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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HFS01—2022—0004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青政办〔2022〕8 号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青海省建立涉企收费治理

长效机制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委、办、厅、局：

《青海省建立涉企收费治理长效机制工作方案》已

经省政府第9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 年 2 月 11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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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建立涉企收费治理长效机制

工 作 方 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

涉企收费治理、建立长效机制的决策部署，推动我省涉

企收费治理工作规范化、法治化、长效化，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建立“依法依规、科学规范、统筹协调、公开透明”

的涉企收费治理长效机制，确保已取消的收费项目不再

征收、已降低的收费标准执行到位，依法保护市场主体

合法权益，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努力打造更优营商环境，

切实增强市场主体获得感。

二、重点任务

（一）实行涉企收费事项清单管理。按照“谁主管、

谁负责”的原则，建立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

金、经营服务性收费、行政委托事项、行政审批中介服

务事项、要求企业接受第三方服务事项“五张”目录清

单，将收费项目、标准、依据、性质等内容全部纳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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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实行分类管理、动态调整，做到“一律公开、没有

例外”，方便群众查询和接受社会监督。

围绕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重点聚焦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严厉查处不落实停征免收有关收费

项目、不按要求降低收费标准等行为，坚决杜绝擅自设

立收费项目（省财政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配合，省

直各相关部门分工负责，长期坚持）。围绕经营服务性

收费，重点聚焦经营主体服务行为的监管，特别对实行

市场调节价的，不得收取任何未标明的费用，不得利用

优势地位，强制服务、强制收费，或只收费不服务、少

服务多收费，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省发展改革委牵头，

省直各相关部门分工负责，长期坚持）。围绕行政委托、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要求企业接受第三方服务事项，重

点聚焦文件、会议纪要等形式委托事业单位、行业协会

（含商会）、中介机构等办理的事项，除依法予以保留

的，其它收费事项一律取消，防止利用行政权力搭车收

费；重点聚焦市场化改革目标任务，现有或已取消的行

政审批事项，不得转为中介服务并收费，防止应由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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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承担的费用转嫁企业承担；重点聚焦收费政策是否

公开公示，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让企业明明白白缴费

（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公安厅、省

民政厅、省司法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

村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应急厅、省林

草局、省市场监管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国家税务

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人行西宁中心支行、青海银保监

局、省气象局、西宁海关等部门分工负责，各级人民

政府配合，长期坚持）。

（二）提升涉企收费综合监管水平。坚持问题导向，

聚焦社会和企业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系统治

理，精准施策，合力攻坚，切实维护好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1.归集基础数据。及时归集日常检查、线索核查和

专项整治信息，制定收费监管台帐，明确重点监管对象，

建立省、市州、县三级监管基础数据库，为科学实施涉

企收费联合执法奠定基础。（省市场监管局牵头，各级

人民政府、省直相关部门分工负责，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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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动联合执法。建立省、市州、县三级联合执法

机制，对涉企收费常态化检查、专项整治、随机抽查、

投诉举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综合分析研判，联动

监管整治，提升执法效能。加大涉企收费事项公平竞争

审查力度，强化追根溯源，跟进整改落实，推动相关政

策文件“立、改、并、废”。（省市场监管局牵头，各

级人民政府、省直相关部门分工负责，长期坚持）

3.严格信用监管。充分运用“信用中国（青海）”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青海）”“青海社会组织

信息网”等，建立权威、统一、可查询的涉企收费主体

信用记录，强化信息互联共享，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

对失信收费主体在监管方式、抽查比例频次等方面采取

差异化措施，建立涉企收费事前、事中、事后全周期闭

环监管机制。（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

民政厅配合，各级人民政府、省直各相关部门分工负

责，长期坚持）

（三）强化涉企收费成效评估。建立科学评估机制，

巩固拓展减税降费成效，防止惠企政策“走过场”，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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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各项治理取得实效。

1.定期开展评估调查。开展涉企收费评估，健全

评估指标体系，公开评估依据程序，鼓励引入第三方机

构开展评估。开展涉企收费状况调查，通过与企业座谈、

调查问卷等形式，推进政策完善，规范行为、巩固成果、

严防反弹。（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省财政厅配合，各级

人民政府、省直各相关部门分工负责，长期坚持）

2.强化评估结果运用。制定落实定期报告、重大

情况通报反馈、重大事项联合督办等工作制度，将涉企

收费评估和调查结果纳入日常监督检查和督查考核重

点内容，提升涉企收费治理水平。（省市场监管局牵头，

各级人民政府、省直各相关部门分工负责，长期坚持）

（四）加强涉企收费治理工作统筹协调。为进一步

加强涉企收费治理，营造市场主体良好发展环境，完善

部门协同、上下联动、运转高效的工作机制，建立联席

会议制度。

1.建立协调机制。省市场监管局牵头抓总，建立由

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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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等 22 个部门共同参与的青海省涉企收费治理联席会

议制度，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减税

降费、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研究解决涉企收费治

理重点难点问题；建立有效沟通渠道，随时会商、精准

把握，推动综合治理。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省市场监管

局，承担日常工作。（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省直各相关

部门配合，2 月底前完成）

2.明确各级职责。省级层面，省联席会议办公室

牵头负责全省涉企收费治理的监督指导，统筹协调专项

检查、大案要案督办和重大复杂案件查处等工作。市州

层面，各市州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涉企收费治理

的统筹协调，优化资源配置，组织实施专项行动，推动

地方涉企收费治理长效机制建设。县级层面，各县级人

民政府负责辖区内涉企收费主体的常态化、长效化监管。

三、保障措施

（一）压实工作责任。在省级联席会议机制统筹协

调下，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涉企收费治理摆在突出位置，

研究制定配套措施，落实落地减税降费政策，助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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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

（二）密切协作配合。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

主动进位，承责履职，统筹各方力量，形成联动协同的

治理格局。

（三）畅通举报渠道。充分发挥 12345、12315 投

诉举报平台作用，建立违规涉企收费举报投诉线索高效

查处、信息共享、联合惩戒等工作制度，切实降低企业

维权成本。

（四）强化宣传引导。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

网络等媒体和渠道，大力宣传减税降费政策，及时公布

涉企收费事项清单，努力营造涉企收费治理新局面。

本方案自 2022 年 3 月 10 日起施行。

附件：1.青海省涉企收费治理联席会议制度工作规则

2.青海省涉企收费治理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名单

3.青海省涉企收费治理联席会议制度办公

室及联络员名单

4.政府部门及其下属单位涉企收费、中介机

构收费公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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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青海省涉企收费治理联席会议制度

工 作 规 则

为进一步发挥青海省涉企收费治理联席会议制度

（以下简称联席会议）作用，强化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

切实加强部门协作，形成工作合力，制定本规则。

一、主要职责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减

税降费、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决策部署，研究并推进

惠企政策措施落实落地；

（二）围绕社会和企业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和突出

问题，研究解决涉企收费治理重点难点问题；

（三）与行业主管部门建立有效沟通渠道，对涉企

收费政策随时会商、精准把握，推动部门间综合治理；

（四）指导督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落实减轻企业

负担工作职责，及时总结推广工作经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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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完成省委、省政府交办的其他有关工作事项。

二、成员单位

联席会议由省市场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司法厅、省财政

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

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国家税务总

局青海省税务局、人行西宁中心支行、青海银保监局、

省气象局、西宁海关等 22 个部门组成，省市场监管局

为牵头单位。

联席会议由省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召集

人，省市场监管局分管负责同志担任副召集人，其他成

员单位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

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联席会议确定。联

席会议可根据工作需要调整成员单位。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省市场监管局，承担联席会议

日常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由省市场监管局有关处

室负责同志担任。联席会议设联络员，由各成员单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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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处室负责同志担任。

三、会议规则

（一）联席会议。联席会议由牵头单位负责召集，

原则上每年年初召开一次全体会议，通报上一年度工作

开展情况，对下一年度工作进行研究部署。联席会议可

以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全体或部分成员参加的专

题会议。专题研究特定事项时，也可邀请其他相关部门、

地区和专家参加。各成员单位也可根据工作需要提出召

开联席会议的建议。

（二）联络员会议。联络员会议由联席会议办公室

召集，原则上每半年召开一次，也可根据工作需要不定

期召开。各成员单位联络员负责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具

体工作任务，及时分析各部门工作进展情况，协调解决

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研究需由联席会议研

究解决的问题建议；指导各地区开展涉企收费治理工作，

并对工作情况进行总结。

（三）联席会议办公室。联席会议办公室承担联席

会议日常工作，负责收集、汇总各地各部门工作进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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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撰写涉企收费治理、减税降费分析报告，研究提出

需由联络员会议研究解决的问题建议，协调解决工作推

进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完成联席会议交办的其他

工作。

（四）议定事项。联席会议议定事项以联席会议名

义印发会议纪要，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能职责，认真落

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

（五）其他。联席会议不刻印公章，由省市场监管

局代章。

四、工作机制

（一）报告机制。各成员单位应将履行减税降费工

作职责、落实联席会议议定事项等情况每半年在联络员

会议上进行报告，对出台的惠企收费政策措施应当及时

报联席会议办公室备案。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及时收集有

关工作情况和存在的困难问题，向成员单位通报有关情

况。重大事项按程序报省政府。

（二）会商机制。牵头单位根据工作需要或者其他

部门提议，及时组织有关部门会商研究工作中出现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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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新问题，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深入研究

涉企收费治理工作重大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并推

动落实。

（三）调研机制。联席会议可根据工作需要，不定

期组织成员单位赴相关地区开展联合调研，紧扣省委、

省政府关心、人民群众关注的企业发展的热点问题，深

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实情，研究分析问

题，形成调研成果供省委、省政府决策参考。

（四）督导机制。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发挥职能作用，

强化涉企收费治理工作的督导检查。各地区各成员单位

要按照职能职责，加强对本地区本系统开展涉企收费治

理工作、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及议定事项的指

导和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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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青海省涉企收费治理联席会议制度

成 员 名 单

召 集 人：马 骥 省市场监管局局长

副召集人：杨建忠 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成 员：张忠良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周 平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

王 强 省公安厅副厅长

杨凤欣 省民政厅副厅长

潘志刚 省司法厅副厅长

王 鹏 省财政厅副厅长

朱小川 省自然资源厅一级巡视员

张志杰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薛宏轩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马晓潮 省水利厅副厅长

徐宏伟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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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永胜 省商务厅副厅长

扎 西 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

石金友 省应急厅一级巡视员

邓尔平 省林草局副局长

毛玉光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

贾 锋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

总审计师

李林森 人行西宁中心支行副行长

于 冰 青海银保监局副局长

李 林 省气象局副局长

王春阳 西宁海关副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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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青海省涉企收费治理联席会议制度

办公室及联络员名单

办公室主任：张海霞 省市场监管局价监反垄断

局副局长

联 络 员：鄂彭举 省发展改革委价格处副处长

岳 婧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经济运

行局三级主任科员

李海东 省公安厅四级调研员

王秀清 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

局长

颜海宁 省司法厅行政执法协调监

督处四级调研员

王睿春 省财政厅法规税政处处长

郗和华 省自然资源厅财务与资金

运用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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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俊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综财处

副处长

马佐福 省交通运输厅财务处副处长

赵新素 省水利厅水文资源管理处

副处长

刘 玮 省农业农村厅计划财务处

副处长

杨灵颖 省商务厅干部

马 军 省文化和旅游厅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监督局副局长

李 蓉 省应急厅政策法规处处长

才让旦周 省林草局改革发展处处长

范承明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金融监

管一处处长

张宏鹏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

局纳税服务处干部

孙 丽 人行西宁中心支行支付结

算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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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宁 青海银保监局消保处负责人

达鸿魁 省气象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

孙 华 西宁海关财务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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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政府部门及其下属单位涉企收费、中介机构收费公示表
单位名称： 填表日期：

序号 收费项目

是否属于部

门及下属单

位涉企收费

是否属于中

介服务收费
收费内容

法律或政策

依据

收费

主体

收费

对象

收费标准

(元)
备注

注：1.“收费项目”是指政府部门下属单位所有涉企收费、中介机构收费，包括实行政府定价、指导价及市场调节价的项目。

2.“收费依据”是指允许收取服务费用的法律法规或政策依据。

3.“收费标准”栏，对实行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的，请填写具体金额标准；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直接注明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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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及其下属单位委托或指定第三方服务事项公示表

单位名称： 填表日期：

序号 服务项目名称 服务机构 收费标准（元） 法律或政策依据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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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及其下属单位行政委托事项公示表

单位名称： 填表日期：

序号 行政委托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收费标准（元） 法律或政策依据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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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门，省纪委办公厅。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

委，省法院，省检察院。

省军区，武警青海总队。

各群众团体、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新闻单

位，省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央驻青各

单位。

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年 2月 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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