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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民 政 局

沪民社登发〔2025〕6号

--------------------------------------------------------------

上海市民政局关于深化

基金会设立登记“一件事”改革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部门、单位：

为进一步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施，市民

政局在 2023社会组织成立“一件事”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制

定了《关于深化基金会设立登记“一件事”改革的工作方案》，以

基金会设立登记“一件事”为切入点，将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查和

向行业管理部门征求意见接入“一网通办”，实现登记业务跨部门

网上流转和联办，不断提升行政审批效能，提高办事群众满意度。

请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同做好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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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关于深化基金会设立登记“一件事”改革的工作方案》

2025年 6月 30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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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深化基金会设立登记“一件事”改革的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推进政务服务“一网、

一门、一次”改革，市民政局以社会组织成立“一件事”（2023年）

为基础，将基金会设立登记中所有环节纳入成立“一件事”，实现

前后贯通、部门联动的基金会设立登记“一件事”。

一、改革目标

此次深化基金会设立登记“一件事”改革，是全面整合登记管

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的业务需求，贯通可行性

咨询服务和登记审批两个阶段，实现登记业务跨部门网上流转和联

办，让符合条件的基金会申请人只进“一网通办”一扇“门”，即

可办成整件事，不断提升行政审批效能，提高办事群众满意度。

二、改革内容

（一）将可行性咨询纳入成立“一件事”，实现登记事项前后

贯通

目前，基金会设立登记分为可行性咨询服务和登记审批两个阶

段。可行性咨询服务主要为申请人提供咨询、辅导等服务，登记审

批是在受理后开展行政许可。目前两个阶段的事项分属不同的业务

功能，尽管在业务衔接、数据共享等方面已经实现登记管理机关业

务系统平台和“一网通办”两个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申请人网上



- 4 -

办事也实现无感体验，但从登记业务事项全程整合、前后贯通、一

体推进的角度，尚存在功能性整合需要等问题。

新流程中，基金会设立登记不再分阶段设置，所有业务重新整

合，前端受理统一加载在“一网通办”平台，实现基金会设立登记

前后贯通，数据库统一管理。

（二）实现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网

上联审联办

目前，登记管理机关已经通过“一网通办”实现对基金会成立

登记申请的线上审核，但业务主管单位的前置审查以及登记管理机

关按照有关规定征求行业管理部门意见等事项，尚未接入“一网通

办”。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的审核工作

在系统建设、并联审批、数据共享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本次深化改革把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查接入“一网通办”，

实现申请事项线上流转、线上审核、线上反馈。业务主管单位（行

业管理部门）参照年检做法，通过法人一证通登录上海市社会组

织业务信息管理系统办理。业务主管单位审核意见、行业管理部

门反馈意见，将通过“一网通办”实现部门之间数据交换和信息

共享。

系统改造后，基金会设立登记“一件事”的受（办）理情况、

办理进度、办理结果，均通过“一网通办”平台反馈申请人；申请

人可以查询了解办理环节和办理进度，下载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

管单位出具的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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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一步提升申请材料的标准化、菜单化

目前，基金会设立登记申请材料内容多、专业性强、标准化菜

单化程度不高，申请人在填报材料过程中容易出现填报内容前后不

一致、关键信息逻辑矛盾等问题。

本次深化改革针对以上问题，对申请材料做进一步梳理和精简，

重新制订基金会设立登记申请表，将可行性报告和其他申请材料以

表格方式合并，提高填报的标准化、菜单化水平。

1.申请材料菜单化、标准化比例大幅提高。申请人填报的内容

预先设置标准化选项，由申请人根据实际情况勾选，改变之前手工

填写千差万别的现状，进一步推动填报信息规范化。如，根据基金

会业务范围标准化指引，罗列不同公益慈善领域基金会常用的业务

范围表述，形成勾选列表，申请人可以根据基金会实际的业务需求，

在列表中选择与基金会业务相匹配的内容，由系统自动生成完整的

基金会业务范围。

2.申请材料的标签化关联性程度不断提高。对申请材料菜单化

设置的勾选项内容设置不同标签，不同标签的内容和填报事项之间

建立关联关系，申请人在填报申请材料的过程中，填报内容通过标

示的标签自动关联。例如，将行事业领域的菜单选项标签与业务范

围、慈善领域相关联；将业务范围菜单选项标签与登记类型相关联

等，在信息自动匹配的过程中，提高材料填报的准确率。

（四）进一步提升智能识别、智慧审查功能

本次深化改革综合考虑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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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门）审核材料的需求，依托市大数据中心数据资源，通过数据

交互，增加智能识别、自动比对、自动匹配等功能。通过抓取关键

字段、关键信息，初步建立智能辅助审核模型，对基金会登记成立

的可行性、必要性，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等作出提醒提示，辅

助审批决策。

1.增加信息自动生成和读取功能。对可以通过跨部门信息共享

的填报内容不再要求申请人填写。例如发起人、负责人等的身份信

息，通过填报姓名、身份证号码，可生成其他相关信息，减少填报

错误率。同时，对申请人填报过的字段内容，系统自动覆盖申请材

料中相同的填报内容，无需申请人重复填报。例如申请人填写的基

金会名称、宗旨、业务范围等内容，在申请材料和拟核准章程中实

现一次输入全部覆盖。

2.增加信息自动比对和校验功能。目前，在办理社会组织登记

过程中，已通过大数据中心，对发起人（发起单位）、负责人是否

涉嫌失信被执行情况开展自动比对和核验。系统改造后，增加与法

人库对接，对拟任法定代表人担任其他单位法定代表人情况进行核

验。同时，增加对填报内容的逻辑校验，通过建立填报内容、填报

字段之间的关联和逻辑关系，实现字段间的校验，提示引导申请人

规范填报信息。还将增加自动生成功能，比如，根据基金会设立登

记申请表和理事备案表，生成标准化的一届一次理事会决议等，方

便申请人下载填报和修改。

（五）进一步统筹优化全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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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开立临时存款账户业务纳入办事环节

按照社会组织登记成立的有关要求，申请人应当在成立前开立

临时存款账户并提交验资报告，在登记成立后开立银行结算账户。

2023 年，社会组织成立“一件事”已经将开立银行结算账户纳入

“1+8”事项，实现了申请人网上预约办理。

本次改革，将开立临时存款账户纳入“一网通办”事项，申请

人在提交基金会设立登记申请表的同时，同步线上提交开立临时存

款账户申请，并可以自主选择商业银行网点开展预约等服务，商业

银行也可以根据申请信息主动联系申请人办理相关业务，为申请人

提供一条龙金融服务。

2.提供名称预保留一年的服务

申请人递交的申请材料，其可行性和必要性，经登记管理机关、

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分别评估后，由登记管理机关向申

请人出具《开立临时存款账户的通知》，有效期为 3个月。申请人

应当在有效期内提供成立登记有关材料，经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

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审核后，核发登记证书。在实践中，有部

分申请人超出有效期后仍不办理后续登记成立业务，造成名称资源

被长期占用。

本次改革，设置名称预保留一年的服务，设立“预保留名称库”。

申请人在收到《关于开立临时存款账户的通知》后，名称预保留一

年，申请人可在一年内完成登记成立所有事项，并领取登记证书。

一年后，预保留的名称自动作废，并移出“预保留名称库”，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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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可以以该名称申请成立新的基金会，释放名称资源。

三、改革后流程

申请人提交基金会设立登记申请表，并结合实际需求，选择同

步申请社会组织成立“一件事”的其他 8个事项。

登记管理机关对基金会进行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审查和论证，

认为基金会符合设立登记条件的，向发起人出具《开立临时存款账

户的通知》，并为拟设立的基金会提供名称预保留一年的服务；认

为基金会不符合设立登记条件的，反馈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登记管理机关出具《开立临时存款账户的通知》后，相关信息

推送至申请人选择的商业银行网点。商业银行网点可以根据相关信

息主动联系申请人办理相关业务，跨前一步为基金会提供服务。

申请人收到《开立临时存款账户的通知》一年内，发起人应召

开决策机构会议、完成原始基金验资等各项工作，并将上传相关材

料。双重管理的基金会由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查同意后，登记管理

机关收件受理并审批。直接登记的基金会由登记管理机关收件受理

并审批。登记管理机关审批完成后，申请人可依托社会组织成立“一

件事”，完成其他八个配套办理事项。

四、预期成效

2023年社会组织成立“一件事”，通过社会组织成立登记及后

续各项业务整合，群众办事由 9个环节减为 3个阶段；群众填写申

请表由 9份减少至 1份；办理时间、群众办事跑动各减少 30%。

本次深化改革后，基金会设立登记“一件事”将进一步减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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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办理的环节、时间、材料和跑动。通过基金会可行性咨询和成立

登记两个阶段业务的整合，预计群众办事环节可减少 25%；依托申

请材料线上流转、线上审核、线上反馈，预计群众办事跑动可减少

50%；通过数据共享、标准化和菜单化的填报方式以及信息自动比

对和匹配，预计群众需要提交的材料可减少 30%，办理时间可减少

30%。

五、工作要求

（一）明确分工，形成工作合力

市民政局负责深化基金会设立登记“一件事”改革工作总牵头、

总协调。各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配合做好网上联审联办

各项准备工作。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就基金会开立临时账户功能

改造梳理需求，编制办事指南、操作规程等。市大数据中心提供信

息化技术服务，负责深化基金会设立登记“一件事”专项系统建设，

实现数据交换。

（二）细化步骤，紧扣时间节点

4月底前，形成工作方案初稿，并完成流程设计；5月底，在征

求各部门意见基础上，形成技术开发需求方案，并正式印发工作方

案；6月中旬，启动系统改造和技术开发；10月上旬，完成技术开

发并进入试运行；10月底前，正式上线。

（三）加大宣传，提高群众知晓度

各单位要充分利用门户网站、新媒体、办事窗口等平台，线上

线下同步做好政策宣传和知识普及，积极引导群众通过“一网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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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上的基金会设立登记“一件事”专栏办理基金会可行性以及成

立登记和后续事项，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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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上海市大数据中心。

-------------------------------------------------------------------------------------------------
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5年 7月 1日印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