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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新发布的世界银行《2019 营商环境报告：为改革而培训》中，中

国排名大幅上升，从去年的第 78 位上升到第 46 位，进入世界排名前 50

的经济体之列。在过去两年间，优化营商环境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议题之

一。从中央到地方，横跨商业经营的各个环节，一系列改革政策在各地开

花，通过精简环节、精简时间、精简费用、增加透明度等举措优化营商环

境。 

为什么优化营商环境如此重要？我们认为有三大驱动因素 

 

基于宏观环境、城市产业体系发展规律，以及企业发展的特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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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当下，打造高效、便捷营商环境的战略意义至关重要。 

观国际案例，政府打造营商环境有三条成功路径：新加坡式“大政府”

高效管控路径；香港式“小政府”自由开放路径；爱尔兰式“需求引导”

路径 

新加坡式“大政府”高效管控路径：突出政府在引商、育商领域的职

责及主导作用，形成以行业为导向的企业服务机制，强势推动经济发展。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作为招商引资部门，每隔三年对重点引入产业

进行细致入微的战略讨论。一旦确立产业重点，EDB 设立以行业为导向的

专业架构，同时建立“服务专员”制度，为重点客户选派服务专员，并授

予其政策灵活度，提供全程服务。专业的产业筛选以及贴身服务使新加坡

电子信息、生物科技、医疗等重点行业取得高速增长。 

香港式“小政府”自由开放路径：香港依靠开放的市场化机制，以辐

射亚太的区位优势、低税率和高效的服务吸引投资者，政府不过分干预市

场，倡导“小政府”的理念。香港投资推广署过去 15 年不限行业，对各类

企业提供免费、保密的“投资一站通”服务 。由于其不过度干预市场，成

功吸引了国外企业以香港为基地进入亚洲市场，以及国内企业以香港为平

台“走出去”。香港设立独立的“效率促进组”，作为流程再造的内部顾

问与统筹单位，同时与 118 家外部顾问公司保持长期合作，开放引入专家

意见，推动流程再造。 

爱尔兰式“需求引导”路径：虽然爱尔兰的区位和政策等禀赋条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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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吸引力有限，但是通过政府与潜在目标企业长期保持沟通、时刻了解企

业发展的动态及需求，引导企业在本地投资寻找解决方案。爱尔兰产业发

展局（IDA）注重产业规划，主动接洽龙头企业，以有针对性、高质量的方

案和高效率的服务帮助投资者真正解决问题。同时与企业建立长期合作伙

伴机制，了解其发展计划，逐步将产业链中的更多环节集中到爱尔兰。爱

尔兰 IDA 通过与戴尔的长期合作，成功将戴尔从 12 名员工的制造配套业

务，扩展成员工超过 1000 人的战略性全球枢纽和卓越中心。 

尽管每个国家或城市的区位禀赋，政府执政思路各有差异，三条路径

的共通点在于政府为企业提供一切便利，精简流程，服务贴身。我们也看

到，与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尼和印度，在过去 5 年，全球营商环境排

名有了很大跃升。 

印尼排名从 2014 年的第 120 名提升至 2019 年的 73 名。印尼的改进

主要集中在提升融资效率（例如，通过政府信贷机构收集并分享企业信息，

为企业增信提供帮助，以助其更快获得贷款等），提高政府效率和优化公共

服务等三个方面。 

印度在过去 5 年间排名跃升了 57 位，从 2014 年的第 134 位升至 2019

年的第 77 位。印度从 2014 年开启了重振制造业计划，从基础设施建设和

行政效率入手改善营商环境。 

排名跃升的关键在于，正视营商环境的短板领域，同时持续不断地做

出提升和改革。即使一部分改革无法在短期完成，但是对企业而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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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点滴完善，流程的逐步精简都是政府释放的良性信号，以小见大，

增加了企业及机构对本地政府和经济的信心。 

在进行国内城市营商环境评价之前，需要建立符合自身国情特征的评

价体系。 

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评价只是选取了上海和北京为样本城市，对于中国

整体而言，大部分城市的营商环境还远远达不到这两座城市的水平。为了

评价国内城市的营商环境，我们不能完全照搬世界银行的评分体系，需要

建立符合自身国情的评价体系。 

世界银行的评价体系逻辑上基于企业的生命周期，从企业设立，厂房

建设，合约执行直到生命周期的结束破产清算。然而落到实处，因为中国

地域广阔，各地城市化进程和产业结构不同，仅按照企业生命周期的环节

进行评价是远远不够的。在企业经营过程中遇到的硬环境因素，例如基础

设施的建设水平，生态环境水平，以及软环境因素，例如教育，医疗资源

配备，人才吸引开放政策等，都是广泛意义上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决定了一个城市对外的吸引力和对内的凝聚力。因此，在讨论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时，我们必须率先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评价体系，才能在

进行各城市的客观评价之后找到短板，再做提升。 

我们认为优化营商环境的抓手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的“创新”：机制创

新、服务创新，以及监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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