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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
商环境是企业等市场主体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

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

是影响经济增长、创新创业和民生福

祉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在“放管服”

改革推动下，中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营商便利度大幅提高，有力助推市场

主体规范经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营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

境，是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举

措，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就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提出重要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提出，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营商环境。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就是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对于外资企业

来说，国际化的规则和制度使得外资

企业可以在更为熟悉的制度环境下

参与国内市场，规范的市场环境使得

外资企业可以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

对于内资企业来说，便利、简明的服

务和制度环境，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全

面的国内审批、资本流动、人才流动

等相关便利化服务与政策，便于企业

在国内外市场参与公平合作与竞争。

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是否达到国际

一流标准，应从是否有利于企业经

营、是否有利于企业办事、是否有利

于企业集聚三个维度来判断。

北京作为首善之区，近年来以制

度创新为核心，坚持推进简政放权、

优化服务，陆续出台优化营商环境改

革举措。这些举措既强调效率又注重

服务，既重视标准又守住诚信，为北

京加快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

营商环境制度体系，持续优化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探索出了优

化营商环境的“北京经验”。“十三五”

期间，北京营商环境改革实现了从跟

跑摸索到领先示范的转变，在中国营

商环境评价中，北京市综合排名连续

三年成绩优异。2023 年 3 月 15 日，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北京市

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

展实施方案》，继续全力推动营商环

境优化工作。会议指出，优化营商环

境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核心

竞争力的必然要求。要全面贯彻落实

中共二十大精神，按照市第十三次党

代会部署要求，以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便利化、一体化为目标，抓

好实施方案落地，始终保持营商环境

的首善之区地位。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对

照国际和国内先进城市，北京市营

商环境仍然存在一定不足。从北京

市的现状来看，当前的营商环境在

某些方面仍与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有一定差距，特别是在与政府行政

服务相关度较高的有利于企业办事

方面来看，还有继续改进的空间。例

如，现行的政务管理模式存在供需不

匹配的问题，无法完全满足企业办事

需求；部分需要现场办理事项仍存在

不能办、不好办的情况；传统现场监

管模式存在监管任务重、效率不高的

问题；线上政务服务系统未完全做到

以企业为中心，影响企业办事体验；

北京市政府英文网站信息呈现不够

全面、智能化程度不高，不利于国际

加快建设北京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文 屠新泉

  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是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高质量发

展、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北京观察 2023年第 4期 17

Focus 视点

用户了解信息等。

为此，建议加强政务服务体系的

智能化、智慧化建设。参考其他先进

城市经验，探索创建线上虚拟政务服

务专员，全面推进各部门数据整合共

享，运用人工智能、智能交互等技术，

赋予虚拟政府服务专员一体化政务服

务功能，为办事群众提供多种业务场

景不间断、“7×24小时”服务。条件

成熟后在 12345 政务热线添加虚拟服

务专员，以更加智能化的服务方式，

精准智能解答咨询事项，提高服务能

力和效率。探索在北京市线下政务服

务大厅设置智能服务专员窗口，将人

工智能技术引入真实场景，通过科技

赋能实现大厅各类业务一窗办理，使

现场办事更加快捷、高效。探索打造

具有极高还原度的元宇宙政务服务虚

拟大厅，构建公共服务虚拟场景，提

供招标投标、合同签约、招商引资等

服务事项，进而实现与线下场景的同

步与统一。

对固定场所开展模拟监管创新。

探索构建立体式、可视化、全智能的

一体化智慧监管平台，搭建固定监管

场所数字孪生场景，建立互联互通的

监管数据库，通过平台智能分析功能

对监管场所风险点进行解析，在综合

执法检查、社会治安管理、安全生产

检测、环境检测、保税监管等领域，

帮助监管执法人员实施精准高效的监

管，解决监管效能不足不强的问题，

降低时间、空间等因素对监管和企业

经营活动的影响，实现对企业“无感

式”“无打扰”监管。

完善线上政务服务，加强智慧互

动。进一步完善线上办事指引，加强

精准服务，降低搜寻成本。采取多元

沟通互动方式，提高政企互动效率，

可以开发互动式企业评估问卷、创业

评估指导等多种创新型政企互动模

式。优化企业参与涉企政策制定的相

关模式，通过鼓励企业参与涉企政策

的制定，更加直接地了解企业诉求和

需求，从源头解决助企惠企难题。公

开好差评具体内容，促进评价互动和

流程优化。提升英文网站互动智能化

程度，加强与国际用户高效互动，并

提供更多符合用户需求的信息，强化

英文网站建设。

加强 12345 热线国际化建设，提

升涉外服务水平。创新完善外语服务

环境，方便外籍人员在京使用 12345

热线。增设英语、西班牙语、日语、

韩语等自动语音提示和播报，提供多

语言智能客服回应功能。以智能化手

段赋能，提升热线服务质量和效果。

探索智能座席服务模式，借助人工智

能和大数据等技术，打造智能化运营

管理模式，将智能客服拓展至热线全

流程，独立完成咨询、投诉等工作，

减少人工参与程度。完善热线网页建

设，便利用户多渠道沟通，增加可视

化信息展示，加强信息公开，提升信

息、数据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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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商环境是否达到国际一流标准，应从是否有利于企业经营、是否有利于企业办事、是否有利于企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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