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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国企业营商环境“梧桐”案例报告

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

桐生矣，于彼朝阳。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一个

国家或地区经济软实力的重

要体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提

高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2020年，我国在世界银行等国

际组织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

中全球排名再次实现高位提

升，连续两年成为全球营商环

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个经济

体之一，营商环境改革成就举

世瞩目。

为了进一步贯彻党中央和

国务院文件精神，落实中办国

办文件对中国企业联合会及

《中国企业报》提出的优化营商

环境、弘扬企业家精神的调研

和宣传任务（中发[2017]25号

和中办国办[2018]—4号），在

连续多年调研服务的基础上，

从今年初开始，课题组又用几

个月的时间，按照“凤栖梧桐”

主题形式，进行优化营商环境

实地调研，深入东部、中部、西

部地区，走访若干一线企业，与

园区、市县政府领导交流，并以

市场主体获得感和公众满意度

为导向，获得一批有突破性、创

新 性 的 典 型 经 验 ，形 成 了

《2021中国企业营商环境“梧

桐”案例报告》。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

来。本报告集中展示了近年来

我国东、中、西部30个省、市、

县优化营商环境取得的丰硕成

果，汇集了各地改革亮点、创新

做法、鲜活案例，对各地复制推

广、对标落实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推动“放管服”
改革，相关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市场准入
大幅放宽，公平监管加快推进，政务服务
持续优化。2020年1月1日，国务院颁布
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国务院令第722
号）开始实施，中国特色营商环境制度、机
制以行政法规形式予以明确。2020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
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
明确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完善营商
环境评价体系，适时在全国范围开展营商
环境评价，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的营商环境。

今年年初，国务院提出着力优化营商
环境四大举措，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放管
服”改革，加大《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落实
力度，放出活力，管出公平公正，服出效
率。一要鼓励东部地区、省会城市对标国
际先进先行先试，支持中西部和东北地
区、非省会城市以改革促进营商环境明显
改善。二要推广“一业一证”“一企一证”

“证照联办”等创新举措，催生更多新市场
主体，按市场规则运行。三要促进公平竞
争，推进政府项目招投标市场化改革，规
范中介服务，加大信贷中增加企业融资成
本“潜规则”的查处力度。四要着力提升
监管效能，放得开又管得住，进一步增强
事中事后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推行综合
监管、联合执法，对涉及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等领域实现全覆盖重点监管。

各部门各地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相关要求，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项
重大政治责任，增强思想自觉、行动自
觉，既当“放管服”改革的促进派、又当

“放管服”改革的实干家。各省、直辖市、
自治区结合本地实际，出台了各自的营
商环境法规，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营商环境涉及的市场化程度、法治化保
障、国际化步伐、便利化水平等方面均取
得显著成效，企业获得感普遍极大增
强。2021年上半年，各地市场主体数量
持续增长，经济潜力、活力持续释放。

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均围绕优
化营商环境不断加力，升级版改革举措
或率先落地或蓄势即发。从区域看，营
商环境呈现出显著差异，东部地区优势
明显，处于领跑地位，中部地区次之，而
西部地区营商环境建设相对薄弱，总体
呈现“东高西低”格局，与市场主体直观
感受基本一致，也与各地市场经济差异
水平基本一致。中西部省份与东部省份
存在一定差距，但整体差距确实在逐年
缩小，有的西部省市、中心城市等学习先
进经验，大有后来居前的创新实践。

从本轮调研情况分析，2021 年全国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有五个具体的特点：

1、市场主体改善营商环境的呼声大
多得到了满足，其对政务环境优化成效
予以高度评价。尤其是随着市场准入门
槛不断放宽，“一网通办”等减环节压时
限政策的不断推进，促使企业办事效率

大幅提升，东、中、西部三个区域中，超七
成的市场主体对此给予高度认可。

2、市场主体对要素获得与保障水平
总体评价较高，对减税融资惠企政策成
效大多表示肯定。其中，浙江、四川、山
东等地要素获得与保障水平得到企业的
普遍认可。

3、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成效显
著，政务服务便利化、行政作为法治约束
水平等大幅提升。其中，企业对福建、江
苏、浙江、山东、湖南等地的政务环境给
予高度认可。行政审批改革初见成效，
企业满意度普遍较高，其中服务态度、审
批费用、在线审批等3项工作最受企业肯
定。企业对政务服务便利化中的开办企
业便利度、一网通办便利度、登记财产便
利度3项较为满意。

4、市场规则逐渐透明，法规制度不
断完善，公平公正监管不断强化，信用建
设和市场监管取得阶段性成果。从受访
的相关企业反馈看，广东、江苏、浙江、山
东、福建等地的市场诚信环境较好。企
业对市场监管满意度评价较高，总体满
意度较高的省份为浙江、江苏、山东。

5、在基本构建起全国“放管服”改革
的政策体系、法规体系的基础上，各地“放
管服”改革都进入了局部深入、环节提速、
专项推动、细节再造的优化“最后一公里”
状态。尤其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部分中
心城市更为明显，营商环境法治化的网络
越织越完善，效率也越来越高。

一、从总体上看，全国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本报告课题调研工作，从3月全国两
会期间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访谈、交
流开始，至 8 八月份，通过请过来、走下
去，面对面、网联网，与各地市县党委、政
府及园区领导等近百人交流，又从简政
放权、强化服务改革、创新监管方式与监
管理念、提升要素获得与保障水平等吸
引企业服务企业的多个维度，与一批一
批企业家交流，并从东、中、西部地区选
取了优化营商环境综合表现突出的30个
城市作为典型案例，重点展示其工作思
路、推进步骤、改革亮点及改革成效等，
还选取部分城市探索实施的差异化及针
对性措施，供各地区、各部门交流互鉴，
意在进一步推动形成竞相优化营商环境
的良好局面。

1、东部地区营商环境呈现良性循环
态势

城市营商环境优势明显，高速公路密

度、基础教育的人才穿透度、金融网点密

度、文化事业机构密度及基础设施建设等

软硬环境建设方面优势明显，实现了发展

有资金、创新有人才、生活更便利的良性

循环。企业发展预期趋稳，市场主体对当

地营商环境及经济前景认可度颇高，并表

现出在当地持续投资及推荐其他企业来

所在地投资的意愿，这一地区对企业家的

吸引力最强。

☆北京市：全面“一窗式”改革，政务
服务快速升级。

取消单体面积5000平方米以下的房

屋建筑施工图审查、企业开办3天完成、
取消社会投资项目招投标要求……近两
年来，北京市发布了含金量更高的“9+N”
政策2.0版，全面推行“一窗式”改革，建
立“e窗通”网上平台，实现全程电子化，
全面推行基层政务服务，努力为企业创
造良好营商环境。

在宽敞明亮的政务服务大厅内，综合
窗口的工作人员正忙着办理各种事项。

“以前我们办事，找部门找窗口，挨个排
队，很是麻烦。而现在，无论办什么业务，
任何一个综合受理窗口都可办理，真是太
方便了！”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感慨良
多。办事群众材料递交窗口后，其余环节
均由前后台工作人员全程代办，不再需要
群众来回“跑窗口”。 （下转第五版）

二、区域经验及典型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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