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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市已有若干智能化停车平台开
放错时共享信息，如“i车位”“市政停车”等
微信公众号平台，市民可以查看周边错时停
车位的信息并办理错时停车。

下一步，我市还将在智慧停车信息汇聚
连通方面再下力气，加快、加大全市统一的
停车智能信息化建设力度，推动将停车设施
位置、车位数量、供需双方发布信息、共享时
段、收费价格等相关数据汇入全市统一的智
慧停车数据开放平台，为用户实现高效畅行
的体验。比如，面向市民提供预约车位等停
车服务，方便车位需求方提前规划出行时间
和出行路线，实现高峰引流，平峰导流，合理
化分配车位，提高城市停车资源利用率，提
升车位使用率，提高经营收益。

厦门在全国首创“证前云指导”，
个体户在正式申请办理许可前，可事
先预约现场勘察、业务指导等服务，并
可通过微信“政企互动”功能上传经营
场所照片，实时与市场监管指导人员
进行沟通交互，避免申请人因对审批
条件了解不足导致筹备过程多次整改
和重建，降低个体户创业成本，有效提
升后续行政许可办理效率和一次办结
率。我市试点改革以来，许可平均办结
时间为1个工作日，压减近75%的承
诺办理时限，对该项举措满意的受访
者占95.6%，个体户的办事体验感大

幅提升。
立足个体户习惯直接到窗口办理

证照的特点，我市在全国首推个体户
“口头申报、当场取照”的极简登记模
式。2021年，在“口头申报”登记模式
基础上，我市创新实施住所（经营场
所）申报+承诺制，以公安、民政部门

“标准地址库”为基础自动识别申报地
址真实性，申请人免于提交住所使用
权证明，真正实现个体申报“零材料”。
截至目前，我市已有超40万户次个体
工商户享受到“口头申报”简易登记、
至简办事的快捷和便利。

超过40万户
厦门个体工商户规模再扩大
市市场监管局提供优质登记审批服务，个体户存量比增18.21%

《促进个体工商户
发展条例》本月已
正式实施，为个体

工商户发展带来了充沛的
“阳光雨露”。近年来，市市
场监管局聚焦个体工商户

“筹备、准入、准营、发展、
退出”五个环节，持续加大

“放管服”改革力度，为个
体工商户提供优质的登记
审批服务。全市个体工商
户规模进一步扩大，截至
今年10月底，全市存量个
体工商户达 408068 户，同
比增长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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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构建“无感智办”服务体系，将“依
申请办事”的被动服务模式转变为依托大数
据手段实现对个体户办事需求的精准预判、
即时感知、定向推送和智能处置，在证照数
据库内嵌入“办事闹钟”，在全省率先将个体
户办理频次高的食品经营备案纳入“多证合
一”全程网办，探索市场监管领域“一照通
办、免申即办”。目前，我市已有食品经营许
可等4类证照15个事项纳入“无感智办”范
围，年均办理量约为32000件。

按照“名、特、新”原则分类培育个体户。
支持“个转企”保留原字号和行业特点，最大
限度承继商号价值，今年来，已帮助75户个
体户成功转型为企业。挖掘培养具有厦门特
色优势的食品小作坊，我市已创建45家食品
加工小作坊示范点，有4家小作坊获评“厦门
老字号特色食品”品牌。我市还鼓励个体户
积极参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
新兴经济形态，实行园区集群注册登记模
式，目前，全市集群注册个体户已超3万户。

市市场监管局还联合市税务局建立简
易注销联动机制，依托“一网通”平台，推行
个体户简易注销线上办理“全程网办”模式；
创新线上智能预检，提前交互未办结涉税事
项，提醒个体户先清税再注销，避免“白跑一
趟”。对于名下有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个体户，
推进“证照并销”改革，实现营业执照和市场
监管领域许可证件同步注销、一次办成，进
一步促进个体户“新陈代谢”。

首创“证前云指导”极简登记便捷准入

车位错时共享 年底前增设试点
均位于岛内，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场所、国有企业办公生产场所各不少于5处

推广停车设施错时共享，进
一步缓解老城区停车难问
题。昨天上午，市建设局相关

负责人做客政府网时透露，年底前岛
内将增设至少10处停车设施错时共
享试点。据了解，目前全市已有100多
处停车场近8000个车位可错时共享。
为进一步推广该举措，我市今年9月
出台了《厦门市关于推广停车设施错
时共享工作的指导意见》。记者汪燕妮

错时共享车位旨在挖潜增加停车
设施供给、盘活既有停车资源、提高停
车设施管理水平。在保障安全的前提
下，我市将重点在思明区、湖里区等停
车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推广机关事
业单位办公场所、会议展览场所、医疗
卫生服务场所、文化体育场所、教育
（中小学校）场所、国有企业办公生产

场所、社会场所（住宅、商业、办公、酒
店、宾馆）的停车设施错时共享。

根据各类停车场所的特点，我市
制定不同的开放要求和工作机制。其
中：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场所停车场“能
开尽开”，医疗卫生场所、文化场所、国
有公共体育场所、国企办公场所的车
位原则上“均应共享”，教育（中小学

校）场所“存量鼓励共享，新建均考虑
共享”，社会停车资源（商业、酒店、住
宅等）“鼓励共享”。

今年底前，在岛内增设不少于5处
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场所停车设施错时
共享试点和不少于5处国有企业办公
生产场所停车设施错时共享试点，并逐
步在社会停车资源中推广错时共享。

据介绍，错时共享是指停车场根
据实际运营情况，开放固定时段优惠
的服务，用户只有在错时共享时段入
场，才能享受优惠。无论提前入场还是
延后出场，只要产生在错时共享时段
外的停车时长，就需要支付额外的停
车费用。超出错时共享时段的计费一

般是参考该停车场临时停车收费标准
计费，计算的停车时长是错时共享时
段外的合计时长。为了切实合理地利
用停车资源，时段外的计费一般较贵，
具体以停车场的实际收费规则为准。

同时，我市探索信用错时停车机
制，充分运用大数据手段强化诚信制

度建设与管理，对供给方的服务进行
考评，约束使用方的超时和逃费行为。
探索建立停车信用体系、停车积分体
系，依托信用准入，保障住户财产、人
身安全。可根据车位有效共享时长，积
累停车积分，兑换相关权利、福利，调
动车位供给方车位共享积极性。

错时共享两种模式
闲时准入：即未对外开放的停车资
源在空闲时段对外开放。
闲时优惠：即已对外开放的停车资
源在空闲时段推出优惠价格（含优
惠计时价和包月套餐等）。

这些区域重点推广
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场所：“能开尽开”；
医疗卫生场所、文化场所、国有公共体育场所、国企办公场所：
原则上“均应共享”；
教育（中小学校）场所：“存量鼓励共享，新建均考虑共享”；
社会停车资源（商业、酒店、住宅等）：“鼓励共享”。

至少10 处

15个事项“无感智办”
分类施策助力发展

事业单位“能开尽开”医院国企原则上“均应共享”

探索信用错时停车机制 约束司机超时停车行为

建智慧停车数据开放平台
提供共享车位预约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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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10月底，全市存量个体工商户同比增长18.21%。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厦门晚报社联办

守安全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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