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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营
商环境应当说有了明显的改
善。这其中最重大的特征就
是以放权、让利，给了中国企
业，给了中国企业家，给了投
资者，给了消费者更多发展的
自主权，从而创造了中国改革
开放以来超越发展的新的奇
迹。今天放权、让利的阶段是
不是结束了？我想应当还没
有结束。针对今天中国经济
面临的新的环境，我们在营商
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是很
突出，要适应新的形势，要实
现中国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在
营商环境方面的工作还有许
多需要下大力气做。

改善营商环境的
任务比过去任务更重

从中国目前发展阶段的改
变来看，我们已经从短缺发展
阶段，从低收入发展阶段进入
到相对宽裕的发展阶段，相对
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

这种发展阶段的改变意味
着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变，意味
着微观层面对各自权利，对政
策环境理解上的改变。

因此，面对改变了的发展
环境，面对发展阶段的调整，
我们应当去思考营商环境怎
么适应新的发展阶段，那就是
适应市场供求关系由短缺到
相对宽裕的变化，适应中国低
收入向中等收入迈进的变化。

中国目前发展环境也发生
很大改变，内部环境已经不再
是过去主要靠要素投入求得
发展的环境，因为今天的中国
要素的瓶颈、要素边际效率都
出现了问题，因此，我们更多
要转到靠创新驱动来实现新

的发展。创新驱动的基础就
在于要有个更好的营商环境，
让微观主体能够更自由、更便
捷、更平等地来投资消费，更
自主地创业创新和创造。

此外，今天面临的主要矛
盾也变了，我们已经从解决人
们对物质文化的需求这层矛
盾，转到了要解决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追求的矛盾，因此解
决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也需
要更好的营商环境。

因此，改善营商环境不是
比过去任务更轻，而是比过去
任务更重，不是比过去更加可
以等待，而是要更加急迫。

中国今天的营商
环境四大问题

目前，中国营商环境虽然
有很大改善，但确实还远远不
能适应微观层面的需要，远远
不能适应内外环境改变的需
要。

1、政府的诚信问题依然突
出存在，一个不守信用的政府
就是最不好的营商环境，如何

提升政府的诚信度，改变政策
多变，改变对微观层面的主体
利益保护不够的问题，是目前
面临的突出问题。

2、目前市场准入门槛比较
高，不公平竞争还很突出，打
破垄断，降低门槛，给各个市
场主体提供更加公平的竞争
环境，也是今天我们需要解决
的问题。

3、融资渠道单一，融资成
本高昂的问题，也是今天营商
环境中还不尽理想的突出问
题。今天中国的融资环境和
融资渠道普遍存在着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就是一个真实
的写照。因此如何解决这个
问题也是我们当前需要面对
的问题。

4、宏观环境怎么保持稳
定，让政策的预期怎么得到保
证也是今天需要面对的。宏
观环境稳定与否，政策是否可
预期也是微观主体能否有活
力，能否有信心的关键环节。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我
们确实需要在改善营商环境
方面下更大力气。

改善营商环境要具
备三个要素

我认为，在改善营商环境方
面需要抓住三个要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来构建新的营
商环境。市场化，就是要进一步
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要尊重市
场的规律，要构造公平竞争的市
场环境，要打破市场壁垒。法治
化，我们要切实提升执法的公平
性，切实完善法治的整体性和完
善性，要切实维护和保障投资
者、消费者的基本权益。国际
化，就是要遵循一般的通行规
则，在从基本国情出发基础上，
在营商环境上更多要兼顾国际
的一般通行规则。而国际一般
通行规则最大特点就是公平、透
明、互惠。因此在公平、透明、互
惠方面怎么与国际规则进一步
接轨，是我们下一步改善营商环
境需要努力的。

而在这“三化”基础上，还
有两方面需要下力气改进：

一是可预期。政策的可预
期是营商环境很重要的方面，
不要让投资者、消费者猜政策
走向，我们要让大家预测政策
基本变化。如何增强政策透明
度，如何提升政策可预期性，是
我们下一步改进营商环境很重
要的方面。

二是平衡性。我们要进一
步改进目前各种歧视现象比较
突出，各种差别、差异比较突出
的现状，让各个主体无论是内
资、外资、国有、非国有，让各个
消费主体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
市民，都能够有公平均衡的公
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享有。

只有这样，我们的营商环
境才能够得到更好的改进。

从优化行政审批服务，推
行行政审批下沉，到园区“封闭
式”管理获较高好评；从助力

“通武廊”小京津冀人才一体
化，到打造生态宜居环境，吸引
优秀人才和企业兴业安家……
优质的营商环境不仅加快了天
津市武清区的发展脚步，引领
天津优化营商环境向纵深实
践，更架起了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鲜明节点。

“服务他人就是发展自己，
通过打造优质的营商环境来厚
植企业和人才发展的沃土。”天
津市武清区副区长刘东海表
示，通过优质营商环境的打造，
极大地推动了武清区高质量发
展。2018 年，地区生产总值

1226.51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117.3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245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6.6%，综合实力走在天津
全市前列。今年，武清将进一
步提升“软”“硬”件实力，打造
宜居宜业的营商环境，提高企
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据悉，为持续推进“放管
服”改革，在“加、减、乘、除”上
下功夫，成为近年来天津武清
区引领区域发展的“金钥匙”。

其中，在“放”上做减法，武
清区大力实施以减事项、减材
料、减环节、减证照、减时限为
重点的“五减”改革，取消各类
无谓证明375项，实现了企业、
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

其次，从“管”上做加法，建
立了行政审批工作体系，明确
责任分工，编制了标准化操作
规程；深入推进“一制三化”改
革，推行“多规合一”。

此外，从“服”上做乘法，将
审批服务向基层延伸，武清区在
各个园区建立了行政服务中心，
辐射周边镇街。2018年，武清区
行政许可服务中心共受理办结
各类许可、服务事项40766件，按
时办结率100%；新增市场主体2
万户，累计总量突破10万户。

由于地处京津发展轴和中
部核心功能区的重要节点，打
造承接非首都功能平台，成为
了武清区发展的重中之重。通
过推进京津产业新城、国家大

学创新园区、京津冀医疗健康
微中心和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等高端平台的规划、建设，
为承接非首都功能和高质量项
目转移提供有力支撑。2018年
引进北京项目1354个，总投资
146亿元。

据介绍，优化营商环境中，
武清不仅为企业落地、创业发
展提供专业化的招商服务，更
把生活配套服务和生态环境建
设放在重要位置。刘东海介
绍，武清区在海外和北上广深
等经济较发达地区设立了外埠
招商机构12个，关口前移，开展
上门服务、精准对接，从初期商
谈、签约、落户到后期建设、运
营，提供全链条的保姆式服务。

【优秀案例】

天津武清：优质营商环境厚植企业发展沃土

【营商环境大家谈】

经济学家邱晓华：

各地优化营商环境比过去更加急迫

邱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