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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最多跑一次”的几点认识
王亚楠

菏泽市体育学校 山东 菏泽 274000

【摘 要】：2016 年，针对中央提出的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管齐下的要求，浙江政府首次提出“最多跑一次”，

一时间各大省市也出台相关政策，肯定“最多跑一次”有力而又简单的口号，然而当某市市长假扮群众基层暗访的时候，心

却凉了一半，这么掷地有声的口号，仅仅是口号，“最多跑一次”并没有真正地落到实处，百姓并没有真正地享受便捷的服

务。

无独有偶，这种现象也并不是只有这一两个市，其他地市也出现类似的问题没有解决，办理生育证、办理房产证、企业

贷款、公司备案等手续时还是一趟一趟地跑，离家近还好，离家远的或是时间紧迫的群众禁不住怨声载道。“跑多次”是因

为“审批的事项多、审批的部门多、审批环节多、审批程序不合理”等，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服务型理念不足、部门利益

博弈、改革动力不足”等所致。政府也有说不出的“苦衷”：有些手续办理涉及很多部门，过程的确很复杂；新政策刚刚推

行，需要一个逐渐执行的过程，有些细节没有明文规定；政策文件已经下发，政务大厅还没有封顶建好；某些官员习惯于高

高在上做出决定、手中握有权利有利可图，不想简政放权；业务员对业务不够熟悉，群众对流程也不清楚，对于资料的上传

不合规定等。以上种种原因导致“最多跑一次”没有很好地执行下来。口号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口号的真正意义在于行动。

埋怨这种现象是没有用的，要想办法解决。以下措施可供参考。

【关键词】：简政放权；技术保障；宣传培训

一、简政放权要执行

所谓公务员，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员，公务员的观

念必须转变，简政放权是为了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

府，职能的转变可以节约政府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建立人

力资源强国，减少群众的不满，促进社会的和谐。行使职权

从部门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公共利益出发是与服务型政府的

宗旨相背离的，老子说过：“我无欲，而民自朴。”为了个

人的私欲而阻碍社会的发展，破坏民与官的舟水之情，水能

载舟，亦能覆舟，造成社会失稳，到时候皮之不存，毛将焉

附？那么如何简政放权呢？建立与时代，与经济，与文化相

适应的制度。实现“最多跑一次”，就要建立综合服务部门，

减少不必要的程序和手续，从“材料多、盖章多、管的人多”

到“必要的材料，必要的部门”。进一步大幅度削减行政审

批，改变我国“审批”过多过滥、冗长复杂的现象。推行办

事流程、环节及材料精简，通过开放多个现场窗口、单个窗

口全权受理或网上受理等。对于复杂事物或涉及多个部门的

办理事项，推行“大厅制”，群众和企业只要跑一个大厅，

进行部门内部流转或大厅内部门间流转，由政府相关部门内

网协助完成，充分利用网络的积极作用，遇到资料不足、权

限不够等情况，在同一个大厅内找到相关工作人员，迅速解

决一部门多环节、多部门多环节办理事项“多窗跑”“跑多

次”的问题。另外，可以推行中介制度，由中介接收材料，

集中办理手续，中介更加熟悉办事流程和部门位置，涉及多

个部分的盖章和审核一次性办理多家公司或多个个人，实现

当事人的时间节约和手续简化。比如不动产交易办理，由中

介集中到民政局、房管局、税务局、开发商处办理多人的材

料。有关部门要加强对相关部门“最多跑一次”落实的监督。

二、技术保障要到位

利用网络、电话、APP、终端、物流服务保障政务办理

“最多跑一次”。大厅窗口的集成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数

据的集成更能助推行政效率的提高。合并相关部门和数据

库，开发信息化数据软件，与此同时实现各种中介机构的对

接。除人力社保、公安、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外逐步增加其

他进驻部门数量、进驻事项数量，实现互联网+政务、大数

据+政务等领域的改革，打破部门信息孤岛，实现数据互通、

信息互认。开通电话阳光政务服务，通过电话咨询和快捷按

键服务办理和查询业务，12306购买车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比如可以通过输入身份证号打印房查信息。手机 APP 和

终端提供办事指南、自助审批、进度查询、业务办理、窗口

预约等行政服务，与实体叫号系统对接，用现场或网络摄像

头拍照代替身份证复印件对接统一用户认证体系。另外手机

APP还可以连接其他个性服务，公积金、人力社保、电费、

网费等查询缴费，注入公益广告传播社会主义文化，通过个

人信息、办结事项等数据分析出个体的兴趣爱好和需求，在

后期推送信息时实现政务精准服务、智慧服务。终端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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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打印服务。另外还可以放置在体育中心、大型商场、服

务中心等人员密集场所，群众可以 24 小时办理、自助办理、

就近办理。对于办好的业务和文件可以自主选择通过物流快

递的方式发回个人，减少当事人跑腿的次数甚至“最多跑零

次”，实现“一窗受理、一表登记、一次告知、一网流转、

一次办结”。

三、宣传培训要加强

对于“最多跑一次”的思想理念和操作方式加强宣传，

让简政放权的思路深入人心，加强公务人员的责任感，培养

热情的服务态度。让百姓了解到“最多跑一次”的方法并学

会应用。加强对于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培训，让宣传和培训走

出政府，走出大厅，走进社区。手把手教给群众使用网络、

电话、APP、终端、物流服务进行政务办理。另外，加强电

视广告的投放，电视是百姓喜闻乐见的接收信息的方式，甚

至开发电视政务频道，上线“最多跑一次”专栏，数字电视

开通查询和指南菜单。接收群众的热线和反馈，人民群众是

历史的创造者，群众的智慧能够更好地促进政务的更新和改

革。

四、应急窗口要保留

新鲜事物的接受并熟悉地应用有一个过程，对于传统的

办理方式依然要保留。有些群众依然按照过去的办理方式办

理，跑到一个部门发现部门被合并，还要跑到另一个部门；

有些年纪较大、不会使用网络和手机、终端的用户，无法快

速学会自助办理，更习惯于传统的方式，因此原始的部门需

要在一段时间内保留应急的窗口。保留应急窗口是“最多跑

一次”的过渡，也是保证“最多跑一次”惠及百姓的一项重

要举措。

五、结束语

大道至简，有权不能任性。简政放权，实现重点业务的

突破，大力转变政府职能的做法和成效，全面推行“互联网

+政务服务”，从审批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为人民群众

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

全面发展。相信通过以上措施在不久的将来“最多跑一次”

会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