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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包容的中国营商环境
主持人语 一般认为，营商环境是指企业在开办、经营、破产等全生命周期内，在遵循地方政

策法规及相关制度的情况下，开展商业活动所需要的时间、手续、成本等。近年来，中国营商环境

持续得到优化与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钢研究员首先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包容性营商环境的概

念。2019 年起，李钢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19ZDA048) ，开始系统思考营商环境的包容性问题，认为在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不仅要关

注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因素，而且要关注劳动者与普通公民的福祉，不断提升公民的幸福感与获得

感。当然，包容性的营商环境不仅要关注公众的福祉，而且要关注市场主体中弱势群体———小微

企业的发展环境; 不仅要关注人类的发展，而且要关注整个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包容

性营商环境至少有以下几层含义: 一是区域环境要促进企业之间的包容性; 二是区域环境要促进

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包容性; 三是区域环境要促进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包容性; 四是区域环境要

促进整个生态系统的包容性。
2022 年 3 月 27 日至 4 月 12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项目组( 下文统称 IGDS

项目组) 针对包容性营商环境这一主题，通过电子问卷形式进行了全国性调查，共回收问卷 5 476
份，数据清洗后保留有效问卷 5 047 份。课题组根据问卷数据，对全国七大区域( 东北、华中、华
南、华北、华东、西北、西南) 的包容性营商环境进行分析，分两期刊发。东北地区由王奥等执笔，

华中地区由李晗冰执笔，华南地区由张海峰等执笔，华北地区由郭淑芬等执笔，华东地区由邱海

霞执笔，西北地区由刘辉等执笔，西南地区由范应胜执笔。

华北地区包容性营商环境构建研究
“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102488)

摘 要: 伴随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国家经济政策趋向更加强调平等与包容，各地营商环境也

在向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方向转变。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 IGDS ) 问卷回收

结果，从公众感知视角对华北地区包容性营商环境建设情况进行分析。调研结果显示: 华北五省

( 市、自治区) 被调查者认为当地政务服务质量与实效不断提高，对当地包容性营商环境建设特别是

法治建设评价比较满意，清廉的政治生态、国家政策和市场化水平是影响营商环境最重要的三个因

素，个人努力程度被充分肯定，地域排斥现象非常轻微，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公平正义的法治环

境、人才队伍建设是建设包容性营商环境最重要的发力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两者关系紧密

且不可分割已成为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共识，包容性企业文化正处于形成过程之中，但是仍存在一些

不容忽视的问题。对华北五省( 市、自治区) 包容性营商环境进行差异对比，选取山西省作为典型省

份简要分析包容性营商环境建设特点，并提出关于华北地区进一步构建包容性营商环境的政策建议。
关 键 词: 包容性; 营商环境; 绿色发展; 华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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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北五省( 市、自治区) 经济发
展与营商环境分异概述

华北地区在自然地理上一般指我国秦岭—淮

河线以北、长城以南的广大区域，地理范围包括北

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中部地区

( 呼 和 浩 特 市、乌 兰 察 布 市、包 头 市、鄂 尔 多 斯

市) ，在行政区划上则实际包括整个内蒙古自治



区。其中: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
最具活力的地区; 山西省是我国重要的能源与文

化大省，也是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区;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的发源地，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资源富集;

晋蒙两省区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边疆繁荣稳定

大局中皆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1. 京津冀晋蒙经济增长趋势

2012—2021 年京津冀晋蒙在全国经济总量占

比上呈现先降后升趋势，但是始终能够占据 12%
以上，其中 2020 年比重降至最低点 12. 14%，至

2021 年又有所回升，约为 14. 15 万亿元，占全国

经济总量的 12. 37% ( 见图 1) 。

图 1 2012—2021 年华北五省( 市、自治区) 地区

生产总值总和在全国比重的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 京津冀晋蒙经济发展省际差异较大

京津冀晋蒙之间经济发展不均衡性特征比较

明显。表 1 显示了 2021 年华北各地的 GDP 增长

情况，北京、河北等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山西与内

蒙古比较接近。存在一地 ( 北京) 的经济发展总

量高于其他一个以上省域经济发展总量之和的情

况，因此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省际发展的不均

衡性。
3. 京津冀晋蒙处于不同营商环境建设阶段

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

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其优劣直接影响市

场主体的兴衰、生产要素的聚散、发展动力的强

弱。总的来讲，京津冀晋蒙营商环境呈现出层次

化的特征，具有明显的建设阶段差异性。北京在

国家营商环境评价中综合排名位列第一，是世界

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样本城市; 天津则拥有国家区

域战略中心城市、产业、港口、交通等优势，拥有改

革开放先行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自由贸易试

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先行先试的优越条

件，在华北水平较高，但是与北京仍有一定的差距，

在全国也处于中游水平; 河北、山西以及内蒙古三

省( 自治区) 的营商环境则处于相对较低的建设层

次中，共同的特点是由于省区产业结构总体层次偏

低，市场化国际化程度有待提高。

表 1 2021 年华北五省( 市、自治区) GDP 基本情况

省( 市、自治区) GDP /亿元 实际增速 /% 名义增量 /亿元 名义增速 /% 全国排名

北京 40 269. 55 8. 5 4 167. 00 11. 50 13

天津 15 695. 05 6. 6 1 611. 32 11. 40 24

河北 40 391. 30 6. 5 4 184. 40 11. 56 12

山西 22 590. 20 9. 1 4 938. 07 28. 00 20

内蒙古 20 514. 20 6. 3 3 154. 20 18. 20 21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s: / /data． stats． gov． cn /。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

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旨在解

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有研究指出，营商环境对于

城市的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1 － 2］，包容性营

商环境建设有助于这个矛盾的缓解。中国社会科

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 IGDS ) ”以包容

性营商环境为主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调研，旨

在了解目前各区域营商环境建设的现状与问题，

根据调研数据结合地区特征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以促进各地包容性营商环境的形成。基于此，本

文主要从公众感知角度分析华北地区包容性营商

环境发展情况与差异性。

二、问卷发放与回收情况

“包容性营商环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

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 IGDS ) ”中主题之一。调查

时间是 2022 年 3 月 27 日至 2022 年 4 月 12 日，调

查形式为问卷星电子问卷。调研组织管理采用多

级负责形式，在遴选出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省级

调研负责人基础上，再由省级调研负责人进一步遴

选相应的各个地市级负责人，再主要由地市级负责

人选择确定调研对象，由调研对象线上回答并提交

问卷。调研团队层级结构分明、权责清晰、分工合

作，为调研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组织保障。华北地区

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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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五个省级行政区域。本次华北地区调查问卷发

放面较广、回收数量多、有效比例较高，共收到问卷

1 543 份，其中有效问卷 1 520 份。

三、调查对象个体特征分析

第一，本次被调查者性别结构相对均衡。从

公开的华北地区参与调查者的性别结构来看，男

性被调查者绝对数为 636 人，女性被调查者绝对

数为 884 人，男女被调查者的占比分别为 41. 84%
和 58. 16%，男女受访人数基本相当，不存在显著

的性别差异。
第二，本次被调查者年龄结构相对合理。从

华北地区被调查的受访者年龄来看，涉及了 21 ～
40 岁的青年组、41 ～55 岁的中年组和 56 ～ 70 岁的

老年组，占比分别为 60. 39%、33. 86%和 5. 75%。
第三，本次被调查者学历层次相对较高。从

公开的华北地区参与调查受访者学历来看，大学

本科人数最多，为 579 人，占总人数的 38. 09% ;

其次硕士研究生有 286 人，占总人数的 18. 82%，

博士研究生人数为 67 人，占总人数的 4. 41%。
总体而言，大学本专科以上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

高达 61. 32%。被调查者学历相对较高，可以较

好地保证问卷的完成质量。
第四，本次被调查者工作性质具有一定的分

布广度和代表性。从被调查者所属工作单位性质

来看，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非国有控股股份

制企业、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军队及各类事业单

位，到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及个体工商

户等都有涉及。其中，党政军群及事业单位被调

查者占 43. 23%，来自各类市场主体单位的被调

查者占 50. 17%。这使得本次问卷的调查者角度

有着比较均衡的代表性，更能反映社会公众的总

体认识。
总体来说，华北地区五省 ( 市、自治区) 的调

研对象男女比例相当，年龄、学历、行业分布较为

合理，调查结果能够较好地反映调研所在城市经

济运行与营商环境的客观事实，整个调查具有较

高的科学性与预测性。

四、华北五省( 市、自治区) 包容性
营商环境总况分析

本报告借鉴既有研究成果，从多个维度系统

分析公众对华北五省( 市、自治区) 包容性营商环

境的感受和认知，对总体营商环境建设情况进行

系统性分析，具体结果如下。

1. 被调查者对华北五省( 市、自治区) 包容性

营商环境建设比较满意，其中对法治建设的满意

度最高

调查对象对当地营商环境建设的满意度评价

得分为 6. 19 分( 满分 10 分) ，且分项得分全部在

6 分以上( 见图 2) 。这表明调查对象对当地的营

商环境建设表示较为满意，说明在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下，华北各地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聚焦市场主体关切优化营商环境，有效激发和提

升市场活力的改革实践得到了社会公众的充分认

可。在满意度分项得分中，法治建设( 6. 57 分) 和

税收优惠( 6. 19 分) 、总体营商环境( 6. 19 分) 位

居前三名，满意度得分高于和等于总满意度平均

分，说明国家及华北各地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被

公众所肯定，也表明已经推出的一系列大规模减

税政策，使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切实感受到了

国家税收减免福利。排名第四为市场秩序( 6. 14
分) ，表明各地政府在构建包容性营商环境方面

推出的维护市场制度的改革政策也产生了实效。
相对而言，政府在建设营商环境中应继续加大服

务力度( 6. 01 分) ，并提供优惠政策( 6. 01 分) 。

图 2 被调查者对营商环境满意度得分

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

查 IGDS-A202201I-14 题( 华北数据) 。

2. 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政务服务质量与

实效得到提高，但仍需持续关注和解决突出问题

近年来，国家在政府服务方面持续深入改革，

华北各地推出更多更高质量的服务举措，着力解

决好市场主体及群众办事难、办事慢、来回跑、不
方便等突出问题，特别是各地强化执行，把深入推

进服务便民化作为深化“放管服”改革的主要抓

手和突破口，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但实践中的一

些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社会公众对政府服务的期

待必须得到重视。
具体来看: 第一，华北地区被调查者总体感知

认为，周围的人去政府办事的方便程度比较高。
给出 6 分以上的被调查者占到了 63. 67%。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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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于自己在政府相关网站办事的方便程度上，

63. 28%的被调查者给出了 6 分以上的评分，说明

目前华北各地借助新一代网络数据条件，创新改

革思维，打破固有信息壁垒，最大限度整合社会数

据资源，不断提高电子政务与政府办公信息化水

平，实实在在地为社会带来了便利。第三，在“去

政府办事是否需要找熟人”选项里，认为“不需

要”的占 41. 71%，占据多数，但是仍然有 36. 25%
的比例认为“需要”，而“在去执法机关办事是否

需要找熟人”的选项里，认为“需要”的占据最高

比例，为 38. 42%。“找熟人”与中国传统观念里

的“熟人社会”观念密切相连，这是值得重视的问

题。用制度打造更优营商环境，用好的政治环境

杜绝“衙门有人好办事”“人熟为宝”现象的工作

仍应该持续抓好抓实，不断走向深入。第四，社会

非常关注国家反腐败工作，36. 06%被调查者的人

际环境显现出对当地腐败事件有着较高的敏感与

参与程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和国家持续保

持正风肃纪反腐高压态势，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

可与支持。
3. 深入构建包容性营商环境的重要手段包

括营造清廉的政治生态、继续保证国家优惠政策

供给以及不断提高市场化水平

华北地区被调查对象认为，在影响营商环境

的因素中，位居前三名的因素分别为“清廉的政

治生态”( 34. 21%) 、“国家政策”( 21. 97% ) 和“市

场化水平”( 21. 51% ) ; 此外，“人才”( 8. 36% ) 与

“自然环境”因素( 7. 30% ) 也比较重要( 见图 3) 。
前三名因素排序在华北地区整体及华北各个省、
市、自治区显现出完全一致的统计特征。

图 3 影响营商环境建设的因素

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

查 IGDS-A202201I-20 题( 华北数据) 。

这说明了作为营商环境的根本土壤与基础载

体，政治生态集中体现了党风、政风和社风，而营

商环境也是政治生态的现实反映与表征。扎实开

展政治生态净化、作风建设深化、清廉文化培育是

改善营商环境的重中之重。国家政策是营商环境

最好的驱动力量。服务政策的逐步科学与便利

化，财税政策更加普惠，都对营商环境提升有着重

要意义。市场环境是助力营商环境提升的基石，

特别是在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背景下，平稳有

序的市场环境对企业而言就是一针“强心剂”［3］。
维护好竞争有序、自由健康的市场环境是改善营

商环境的重要手段。
4. 社会公众总体认为收入差距处在基本合

理范围内，个人努力程度被充分肯定，地域排斥现

象非常轻微

调查结果显示，在对当地收入差距合理程度

的感受上，给予 6 分以上评分的调查者比例为

41. 19%，即认为当地收入差距处于基本合理的区

间，同时个人努力程度、家庭背景和机遇是造成现

有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34. 01% 的被

调查者认为“个人努力程度”是造成收入差距的

主要原因，24. 74% 的被调查者认为“家庭背景”
是造成收入差距主要的因素，19. 74%的被调查者

认为“个人机遇”是导致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因

素( 图 4) 。这些结果表明，社会更倾向于将收入

差距归因于个人的努力上，也说明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个人能力的大小与收入成正比例关系，能力

越强、收入越高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而通过个

人努力提高个人能力充分调动了人的主观能动

性，激发了其创新进取的积极性，积极进取和能力

展现被充分肯定和认可。

图 4 造成个人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

查 IGDS-A202201I-23 题( 华北数据) 。

另外，有 78. 76% 的被调查者对外地人到本

地就业和生活持欢迎态度，给予 6 分以上的打分;

如果只观察评分在 8 分以上的被调查者，比例也

过半，达到了 51. 52%，这说明华北各地社会包容

氛围较好; 评分为 5 分以下持有不欢迎态度的比

例只有 21. 25%，4 分以下比例仅为 5. 86%，可见

当地人对外地人的排斥程度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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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面提高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以良法

善治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是建设包容性营商环境最重要的发力点

图 5 显示了被调查者认为的政府为改善华北

地区营商环境应采取的措施。

图 5 政府需要怎样改善营商环境

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

查 IGDS-A202201I-34 题( 华北数据) 。

由图 5 可知，社会公众也在呼吁政府应通过

减税降费、金融支持以及创新监管方式来实现营

商环境的改善，选择比例分别达到了 42. 23%、
31. 64%和 29. 47%。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

愿望与政策期待，也给政府工作提供了发力方向。
结果表明: 74. 47% 的被调查者认为，提升政

府公共服务质量是政府改善营商环境最应该努力

的事项，这表明政府是营商环境建设的核心力量，

政府优质服务是建构包容性营商环境的最有力途

径。营造公平正义的法制环境是政府改善营商环

境次位应做的重要工作，占选择比例的 62. 10%。
破解营商关系的主要痛点和短板，使营商环境更

具有包容性，关键是加强法治建设，筑牢公平透明

的法治基础，进一步构建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

境［4］。52. 24%的被调查者认为，人才培训与引进

也是改善营商环境的重要手段，说明塑造温馨的

社会氛围，打造良好人文环境“筑巢引凤”，从而

逐步加强包容性营商环境建设，已经逐渐成为社

会基本共识。
6. 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两者关系紧密

且不可分割已成为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共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

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一体治理山水林田湖草

沙，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决

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

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

性的变化。被调查者认为相对于经济发展，对当

地政府对环境污染的重视程度给予 6 分以上评分

的占到 73. 09%，华北地区平均分也达到了 7. 03

分( 10 分制) 。这表明，当前各地政府已经基本摒

弃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旧有思维，将保护生态环

境和发展经济有机统一，使之相辅相成，经济增长

对环境的包容性正在逐步提高。
7. 作为建设包容性营商环境重要的硬件基

础，华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完善，社会公众满

意度较高

调查结果显示，华北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基本符合公众期望，75. 93%的被调查者对当地公

交出行给予 6 分以上的评分，认为借助公共交通

出行方便程度较高; 59. 67%的被调查者对当地开

车顺畅程度给予 6 分以上的评分，认为开车出行

畅通度较高。这两个结果说明了华北地区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准，社会公众

满意度较高。此外，除了传统交通基础设施的继

续发展，逐渐新增以电动汽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清
洁能源动力的交通工具，有序推进充电桩、配套电

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也是应予以重视的方面。调查结果显示，58. 62%
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在本地使用电动汽车总体较为

方便，给予了 6 分以上的评分。
8. 包容性企业文化正处于形成过程之中，青

年工作者在企业的成长环境较为公平公正

调查结果显示，华北地区包容型企业文化仍

在形成过程之中，在设定的企业与员工发生劳资

纠纷情境中，18. 36%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地执法机

关会倾向于维护企业而非员工的权益; 17. 63% 的

被调查者则认为会更倾向于维护员工的权益，略

低于选择倾向企业者; 而 47. 50% 被调查者认为

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见图 6) 。由此可见，包容性

企业文化在华北地区虽然尚未完全形成，但是趋

向是积极的，随着政府及有关部门对企业员工权

益的重视程度逐步提高，企业职工会享有更具有

包容性的权益维护与待遇获得，分享到改革和营

商环境改善的红利。另外，有 49. 72% 的被调查

者认为，只要在企业努力工作，就可以获得上司的

肯定并得到提拔，给予 6 分以上的评分。这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华北地区企业为青年员工营造了

一个总体上和谐的发展环境，青年工作者可以依

托这样的公平公正环境，通过努力奋斗和才能赢

得自我发展的机遇。
9. 建设包容性营商环境面临过高房价因素

的掣肘

1998 年，我国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

实行住房货币化改革。过去二十余年间，我国房

地产投资一直保持着高增速。相对于各地平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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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当企业与员工发生劳资纠纷时

当地执法机关可能的倾向性

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

查 IGDS-A202201I-26 题( 华北数据) 。

资，过高的房价不但客观上给年轻人的居住品质

以及生活品质带来重大的影响，对人才成长和实

体经济发展也产生了强烈而庞大的挤出效应。调

查结果显示，华北地区被调查者中有 84. 48% 给

予 6 分以上的评分，认为所在地房价与工资水平

相比呈现过高的特点。过高的房价已经成为普通

劳动者以及年轻人发展的障碍因素之一，也非常

不利于包容性营商环境的建设。

五、华北五省( 市、自治区) 包容性
营商环境差异分析

1. 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京津两地显

著走在前列，晋冀蒙三地仍存在一定挑战

图 7 反映的是华北五省 ( 市、自治区) 对于

“去执法机关办事需不需要找熟人”的感受，结果

显示: 北京和天津两地认为“不需要”的比例过

半，分别为 54. 84%和 56. 25%，显著大于认为“需

要”的比例; 而在河北和山西则是认为“需要”的

比例占据首位，分别为 43. 62% 和 40. 21% ; 内蒙

古认为“不需要”的最多，但是与认为“需要”的比

例较接近，只相差 3. 84%。
图 8 反映的是华北五省 ( 市、自治区) 对于

“去政府办事需不需要找熟人”的感受，结果表

明: 北京、天津、内蒙古和山西四地认为“不需要”
的占首 位，其 中 京 津 两 地 比 例 皆 过 半，分 别 为

58. 06%和 54. 17%，内蒙古为 43. 59%，都远远超

出了认为“需要”的比例; 山西虽然认为“不需要”
的最多，但是与认为“需要”的比例非常接近，只

相差 1. 98%。河北则呈现出认为“需要”的比例

为最多的情况，以 39. 60% 高于认为“不需要”的

34. 90%。河北、山西和内蒙古仍需要进一步推进

服务型政府建设，建立服务型政府建设动力机制，

图 7 周围的人去执法机关办事是否需要找熟人

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

查 IGDS-A202201I-16 题( 华北数据) 。

使办事流程越来越规范透明，将便民惠民的政策

落在实处，真正用服务与制度规则突破关系藩篱。

图 8 周围的人去政府办事是否需要找熟人

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

查 IGDS-A202201I-17 题( 华北数据) 。

2. 大学生在华北五省( 市、自治区) 面临公平

程度具有明显差异的入职竞争环境

图 9 反映了大学生“在当地寻找工作时是否

需要托关系”的情况，调查数据显示: 北京与天津

两地认为“不需要”的比例占据首位，且都超过半

数，分别为 59. 68% 和 54. 17%，这表明在京津两

地大学生在入职竞争中拥有良好的公平竞争环

境; 而内蒙古和河北两地，同样是“不需要”选项

占首位，分别为 41. 03%和 40. 94%，但是仅比“需

要”的比例高出 3. 85%和 6. 71%，较为接近，这两

地大学生入职竞争环境的公平性次之; 山西则是

认为“需要”的比例最高，为 44. 47%，比认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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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 32. 07% 高出 12. 40%，反映了大学生在

山西面对的入职竞争环境形势相对严峻，借助人

际关系等社会资源的现象相对更多。

图 9 身边的大学生在当地找一个平均

收入的工作是否需要托关系

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

查 IGDS-A202201I-25 题( 华北数据) 。

3. 华北各地对企业文化的包容性存在差异，

京津冀蒙四地包容性企业文化初步形成，山西仍

在形成过程中

图 10 显示了在设定的企业与员工发生劳资

纠纷情境中，当地执法机构可能的倾向性，排除

“视情况而定”与“不知道”选项，在京津冀蒙四

地，认为“会倾向于维护员工权益”的都相对较

多，京津 两 地 此 项 的 比 例 分 别 达 到 35. 48% 和

27. 08%，超过“会倾向于维护企业权益”的比例

分别达到了 24. 19%和 12. 50% ; 内蒙古与河北认

为“会倾向于维护员工权益”的比例较京津两地

低，分别为 18. 59%和 16. 11%。而山西则呈现出

相反的结果，认为执法机关“会倾向于维护企业

权益”的比例更高，为 20. 15%，大于认为“会倾向

于维护员工权益”的 15. 80%。这从侧面反映了

北京、天津、内蒙古和河北已经初步形成了包容性

企业文化，而山西则尚未达到此阶段，包容性企业

文化仍然处于形成过程之中。
4. 京冀两地交通基础设施承载压力较大，津

晋蒙三地交通硬件服务感受较好

调查结果表明，北京和河北两地在本地开车

出行拥堵的概率或者程度较大，特别是对于北京，

作为首都和特大城市，评分在 1 ～ 5 分之间的比例

达到了 67. 74%，本地驾车畅通体验较差; 河北在

此评分区间的比例为 53. 70%，被调查者主观感

受也欠佳。而天津、内蒙古和山西三地被调查者

图 10 当企业与员工发生劳资纠纷时

当地执法机关可能的倾向性

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

查 IGDS-A202201I-26 题( 华北数据) 。

则认为在本地开车出行的堵车程度和概率较低，

评分居于 6 ～10 分的比例分别为 66. 67%、66. 03%
和 61. 59% ( 图 11 ) 。这说明华北各地在以交通

基础设施为代表的区域硬件设施建设与服务水平

不断提高的同时，以北京为代表的特大城市以及

以河北为代表的部分地区基础设施承载压力负荷

较为严重，交通承载饱和度较高，应继续突出重点

区域，综合运用科技、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

段，有效改善绿色出行环境、切实加强交通精细化

管理，确保缓解交通拥堵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图 11 本地开车出行的堵车程度

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

查 IGDS-A202201I-30 题( 华北数据) 。

5. 京津两地与冀晋蒙三地吸引人才的因素

存在明显差异

调查结果表明，北京和天津两地被调查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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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选择在当地工作，首要原因是由于在那里他

们的下一代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相较于其他原

因，更好的教育条件及其为后代带来的更优质的

教育环境，成为占有压倒性比例优势的首选项，分

别为 58. 06% 和 54. 17% ; 而在河北、山西和内蒙

古，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在当地工作的首要原因是

家乡因素，例如自己就是本地人或者离家较近，且

这一选项也成为这三地具有巨大领先优势的首选

项，占比分别达到了 79. 87%、77. 01 和 82. 05%
( 图 12) 。这说明京津等中心城市拥有的教育实

力可以提供高品质教育资源，成为其培养人才、吸
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已成为影响

营商环境最重要因素之一。冀晋蒙则需要继续发

挥乡情、故土情结，进一步全面、多维度营造包容

性营商环境。

图 12 选择在当地就业的原因( 各地占比最高选项及比例)

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

查 IGDS-A202201I-21 题( 华北数据) 。

六、山西省构建包容性营商环境
的主要进展

1. 全面维护企业职工权益，促进企业与员工

的包容性发展，推动包容性企业文化形成

相对于企业，员工是弱者。建设包容性营商

环境，要求不仅要关注企业的利润、关注企业的可

持续发展、关注资本的利润与利益，同时也必须关

注员工利益、员工可持续发展以及劳动者权益。
近年来，山西省围绕企业员工权益进行了诸多工

作，如专门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劳动用工

问题进行了政策指导，强调要兼顾企业和劳动者

双方合法权益; 另外，一系列围绕保障企业职工权

益的专项行动也在不断开展。
山西省被调查对象认为当企业与员工发生劳

资纠纷时，当地执法机关可能的倾向: 最大比例选

择为“视情况而定”( 46. 6% ) ，而选择倾向于企业

的( 20. 23% ) 则多于选择倾向于员工 ( 15. 78% )

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被调查者对员工作

为“企业—员工”关系中相对弱势一方可能面对

不利处境的疑虑。
尽管如此，山西被调查者所感知的个人工作

努力程度与向上发展可能性的关系中，打分为 5
分以上的比例达到了 71. 33%，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资本与劳动的包容性。可以看出，由于营商

环境会深刻影响市场环境、法律环境、企业微观人

文环境等，所以良好的具有包容性的营商环境会

促进市场主体形成充分重视劳动者工作努力的正

向反馈机制。
就在本次调研进行期间，山西省开展了维护

职工休息休假权益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

权益专项行动，重点排查整治违反工时制度超时

加班问题，依法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权益。专项

行动覆盖全省煤炭、安保、银行、制造等重点领域，

以及外卖、快递、网约车、同城货运等新就业形态

行业的头部企业，切实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好这些

领域员工的权益，提升其幸福感。
2. 积极维护公平市场环境，促进对省外劳动

者与企业的包容与接纳

相对于本地人，外地人是弱者。优秀的营商环

境要求破除妨碍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

机制障碍。包容性营商环境的一大应有之义是一

个区域对于其他区域劳动者与企业的接纳，充分实

现在遵守国家各项法律的基础上，维护统一的公平

竞争制度，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充

分保障跨区域劳动者的权益，真正实现不因为劳动

者或者企业所有人来自的区域不同而受到歧视。
早在 2015 年，山西就从一些行业入手，逐步

规范对省外企业承揽业务的限制，规定省外入晋

建设工程企业将纳入本地建筑市场统一监管，此

后，同类的非歧视性政策也在其他行业快速推广。
2018 年，山西将外省务工人员纳入公租房保障范

围。在原有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公租

房保障覆盖面，将新就业大学生和外省来晋务工

人员等“新市民”群体全部纳入保障范围，实行实

物保障与租赁补贴并举，出台租赁补贴政策，推行

公租房货币化，引导保障对象到市场租房。2021
年，山西省发改委面向全省各行业协会、商会、企
业及其他市场主体公开征集有关市场准入领域不

合理限制和隐性壁垒的问题线索。
在对山西省对外地人到本地就业和生活的欢

迎程度进行调查时，6 分以上占比 78. 34%，8 分以

上者为 53. 08%，满分“非常欢迎”则占到了 28. 29%。
该调查从侧面表明山西对其他地区人文因素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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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性非常高，地区营商环境初步实现了对省外文

化的包容性。
3. 坚持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促进经济

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包容性共进

相对于自然环境与其他生物，人是强者。包

容性的营商环境不仅要关注人、经济与社会的发

展，而且要关注整个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长

期以来，资源倚重型的经济结构，使得山西省一直

是全国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更

成为包容性营商环境建设的一大缺口。近年来，

山西省高度重视生态可持续发展工作，坚持把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做好生态环保工作的根本

遵循，把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作为基础性、底线性

任务，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统筹推

进重点污染防治任务落实，坚决打赢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坚定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明显。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
宽广度，蓝天常驻、绿水长清、黄土复净，加快构建

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包容发展的新局面，这也助

力了山西营商环境全方位提升。
图 13 显示了山西被调查者对当地政府对于环

境污染重视程度的感受，6 分以上占比 71. 42%，8
分以上者为 41. 43%，反映了群众对于山西各级政

府高度重视环境可持续发展所作努力的认可，山西

营商环境已经具备一定程度的生态系统包容性。

图 13 相对于经济发展当地政府对

环境污染的重视程度评分

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

查 IGDS-A202201I-32 题( 山西省数据) 。

七、华北地区进一步优化包容性
营商环境的建议

基于“包容性绿色增长跟踪调查 ( IGDS ) ”
2022 年第一季度华北地区的调查结果，提出如下

进一步建设好包容性营商环境的建议。
1. 持续加大营商环境宣传力度，全社会共筑

营造优质营商环境的氛围

公众对于华北地区营商环境知晓了解度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需要进一步营造优化营商环境工

作良好舆论氛围，提升优化营商环境社会参与度

和群众知晓率，促进营商环境优化工作加快推进。
各地都应继续对优化营商环境的品牌工程、优新

政策、惠企措施、典型做法、经验成效、创新亮点等

内容进行解读宣传。既要扎实开展有关单位和部

门的内部宣传工作，将营商环境宣传工作纳入重

要议事日程; 更要发挥媒体宣传优势，充分发挥报

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平台作用，利用好政府 ( 部

门) 门户网站、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等新媒体

平台开展优化营商环境宣传活动; 也要广泛开展

行业领域宣传工作，做好社会氛围营造; 还要开展

进企业送政策活动，有关部门要深入企业，开展涉

企政策宣讲，解读介绍国家、省、市、县出台的惠企

利民新政策、新举措，各乡镇 ( 街道) 开展形式多

样、方式灵活的宣传活动，营造营商环境全社会共

建的浓厚氛围。
2. 京津冀营商环境建设贵在克服现实障碍

与壁垒，真正实现协调包容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我国对外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重要区域战略。三地

营商关系建设除了顾及本地实际，制定切实可行

的政策，更要统筹兼顾，打破仍在制约三地协调包

容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与各种形式的市场壁垒。
如: 京津冀三地在行政区划上的分置增加了政府

间营商环境合作的难度，导致京津冀营商环境协

调机制缺乏有效的组织体系和具体的协作措施，

协作领域有限，协作效率不高。营商环境建设与

本省市财政税收、群众收益、官员政绩考核等利益

挂钩较多，主体利益诉求多样，区域利益关系难以

协调，同时政府数据体量大，政府间的具体协作难

度高。实践中，京津冀三地统一市场仍然存在隐

性交易壁垒，影响市场主体参与市场活动，阻碍市

场资源有效配置等。
这就需要明晰京津冀营商环境的负责单位和

协调机制，在此基础之上，通过技术手段和法治保

障，加强京津冀营商环境政务合作。要保障市场

运行的相对独立性，减少政府作为外部因素对市

场的不当干预，促进市场内部要素的合理配置流

动，充分利用市场自生的信用道德机制规范市场

运行秩序。开展京津冀营商环境评价活动有利于

政府相关部门把握京津冀营商环境建设的整体水

平和进度，调动工作积极性，及时准确地发现三地

营商环境协调机制中的不足，有针对性地调整政

策方针，及时补齐短板，达到以评促建的目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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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营商环境领域也真正完成“花开三朵、各表一

枝”到“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的转变。
3. 晋蒙两地应积极推动营商环境政策向京

津冀地区的学习与借鉴继续走向深入

在华北地区，京津冀属于东部地区，晋蒙两地

属于中西部地区。有研究表明，营商环境对经济

高质量发展具有非线性影响，二者之间呈现“先

抑后扬”的 U 型关系，我国大多数东部省份和少

数西部省份已经跨过拐点，其余省份均位于拐点

左侧。由于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实力悬殊较大，营

商环境建设投资成本也不同，这就使得中部和大

多数西部省份营商环境在越过拐点前对经济高质

量发展起阻滞作用。因此中西部地区更应加大营

商环境建设力度，促进营商环境水平不断提升［6］。
在已经到来的“十四五”时期，山西省正处于

资源型经济从成熟期到衰退期的演变阶段，未来

5 ～ 10 年是转型发展的窗口期、关键期。在营商

环境的建设上，应抓住新发展格局构建、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完成习近平总书记“六新”突

破要求、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以及国家资源型

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政策优势

等带来的机遇，以“太忻一体化”建设为重要抓

手，紧密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主动作为。
“十四五”时期，内蒙古自治区也将处在使发

展方式粗放，特别是产业发展较多依赖资源开发

状况总体得到改变，同时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

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时期，要完成

“两个基地”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

提高区内东中西部差异化协调发展水平的任务。
其同样有着落实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加强与京津冀、沿黄省份互惠合作，探索

“飞地经济”模式，国家促进产业在国内有序转

移，与周边省份毗邻地区建立健全协同开放发展

机制，以及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和锡赤朝锦陆海

通道建设的良好机遇。
晋蒙两地构建包容性营商环境，首先要敢于

突破原有层次，对标京津地区，加快打造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应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深

化证照分离改革，依托“互联网 + 监管”系统，加

强各类监管信息归集共享和关联整合，以及与京

津冀的对接融合; 提升监管规范化、精准化、智能

化水平，推进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实

施包容审慎监管。其次，将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推

向深化。明晰政商交往红线和底线，全面营造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企业重大关切为出发点，

建立健全企业困难和问题协调解决机制、帮扶和

支持机制，拓展政府靠前服务范围，支持民营经济

和中小微企业快速发展。再次，建立有助于诚信

履约的机制集合。进一步颁布专项政策对各类市

场主体保持平等保护、公开公正、诚实守信。切实

纠正滥用行政权力排除和限制公平竞争的行为，

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弱势群体利益，提升重点

企业和项目所在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降低交易

成本，增强投资信心。
4. 华北区域内后发地区需要继续提升政府

服务效能，使之成为营商关系走向包容发展的主

推力量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实质上反映的是营商环境

的差距。从调研题目反映的数据来看，河北、山

西、内蒙古等地建设更优营商环境的重点仍然在

提升政府服务的质量效果上。要让政府服务真正

成为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办事与解决问题的坚实

靠山，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正确处理好

“不可为”“必须为”“皆可为”的关系，正确处理

好权力、责任与利益的关系。
一是要继续塑造高效透明的政务环境。增强

政策制定执行的科学性和透明度，深入推进“放管

服”改革，进一步提高营商便利度等营商事宜改革

力度，加强政府廉政建设，提升政府服务效率［7］。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企业和群众办事像

网购一样方便，把方便让给企业、把“麻烦”留给

政府，系统高效营造办事方便的营商氛围。二是

继续塑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强化法治思维。
要切实增强法治、规则、契约意识，自觉运用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带头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依法处理问题、化解矛盾，杜绝

遇事简单“摆平”“搞定”，深刻认识与破除由于

“熟人关系”思想和行为为社会无形中增加办事

成本的现象，以及根源于此的作为非正规补偿手

段和关系资本存在的寻租现象［8］。三是重塑营

商环境制度体系。彻底清理地方保护、指定交易、
市场壁垒等限制竞争和有碍公平竞争等影响营商

环境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政策

措施。重点在行政许可、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科

技立项、标准制定、建筑市场等领域破除垄断，保

证各类市场主体依法享有公平参与竞争的机会。
5. 从更加重视“小”与“人”来实现营商环境

更加包容

“小”是指有赖于营商环境生存发展的市场

主体中那些经营规模较小、资本力量较弱的企业。
“人”是指与企业这个概念紧密联系的企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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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员工，以及企业所在地的居民。包容性营商环

境重在关注相对弱势的一方，在市场主体中，中小

企业、小微企业是相对弱势的，营商环境政策措施

的制定，应当精准做好对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
同规模市场主体的支持，尤其是处于整个产业链、
供应链关键环节的中小型企业。

要对产业链条上的龙头企业、中型企业、小微

企业进行分级分类培育，针对不同类型企业精准

施策，让整个产业生态可持续发展。建立相应的

协调推进机制，加强金融扶持，利用科技金融、中
小企业基金、资本市场等多元资金保障体系，支持

“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助力实体

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做实做强做优，提升链条稳定

性和竞争力。
在政策实施落地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中

小微企业对于流程普遍不熟悉的实际，避免其申

请过程繁琐、要求提交材料冗杂、周期过于漫长的

问题出现，相关部门或第三方应进行大数据分析，

再结合实地背景调查，遴选出符合要求或标准的

企业给予激励或支持，相关企业无须申请就可以

得到对应支持。
要高度关注中小企业在运行过程中所面临的

降本减负等问题。后疫情时代企业线下对接、匹
配创新可能成为新的痛点，要探索务求实效的云

上创新平台模式，帮助更多创业者取得成功，通过

平台整合要素，为中小微企业大幅缩减时间和成

本，让它们中的一些也能够成为“百年老店”。
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关注劳动者收入在国

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促进劳资双方的包容发展

是应有之义，所以包容性营商环境建设要求将目

光更多集中于企业员工的所得所获，以及当地人

民群众的实际幸福感。要树立保障企业职工权益

就是优化营商环境的理念，主动、依法、科学维护

职工合法权益，通过指导企业建立和完善职工大

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提高职工参与企业民主

管理的积极性。要切实减轻市场主体负担，优化

收入分配格局，让减税降费政策红利切实惠及纳

税人、缴费人。应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劳动关系风险挑战，从源头上依法维护职工合

法权益，深入民营经济企业扎实开展疫情防控复

工复产，增强集体协商，用协商共决方式回应职工

合理诉求，从源头上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要

发挥工会组织的积极作用，结合各地、各企业实

际，落实工会经费返还工作。要充分认识到民生

也是营商环境，着力推动便利性、快捷性、宜居性、
多样性、公正性、安全性的民生保障和改善，实现

各类人才“近悦远来”，使便商亲商友商的营商环

境更具开放、包容、比较优势，激发经济活力和经

济红利的持续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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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of inclusiv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North China

“Research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clusive Growth Development”Project Team
(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2488，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nd stable growth of Chinese economy，the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tend
to place more emphasis on equality and inclusiveness，and the local business environment also develops
towards a more inclusive direction． According to the questionnaire results of the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Survey ( IGDS )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the construction of inclusiv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North China i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perception． The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The respondents in the five provinces (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of North
China believe that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local government services are continuously improving，

and they are satisfied with the evaluation of the local inclusive business environment，particularly the rule of
law ． The clean political ecology，national policy and marketization level are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Individual efforts are fully affirmed，regional exclusion is very slight．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public service supply，the legal environment of fairness and justice，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 team are the most important drivers for building an inclusive business environment． It has become the
consensus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s close and inseparable． Inclusive corporate culture is being formed，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The differences on inclusive business environment are
compared between the five provinces (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 of North China，Shanxi
Province is selected as a typical province to briefly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clusive business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n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are given for further building inclusiv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North China．

Key words: inclusiveness; business environment; green development; Nor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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