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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 is productivity and competitiveness.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or region.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ongqing's J district, the article uses the benchmark method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combines quantitative analysis with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refers to the World Bank 
and other mainstream evaluation index systems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composed of 4 primary indicators, 17 secondary indicators, and 55 three-level indicators, 
with a view to present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J 
zone and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reflection behind it.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overall policy and 
environmental environment of the J zone are excellent, but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are weak.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we need to improv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and build a 
first-class service brand;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the rule of law and create a first-class business 
environment; maintain fairness and order and create a first-rate market order;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 teams and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talent teams and implement the con-
struction of related supporting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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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营商环境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举足轻重。文章基于重庆市J区实

际，运用标杆值法和层次分析法，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参照世界银行及其它主流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由4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及55个三级指标所构成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期呈现J区建设营商

环境的整体情况及其背后折射的不足之处。研究发现，J区政策基础环境和自然地理环境整体情况优秀，

但是经济基础环境及社会基础环境较为薄弱。研究认为要提高行政效能，打造一流服务品牌；要弘扬法

治精神，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要维护公平有序，打造一流市场秩序；要加快人才队伍建设，优化人才队

伍结构；要落实相关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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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营商环境是影响区域市场主体行为的一系列综合发展环境的总和。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表明了一个

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软实力，也可相应地提高其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系列

会议、博鳌亚洲论坛、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等多场合突出优化营商环境的战略意义。李克强总理在

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发表“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的讲话。2019 年 10 月，国务院

公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同年 10 月，《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由世界

银行公布，中国的排名情况相较 2018 年上升 15 位，位列第 31 名。在这些背景下，各级政府都深入推进

优化营商环境的落地实施。重庆市于 2018 年 7 月印发了《关于全面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意

见》。2019 年 8 月，重庆推出 91 条举措完善营商环境。近年来有研究机构相继出台关于国内城市营商

环境排名的报告。报告指出，重庆市在软环境、社会服务环境、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方面仍然劣势明

显，这些都极大掣肘了重庆市营商环境的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对重庆市的情况进行进一步研究，找

出短板并不断改进，以达到以评估促发展的目的。 
以重庆市 J 区营商环境的实践作为研究个案进行探讨，主要基于以下考量：(1) J 区是重庆的老工业

区、国家级重庆高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传统老区与创新新区的双重身份决定

了其区域环境的复杂性，以优化营商环境为目的，而要考虑的因素必须全面且深入，才可全面剖析 J 区

现状，这奠定了本研究开展的基础条件；(2) 近年来 J 区正在挥别传统工业大区身份，全速转型。打造亲

商、安商、营商的政策环境，如建立“一条龙”机制、推动创新高地建设、着力搞好五个“双联动”等。

这些举措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具有典型性；(3) 通过与标杆城市作对比，选取了部分代表性指标，发现 J
区存在明显差距，如外资企业占比、R & D 占 GDP 比重等。这种现状使得有必要深入探究 J 区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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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板，为 J 区经济社会发展助力。 

2. 现有研究综述与评价 

国内外关于营商环境的研究多从如下角度论述： 
首先是关于营商环境重要性和意义的研究。Carmen Dobrin、Marius Cioca 肯定了政府部门通过优惠

性政策来推进营商环境的建设，并强调其符合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趋势[1]；Tomasz W. Kolasinski 强调了营

商环境与企业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其中良好的税务营商环境可保证税法实施、吸引要素集聚、提高企业

及区域竞争力，为经济发展助力[2]；Dan Li 等人肯定了外部营商环境对于企业融资的重要性，可以降低

企业融资成本与风险，影响企业的经营发展[3]。 
二是营商环境的问题及优化研究。娄成武、张国勇提出地方政府的营商环境优化意识尚浅、不注重

协同治理、治理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提出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社会主体协作治理、推进“放管服”

改革等[4]。宋林霖、何成祥从优化营商环境的视角出发，论述了怎么推进放管服改革，国家治理与全球

治理的思想也贯穿其中[5]；张威认为我国营商环境政策不连续、公众知晓度不高、政府与其它群体权责

不清，因此要合理简政放权、降低企业要素成本与税费负担等加以解决[6]；谢俊等人基于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群，分析了其与国际一流湾区在营商环境上所存在的外部差距，以及区域城市间的内部差距，从市

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四个方面提出建设路径[7]；史长宽收集了我国 30 个省级横截面

数据，论证了各省营商环境指标与进口之间的相关性，提出要加快政府办事效率，减少公司开办企业的

行政审批时间[8]。荁可宁选取多个副省级城市为对象，运用多指标熵权模型，明确了制约沈阳市营商环

境构建与质量提升的因素，为营商环境提供新的思路和研究视角[9]。 
三是关于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建立与评价的研究。其中，世界银行每年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影响

最大，且相对成熟稳定，指标大体可分为便利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维度。经济学人智库(EIU)形成了对 82
个国家包含政治、经济环境在内的 91 个二级指标，不仅考量这些经济体的过去数据，也对将来情况做出

预判。另外世界经济论坛每年都会发布《全球竞争力报告》，是最早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评估

体系。杨涛构建了 3 个一级指标和 18 个二级指标，对鲁苏浙粤进行了比较，为探索区域经济差异提供了

启示[10]；魏淑艳构建了东北地区投资营商环境评估指标体系，发现资源、技术和体制的三重约束构成了

东北地区投资营商环境差的主要成因[11]；王晓玲评价了辽宁自贸试验区与其他地区的差异，并提出了对

策[12]；部分学者则是基于世界银行的指标体系进一步开展研究，如许可运用了 2700 家国内私营企业的

调研数据，站在企业角度探索了经济危机后中国的营商环境情况[13]；洪海从世界银行评价指标体系入手，

针对我国现阶段在营商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营商环境指标分数提高的建议[14]；娄成武、

张国勇立足世界银行指标体系的先天不足，提出了中国营商环境指标体系搭建的正确视角[15]。 
四是营商环境中的制度研究。阳军、刘鹏对国内外机构对营商环境的评估及指标做出了分析评价，

基于第三方视角，提出了推动营商环境的制度完善路径[16]；董志强等以世界银行公布的我国 30 个大城

市投资营商环境数据为基础，验证了营商制度软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营商软环境对城

市经济发展举足轻重[17]；魏下海等人研究了制度环境与企业家用于“内治”与“外攘”的时间配比的关

系，得出了改善制度质量和政策环境可鼓励企业家创造财富[18]。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营商环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国外研究如世界银

行的研究，指标体系构建、数据获取都是基于全球视角，不适用于中国国情；另外缺乏对营商环境内涵

的准确认识，将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等同于营商环境指标；对营商环境的研究偏重于定性分析，少有的

定量分析的数据也大多通过调查问卷获取，数据分析不具有科学性。因此，今后在指标体系选取、计算

方法上仍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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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营商环境评估与分析 

3.1. 指标体系的构建 

评价指标是衡量区域营商环境好坏的关键因素。本研究指标体系的选取主要考虑了《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重庆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重点、J 区区情及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重点。普华永道发布的《中国城市

营商环境质量报告》，从政府、产业、功能、人才 4 个角度来评估，涉及到 8 个二级指标及 30 个三级指

标，但其指标过于宽泛，不够具体。粤港澳大湾区发布的《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与央视发布《中

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都是以国内主要一二城市作为主要评估对象，未涉及到城市中的特定区，且指

标也不适于评估城区的具体情况。因此，按照科学性、层次性、全面性等原则，本研究借鉴了国内外相

关研究成果，确定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参见表 1~表 4)。本研究将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分为：政策基

础环境、经济基础环境、社会基础环境、自然地理环境 4 个一级指标，17 个二级指标及 55 个三级指标。 
 

Table 1. Weights of each discrimination matrix 
表 1. 各个判别矩阵权重值 

 1 2 3 4 5 

1 1 a b c d 

2 1/a 1 1/b 1/c 1/d 

3 1/b b 1 1/b 1/c 

4 1/c c b 1 1/b 

5 1/d d c b 1 

3.2. 指标评估的权重和赋值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首先利用分解的思想，将决策问题分成不同的层次，然

后用求判断矩阵特征向量的方法，来计算下层指标对上一层指标的优先权重，最后利用加权求和递阶进

行并归得到各个指标层对目标层的相对权重。本研究在确定重庆市 J区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

利用 AHP 法确定指标权重，最终计算营商环境评估分数，从而判断重庆市 J 区的营商环境现状使用标杆

值法对 J 区营商环境进行全面评估。将 J 区营商环境划分为四大板块，并通过统计数据、实地走访、问

卷调研等方法，获取各个板块三级指标的相应数据。如是否开通专门网上申请窗口、开办企业环节数量

这类指标可通过官网或者统计年鉴等处获得，关于政策信息解释度、税收优惠安排力度这类指标则是在

进行企业调研时分发给企业填写问卷的，关于外资企业占比等指标则是从政府相关单位获得。以开办企

业此外，选取北京、上海作为对标城市，并参考世界银行的研究方法对北京、上海各赋权 45%、55%，

从而获得标杆城市相关指标综合得分情况。 
以表 1 中二级指标“开办企业”( )的计算为例，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对于各指标权重的确定，使用德尔菲法，综合 6 位专家的意见，再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赋

予。二级指标“开办企业”( )若由 1、2、3、4、5 五个三级指标构成，建立不同层次指标之间的判别矩

阵，并由此计算结果最终得到各个判别矩阵的权重值。 
第二步，根据几何算数平均法计算各个因子的权重 iU ，计算公式为： 

n
i iU w= ，其中 ( )

1
i 1, 2, ,

n

i ij
j

W c n
=

= =∏  。 

第三步，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判断矩阵的权重值，处理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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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

i ii
i

H UU
=

= ∑  

第四步，建立模型计算营商环境综合评价值。具体数值是通过将营商环境各标杆评价指数进行加权

平均得出，综合绩效评价模型为： 

( ) ( ),

1 1 s

p i jf tp
ij

j ij
i j ij

m
β ε θ

  

= =

   =      
∑ ∑  

2

1
*

n
j

j
j j

m
S W

S=

 
=   

 
∑  

其中： ( ), 1p i j = − ，或 1； 1,2, ,i p=  ； ( )1, 2, ,j if =   ；S 表示被评价事物的评价综合值，wj表示第

j 个评价指标的权重；sj表示第 j 个评价指标的标杆值；mj表示第 j 个评价指标的实际值；n 表示评价指标

的个数。 

3.3. 指标的数值计算 

假定标杆城市的得分是满分，设定当 80 ≤ β ≤ 100 时，表示 J 区整体营商环境为优，处于全国优秀水

平；当 70 ≤ β < 80 时，表示整体营商环境为良，处于全国较好水平；当 60 ≤ β < 70 时，整体营商环境一

般，处于全国平均水平；当 β < 60 时，表示整体营商环境较差，不及全国平均水平。通过上述标杆值法，

得到 J 区营商环境综合评价值 β为 72.048。具体数值参见表 2 至表 5。 
 
Table 2. Policy basic environmental indicator system and numerical calculation table 
表 2. 政策基础环境指标体系及数值计算表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实际值 标杆值 三级指标 
权重 

P SC 

政 
策 
基 
础 
环 
境 

0.3908 

开办 
企业 

0.3 

1. 开通专门网上申请窗口 1 1 0.5205 1 100 

2. 承诺办结时限 3 4.1 0.2010 −1 100 

3. 开办企业环节 6 4.45 0.2010 −1 74.17 

4. 新登记注册企业数量 23.92% 12.45% 0.0776 1 100 

政务 
公开 

0.1 

1. 行政审批在线办理效率 3 4.55 0.2583 1 65.93 

2. 政务公开信息化覆盖率 1 1 0.1047 1 100 

3. 政策信息解释度 4 4 0.6370 1 100 

政务 
政策 

0.3 

1. 税收优惠安排力度 3 4 0.4286 1 75 

2. 企业行政性收费负担 4 3 0.1429 1 75 

3. 对投资者的保护 3.5 4 0.4286 1 87.5 

法治 
环境 

0.3 

1. 商事合同纠纷的司法效率 3.6 4 0.2010 1 90 

2. 政府部门中介服务 
收费规范性 

4 4 0.0776 1 100 

3. 行政复议效率 3.2 4 0.2010 1 80 

4.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 3.3 4 0.5205 1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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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Economic basic environmental indicator system and numerical calculation table 
表 3. 经济基础环境指标体系及数值计算表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实际值 标杆值 三级指标 
权重 

P SC 

经 
济 
基 
础 
环 
境 

0.3908 

经济发展水平 0.1953 

1. 人均 GDP(万元) 9.35 12.65 0.2000 1 73.91 

2. GDP 增长率 2.53% 7.84% 0.6000 1 32.27 

3. 每万人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5.96 3.36 0.2000 1 100 

经济开放程度 0.4631 

1. 对外贸易依存度 10.20% 9.44% 0.6370 1 100 

2. 每万人实际利用外资额(万元) 285 884.81 0.2583 1 32.21 

3. 外资企业占比 0.21% 20% 0.1047 1 1.1 

市场容量 0.0732 
1. 年末居民人均储蓄额 7.22 11.37 0.8333 1 63.5 

2. 每万人上市企业数量 0.0333 0.1294 0.1667 1 25.73 

经营成本 0.1953 

1. 写字楼租金平均价格 969.6 4128 0.2000 −1 100 

2. 工业用水平均价格 4.55 5 0.0667 −1 100 

3. 工业用电平均价格 0.6932 0.704 0.0667 −1 100 

4. 工业用气平均价格 2.33 2.65 0.0667 −1 100 

5. 工业用地平均价格 58 1128.79 0.2000 −1 100 

6. 总税率 52.5% 67.50% 0.2000 −1 100 

7. 职工平均工资 67144 121514 0.2000 1 100 

 
Table 4. Social basic environmental indicator system and numerical calculation table 
表 4. 社会基础环境指标体系及数值计算表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 

标权重 三级指标 实际值 标杆值 三级指 
标权重 

P SC 

社 
会 
基 
础 
环 
境 

0.1509 

社会生活 
水平 

0.0458 
1. 人均纯收入 10391 19470.05 0.5000 1 53.37 

2. 人均可支配收入 34940 58197 0.5000 1 60.04 

社会服务 0.1131 
1. 每万人医疗床位数 4.12 6.1 0.5000 1 67.54 

2. 城市互联网普及率 80% 78% 0.5000 1 100 

市场服务 0.1131 
1. 专业化服务企业比率 69.50% 80.10% 0.7500 1 86.77 

2. 专业协会及联盟数量 0.075 0.1 0.2500 1 75 

科技资源 0.3075 

1. 每万人年度专利授权量 54.08 35.12 0.1667 1 100 

2. 每万人科技孵化载体数量 0.058 0.131 0.1667 1 44.27 

3. 每万人科技银行风头机构数量 0.925 1.324 0.1667 1 69.86 

4. R&D 占 GDP 比重 2.65% 6.01% 0.5000 1 44.09 

人才储备 0.3075 

1. 外来人口比率 17% 41.40% 0.1047 1 41.46 

2. 每万人高层次人才数量 4.28 396.85 0.6370 1 1.07 

3. 从业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 19% 59.30% 0.2583 1 32.04 

人文发展 0.1131 

1. 每万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万册) 0.597 2.877 0.1 1 20.75 

2. 每万人职业教育平均在校学生数(人) 160.91 39.83 0.3 1 100 

3. 每万人高等教育平均在校学生数(人) 16.46 237.56 0.3 1 6.93 

4. 每万人基础教育平均在校学生数(人) 1141.3 579.02 0.3 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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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Natural basic environmental index system and numerical calculation table 
表 5. 自然基础环境指标体系及数值计算表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实际值 标杆值 三级指标 
权重 

P SC 

自 
然 
地 
理 
环 
境 

0.0675 

自然资源 0.1047 

1. 人均水资源享有量 2142.92 433.30 0.6370 1 100 

2. 森林覆盖率 24% 25.26% 0.1047 1 95.01 

3.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10.3 11.55 0.2583 1 89.18 

宜业环境 0.2583 

1. 每万元 GDP 工业废水(气) 
排放量(吨) 

392.74 452.11 0.3333 −1 100 

2.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82.48% 80.74% 0.3333 1 100 

3. 空气质量指数优良率(AQI) 84.93% 75.80% 0.3333 1 100 

交通环境 0.637 

1. 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量 10.7 17.92 0.4286 1 59.71 

2. 道路密度 6.3 6.42 0.1429 1 98.13 

3. 轨道交通覆盖率 2.20% 8.94% 0.4286 1 24.61 

4. 营商环境评估结果 

通过表 2 到表 5 的数值，可算出 β值为 72.048，居于[70，80]之间，整体营商环境为良。但四模块具

体得分情况具有差异性。总体来看，J 区政策基础环境和自然地理环境整体情况优秀，各项三级指标综合

得分较高，同时也可直观看到 J 区营商环境当前主要不足。 

4.1. 政策环境评估结果 

J 区政策环境得分为 87.14，说明 J 区在政策环境方面卓有成效。第一，开办企业方面，J 区开办企业

情况处于全国较好水平，但也要进一步缩减企业开办环节，进一步提高开办企业手续效率。第二，政务

公开程度上，J 区的政务公开信息化覆盖率和政策信息解释度处于全国最优水平，但行政审批在线办理效

率得分为 65.93，仅处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三，政务政策水平上，J 区对投资者的保护处于全国优秀水平，

税收优惠安排力度和企业行政性收费负担得分处于全国的较好水平，但和标杆地区存在一定差距。第四，

法治环境上，四项指标得分均在 80 分以上，处于全国优秀水平。其中“政府部门中介服务收费规范性”

达到了标杆地区的水平，该项指标是指政府在接受委托人委托、提供中介服务、依法提供有偿的专业知

识和技术服务时，向委托人所收取费用时严格按照规定和标准，说明 J 区政府遵守规范办理公共事项。 

4.2. 经济环境评估结果 

J 区经济基础环境整体得分为 67.70，说明 J 区经济发展水平一般，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国家整体

层面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部分低端产业链及外资企业外移，经济发

展正在结构化转型期。受国家整个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地区普遍存在增长乏力，J 区也难免于此。从地区

层面来看，J 区面临着严峻的地区竞争，重庆市各区县竞争激烈，且 J 区的上市企业少，地区资金利用及

外资利用效率低下的企业多数仍处于中低端产业环节，缺少高科技、高税收、带动能力强的生产性企业，

不利于区域形成产业集群效应等。而这些恰恰对地区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来说： 
第一，从经济发展程度上来看，J 区每万人固定资产投资处于全国优秀水平，人均 GDP 处于全国较

好水平，而 GDP 增长速度在三级指标中所占权重最大，综合可看整体经济实力处于全国一般水平。GDP
增速放缓，增长乏力，与国内领先水平有一定差距，地区经济放缓对趋利的企业来说易导致企业生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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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升，利润下降，易出现通过裁员来降低成本，相继容易引发众多经济问题及社会问题，不利于 J 区

整体的营商环境建造。第二，经济开放水平上，J 区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大，然而 J 区每万人实际

利用外资额只有 285 万元，远低于标杆值，实际的外资利用水平较差，通过外资企业占比这一指标也能

说明此问题的存在。第三，市场容量上，J 区的市场剩余购买力及潜在需求处于全国一般水平，无明显竞

争优势，而每万人上市企业数量更是处于全国较差水平。J 区的上市企业较少，对于拉动就业、促进经济

循环乏力，市场容量更加容易紧缩，蕴藏着经济失调的巨大风险。第四，经营成本上，J 区各指标经营成

本都较低，都存在显著的优势，并且 J 区给出了大量政策支持，使得落地企业能够在办公、经营、纳税

及用工等各个方面节约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利润空间，使得 J 区在全国平均水平中都具有一定竞争力。 

4.3. 社会环境评估结果 

J 区社会环境得分为 50.68，处于全国一般水平。社会生活水平上，J 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得分为 60.04，
处于全国一般水平；人均纯收入得分较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社会服务水平上，J 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

比较完善，给予企业发展提供一定的科技资源支持，但是卫生医疗方面的还需进一步的完善和提高。市

场服务水平上，J 区专业化服务企业比率得分 86.77，处于全国优秀水平。其中，专业协会及联盟数量的

得分居于全国良好水平，各类专业协会和企业联盟为区内企业提供了高质的专业化服务。科技资源水平

上，J 区的科技资源总体水平处于一般水平，如果长期下去，势必会形成技术实力差距，减缓经济增长速

度。特别是“R & D 占 GDP 比重”权重，J 区该项指标得分在 60 分以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亟需进一

步提高。人才储备程度上，J 区四项指标得分均低于 6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从业人口占常住人

口比重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 J 区的就业率的水平不高。人文环境上，J 区的职业教育发展良好，

但相对来说高等教育资源就有些欠缺，这也是造成高等教育平均在校学生数这一指标分数较低的原因。 

4.4. 自然环境评估结果 

J 区的自然地理环境整体得分为 67.91 分，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一般，处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主要是

交通环境得分，拉低了整体平均得分。从自然资源上看，J 区各项指标都处于全国的优秀水平。从宜业环

境上看，J 区环境承载空间乐观，另一方面也看出 J 区环境治理取得显著效果。从交通环境上看，道路的

密集程度高反映出来 J 区在道路建设上有较好的投入。但从公交车数量和轨道交通的覆盖率来看，J 区的

公共交通有待进一步改善。 
由上可以总结出 J 区营商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公共服务水平有待提高；第二、

法制环境建设与市场秩序规范不力；第三，企业融资困境与税务压力大；第四，人才市场发展不够成熟。 

5. 优化营商环境的对策建议 

5.1. 提高行政效能，打造一流服务品牌 

J 区近年透明高效的政务环境已经初见成效，但对比一些地区的先进经验，如浙江“最多跑一次”、

江苏“不见面审批”模式等，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创新服务机制，提升办理快捷度。建立“一窗通办、按责转办、限时办结”工作机制，组建政务服

务电话咨询中心，实现现场、电话、互联网全覆盖帮办服务，优化网上申报，进一步提升办公效率，增

进企业满意度。对于流程优化环节严格事中事后监管，对各办事部门进行有效联动，联合开展检查，加

大监管力度，确保审批事项真正贯彻到位，行政服务真正便捷惠企有效。 
加强政策宣传，提升政策知晓度。畅通信息渠道，开通政务答疑渠道，使企业人员能够全面掌握政

策，切实为自己的企业生产助力。政府方面也应借用平台将自身的产业政策、优惠政策等进行广泛宣传，

https://doi.org/10.12677/sd.2020.101012


李明莉，刘晓民 

 

 

DOI: 10.12677/sd.2020.101012 98 可持续发展 
 

同时组织企业进行申报程序培训，指导项目单位有针对性地编报项目，提高资金申报效率，减轻企业负

担，将政府政策给予企业的支持和鼓励落到实处。 

5.2. 弘扬法治精神，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近年来 J 区全面推进依法治区工作，完善工作运行机制，切实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同时对于一些

先进地区的法治营商环境推动举措，如天津的“津八条”，西安的“五大工作案”，J 区应当学习借鉴。 
重知识产权保护，严知识产权执法。加强对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保护，既要做好行政执法、也要

司法保护并重。探索学习互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等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

为。J 区个别领域执法不严、执法不公、执法效率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因此要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

准制度，规范执法流程，加强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共享，全区联动促进营商法治环境的建设。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共享信息，公

布权力清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全面推行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让政商关系界限分明。

对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进行全面清理规范，充分放权给市场和企业。面对企业法律诉求高，维权难的

问题，搭建合作平台，鼓励相关企业通过与重庆市高校法学院或相关部门进行合作，通过各种形式加强

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 

5.3. 维护公平有序，打造一流市场秩序 

良好的市场秩序是企业运行的基础，开放有序的市场能为企业与政府创造双赢的局面。为创造良好

的市场秩序，针对 J 区现实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优化融资环境，拓宽融资渠道。夯实银行在融资中的主导地位，实现银行与中小企业的互利共赢。

银行可为中小企业开辟专门的融资风险评估体系及信用度体系，实现评估指标的多元化、全面化，如中

小企业的征信数据、固定资产增长情况等等。规范其它民间融资渠道，一定程度上降低借贷的中间成本。

社会资本的累计也将进一步促进该区域社会信任的增进，从而达到一种良性的企业经营氛围。 
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针对 J 区企业用地困难问题，首先要通过调研与实际数据的测量同时结合中小

企业实际，多侧面帮助中小企业达到园区准入门槛，实现集群式发展。立项上要给予配合，对科技程度

高、体量较大、立足民生问题的重要中小企业项目，尽可能争取市级以上立项、市级以上统筹用地指标，

有效解决园区容量问题。对一些高新技术中小微企业，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补助、固定资产投资补助以及

税收贡献奖励。 

5.4. 加快人才队伍建设，优化人才队伍结构 

落后的人才队伍建设机制对营商环境只能产生压制作用并且使具体优化方案难以落地，影响企业发

展。J 区有领先全市的职业教育院校，但高校数量偏少，J 区人才环境优势不明显、优待不够，吸引不了

人、留不住人。 
思想上清醒认识，行动上积极作为。思想上，进一步明确加快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行动

上，立足区情，发挥 J 区较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优势，做好人才方面的对接与引进，建立企业与学校

的输送通道。建立“人才引进专项资金”与高级人才信息库。人才信息库实行动态管理，及时增减。通

过有效途径和形式，与信息库中人才保持联系，充分利用信息资源。 
保障上务求实效，宣传上大张旗鼓。针对 J 区的不足，加大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孵化的支持，同时

加大科技创新方面的支持。建立人才补充保险制度，如鼓励企事业单位为优秀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建立补充保险。宣传上，加大对人才工作的宣传力度，创造助力人才队伍建设的舆论环境。要大力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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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区人才政策，扩大 J 区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向心力。要大力宣传取得重要成果的科研人员，激励广大科技

工作者继续奋斗，为 J 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5. 落实相关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 

着力补齐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短板。推进公共交通系统建设，发挥公共交通的骨干作用，带动全区公

共交通和相关产业发展。在城市道路、桥梁建设、轨道交通建设与改造上，加紧完善城市道路网络系统

的速度，加大道路网络密度，提高城市道路的通达性，解决员工日常出行交通不便的问题。 
着力补齐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短板。加强医院、学校以及相关公共场所的建设。J 区虽然资源总量位居

全市前列，但主要分布在东城，呈现“东密西疏”的状况，全区应当夯实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西城区社

区门诊建设。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调整医疗资源结构，将资源配置逐步到位，从而补齐短板。补齐医疗

设施短板的同时要加快人才队伍培养，加大学校教育资源投资。也应该鼓励有资质、有条件的社会组织

进入教育领域，并积极协调争取各部门支持，确保各板块公立私立校园基础建设进度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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