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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世界银行标准对“建筑许可”审批优化的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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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此文从世界银行对“办理建筑许可”评价办法出发，研究了嘉善县对“建筑许可”审批优化的改革措施，并对改革前

后做了数据比对分析，发现在办理“建筑许可”审批优化后存在着信息共享不足、政策适用面小以及承诺制改革存在不适应

等方面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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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world bank's evaluation method of "handling construction permi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form measures 

of Jiashan County for the approval and optimization of "construction permit", and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data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It is found that after handling the approval and optimization of "construction permi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sharing, small policy application and maladjustment in the reform of commitment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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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是指市场主体在准入、生产经营、退出等过

程中涉及的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等

有关外部因素和条件的总和。为此世界银行采用了一套统

一的、全面的、公允的测评办法体系对全球 190 多个经

济体的企业营商便利度加以衡量。世界银行报告在全球范

围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而“办理建筑许可”是其中的一

项重要指标。“办理建筑许可”指标包括了从土地取得后

到项目竣工验收及不动产登记之间全流程的企业与政府

互动的环节、时间、成本和质量控制指数，是世界银行营

商环境考察指标体系中涉及部门最多、办理环节复杂、时

间跨度长、质量要求高的一项测评指标，被业内公认为是

最复杂指标。近几年，嘉善县聚焦企业投资项目，对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制度进行全流程、全覆盖改革，整合办理环

节，优化审批流程，以最大限度地简化建筑许可的审批为

核心，进一步提升了营商环境。 

1 嘉善县对“建筑许可”优化改革的措施 

1.1 实施分类管理 

按照投资主体、类别和规模，将工程建设项目划分为

政府投资房屋建筑类项目、政府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工程类

项目、企业投资民用建筑类项目（不含小型工程项目）、

企业投资工业类项目（不含小型工程项目）和企业投资小

型工程项目（小型工程项目指建筑面积不大于 5000m
2
、建

筑高度不大于 8m、功能单一、技术要求简单的工程建设

项目）等五大类。 

1.2 优化审批流程 

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优化整合为立项用地规划

许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等四个阶段，

分别由发改、规划、建设、规划部门牵头，实施“一家牵

头、一口受理、同步审批、告知承诺、限时办结”。建设

单位按照规定简化办理手续，领取相关审批文件。 

1.3 精简审批事项 

一是精简审批条件。取消施工许可条件中的资金证明、

监理合同、无拖欠工程款承诺书；取消质量、安全备案手

续审批资料，建设单位凭施工合同和落实工程质量安全措

施承诺书，即时一并办理质量安全监督手续（含人防工程

质量监督）和施工许可证；取消建设工程有关申报材料备

案事项，建设部门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事项

时将有关信息推送给城市建设档案机构；不具有联动控制

消防设施的建筑工程申报消防验收时，可不提供消防设施

检测报告；建筑工程通过消防验收后进行局部内装修，且

装修时未增设、改动消防设施的，申报装修消防验收时可

不提供消防设施检测报告。 

二是精简审批事项。企业投资工业类项目和企业投资

小型工程项目中的民用建筑不再单独进行民用建筑节能

评估；取消施工合同备案、中标价备案和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备案事项；取消企业投资民用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F326.2&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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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类项目初步设计审查，合并入设计方案审查；取消建

设工程有关申报材料备案事项；取消单独办理的城镇燃气

工程、城市道路工程、环境卫生设施和城镇排水与污水处

理设施等专项竣工验收备案环节，与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一并办理。 

1.4 实施并联审查 

一是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施行选址意见书和用地

预审意见书并联审批。 

二是工程建设许可阶段设计方案联审工程规划许可

证联合办理，设计方案联审通过并经公示后即办工程规划

许可证机制。 

三是施工许可阶段推行由建设、人防、消防和气象等

部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共同委托施工图综合审查机构进

行在线施工图联审，对施工图设计文件以及其中的消防设

计、人防设计、防雷设计等事项进行统一审查。施工图设

计文件审查合格后，由施工图审查机构出具合格证书。质

量安全监督手续和施工许可证联合办理机制。此外，深化

“标准地+承诺制+代办制”改革，推行一般企业投资项目

“拿地即可开工”以及低小风险项目“极简审批”。项目

业主在土地摘牌后提交相关项目申请材料，申请材料齐全并

书面承诺后，一次性取得项目备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审批结果。 

四是竣工验收阶段推行“竣工测验合一”改革，实施

联合竣工验收制度。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3.0

实现一窗口受理，将竣工验收监督、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

收备案，人防工程或者兼顾人防需要的地下工程竣工验收

备案（有人防工程时），消防竣工验收（备案和抽查）、项

目竣工规划核实、建设用地复核验收按照统一受理、统一

现场踏勘、统一送达验收文件的原则，实行联合验收。 

1.5 推行告知承诺制 

对可通过事中事后监管纠正的不符合审批条件行为，

且不造成严重后果的审批服务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各

涉审部门公布实行告知承诺制的审批服务事项清单。实行

告知承诺制的审批服务部门一次性告知具体要求，申请人

按要求作出书面承诺后，审批服务部门直接作出行政审批

决定或予以核准。 

1.6 线上平台，一口受理 

采用浙江省“企业投资项目审批系统（工程审批管理

系统 2.0）”作为工程建设项目办理施工许可的统一网络

入口。设置在“浙江政务服务网”的“主题集成服务”专

栏。工程建设项目的相关申请、受理、审批、答复、发证

等全流程都采用网上无纸化、零窗口办理。 

2 “建筑许可”优化改革取得的成效 

基于世界银行标准对“建筑许可”审批进行优化后，

下面就改革前改革后进行流程比对分析，具体来分析此次

优化给办事流程带来的变化。详见下面表格 

总体变化： 

手续：由 27 个变为 9 个，减少 18 个。 

时间：由 213.5 天变为 4 天，减少 209.5 天。（针对

小型项目） 

费用：由 55850 元变为 2250 元，减少 53600 元。 

此外需要另外说明的是对于一般企业投资工业项目

可采用“拿地即可开工”模式进行测算。立项用地规划许

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三个阶段合并，企业在取得

土地后可一次性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不动产权证（纯土地首次

登记），“四证联发”，实际审批办理手续缩减为 1 个手续，

审批办理时间为 0.5 天。竣工验收阶段，将竣工规划核实、

建设工程文件归档、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房屋建

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等竣工验收环节进行重组，实行联合

验收，实际审批办理手续缩减为联合验收和不动产登记两

个手续，审批办理时间为 1 天。 

表 1  改革前后对比 

编号 改革前 改革后 

1 手续：项目审批备案机关审批、备案；时间：5 天；费用：0 元 时间缩短为 0.5 天，实施在线备案制度。 

2 手续：地质勘探；时间：7 天；费用：2250 元 无变化 

3 手续：环保报告审批；时间：20 天；费用：0 元 取消 

4 手续：申请并获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时间：20 天；费用：0 元 时间缩短为 0.5 天。并入新流程的“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 

5 
手续：申请并获得项目建设方案涉及评审结果；时间：工业和不涉及

风貌控制：0.5 天；其他：20 天（以上为自然日）；费用：0 元 

时间：小型和不涉及风貌控制缩短到 0 天；其他：无变化；

并入新流程的“工程建设许可阶段” 

6 手续：施工图审查；时间：15 天；费用：5000 元 
时间：小型和低风险工业项目 0 天；特殊项目：2 天；；并

入新流程的“施工许可阶段”中施工图联审；费用：取消 

7 手续：消防设计审查；时间：15 天；费用：0 元 并入新流程的“施工许可阶段”中施工图联审 

8 手续：人防设计审查；时间：7 天；费用：0 元 并入新流程的“施工许可阶段”中施工图联审 

9 手续：申请并获得防雷装置设计审核；时间：5 天；费用：0 元 并入新流程的“施工许可阶段”中施工图联审 

10 手续：聘请、委托监理机构；时间：1 天；费用：48600 元 取消此环节。 

11 
手续：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时间：5 天；费用：

0 元 
并入新流程的“施工许可阶段”中施工许可 

12 手续：人防工程易地建设核实；时间：5 天；费用：0 元 并入新流程的“施工许可阶段”中施工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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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改革前 改革后 

13 手续：申请并获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时间：5 天；费用：0 元 
时间缩短为 0.5 天。 

并入新流程的“工程建设许可阶段” 

14 手续：从银行获取资金证明；时间：1 天；费用：0 元 取消此环节。 

15 手续：申请并获得施工许可；时间：5 天；费用：0 元 
时间缩短为 0.5 天。 

并入新流程的“施工许可阶段” 

16 手续：建设工程规划核验（验收）；时间：5 天；费用：0 元 
时间缩短为 0.5 天。 

并入新流程的“竣工验收阶段” 

17 
手续：五方验收（建设方、施工方、设计方、勘察方、监理方）；时

间：1 天；费用：0 元 
并入新流程的“竣工验收”环节。 

18 
手续：获得消防部门颁发的竣工验收意见或备案文件；时间：15 天；

费用：0 元 

时间：备案 0.5 天；验收：5 天；并入新流程的“竣工验收”

环节。 

19 手续：在环保局进行竣工备案；时间：30 天；费用：0 元 取消。 

20 手续：获得关于建筑是否防雷的专业意见；时间：14 天；费用：0 元 取消。 

21 手续：建设工程（含地下管线工程）档案；时间：14 天；费用：0 元 已整合纳入建设管理流程。 

22 手续：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时间：3 天；费用：0 元 时间：0.5 天；并入新流程的“竣工备案”。 

23 
手续：人防工程或者兼顾人防需要的地下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时间：

3 天；费用：0 元 
时间：0.5 天；并入新流程的“竣工备案”。 

24 手续：建设用地复核验收；时间：10 天；费用：0 元 
时间：0.5 天；并入新流程的“竣工备案”。与规划核验同步

办理 

25 
手续：接入自来水、接通废水排放前期征询；时间：15 天；费用：0

元 

取消；接入自来水与临时用水手续在拿地时合并办理。接通

废水排放与排水许可合并办理。 

26 手续：取得排水许可；时间：20 天；费用：0 元 
时间 0.5 天；并入新流程的“竣工备案”。与规划核验同步办

理 

27 手续：不动产首次登记；时间：3 天；费用：0 元 时间：0.5 天 

3 “建筑许可”优化改革存在的问题 

虽然基于世界银行对“建筑许可”优化改革取得了明

显的效果，但企业投资项目在办理建筑许可时存在一些问

题影响了工程项目的推进及营商环境的进一步优化。 

3.1 沟通及信息共享不足，影响审批服务跟进 

办理建筑许可牵头部门多，涉及部门广，企业与各部

门的沟通及信息共享仍然不足，对工作推进造成一定的影

响。企业从拿地到建设再到完工最后取得产权证书，全流

程涉及到众多办理事项，实际操作上也是需要各相关职能

部门充分依托红色代办、部门“三服务”，齐心协力完成

的。以列入“拿地即开工”的项目为例，涉及到立项、土

地、规划、施工、水气等审批事项，涉及到发改（用能）、

经信、财政、自然资源规划、建设、应急、环保、燃气、

水务等部门，代办的综合协调下，以建立微信工作群为媒

介，做到信息互通有无，部门各项审批服务及时跟进。而

对于未列入“拿地即开工”项目，信息不能做到充分共享，

再加企业对当地政策的不熟悉，缺乏与审批部门的沟通，

很大几率在某个流程前耽搁，进而对工程推进造成一定影

响。例如办理施工许可时，多次出现办理施工许可时发现

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存在在建项目或未在四库一平台库备

案而无法办证的情况。施工单位的项目经理作为工程的重

要负责人员，审核该人员是否符合要求是办理施工许可的

必备步骤。而这个步骤本身其实可以在办理规划许可或者

其他前置审批步骤前同步向审批部门咨询完成，但往往由

于企业对当地政策熟悉度不够，而施工单位又没有好好进

行确认审核，造成了办证时间的耽搁。 

3.2 现行政策对于特殊项目适配性较差，办理时间难

缩短 

现行政策对于低小风险项目具有普遍适用性，对于特

殊项目适配性较差。嘉善县依托施工图分类改革、拿地即

开工、企业投资低风险小型项目审批“最多 15 个工作日”

改革等措施，基本实现企业低小风险投资项目从拿地立项

到取得不动产权证仅需 3 个审批手续就能完成，可以说现

行政策都是围绕着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测试标准进行拓展

的，对于特殊项目，现行政策虽然进行了部分流程优化，

仍然存在前置条件多的问题。企业投资项目管理事项大部

分是由行政法规设定，减事项、减层级实质上就是修改其

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或上级政府的政策规范，这已超出了

地方政府的权力范畴，可以说现行政策特殊项目适配性较

差，减事项、减层级存在“天花板”。例如劳动密集型的

芯片产业工业项目，由于属于消防设计审查项目，完成施

工图审查仍作为办理施工许可的前置条件，现行很多政策

如“施工图自审承诺制”“拿地即开工”等无法进行适配。

更为关键的一般外资企业对当地办事流程不熟悉，在建筑

许可办理过程中更多的采用了线性办理模式，待后续审批

流程中某个材料作为前置时，再返回补办其他流程，并未

做到并联办理，流程优化，难以节省办理时间。像消防设

计审查项目就可以在施工图设计阶段联系审批部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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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图单位，边设计边审图，进一步优化流程，节省时间。 

3.3 承诺制改革与现行法律法规明确的审批制管理

方式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相适应 

从审批层面上看，承诺制改革通过一纸“承诺书”省

去了项目审批事项冗繁的前置材料，实现“最多跑一次”、

“不见面审批”和“不再审批”，大幅提高了审批效率，

有效降低了企业制度性成本，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

重要一环，极大优化了营商环境，但从政策角度考虑，现

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某些材料依旧属于审批的前

置条件。从执行层面上看，承诺制虽然解决了审批的速度

问题，企业的履约承诺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承诺履诺

不实的情况常有发生。从监管层面上看，审批与批后监管

存在脱节。承诺制改革在有效解决审批速度问题的同时，

也倒逼政府机关应提前和加速监管力量的介入，从而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以解决传统审批制最受诟病的重审批轻监

管、只审批不监管和一批了之的问题。但实际操作过程中

受批后监管方式、手段及力量等制约，审批与批后监管无

法短时间内达成同频共振。 

4 “建筑许可”优化改革的建议 

一是加强部门联动。加强经信、自然资源规划、建设

等各审批部门联动，通过完善部门联动机制，加强部门沟

通，共享项目办理流程动态，推动办理建筑许可方面营商

环境优化，进一步提高企业的获得感。 

二是完善审批服务。以项目投资快速落地建设、竣工

投产为目标，针对低小风险工业类、易燃易爆等特殊工业

类、商品住宅类、商业类等项目的不同特性，梳理和编制

企业投资项目全流程办事指南，并进行全流程优化，设计

出最优审批路径，有针对性的分类制定“主题式”“情景

式”一件事审批流程，指导各项目参与方及时做好审批报

审准备工作，让每一个办事企业真正享受到“个性定制化”

的服务。 

三是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建立联合惩戒制度和信

用平台建设，并强化数字监管，将“告知承诺”、“信用核

查”、“行政审批”进行有机结合，对守信者开通优先办理、

简化程序等“绿色通道”,加强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将企

业、参建单位和政府部门落实承诺行为信息记入信用档案，

并向社会公开披露。同时加强行政审批数据共享共用，完

善审批工作机制，推动各部门将线上审批系统整合，进而

推动行政监管部门数字化监管的落实，以数字赋能批后监

管推动项目级的数字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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