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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aic.gov.cn/zw/zcfg/gzjwj/201709/t20170901_268797.html） 

 

附錄 

 

工商总局关于做好“多证合一”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 

工商企注字【2017】153 号 

 

全国各级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加快推进“多证合一”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41 号，下称《意见》）要求，

通过“减证”推动“简政”，“多证合一”改革顺利推进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与此同时，各

地在推进过程中也出现了证照整合标准不统一、盲目追求证照整合数量、部门信息共享不顺畅，

营业执照互通互认有障碍等问题。为严格落实改革要求、加快推进“多证合一”改革，现就做

好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下同）“多证合一”改革各项工作提出以下指导

意见。 

一、把握“多证合一”改革内涵，进一步明确证照整合范围 

在“多证合一”改革试点过程中，部分地方出现了将行政许可事项、法律法规已明确取消

的证照事项也纳入改革范围的现象。对此，各地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意见》精神，确保改

革准确落地。 

（一）在整合范围上，要严格遵循《意见》要求，只整合信息采集、记载公示、管理备查

类的一般经营项目涉企证照事项，以及企业登记信息能够满足政府部门管理需要的涉企证照事

项，对于关系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行政许可类事项不予整合，确保改革

依法合规、于法有据。对于相关涉企证照与营业执照由同一部门发放的，对证照事项要加大管

理力度。 

（二）在工作推进上，各地要坚持省级统筹，做到统一标准、统一事项、统一部署、统一

实施，确保“全省一盘棋”，各地、市的改革要在省级统一规划的范畴下部署开展。 

（三）在证照管理上，要坚持部门联动、协调配合，关于“多证合一”改革后的企业变更

及注销问题，各地企业登记部门要主动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因地制宜，理顺关系，避

免企业为办理变更、注销等业务奔波往返。 

二、处理好“多证合一”改革与“并联审批”“证照联办”关系，用“减证”促“简政” 

有些地方在推进“多证合一”改革过程中，仍然发放被整合证照；有的混淆了“并联审

批”“证照联办”同“多证合一”区别。各地在下一阶段的改革工作中要处理好“并联审

批”“证照联办”和“多证合一”改革的关系。 

（一）“并联审批”“证照联办”是经过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行政审批模式，有助于节

约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实现资源共享。各地在扎实推进“多证合一”改革的同时，要从

实际出发，以企业、群众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结合“并联审批”“证照联办”等多种

形式，为企业、群众办事提供更加便利化的方式和条件。 

（二）各地要在前期改革的基础上，继续全面实行“一套材料、一表登记、一窗受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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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模式。对于属于“多证合一”改革范畴的，由工商部门核发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

执照，“多证合一”整合的证照事项企业不再另行办理。对于采取“并联审批”“证照联办”

审批方式、一窗受理申请材料、各部门后台联合审批的各类涉企证照，工商部门要明确告知申

请人和企业相关证照办理、审批和领取的流程及步骤。做到既方便企业办事，又不给企业造成

困扰，使企业真正享受到改革红利。 

三、推进部门间信息共享，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各地在推进“多证合一”改革过程中，普遍反映遇到了信息化系统对接难、信息共享不畅

等问题。部门间信息共享是“多证合一”改革的关键环节，也是实现“多证合一”改革目标的

重要保证。各级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地方政府的统一部署，最大限度打通部门间“信息

孤岛”，真正做到“让数据网上行、部门协同办、企业不跑腿”。 

（一）对于国家部委统一开发的信息化系统，工商总局将与相关部委加强沟通协调，通过

签订备忘录等形式，明确信息共享方式，建立信息共享渠道。 

（二）对于各省及省以下部门自建的信息化系统，各级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要积极协调，

充分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利用省级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政务信息平台、部门

间的数据接口等实现信息共享。 

（三）对于尚不具备共享条件的部门，各级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要积极通过线下光盘、硬

盘等介质交换的方式推进数据共享。 

四、推进“多证合一”营业执照跨区域互认，实现“一照一码走天下” 

由于各地整合证照事项和数量不尽相同，部分地方出现企业持“多证合一”营业执照到外

地办事受阻现象，影响了改革效果。各地要通过加强沟通协调和加大信息公示力度的方式，推

进营业执照的互通互认。 

（一）各地要继续加强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建设和应用，探索通过利用电子营业

执照、利用纸质营业执照二维码等方式，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让社会公众

和政府管理部门知晓“多证合一”改革整合的涉企证照事项信息，为社会公众和政府管理部门

提供权威、规范、便捷的信息查询渠道。 

（二）要加强同各整合证照部门沟通、协调，推动各部门明确已领取“多证合一”营业执

照的企业在办理相关事务时，凡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能够查询到的信息，不再要

求企业提供相关许可证件和证明，逐步推进“多证合一”营业执照的跨区域互认和广泛应用，

使“一照一码”营业执照成为企业唯一“身份证”。 

（三）要大力推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推动部门使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作为企业在其部门

管理系统中的身份标识码，推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成为各部门间信息共享的唯一交换标识码。 

五、正确理解“多证合一”改革与“证照分离”改革关系，确保统筹协同推进 

各地在工作中，也反映对于“多证合一”改革和“证照分离”改革内涵界定不清的问题。

各地要准确理解“多证合一”改革与“证照分离”改革关系，注重推动“多证合一”改革和

“证照分离”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

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产生协调共振，形成改革合力。 

（一）“多证合一”和“证照分离”改革都是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重点

任务，是商事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都是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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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降低企业成立制度性成本、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营商环境。 

（二）“多证合一”以减少、整合非许可类的涉企登记、备案事项为主要方式，以信息共

享为主要手段实现简化手续、提高效率。“证照分离”针对行政许可事项，通过清理取消一批、

改为备案一批、实行告知承诺一批以及提高透明度和可预期性等措施，最大限度破解“办照容

易办证难”和“准入不准营”问题。 

（三）“证照分离”改革和“多证合一”改革要统筹规划、协同推进。要在“多证合一”

改革的基础上，在涉企备案、登记类证照事项充分整合、取消的基础上，推进涉企行政许可事

项的“证照分离”改革。同时，对通过“证照分离”改革后许可改为备案的，只要符合“多证

合一”整合原则，还可继续按照“多证合一”标准和要求整合到营业执照上，做到“成熟一批、

整合一批”，持续推进“多证合一”不断深化。 

六、加强窗口建设，做好宣传解读，营造良好改革氛围 

各级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要以“多证合一”改革为契机，全面强化企业登记窗口建设，提

升企业登记窗口服务水平，做好宣传和引导工作，确保改革取得实效。 

一是要继续加强窗口建设。要强化窗口人员业务培训，熟练掌握“多证合一”改革后的工

作流程和要求，要制定完善细致的“多证合一”改革指南，对“多证合一”改革后社会普遍关

切的问题及时回应、答疑解惑，让群众少跑腿，引导群众办成事。要切实加强窗口保障，通过

内部调配、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加强各级企业登记窗口的人员力量配置和软硬件设施配备，

缓解窗口工作压力，确保“多证合一”改革后企业排队等候时间不延长、工商登记效率不降低。 

二是要做好宣传解读工作。要注意对“多证合一”表述和宣传口径进行规范，不突出宣传

整合证照的数量，而是使用“多证合一”统一表述，要明确“多证合一”改革是在办事流程上

做减法，减少企业进入市场的环节和时间，而不是追求合并证照数量的简单叠加，重点宣传推

动部门信息共享、加强业务协同等成果及效应。要主动回应社会各界关切问题，让企业和群众

充分知晓改革后的办事流程、提交材料和注意事项，避免企业因为证照取消、不知道如何办理

导致增加办事成本现象的发生。 

在“多证合一”改革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各地要及时报告总局企业注册局。 

 

 

 工商总局 

2017 年 8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