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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我国营商便利化排名的政策建议 

郭 宏 

 

【提要】：世界银行每年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对各国政府的改革及全球投资者的决策影响颇大。世行《报

告》显示，当前我国营商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但仍处于中

游水平。这一现状不利于我国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也与我

国提升国际竞争新优势不相适应。在当前各国竞相进行营商

环境改革的形势下，采取有力措施，提升我国营商便利化排

名，已成为当务之急。 

 

 

2017 年 10 月 30 日，世界银行发布了《2018 年全球营

商环境报告》。这是自 2003年推出该项目以来，世界银行发

布的第 15 份报告。作为世界银行的旗舰产品，该系列《报



告》旨在通过对各经济体营商环境进行比较和排名，为各经

济体的国内改革提供导向性建议。《报告》受到了各国政府

的普遍关注，对全球投资者影响颇大，应引起高度重视。2018

年《报告》显示，当前我国营商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但仍

处于中游水平。这一现状不利于我国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也与我国提升国际竞争新优势不相适应。采取有力措施，提

升我国营商便利化排名，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我国营商便利化排名的表现及影响因素 

 

1、我国营商便利化排名提升较快，但仍处于中游水平。

《报告》采用两个比较性指标以衡量和比较各国的营商环

境，一是营商便利化排名，排名越靠后代表相对营商环境越

差；二是前沿距离得分，用来评估政府监管表现的绝对水平，

及其随时间推移改善的状况。前沿距离用 0-100评价，其中

0 代表最差表现，100 代表前沿水平。《报告》显示，我国营

商环境排名近几年提升较快，从 2013年的 96名快速上升到

2017 年的 78 名，提升了 18 位；前沿距离得分从 2014 年的

62.58提升到 2017 年的 65.29。这表明我国营商环境总体上

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当前我国营商环境排名仍处于中游

水平，不仅落后于发达经济体，也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在 20 国集团（G20）排名中，我国排倒数第五位，仅高于南

非、阿根廷、巴西和印度，基本处于落后行列。这与我国作



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不相匹配，与我国提升国际竞争

新优势不相适应。 

    2、各领域表现不一，存在突出“短板”。 从营商便利

化排名看，2017年，在 190个经济体中，我国在合同执行（５

名）、财产登记（４１名）、办理破产（５６名）、获得信贷

（６８名）排名靠前；靠后的指标有：办理施工许可（１７

２名）、纳税（１３０名）、中小投资者保护（１１９名）、

获得电力（９８名）、跨境贸易（９７名）、开办企业（９３

名）。从前沿距离得分看，得分较高的指标包括开办企业（８

５．４７）、合同执行（７８．２３）、财产登记（７６．１

５）、跨境贸易（６９．９１）、获得电力（６８．８３）；

得分较低的指标有办理施工许可（４７．２８）、中小投资

者保护（４８．３３）、办理破产（５５．８２）、获得信贷

（６０）、纳税（６２．９）。总体上，我国在少数指标上表

现较好，多数指标都亟待改进；尤其在施工许可、纳税、中

小投资者保护、办理破产等领域存在突出“短板”， 

改善潜力巨大。 

3、多种因素影响我国营商便利化排名。一是，我国营

商环境排名上升是多方面改革的成果。近年来，我国大力优

化营商环境，推出的改革举措取得了良好成效。2018 年的《报

告》主要关注了我国两项改革：一是开办企业领域；二是在

纳税领域。这两项改革举措分别在“促进开办企业便利度好



的改革做法”和“国别典型改革做法列表——中国”两部分

中得到世界银行的高度赞赏。二是，各领域改善程度对排名

造成不同的影响。从营商环境改善程度看，相比上年度，我

国在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中小投资者保护方面，改善

最多。开办企业排名上升 34 位，办理施工许可排名上升 5

位，中小投资者保护排名上升 4位。获得信贷排名下降 6 位，

办理破产排名下降 3 位。其余指标排名变化不大。从前沿距

离得分看，除办理施工许可外，所有指标都有所提升，其中

提升较大的指标有开办企业、中小投资者保护、纳税，分别

增加了４．４５、３．３３和２．４４个百分点。三是，世

行《报告》指标体系设计对我国排名具有不利影响。《报告》

构建了企业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包括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

可、获得电力、财产登记、获得信贷、中小投资者保护、跨

境贸易、纳税、合同执行、办理破产等 10 余项指标。这些

指标试图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衡量根据相关法规完成一

项交易所需的手续、时间和成本；但《报告》没有覆盖商业

环境涉及的所有因素、政策和制度，尤其是我国在宏观经济

稳定、市场规模、经济增长、就业、金融体系发展等重要营

商环境领域所具有的优势，并没有体现在指标体系中，导致

我国营商便利化排名存在低估现象。 

二、提升营商便利化排名的对策 

优化营商环境，是我国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



础，也是培育提升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途径。近一段

时期，各国都在积极推进营商环境改革。《2018 年全球营商

环境报告》显示，自 2003年以来，190个经济体中 186个经

济体进行了营商环境改革，全球实施营商环境改革总计 3188

项。2016-2017 年度，119 个经济体实施了 264 项改革，其

中发展中经济体共实施改革 206项，占改革总数的 78%。 

这些改革举措导致全球范围营商环境整体便利程度持续改

善。在此竞争态势下，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提升我国营商便

利化排名。 

1、统筹规划、协同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需要纳入改革的总体框架之中，做好顶层设计，

注重改革举措的系统性、集成性，实现改革的协同效应。要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商业规制的效率和质量同步提升、

相互促进。要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协同推进各项改革举措。

既要强化流程改革，切实解决企业运营中流程多、时间长、

费用高的问题；又要破除各种制度性障碍，大幅降低制度性

成本。 

2、对照高标准、补齐“短板”。《报告》提供了可度量

比较的基准指标和直观数据，有助于各国以全球视野审视自

身的营商环境，寻求改善监管的改革举措。要按照世行报告

的营商环境指标体系，逐一对照国际高标准、找准“短板”， 

采取更有针对性的举措；尤其要加大施工许可、纳税、中小



投资者保护、获得电力、跨境贸易、获得信贷等领域的改革，

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大幅提升这些指标的排名。 

3、推动京沪两地先行改革。世界银行选取京沪两个城

市作为我国营商环境的数据采集点，得分权重分别赋予 45%

和 55%。率先推进这两个城市营商环境改革，对提升我国营

商环境排名至关重要。京沪两地要有全球视野、树立大局意

识，把全面推进营商环境改革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着力解

决制约营商环境的深层次问题，倾力打造营商环境的“高

地”。 

4、加强与世界银行工作组的沟通。要加强与世界银行

工作组的沟通，帮助其完善营商环境指标体系，使其更为科

学和公正，尤其要把我国具有优势的重要营商环境领域争取

纳入指标体系之中。京沪两地和有关部门要及时向世行通报

营商环境改革的进展和成效，尽可能将改革举措和成效反映

在排名指数中。 

5、充分借鉴和推广先进经验。世行《报告》列举了各经济

体改善营商环境的改革举措，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国内一

些地方推出了许多改善营商环境的举措，成效显著。需要充

分借鉴国际先进实践经验，总结先进地区的发展经验，及时

在全国范围内复制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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