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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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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容性营商环境建设是我国积极应对国际竞争、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战略，也是我国激

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吸引外资的重要举措。构建包容性营商环境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需要金

融业提供广泛而普惠的支持与服务，同时金融业在支持构建包容性营商环境的过程中也将加快构

建多层次广覆盖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因此，从普惠金融的角度出发，在对西南地区包容性营商

环境进行问卷调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实践案例，对普惠金融如何发挥金融支持作用，推动包容性

营商环境的构建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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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营商环境是一个关注范围比较广的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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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营

商环境未来的发展趋势可理解为构建一个更为广

泛的包容性营商环境，这对于我国优化营商环境，

建立适合国情特点的营商环境体系显得尤为迫切

和重要。但从国外营商环境建设的进程看，我国

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营商环境的建设和优化方

面还存在着很大不足，特别是在共同富裕的时代

背景下，营商环境的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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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构建包容性营商环境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与

服务，需要金融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2］。但长期

以来，我国西南地区因不易获得金融资源而导致营

商环境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较为突出，而发展普惠

金融则能够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

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把

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这是金融助力包容性营商环境构建的关

键。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地区营商环境的

优劣，不仅直接影响着招商引资的多寡、区域内经

营的企业，同时，也会为金融业加快构建多层次广

覆盖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带来新的机遇。因此，如

何发挥普惠金融的支持效应，推动西南地区包容性

营商环境的构建，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思考的课题。

一、普惠金融与包容性营商环境
建设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在

短期内受到了较大冲击，企业复产复工面临着严

峻的挑战。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运行，我

国各个地区都相继出台了相应条例或办法，从多

个领域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普惠金融 ( Financial Inclusion) 又称之为“金

融包容”或“包容性金融”，最初是由联合国在

2005 年提出的一个概念。一般来说，普惠金融通

过采取有效的方式拓宽金融服务面，让一些弱势

群体从正规渠道公平地获得所需的金融产品或服

务［3］。自普惠金融的概念提出以来，在普惠金融

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国内外学者开展了相关

研究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其中，国内学者主要

研究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指标之间的关系，并以

此为基础拓展研究了普惠金融与互联网 +、城镇

化率和贸易开放度之间的关系。如: 2018 年，于

平等通过研究我国 2004—2014 年相关省份的面

板数据，认为普惠金融在短期内能够促进经济增

长［4］; 武丽娟等则在对全国不同地区的农户调查

后发现，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对于提

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降低贫困发生率、促进

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作用［5］。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金融体系逐步建立和

健全，但是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差距的逐渐增



大，金融资源向效率更高的发达地区配置，资金也

从农村地区流向了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

农村地区信贷投入较少，金融服务支持不足，农村

社会经济发展受限［6］，在我国西南沿边地区表现

较为突出。因此，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充分发挥其

覆盖面广、贴近农村地区的优势，对包容性营商环

境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普惠金

融的视角，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

展跟踪调查( IGDS ) ”数据，对我国西南区域营商

环境建设的现状进行分析，对金融如何支持构建

包容性营商环境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西南地区营商环境问卷调查
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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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2 年 4 月 12 日，西南地区共计回收有效

问卷 224 份，整体问卷质量优秀、样本分布结构科

学，结果客观科学可预期。从问卷调查情况看，主

要呈现以下特点。
1. 样本受教育程度高、结构合理

从样本分布情况看，受访者女性占比为 84. 61%，

年龄集中在 20 ～ 45 岁之间，接受过高等教育者占

比较大，所占比重达到了 90% 以上。从受访者工

作单位类型看，事业单位、私营企业所占比重较

大，占比分别为 42. 67%和 30. 60%，同时，党政机

关单位人员也占有一定比例。从样本总体情况

看，受访者性别比例相当、年龄分布全面、单位性

质平均、普遍受过高等教育四项信息为样本分布

结构合理的最佳体现。
2. 样本其他重点特征分析

从样本的重点特征情况看，政治面貌中中共

党员占比较大，达到了 52. 15%。受访者获取信

息渠道多元，但从主要的途径来看，通过互联网

( 手机上网) 和微信途径获取信息的占比较大，分

别为 50. 24%和 40. 25% ; 对目前的工作满意程度

也较高，有 95. 28% 的受访者参加了政府的相关

社会保障项目，参与度较高。综上所述，受访者自

然状况良好，保证了对营商环境调研判断的科学

性和客观性。

三、基于调查问卷的西南地区营
商环境现状分析

1. 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预测不容乐观

调查显示: 对于 2022 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

较上年同期和 2021 年四季度相比的预测，选择下

降占比分别为 47. 44%和 38. 46%，占比在受访群

体中较大。虽然有 35. 9% 的群体认为，我国出口

量较 2021 年 一 季 度 呈 现 上 升 趋 势，但 仍 有

34. 62%的群体持反向意见，有 38. 46% 的群体则

认为出口量较上年末下降。而在对未来我国物价

走势的预测和判断上，分别有 60. 26% 和 52. 56%
的群体认为，物价水平较上年同期与上年末呈现

上升趋势。在对社会就业形势的预测上，分别有

53. 85%和 48. 72%的群体认为会变差。
2. 对营商环境建设的满意度略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

近年来，西南地区各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建设的一系列决策部

署。如: 2019 年以来，云南省分别以企业用电、用
水、用气报装、企业注册登记、政务服务、知识产

权、政府采购、获得信贷、信用建设等领域为突破

口，对标国际规则和最高标准，全省上下锐意创

新、团结奋斗、埋头苦干，大力度大范围推进一系

列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取得明显成效［7］。从云南

省总体调查情况看，调查对象对当地营商环境建

设的满意度评价得分为 5. 8 分 ( 满分 10 分) ，略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表明，调查对象认为所在

区域营商环境的建设和优化力度应进一步加大，

与部分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在营商环

境分项评价中，受访群体对税收优惠、法治建设的

满意度较高，满意度得分明显高于政策优惠、市场

秩序和政府服务。因此，相对而言，政府在下一步

建设和优化营商环境时，应将工作重点放在建立

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并提供政策优惠等方面。与

此同时，公众对于当地营商环境建设的了解程度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营商环境建设的质

量。云南省调查对象对当地营商环境了解程度得

分为 5. 74 分 ( 满分 10 分) ，略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但仍然有 19. 23% 的调查对象对当地营商环

境建设了解不够。
结合以上两项数据分析可知，云南省营商环

境建设水平与公众满意度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相关政府部门应在营商环境建设的宣传、市场秩

序的建设以及提供更多政策优惠方面加大工作推

进力度，进一步改善和优化营商环境。
3. 对政府办事方便程度较为满意，但仍有改

进和提高的空间

近年来，随着电子政务与政府办公信息化水

平的提高，政府机构办事工作的效率以及公众办

理行政事务方便程度也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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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最少、流程最优、体制最顺、机制最活、效率最

高、服务最好为目标的营商环境建设也提高了公

众对政府办事的满意度。如: 云南省积极探索和

构建政务服务网络模式，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开发

了移动政务 APP，推动了政务服务模式的创新。
对西南地区的问卷调查显示: “去政府办事方便

程度”指标的得分为 6. 42 分，66. 7% 的调查对象

认为，去政府办事“比较方便”和“非常方便”，而

“在政府相关网站办理业务方便程度”这一项指

标得分为 6. 12 分，62. 8%的调查对象认为通过政

府相关网站办理业务“比较方便”和“非常方便”。
结合以上两项指标数据分析可知，西南地区在推

进政府公众服务方面能够积极探索和创新政务服

务新模式，切实增强了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但与

全国相比，两项指标得分还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仍有较大改进和提升的空间。虽然政府相关部门

的办事途径多样且效率逐步提高，但我国传统观

念中的“熟人社会”思想在人们的行为逻辑中依

然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如: 在本次调研中，云南省

有 29. 49%的调查对象认为“周围的人去执法机

关办事需要找熟人”，30. 77% 的调查对象认为

“周围的人去政府办事需要找熟人”。
4. 三因素影响着营商环境的构建

从西南地区的情况看，调研对象认为，“市场

化水平”、“清廉的政治生态”以及“国家政策”是

公众认为影响营商环境最重要的三个因素，所占

比重分别为 35. 90%、33. 33% 和 21. 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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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比重分别为 22. 30%、33. 07%
和 23. 84%。近几年来，我国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

加大了改革力度，如: 政府相关部门加大了“放管

服”改革力度，采取简政放权、设立政务统一服务

平台，简化行政审批事项等工作措施。从西南地

区营商环境优化的情况看，大部分地市均出台了

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为构建包容性

营商环境提供了政策支持; 但从政策实施情况看，

部分地区出台的政策实施意见还存在结合地方实

际不够、过于死板、不易操作，企业仍感到部分政

府部门行政审批繁琐等问题; 相关行业仍然存在

恶性竞争、产品质量低下、政府相关部门监管不

严、行政审批权力过大、行政干预等弊端。
5. 政府改善营商环境应采取三个重要措施

虽然公众将“国家政策”、“市场化水平”以及

“清廉的政治生态”视为影响营商环境最重要的

三个因素，但他们认为，政府在改善营商环境上最

需要提升的三方面是“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质量”、

“营造公平法制环境”以及“培养和引进人才”。
党的十九大以来，为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的工

作要求，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

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市场监管、商务、信用体系、
企业开办、用水用电等领域［8］。因此，在本次调

查中，调查对象更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在改善营商

环境时的具体做法。调查显示: 调查对象认为，提

升政府公共服务质量、营造公平法制环境是政府

在改善营商环境中最需要做到的，所占比重分别为

79. 49%和 60. 26% ; 也有接近半数的调查对象认

为，政府在改善营商环境时要注重培训和引进人才，

这一占比为 47. 44%。同时，减税降费( 41. 03% ) 、
创新监管方式( 35. 90% ) 、金融支持( 33. 33% ) 也

是调查对象认为政府在改善营商环境时要做到的

主要方面。从以上样本统计分析的结果可以得出

以下结论: 新时代优化营商环境必须加快建设高

效率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应

能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 同

时，在政策支持营商环境建设上，应充分发挥金融

政策的作用，通过金融支持，引导信贷资源流向相

关领域，满足市场主体的合理融资需求［9］。

四、西南地区营商环境优化及金
融支持案例分析———以云南省为例

近年来，西南地区各省市在推动营商环境建

设和优化方面均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加大了

政务服务的改革力度，有效提升了营商环境的质

量和水平。如: 近年来，云南省相继出台了《云南

省营商环境提升十大行动》《关于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的若干措施》《云南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实施方案》《云南省优化营

商环境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全省营商环境

建设和优化的政策体系不断建立健全。
1. 建立健全政务服务事项标准流程

自 2020 年以来，云南省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政

务服务事项标准化梳理工作，省政府相关部门抽

调有关部门人员组成事项梳理组集中攻坚，按照

“五级十二同”标准，通过省直部门梳理报送、校

验审核、征求各州市和省直部门意见、专家咨询论

证、合法性审核等程序，报请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暨优化营商环境领导

小组会议专题研究政府服务事项标准，适时出台

了关于调整涉及省级行政权力事项及政务服务事

项的相关规定。同时，要求各级、各部门必须把梳

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大力推动行政审批事项改

革。在此政策要求下，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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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决策部署，按要求、按时限圆满完成各自工

作任务，实现了“权力大瘦身”。如: 省政府办公

厅发挥好牵头统筹作用，组织工作人员严格按照

流程，认真研究，对有争议的事项充分沟通协调，

梳理成果，在多次多轮征求意见后进行了修改完

善。依据省级地方性法规、省政府规章等进行全

面甄别，按照列入、不列入两类进行梳理。同时，

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政务服务事项要做到

“该放则放、该管则管”的重要指示精神，对于安

全生产、食品药品、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明确

由省级实施的，根据机构改革省级部门“三定”规

定，对涉及事项的实施部门进行了调整。通过梳

理，全省总计有 482 项省级行政权力事项得到了

相应调整: 135 项取消，265 项进行了合并，78 项

得到了下放，1 项由审批改为备案，3 项实现了省

级上收，确保了政务服务事项全覆盖［10］。
2. 积极探索和创新金融支持政务服务新模式

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与云南省政府办公厅于

2018 年 8 月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同推动全省“互

联网 + 政务服务”建设，率先开发了省级政务服

务移动端“一部手机办事通”，并于 2019 年 1 月

10 日上线。同时，以“一部手机办事通”为切入

点，通过省级统一建设和推广应用搭建了全省共

用的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了服务范围从省级

到村级并与国家平台的有效对接，已于 2019 年

12 月上线运行。支撑该平台运转的 28 个系统已

建成 24 个，初步搭建起“一网通办”的总门户。
其中，统一事项目录系统全面支撑全省政务服务

事项“一库汇聚、同源管理”; 政务数据供需平台

实现了数据共享交换的全流程数字化模式，已注

册数据目录 439 条，汇聚数据 1. 41 亿条; 电子证

照系统汇聚了 160 类、2 400 万余条证照数据，涉

及 19 个省直部门和单位，一期“亮证”工作实现

了 18 种电子证照在“办事通”首页的展示; 工程

建设审批系统在全省应用，率先实现“一张蓝图、
一张表单”，将原有的 120 天审批周期压缩至 90
天以内，大幅提高了审批效率; 统一“好差评”系

统已在线上线下全渠道铺开，目前已完成 25 家省

直部门所有数据的接入工作。这些系统在支持

“数字云南”建设，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促进营商

环境优化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下一

阶段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中，云南省将持续推动

“一部手机办事通”迭代升级，不断优化网上政务

服务平台，持续打通部门业务办理系统，推动跨地

区、跨部门、跨层级业务协同; 同时，持续完善数据

资源中心、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等系统功能，加大

证照数据汇聚力度，发挥电子印章效力，积极探索

运用区块链技术拓展应用场景，促进办事过程中

通过数据共享和证照复用优化服务流程，减少各

类证明材料，减轻企业和群众办事负担，大幅提升

政务服务智慧化水平。
3. 推动银行支付减费让利，优化金融营商环境

近年来，云南省各级金融机构积极响应支付

手续费减费让利的政策要求，聚焦农村地区广大

个体工商户主体，全面调整惠农转账业务手续费，

落实减费让利政策。如: 持卡人应付转账汇款和

现金汇款业务手续费下降 0. 5 元 /笔，减费幅度达

16. 67% ; 商户手续费收入每笔上调 1 元，让利幅

度达 66. 67% ; 惠农业务链条的全部手续费让利

惠农商户，预计全省惠农商户将累计增收 150 万

元。强化对辖内法人机构落实减费让利政策的督

导调研，做好政策宣贯与精准引导，同步组织全省

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和支付机构通过“线上 + 线

下”方式对减费让利成效完成全渠道公示。截至

2021 年 11 月 8 日，云南省整体支付降费规模达

11 799. 49 万 元，惠 及 小 微 企 业 和 个 体 工 商 户

105. 79 万户，促进市场培育成效较好。
对云南省 207 家法人银行、25 家银行分支行

及 3 家法人支付机构支付手续费减费让利落实情

况进行调查，同时对 879 个市场主体回访调研。调

查显示，自 2021 年 9 月 30 日落地以来，97. 85% 的

受访主体对支付减费让利政策及施行情况表示

“非常满意”。
政策落地后，对 879 个办理支付业务的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开展回访调研，样本涵盖 34 个外

省至滇开办企业主体。调查显示，支付减费让利整

体政策及施行情况获得市场主体一致好评，97. 85%
的受访主体表示非常满意，2. 15% 的受访主体表

示较满意，政策过渡期至今无投诉无舆情，且约

2%的受访主体在问题反馈处特意留言感谢国家

关心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截至 2021 年 11 月

8 日，云南省实际累计降费规模为 11 799. 49 万

元，惠及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105. 79 万户，帮

助市场主体降成本、解难题，激发市场活力，促进

形成良性生存与发展环境。

五、基于普惠金融视角构建包容
性营商环境的政策建议

1. 积极搭建政银企融资对接平台，优化企业

融资环境

建议政府、银行及企业定期不定期举办政银

企融资对接会，建立健全政银企融资对接机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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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供相关平台，银行向企业宣讲融资政策和

金融产品，企业向银行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反映融

资存在的困难和融资需求，实现银行与企业一对

一的融资供需对接，从而提高银企融资的精准性

和针对性。同时，各银行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手段，搭建银企合作线上

平台，实现银行与企业点对点对接，降低银企融资

对接成本。
2. 充分运用政策工具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2020 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不利

影响，人民银行出台了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相

关工作措施，增加了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

付息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政

策工具，执行至 2021 年。2022 年以来，为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持续做好稳企业保

就业工作，人民银行对两项直达工具的转换和接

续作出了具体安排，将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

持工具转换为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并将普惠

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并入支农支小再贷

款。在这一政策背景下，各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

要积极用好政策工具，将政策优惠传导至辖内广

大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及有关市场主体，充分利用

政策工具，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降低

融资成本，满足合理的融资需求。
3. 强化金融科技手段运用，提高融资便利性

鼓励金融机构利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

金融科技手段，创新企业金融服务产品，创新线上

融资模式，推广和使用线上金融服务产品，提高企

业获得信贷的便利性。如: 云南省富滇银行创新

推出了“银行 + 科技公司 + 基层党组织”肉牛活

体质押贷款新模式，该模式通过肉牛养殖乡镇及

村级与基层党组织对接，利用《动产融资统一登

记公示系统》为 76 户养殖户养殖的 1 067 头肉牛

办理了动产融资登记，执行 4. 25% 的贷款年化利

率，较该行涉农贷款平均利率低 2. 38 个百分点，

未产生评估及登记费用，大幅降低了肉牛养殖户

的融资成本。
4. 打造高水平普惠金融市场体系，助推营商

环境优化

建立健全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强化信贷政策

的引导，引导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优化信

贷资源投放结构，结合国家普惠金融服务政策要

求，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等弱势群体的金融支

持力度，持续深化小微企业、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

方式创新。在满足国民经济薄弱领域的差异化金

融服务需求同时，相关政府部门、银行等要继续加

强三农和小微金融产品创新相配套的保障和服务

平台建设，针对农户、小微企业等普惠群体的融资

需求和特点，建立专门的普惠融资辅导机制，出台

有效政策来扶持普惠群体获得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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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of inclusiv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South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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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onstruction of inclusive business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China to actively
respond to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achieve leapfrog development．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various market players and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clusive business environment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upport of financial industry，which needs to
provide extensive and inclusive support and services． At the same time，the financial industry will als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level and wide coverage inclusive financial service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suppor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clusive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refor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lusive finance，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analysis of the inclusiv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the Southwest area，combined with practical cases，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on how inclusive fi-
nance can play a role in financial support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inclusive business environment．

Key words: inclusiveness; business environment; inclusive finance; South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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