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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格局和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提

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在这一背景下，为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我国的营商环境

优化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政策制度、法律法规、行政审批、市场竞争、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六个方

面为切入点，对中国营商环境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2000年至2021年期间，中国的营商环境得到

了显著改善，但各地区之间的营商环境存在不均衡现象。东部地区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政策支持，

其营商环境优于其他地区。通过区域振兴战略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营商环境得到了一定程度改善。

对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不断改善和优化营商环境，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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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our world is undergoing great changes, as the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have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which presents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
ties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context, in order to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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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China’s business environment from 
six aspects: policies, laws, administrative approvals, market competition, human capital and in-
frastructure. The study found that China’s business environment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be-
tween 2000 and 2021, but there are imbalances among various regions. The eastern region has a 
better business environment than the others due to its superior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policy 
support. Through the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the central,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has improved.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and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s well as achieving the goals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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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不稳定，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供应链关系

紧张。面对外部形势的不确定性，中国政府提出要加快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1]。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推动营商环境的优化。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营商环境的优化做出了重要指示。2018 年，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

上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

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商业和投资环境，包括政府政策、法律法规、行政审批、市场竞争、

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条件和因素。良好的营商环境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实现生产要素的优

化配置[2]，吸引更多国内外投资，提升该地区企业的竞争力，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进一步提高对外

开放水平[3] [4]。 
近年来，随着各地政府在营商环境上的重视，我国的营商环境提升效果显著。目前，城市商业信用

环境指数(China City Commercial Credit Enviroment Index, CEI)被广泛应用于衡量一个地区的营商环境，该

指数可以体现一个地区的信用体系建设效果。自 2010 年以来，共发布了 6 个版本的 CEI 指数。表 1 展示

了 2010 年和 2019 年中国地级市的 CEI 指数排名前 20 的情况。 
分析表 1 可知，从 2010 年到 2019 年我国的营商环境总体上得到了改善，且排名前 20 的城市中位于

东部地区的城市最多，东部地区的营商环境总体上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 
 

Table 1. The top 20 cities in the CEI Index rankings for the years 2010 and 2019 
表 1. 2010 年和 2019 年 CEI 指数排名前 20 的城市 

2010 年 2019 年 
城市 CEI 指数 城市 CEI 指数 
北京市 86.606 北京市 87.085 
上海市 80.091 上海市 85.488 
银川市 77.152 广州市 80.181 
西安市 76.183 杭州市 79.727 
三亚市 76.177 珠海市 7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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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西宁市 75.759 重庆市 78.636 
深圳市 75.566 深圳市 78.446 
南宁市 75.099 天津市 78.294 

鄂尔多斯市 74.896 南京市 77.971 
海口市 74.697 苏州市 77.573 

呼和浩特市 74.195 武汉市 77.352 
济南市 73.975 烟台市 77.301 
太原市 73.851 西宁市 77.295 
兰州市 73.827 济南市 76.962 
南京市 73.657 成都市 76.838 
北海市 73.603 合肥市 76.734 
庆阳市 73.543 福州市 76.602 
乌海市 73.469 大连市 76.529 
杭州市 73.347 海口市 76.528 
武汉市 73.184 郑州市 76.502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CEI)蓝皮书》。 

 
进一步地，图 1 展示了 2020 年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排名 20 的城市[5]。从图中分析可知，营商环境评

价最高的是北京市，其次是上海市。排名前 20 的城市中有 5 个城市位于西部地区(重庆市、成都市、简

阳市、邛崃市、西安市)，1 个城市位于中部地区(武汉市)，其余 14 个城市都位于东部地区。以北京、上

海等城市为代表的东部地区优化营商环境成效显著，这些地区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港口

众多，资源集中。而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由于制度、文化、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因素的影响，营商

环境指数总体上低于东部地区。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 

Figure 1. Top 20 cities in China’s urban business environment evaluation in 2020 
图 1. 2020 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排名前二十城市 

 
根据以上分析，中国各地区之间的营商环境并不平衡，东部地区的营商环境总体上优于其他地区。

基于以上有关营商环境的地理差异，本文进而从政府政策、法律法规、行政审批、市场竞争、人力资源、

基础设施等方面对营商环境进行详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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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营商环境现状分析 

2.1. 政府政策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因地制宜实施区域振兴战略，如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

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注重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首先，针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给予重要支持和政策优惠。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率先在东部设立

经济特区，享有税收优惠、产业扶持、外商投资便利等政策红利，为企业提供了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政策

支持，积极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的增长[6] [7]。 
为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2000 年起，我们国家在西部地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通过对基础设施和

实物资本的投资，西部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中国区域经济从趋异转向收敛[8]。西部大开

发战略中一个重点是减税政策，能够刺激实体经济的发展[9]。 
2004 年，我们国家提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内容就是招商引资，

优化营商环境是招商引资的必经之路，东北地区需通过营商环境改善来消弭“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刻板

印象。在东北地区实行税收优惠、产业升级和创新支持等政策，增强了企业竞争力，培育特色产业优势。 
针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我们国家提出了中部崛起战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城镇化和工业

化。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积极承接来自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大力发展经济，不断缩小与东

部地区的差距[10]。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究竟如何呢？ 
表 2 展示了 2000 年和 2021 年中国四个地区的人均 GDP 的变化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2021 年东

北地区的人均 GDP 最低，其增长率远低于其他三个地区，东北振兴战略实施后其对经济的发展的促进作

用远小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的增长率最高，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效果显著。 
 

Table 2. Per capita GDP of four regions in 2000 and 2021 
表 2. 2000 年和 2021 年四个地区的人均 GDP 情况 

地区 2000 2021 增长率 
东北地区 0.99 5.45 451.20% 
东部地区 1.27 11.98 843.97% 
西部地区 0.55 6.18 1020.16% 
中部地区 0.56 6.20 1005.01% 

单位：万元/人；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Figure 2. Top 20 cities in per capita utiliz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2019 
图 2. 2019 年人均利用外资排名前 20 的城市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4.141002


夏苗 
 

 

DOI: 10.12677/orf.2024.141002 18 运筹与模糊学 
 

图 2 展示了利用外资情况中分析得到，2019 年人均利用外资排名前 20 的城市中有 5 个城市位于中

部地区(武汉市、马鞍山市、长沙市、芜湖市、南昌市)，3 个城市位于西部地区(成都市、西安市、鄂尔

多斯市)，12 个城市位于东部地区。从外资利用上来看，东部地区的对外资的吸引力度要大于其他三个地

区。 
东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在国际贸易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其靠近港口和便利的交通网络使

得外国投资者更容易进入和出口产品。此外，东部地区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为成熟的产业体系，

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好的商业环境，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 
此外，政府的政策不确定性也会对当地的营商环境产生影响，地方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具有负面

影响[11]，适合且稳定的政策才能促进当地企业的长足发展，并吸引更多的投资。 
政府要明确职责，厘清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归根结底政府是为企业服务的，要以企业的需求为中心，

为企业创造出更加公平、透明、公正的市场环境[12]，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提高区域内企业的

创业活跃度[13]。 
图 3 反映了 2021 年中国城市政商健康关系状况排名前 20 的城市，从图中可以看出，排名前二十的

城市中有 1 个城市位于中部(武汉市)，2 个城市位于西部地区(贵阳市、成都市)，17 个城市位于东部地区，

政商关系较好的城市大部分位于东部地区。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政商关系评价报告》。 

Figure 3. Top 20 cities in the health index of political-business relations in 2021 
图 3. 2021 年政商关系健康指数排名前 20 的城市 

2.2. 法律法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逐步形成，我国

营商环境的法制化逐步加强。构建营商法治环境，不仅需要完善立法，还需融合吸收国际惯例，优化并

规范国内投资环境，以吸引企业投资，激发创业热情，促进经济的发展[14]。 
但是，在部分省份还存在以下问题：法律的适用不够规范，存在解释不一致、执行不统一等问题，

给企业的经营活动带来了不确定性和风险，也制约了企业的发展；执法力度相对较弱，执法监管不严格，

一些企业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但却得不到有效的惩罚和制止，损害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企业的合法权

益；法律意识不高，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法律意识相对较低，对法律法规的了解和遵守程度有待提高；

法律服务水平也不高，企业在法律咨询、纠纷解决等方面面临一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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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行政审批 

2016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对此，诸多省市政府都在行

政审批上进行了创新。 
浙江省实行“最多跑一次”改革，采用“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一次办结”的服务模式，此项改革

涵盖政府治理、公共管理等领域，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 
江苏省推广“不见面审批”体系，将其与政务服务网相结合，采用网上审批、集中审批、多评合一

等方式，提高政务处理效率，为我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便利化营商环境走出了一条新路。 
武汉市积极推动营商环境的优化，重视服务质量的提升和法制化营商环境的建设，优化政府服务的

水平，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办事效率。 
银川市采取“一枚印章管数据”、“一件事一次办”和政府服务好差评等措施，简化了企业的办事

流程，提高了政府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被列入 2020 年营商环境示范引领标杆城市。 
哈尔滨市实行“办事不求人”、“最多跑一次”和“办好一件事”等举措，减少企业和个人办事的

环节和时间，提高政府服务的效率和便利性，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这些城市的营商环境优化工作充分体现了我国在推进“放管服”改革方面的积极探索和实践，有效

地减少了审批的流程繁琐，提高了办事效率，进而优化了营商环境，使得企业和群众能够更加便捷地办

理各类审批事项，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通过改革创新、加强制度建设，这些城市为其他地区提

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然而，仍然有一些省市存在行政审批方面仍存在问题：政务集中办理与部门职能分散之间存在矛盾，

影响办事效率和用户体验；繁琐的程序、长时间的等待和低效的审批影响企业的投资和创业意愿；各级

政府之间的信息孤岛现象限制政务数据的共享和协同，阻碍综合治理和服务的提升。因此，仍需不断深

化改革，简化审批流程，提高政府的服务效率，为当地的企业发展营造更加优良的环境。 

2.4. 市场竞争 

在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某些企业或地区还存在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医药经销企业

实施垄断导致葡萄糖酸钙原料药价格上涨，利用“大 V”打造“网红店”并进行刷单，以及旅行社利用

游客的信任和信息不对称性，强制购物并收取回扣等。此外，市场信息的不对称也使得企业在竞争中难

以获取准确的市场信息，影响了企业的决策和竞争能力。还有一些不公平竞争环境，如政府对某些企业

给予特殊优惠或支持。 
为了优化营商环境，经营主体提供优质的土壤，政府部门必须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强

法制化建设，加强监督和管理，构建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对待民营和外资企业一视同仁，注

重发掘企业的潜力，确保市场竞争的公正性和透明性，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和区域壁垒问题，服务保

障社会民生，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

繁荣进步。 

2.5. 人力资源 

当地的人力资源是影响国内外企业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当地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图 4 和图 5 是 2000 年和 2021 年年全国各地区的人口占比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人口主要集中

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东部地区比重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占全国人口比重最少的是东北地区。从 2000
年到 2021 年，西部地区的人口占比增加幅度最大，从 21.3%增加到了 25.54%，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促

进了西部地区的发展，也吸引了其他地区的人口涌向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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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Figure 4. Population proportion of four regions in China in 2000 
图 4. 2000 年中国各地区人口占比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Figure 5. Population proportion of each region in China in 2021 
图 5. 2021 年中国各地区人口占比 

 
进一步地，本文详细展示了 2000 年和 2021 年的地区人口数据。从表 3 中分析可知，从 2000 到 2021

年，东北地区人口增加值最小。由于教育、环境、经济等因素，近年来东北地区人口流失问题严重，东

北地区的人口增长缓慢。西部地区的人口增值最高，自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经济不断发展，人口

也迅速增长。东部地区的人口增加值排名第二，东部地区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等优越条件，

容易引发人力资本的集聚。人口增加值排名第三位的是中部地区，由于距离东部地区较近，中部地区人

才流失的可能性较大，东部大城市的虹吸效应明显[15]。 
 

Table 3. Regional population in 2000 and 2021 
表 3. 2000 年和 2021 年地区人口 

地区 2000 2021 增加值 增速 
东北地区 9755.66 9960 204.34 2.09% 
东部地区 41462.37 49253 7790.63 18.79% 
西部地区 22907.47 33838 10930.53 47.72% 
中部地区 33446.08 39433 5986.92 17.90% 

单位：万人；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4.141002


夏苗 
 

 

DOI: 10.12677/orf.2024.141002 21 运筹与模糊学 
 

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劳动力面临着较低的薪资和福利待遇，使得大量优秀

的劳动力流失到东部发达地区或者海外，导致西部地区人才断层。此外，虽然我国城乡二元格局已被打

破，但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明显。农村地区的劳动力素质相对较低，缺乏现代化管理和技能培训，

这使得农村劳动力难以适应现代化生产方式和企业需求。目前，中国形成了以东部省份为中心集聚，中

西部为外围的人力资本地理分布格局。 
人力资本不只是人口的多少，人力资本还包括人力资源的素质、技能、知识和经验等方面的积累和

发展，教育是影响人力资本的一个关键因素。图 6 展示了 2003~2021 年各地区人均教育支出。从图中可

以看出，东部地区的人均教育支出一直高于其他地区且增长幅度最大。我国东部地区聚集了大量的高等

院校、科研机构，拥有更多高素质人才和技术专业人员，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支持，促进

企业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为当地的招商引资提供了良好的人力支撑。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Figure 6. Per capita education expenditure in four regions from 2003 to 2021 
图 6. 2003~2021 年各地区人均教育支出 

2.6. 基础设施建设 

图 7 展示了 2021 年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占全市总户数排名前 20 的城市，从图中分析可得，排名

前 20 的城市中，有 4 个城市位于西部(榆林市、南宁市、成都市、重庆市)，有 1 个城市位于中部(长沙市)，
其余 15 个城市位于东部。东部地区的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比例大，可以更好的满足企业和个人的需求，

依赖于良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投资和资源。 
中国东部地区包括沿海地区和一些发达城市，如北京、上海、广东等，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

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相对于中西部，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拥有更多的产业基础和先进的产业链，为

企业提供了更多发展机会。此外，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交通、通信、电力等配套设施更加发

达，降低了运输成本，提高了效率。许多企业选择在这里设立总部或分支机构，以便更好地利用区位优

势和市场资源，推动企业的发展。 
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相对较落后，企业运输不便，增加了企业的成本，降低了竞争力；

西部地区的教育和医疗设施相对不足，人才培养和健康保障方面存在不足，限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人

力资源的发展。西部地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得到了大力发展和改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

投资了大量资金用于修建公路、铁路、电力和通信设施等，提升了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通过改善

营商环境，西部地区能够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推动本地区经济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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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Figure 7. Top 20 cities with the number of Internet broadband access users in 2021 
图 7. 2021 年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排名前 20 的城市 

3. 结论和政策建议 

3.1. 结论 

本文从政策制度、法律法规、行政审批、市场竞争、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六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的营

商环境，总体来说，我国的营商环境在 2000 到 2021 年期间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但是我国各地区之

间的营商环境并不均衡。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政策倾斜，东部地区的营商环境优于其他三个地区。

针对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区域振兴战略也促进了各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化，但距离东部地区还有一定

差距。在行政审批和市场竞争方面，我们国家还需要加大力度，提升行政审批的效率、创建公平的市场

竞争环境。在人力资本方面，目前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较高，还需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加强教育投

入，提高教育水平，提高人力资本。在基础设施方面，各地的基础设施投入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

由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因素，基础设施还需进一步加强。 

3.2. 政策建议 

第一，重视营商环境的地区均衡性。由于我国各地区之间的营商环境差异巨大，政府应该加强区域

之间的协调性，加速降低欠发达地区的实际税率。同时加大对落后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改善当地的基

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16] [17]。 
第二，因地制宜发展。政府根据当地的比较优势和特点，选择适合的发展路径和主导产业，不能盲

目照搬其他地区的经验，而应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统筹规划。政府应积极引导和支持本地的产业发展，为

主导产业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如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提供财税优惠、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投入等，以激励和吸引企业在该主导产业领域投资和创新。这样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当地潜力，促进经济

健康发展[18]。 
第三，重视人力资本的提升。投资教育和医疗保健系统，提高当地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和福祉。加强

教育机构、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和促进终身学习机会，增强人力资本基础，为吸引投资、培育创业精神和

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创造有利环境。 
第四，重视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不能只追求经济发展而忽略环境问题。特别是西部和东北地区，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因素，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破坏的挑战。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是责任，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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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更好地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强环境监管，制定严格的法规和标准，

惩处违法行为，确保环境的治理和防控。同时，推动绿色发展，鼓励节能减排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

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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