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商环境十八个指标具体包括

优化营商环境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和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也

是加快改革开放、深化 “放管服”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多次强调要“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

期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要努力“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

境”。2018 年 11 月 28 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中国开展营商环境评估。对

于政府来说，营商环境已成为决定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以提升和改善营商环境

作为地方政府的政绩指标之一，既能够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又是不过度

干预市场的最佳切入点。营商环境评价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排名结果，更在于通过

分析各地分项指标的得分和分布情况，为地方政府补短板、精准施策提供政策决策

参考。以评促建，引导形成优化营商环境的良性竞争，将营商环境改革推向纵深。

营商环境十八个指标具体包括：

. 市场准入：衡量国家对外开放程度，包括外商投资准入、行业准入等。

. 企业登记：衡量企业开办难易程度，包括办理时间、手续等。

. 不动产登记：衡量财产权益保护程度，包括不动产登记手续、登记时限等。

. 税收缴纳：衡量税收制度效率，包括申报、缴纳更为便利的税费、税收减免等。

. 获得信贷：衡量融资难易程度，包括获得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利率等。

. 非财产权益登记：衡量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包括商标、专利、著作权等登记手续、保护

力度等。

. 劳动力市场：衡量就业市场开放程度，包括职业介绍、用工规范、薪酬管理等。

. 环境监管：衡量环境保护力度，包括环境污染治理、环境监测等。

. 贸易便利度：衡量国际贸易便利程度，包括海关流程、贸易政策等。

. 技术创新：衡量技术创新环境，包括研发支持、创新机制等。

. 物流服务：衡量物流配送服务质量，包括物流成本、服务水平等。

. 金融支持：衡量金融服务质量，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

. 公共服务：衡量公共服务水平，包括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的开放程度、服务质

量等。

. 通信服务：衡量通讯服务水平，包括手机、互联网等通信服务的普及程度、服务质量等。

. 电力供应：衡量电力供应质量，包括电网建设、供应稳定等。

. 交通运输：衡量交通运输开放程度，包括公路、铁路、航空等交通运输的建设和运营状

况。

. 投资环境：衡量投资环境优劣程度，包括政策支持、投资机会、投资保障等。

. 自由贸易：衡量国际贸易自由化程度，包括关税、非关税措施等。



知识问答：

优化营商环境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依托，是一个国家或

地区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容。营商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一

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度。

首先，优化营商环境有助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推动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一方面，下放权限、激活市场；另一方面，从注重事前审批为主向注重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加

强政府部门信息公开和廉政建设，地方政府在营商环境优化过程中更加注重良性竞争，提升公

共服务和监管质量，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其次，优化营商环境有助于理顺政府间关系。跨层级的纵向简政放权使行政审批权限下放

到基层部门，企业开办、项目开工等环节的行政审批不断降门槛、减环节、减材料，企业经营

成本显著降低，市场主体的获得感明显增强。与此同时，跨地区、跨部门横向联动加强，政策

形成合力，为企业带来更多利好。

再次，优化营商环境有助于理顺市场主体间关系，创造更加开放公平的市场环境。进一步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进公平竞争和优 胜劣汰。营商环境优化加强了对市场主体的保护，有

助于不断提升 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监管效能。更加注重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营造

适宜创新创业的土壤，带动市场主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蓬勃发展。

我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有哪些？

《中国营商环境报告 2020》是我国首部权威性营商环境评价报告，采用的评价指标体系由

18 个一级指标和 87 个二级指标构成，其中，反映企业从开办到注销全生命周期链条的一级指

标 15 个，即开办企业，劳动力市场监督，办理建筑许可，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获得电力，

获得用水用气，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中小投资者，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跨境贸

易，纳税，执行合同，办理破产。反映各地投资便利度和长期投资吸引力等城市高质量法治水

平的一级指标 3个，即市场监管、政务服务、包容惠普创新。

什么是营商环境评价？



营商环境评价是一项专业性、综合性和创新性都很强的探索性研究工作，需

要通过大量数据资源、营商环境监测等对营商环境做出科学、准确的评价。

什么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是指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破除制约市场作用发挥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激

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主要包括深入简政放权，放宽市场准入等方式。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是为了转变政府职能，重塑市场与政府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营商环境的法治化是指通过法治建设为市场主体活动提供公正、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

涵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多个层面。经验表明，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可有效提升营

商环境的公正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为各类市场主体活动提供可靠的法治保障。

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是指扩大对外开放，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推动

相关领域改革创新。要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就需要扩大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

创新、促发展，不断提升我国营商环境的层次和水平，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增强中国市场吸

引力和国际竞争力。

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主要有哪

些要求？
第一，完善现代市场体系，营造公平高效的市场化营商环境。统一开放、竞争有

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是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体现。

第二，深入推进法治建设，营造公开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

环境。

第三，加快制度型开放，营造开放包容的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快规则衔接，吸收

借鉴国际成熟市场经济制度经验和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加快国内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推动由

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和高质量发展。

如何打造市场化营商环境?

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