 原来需要办理人提
供的考试证明、实习证明、体检证
明、聘用证明、考核证明等等，也
都不再让群众提供了， 最大限度
为群众办事提供了方便。

年底前平均跑动次数将
压减至0.3次以下

在减跑动方面， 市级行政许
可事项在今年年底前， 平均跑动
次数由去年的1.5次压减至0.3次
以下。 如 ， 市市场监管局广告
发 布 登 记 事 项 ， 改 革 前 ， 申
请人需在递交申请材料和取得

审批结果两个环节各跑动一次。
通 过 采 取 前 段 收 件 系 统 改 造
支 撑 收取电子材料和后端结果
邮政寄递的方式； 改革后实现了
最优办理条件下事项办理 “一次
不用跑”。

542项事项可“全程网办”

在 “全程网办” 方面， 市级
和市区共有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
实现 “全程网办 ” 事项542项 。
如， 购买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商品
住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事项，
改革前， 需要申请人现场提交房
屋交易网签合同； 改革后， 公积
金中心审批系统与市住建委北京
市房屋权属交易系统信息共享，
实现了全程网上审批。

【做法】
8种方式快速登录网上大厅

为破解企业群众办事登录难
问题， 原来网上政务服务大厅个
人用户只支持口令 （含短信验
证） 登录方式、 法人用户只支持
口令和证书两种登录方式， 注册
环节多、 填写信息多。 今年重点
引入了支付宝、 微信、 百度等第
三方账号等快速登录， 登录方式
由原来的3种增加到8种。

据介绍， 办事人只要拥有微
信、 支付宝账、 百度等第三方账
号， 无须重新注册， 通过相关账
号扫码或口令即可直接进行登
录。 同时， 企业法人或法人指定
人还可以在微信或支付宝小程序
下载电子营业执照， 使用领用的
电子营业执照企业即可进行办事
登录， 进一步解决了企业群众网
上办事 “进门难” 的问题。 拓展
渠道后 ， 注册用户个人总数由
2018年的 158余万增加到 970余

万， 法人总数由于2018年的140
余万达到184余万。

46项 “我的定制服务”

在市网上政务服务大厅， 北
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以用户体验
为核心， 整合热点应用、 办件查
询、 电子证照、 个性化订阅等功
能， 形成用户画像， 可根据用户
特点实现服务精准推送。 办事人
通过用户空间， 可查询个人相关
历史办件信息、 办件进度、 身份
证、 户口簿、 社保卡、 驾驶证、
行驶证等个人电子证照， 并根据
实际需求选择教育 、 住房 、 卫
生、 交通、 社会保障等8大方面
共计46项 “我的定制服务”， 实
现更加个性化精准服务。

开通统一公共支付专栏

今年10月， 在市网上政务服
务大厅开通了统一公共支付专
栏， 聚焦办理量大、 影响范围广
的收费事项， 接入考试缴费、 高
校缴费、 不动产登记缴费等4类
共8项缴费服务。

还开通58个 “办好一件事”
主题。 针对群众 “办好一件事”
服务集成差、 流程长、 材料多、
看不懂等问题， 研究形成了 “上
一网 、 交一表 、 找一人 、 办一
次” 的主题服务模式， 在市网上
政务服务大厅 “办好一件事” 专
栏首批推出58个主题， 提供主题
办事指南查询、 线上线下申报等
功能 ， 通过填报 “一张表单 ”，
完成信息一次采集， 办事人自行
选择 “政务专员” 为其帮办、 代
办。 以开 “我要开中西医诊所”
为例， 由交9表变为交1表、 材料
从58个减到36个 ， 办理时限从
120个工作日压缩至31个工作日，
实现 “只跑一次”。

规范11种类型政务服
务事项

推进事项标准化， 组织67个
市级部门和公共服务企业、16个
区、330余个乡镇（街道），对行政
许可、行政给付、行政确认、行政
裁决、行政奖励、行政征收、行政
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其他
行政权力和公共服务共计11种类
型的政务服务事项进行了规范，
实现了同一事项名称、 类型 、依
据、编码的“三级四同”。

集中发布办事指南 28万余
项， 办事指南要素由53个提升到
68个 。 同时 ， 依据用户浏览习
惯， 调整办事指南布局， 优化办
理流程、 办理材料展现方式， 并
针对常用指南要素， 提供简版办
事指南。 优化页面布局， 将热点
服务、 常用查询、 专题专栏等服
务进行重新组织与布局， 针对办
理量大、 受关注高的事项， 构建
个人和法人的高频办事指南主
题， 方便办事人快速、 准确地找
到服务事项， 热点服务点击由过
去的3 次减至1次直达。

373项政务服务接入微
信小程序

出台 《政务服务指尖行动计
划》，利用微信、支付宝、百度等第
三方渠道开发各类便民应用和轻
量级小程序。

目前， 已分别将微信小程序
接入373项政务服务应用、 将支
付宝小程序接入334项政务服务
应用、 将百度小程序接入389项
政务服务应用等。 一些应用如：
线上预约办理出生登记、 户口迁
移和注销、 补领换领户口簿、 更
换身份证、 扫码乘坐公共交通等
常用事项， 为企业群众提供更加
便捷的掌上服务。

【京津冀】
首批20个线上服务事项

聚焦京津冀区域内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 首批推出了20项线
上服务事项和43项线下服务事
项， 涉及企业开办、 公积金、 社
保、 出境入境等领域。 其中， 线
上方面 ， 依托国家政务服务平
台， 上线了京津冀政务服务 “一
网通办 ” 专区 。 除预约办理护
照、 港澳通行证、 台湾通行证以
外， 目前专区还支持社会保险个
人权益记录查询、 律师证查询、
“图书期刊印刷委托书” 网上备
案等20项区域内通办事项， 同时
对接了自来水、 电力、 燃气、 热
力缴费平台 ， 方便群众在线缴
费， 真正做到让 “数据多跑路，
让群众少跑腿”。

线下方面， 在 “京津冀+雄
安”四地实体大厅开设服务窗口，
建设并部署了京津冀统一受理系
统，提供了线下收件、信息录入、
异地发证、 视频会商和办件追踪
等功能，已具备上线条件。

【完善】
建设一体化“好差评”系统

依托线上线下政务服务大
厅、政府网站、市民服务热线等载
体，畅通企业群众评价、投诉 、举
报渠道， 建立企业群众政务服务
评价监督体系。

整合政务服务PC端、APP、小
程序、 实体大厅评价器等评价渠
道， 建设多渠道一体化的 “好差
评”系统。 办事人可对在受理、审
批、办结等进行评价，评价结果统
一在办事指南页面公示。 对评价
等级为 “不满意”“非常不满意”
的办件，将限期整改，实现完整闭
环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