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化营商环境需要通过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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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专栏作家 田成有）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发展的土壤，是

经济发展的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依

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明确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一重要论

断，为优化营商环境，支持市场主体平等竞争、蓬勃发展，推动中国经济

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为什么法治对营商环境非常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能快速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主要是靠法律制度。

一方面，法律制度使得经济活动有法可依；另一方面，法律制度也有效地

保障和促进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硬环境是制约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随

着硬环境的普遍改善和基础设施的日渐完善，软环境将日渐成为关键性因

素，法治是软环境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例如，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

低价的土地和廉价的劳动力是非常重要的吸引力，但现在，资本运营的安

全，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才是经济发展的最大考量。 

从国内经济成功的经验看,区域经济的发展不仅取决于法治化，而且必

将受益于法治化，法治不仅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条件，更是提高一个地方区

域竞争力的最主要因素或最重要资源，只有法治才能将“环境优势”上升

为竞争优势。一个地方法治化的水平，不仅仅代表其现有的法治状况，更

是代表了今后或未来该地区拥有最重要、最长远、最稳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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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外经济成功的经验看，促进经济发展最大的推手、保障都离不开

法治。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就是法治基础十分牢固。以日本为

例，日本经济的发展，特别注重立法先行，每一项制度的建立和实施都以

立法作为出发点，以法律为依据促进经济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

地方政府因权责不明而带来的管理无序、一拥而上、滥用政策等弊端。新

加坡之所以能成为发达经济体，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铁腕的法治是其主

要原因之一，是法治造就了新加坡经济的奇迹，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借鉴的。 

在经济发展作为为第一要务的驱使下，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法治的极

端重要。一些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等利益驱动的立法，本身就不

是良法，这种立法注定会成为阻碍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再加上，少

数领导干部追求 GDP 至上，法治被视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力量，一部分不符

合产业政策、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企业屡封不闭、屡关不停，以牺牲“法治”

的方式来换取经济的短期发展等等，这些都必将给经济的健康发展、和谐

发展带来深刻而负面的影响。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营商环境的营造不能靠领导点头、空口承诺，

必须体现在对法治的尊重和坚守上。如今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存在一种错

误观点，把法治和经济对立起来，认为在现行体制、机制和制度下强调法

治思维，本地区、本部门就会吃亏，法律的条条框框只会妨碍和迟滞改革，

改革要上路，法律就得让路，经济要发展，就要冲破法律的禁区。这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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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必须予以纠正。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已经确立，在产权制度、竞争规则、宏观调控等领域都要求通过法治为

其保驾护航、促其更好发展。未来也必将是一个大洗牌、大调整的时代，

政府及企业必须寻求转型突破，保持经济长期的繁荣、稳定的秘诀或出路，

必须靠法治。 

从长远看，法治不仅不会阻碍经济发展，而且会促进经济发展。因为

只有法治，才能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大为降低，才能形成一个更加高

效、廉洁、公开的政府，才能形成一个平等、自由、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

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 

法治环境好，风清气正，办事效率高、办事讲规矩，商人再也不用考

虑如何给官员行贿，这是最好的投资环境，有了这种环境，发展才能有后

劲和保障。通过法治化优化营商环境，有助于打破当前发展过程中遇到的

瓶颈，更好地释放出内生动力；有利于增强市场活跃度，有效降低制度性

交易成本，让投资者、企业家等在内的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法治环境依然滞后。有的地方和部门执行支持民营经济、中小企

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和法律规定不到位，在平等保护产权、平等参与市场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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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等方面，仍然存在“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

等隐性壁垒。在笔者调研中，有近 35%的被访企业家认为，如今办事情仍

需要找关系、跟官员打招呼；有接近 25%的被访企业家认为，现在虽然不

收钱、不受请、门好进、脸好看、话好听了，但是却出现了事难办、不作

为的现象。 

二是市场环境的法治保障不强。惠企政策针对性不强，制定的政策不

够精准，有的惠企政策门槛较高，有的是政策兑现不够及时，往往存在被

动兑现、部分兑现、推迟兑现等情况。 

三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然突出。由于有效抵押不足、

财务制度不健全、信息不对称、资信评级不高等因素，难以获得银行贷款，

特别是农产品企业、轻资产的科技型企业，贷款更难。调查显示，获得银

行贷款的企业只占 58.55%，有 41.45%的企业没有获得银行贷款。金融机

构不敢贷、不愿贷问题还未有效解决，抽贷、断贷现象仍然存在。通过执

法检查了解到，企业融资渠道不多，企业通过股权、债券直接融资、担保

融资等其他方式融资的比率不高。 

四是营商环境的法治执行力度不足。权益保护和纠纷解决不够畅通，

存在周期长、成本高、效果差的现象，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亟待加强，地域

品牌保护意识不足，未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专项经费，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激

励政策和专利年费补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较为滞后。 

三、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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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要一视同仁，

树立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意识，对大中小企业平等对待，全面

保障中小企业和企业家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合法权利和正当利益，使

它们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要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精简市场准入行政审批事项，不得额

外对中小企业设置准入条件，确保凡负面清单以外的中小企业，均可依法

平等进入相关市场。要全面梳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典型问题，加

快清理不合理的行业准入、资质标准和产业补贴，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公

平条件。 

（二）营造公平公正的融资环境。一是建议国家层面进一步完善金融

机构监管考核和内部激励机制，增加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

提高银行业绩考核同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挂钩的比重，提高银行

对中小企业不良贷款比例的容忍度，解决好“不敢贷、不愿贷、不能贷”

的问题。二是大力拓宽融资渠道。强化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直接融资、

担保融资、应收账款融资等规定的落实，指导和帮助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

拓宽融资渠道，进一步降低担保业务收费；三是进一步发挥政策性融资担

保作用的举措，适当提高代偿风险容忍度，鼓励扩大业务规模，降低担保

业务收费，积极争取国家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和资金，促进政

策性融资担保更好的服务农产品、科创型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 

（三）营造亲清有度的政商环境。运用法治手段划定政府介入市场的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8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