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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新评估体系: 影响机制、 改革路径与中国对策
 

牛东芳　 　 黄雅卉　 　 黄梅波

内容摘要: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体系在全球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对各国和经济体改善营商环

境发挥了重要指引作用。 营商环境指标包含社会、 经济、 政治、 法律等多种影响市场主体评价的因素, 是竞

争力的多维体现。 2022 年, 世界银行宣布开启新一轮营商环境评估体系改革, 评估视角由个体转向全行业,
覆盖范围更广泛, 评估指标更加科学全面。 当前, 我国正在全力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对标世界银行营商

环境新评估体系既是机遇也面临深刻挑战。 我国需跟踪关注世界银行评估体系的影响机制, 解析其改革逻

辑、 路径和评估方法, 提高市场公平竞争、 数字营商环境、 环境可持续性和性别等领域的制度供给, 全方位

优化我国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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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营商环境是影响市场主体准入、 生产经营、 投

资决策以及退出等过程中涉及的社会、 经济、 政治

和法律因素的总和。 良好的营商环境本质是通过法

治化、 透明化和效率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减少

政府干预与市场流动之间的摩擦负效应。 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强调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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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造市场

化、 法治化、 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当前, 全球

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 地缘政治冲突呈多区域爆

发, 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美欧对华极限对抗, “断

链脱钩”“友岸外包”等战略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极

大不确定性, 风险快速堆积, 安全韧性受到威胁。
在此背景下, 我国转向适用扩大内需、 全国统一大

市场和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政策以打通国内国际

双循环。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过程中, 优化营

商环境能够展现国家治理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消除

妨碍要素流动的制度壁垒, 降低非生产性交易成本,

提高外部投资吸引力和经济黏性, 对经济可持续性

和社会整体福利提升产生重大影响。
世界银行作为国际三大金融机构之一, 对各经

济体的营商环境评估结果具有全球公信力和指引性,
是全球经贸投资的重要指挥棒。 2001 年, 世界银行

设立全球营商环境评估项目组, 并在次年启动全球

营商环境评估项目, 2003 年开始每年定期公布《营

商环境报告》 ( Doing
 

Business, 简称为 DB), 截至

2019 年已连续发布 17 期。 2022 年 2 月, 世界银行

开启了新一轮营商环境评估体系改革, 并于 2022 年

12 月发布了新的《营商环境评估体系》 (Business
 

En-
abling

 

Environment, 简称为 BEE)项目概念说明, 启

动试评估工作。 21 世纪以来, 中国致力于改善营商

环境, 同时积极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指标进

行改革, 排名持续提高。 在新一轮评估改革背景下,
需持续关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新旧评估体系的结构

性转变, 探究改革动因和演变逻辑, 分析新评估体

系的发展路向, 为下一阶段我国进一步完善营商环

境提供政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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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体系的影响

机制与改革动因

自 2003 年开始, 世界银行每年公开发布一期

《营商环境报告》, 评价指标由 2003 年的 5 项增加到

2019 年的 10 项(另外还有 2 项观察指标), 参加评

价的经济体也由 2003 年的 133 个增加到 2019 年的

190 个。 《营商环境报告》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品, 对

全球投资、 国际贸易和营商环境的改善产生了重大

积极作用。
(一)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的国际影响机制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通过话语权进行传导,
并利用国际舆论来实现其影响机制。 由于长期使用

传统的贷款工具和援助工具介入各国发展, 世界银

行等国际组织在传统国家主权领域的干预合法性日

益遭受怀疑。 为顺应“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放松管制

浪潮, 世界银行设计并发布《营商环境报告》, 通过

便利度评分和便利度排名影响国家的优先事项、 公

众的看法和商业参与人的决策, 减少了传统金融工

具直接干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叠加媒体宣传, 世

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排名备受舆论关注, 政府迫于外

部经济预期以及内部政治声誉等压力制定政策和改

革措施, 以提升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中的全球

排名。 这些改革措施和成效也会被纳入下一年的

《营商环境报告》的评估过程中, 如此循环往复, 刻

画了各经济体的营商环境改革路线图(见图 1)。
尽管《营商环境报告》 在形式上是非强制性的,

但它通过发布营商环境便利度和排名对各国施加了

竞争性的社会压力, 这种社会压力对商业监管领域

的影响十分明显。 为了提升营商环境便利度分数排

名, 许多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 针对营商环境

便利度推行相应的改革措施。 自发布《营商环境报

告 2005》以来, 全球各经济体推出了 3800 余项改革

措施(见表 1)。
(二)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体系改革的深层

动因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对各经济体经济监管政

策的反映结果并不全面和准确。 2020 年 6 月, 世界

银行决定暂停下一期发布, 并启动了一系列对报告

及其方法的审查和审计。 2021 年 9 月 16 日, 世界

银行发表声明, 决定停止发布《营商环境报告》, 并

宣布将构建新的评估体系来评估各经济体的商业和

投资环境(世界银行, 2021)。
1. 营商环境指标评估采用标准化场景, 难以全

面反映各国营商环境多维情况

首先, 从适用性角度, 世界各经济体制度、 文

化、 发展水平差异大, 国内不同城市间的情况更加复

杂, 世界银行以一套评估标准来判断 190 个经济体的

营商环境, 具有局限性。 旧版 DB 评估体系的十个指

标覆盖范围有限, 并不能衡量影响营商环境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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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体系影响机制

　 　 数据来源: 作者自制。

37国际贸易　 2023 年　 第 12 期



国际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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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体
改革措施

总数
开办企业

办理建筑

许可

获得

电力

登记

财产
获得信贷

保护中小

投资者
纳税 跨境贸易 执行合同 办理破产

印度 48 8 4 4 3 6 3 7 7 2 4

中国 42 8 4 2 2 5 3 7 5 4 2

俄罗斯 42 6 5 5 7 4 2 6 5 / 2

巴西 24 6 / 1 1 3 / 1 6 5 1

法国 22 2 2 1 5 2 / 4 2 1 3

意大利 22 4 / 2 3 1 1 3 / 3 5

新西兰 15 2 / 1 1 3 1 4 / 2 1

英国 15 2 2 1 3 / 1 3 / 1 2

日本 10 1 / 1 1 1 / 4 / / 2

加拿大 9 1 2 1 / / / 3 / 2 /

美国 7 2 / / / 1 / 1 / 2 1

　 　 资料来源: Reforms
 

since
 

Doing
 

Business
 

2005,
 

https: / / archive. doingbusiness. org / en / reforms / reforms-countl,2023年10月10日
访问。

注: 经济体顺序按改革措施数量排列。

因素。 例如, 它不能反映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金融

体系的发展、 市场规模、 贿赂和腐败的发生率和劳

动力质量等重要内容。 其次, 旧版 DB 评估体系选

取衡量指标的核心考量因素是全球经济体数据的可

比性, 为此设计了标准化案例场景, 假定企业位于

该经济体最大的商业城市或第二大商业城市中, 而

现实中一个国家不同城市的商业法规及其执行情况

各不相同。 国际劳工组织曾要求世界银行取消排名

或改变标准, 认为可能存在偏袒放松监管环境的倾

向, 无法公允地反映各国营商环境。
2. 单纯依靠排名系统而简化经济现实, 易造成

过度炒作和数据违规

世界银行关于数据违规的调查报告显示, 2018
年 9 月, 沙特阿拉伯政府表达了对《营商环境报告

2019》评估过程的异议, 认为《营商环境报告》团队

不认可沙特阿拉伯的多项改革举措。 2019 年 8 月,
《营商环境报告 2020》“最佳改革者”名单草案中约旦

排名第一, 沙特阿拉伯排名第二。 2019 年 9 月, 世

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评估团队试图修改数据使约

旦排名下降, 在核实约旦的数据确实无误之后, 又

转而修改沙特阿拉伯的数据使其超越约旦( Machen
 

et
 

al. ,
 

2021)。 诸如此类的违规行为使得《营商环境

报告》受到各方质疑, 公信力大为下降, 世界银行

迫切需要改革以恢复其 “ 指挥棒” 地位和全球影

响力。
在充分认识到旧体系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世界

银行总结之前过度依赖排名系统的教训, 把重心放在

倡导全球经济体政策改革并提供具体建议和数据支持

上, 以更为系统、 整体和全面地评估全球经济体营商

环境。 2022 年 12 月, 世界银行正式发布 BEE 新版概

念说明书, 并将营商环境新评估体系项目名称正式确

定为 Business
 

Ready(简称为 B-READY)。 2023 年 1
月, 世界银行启动新指标发布后的首轮评估工作,
未来三年, 该项目将扩大到每年覆盖全球约 180 个

经济体: 2023 年至 2024 年覆盖 54 个经济体, 2024
年至 2025 年覆盖 120 个经济体, 2025 年至 20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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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到 180 个经济体( World
 

Bank
 

Group,
 

2023a)。
2023 年 5 月, 世界银行发布了 B-READY 指南手册

和方法论手册, 以作为对概念说明书的补充。 至此,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新评估体系的框架初步搭建完成,
并将在 2024 年发布涵盖 54 个经济体的第一版数据

报告。

三、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新评估

体系的改革路径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新评估体系广泛接纳了世界

银行集团内部专家以及世界银行外部资深学者和从

业人员的建议, 包括原 DB 报告外部小组的审查意

见。 项目设计过程中还公开协商征求了多国政府、
私营部门和社会各界潜在用户的意见。 新评估体系

主要有三点关键变化: 一是评价内容更加多元; 二

是指标领域更加丰富; 三是评价范围更加广泛(吴

汉洪等, 2023)。
(一)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改革的总体方案

B-READY 评估体系大体沿袭了 DB 评估框架,
对各指标的具体评估分别从监管框架、 公共服务和

效率三个维度入手。 在监管框架层面, 关注企业在

开办、 经营和破产的过程中必须遵守的规则、 法律

法规的完备性和适用性等, 侧重静态的法定信息和

数据, 由专家咨询收集。 在公共服务层面, 聚焦政

府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提供的有助于企业合规经营

或能够促进商业活动的服务和设施, 侧重动态的实

施情况和实际数据, 由专家咨询和企业调查获得。
在效率层面, 倾向于立法框架和公共服务在实践中

能够产生的助力企业运营的有效性, 是本次改革的

一项重大突破。 此外, 在多个指标中, 世界银行都

分别增加了数字技术应用、 环境可持续性和性别等

衡量要素。 B -READY 评估体系通过对每个指标的

监管框架、 公共服务和效率三个维度的评价取平均

值来生成评分。
(二)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新评估方法的优化拓展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新评估体系( B -READY) 与

旧评估体系(DB)相比, 在评估视角、 指标设计、 数

据收集等方面实现了提升, 评估过程在便利开展业

务与更广泛的私营部门利益之间、 在监管框架与公

共服务之间、 在法律法规与实际执行之间, 以及在

数据的代表性与可比性之间寻求平衡。
1. 在评估视角方面, 由个体评估转向关注全行

业发展

B-READY 评估体系不再只关注单个企业的发

展, 还增加了对影响整个行业部门发展的监管框架

与公共服务的评估。 DB 评估体系指标通常评估某一

类型企业从事某一行为需要经历的流程、 耗费的时

间和产生的费用, 而 B-READY 评估体系除了评估

办事效率之外, 还要考察公平竞争环境、 员工保护

水平、 环境可持续等非量化指标, 评估影响营商环

境的多维集成系统, 视角更为整体和全面。
2. 在指标设计方面, 评估要素范围扩大

相较 DB 评估体系, B-READY 评估体系中删除

了“保护中小投资者” 指标, 增加了“雇佣劳工” 和

“促进市场竞争”两个指标; 将“办理建筑许可”和“登
记财产”两个指标合并为“获取经营场所”指标; 将

“获得电力”指标拓展为“公共服务设施”指标, 涵盖

水、 电、 网络等。 另外, 在二级指标的设计上, DB
评估体系从监管框架和效率两个维度进行评估, 而

B-READY 评估体系则从监管框架、 公共服务和效率

三个维度进行评估, 同时又增设了“数字技术应用”
“环境可持续性”“性别”三项跨越指标的主题研究。

3. 在数据收集方面, 来源和科学性进一步提高

DB 评估体系中部分指标只收集监管信息, 部分

指标只收集实际执行信息, 主要以发放问卷的方式

进行专家咨询, 指标均应用标准化的案例情境。 这

种方法虽然可以增强经济体之间的可比性, 但受调

研对象范围有较大局限性。 B -READY 评估体系采

用专家咨询和企业调查两种数据收集方式, 并使用

案头研究(即阅读法律 / 法规、 检查公共网站上的功

能等)和官方数据(来自登记处、 法院和其他机构的

行政统计数据) 两种佐证机制来验证通过专家咨询

方式收集的数据。 世界银行还通过设置通用参数,
在各国或地区的数据可比性和特定经济体的数据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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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之间实现平衡。
B-READY 评估体系在数据收集方面的关键创

新是直接从企业获取和使用数据, 企业层面的数据

主要通过扩大企业调查(Enterprise
 

Survey, 简称 ES)
项目来获取。 世界银行将定期组织全球覆盖的高质

量企业调查项目, 将 B-READY 数据与丰富的企业

数据(主要来自 ES 问卷)相结合, 在企业层面和经

济层面对监管框架和公共服务维度进行更细致的分

析。 B-READY 评估体系中专家咨询得出的指标数

据每年更新, 企业调查获得的指标数据将以三年为

一个周期进行更新。
(三)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新评估体系的要素创新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新评估体系综合了近十年来

联合国发展要求、 价值理念以及发达国家的高水平

制度规则, 新增市场竞争指标, 并重点评估“数字

技术应用”“性别” “环境可持续性”的全过程实施效

果。 这些要素既是机制创新, 但也给发展中国家增

添了改革成本。
1. 新增市场竞争指标, 发展中国家评估面临挑战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新增了市场竞争指标,
世界银行长期研究认为, 公平的竞争政策对营商环

境和企业生存发展至关重要。 此外, 世界银行还特

别关注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问题: 一方面, 国有企

业是大多数国家重要的经济参与方;
 

另一方面, 国

有企业在责任豁免方面可能存在地位优势, 并通过

不当优势获益, 扭曲市场竞争( OECD, 2018)。 根

据测算, 垄断会提高商品和服务 20%的价格, 最终

损害消费者利益①。 因此, 市场竞争指标评估的核

心在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是否有效, 强制

垄断解体, 降低中小企业进入市场的壁垒, 激励企

业产品创新并提高服务质量, 达到保护消费者权益

的效果(World
 

Bank
 

Group, 2023b)。 世界银行新评

估体系通过监管框架维度评估与鼓励竞争、 激励创

新、 保护知识产权等相关的法律法规质量, 参考世

界银行项目组曾经参与的项目, 可对该指标的具体

评估维度进行研判(见表 2)。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市

场并非有效竞争的健康市场, 法律监管实质缺位而

无法确保市场参与者在公平环境中获得充分竞争。
此外, 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知识产权立法缺失或标

准不高, 或有规则而弱司法、 弱执法导致法律实施

的效果不佳。 因此, 该指标是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

评估中最不可预估的评分风险。

表 2　 B-READY 评估体系促进市场竞争指标的评估维度研判

维度 1: 提高竞争法的规则质量和减少政

府政策干预

维度 2: 保障竞争中立和减

少非扭曲性公共援助支持

维度 3: 保护 知 识 产 权 和

创新

维度 4: 加强反不正当竞争法和

反垄断法的执法有效性

是否对实行市场支配地位的政策法规进行

改革。 例如, 是否废除公司注册限制、 法

定垄断、 基本设施准入监管、 禁止私人投

资等政策法规

是否限制实施非公正性的国

家援助, 并尽量减少扭曲竞

争的援助措施

是否提高知识产权相关法律

法规的制定水平和保护力

度, 尤其是加强研究机构知

识产品的特殊保护规则

是否对增加关键投入成本、 最终

产品成本或减少市场产品种类的

垄断协议、 横向协议等提高审查

力度、 效率和透明度

对合谋获利或增加竞争成本的政府干预措

施进行改革, 例如, 废除价格控制措施和

增加商业风险的市场控制措施

确保竞争中立, 包括完善国

有企业竞争中立制度

确保知识产权许可程序充分

规范, 制定非歧视性版税

规则

加强反垄断法总体制度框架, 打

击反不正当竞争行为和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

对政府歧视和损害竞争的措施进行改革, 例如, 废除扭曲公平竞争或高

度自由裁量权的措施, 提高采购数字化和透明度

增强开放获取和公平利用创

新, 新增与环境可持续性有

关的知识产权使用制度

执法力度、 效率的综合有效性

程度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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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新增数字技术应用要素, 重点评估数字服务

可用性

近年来, 世界银行致力于推动经济、 社会和政

府的数字化转型, 涵盖宽带接入和使用、 数据基础

设施建设、 数字保障措施等重点领域( World
 

Bank
 

Group, 2023c)。 B-READY 评估体系把数字技术应

用作为一个跨领域的衡量要素, 其评估核心重在公

共数字服务的可用程度, 淡化单一的硬件维度评估,
主要包括在线公共服务可用性、 信息可得性、 电子

数据的存储以及数据互操作性, 更关注数字技术是

否为企业带来便利。 例如, 公司注册电子系统、 房

地产交易在线门户网站、 电子纳税申报系统等, 确

保导航界面清晰易懂, 同时需要提供在线聊天、 电

子邮件支持或电话支持以及时解决用户问题, 提供无

障碍浏览和辅助技术支持以便利残障人士。 此外, 还

应采用数据备份和云存储以防止数据丢失, 在存储、
备份、 加密、 存取过程中实施系统化管理制度, 加强

数据隐私保护, 并推广统一身份的验证系统, 以便公

民能够在不同服务系统中使用相同的身份认证, 提高

数据互操作性(见表 3)。
　 　 3. 增加环境可持续性要素评估, 落实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

世界银行作为联合国的专门金融机构, 其行为

模式和价值取向体现了联合国意志。 2015 年 9 月,
联合国 193 个成员国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正

式通过《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 确立了 17 个可持

续发展目标, 核心宗旨是在 2030 年以多维方式综合

解决社会、 经济和环境的耦合发展问题, 全球转向可

持续发展模式。 然而, 由于地缘冲突、 经济下行压

力、 气候危机以及新冠疫情等影响, 2030 可持续发展

议程的完成进度异常艰巨。 因此, 世界银行在本次营

商环境评估改革中将环境要素贯穿十项指标, 并明确

将碳边境税、 碳定价等机制在各国的适用情况纳入评

估。 增加环境可持续性要素虽然能够提高各国环保要

求, 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但各国存在发展的代际

差异与不平等, 碳排放量历史不均, 过高的环境评

估标准对发展中国家、 新兴市场以及不发达国家中

资源型国家的平等发展权来说是巨大挑战(见表 4)。
4. 突出性别平等要素, 推动构建包容性营商

环境

世界银行长期倡导性别平等, 在促进经济增长、
减贫、 缓解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 截至 2021
年底, 全球大约 24 亿劳动年龄妇女无法获得平等就

业机会, 178 个国家存在性别平等参与就业法律障碍,
86 个国家的妇女受到劳动限制, 95 个国家的妇女不

能获得同工同酬, 全球男性和女性终生预期收入存

表 3　 B-READY 评估体系数字技术应用评估要点

评估指标 评估要点

企业准入 企业注册和运营初始在线服务的可用性; 业务注册和运营初始服务的互操作性; 在线信息的可用性和信息的透明度

获取经营场所 物业交易—数字公共服务; 建筑许可证和环境许可证—数字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设施 宽带运营商的通道权和开放基础设施访问;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基础设施共享规定

雇佣劳工 无

获取金融服务 电子支付的良好监管实践

国际贸易 数字交易的法律要求; 电子系统和服务的互用性

纳税 数字化税务管理; 电子申报和纳税系统的应用

解决商业纠纷 电子文件归档和服务; 数字程序

促进市场竞争 知识产权服务数字化; 电子采购门户的开放性和交互性; 采购程序数字化

办理企业破产 数字化和在线服务; 破产程序服务(电子服务)的互操作性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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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72 万亿美元的巨大差距 ( World
 

Bank
 

Group,
2022a)。 2022 年 1 月, 世界银行开启对全球主要经

济体及利益相关方的性别平等战略非正式对话,
2023 年 7 月进入正式磋商阶段。 为进一步落实

2024—2030 性别战略,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改革

中多个指标都增加了性别要素, 其核心是反对性别

歧视, 提高女性就业及高管占比, 提供无差别就业

行政许可、 基础设施使用和金融支持, 促进营商环

境走向包容性, 最终实现具有发展韧性的经济和社

会目标(见表 5)。

表 4　 B-READY 评估体系环境可持续性评估要点

评估指标 评估要点

企业准入 基于风险的环境许可法规

获取经营场所
建筑物管理标准; 建筑能源法规和标准; 分区规划及土地用途规划; 建筑环境许可证; 建筑许可证和环境许可证

纠纷解决机制

公共服务设施 可持续提供和使用电力; 可持续提供和使用水资源; 可持续废水处理; 可持续提供和使用互联网

雇佣劳工 社会贡献成本

获取金融服务 将气候 / 环境风险纳入风险管理框架的要求; 要求披露投资对环境的影响

国际贸易 跨境碳定价工具; 环境产品关税; 与环境产品进口有关的服务贸易限制

纳税 环保财政工具的应用

解决商业纠纷
环境纠纷的解决(扩大环境纠纷中的法律地位; 让污染公司对国外造成的环境损害负责); 环境纠纷中的证据和补

救措施(收集和公开发布有关企业对环境的影响的信息; 扩大环境纠纷的补救措施范围)

促进市场竞争 在标准招标文件中加入可持续性条款, 鼓励在投标中考虑可持续性

办理企业破产 劳动和环境索赔的优先权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表 5　 B-READY 评估体系性别评估要点

评估指标 评估要点

企业准入 支持女性拥有的中小型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共资助计划; 正式注册公司是否可在线获取按性别分类的统计数据

获取经营场所
减少房地产相关职业性别差距; 减少需要获取建筑从业许可证相关职业(建筑、 工程)性别差距; 减少需要获取环

境工程从业许可证有关的职业(环境工程师、 环境顾问)的性别差距

公共服务设施 电力公用事业的性别分解客户调查; 水资源公用事业的性别分解客户调查;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性别分解客户调查

雇佣劳工 禁止在招聘、 雇佣或辞退方面的歧视

获取金融服务 女性定向产品和促进女性融资的计划

国际贸易 对女性服务提供者的额外限制; 其他歧视性措施(外国女性专业人员)

纳税 性别分析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分析结果; 税务纠纷期间的性别平等

解决商业纠纷 性别平等(不限制女性成为法官、 仲裁员或调解人, 在商业诉讼中男女享有平等权利)

促进市场竞争
促进公共采购中的性别平等; 在标准招标文件中加入性别条款, 鼓励在投标中考虑性别因素; 采购计划的最低内

容包括性别方面

办理企业破产 无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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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体系改革的

主要趋势及中国的应对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致力于改善营商环境, 加

速推进营商环境措施改革, 为招商引资和国内外企

业共享发展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3 年以来, 我

国营商环境制度成效全面凸显, 全球排名大幅提升。
世界银行新评估体系施行在即, 我国营商环境建设

应深度跟踪世界银行评估新趋势, 迎接高质量制度

供给的新挑战。
(一)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体系改革的主要

趋势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体系从 DB 到 B-READY
的变化体现了评估方法和评估逻辑正在发生转变。

从评估方法来看, B -READY 的营商环境评估

体系从个别企业开展业务的角度, 拓展到了整个私

营部门发展的角度, 由于个别企业的成本、 社会效

益和理想标准之间存在差异, 因此需要用不同的

指标涵盖不同的维度, 并相应地进行细化评分。
B-READY

 

评估体系不仅关注企业面临的监管负担,
还关注规章制度的实施质量以及企业生命周期内相关

公共服务的提供水平。 这种平衡的评估方法要求政府

在改善营商环境时采用更加可持续性、 以企业主体感

受为导向的积极的视角。 B-READY 评估体系收集的

不仅是法定信息, 还包括事实测量信息。 相较于以往

的基准测试, B-READY 评估体系从专家咨询和企业

层面的调查中获取数据是一项重大创新, 它考虑到企

业自身对商业监管环境的第一手信息和体验。
B-READY 评估体系试图在各个经济体之间实现数

据的可比性, 通过专家咨询来衡量大多数企业面临

的营商环境, 同时通过企业层面的样本调查来解决

数据的平衡问题。
从评估逻辑来看, 聚焦私营部门可持续发展是

B-READY 评估体系未来的主基调。 私营部门是解

决就业的主要来源, 也是全球各国摆脱贫困的重要

途径, 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

但私营部门的发展受到当地经济增长水平、 公共政

策与法律法规健全有效、 市场参与者机会平等以及

经济韧性的多方影响。 B -READY 评估体系试图通

过评分排名创造有利的营商环境条件, 鼓励新兴企

业创立, 促进现有企业经济效益提高, 增加良好的

就业机会。 具体而言, 世界银行每个选定的衡量指

标和评估维度都与私营部门发展密切相关。 例如,
在“国际贸易”指标中进一步强调企业能否进入全球

市场取决于各国自身公平的法律监管框架和高水平

公共服务质量; 为促进各国建立有效的争端解决系

统, B-READY 评估体系将狭义的“执行合同”拓展

为广泛的“解决商业纠纷”指标; B-READY 评估体

系还新增“促进市场竞争”指标, 旨在给私营部门提

供充分竞争的市场和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二)应对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新评估体系的中国

策略
 

近年来, 我国推出了一系列营商环境改革的重

大举措。 2013 年至 2017 年, 中国在世界银行营商

环境评估体系中的评分快速提升, 排名上升了 18
位。 2017 年至 2019 年, 中国从第 78 位跃升至第 31
位, 两年内营商环境排名上升了 47 位(见图 2)。 由

此, 中国连续两年被世界银行评选为全球营商环境

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之一, 获得国际社会的

充分肯定(世界银行, 2020)。 B -READY 评估体系

计划于 2024 年发布第一版报告, 对全球各经济体营

商环境建设的影响还不得而知。 但可以预见的是,
B-READY 评估体系将对中国营商环境改革与发展

提出更多挑战, 中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应对。
1. 高水平对标世界银行新评估体系指标和要素

面对 B-READY 评估体系衡量指标, 中国要继

续查缺补漏, 重点关注新增维度。 从营商环境的内

容来看, DB 评估体系中, 中国与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相比依然存在差距, 在获得信贷、 纳税、 跨境贸易

和办理破产等政府服务和法律法规制定领域仍落后

于其他先进经济体, 有待进一步改善 ( 见图 3)。
B-READY 评估体系在衡量原有指标的基础上,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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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指标中增加了“数字技术应用” “环境可持续性”
“性别”这三项衡量维度。 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但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更加

侧重数字基础设施的可用性, 我国政府需进一步完

善公共数据共享机制、 中小企业数字服务可获得性

以及简化数字操作。 此外, 新评估体系将“获得信

贷”改为“获取金融服务”, 我国未来在营商环境改

革中要侧重电子支付便利度、 获得可持续融资便利

度、 不同性别的金融产品可获得性等政策保障。 在

“国际贸易” 措施改革中, 我国还需提升对数字贸

易、 环境可持续贸易以及贸易协定中女性参与度的

政策倾斜。 对于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 要提高执行

力, 并借鉴新西兰、 新加坡等营商环境排名靠前经

济体的先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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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5—2019 年中国营商环境排名

　 　 数据来源: 整理自 2006—2020 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 https: / / archive. doingbusiness. org / en / reports / global-reports,
2023 年 10 月 11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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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7—2019 年中国营商环境指标排名

　 　 数据来源: 整理自 2018—2020 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 https: / / archive. doingbusiness. org / en / reports / global-reports,
2023 年 10 月 12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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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营商环境评估的样本城市选择角度来看, B-
READY 评估体系选取的样本城市将尽可能覆盖国家

内部, 不再局限于主要的商业城市。 2018 年和 2019
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经分别对全国多个城

市开展了营商环境试评价, 2020 年继续在 80 个地

级以上城市和 18 个国家级新区开展营商环境评价并

发布了《中国营商环境报告 2020》, 这也是中国营商

环境评价领域的首部国家报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2020)。 营商环境试评价中北京和上海分列

一、 二位, 其他城市较之有明显差距。 在新评估

体系框架下, 应在全国有效推广北京和上海营商

环境改革的成功经验, 进一步改善其他城市的营

商环境。
2. 大力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世界银行将“促进市场竞争”作为新增指标, 关

注竞争政策的执行、 知识产权、 创新政策和法规等

细分领域。 我国未来在促进市场竞争时, 要加强对

提交并购审查的交易进行实质性经济评估, 关注对

市场竞争的影响。 但是, 并购带来的经营者集中问

题对于创新影响存在竞争外生与竞争内生两种评估

模式, 前者将创新作为竞争的外在因素独立评估,
后者将创新作为特定竞争维度纳入竞争机制一并分

析(韩伟, 2022)。 理论界对此仍存在分歧, 评估模

式难以统一。 为了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避免反垄断

法律功能缺位, 中国运用竞争内生评估模式更为稳

妥。 新指标还要求“竞争管理部门有足够的权力和

资源来调查、 执行和实施制裁”, 而中国的反垄断

制裁整体威慑力度仍有待强化, 如现行的没收违法

所得制度在实践中难以适用, 以金钱罚款为核心的

制裁手段在数字经济时代也有其局限性 ( 王健,
2022)。 中国应继续优化反垄断制裁制度, 提升反

垄断监管的权威性, 积极对标 B-READY 评估体系

要求, 大力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3. 加快数字营商环境建设

B-READY 评估体系新增了“数字技术应用”这一

维度, 标志着推动数字营商环境发展将成为全球共识。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整合全球资源要素、 升级全球经济

结构、 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石勇, 2022)。

2022 年 1 月, 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

划》, 指出“十三五”时期数字政府建设成效显著: 一体

化政务服务和监管效能大幅度提升, “一网通办”“最多

跑一次”“一网统管”“一网协同”等服务管理新模式广泛

普及, 数字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在线政务服务水平跃

居全球领先行列。 然而, 对标高标准数字营商环境,
仍存在局限性。 B-READY 评估体系对数字营商环境平

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前中国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

倾向于较为保守的实际操作方法, 更加注重个人信息

隐私保护以及国家数据安全。 在新评估体系下, 企业

数据跨境流动将成为世界银行重点关注要素。 B -
READY 评估体系鼓励各经济体监管的数字化转型, 鼓

励运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新技术等数字技术, 然而传

统监管模式依然在中国占据主流。 针对上述问题, 中

国应加快建立数据治理体系, 推动数据跨境流动进程,
同时加快数字监管技术的运用与推广, 积极参与国际

数字标准制定, 扩大话语权和影响力。
4. 克服世界银行评估体系的局限性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是其自身价值观的体现,
无法全面刻画各国的真实情况, 指标本身存在内生

的局限性, 一些评估内容含有明显的西方价值取向,
例如机构独立性、 针对国有企业的中立性审查等

(韩伟, 2022)。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体系体现了

西方经济学理论, 在中国实践中可能出现扭曲和异

化(程金华, 2021)。 此外, 该评估体系没有考虑差

异化发展的各经济体在金融安全、 外部需求、 国家

安全和宏观经济稳定等方面的需求。 近年来, 已有

研究结合中国国情构建了中国特色营商环境评价指

标体系, 中国未来仍应探索构建自身的营商环境评

估话语体系, 避免为了短期提升排名而采取极端化

改革。 在深入推进“放管服” 进程中应从实际出发,
通过掌握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体系指标方法论,
找到自身与国际标准存在的差距, “择其善者而从

之”。 对于评估体系的局限性, 我国还需进一步加

强与世界银行的合作交流, 分享中国营商环境改革

成效与经验, 共同探讨各国营商环境的时空异质性,
推动评估体系持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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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ld
 

BankƳs
 

business
 

environment
 

assessment
 

system
 

has
 

a
 

wide
 

influence
 

and
 

credibility
 

worldwide,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various
 

countries
 

and
 

economies
 

to
 

improve
 

their
 

business
 

environ-
ments.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dicators
 

encompass
 

a
 

variety
 

of
 

factors
 

affecting
 

market
 

entitiesƳ
 

evaluations,
 

in-
cluding

 

soci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legal
 

aspects,
 

representing
 

a
 

multi-dimensional
 

manifestation
 

of
 

competi-
tiveness.

 

In
 

2022,
 

the
 

World
 

Bank
 

announced
 

a
 

new
 

round
 

of
 

reforms
 

to
 

its
 

business
 

environment
 

assessment
 

sys-
tem,

 

shifting
 

the
 

evaluation
 

perspective
 

from
 

individual
 

entities
 

to
 

entire
 

industries,
 

thereby
 

broadening
 

the
 

scope
 

and
 

making
 

the
 

assessment
 

indicators
 

more
 

scientific
 

and
 

comprehensive.
 

Currently,
 

China
 

is
 

vigorously
 

advancing
 

high-level
 

institutional
 

openness.
 

Aligning
 

with
 

the
 

World
 

BankƳs
 

new
 

business
 

environment
 

assessment
 

system
 

presents
 

both
 

opportunities
 

and
 

profound
 

challenges.
 

China
 

needs
 

to
 

track
 

and
 

understand
 

the
 

impact
 

mechanisms
 

of
 

the
 

World
 

Bank’s
 

assessment
 

system,
 

analyze
 

the
 

reform
 

logic,
 

pathways
 

and
 

methods,
 

enhance
 

institutional
 

sup-
ply

 

in
 

areas
 

such
 

as
 

market
 

fair
 

competition,
 

digital
 

business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gender,
 

so
 

as
 

to
 

optimize
 

its
 

business
 

environment
 

comprehens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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