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自治区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
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实施方案的通知

内政发〔2021〕4 号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各委、办、厅、局，各

大企事业单位：

现将《内蒙古自治区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

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

真贯彻落实。

2021 年 7 月 1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内蒙古自治区深化“证照分离”改革
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

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 号）精神，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推进全区范

围内“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

会创造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

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化全区“放管服”改

革，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在全区范围内实行涉企经营许

可事项全覆盖清单管理模式。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要

求，积极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对中央层面 523 项及自治

区范围内设定的 18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按照直接取消审

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等四种方

式分类实施审批制度改革，大力推动照后减证，着力构建简

约高效、公正透明、宽进严管的行业准营规则，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二、改革方式

（一）严格落实中央层面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分类改革举

措。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中央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



事项改革清单（内蒙古自治区 2021 年版）》逐一认领改革

事项，对照改革方式、改革措施、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等，形

成可量化可操作的业务流程、工作规则、服务指南，着力在

优化审批方式、压减办事环节、缩短审批时限、下放审批层

级、提升服务水平、强化事后监管等方面下功夫，不折不扣

落实各项改革举措。

对直接取消审批事项，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农牧民专

业合作社，下同）取得营业执照即可开展经营，行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行业组织等不得要求企业提供相关行政许可证

件。

对审批改为备案事项，原则上实行事后备案，企业取得

营业执照即可开展经营；确需事前备案的，企业完成备案手

续即可开展经营。企业按规定提交备案材料的，有关行业主

管部门当场办理备案手续，不得作出不予备案的决定。

对实行告知承诺事项，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制定告知承诺

书、明确告知承诺内容，对企业自愿作出承诺并按要求提交

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定，并细化制定事后核查、撤销审

批等具体监管措施。

对优化审批服务事项，鼓励各地区各部门采取精简许可

条件和审批材料、取消或者延长许可证件有效期限、优化受

理审批模式等优化审批服务举措，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和审

批效能，为办事群众提供更大便利。

（二）实现自治区范围内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证

照分离”改革全覆盖。按照《地方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



事项改革清单（内蒙古自治区 2021 年版）》，对自治区范

围内 18 项地方层面设定的许可事项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审

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等四种方式实行

分类改革，推行涉企审批事项清单式管理，实现“证照分离”

全覆盖。

直接取消审批。在全区范围内取消“举办体育竞赛活动

的许可（仅指经营性、商业性竞赛活动）”和呼和浩特市范

围内“建筑物外立面装修审核”等 2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

审批改为备案。在呼和浩特市范围内将 2 项涉企经营许

可事项改为备案管理。

实行告知承诺。在全区范围内对“在国有林区开发森林

旅游建设项目审批”和呼和浩特市范围内“临时占用城市公

共用地进行宣传、庆典、节庆、商业体育活动的行政许可”

等 2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行告知承诺。

优化审批服务。在全区范围内对“供热经营许可”等 9

项和呼和浩特市范围内“停车场设置经营审批”等 3 项涉企

经营许可事项实行优化审批服务。

对纳入改革清单的审批事项，要参照中央层面设定的涉

企经营许可事项清单，逐一确定改革方式、改革措施、事中

事后监管措施等，清单以外不得进行审批，着力解决准入不

准营问题。

三、改革举措



（一）实行涉企经营清单管理制度。凡地方层面设定的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均要纳入清单管理，并逐项明确主管部门、

事项名称、许可证件名称、设定依据、审批层级和部门、改

革方式、具体改革举措等内容。自治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

“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自治区政务服务局）

负责组织编制全区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清单，动态调整

更新并向社会公布。清单之外，一律不得限制企业进入相关

行业开展经营。（自治区政务服务局、市场监管局牵头，事

项主管部门和各地区按职责负责）

（二）深化商事涉企经营登记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先

照后证”“多证合一”改革，推动将保留的登记注册前置许

可改为后置，把“证照分离”改革后改为备案的事项纳入“多

证合一”改革范畴。市场监管部门要编制经营范围规范目录，

明确告知企业需要办理的经营许可事项，并及时将相关企业

登记注册信息通过自治区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推送至有

关主管部门。有关主管部门要依据企业申请及时办理相关经

营许可，并将办理结果通过自治区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推

送至市场监管部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牵头，事项主管部

门和各地区按职责负责）

（三）加强涉企经营信息归集共享。除涉及国家秘密外，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将企业登记注册、经营许可、备案、执

法检查、行政处罚等涉及企业经营的信息，与全区一体化政

务服务平台、自治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内蒙古）（以下简称“三平台”）实现互联互通



和信息共享。能够通过信息共享获取的信息，一律不得再要

求企业提供。（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发展改革委、政务服务

局牵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按职责负责）

（四）提升审批服务质量和效率。自治区有关部门要推

动审批服务标准化，制定并公布准确完备、简明易懂的办事

指南，严格时限约束，消除隐性门槛。要深入推进“互联网

+政务服务”，加快推动涉企经营许可事项从申请、受理、

审核、发证全流程“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按职责负责）

（五）推进电子证照归集运用。严格落实国家层面制定

的电子证照有关标准、规范和样式，自治区有关部门要制定

自治区地方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的电子证照标准、规范

和样式，2022 年底前全面实现涉企证照电子化。将涉企电子

证照归集至“三平台”互认互信。凡是通过电子证照可以获

取的信息，一律不再要求企业提供相应材料。（事项主管部

门牵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按职责负责）

（六）强化涉企经营督办问责机制。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要对清单之外限制企业进入特定行业开展经营的管理事项

进行全面自查清理，对实施变相审批造成市场分割或者加重

企业负担的行为，要严肃督查、限期整改并追究责任。（自

治区政务服务局、市场监管局、司法厅牵头，事项主管部门

和各地区按职责负责）

四、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一）明确监管责任。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的，

由原审批部门依法承担监管职责。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

服务的，由审批部门负责依法监管持证经营企业、查处无证

经营行为。实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地区，由各行业

主管部门负责对审批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管。实行综合行政执

法改革的地区，按照机构职能承担监管职责。（事项主管部

门和各地区按职责负责）

（二）健全监管规则。直接取消审批的，有关行业主管

部门要及时掌握新设企业情况，纳入监管范围，依法实施监

管。审批改为备案的，要督促有关企业按规定履行备案手续，

对未按规定备案或者提交虚假备案材料的要依法调查处理。

实行告知承诺的，要对通过告知承诺取得许可的企业开展全

覆盖核查，重点对企业履行承诺情况进行检查，发现违反承

诺的要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未履行承诺

的要依法撤销相关许可，构成违法的要依法予以处罚。（事

项主管部门和各地区按职责负责）

（三）加强信用监管。依托现有信息平台，建立企业信

用档案和“黑名单”制度，并向社会公布。对发现企业通过

告知承诺取得许可且不符合许可条件的，要依法调查处理，

并将失信违法行为记入企业信用记录，归集至自治区社会信

用信息平台。（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牵头，各地

区各有关部门按职责负责）

（四）实施重点监管。对直接涉及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

生命健康等特殊行业、重点领域，要进行全覆盖重点监管。



对投诉举报等渠道反映问题多、严重违法经营的企业实施重

点监管，依法依规实施失信惩戒。针对重点行业企业的从业

行为和服务质量实施“互联网+监管”，对发现的普遍性问

题和突发风险要及时开展专项检查。（事项主管部门和各地

区按职责负责）

（五）强化行业监管。充分发挥行业自律作用，强化行

业协会监督职能，建立健全严重违法责任企业及相关人员行

业禁入制度，把行业协会的自治与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监

督相结合，督促相关行业协会对市场准入和质量加强监管。

（自治区行业主管部门牵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按职责负责）

（六）加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对一般行业、领

域，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将随机抽查的比例

频次、被抽查概率与抽查对象的信用等级、风险程度挂钩，

对有不良信用记录、风险高的要加大监管力度。（自治区市

场监管局牵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按职责负责）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实施。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把“证照分离”改革摆在突出位置，各级推进政府职

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成员要强化责任落实，扎

实推进改革，确保任务有效落地。

（二）加强法治保障。司法部门配合在全区范围内推行

的改革举措，推动修改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有关规定；根

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调整情况，对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



规范性文件作出相应调整，建立与改革要求相适应的管理制

度。

（三）狠抓工作落实。自治区各主管部门要制定本系统

具体实施方案，对中央层面设定和自治区地方层面设定的涉

企经营许可事项，根据改革方式制定本部门事中事后监管措

施细化方案；对自治区层面以及各地区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

事项，要逐项细化改革举措和具体办法，并于 2021 年 7 月

底前向社会公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要及时向自治区人民政府请示报告。

（四）加强宣传引导。各地区各部门要做好改革政策培

训和宣传解读，及时总结宣传改革做法和经验，为企业查询

和掌握政策提供便利，让更多企业了解改革、参与改革，共

同推进改革，充分享受改革红利。

附件：1.中央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

（内蒙古自治区 2021 年版）

2.地方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

（内蒙古自治区 2021 年版）

3.“证照分离”改革事项事中事后监管工作方案

参考模板

4.“证照分离”改革告知承诺书参考模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