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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报告由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和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合作完成，目的在于对我国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企业经营环境总体状况和各方面状况进行评价和比较，并对各地企业经营环
境的变化情况进行跟踪分析。
企业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企业的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包括政治和社会稳定、宏观经济稳定、政府行政管理状况、法制环境、资金和人力资源等生
产要素的供应和服务、基础设施条件、中介组织和技术服务以及企业经营的社会环境等。
我们把这些影响企业发展的外部因素统称为“企业经营环境”。
了解和研究各地的企业经营环境状况，有利于各级政府调整政策、改善经营环境，有利于企业经营者
和投资者作出正确的经营和投资决策，也有利于学术界对经济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
为了对这些影响企业经营环境的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和比较，我们建立了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
对影响企业经营环境的各方面因素进行评价。
鉴于这一指数体系的主要目的在于反映各地企业经营环境的差别，因此一些各地间具有很强同质性的
因素，没有包括在指数体系内。
例如，政治和社会稳定、宏观经济稳定；这些因素对企业经营而言非常重要，但由于各地在政治和社
会制度，以及所面临的宏观政策方面的一致性，它们基本上处于同样的宏观环境中，没有重大差异，
不便于互相比较。
因此，我们的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不对这些同质性的因素进行衡量。
我们的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是由总指数、7个方面指数和若干分项指数组成。
总指数由方面指数合成，用以反映各地企业经营环境的总体评分和排名。
大部分方面指数分别由几个分项指数合成，有些分项指数又由二级分项指数合成。
我们称最低一级的分项指数为基础指数。
目前组成这个企业经营环境指数的基础指数共有29个。
设计这套指数体系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本报告中一般简称为“各省份”）
的企业经营环境进行评分，并通过横向比较进行排序；同时也反映各省份企业经营环境随时间出现的
变化，并对其进步或退步作出评价。
我们用企业经营环境指数的评分衡量各省份企业经营环境的绝对水平，用方面指数和分项指数的评分
衡量它们某一方面和某一单项的企业经营环境绝对水平；而根据评分做出的各省份排序，则表示某一
省份的企业经营环境相对于其他省份的位置。
我们希望这套指数体系能够大体反映我国各地区企业经营环境的概况，同时，也希望今后运用这套指
数体系对各地企业经营环境的进展状况进行持续的跟踪分析，及时反映企业经营环境的发展变化。
企业经营环境指数的基础数据来自对全国各地数千家企业的调查。
影响企业经营环境的因素涉及方方面面，尽管进行了多层分解，但有很多因素仍然难以用某一个客观
指标来衡量。
还有一些因素，虽然能够找到有代表性的客观衡量指标，但数据的可获得性较低，或者跨地区的可比
性不足，这都会给实际分析带来困难或者误差。
而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直接面对当地经营环境的方方面面，对当地的经营环境有最直接的了解，因此我
们采取了以企业主要负责人对当地经营环境各因素的主观评价为主、以客观评价指标为辅的调查方式
。
这些主观和客观评价指标经过合成，形成了各方面指数和总指数。
但也由于以上原因，这一评价体系不能完全排除主观因素导致的误差。
这是该指数目前存在的局限性。
一些省份在某些年份评分和排序的变动较大，一般而言是反映了这些省份的政策环境及其他因素的变
化，但不排除少数省份的短期波动可能和随机误差的影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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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依据这些调查结果做出的评分和排序是近似的，而不可能是绝对准确的。
不过，由于我们的企业经营环境调查覆盖面较广，参与企业众多，能够使这些正负误差的影响在很大
程度上互相抵消，所以这类误差一般而言不会很大。
而且随着观察年份的增加，这些误差导致的短期波动会得到过滤，使评分和排序的变动趋势可以基本
反映各省份企业经营环境的实际情况和变化趋势。
今后，我们也将继续探索完善资料收集和分析的方法，提高这一指数体系的准确性。
本报告对各省份2006年、2008年和2010年的企业经营环境状况进行了评价。
这基于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进行的三次企业调查。
第一次企业经营环境调查于2006年第四季度开始进行，2006年年底完成；全国有4586家企业填写了调
查问卷。
第二次调查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2009年年初完成；全国有5994家企业填写了调查问卷。
第三次调查于2010年第四季度开始，2011年年初完成，全国有4256家企业填写了调查问卷。
问卷由企业主要负责人（一般为董事长、总经理）填写，大部分指标是根据一定的评分标准，由企业
负责人针对某个方面的问题给出的主观评价，也有一些指标是反映企业某一方面情况的客观数据。
以2010年为例，4256家调查企业在企业类型方面的分布如下：国有独资企业310家（7.3％），集体所有
制企业78家（1.8％），私营企业632家（14.8％），股份合作制企业159 家（3.7％），股份有限公司667
家（15.7％），有限责任公司2 098 家（49.3％），其他内资企业7 家（0.2％），外资和港澳台资企
业247 家（5.8％），未分类58 家（1.4％），合计100％。
除国有独资企业外，在其他各类企业中，还有国有控股企业439 家。
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企业共占调查企业总数的17.6％。
调查企业按企业规模分类的分布如下：特大型企业38家（0.9％），大型企业324家（7.6％），中型企
业1748家（41.1％），小型企业2100家（49.3％），未分类46家（1.1％）。
按主营业务所属行业分类的分布如下：制造业3000家（70.5％），农林牧渔业、采矿业、电力燃气及
水的生产供应业、建筑业共396家（9.3％），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
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共501家（11.8％），其他各类服务业共336家（7.9％），未分
类23家（0.5％）。
从以上情况看，调查企业的企业类型分布和规模分布都比较均衡，只是行业分布中制造业企业相对偏
多，其他行业（特别是服务业）企业偏少。
但一般而言这不会改变分省企业经营环境的评价。
其他年份（2006、2008）调查企业按以上各种分类的分布情况与2010年类似。
在指数覆盖方面，本报告共包括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由于西藏的调查样本数量过小，不足以代
表西藏的整体情况，因此指数计算没有能够包括西藏。
同时由于制度环境的差异，也不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
我们希望这项研究结果的公布能有助于社会各界了解我国各地的企业经营环境状况，从而为继续推动
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善，提升我国企业的竞争力作出努力。
我们在这套指数体系的建立过程中进行了许多资料分析和研究，吸取了学者、商界和政府工作者的意
见和建议，借鉴了我们在历年《中国市场化指数》研究中取得的经验，并参考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
度统计和经济普查数据及国内有关外研究的文献资料，例如世界银行对中国23个城市投资环境和120个
城市竞争力的调查，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营商环境报告，透明国际的世界清廉指数以及国
内有关投资环境的一些研究等（出处均见本书结尾的参考文献部分）。
在本报告的第一部分，我们将报告各省份企业经营环境的总体排序和总指数评分，并通过对2006年
、2008年和2010年的总体排序与评分进行比较，反映全国和各地企业经营环境的发展变化。
我们还将对一些经营环境排序和评分变化较大的省份的变动原因进行简要的分析。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我们将报告2006年、2008年和2010年期间企业经营环境在7个不同方面的进展。
这7个方面是政府行政管理、企业经营的法制环境、金融服务、人力资源供应、基础设施条件、中介
组织和技术服务，以及企业经营的社会环境。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我们将按照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四个区域，分析各地在企业经营环境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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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变化，并给出四个区域在每个方面指数和分项指数于2006年、2008 年和2010年期间平均得分的
变化。
为了便于分别研究各省份的企业经营环境状况，我们在第四部分以文字和图表的形式将每个省份各方
面指数和分项指数的评分逐个列出，并将这些评分与全国平均得分及最高得分进行比较，以便更集中
、更直观地显示各省份在不同方面的企业经营环境与全国水平相比的相对位置。
我们还以评分和排序数据为基础，对每个省份企业经营环境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因此这一部分在报告中占有较大的篇幅。
在第五部分，我们将对企业经营环境指数体系的具体构造进行详细说明，同时报告指数的计算方法和
整个指数体系的形成方法。
关心这个指数体系的构成和特征的研究者和其他热心读者可在这里对指数体系获得更全面的了解。
报告的第一、第二两个部分是本报告的核心部分。
它们包含了企业经营环境指数的最主要信息。
报告的第三、第四部分是按区域和省份分类的具体描述。
关心特定区域、特定省份企业经营环境状况的读者，可以从这两个部分直接找到所关心的内容，而不
必从全国的总指数、方面指数和分项指数中一项项地搜寻所关心的区域和省份的情况。
而对于关心指数形成方法和特征的研究者来说，报告的第五部分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解释。
本项研究中的企业调查工作主要由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承担，指数体系设计、数据分析研究和报告写
作等工作主要由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承担；双方在项目进行过程中进行了充分沟
通和密切合作。
我们的企业调查得到北京卓越企业家成长研究基金会的支持，也得到各地许多企业、个人和政府部门
的合作与帮助。
报告形成过程中，李爱莉承担了数据和文字核对等工作。
合作双方对项目进行过程中所有机构和个人所给予的支持与帮助表示深深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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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和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研究者在对全国各省4000多家
企业主要负责人进行的联合问卷调查成果基础上，通过严谨的数据分析，建立了包含政府行政管理、
企业经营的法制环境、金融服务、人力资源供应、基础设施条件、中介组织和技术服务以及企业经营
的社会环境等七大方面指数组成的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体系，对2006、2008、2010三个年度各
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企业经营环境进行了指数化的测度与评价，并对每个省份各个方面的横向和纵
向的变动原因及趋势进行了分析。

　　《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1年报告》有助于投资者、企业经营者更好地认识各地投资环境
及其变化趋势，有助于政府人士明确所在地区体制上存在的缺陷和改进方向，更为相关社会治理研究
者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研究体系和翔实的统计数据，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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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企业经营环境指数的总体评分企业经营环境总指数的评分由7个方面指数、15个分项指数和29个基础指
数的评分决定。
多数方面指数包含几个分项指数和基础指数，分别反映企业经营环境的不同方面和不同角度。
各基础指数的计算主要来自被调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就该项指数对当地企业经营环境的评价，评分分
为5档，分别用1、2、3、4和5表示，依次表示“很差”、“较差”、“一般”、“较好”、“很好”
。
其中1表示“很差”，5表示“很好”。
因此，我们把处于中位的评分3分（表示“一般”）视为中性评价，高于3分的评分是比较积极或偏于
正面的评价，而低于3分的评分是比较消极或偏于负面的评价。
此外，还有少量指数是以数量指标的形式进行测度的。
例如，关于企业税外缴费负担，是按占企业年度销售收入的百分比来计算的。
企业经营环境指数的计算，是依据这些主观评价和客观数据做出的。
具体的计算方法，我们将在本报告的最后部分详细说明。
 前一节的排名变化只反映各省份相对位置的变化。
有些省份排名发生变化，可能与其他企业经营环境比较接近的省份发生了变化有关。
事实上，各省份企业经营环境的进步，要通过它们的企业经营环境指数总体评分的变化才能更准确地
反映出来。
表1-3列出了各省份在2006年、2008年和2010年间企业经营环境指数总体评分及其变化。
观察表1–3，我们首先发现，尽管各省份的排序变化有上升也有下降，但是从企业经营环境指数总体
评分的情况看，全国30个省份2008年的评分均高于它们本身2006年的评分，各省份的平均得分，从2.88
分提高到3.09分（按算术平均计算，下同），平均上升了0.21分。
这说明全国各地在2006~2008年期间，企业经营环境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而在2008~2010年间，绝大
部分省份的评分都有所下降，各省份平均得分从3.09分下降到3.00分，平均下降了0.09分。
这说明在此期间企业经营环境普遍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退步或恶化。
这是一个很值得警惕的现象。
其次，尽管各省份的总体评分都在变动，但是不同地区的变动幅度差异明显。
总的来说，2006年排名比较靠后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省份，在2006~2008年期间，多数总体评分提高
的幅度超过了全国平均提高幅度，改善幅度较大。
因此，两年间各地区的企业经营环境水平有某种收敛的趋势。
各省份总体评分的标准差从2006年的0.13下降到2008年的0.11，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距也从2006年
的0.52下降到2008年的0.42。
而到2010年，总体评分的标准差则上升到0.13，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距也上升到0.57。
因此，从2008年到2010年，各地区企业经营环境水平有发散的趋势，主要表现在西部和东北地区省份
经营环境评分下降幅度较大，而中、东部地区省份下降相对较小。
全国只有山西和云南评分没有下降。
部分省份企业经营环境排序和评分变动原因分析如上节所述，就全国各省份的平均指数得分而言，企
业经营环境总指数在2006~2008年期间有明显改善，从比较消极的2.88分上升到比较积极的3.09分，而
在2008~2010年期间则出现了一定退步，从较积极的3.09分下降到中性的3.00分。
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动向。
为什么会发生下降？
这需要从企业经营环境不同方面的评分去寻找原因。
我们将在第二部分从7个不同的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而在这一节，我们将着重对一些企业经营环境排序和评分变化比较大的省份的变动原因进行简要分析
。
在本报告的第四部分，我们将对所有省份的情况进行更全面的分析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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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8年宁夏和广西是2006~2008年间企业经营环境排名上升幅度最大的两个地区，都上升了9位。
宁夏排名上升是由于其2006~2008年期间评分上升幅度较大，上升了0.40分（见表1-3）。
这期间宁夏各方面指数的评分都有明显上升，其中某些方面指数评分上升幅度很大。
例如金融服务方面，评分增长0.83分，中介组织和技术服务方面评分增长0.42分。
广西在2006~2008年期间评分上升了0.27分。
这主要有赖于金融服务、人力资源供应和企业经营的社会环境这三项指数的评分上升幅度较大，分别
上升了0.50分、0.38分和0.32分。
此外，广西企业经营环境其他方面的评分也都有所上升。
实际上，这期间甘肃的评分上升幅度大于广西，为0.33分，另外北京、贵州、陕西的评分也都上升
了0.27分。
只是与它们评分相近的省份也有较快进步，使它们的相对位次上升没有那么大。
这期间排名下降幅度最大的地区是新疆，下降了10位，但并不表示其经营环境绝对水平下降，而是因
为其改善的幅度明显小于其他省份，总体评分只增加了0.13分，小于0.21分的全国平均增幅。
在新疆的各方面指数中，基础设施条件方面的评分下降了0.08分，企业经营的社会环境方面的评分未
发生改变。
其他方面的评分有所增长，但增幅相对较小。
山西在此期间的排名下降了9位，也是因为评分上升幅度小于其他一些省份。
山西的评分只增加了0.11分。
这首先是因为山西在基础设施条件方面的评分下降，而且其他方面的评分增幅比较小，其中政府行政
管理和企业经营的社会环境方面的评分增幅都不超过0.05分。
排名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地区还有云南、海南和青海，都下降了6 位。
其中云南和青海的基础设施条件、青海的中介组织和技术服务方面评分都有所下降，其他多数指数的
改善幅度较小。
海南在企业经营的社会环境方面的评分下降幅度较大，在人力资源供应方面没有明显改善。
2008~2010年山西在2008~2010年期间排序上升了13位，是企业经营环境排名上升幅度最大的地区。
这是因为2008~2010年间其他绝大部分省份的评分都出现了下降，而山西的总体评分轻微上升了0.03分
。
山西企业经营环境7个方面指数的评分，除了基础设施条件，其他各方面指数的评分都有所上升。
云南在2008~2010年期间排序上升幅度也很大，上升了9位，这得益于期间云南的总体评分未发生改变
。
2008~2010年，云南在政府行政管理、人力资源供应、中介组织和技术服务这三个方面评分都有所提高
。
其他有些方面的评分发生了下降，例如企业经营的法制环境，但下降幅度也小于其他省份。
2008~2010年期间排名下降幅度最大的地区是广西，下降了10位，这是因为广西的评分下降幅度大于其
他省份，下降了0.20分，全国平均的下降幅度为0.09分。
2008~2010年，广西各方面指数的评分除中介组织和技术服务的评分与2008年持平外，其他各方面的指
数评分下降幅度相对较大。
其中基础设施条件下降了0.51分，多数方面指数的评分降幅都在0.20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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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1年报告》编辑推荐：认识一个地区，当然要从认识它的企业经营环
境开始!信息社会，如何从繁若星海的信息大潮中撷取真相？
《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1年报告》给你帮助！
以对分布全国4000多位企业负责人的调查问卷为事实基础，著名经济学家王小鲁、樊纲联手打造企业
经营环境指数体系，纵横比较各地企业经营环境状况，剖析变化趋势。
帮助政府人士明了其治理地区的全国定位和改进方向，帮助社会治理研究者提供科学指数体系和翔实
统计数据，帮助投资者更好地认识各地投资环境及其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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