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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工作的基础上，全国各
地对2021年商事制度改革和营商环境
建设提出了新的目标，各个方面的工作
也取得了显著进展。课题组从全国各
地选取综合表现突出的30个标杆城市
作为典型案例，从政策政务环境、市场
环境、社会服务环境、融资环境、法治环
境五个维度，重点展示各地区、各部门
的工作思路、推进步骤、改革亮点及改
革成效等，并选取部分城市探索实施的
差异化及针对性措施，供有关城市学习

参考借鉴、复制推广并创新推出更有针
对性开创性的改革举措。

1、政策政务环境。即地区行政事
务的发展水平，包括开办企业的便利
化、花费的时间和费用，企业所需承担
的税负水平等。

从调研中可以看到，各地职能部
门正在下大力气优化窗口服务，力争
实现“最多跑一次”的改革目标。在
河北唐山，唐山市行政审批局围绕打
造一流审批环境，切实增强了窗口服

务工作“争第一、创唯一”的主动性、
自觉性和实效性，在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企业开办、政
务服务“一网通办”、一件事一次办、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群众、全面从严
治党方面塑树8个标杆。与此同时，
还将深化证照分离改革、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改革、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
企业开办标准化改革等作为重点工
作，全力推动重点环节关键领域取得
多项新突破。 （下转第六版）

2021中国企业营商环境典型案例分析报告（上）

营商环境是企业投资兴业的土壤，也是

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作为世界观察

中国经济政策风向的重要窗口，2021年中国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释放更多积极信号。不断

优化的营商“软”环境持续提升中国发展“硬”

实力，给世界带来稳定预期和重要机遇。

中国优化营商环境红利加速释放，归功

于“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化，各项制度安排落

地生根。2020年，《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外

商投资法》同步实施，以法治建设为市场主体

发展厚植土壤；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再减8项，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减到33条，鼓

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新增127条，市场准入门

槛不断降低；自贸试验区再次扩围，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正式起航，服贸会和第三届进博

会如期举行……中国以真招实策向世界宣示

开放决心。

中国营商环境改善获得了国际认可。世

界银行发布的《2020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

国营商环境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31

位，中国连续两年被世界银行评为全球营商

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10个经济体之一。

为进一步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文件精神，

落实中办国办文件对《中国企业报》提出的调

研和宣传任务要求（中发[2017]25号和中办国

办[2018]—4号），《中国企业报》集团组织调研

组分头深入地方一线，进行营商环境实地调

研，到目前为止已累计发布了228个营商环境

城市调研案例。在此基础上，按照政策政务环

境、市场环境、社会服务环境、融资环境和法治

环境五个维度，同时结合企业的实际评价，推

选出年度中国企业营商环境案例30佳城市

（地级市 10佳、县级市 20 佳）。

希望能以此为各地政府主管部门和园区

管委会提供可参照对标借鉴的标杆，进一步

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和企业有序快速发展的

良好环境与社会氛围，并通过财政、金融、税

收、工商管理、人才、就业等政策的引导，推动

企业加快自身核心技术研发，不断壮大实体

经济规模，不断提高抢占国际产业价值链高

端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夯实参与国内外市

场竞争的基础，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开辟光明

前景，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保障。

报告发现，从市场主体的视角看，
2021年全国商事制度改革和营商环境
优化存在“减证”“增效”“提质”几个方
面的主要成效与亮点：

1、“减证”工作成效显著，市场准
入门槛不断放宽。平均所需办理许可
证数量及时间显著减少。从市场主体
的反馈来看，平均所需办理许可证数
量与各类许可证办理所需时间均同比
下降。

2、“一网通办”实现率大幅度提
升。网上办事大厅的知晓率大幅提
高，使用率超过一半，正在进入大规模
使用阶段，基本建成国家数据共享交
换平台体系，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
务平台上线试运行，企业开办、用水用

电报装、不动产登记等事项的办理时
间压缩一半以上。

3、减环节压时限，办事效率大幅
提升。从市场主体反馈看，办成一件
事“最多跑一次”的比例大幅提高。超
七成的市场主体办事实现“一窗办
理”，市场主体获得感显著提升。

4、规则逐渐公开透明，法规制度
不断完善，公平公正监管不断强化，市
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保护不断加码。各
地均颁布出台《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确立了“放管服”改革关键环节的基本
规范。在监管方面，“双随机、一公开”
和“互联网+监管”逐步成为市场监管
的基本方式和手段，包容审慎监管探
索取得成效，市场主体活力及发展韧

性不断增强。
5、有力促进高质量发展。一是促

创业，市场主体总量实现翻番。二是
保就业，市场主体员工规模逐年扩
大。三是稳增长，近半的市场主体业
绩变好。四是调结构，服务业市场主
体占比显著提升。五是促创新，近半
的市场主体有进行创新。

从市场主体的视角看，进一步深化
商事制度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有以
下可行性方向：第一，推行政务服务标
准化建设，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第
二，继续推进信用监管政策落地，建设
竞争中性的营商环境。第三，通过“提
升政务服务”与“开放市场领域”的组合
拳，持续助力市场主体发展。

一、2020—2021年企业营商环境优化主要成效与亮点

二、2020—2021年各地进展及典型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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