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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有效分析国际营商环境建设新趋势，助力我国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对世界银行营商

环境评价新旧体系进行前后跟踪和比较。研究发现，随着世界银行终止 DB 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启

动新营商环境评价体系 （Business Ready），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的方法学正经历新变化：从中小企

业个体到私营部门整体的评价对象变化；从聚焦监管到监管、服务及其效率平衡的评价支柱变化；

从单一指标到指标分级化、交叉化的指标设计方式变化；从局部数据到更加全面均衡的数据采集

范围与方法变化。这些变化将对国际营商环境建设发展产生趋势性影响：营商环境建设走向系统

化整体化；营商环境改革措施走向多维平衡化；营商环境建设走向数字化、可持续化；营商环境建

设在经济体内部走向区域均衡化。我国现行营商环境主要基于DB评价体系而构建，未来应对标世行

新营商环境评价，针对评价的新变化新趋势，优化我国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和相关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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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和分析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有助于更好促进我国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目前，以世

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为代表的国际化营商环境评价是评价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标尺。在我国走向制

度型开放和高水平开放的背景下，不断加强营商环境建设，实现在国际专业营商环境评价中达到一流水

平，对于我国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2021年9月，世界银行宣布停止发布原来连续多年

的营商环境评价报告（Doing Business Report，以下简称“DB”）。2022年 2月，世行宣布启动新的营商环

境评价项目，并发布了第一版概念说明。［1］经过多方征求意见，2022年 12月，世行又发布了新版概念说

明 （Business Enabling Environment，简称“BEE”，［2］ 国内也有学者将其翻译为“宜商环境报告”［3］）。

2023年 3月，世行正式将新评估体系命名为“Business Ready”（以下简称“B-Ready”，营商环境成熟度评

价）。根据B-Ready项目最新版概念说明，新评价项目将在 2024年发布第一版数据的报告。世行营商环境

评价从DB到B-Ready的变化，标志着国际营商环境评价方法学正呈现新变化。这些变化对国际一流营商

环境建设走向将产生哪些影响？我国如何进一步对接国际营商环境新评价体系？为有效跟踪国际营商环

境评价和营商环境建设新趋势，发挥营商环境评价“以评促改”“以评促建”引导作用，助力我国建设国

际一流营商环境，本文拟通过对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新旧体系进行前后比较，分析B-Ready评价体系

的新变化及其可能对国际营商环境产生的新趋势。

一、世行营商环境评价对营商环境建设的双重导向作用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发展新时代，无论是国际资本流动还是经济管理理论研究，都需要国际化

159



NO. 4. 2023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营商环境评价的引导和支撑。在管理活动中，评价对于公共管理改革与创新行为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

1. 世行营商环境评价对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的导向作用

目前，从事全球营商环境评价的主要机构有：世界银行、经济学人智库（EIU）、福布斯杂志、世界

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等。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在国际专业营商环境评价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首先，从评价的实施主体看，世界银行是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世界银行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

开发协会、国际金融公司、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五个成员机构组成，承担着“向

成员国提供贷款和投资，推进国际贸易均衡发展”机构职责与宗旨。其次，从评价的发起时间和评价连

续性看，世行营商环境评价相对成熟。世界银行自 2003年发布首份《营商环境报告》到 2019年发布《营

商环境报告 2020》，连续 17年对全球 190多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进行了年度评价，在评价上具有比较丰富

的经验积累。再次，从评价的传播效果和改革效果看，世行营商环境评价有效增强了国际社会对营商环

境建设的理解和认知，有效推进了全球营商环境的改善和提升。该报告在国内外营商环境研究领域内传

播最为广泛，［4］其国际国内影响力也是最大的。世行评价项目享有很高的全球公众知名度，每年在其网站

上的点击量接近 1000万。［5］相关研究表明，世界银行的排名通过竞争影响了公共政策偏好和投资者资本

配置。［6］据统计，自发布《营商环境报告 2005》以来，全球各经济体推出了 3847项改革措施，在 10个指

标领域中，开办企业领域的改革措施最多（见表 1）。可见，世行营商环境评价已成为全球改善营商环境

的重要“指挥棒”，对国际营商环境建设具有导向作用。

2. 世行营商环境评价对我国营商环境建设的导向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在国际上，一流营商环境的参照系是怎样的？

如何对标国际一流？经过长期的评价实践，世行营商环境评价客观上已成为我国建设一流营商环境的一

个重要参照标准。一方面，从我国营商环境建设的整体效果展示看，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国际国内营商环

境建设成效中经常引用世行《营商环境报告》的年度评价结论，说明了政府层面对报告给予了相对程度

的认可；另一方面，从我国营商环境建设的评价实践看，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基本嵌入至我国营

商环境评价体系中。党中央、国务院把放管服改革与优化营商环境一体化推进，注重发挥评价对优化营

商环境的引领和督促作用，构建起了中国特色营商环境评价体系。2018年 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按照国际可比、对标世行、中国特色原则，围绕与市场主体密切相关的开办企业、办理建筑许可、获得

信贷、纳税、办理破产等方面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开展中国营商环境评价。2019年，国务院颁布的《营

商环境条例》明确，国家建立和完善以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满意度为导向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发挥营

商环境评价对优化营商环境的引领和督促作用。经过对营商环境评价的探索与实践，我国建立起了由 18

表1　《营商环境报告2005》发布以来主要经济体的改革措施数量

全球总计

印度

中国

俄罗斯

巴西

法国

意大利

新西兰

英国

日本

加拿大

美国

改革措施

总数

3847

48

42

42

24

22

22

15

15

10

9

7

开办企业

722

8

8

6

6

2

4

2

2

1

1

2

办理施工

许可证

310

4

4

5

2

2

2

获得电力

189

4

2

5

1

1

2

1

1

1

1

登记财产

430

3

2

7

1

5

3

1

3

1

获得信贷

494

6

5

4

3

2

1

3

1

1

保护少数

投资者

236

3

3

2

1

1

1

纳税

539

7

7

6

1

4

3

4

3

4

3

1

跨境贸易

394

7

5

5

6

2

执行合同

298

2

4

5

1

3

2

1

2

2

办理破产

235

4

2

2

1

3

5

1

2

2

1

数据来源：https：//archive. doingbusiness. org/en/reforms/reforms-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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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一级指标组成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全面覆盖和包括了世界银行 10个一级指标。面向

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目标，我国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既体现中国特色，又注重与国际评价（尤其是世界

银行标准）的有效衔接。我国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构建的方法论，直接决定了国际营商环境评价尤其是世

行评价对我国营商环境评价具有一定程度的导向作用。

二、从DB到B-Ready：国际营商环境评价新体系方法学的变化

世界银行为什么要停止连续发布 10多年的DB营商环境评价、启动新的营商环境评价？变化的背后具

有哪些原因？首先，原DB评价体系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一些数据违规问题，需要通过进行内部审查和内部

革新进行完善。在DB评价基础上推出新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有利于实现世行营商环境评价项目升级换

代，维护评价项目已取得的国际声誉。其次，用一套指标体系评价具有显著制度差异、发展差异、文化

差异的 100多个经济体，评价本身难免也存在一定局限，需要进一步改进。如，有学者认为：世界银行营

商环境评价方法存在完全基于排名的方法缺陷；［7］把法律纳入经济竞赛的方法论局限等。［8］为此，世界银

行B-Ready营商环境评价对DB评价体系进行了大幅革新，具体的评价指标、评价方法都发生了新变化。

如，在指标设置上，新评价相比较DB评价，新增了 2个指标、删除了 2个指标、修改了 7个指标、1个指

标不变（见表 2），新评价体系在指标上具有较大的变动。这些变化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世行营商环境评价

的科学性。再次，继续发挥营商环境评价对促进发展的导向作用。虽然新项目与DB项目相比已有许多变

化，但新项目的营商环境评价在方法学与 DB项目存在诸多共同之处，两者具有继承性、延续性。在评价

维度上，新项目继续关注微观市场主体营商环境的改善。经济体发展环境的改善分为宏观层面、中观层

面、微观层面，DB和B-Ready都将评价维度立足于微观层面。在指标设计上，新项目坚持以企业全生命

周期的方法展开指标设计。与 DB指标设置方法论相同，B-Ready项目也继续聚焦企业开办、企业运营、

企业关闭等企业发展的 3个阶段，设置了 10个评价指标。在评价的目标上，B-Ready项目持续致力于实现

推动全球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改革、为经济研究和政策建议提供信息等目标。在评价周期上，B-Ready继续

坚持评价年度性，每年发布全球范围内经济体的评价报告。

1. 评价对象的变化：从中小企业个体到私营部

门整体

营商环境具体评什么？营商环境评价对象是评

价方法学构建的首要内容，评价对象的变化也是评

价方法学变化的首要特征。原来的世行DB营商环境

评价坚持个体主义的评价方法论，评价对象上主要

聚焦单个中小企业的商业环境进行基准评价。新B-
Ready 评价改变 DB 个体主义方法论，坚持整体主义

原则，主要对影响整个私营企业发展的商业法规和

公共服务进行评价。评价对象由个体向整体转换直

接体现在一些评价一级指标从个体性评价指标转变

为整体性评价指标。如，在 10 个一级评价指标中，

原来个体层面获得信贷指标调整为金融服务指标，

营商环境评价对象从企业个体具体信贷服务转变为整体的企业金融服务；个体层面的纳税指标调整为税

收指标，营商环境评价对象从企业个体纳税环境转变为整体的企业税收服务；个体层面的合同执行调整

为争端解决指标，营商环境评价对象从企业个体合同执行转变为整体的企业争端解决效果；个体层面的

获得电力调整为市政公用服务接入指标，营商环境评价对象从企业个体电力获得转变为整体的市政公共

服务。

表2　世界银行营商评价DB、B-Ready一级指标体系的比较

世行 DB 评价 10 个

一级指标（实施年

份：2003~2019）

1. 开办企业

2. 办理施工许可证

3. 获得电力

4. 登记财产

5. 获得信贷

6. 保护中小投资者

7. 纳税

8. 跨境贸易

9. 执行合同

10. 办理破产

世行 B-Ready 评价

10 个一级指标（预

计实施年份：2024）

1. 商业准入

2. 获取营业场所

3. 公用设施连接

4. 劳动力

5. 金融服务

6. 国际贸易

7. 纳税服务

8. 争端解决

9. 市场竞争

10. 企业破产

比较后的指标类型

调整优化指标

调整优化指标

调整优化指标

新指标

调整优化指标

调整优化指标

调整优化指标

调整优化指标

新指标

原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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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价支柱的变化：从聚焦监管到监管、服务及其效率的平衡

评价支柱是贯穿于评价指标的主线和主题，反映着营商环境评价的关注点、侧重点。原来的世行DB
评价体系主要聚焦监管（规制）这一主题，提高监管（规制）效率，优化市场主体营商环境。如，原来

的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登记财产等一级指标都分别从手续数量、办理时间、办理成本

等具体效率标准衡量监管（规制）。这反映出世行DB评价的主要支柱和逻辑是放松监管、优化监管。新

B-Ready评价体系设置了监管框架、服务供给两大支柱。这两大支柱及其效率评价，共同构成了B-Ready
评价体系的 3条基本主线。评价支柱的变化直接体现在B-Ready二级指标设置上，B-Ready评价 10个一级

指标都分别从监管框架、公共服务框架、整体效率三方面内容来设置3个二级指标（见表3）。

B-Ready营商环境评价引入监管与服务

两大支柱，表明世行营商环境评价背后的理

论逻辑已发生变化。DB 评价的理论基础主

要是新制度经济学、规制经济学理论，强调

放松规制和监管。新评价体系改变了 DB 评

价体系放松监管的主导理念，同步注重监管

与服务的效率，这表明公共服务理论成为新

评价体系的底层理论逻辑之一。监管与服务

并重的理论逻辑与近年来我国推进“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放管服改革的逻

辑也具有契合性。

3. 指标设计方式的变化：从单一指标到

指标分级化、交叉化

营商环境评价哪些内容？评价指标是评

价实施的关键要素。原来的 DB 评价体系主

要采用单一指标的设计方式，设置 10 个一

级指标，在 10 个一级指标下设置 40 个左右

的二级指标。新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调整修

改了评价指标，并引入了分级化、交叉化指

标设计方式。一方面，在指标分级上，B-
Ready 指标细化到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三

级指标（指标部件）；另一方面，在指标分

类上，B-Ready引入了交叉主题的指标设计

方式，以增强对数字技术应用、环境可持续

发展、商业环境中的性别等评价（见表 4）。

据对最初发布的概念说明指标统计，二级指

标有19个指标涉及环境可持续发展主题，有

32个指标涉及数字技术应用主题，体现了对互联网数字化新时代营商环境建设数字化、可持续化的新特点。

4. 数据采集范围与收集方法的变化：从局部到更加全面均衡

如何采集评价数据？评价数据的采集范围和采集方法，直接决定着评价的代表性与科学性。原来的

DB评价体系在数据采集范围上选择一个经济体中的一个主要商业城市（11个经济体中包含第二大商业城

市），本质上是以主要商业城市营商环境水平代表经济体营商环境的整体水平。从抽样调查方法看，DB
评价数据采集实质上是以国家（地区）营商环境最高水平（主要商业城市）代表整体，具有一定的代表

表3　世界银行B-Ready营商环境评价一级、二级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名称

1.商业准入

2.获取营业场所

3.公用设施连接

4.劳动力

5.金融服务

6.国际贸易

7.纳税服务

8.争端解决

9.市场竞争

10.企业破产

二级指标名称

1.1 商业准入规制的质量

1.2为初创企业提供数字公共服务和信息透明度

1.3企业准入的效率

2.1不动产租赁、产权和城市规划法规的质量

2.2公共服务质量和信息透明度

2.3获得企业办公场所服务的效率

3.1电、水、网络监管质量

3.2公用事业绩效和服务的透明度

3.3公用事业服务供给效率

4.1劳动质量法规

4.2劳动力市场公共服务的充分性

4.3劳动力监管与公共服务的效率

5.1担保交易、电子支付和绿色融资监管的质量

5.2信用设施中信息的可获得性

5.3获取金融服务的效率

6.1国际贸易监管的质量

6.2促进国际货物贸易的公共服务质量

6.3进口商品、出口商品和电子商务的效率

7.1税务规制的质量

7.2税务机关提供的公共服务

7.3税务系统效率

8.1商业纠纷争端解决的规制框架

8.2商业纠纷争端解决的公共服务

8.3解决商业纠纷的便利性

9.1促进市场竞争的规制质量

9.2公共服务促进市场竞争的充分性

9.3促进市场竞争的关键服务效率

10.1破产程序的规制质量

10.2破产程序的制度和运营基础设施质量

10.3破产司法程序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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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新 B-Ready评价改进了数据采集的覆盖范围。首先，新 B-Ready评价数据收集会进一步拓宽范

围，覆盖中央与地方，具体数据覆盖范围可能因主题而异，这取决于该项规制实施是国家的还是地方的

企业调查数据收集在经济体范围内抽样。其次，新B-Ready评价体系数据信息采集实现法律信息与事实

信息的均衡。如，一个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既有法律信息采集，也有事实信息采集，法律信息与事

实信息相互交叉、相互印证，数据采集方法更加均衡。原来的DB评价体系在数据采集方法上，一些指标

仅采用法律规制信息，其他指标仅采用事实信息。再次，B-Ready使用两种方法（专家咨询和企业层面调

查）进行数据采集，并建立了以案例研究、官方数据核对等多样化的数据确认机制。

此外，关于评价结果的呈现方式，是否像 DB 评价一样以总分排名形式对各经济体营商环境进行展

示，世界银行新评价项目尚未确定，但全聚合形成各指标的分数。原DB评价的排名方式虽然有利于产生

对各经济体推动改革的竞争压力，但也遭到理论界和社会组织的批评。有学者认为，把复杂的问题简化

为单一的排名不适合在法律框架内真正改善营商环境等。［9］也有学者认为，排名分析可能出现悖论等。［10］

在评价结果呈现方式上，B-Ready项目有可能也会推进一定程度的变革（至少包括形成细分的指标分数、

避免大肆宣传排名结果的措施）。

三、国际营商环境建设发展趋势的前瞻性分析与展望

虽然世行 B-Ready 营商环境评价尚未实施，它对各经济体营商环境建设的影响还有待实践的验证。

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B-Ready营商评价体系从概念说明到逐步实施，世行营商环境新评价必然会对各

经济体营商环境建设（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实践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国际营商环境建设可能会

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1. 营商环境建设走向系统化、整体化

营商环境建设系统化、整体化是指营商环境建设呈现从微观市场个体面临的具体环境的改善逐步走

向中观宏观整体发展环境的优化和行业系统生态的改善。新评价体系从中小企业个体到私营部门整体的

评价对象的变化，决定了在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进程中系统性和整体性更加重要。在优化营商环境过

程中，各经济体应采取系统性和整体性措施，优化私营部门的整体发展环境。在强化系统性和整体性导

向下，从生态系统角度、全面推进营商环境建设会成为一个新的理论方向。从这一角度看，B-Ready营商

环境评价的经济社会影响与DB营商环境评价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不同：DB评价的影响更多体现为市场主

体微观层面；B-Ready评价的影响更多体现在行业的宏观整体层面。在经济体内部，传统的分地区营商环

境评价很可能转化为行业性、整体性营商环境评价，以更好适应系统性和整体性评价的需要。针对新评

价指标体系增加的、体现整体性的指标，包括金融服务、税收指标、争端解决、市政公用服务接入、劳

动力等，在国际营商环境评价新体系的带动下，各经济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会出台更多的改

革措施。私营部门整体性营商环境评价导向，将推进各经济体营商环境建设更加普惠化，营商环境改革

措施的包容性将进一步增强。

2. 监管与服务改革措施走向多维平衡化

改革创新举措是政府推进营商环境建设的具体着力点。从改革创新角度看，营商环境建设的平衡性

是指围绕市场主体所需，政府所采取的营商环境改善措施达到相对平衡状态，包括成本与收益平衡、监

管与服务平衡、措施制定与执行的平衡等多维平衡状态。新评价体系从聚焦监管到监管框架、服务供给

表4　基于全生命周期的B-Ready评价指标（单一指标+交叉主题）

企业生命周期

一级指标

交叉主题 1

交叉主题 2

企业开办阶段

1.商业准入

数字技术的应用

环保可持续性

企业运营阶段

2.获取营业

场所

3.公用设施

连接

4.劳动

力

5.金融

服务

6.国际

贸易

7.纳税

服务

8.争端

解决

9.市场

竞争

企业关闭阶段

10.企业

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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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的评价支柱变化，决定了在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进程中监管与服务的平衡导向更加重要。一是增

加私营部门收益与降低私营部门成本的平衡。建设一流的营商环境，不能只有降低私营部门办事成本的

改革措施，还要出台增加私营部门收益的改革措施。二是监管框架与公共服务的平衡。优化营商环境改

革措施不仅要优化监管框架，也要增强服务供给。DB评价驱动下的改革本意是帮助中小企业走向正规化

发展，但有实证研究表明，这类改革不利于微型企业的发展和正规化。［11］此外，改革增加了正规企业数

量，但大多数非正规微型企业没有从改革中受益。［12］监管与服务均衡有利于营商改革走向更加普惠化。

三是法律法规制定与执行实施的平衡。各经济体优化营商环境不仅要制定有效的法律法规，也要强化这

些制度的执行效力。在新评价体系下，法律法规制定和实施具体涉及的领域有：商业准入、市场主体营业

地点选择、公用事业、劳动力、金融服务、国际贸易、纳税服务、争端解决、市场竞争、企业破产等多个

领域。世界银行新项目评估体系，从监管框架、公共服务和整体效率层面对纳税指标进行三位一体的塑

造。［13］在多维平衡的评价导向下，国家和地区营商环境的综合竞争力比专项竞争力在国际比较中更有影响。

3. 营商环境建设走向数字化、环境可持续化

新评价体系从单一指标到指标分级化、交叉化的指标设计方式变化，前后决定的关系如何体现出来，

决定了在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进程中数字化、环境可持续性更加重要。一方面，营商环境建设与政府

数字化转型相互促进。营商环境建设的数字化是指注重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赋能营商环境建设。营商

环境的数字化成为营商环境国际评价体系的重点评价环节。［14］经济体数字化转型越好，数字政府建设越

有成效，在国际营商环境评价的数字应用跨主题评价中将占据更多的优势。在新评价体系的导向下，国

际化营商环境建设也将推动各经济体出台更多的政府数字化转型措施。另一方面，营商环境与以环境可

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低碳、生态转型相互促进。营商环境的生态可持续化是指在生态环保领域的营商环境

明显改善，进入营商环境建设有力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在新评价体系导向下，营商环境与生态

环保高度关联，生态文明建设越好，在国际营商环境评价的环境可持续发展跨主题评价中将占据更多的

优势，各经济体也会在营商改革中出台更多的可持续发展措施。新形势下优化营商环境与促进环境可持续

发展逐步融合统一。［15］在新评价体系的引领下，国际营商环境建设将实现迭代升级，向数字化、生态环保

进一步拓展，“营商环境+”的特征日益突出。“营商环境+”是指在新评价体系下，营商环境建设对经济社

会发展其他领域的作用影响更加明显，出现更多地由营商环境建设演进、催生的新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

4. 营商环境建设在经济体内部走向区域均衡化

营商环境建设的区域均衡性是指区域之间的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差距明显缩小、达到发展相对均衡的

状态。新评价体系数据收集范围与收集方法从局部到更加全面均衡的变化，决定了在建设国际一流营商

环境进程中增强区域均衡性更加重要。在新评价体系下，数据收集范围不再只是主要的商业城市，根据

主题需要企业调查可能覆盖经济体内部区域。这就要求各经济体在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中，不仅要采

取主要城市典型示范、带动引领的策略，也要由点到面，全面提升整体的营商环境。各经济体应加快主

要商业城市营商相关改革创新措施的推广与扩散，优化邻近区域之间、领先地区与跟进地区的学习机制、

竞争机制。在新评价体系的导向下，营商环境相关改革与创新在国家内部的扩散强度将进一步提高。

四、对我国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政策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优化营商环境。报告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部分提出：

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在“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部分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16］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我国具

有许多基础条件和优势。首先，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国家改

善营商环境具备显著的规模效应。其次，在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上，我国具有先期改革创新优势。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取得了显著成效，改革措施正有效转化为抗击疫情和经济社会发展

成效。再次，我国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对新评价具有较好的适应性。我国现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基本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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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DB评价指标，尽管从DB到B-Ready，国际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发生了较大变化，我国营商环境体系一级

指标中的市场监管、劳动力市场监管等指标纳入到了新评价指标体系中。面对新评价体系，我国打造国

际一流营商环境也面临不小的挑战。现有营商环境评价体系、营商环境相关改革主要基于DB评价体系构

建。为实现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目标，须按照新评价体系的要求，提早进行部署，及时优化我国营

商环境评价和有关改革措施。

1. 强化营商环境建设统筹协调

坚持党的领导，提高改革系统性和整体性，充分发挥我国的体制机制优势。首先，进一步发挥协调

机制的统筹协调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在国务院层面，我国成立了推

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在小组下设立了优化营商环境组，协调推进优化营商环境

有关工作。各级地方也设立了相应的协调组，有的地方甚至还专门设立了地方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

（书记任组长）。针对世行新评价体系，应突出营商环境协调机制的职能定位，进一步强化协调机制的作

用，顺应新评价体系对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改革需要。对于新评价体系涉及的重点任务、薄弱指标，可纳

入全面深化改革协调机制进行部署和研究。其次，及时调整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协调体制机制。随着BEE
新评价体系的实施，营商环境建设与相关改革协调机制应及时纳入相应的组成部门和单位。如，获得电

力指标转变为公用事业连接，这就需要进一步纳入能够统筹水电网等公用事业的相关部门；金融服务评

价指标方面，应在原有获得信贷指标的基础上，纳入电子支付监管、绿色融资、获得贷款和电子支付等

相关部门；国际贸易指标方面，应纳入电子商务相关部门等。再次，重点加强对营商环境评价机制改革

的统筹协调，及时纳入国际新评价指标，提高国际营商环境新评价体系的对接水平。

2. 提高政府监管质量与公共服务质量

加快监管规则和制度的制定，强化制度执行力。新评价体系更加重视法律法规所起的作用，法律法

规在评价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增加。由于我国行政法的重心集中在事前许可准入、事后处罚强制和救济，

新国际评价主要针对的行政规制在目前行政法体系中的位阶不高和普遍性不足。［17］应及时总结我国在建

立健全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中取得的经验和做法，加强监管改革相关立法，推进监管改革

的实践成果向制度化成果、法治化成果转化，推动监管政策向法律法规转化，进而充实和加强行政规制

相关法律法规。同时，提升监管（规制）制度的执行力。新评价体系不仅考察法律信息，还要考察事实

信息。在监管与规制方面，不仅要考察法律法规等制度规范，还要考察其执行效果。应在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框架下，优化政府监管，完善监管制度体系，提高监管制度执行力。

深入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升政务服务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是国际新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在监管框

架之外新增的一大支柱，在新国际营商环境评价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坚

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明显成效。这为我国推进国

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应进一步强化商业准入之后市场主体运营所需的关键服务供给，

提高服务供给质量。重点加强新评价体系 10个指标下面的公共服务二级指标领域的服务供给，包括为初

创企业提供数字公共服务和信息透明度、经营场所公共服务质量和信息透明度、公用事业服务表现和透

明度、金融服务的便利性、促进国际贸易的公共服务质量、税务机关服务质量、商业诉讼中公共服务的

充分性、促进市场竞争的公共服务充分性等。从这些关键服务指标看，公共服务的透明度、质量、充分

性将是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中公共服务的发展方向。

3. 以数字赋能、环保可持续拓展提升改革的边际效用

强化“数字+营商环境”改革，提高营商环境建设的数字化水平。在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中，要因

势利导，加强数字技术应用，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和政府数字化转型。一是把“数字+”贯穿于营商环境建

设的全过程，彻底实现营商环境建设的数字赋能。二是推进数字化营商环境相关改革，以数字化重塑营

商环境相关制度，撬动营商改革再上新台阶。三是加强数字信息在政府内部的互联互动。以企业注册信

息为例，新评价体系重视信息在线可及性和互通性。依托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我国公司信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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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可及性应具有相当的竞争优势。未来应进一步强化政府内部的信息互通性，破除地区和部门之间“信

息孤岛”。

强化“绿色+营商环境”改革，提高营商环境建设的绿色化低碳化水平。在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中，要把绿色发展理念与营商环境建设紧密结合，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相互提升。

一是重点强化生态环保行业领域的营商环境建设，优化生态环保行业的监管（规制）和服务供给，推动

生态环保领域私营部门健康发展。二是推进生态环保地区的营商环境建设，进一步打通绿水青山转化为

金山银山的体制性机制性转换通道。三是在营商环境改革与建设中，强化绿色环保低碳导向，禁止破坏

绿色环保低碳发展的市场行为、市场活动，鼓励促进绿色环保低碳发展的市场行为、市场行为。

4. 加快创新试点推广与扩散，提高区域平衡性

2021年 10月，北京、上海、重庆、杭州、广州、深圳 6个城市被列为首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6大试

点城市陆续出台了实施方案，各地在落实国家“规定动作”的同时，也出台了许多“自选动作”。由于我

国印发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意见早于世行新评价体系概念框架的出台，对标国际一流水平的试点改革

措施虽然许多都具有前沿性和引领性，但主要基于原DB评价体系。面对未来新的世行评价体系，有必要

对照新的B-Ready评价体系，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措施进行进一步强化和补充。此外，由于新评价体系

在区域选择上的变化，在创新试点过程中，应大力推进创新试点措施的扩散和推广。原DB评价体系下，

我国营商环境排名主要由北京、上海两个城市构成（上海占比 55%、北京占比 45%）。［18］在新评价体系

下，更多城市和地区可能会被纳入评价。应加快落实“具备条件的创新试点举措经主管部门和单位同意

后在全国范围推开”，进一步提升我国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的区域均衡性。借助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

机遇，推进适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营商环境制度改革。加快城市群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以城市群撬

动国家一流营商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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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Changes in Business Environment Assessment Methodology and 
New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Based on World Bank’s New Business Environment Evaluation Project （B-Ready）

LAI Xian-jin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analyze the new tre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build an international first-class business environment，the new and old systems of the World 
Bank’s business environment assessment are track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World Bank suspending the DB 
business environment evaluation system and launching the B-Ready new business environment evaluation 
system，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evaluation methodology is undergoing new changes，mainly 
including：changes in the evaluation objects from individual SMEs to the private sector as a whole；changes 
in the evaluation pillars focusing on supervision to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and service supply balance；
changes in the design method of indicators from a single indicator to hierarchical and intersecting indicators；
changes in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data collection from partial to more comprehensive and balanced.  These 
change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construc⁃
tion. The main manifestations are：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s systematic and integrated；
the reform measures of supervision and services are moving towards a multi-dimensional balance；the construc⁃
tion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s moving towards digitiz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and towards regional 
equilibrium within the economy. The current business environment evaluation system in China is mainly 
based on the DB evaluation system. Facing the future，building a world-class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benchmarking against the world-class level，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business-related reforms and evalua⁃
tions according to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valuation methodologies， and further adapt to the new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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