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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包容性营商环境评价与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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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央到地方全面推进深化放管服改革，对营商环境建设质量也提出了新目标、新要求

与新方向，其中营商环境的包容性问题越来越成为建设高质量营商环境的一项重要评价指标。包

容性营商环境是指一个区域环境不仅有利于吸引资本和企业成长，而且有利于当地居民的持续生

存与发展，不断提升当地居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促进该区域经济、社会与生态的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基于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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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西北五省( 自治区) 的调研数据对西北地区的区域包容性营商环境进行

分析，调研结果显示: 在西北地区，公众对于当地营商环境建设的总体满意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法治建设和税收优惠两个维度的满意度高于总体营商环境满意度。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回应

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在西北地区包容性营商环境调查基础上，结合陕西省营商环

境建设实践案例，对西北地区包容性营商环境建设路径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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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建设需要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大

局［1］。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

国务院首次以立法形式在 2019 年 10 月发布了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各类市

场主体的投资兴业行为。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今

天，特别是在更加强调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整

个市场的氛围都在改变，国家经济政策上也更加

强调公平、平等与包容［2］。因此，立足经济从高

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大局，要求政府在

提供政策、服务的同时，更多地关注中小企业的生

存环境、城市人居环境、交通状况、居民幸福感、外
来人口的身份认同等多维度的包容性营商环境建

设。区域环境不仅有利于吸引资本和企业成长，

而且有利于当地居民的持续生存与发展，不断提

升当地居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促进该区域实现

经济、社会与生态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营商环境建设一般以营商环境建设发展模式

呈现，其中以突出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及高效

率的新加坡的法治化优先模式、香港的国际化优

先模式、深圳的效率优先模式、天津的便利优先模

式为典型代表［3］。包容性营商环境建设不仅仅

是依靠某一单方主体所能完成的，需要多元主体

的共同努力。营商环境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

品，是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一部分，尤其是包容性

营商环境建设与优化需要多元主体共同营造。在

中国社会治理语境下，政府依然是包容性营商环

境建设营造的主导性角色，同时市场与社会主体

则是有效参与其中。因此市场主体是包容性营商

环境建设中最为直接的体验者与评估者。同时，

社会主体在包容性营商环境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其有效参与能够提高包容性营商环境

建设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如此社会主体也就成为

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为进一步给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向好发展提

供政策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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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研旨在了解全国七

大区域营商环境建设的现状、问题，并根据调研数

据和相关实践案例资料，结合地区特征提出相应

政策建议，以促进全国包容性营商环境的建设和

不断优化。

一、问卷发放与样本分布特征

包容性营商环境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

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 ( IGDS ) ”的一个主题，于

2022 年第一季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问卷调查。



调查对象为在职人员，涵盖了第一、二、三产业中

不同性别各年龄层次的人群。项目组根据地理区

位将全国分为七大区域，其中西北区域共回收有

效问卷 426 份。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被调查人

男性占 55. 97%，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被调查人

数占比超过 80%。总体来说，西北地区五省 ( 自

治区) 的调研对象男女比例相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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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问卷发放及回收时间选在 2022 年第一

季度，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新冠肺炎疫情自大规模

暴发至今已有两年时间，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中国

经济整体运行基本稳定。从当前来看，新冠肺炎

疫情形势依然严峻，2022 年中国经济还会受到疫

情影响。二是为了减少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各省

自 2020 年开始相继出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条

例办法，在帮助中小企业应对疫情风险、积极复产

复工的同时，也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了相

应的制度保障。三是在经历了疫情冲击后中国经

济运行稳健，各地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公众对于疫

情下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较高，特别是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下，各行业面对多点散发的疫情影响，能

保持正常运转。因此，在 2022 年第一季度进行包

容性营商环境的调查，了解不同行业、年龄、层次

的人群对于当地营商环境的总体感受与期望。

二、西北地区包容性营商环境现
状评价

在当前大环境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

延，得益于出色的疫情防控，我国在经济恢复方面

做得较好。虽然我国当前仍面临物价水平持续升

高及就业形势严峻等挑战，但西北地区超过 60%
调查对象认为，2022 年第一季度全国经济增速和

出口总量同比、环比保持持平或上升趋势。公众对

于经济增长的信心源于政府的有效治理，特别是西

北地区五省( 自治区) 相继出台旨在优化营商环

境、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条例后，各地营商环境改

善明显，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当前西北地区包容性

营商环境总体现状及其内部对比分析如下。
1. 营商环境满意度评价

从对营商环境满意度的调查数据整体来看，

西北地区营商环境满意度( 6. 31) 不容乐观，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 6. 44( 满分 10 分) ; 横向对比，总体

营商环境满意度得分仅高于华北和东北地区。这

表明调查对象对当地的营商环境建设不是很满

意，还有很多可以改进之处和提升空间。
进一步从西北地区营商环境分项得分分析，

法治建设和税收优惠两个维度的满意度高于总体

营商环境满意度，说明国家在推进依法治国和税

收减免政策落实两方面让民众获得感强，满意度

较高。政府政策服务( 6. 16) 、市场秩序( 6. 14) 和

政策优惠( 6. 30 ) 三个分项得分低于总体营商环

境得分( 6. 31) ，表明这些是西北地区营商环境建

设中的短板( 见图 1) 。

图 1 西北地区受访者对营商环境满意度打分

从营商环境的五个维度进一步分析，西北地

区在政府政策服务、市场秩序、法治建设三个方面

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税收优惠政策和政策优惠

两个方面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其他地区进行

对比分析，五个维度的满意度与总体满意度顺序

一致，都仅高于华北和东北两个地区。
从西北地区五省( 自治区) 对比来看，省 ( 自

治区) 之间也有差异( 见图 2 ) 。宁夏营商环境总

体满意度较高( 6. 88) ，陕西总体营商环境满意度

较低( 5. 84) 。陕西满意度较低的原因，从营商环

境分项分析主要在于政府的税收和优惠政策方面

得分较低。

图 2 西北地区各省( 自治区) 受访者

对营商环境满意度打分

综合以上数据分析可知，西北地区由于经济水

平等受限，总体营商环境满意度低于全国平均水

803 沈 阳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15 卷



平; 内部比较，陕西省在西北五省( 自治区) 中得分

最低，需要在做好政策优惠和提供优厚税收优惠的

基础之上，从提高政府政策服务水平、规范市场秩

序和提升法治建设三个方面来改善营商环境。
2. 政务服务环境现状评价

随着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加快推进，西北各地通

过优化政务服务、提高政府效能、便利群众办事生

活，使去政府办事方便程度得到进一步提升。
西北地区调查对象认为，去政府办事“比较

方便”( 6. 77 ) ，满意程 度 略 高 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 6. 69) 。但是西北地区政府网上办理业务的方

便程度不高( 6. 67 )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6. 68 ) 。
西北地区政府在提升政府工作效能方面有较大提

升，但是在网上运营平台、协同办公建设方面还需

提升改造，同时应对群众加大网上平台的宣传和

培训力度，提升群众网上办理业务的便利程度。
虽然政府相关部门办事效率进一步提高，便

利化程度很高，但在采访中西北地区仍有 29. 4%
的受访者认为周围的人“去执法机关办事需要找

熟人”，27. 8%的受访者认为“去政府办事需要找

熟人”。
通过对西北五省( 自治区) 的调查结果对比，

青海、陕西的政府办事便利化和网站办理业务便

利化两个指标的满意度较低，低于西北地区的平

均水平 ( 见图 3 ) 。另外政府的公正性进一步加

强，去政府和执法机关均表示“不需要找熟人”，

比例最低的陕西也超过了 42. 97%，但是仍有一

定比例的受访者认为“需要找熟人”，清廉的政治

生态建设一直在路上，仍需加强。

图 3 西北地区各省( 自治区) 受访者对

去政府办事便利性满意度打分

3. 自然生态环境建设现状评价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是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

略［4］。西北各地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5］，自然生

态环境建设效果较好。
从调研数据看，全国关于当地政府对环境污

染重视程度的平均得分为 6. 99，西北地区平均得

分为 7. 04，表明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需处理好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在做好环境保护和

治理工作的同时，也要确保有市场、有效益、符合

环保要求的企业更好发展，在民众中树立在环境

保护的前提下发展经济的生态思想。
对西北五省( 自治区) 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可

知，陕西、青海的受访者认为，当地政府对环境污染

的重视程度平均得分低于全国平均分( 见图 4) 。
西北相对于我国其他地区是一个经济落后、生态

脆弱及污染严重的地区，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

环境的双重任务。

图 4 西北地区各省( 自治区) 受访者评价

政府对环境污染重视程度打分

4. 基础设施环境建设现状评价

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是包容性营商环境优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直观体

现，关乎城市美誉度、项目承载力和百姓幸福度。
本次调查主要从街道卫生、公共交通、堵车程度、
电动汽车使用便利程度四个维度去分析。

从调查结果来看，西北地区环境卫生满意程

度基本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但是民众对环境卫生

满意度得分为 6. 8，这与华东、华中地区还有明显

差距。可见，除了自然环境因素以外，西北地区还

需要进一步加强环境卫生整治，提升城市环境。
西北地区公共交通和道路基础设施需要进一步提

升，其公共交通出行方便程度( 6. 68) 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 7. 12 ) ，是全国七个区域中最低的; 开车

堵车程度( 6. 19)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6. 04) ; 使用

电动汽车便利程度( 5. 75) ，仅高于东北地区。
西北五省( 自治区) 内部比较，陕西、青海的受

访者在环境卫生和交通状况两个方面的满意度较

高; 新疆的公共交通便利性满意度最低，电动汽车

使用的便利程度普遍较低( 见图 5) 。综合以上调

查结果可知，西北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其他

地区相比较总体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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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以电动车充电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方面。

图 5 西北地区各省( 自治区) 受访者

对基础设施环境评价打分

5. 人文环境建设现状评价

包容性人文环境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其中

关于是否欢迎外地人到本地就业和生活的调查数

据显示，西北地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进一步增

强，平均值达到 7. 99，高于全国 0. 30，仅次于华中

地区和东北地区; 大学生就业的公平性也进一步

提升，西北地区 48. 40% 的受访者认为，大学生

“在当地找平均收入的工作不需要托关系”，高于

全国的比例 ( 45. 35% ) ; 企业成长环境也更加公

平，员工认为努力工作和升职之间的关系很大，平

均分在 6 分; 认为当地收入差距比较合理，平均得

分为 5. 6，造成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因素是“个人的

努力程度”“家庭背景”“机遇”三个因素。
就西北地区五省 ( 自治区) 之间的调查数据

对比来看，各省 ( 自治区) 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性。其中，对于外地人到本地就业和生活的欢迎

程度，宁夏、新疆和甘肃的得分均在 8 分以上，陕

西( 7. 57) 和青海 ( 6. 62 ) 得分偏低 ( 见图 6 ) 。这

反映出不同地域文化对人才的包容程度，也体现

了各地人才需求程度的差异。具体而言，在大学

生就业环境各省对比中，宁夏和陕西都有超过

50%的受访者认为需要请托关系; 在企业内部环

境文化方面，西北五省( 自治区) 的被调查者都认

为在企业努力工作，获得上司肯定与升职的可能

性超过 5 分; 对于当地收入差距比较合理感知上，

各省得分都超过了 5 分。这些调查结果说明，作

为市场化运营的企业在人才评价和收入分配方面

相对是比较公平的，更看重个人的努力付出。
6. 包容性营商环境的影响因素认知

西北地 区 调 研 对 象 认 为，“清 廉 的 政 治 生

态”、“市场化水平”和“国家政策”是公众认为影

响包容性营商环境最重要的三个因素( 见图7 ) 。

图 6 西北地区各省( 自治区) 受访者对外地人

到本地就业的欢迎程度打分

从全国的样本来看，这三个因素依然是大家认为

最重要的三个影响因素。首先，清廉的政治生态

是一个地方拥有良好营商环境基本的前提，高效

便捷的政务环境、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是市场竞

争的基础。其次，市场化水平反映产业集聚和市

场活跃程度，产业基础好，市场潜力和产业集聚规

模大，专业化协作水平高，各项功能配套完善，这

也是影响西北地区营商环境的重要因素。再次，

国家及地方政策也是影响营商环境的重要因素之

一，国家和地方政策的产业导向，特别是优惠的财

税政策和服务政策对于吸引投资影响显著。

图 7 西北地区受访者对包容性营商

环境主要影响因素的认知

人才也是营商环境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受访

者留在当地工作的原因中，全国受访者表示“家

乡因素( 本地人，离家比较近) ”“下一代可以接受

更好的教育”“就业机会更多”“交通便利”四个因

素比例超过 20. 0%。西北地区受访者留在当地

工作的原因中“家乡因素”和“就业机会多”两个

因素超过 20. 0%，其中家乡因素比例最高、达到

68. 0% ( 见图 8) 。
7. 包容性营商环境优化路径

经过调查，西北地区受访公众认为“提升政

府公共服务质量”、“营造公平法制环境”和“培训

和引进人才”是进一步提升包容性营商环境最重

要的三个方向，选择比率均超过了 50%。其中，

83. 36%的受访者认为，“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质量”
是最重要的路径; 61. 12% 的受访者认为，“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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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西北地区受访者留在本地工作主要原因的认知

公平的法制环境”是改善包容性营商环境的重要路

径; 51. 36%的受访者认为，“培训和引进人才”是改

善包容性营商环境的重要路径。同时我们也关注

到，“减税降费”( 39. 6%) 、“金融支持”( 31. 1% ) 和

“创新监管方式”( 28. 75% ) 也是社会公众给予关

注的路径( 见图 9) 。就这一项，西北地区与全国其

他地区以及西北地区内部调查结果分布基本一致。

图 9 西北地区受访者对包容性营商

环境优化路径的认知

从以上样本统计分析的结果看，政府是营商

环境的主体，需要在简政放权、优化审批流程以及

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上下功夫，努力提升包容

性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

放持续深化的关键阶段，国家不断加大“放管服”
改革力度，但是西北地区在贯彻落实过程中，仍存

在理念意识滞后、服务意识不强、综合业务能力不

足、工作表现惰性等现象，导致政策执行迟缓、执
行力度不够等问题仍然存在; 个别政府服务领域

依然存在制度性门槛，办事流程复杂、办事效率低

下，企业无法及时、准确、完整地获取政策消息，甚

至一些偏远地区还出现企业去政府部门办事“碰

一鼻子灰”的情况。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需要

各级政府加快转变思想观念，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鼓励办事机关接地气、有担当，提高基层工作人员

服务的主动性，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下沉办事权

限，切实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办事能力和综合素

质，进一步提升政府形象和企业满意度［6］。同

时，也要在营造公平法制环境、培训引进人才以及

减税降费、金融支持和创新监管方式等政策上综

合发力，进一步推进西北地区包容性营商环境的

优化和建设。

三、陕西省包容性营商环境建设
实践案例

2019 年以来，陕西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以“三个持续”( 市场主体持续增加、
民间投资持续上升、企业成本持续下降) 和“三个

一”( 一扇门、一张网、一次办) 为目标，深入实施

“五大专项行动”，包容性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

展、新成效，形成了一批原创性、差异化的典型案

例和先进经验。
案例 1 西安市建设宜居宜业环境提升包容

普惠创新水平

发挥“双创”引擎作用，助力高质量发展。优

化升级创新创业载体，大力发展众创载体，建设国

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级备案众创空间。加

强校地联合发展，西安交通大学与西咸新区联合

建设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智慧学镇。组织开

展“校友经济”活动，引导国内外优质资本、人才、
项目落地。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深化

科技金融融合，推动总规模 1 亿元的“陕西省中

兴创新投资基金”项目落地，重点支持信息通信

技术、数字新媒体领域内的初期、早期企业。设立

大西安产业科技发展基金群，以财政引导资金带

动社会资本投资，以“引导基金 + 子基金”形式投

资科技型企业。统筹运用股权投资、融资担保、上
市激励、“引导基金 + 风险补偿”等方式，支持中

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服务体系建设。推动职务科技

成果转化，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

长期使用权，支持试点单位与成果完成人通过约

定权属比例的方式，对职务科技成果进行分割确

权，提高成果完成人深入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积

极性。
大力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居民获得感。

创新养老服务供给，放开养老服务市场，取消养老

机构设立许可，由区县( 开发区) 依法做好登记备

案管理，赋予区县( 开发区) 养老服务的自主权。
鼓励各类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支持社会

力量运营社区养老服务站，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

料、康复护理、文化娱乐等服务。实施“名校 +”
工程，将理念先进、管理科学、师资雄厚、质量一流

的学校作为“名校”，将发展潜力、提升空间大的学

校或新建学校作为“+ 校”，组建市区“名校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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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名校”办学理念、教育教学方法和先进管理

为中心，以输出优秀队伍为关键，引领“+ 校”快

速发展，构建共生共赢合作机制，扩大优质教育资

源总量，推动全市优质教育资源均衡覆盖，缓解

“择校热”现象。
创新人才引进方式，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推

动档案服务改革，对托管档案实行数字化信息管

理，助力“最多跑一次”“异地查询”和“数据共

享”，建设市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信息统一管理平

台，推进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信息化建设。加强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统一按照注册登记地划分，

就近就便办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设立审批事项，

由各区( 县) 人社部门实行属地化监管。开展人

力资源市场专项整治活动，按照“双随机、一公

开”工作计划安排，对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经

营情况进行重点检查。开展线上人才引进活动和

春季高层次人才引进活动，借助专业互联网招聘

平台，通过“网络交流 + 视频面谈”的形式，为重

点单位招贤纳士。开展重点项目和重点行业引进

高端急需紧缺人才在线精准对接会，面向海内外

人才精准推送重点项目、重点行业和重点单位中

高端人才需求信息，发出定向邀约，并提供职位对

接、在线宣讲、在线面谈面试、职业发展咨询和相

关数据统计等服务。
案例 2 铜川市深化政府采购“放管服”改革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铜川市开展政府采购领域优化营商环境专项

行动，采取系列措施优化政府采购环境，进一步降

低了参与政府采购的门槛，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
“放”出活力，保障市场主体平等参与采购活

动。一是清除不合理限制条件和流程。全面清理

妨碍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细化采购活动办事

程序，规范采购活动执行要求，规范保证金收取和

退还流程，及时支付采购资金和运营保证金，完善

对供应商的利益损害赔偿和补偿机制。二是优化

政府采购交易方式。及时公示采购信息，推进全

流程电子化。通过在线发布采购公告、提供采购

文件，鼓励社会代理机构通过电子开评标系统开

展业务，提高政府采购执行效率。三是取消政府

投标保证金。集中采购机构和采购代理机构一律

免收投标保证金。确需收取履约保证金的，允许

供应商自主选择以支票、汇票、本票、保函 ( 电子

保函) 等非现金方式缴纳或提供，明确逾期退还

履约保证金的责任。同时，积极探索根据项目特

点、中小微企业诚信情况等免收履约保证金或降

低缴纳比例，进一步激发政府采购市场活力。

“管”出公平，增强政府采购信息透明度。一

是规范政府采购信息发布行为。政府采购相关行

为主体及时、完整、准确发布政府采购信息，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有效保障了各类

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便捷、准确获取政府采购信

息的权利。二是严格落实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年

度采购意向随部门预算一并公开，集中采购目录

以内或者集中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服
务采购( 不含涉密项目) 均在陕西省政府采购网

公开采购意向。年度内新增采购项目，至少在公

开采购前 30 日进行意向公开。三是加强政府采

购信用记录及运用。通过陕西省政府采购网诚信

与评价系统对供应商、采购代理机构和评审专家

的信用评价及失信行为进行记录。
“服”出便利，激发政府采购市场活力。一是

压缩采购时限加快采购进度。要求自评审结束之

日起必须在 1 个工作日内送交评审报告，在 4 个工

作日内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二是组织做好

项目履约验收服务。鼓励采购人自行组织验收或

者委托代理机构验收。对于采购人与使用人、服务

对象分离的采购项目，邀请实际使用人、服务对象

参与验收。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

验收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告，并将项目验收报告在平

台公示备案。三是积极运用政策助力中小微企业

发展。在政府采购中通过各种措施切实保障中小

企业的利益，提高采购份额。在采购公告、采购文

件和中标( 成交) 通知书中告知供应商政府采购信

用融资政策和融资渠道，为供应商融资提供便利。
案例 3 安康市岚皋县“一链通办”助力企业

开办再提速

安康市岚皋县优化合并税务、银行等多个环

节，实现开办企业“照、章、税、银、保、金”全链条

六件事半天内“一链通办”，全程“零材料、零费

用、零跑路”。
线上线下 双 同 步，审 批 服 务 再 提 速。依 托

“陕西省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服务平台”，推动公

安、税务、人社、公积金、银行机构等审批服务单位

统一进驻政务大厅，明确专人对公章刻制、发票税

控设备申领、社保登记、公积金缴存登记、银行开

户等需求逐项对接落实，实现企业线上一网登录、
一网填报，审批服务线下同步流转、协同审批。

开展服务预指导，实现事项精准办。在政务

大厅开通咨询热线提供预估指导服务，明确专人

指导服务，通过热线提前对企业开办涉及的相关

政策要求进行讲解说明，对需准备的材料信息进

行预估提醒，网办操作时可通过热线予以同步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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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实现企业开办“专人辅导”“一次办成”。
帮办代办齐发力，扩展延伸服务面。组建帮

办代办队伍，落实讲解引导、领跑代跑，代领网办

结果，免费邮寄到家。政务大厅设置服务专窗，对

网办平台推送事项进行梳理、督办，衔接工程建设

审批、不动产登记等业务涉及的部门，提供更多更

全的咨询引导服务，确保“办事不出大厅”“一呼

即应、一办到底”。
案例 4 杨凌示范区狠抓政策兑现助力企业

发展

杨凌示范区围绕政策发布、流程再造、服务成

效三个方面，持续加强政策兑现专区建设，实现惠

企资金快兑现，助力企业快速发展。
政策发布“重透明”，让惠企举措一清二楚。

一是梳理惠企政策。在 2021 年政策兑现专区梳

理政策的基础上，对 2021 年以来各级政府陆续出

台的惠企政策进行全面梳理，坚持全覆盖，确保无

遗漏，形成了示范区惠企政策清单，包括示范区发

布的政策性文件 7 件，涉及政策条款 43 条。二是

广泛宣传发布。发挥政务服务平台政策发布宣传

的主渠道作用，在示范区政务服务网“政策兑现”
专栏上向社会统一公布政策全文及政策的办理依

据、办理条件、办理流程、申请材料、办事时限、经
办人等要素，让办事企业群众知道“怎么办、到哪

办、找谁办”，同时加大政策解读力度，进一步提

高惠企政策知晓率。
流程再造“重实用”，让企业办事高效便捷。

一是简化审批流程。实行惠企政策主管部门和财

政部门“两级联动”，部门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在获

得“认定类”项目相关文件后，实行一表审核、转办，

按照“无申请兑现 2 + 1”模式( 政策主管在 2 个工

作日完成审核，财政在 1 个工作日内完成拨付) ，将

资金直接拨付到企业。二是压缩兑现时限。“认定

类”项目清单惠企政策，实行“无申请兑现”，项目

审核到资金拨付由原来的 15 天缩减至 3 天，全面

推进惠企资金“减流程、压时限、快兑现”。
服务成效“重满意”，让企业发展活力倍增。

为加快惠企政策兑现工作，示范区成立了政策兑

现工作组，由管委会领导担任组长，相关涉及单位

全力推进，确保惠企资金兑付到位。2022 年初至

今，全区共兑现惠企政策资金 960 余万元，受惠企

业达 430 家，企业满意度 100%，招商引资一企一

策兑现华侨城项目资金 500 万元，麦肯速度一期

项目扶持资金 5 030 万元。一系列惠企政策扶持

和资金支持，增强了企业和社会稳增长稳投资的

信心，为企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四、优化包容性营商环境的政策
建议

根据包容性营商环境基本内涵和西北地区包

容性营商环境评价结果及成功经验，对西北地区优

化包容性营商环境建设路径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突出包容性营商环境内涵建设，持续提高

人民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

一是正确认知包容性营商环境内涵。在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和更加强调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地方政

府和市场主体企业作为包容性营商环境建设两个

主要的主体，要按照包容性营商环境的基本内涵，

破除“唯 GDP 导向”，正确处理好地方经济发展

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吸引资

本促进企业发展与区域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本

地居民的持续生存与发展以及广大企业与小微企

业、企业发展与员工发展等之间的包容性发展。
二是全面建设包容性营商环境。在追求效益

与公平的进程中，更加关注公平，更加关注弱势群

体和小微企业利益，更加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在

推动公平竞争的国内大市场建设中，要进一步完

善市场准入制度，去除长期存在的所有制歧视。
在市场准入、政府采购尤其是信贷资金配置等方

面，全面取消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歧视［7］。鼓励中

小企业参与竞争，积极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落实竞争中性原则。确保不同市场主体要素的可

及性和公平性，确保同等条件下国有企业和非国

有企业的信贷可得性。
2.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一是不断提高干部依法履职能力。以国家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出台为契机，加强条例和各

种法规的学习，全面了解掌握法规要求，准确理解

把握法规政策，不断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努力营造

法制化营商环境。
二是进一步加强检查督查。为了进一步有效

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不断完善服务效能和好差

评制度，强化跟踪问效、严格督查考核，建立服务

型政府。加大检查督查力度，围绕优化营商环境

开展三级联动民主监督调研和漠视侵害群众利益

问题专项整治，及时通报曝光涉及破坏营商环境

的典型案例，问题严重的及时督促按期整改。
三是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入推进

审批服务事项梳理和流程再造工作，做到基本要

素四级统一; 进一步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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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禁即入”普遍落实; 稳步推进“一枚印章管审

批”，并及时总结有益经验; 持续开展“减证便民”
行动，实行证明清单式管理［8］。

3. 加快推进“互联网 +政务服务”，有效提升

服务效能

一是持续加大政务数据整合共享力度，建设

省市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对标全国一体化在

线政务服务平台标准规范，完善省市政务服务网，

推动与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互联互通［9］。加强与

领军互联网企业合作，开发陕西省政务服务 APP，

实现一批便民服务事项“掌上可办”。建设全省

统一公共支付系统，开发全省网上非税支付平台。
加快推动政务服务中心规范运行，在省市县三级

政务大厅推广“综合窗口”服务模式，编制形成详

细、规范、统一的办事指南，并在省政府门户网站

和陕西政务服务网公开。
二是积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

息技术，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通过大力推进

“数字赋能”深化“放管服”改革，调整优化审批服

务事项流程。优化提升数字化政务服务平台和政

务热线服务体验，加快推动数字化平台化集成应

用和公共数据开放共享。
4. 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发挥诚信保障作用

一是深耕细作，进一步夯实工作基础。不断

完善法规制度，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研究制定配套

制度，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综合性立法。
西北地区要抓紧建设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信用体

系，全面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政府承诺 + 社会

监督 + 失信问责”新型监管机制，加快推进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
二是进一步提升服务功能，抓紧推进现有平

台网站升级扩能改造，加快推进各级信用平台与

其他平台的互联互通，不断提升信用信息归集共

享和应用服务水平［10］。
三是发挥重点领域信用建设示范效应，在食

品药品、生态环境、工程质量、恶意欠薪等重点领

域充分发挥信用监管和惩戒作用成效。发挥社会

宣传效应，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举办多层级培训

班，加强信用政策解读和工作宣传，加强培训、督
导和评价，加快构建上下联动、左右联通、齐抓共

管的工作格局。由点及面，扩大示范引领效应。
5. 开展包容性营商环境评价，提高社会公众

满意度

一是制定包容性营商环境评价方案，明确包

容性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将体现企业和投资

方在企业开办与注销程序、获得水电气暖、办理不

动产登记、获得信贷难度和成本、纳税服务、跨境

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运行成本降低等便利度、时间

成本、经济成本等方面的指标纳入评价指标体系。
二是委托第三方及时开展包容性营商环境评

价工作。充分运用评价系统科学合理采集政府部

门、企业、办事人等相关指标数据，并进行同步比

对核验，确保评价数据真实准确、评价结果客观公

正［11］。以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满意度为导向，发

挥包容性营商环境评价对优化营商环境的引领和

督促作用。
三是注重包容性营商环境评价结果应用。通

过分析西北地区各省( 自治区) 、市、县( 区) 的各

项指标得分和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掌握各地各

项指标的实际情况与其前沿值的差距，准确发现

短板和共性问题，助力找准深化改革的目标方向，

以评促优，以评促改，努力打造稳定、公平、透明、
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切实推动西北地区各地包容

性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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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of inclusiv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North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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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comprehensively push forward and deepen the reform of
delegating power，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and optimizing government services， new goals， new
requirements and new directions have been put forward for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among which the issue of the inclusiveness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evaluation indicator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quality business environment．
Inclusive business environment refers to a regional environment that is conducive not only to attracting
capital and the growth of enterprises，but also to the sustainabl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residents，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senses of happiness and gain of local residents，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society and ecology． Based on that，the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Survey ( IGD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as a nationwide survey conducted
on the theme of inclusive environment． The research data from the five provinces ( autonomous regions) in
Northwest China are selected to analyze the regional inclusiv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Northwest China．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in Northwest China，the public overall satisfaction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ocal business environment is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the satisfaction with the two dimensions of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and tax incentives is higher than the overall business environment satisfac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respond to the objective needs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inclusiv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Northwest China and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al case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in Shanxi
Province，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the path of inclusive business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in Northwest China．

Key words: inclusiveness; business environment;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North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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