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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审批服务便民化工作指南》（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  

《审批服务便民化工作指南》为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项目计划编号：

2018102792），计划完成时间 2018年。由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牵头，归口单位

为全国行政审批标准化工作组（SWG14）。 

（二）主要起草单位和工作组成员  

主要起草单位：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中国

标准化研究院、浙江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浙江省标准化协会、浙江省标准

化研究院、衢州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台州市行政服务中心、湖北省标准

化与质量研究院、南京市栖霞区尧化街道办事处、天津市标准化研究院、广东省

标准化研究院、上海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山东省新泰市公共行政服务中心。 

起草人：张欢、李宇志、刘辉、裘丹娜、洪寒月、张英姿、丁凡、李敏、孙

彩英、徐剑、马娜、刘燕。 

（三）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审批服务便民化工作指南》是审批服务便民化工作开展的基础，是我国行

政审批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和实施该国家标准是审批服务便民化工作

形成长效机制、发挥长效作用的重要保证，通过认真总结全国各地政务服务改革

经验，及时复制推广，客观评价改革成效，促进体制机制创新，为全面推进政府

自身改革提供标准指引，进一步加快把审批服务便民化工作的实践成果转化为制

度性成果。 

该项标准的研制，一是巩固和深化改革成果的必然要求，在审批服务便民化

工作当前发展的阶段，使用标准化方法来系统、协同地规范审批服务、打破信息

孤岛、强化监督抽查等工作，是确保审批服务便民化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是优化和提高审批服务效率的实现途径，标准明确了事项梳理、流程优化、窗

口设置、系统建设等要求，规范了现场服务、网上服务等主要内容，切实解决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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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的难点、痛点、堵点，对深入推进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大意义。 

（四） 主要工作过程  

1．资料收集过程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起草工作组收集了以下现行资料：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

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互联网+政务服务”技术体系建设指南的通知

（国办函〔2016〕108号） 

——《行政许可标准化指引（2016）版》 

——DB33/T 2036-2017（所有部分）政务办事“最多跑一次”工作规范 

——GB/T 21061-2007   国家电子政务网络技术和运行管理规范 

——GB/T 32168-2015    政务服务中心网上服务规范 

——GB/T 32169-2015（所有部分）政务服务中心运行规范 

——GB/T 36113-2018    政务服务中心服务投诉处置规范 

——GB/T 36114-2018    政务服务中心进驻事项服务指南编制规范 

2．标准起草 

（1）2018年 3月，向国家标准委提出制定《审批服务便民化工作指南》国

家标准的申请。  

（2）2018 年 5 月 25 日，在浙江温岭组织立项研讨，参加首轮答辩并通过

专家审查认可。 

（3）2018年 7月 4日，在北京召开国家标准立项论证会，标准获得专家的

肯定。 

（4）2018年 7月，正式启动了《审批服务便民化工作指南》国家标准的编

制工作，组建由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浙江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浙江省

标准化协会、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衢州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台州市行

政服务中心、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南京市栖霞区尧

化街道办事处、天津市标准化研究院、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上海市质量和标准

化研究院、山东省新泰市公共行政服务中心组成的标准编制组，编制组完成资料

http://www.zjsis.cn/web/Search/StdInfo.aspx?ID=1993120&Typ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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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及分析研究工作。经过内部讨论，确立了标准的基本技术内容，形成标准内

部讨论稿。 

（5）2018 年 7 月 24 日，第一次标准研讨会在浙江衢州召开，来自中央编

办、国标委、中标院、省标院以及上海、天津、浙江、山东、江苏等多省地市的

领导专家参加研讨，会上编制组和专家对标准内部讨论稿进行逐条理解、反复推

敲，完善标准初稿，形成标准草案第一稿。 

（6）2018年 8月 9日，专题召开标准修改研讨会，收到的全国各省专家修

改意见 130条，针对专家提出的意见逐章逐条进行讨论，形成标准草案第二稿。 

（7）2018 年 8 月 21 日，第二次标准研讨会在湖北武汉召开，中央编办、

中标院、省标院以及上海、广东、山东、湖北等多省地市的领导和专家参加本次

研讨会，会上编制组和专家对标准草案第二稿进行逐条理解、反复推敲，形成标

准草案第三稿。 

（8）2018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二次标准修改研讨会，共征集到中标院、

上海标院、湖北标院、山东新泰行政中心、浙江衢州行政中心、浙江台州行政中

心 6 家单位反馈意见，合计征得意见 48 条，在对征集到的意见进行逐条讨论研

究后，采纳意见 21条，形成标准草案第三稿和标准的编制说明（草案）。 

（9）2018 年 9 月 18 日，提交中央编办审核，吴知论副主任提出应补充完

善告知、网上预审、督办、救济、材料精简、便民度审查、数据共享等核心要素

的要求，标准编制组根据要求修改形成标准草案第四稿。 

（10）2018 年 10 月 17 日，再次提交中央编办审核，回复可进行全国范围

内公开征求意见，形成《审批服务便民化工作指南》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并完

成本稿标准的编制说明。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的确定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对行政审批便民化工作的各项规定和要求，遵循了以下原则： 

（1）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原则。审批服务便民化工作应符合我国有关行政许

可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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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导向性原则。在《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的要求

下，总结提炼全国各地审批服务便民化工作经验，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让政务

数据多跑路，让后台服务多跑路，提高服务数量和质量。 

（3）协调性原则。制定的标准，必须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再现和涵盖审

批服务便民化工作要领，不违背审批服务的工作要领，不互相矛盾。 

（4）采用国家标准原则。对于已有国家标准的内容应尽量采用国家标准。

本标准直接采用政务服务中心网上服务、现场运行、投诉处置、服务指南编制等

国家标准。 

（5）有利于扩展兼容原则。充分考虑可扩展性和兼容性，为审批服务制度

改革和未来业务发展预留足够的扩展空间。 

（二） 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术语和定义、事项范围、基本要求、现场服

务、网上服务、检查与评价等内容，标准框架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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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审批服务便民化工作指南》标准框架 

1．范围 

本标准的范围中规定“本标准提供了审批服务便民化的事项范围、基本要求、

告知服务、现场服务、网上服务、检查与评价等方面的建议，并给出了相关信息”

以及“本标准适用于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实施机构组织开展的审批便民化服

务”。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标准中规范性引用的标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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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术语和定义 

列出“最多跑一次”“全程网办”“一窗受理”“马上办”“就近办”等5

个在标准条文中出现的术语及其定义。 

4．事项范围 

本标准根据《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文件要求，将审批

服务便民化事项范围划分为行政审批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 

5.基本要求 

（1）事项梳理 

本标准第5.1条给出了审批服务便民化事项清单梳理要求。明确了“最多跑

一次”审批服务事项目录、“全程网办”审批服务事项目录、“马上办”审批服

务事项目录、“就近办”审批服务事项目录梳理的要求。 

（2）事项整合 

本标准5.2条给出了审批服务便民化事项整合的要求。明确了整合的方法、

整合后事项的形式。 

（3）指南编制 

本标准第5.3条给出了审批服务便民化事项服务指南的编制要求。明确应根

据GB/T36114进行编制，应注明申请材料示范文本、常见问题解答、常见错误示

例应等主要内容。 

（4）流程优化 

本标准第5.4条给出了优化审批服务便民化事项流程的要求。要求编制简明

易懂的办理流程图；明确“马上办”、承诺时限和共同审批3类事项流程优化的

要求；提出工程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投资项目、建筑项目等流程优化的建议；

明确优化后流程的审查要求。 

（5）材料精简 

本标准第5.5条给出了材料精简的要求。明确了可予以取消申报材料的9种情

形及确需保留的证明事项的处理要求。 

（6）窗口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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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第5.6条给出了服务大厅窗口设置的要求。根据办事事项领域、办理

流程关联度等要素设置“综合受理窗口”“专业窗口”“其他综合事务窗口”“综

合出件窗口”；提出“一窗受理”向 “无差别全科”窗口受理模式升级的建议。 

（7）系统建设 

本标准第5.7条给出了政务服务平台建设要求。明确政务服务平台的功能要

求；要求建立全生命周期信息库，做好信息资源全量汇集；要求建立电子证照库、

电子档案库、公共支付平台以及移动端应用。 

（8）数据共享 

本标准第5.8条给出了数据共享的要求。明确了数据串梳理、部门数据仓建

设、数据资源归集、数据调用、共享接口开发、专网整合等工作要求。 

（9）联动建设 

本标准第5.9条给出了审批服务便民化联动建设的要求。要求建立部门间协

作配合机制、建立五级便民服务体系、拓展自助服务事项范围等。 

6.告知服务 

本标准第6章给出了电话咨询、网上咨询、现场咨询3类咨询方式及咨询服务

的内容和要求。 

7.现场服务 

（1）基本要求 

本标准第7.1条给出了现场服务的基本要求。明确服务大厅功能区设置；要

求提供代办服务和办事无休日服务。 

（2）导办服务 

本标准第7.2条给出了导办服务的要求。要求实行一次性告知制度，提供核

对信息、指导填表、爱心通道、协助取号等导办服务。 

（3）一窗受理 

本标准第7.3条给出了一窗受理服务的要求。明确受理申请根据GB/T 

32169.3执行，明确综合受理服务工作内容及要求。 

（4）后台审批 

本标准第7.4条给出了后台审批服务的要求。明确审批部门审批时限要求、

同步审批要求及投资项目办理节点信息上传要求。 



7 
 

（5）统一出件 

本标准第7.5条给出了统一出件的要求。明确了服务对象现场自取时、需邮

寄送达时的出件要求，推行使用电子签章技术。 

8.网上服务 

本标准第8章给出了网上服务的要求。明确网上服务基本要求执行GB/T 

32168；明确了网上申请、网上预审、网上办理服务内容及要求。 

9.检查与评价 

（1）检查方式与内容 

本标准第9.1条给出了审批服务便民化工作的检查要求。要求建立检查制度、

新型监管机制、便民度审查机制、督办机制、审查细则，明确检查方式和检查内

容。 

（2）评价方式 

本标准第9.2条给出了审批服务便民化工作的评价要求。要求制定评价方案，

明确评价主体、方式、指标和程序；明确服务大厅、政务服务平台、审批部门的

评价方式及内容。 

（3）持续改进 

本标准第9.3条给出了持续改进的要求。要求建立投诉、诉求反馈、激励等

机制，明确改进的方式和要求。 

三、 标准试验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依据《行政许可法》、《电子签名法》、《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

法》、《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行政许可标准化指引（2016

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互联网+政务服务”技术体系建设指南的通知》

（国办函〔2016〕108 号）制定，并且在制定过程中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和论证。 

四、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五、 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的制定为解决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的难点、痛点、堵点，推进国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体现效率性，总结提炼

全国各地审批服务便民化工作经验，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让政务数据多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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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后台服务多跑路，大大提高行政效率，提高服务数量和质量；二是体现回应性，

破除以往企业和群众到政府办事需要反复跑、来回跑、无效跑的痼疾，从企业和

群众生产生活最密切的领域出发，回应民众需求；三是体现公平性，公开服务事

项，优化办事流程，最大可能缩减因不透明和程序繁琐、程序复杂而造成的设租、

寻租、代租现象，减少社会交易成本；四是体现人民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从人民利益出发，并最终服务于人民利益，增强群众获得感。 

六、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未采标。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行政审批标准体系的重要标准。 

本标准依据《行政许可法》、《电子签名法》、《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

法》、《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行政许可标准化指引（2016

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互联网+政务服务”技术体系建设指南的通知》

（国办函〔2016〕108号）制定，以审批服务便民化为目标和方向，将我国“放

管服”改革的经验、成果进行标准转化和推广，切实解决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

的难点、痛点、堵点，对深入推进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

大意义。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无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主要为解决权力运行业务流和信息流整合优化、信息孤岛、多部门联

办事项等问题，解决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的难点、痛点、堵点，将全国各地“放

管服”改革的经验、成果进行标准转化和推广，因此，建议其性质为推荐性标准。 

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是行政审批标准体系的重要标准，规范审批流程、系统建设、窗口设

置、现场服务、网上服务、检查与评价等工作，推进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

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建议尽快批准发布。 

十一、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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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小组  

2018年 10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