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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营商环境及其优化作为政府工作的焦点和重要的学术议题，引起了务实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和广泛讨论，对现有的营商环境领域内的研究进行分析和梳理有助于深入了解该领域研究现状并推动营

商环境研究和发展。利用CiteSpace软件，选择847篇营商环境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绘制知识图谱，

对国内营商环境研究的文献进行共现分析与聚类分析，总结出领域内的发文情况、研究演化与热点聚类。
未来研究可在指标体系本土化、实证研究和多学科交叉领域进行更深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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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its optimization, as the focus of government work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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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portant academic topic, have aroused high attention and wide discussion in the practical and 
academic circles. Analyzing and sorting out the existing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business environ-
ment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status in this field and promote the research and de-
velopment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847 literatures related to business 
environment were selected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knowledge map was drawn, co-occurrence 
analysis and cluster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on domestic literatures on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publication, research evolution and hotspot clustering were summarized in the field. Future 
research can be further carried out in the localization of index system, empirical research and in-
terdisciplinary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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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营商环境是涉及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体制机制与政务、市场、法治、人文及生态环境等相关外部因素

的总和，是国家或地区核心竞争水平和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1]。国内建设营商环境的目标最初于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中提出，此后习近平总书记与李克强

总理连续多年在各个重要场合提出要持续深入推进营商环境建设。随着 2019 年 10 月《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的出台，营商环境建设已具备国家层面的法治基础。近年来，国家不断推进相关试点工作，完善制

度支撑，形成良好的营商环境已是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进行营商环境的研究整合分析时，

由于营商环境的相关研究具有数据量大、结构复杂、信息异质化的特点，导致传统定性分析难以准确、

直观处理。基于此，本文利用 CSSCI 及核心期刊来源文献作为客观数据来源，运用文献计量和知识图

谱可视化分析方法，纵观营商环境的研究轨迹、路径演化和热点聚类，以期供国内营商环境未来研究

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依托中国知网(CNKI)为数据检索平台，使用“高级检索”板块中的“期刊检索”模块检索所需

文献。具体检索路径是：在主题检索中以“营商环境”为关键词选取样本文献，发现国内对于营商环境

的研究始于 1994 年，而 1994~2014 年间每年发文数不超过 10 篇，不具备学术研究价值，因此设置时间

切片为 2015~2022 年，其中 2022 年截止至 4 月，期刊来源设置为核心期刊与 CSSCI，共检索出 976 篇相

关文献。本次文献检索中，共剔除了以下几种类型的非研究型内容：1) 广告类文章。如期刊征稿启事、

选题参考。2) 报道类文章。如评论员文章、杂志中的会议记录、商业新闻、访谈。3) 相关性弱的文章。

如国外营商环境的研究、其它领域文章。经过排除后，输出用于分析的有效文献共计 847 篇。 

2.2. 研究方法 

本文借助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5.8 绘制知识图谱，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和文献计量法的研究方

法进行共现分析和聚类分析，并基于“宏观–中观–微观”路径，结合文献利用关键词共现网络对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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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的研究脉络进行整体把握，同时整合关键词形成聚类，深入探究领域内的研究热点，对其前沿

演进进行细化分析。 

3. 研究成果 

3.1. 国内营商环境研究的时间分布 

为了解国内营商环境研究历年发表情况与整体趋势，对纳入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年度发文量统计，

见图 1。可以看出 2015~2016 年是国内营商环境研究的起步时期，此阶段相关研究的年度发文量稳定在

10 篇左右，说明国内对于营商环境的研究在逐步展开；2017~2021 年是国内营商环境研究的快速上升期，

发文量的高速增长说明有关国内营商环境的相关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研究热度稳增不减。2017 年是国内

营商环境研究的转折点，自 2017 年后相关研究的发文量急剧上升，于 2021 年达到峰值，高达 283 篇，

其转折发端于 2016 年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

强调了放管服改革，即“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2]。2022 年的发文数据

仅统计到 4 月份，共计 69 篇，与 2021 年 1~4 月的总研究文献数量 158 篇相比热度减退，说明国内营商

环境的研究具有较强的政策引导性与时效性，研究与社会背景、政策背景紧密相连。 
 

 
Figure 1. Annual publication statistics of domestic business environment research literature 
图 1. 国内营商环境研究文献各年发文量统计 

3.2. 发文机构与作者分布 

为了解国内营商环境领域是否已形成系统、高质量的学术团队，使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作者、机构

共现分析，见图 2。将节点类型选择为机构(Institution)，生成机构共现网络图谱(略)。从图谱中解读出目

前国内营商环境研究相关机构以高校、科研机构为主，分布较为零散，尚未形成系统合作网络，其中商

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文数最高，发文 8 篇，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发文 6 篇，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发文 6 篇，此外活跃的机构还有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国脉智慧城市研究中心等，机构集中于政法类高校与研究院。设置研究节点类型为作者(Author)，生成国

内营商环境研究作者共现图谱。文献作者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营商环境研究领域的主要人物，通过发

文作者共现图谱可以看出，廖福崇、张美莎、刘军和刘颖等人是营商环境领域内的核心人物，但作者之

间并没有出现领军人物，作者间的合作尚未形成规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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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Authors of domestic business environment research 
图 2. 国内营商环境研究发文作者情况 

3.3. 关键词词频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献的核心总结，进行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分析可以了解相关领域的热点和趋势，关键

词的词频越高，说明其越能代表该领域的研究重点。中介中心性由林顿·弗里曼提出，指的是一个节点

作为其它两个节点之间最短路径的频次，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越高，说明该关键词作为“中介桥梁”的

频次越高，在该领域内的重要程度越高。采用 CiteSpace 中 keyword 节点类型，采用减枝算法与寻径

(pathfinder)，剔除关联弱、具干扰性的关键词，生成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导出关键词词频与中介中心

度并根据频次进行排序，得到表 1。表 1 是国内营商环境优化研究中介中心性在 0.1 以上的关键词。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keywords with intermediation centrality greater 
than 0.1 in business environment research from 2015 to 2022 
表 1. 2015~2022 年营商环境研究中介中心性大于 0.1 的关键词统计表 

关键词 频数 中介中心性 首现年份 

区域经济 5 1.19 2020 

营商环境 491 1.06 2015 

异质性 6 1.04 2021 

民营企业 27 0.85 2015 

国际化 2 0.58 2020 

法治化 22 0.53 2019 

便利化 4 0.52 2018 

交易成本 7 0.45 2019 

地方政府 8 0.35 2019 
城市群 2 0.32 2021 

研发投入 4 0.3 2021 

评价体系 6 0.2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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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创新绩效 2 0.24 2021 

人力资本 4 0.21 2021 

fdi 4 0.19 2021 

国务院 4 0.19 2020 

创新 10 0.19 2018 

政务服务 14 0.19 2019 

制度创新 8 0.16 2018 

企业创新 6 0.14 2020 

法治 7 0.13 2019 

技术创新 10 0.13 2019 

 
根据关键词的频数与中介中心性可知，“营商环境”为领域内频次最高的关键词，“区域经济”为

该领域内最具中介中心性的关键词，此外“异质性”、“民营企业”、“法治化”、“政务服务”、“技

术创新”也是该领域内的重点高频关键词。根据关键词的首现年份可知，其中“异质性”、“城市群”、

“研发投入”、“创新绩效”、“人力资本”均为 2021 年新增的高中介中心性关键词，可以得知国内营

商环境前沿研究活跃，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对于关键词词频与中介中心性的分析尚未能明确领域内研究

热点的整体演进，因此需要通过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作进一步可视化分析。 

3.4. 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 

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指利用文献的集中词汇的共现情况，生成知识网络图谱，以确定该领域内各主

题之间的关系，从而明确领域内研究热点的整体演进状况。利用 CiteSpace 软件，设定关键词(keyword)
为网络节点，设定阈值为：Threshold(3)-FontSize(5)-NodeSize(80)，得到国内营商环境研究的关键词共现

知识图谱，见图 3。 
 

 
Figure 3. Co-occurrence of keywords in the study of domestic business environment from 2015 to 2022 
图 3. 2015~2022 国内营商环境研究关键词共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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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 所示，图中共 597 条连线，各关键词间联系紧密，可知国内相关研究关联性较强。其中不同

颜色线段代表节点的时间分布，紫色线条为 2015 年，红色线条为 2022 年，时间由紫色过渡到红色即代

表时间由远及近，可见 2019、2022 年国内营商环境研究进展显著。节点字体大小与关键词的度中心性有

关，即节点在网络中的总邻点占节点总数的比值，可见“营商环境”作为该领域内核心词，度中心性最

高，“法治化”、“区域经济”、“政务服务”、“政府职能”、“一带一路”也是领域内的重要关键

词。进一步分析，可将国内营商环境研究划为三个阶段：1) 法治化研究阶段(2015~2016 年)。此阶段国

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再度启动[3]，研究主要围绕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为中心任务，重点关键词为法治政

府[4]、法制环境[5]、内贸流通[6]。2) 政府服务研究阶段(2017~2018 年)。此阶段聚焦“放管服”改革与

“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关键词为“放管服”[7]、政商关系[8]、简政放权[9]、地方政府[10]、税务营商

环境[11]、研发投入[12]。3) 环境优化研究阶段(2019 年至今)。此阶段研究主要集中于营商环境优化路径

与指标体系建设，重点关键词为营商环境优化[13]、技术创新[14]、指标体系[15]、高质量发展[16]。 

3.5. 关键词聚类分析 

在关键词共现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概括国内营商环境领域的研究热点，对其进行关键词共现聚类分

析。聚类分析的显著性通常通过中模块值(Modularity Q，简称 Q 值)表示，Q ≥ 0.3 即为聚类显著；合理性

通常通过平均轮廓值(Mean Silhouette，简称 S 值)表示，S ≥ 0.5 即为聚类合理。以 1 年为时间切片，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关键词共现图进行 K 聚类，得到图 4，其中 Q 值为 0.82，S 值为 0.98，符合聚类的显著

性与合理性。 
 

 
Figure 4. Cluster graph of keywords in the study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China from 2015 to 2022 
图 4. 2015~2022 国内营商环境研究关键词聚类图 

 
如 4 图可知，排名前 10 位的聚类为#0 营商环境、#1 产权性质、#2 区域经济、#3 民营经济、#4 国

务院、#5 人力资本、#6 政务服务、#7 评价体系、#8 制造业、#9 国家治理。通过对聚类信息的筛选，整

合出三个研究热点，分别是经济发展、政务服务和营商环境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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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论与展望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在营商环境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根据发文情况来看，国内关于

营商环境的研究具有政策导向性与较强的时效性，发文数量与相关政策的出现密切相关，同时根据对作

者与机构合作的共现分析可知领域内学者与机构缺乏合作联系，较为独立分散，尚未形成系统网络。根

据研究演化来看，国内有关营商环境的研究起步较国外略晚，初期聚焦于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中期立

足于“放管服”改革，后期聚焦于国内营商环境的指标设计与优化路径研究。根据热点聚类来看，研究

主要聚焦于经济发展、政务服务与营商环境优化，其中经济发展热点较高，主要致力于研究营商环境对

于民营经济、区域经济的影响。目前学界对于国内营商环境的关注度稳增不减，处于深入发展阶段。基

于以上的分析，未来国内营商环境的前沿演进可放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内营商环境评价指标的本土化构建。当前营商环境领域内的权威指标仍为世界银行发布的

营商环境报告，虽有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等机构和学者已着眼于国内营商环境的特点进行本土化的指标

设计，但现有研究分支点较少，研究内容仍存在评价标准不统一、政商关系考虑不足等问题。随着国内

营商环境的不断建设和发展，对于营商环境评价的本土指标的需求日益上升，从我国现实情况出发、整

合客观与主观指标，对于如何构建更加贴合中国实际的营商环境测度体系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二，国内营商环境的实证研究。国内营商环境研究在初期与中期多聚焦于定性研究，近年来定量

研究数量才有所增加，但仍需要对区域间营商环境差异、县域营商环境和营商环境优化路径[17]等方面进

行更加深入和细致的实证研究。并且，由于我国的营商环境具有独特性，加上缺乏本土化的评价指标，

当前营商环境研究领域内的实证研究数据仍多来源于世界银行环境报告，因此现有实证研究对中国实际

情况的解释力度存在一定局限。 
第三，营商环境学科领域的交叉整合研究。在学科领域内部，现有的研究热点多建立在已有的主题

之上，如法治化研究、民营企业相关研究，在营商环境步入学术视野之初便已出现相关讨论，目前挖掘

已较为完善，而缺乏领域内各主题之间的整合研究。在学科领域外部，当前营商环境的研究多跟踪政策

需求，缺乏一定的预见性，在学科外延缺乏拓展，应加强学科间的交叉整合，推动国内营商环境研究深

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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