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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行政规范性文件施行后专项评估报告
- -《杭州市卫生计生委关于深化卫生计生“ 放管服”、“最多跑一次”改革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和《杭

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办法》（以下简称《评估办法》）

规定，提高本机关行政规范性文件质量，根据《评估办法》

的有关规定，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下称市卫健委）委托

第三方评估机构（下称评估机构）对《杭州市卫生计生委关

于深化卫生计生“ 放管服”、“最多跑一次”改革的通知》

杭卫计发〔2018〕180 号（以下简称《通知》）开展了规范性

文件后评估。目前，评估工作已经完成，并形成如下评估报

告：

一、 评估工作基本情况

根据《评估办法》的要求，市卫健委高度重视本次行政

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工作。2021 年 8 月 18 日，市卫健委组织

对本次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工作进行安排，制定并通过了

评估方案，组建评估工作组，评估工作由委政策法规处牵头

组织，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的方式进行评估。评估机构接受

委托后，按照以下步骤开展了评估工作。

第一阶段，搜集数据资料。向杭州市上城区、拱墅区、

西湖区获取了 2019 年至 2021 年“医疗机构使用麻醉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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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精神药品许可”“医学检验实验室、病理诊断中心”、

“健康体检中心、眼科医院”及“告知承诺制许可”的相关

审批数据；搜集整理了《通知》制定的文件依据。评估机构

以“杭州市”、“卫生”、“放管服”、“告知承诺制”等关键字

在“百度”进行网络搜索，检索结果显示，《通知》在实施

过程中，基本未发现公众对《通知》进行负面评价。

第二阶段，开展社会调查。杭州市卫健委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发布《关于公开征集行政规范性文件施行后评估意见建

议的公告》，对包括《通知》在内的 64 个行政规范性文件向

社会公众征求意见，要求社会公众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前

反馈意见或建议。据评估工作组反馈，截止至该期限届满，

未收到社会公众提出的建议和意见。

第三阶段，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评估小组及评估机构

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上午，在市卫健委召开了关于《通知》

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座谈会，邀请了上城区、拱墅区、西

湖区等卫生健康局的代表参与讨论，就《通知》的执行情况、

实施效果及存在问题，听取了审批部门的意见。

第四阶段，开展受众调查。评估机构随机电话回访了 83

家行政审批对象，对《通知》的实施情况和社会效果进行了

全面调查统计。

评估机构通过以上多途径多举措广泛获取的资料为基础，

进行梳理分析，形成了本《评估报告》。

二、《通知》的实施情况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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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 2019 年以来，杭州市各区、县（市）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均依《通知》要求开展行政审批事项。自《通知》

于 2018 年 11 月 27 日颁布实施以来，各区县市累计为 690

家机构核发“医疗机构使用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许可”

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累计为 50 家机构核发 “医学

检验实验室”执业登记；累计为 50 家机构核发 “病理诊断

中心”执业登记；累计为 2 家机构核发 “健康体检中心”

执业登记；未核发 “眼科医院”执业登记；以“告知承诺

制”方式累计向 21604 家机构核发公共卫生场所行政许可。

根据上述数据，市卫健委已将《通知》载明的卫生行政

许可事项下放至各区、县（市）卫生行政部门，且各区、县

（市）卫生行政部门已按照《通知》要求开展行政审批事项。

（二）行政审批对象对《通知》中“放管服”、“最多跑

一次”的举措表示认可。根据评估机构在调查中获取的资料，

各区、县市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工作较前有大量增加，但对于

大部分行政审批对象来说，行政审批权限的下放及“告知承

诺制”的实施，较大程度地节约了申请对象的审批时间，提

高了时效，获得了审批对象的认可，改革举措落实到位，并

已取得成效，确保了企事业和群众办事方便。

三、《通知》实施中的问题

（一）《通知》中关于“告知承诺制”行政许可监管措

施有待完善。据审批机关反映，部分以“告知承诺制”方式

获取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的申请人存在“打游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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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告知承诺制”获取行政许可后，当卫生行政管理部门

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要求责令限

期改正时，申请人会以关停注销的方式逃避处罚，转而以第

三方名义再次申请，并再次以“告知承诺制”申请行政审批。

对此，依据现有法律法规，监管部门无法拒绝该行政审批申

请。

（二）加强行政审批“数智化”管理，提升政务服务。

评估机构注意到，《通知》下放的审批事项有五项，虽然各

区、县（市）均能顺利开展工作，但对于审批机关的工作量、

工作时限等都是考验，行政审批数量的大幅度增加，确实也

增加了审批人员的工作压力。

四、《通知》的合法性、合理性、操作性、规范性、协

调性。

（一）合法性。为深入贯彻落实浙江省市党委、政府“最

多跑一次”改革精神，根据原浙江省卫生计生委《关于深化

“放管服”、“最多跑一次”改革的通知》(浙卫发〔2017〕

94 号)等文件要求，进一步深化卫生计生“放管服”、“最多

跑一次”改革有关要求，市卫健委严格执行《浙江省行政规

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372 号），根据法定权限、

程序制定文件，《通知》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未

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事项；未制定含有排

除或者限制公平竞争内容的措施；未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与上位法相一致；与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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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存在矛盾。且《通知》实施以来，制定

机关职权无明显变更，制定法律及政策依据未有明显变动，

《通知》具备合法性。

（二）合理性。《通知》由市卫健委依法制定所设定的

内容较为全面，符合实现卫生计生“放管服”、“最多跑一次”

改革有关要求，整体合理，权利和责任相当，管理措施均属

于卫生行政部门的权责范围，必要且可行。

（三）操作性。《通知》将“医疗机构使用麻醉药品、

第一类精神药品许可”事项部分委托下放至各区、县（市），

由核发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直接

办理；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医疗

机构、医师审批工作的通知》(国卫医发〔2018〕19 号)精神

和要求，取消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设置备案。将社会资本投

资举办的医学检验实验室、病理诊断中心的医疗机构设置及

执业许可权限下放至各区、县(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贯彻

落实原省卫生厅《转发卫生部关于医疗机构审批管理的若干

规定的通知》(浙卫发〔2008〕308 号)、原浙江省卫生计生

委《关于设置二级眼科专科医院等有关问题的批复》(浙卫

发函〔2016〕49 号)等文件精神，《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

医疗消毒供应中心等三类医疗机构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试

行)的通知》(国卫医发〔2018〕11 号)中的健康体检中心、

眼科医院(床位在 20 张至 79 张)由各区、县(市)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直接进行设置审批、执业登记。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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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全面实行“告知承诺制”，各区、县(市)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依据《杭州市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实施办法》

(附件 2)对材料齐全、双方签订《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告

知书》和《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告知承诺书》的，当场发

放许可证。《通知》同时以附件的形式制定了“医疗机构使

用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许可委托下放方案”及“杭州

市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实施办法”，对《通知》

中相关审批事项的落实提供了可执行的具体方案。

（四）规范性。《通知》结构较为完整，表述用语基本

准确，条文表述比较简洁，相关概念的界定比较明确，条款

之间没有明显的歧义，较为规范。

（五）协调性。《通知》与浙江省、杭州市现行相关规

定之间基本不存在冲突。鉴于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于 2018

年 11 月 7 日颁布实施了《浙江省公共卫生场所卫生许可告

知承诺制实施办法（试行）》（浙卫办监督〔2018〕2 号），该

办法内容已基本覆盖《杭州市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告知承

诺制实施办法》，建议同省卫健委颁布的实施办法做好衔接。

总体上看，《通知》在合法性、合理性、操作性、规范

性、协调性上质量较高。

五、评估结论

评估机构认为，《通知》文件具备合法性、合理性、操

作性。《通知》明确的行政审批权限下放至各区、县（市）

的事项，符合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最多跑一次”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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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不仅提高了行政部门的审批效率、也提升了政府部门

的工作形象，在获取群众认可的前提下，持续推进营商环境

优化，也对推进“健康杭州”建设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对于评估机构认为存在的问题，可考虑在现行行政处罚

法、行政许可法的背景下，从实际情况出发，探索创新妥善

应对办法，对于投机取巧对象，该制止的要坚决制止，切实

维护市场秩序；对于行政审批部门办件数量激增，可考虑在

时机成熟的情况下，运用“数智化”管理手段，优化审批流

程、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积极探索优化营商环境的各项举措，

助推智慧政府、智慧服务，全面推行惠民成果。

综合本次评估情况，评估建议继续实施该《通知》，并

适时修订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