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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跨省省办办新新体验体验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曹政曹政

21 万平方公里的京
畿大地上，一条条交通大动脉连接

京津冀三地。客流、物流、车流涌动的背
后，是更加紧密的产业链和创新链。

当产业协作和人员往来步入新的历史阶
段，协同发展的先行者开始有了新的需求——“跨

省通办”。
说着容易，“跨省通办”，要跨越的是不同地域

行政机构的不同体系、不同标准和不同流程，即便
是在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京津冀，也要逐一打
通堵点、解决痛点，才能换来企业和百姓办事不
用往返跑腿。

3年前，京津经开区迈出了“跨省通办”第
一步。这是国家级经开区之间首次实现

“跨省通办”，更是京津冀探索打破
政务服务壁垒分割的一次

成功尝试。

北京经 开 区 政 务 服
务 中 心 ，二 层 的 3 号 窗 口 有

点特殊。
窗口里的工作人员王超接的件儿

不是北京的，窗口外等着的企业办事人是
为天津等外地公司奔走——这是个“跨省通

办”窗口。
2020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

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指导意见》。一时
间，“跨省通办”成为备受企业期待的政务服务改
革。对于企业和百姓而言，一旦实现跨省通办，
则可以免去往返跑腿，在外地就能把事办成。

对京津冀区域而言，“跨省通办”的需求更
大。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三地
企业跳出一隅天地宽，纷纷以更广阔的视野在京
津冀协同布局。

“企业闯出去了，到天津、河北布局了，可轮
到办业务的时候却成了三地跑，格外不方便。”作
为产业重镇，亦庄的企业对往返跑腿的痛点深有
体会。

“能不能我们两个经开区之间先试试？”2020
年秋天，“跨省通办”国家层面的指导意见出台没
多久，北京经开区与天津经开区就在一次日常沟
通会上一拍即合，这也开启了国家级经开区之间
的第一次“跨省通办”。

万事开头难。到底“跨省通办”要办哪些
事？京津经开区决定，各自列出一版高频服务事
项清单，每地先列10个事项探路。

既然要列清单，就要把所承担的1000多项审
批事项梳理清楚，逐一考量。北京经开区行政审
批局政策体系处处长郭浩的电脑里至今还保存
着5个版本的清单，也见证了打磨的艰辛全程。

“先实现哪些通办事项，我们说了不算，得让
企业来定。”郭浩开始跟两地皆有布局的企业进行
座谈，再一一评估每个事项异地办理的可操作性和
安全性。两个月后，两地终于拿出来最后版本。

2021 年 3 月，京津两地经开区正式签署《推
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授权协议》，敲定了两地
各 10个审批事项。这也是京津冀三地最早实现
区域“跨省通办”的案例之一。

在北京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的24小时自助
服务区，一台印有“天津政务”的自助机格外醒
目。这台搭载二代身份证识别、指纹识别、电子
签名、打印和智能流转柜等功能的设备，可自助
完成开具临时身份证明、不动产登记等268项政
务服务，成为“跨省通办”的“见证者”。

两年的改革探索中，“跨省通办”清单里的
事项越来越多。在国家“跨省通办”事项清单基
础上，京津经开区之间已累计实现200多个高频
事项的“跨省通办”。

当“跨省通办”的清单越来越长，企业的新
需求随之而来：“我着急办的事不在清单里，能
不能帮我解决一下？”这是三地经开区办理政务
服务时常见的一幕。

如今，“跨省通办”的推进，已经从以“通办

事项”为基础的探索阶段升级到了以“协作机
制”为中心的突破阶段，双方建立即时性的沟通
机制，对于事项清单中没有包含的事项，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办事人也可以实现异地办事。

在京津经开区首度“牵手”实现“跨省通办”
后半年，京津冀三地 14家国家级经开区签订了

《京津冀三地国家级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改革
创新合作联盟框架协议》。通过合作联盟，三地
经开区建立起产业协同共建共享、政务服务互
通互办、放管服改革互学互鉴、人才干部互派交
流四大机制，构建国家级经开区协同发展和高
水平对外开放平台。

马上办、就近办、一地办……“跨省通办”带
来京津冀政务服务理念的改变和流程再造，为
三地产业紧密协作带来了新活力和新机遇。

两年前，当王超得知自己将调到即将开设
的“跨省通办”窗口时，不免有些紧张：天津的审
批事项，我在北京能办得好吗？北京这边收了
材料，怎么转给天津啊？

其实，王超的顾虑，也是天津经开区窗口工
作人员的顾虑。

“跨省通办”的关键是“跨”，跨越两地政务
服务的壁垒，把事“办”成。无论是在北京，还是
在天津，政务服务都要经历提交申请材料、审
核、批准等步骤，可就是这提交材料的第一步就
有障碍——在不同的城市提交材料，不像一个
窗口递给另一个窗口那么简单。这正是过去困
扰企业办事两头跑的症结。

能不能天津那边需要的材料，北京这边就
给收了？北京这边需要的材料，天津那边也给
收了？从一开始设计“跨省通办”流程时，两个
经开区就冲着最关键的障碍，给出最便于企业
的改革方向。

顺着这个方向，京津经开区敲定，20个审批
事项办理过程中分为两类：能网办的，在审批员
的帮助下在异地的政务服务大厅通过网络办

理；不能网办的，双方线下代收申请材料，初步
把关后，快速发送给对方，依然在原本的承诺时
限里办结。也就是说，过去企业跑腿的过程全
交给了政府部门来办。

2021年 4月，北京正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
常先生在天津经开区办理了企业档案查询业务，
成为京津经开区“跨省通办”首个“吃螃蟹的人”。

正是这第一个案例的办理过程，拓宽了两
边经开区的思路。企业档案查询业务最初实现

“跨省通办”时，还只能是线下代收代办，通过邮
寄完成，与本地“企业档案查询业务”已实现的
当场办结存在差距。

“虽然实现了跨省通办，但两边的系统没有
打通，更需要信息化赋能。”郭浩说，如果说之前
探索的是“1.0版本”，那么2.0版本则是要使用更
加智能化、信息化的手段，打通信息藩篱，让数
据流通起来。

改革没有停步。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的支
持下，“企业档案查询业务”事项打通了系统障
碍，实现数据互通。如今，在天津也能远程查询
和打印北京的企业档案信息。

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正是这
一年，北京精雕集团将生产基地从北京门头沟搬到了河
北廊坊，实现了“北京研发、河北生产”，成为第一批响应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企业。

“在廊坊已经建成了 300亩的生产基地，形成了年产
10000台高速精密加工中心的产能。”精雕集团执行总裁
李芳说，公司已实现批量制造能力，可以对订单需求快速
反应。

布局到廊坊后不久，北京精雕集团又将目光投到了
天津。如今，位于天津北辰区的 24万平方米精密部件研
发生产基地已经投用，正式形成了京津冀三地“黄金三
角”，不仅实现了“北京研发、津冀转化”，更为公司走向世
界精密数控机床研发生产市场插上了腾飞翅膀。

对于像她这样经常三地跑的企业负责人来说，在京
津冀产业协作的过程中，除了感受到产业链、创新链愈
发紧密，更体会到三地营商环境不断向好，企业办事更
加便利。

税务局是企业最常打交道的部门。“我们在北京被评
定为A级纳税人，到了天津和河北，当地也认可北京的评
定。”她说，A级纳税人是对企业纳税信用的认可，更可以
在发票领用、绿色通道等方面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三
地对纳税信用互认后，企业也不必再烦琐地申请，直接可
以享受。

不仅如此，近几年三地税务部门先后推出简化纳税
人跨省（市）迁移手续、跨区域税收风险管理协作等政策
措施，企业纳税更加便利。“同时，一批事项逐渐实现‘跨
省通办’，企业不用再往返跑腿。”她说，现在人在北京，就
可以办理很多天津、河北的审批事项，对于像北京精雕这
种在三地都有布局的企业而言，办事效率大大提升。

更让她期待的是，京津冀三地在“跨省通办”的过程
中也正推进“同事同标”，共同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截
至目前，京津冀自贸试验区已先后推出四批179项事项名
称、办理标准、申请材料、办理时间相统一的“同事同标”
事项。

“‘同事同标’意味着三地办事可以一套标准，我们在
办理相关的审批事项时，准备一套材料就可以在三地通
用，也为我们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她说，产业一体化
也需要营商一体化，三地共同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恰恰
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具养分的“土壤”，产业协作和创新
协同的步伐也就更快。

近年来，北京市以深化京津冀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为重
点，持续推进“跨省通办”事项网上办理，实现企业开办、公积
金、社保等 231项事项线上“京津冀”通办，涉及投资审批、就
业创业、住房保障、医疗卫生等多种类的热点高频事项，减少
了企业群众跨区域办事跑动。

伴随着京津冀各区域之间互动愈发频繁，“跨省通办”的
“朋友圈”也越来越大：

城市副中心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部署云窗系统到
河北、天津共 9个属地大厅“跨省通办”窗口，在当地以“云窗
口”远程视频模式办事，通州区与北三县 3600余个政务服务
事项实现跨域通办。

天津市津南区 22项、西青区 17项，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
区 17 项、廊坊市永清县 25 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均可在顺义
办理；

“京津冀+雄安”政务服务“跨省通办”自助办上线，初步实
现电脑端、移动端和自助端“多端融合、相互赋能、差异服务”，
首批四地自助办服务就达到208项；

……
在今年4月发布的北京营商环境改革6.0版中，首次把京

津冀营商环境一体化发展作为重点任务，从区域协同发展的
角度进行系统谋划，围绕商事制度、监管执法、政务服务、跨境
贸易、知识产权等 5个方面，提出 27项任务，共同营造京津冀
一流营商环境，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优势。

按照改革方案，京津冀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将进一步强
化：新增临时居民身份证办理、子女投靠父母户口迁移、社保
缴费、公积金补缴等 19项“跨省通办”事项；在移动端服务专
区新增 30项高频办理事项，推进自助终端事项集成服务，方
便企业群众异地办事；围绕京津冀自贸试验区政务服务“同事
同标”事项，大力提升“网上办”“自助办”“专区办”深度；发布
不动产权证书、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书等 120类京津冀电子
证照共享清单，推动电子证照跨区域应用……

与此同时，京津冀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工作机制也逐
渐明确，每年 11月底前，京津冀三地专班牵头单位对PC端、移
动端、自助端京津冀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专区的运行情况进行评
估，收集总结服务京津冀企业、群众异地办事的典型案例和先进
经验，对专区中服务体验不佳、标准不一致的高频事项推动服
务优化、事项标准化和系统对接，持续提升专区服务效能。

本市将加快落实京津冀营商环境一体化发展合作框架协
议，围绕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和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破解制约
区域市场主体经营发展体制机制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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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政

大事
记

﹃﹃
跨
省
通
办

跨
省
通
办
﹄﹄

京津冀政务
服务“一网通办”
专区正式上线，首
批支持线上 20 项
区域内通办事项。

2019年 2020年
9月

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关于加快推进政
务服务“跨省通办”的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
支持京津冀进一步拓
展“跨省通办”范围和
深度，为区域协调发
展提供支撑保障。

北 京 市 179
项政务服务事项
在河北省廊坊市
北三县实现“跨
省通办”。

2021年
4月

《京津冀自
由贸易试验区
内“同事同标”
政务服务事项
目录》发布。

2021年
5月

正式启动
京 津 冀 首 次
申 领 居 民 身
份证“跨省通
办”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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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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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津 冀 三
地发展改革委
（协同办）及营
商环境相关部
门签订了京津
冀营商环境一
体化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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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 2023年

4月7日

北京营商
改革 6.0发布，
首次把京津冀
营商环境一体
化发展作为重
点任务。

北京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北京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

本
版
摄
影

本
版
摄
影

常
鸣
常
鸣

和
冠
欣

和
冠
欣

副
中
心
政
务
服
务
中
心

副
中
心
政
务
服
务
中
心三河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河市政务服务中心

京津冀三地异地就医
手续进一步简化，三地参
保人员在区域内定点医药
机构就医、购药，无需办理
异地就医备案手续，即可
享受医保报销待遇，实现

“一卡通行”。

解决痛点的有益尝试

打破壁垒的数据互通

政务服务的流程再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