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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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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营商环境满意度测评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中小企业营商环境满意度测评的总体要求、测评指标、测评方法与程序等方面的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中小企业开展营商环境满意度测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6315-2010 市场、民意和社会调查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26315-2010 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中小企业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依法设立的，人员规模、经营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包括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 

3.2  

营商环境  environment of doing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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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营商环境满意度  satisfaction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企业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对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的实际感受与心理期望相比较的符合程

度。 

3.4  

测评  evaluation 

针对调查对象所进行的采集资料数据、综合测算与分析的过程。 

3.5  

指标体系  index system 

对调查对象进行特定综合评价所必需的一套具有完整性和系统性的指标组合。 

3.6  

问卷调查  questionnaire survey 

以书面提出问题的方式搜集资料的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将所要研究的问题编制成问题表格，以邮

寄、当面作答或者追踪访问方式填答。 

[来源：GB/T 26315-2010，定义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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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要求 

4.1 测评过程和结果应不受干扰，具有独立性。 

4.2 测评数据的采集应能反映测评对象的整体运行状态，使数据采集在对象类型、区域分布等方面具有

代表性。 

4.3 测评数据的处理应严谨、规范，遵循统一的数据处理规则。 

4.4 测评数据、测评过程应有记录，保证测评结果可追溯。 

5 测评指标 

5.1 设置原则 

5.1.1 系统性 

测评指标设置应不交叉、不重复，指标及其层级设置应科学、合理，各项指标应相互协调构成有机

整体，每个指标应从不同角度反映营商环境建设与优化情况。 

5.1.2 客观性 

测评指标应真实反映营商环境的实际状况。 

5.1.3 可操作性 

测评指标应易于理解，便于数据的采集和处理。 

5.1.4 可比性 

测评指标应便于不同地区的横向比较、同一地区自身的纵向比较。 

5.2 测评指标体系 

5.2.1 概述 

中小企业营商环境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包括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要素环境、创新环境、

生活环境6个一级指标。 

5.2.2 政务环境 

政务环境围绕企业生产经营的全生命周期，聚焦涉企政策制定与落实，政务服务流程与水平，新型

政商关系构建等情况，下设政策落实、政务服务和新型政商关系3个二级指标，具体如下： 

a） 政策落实。反映政策制定合理性、公开渠道多样性、执行公正性、兑现及时性，下设政策制定，

政策公开、宣传、解读以及政策执行3个三级指标； 

b） 政务服务。反映政务服务标准化水平，服务意识和业务办理便利性，下设政务服务标准化、政

务服务水平和政务服务便利性3个三级指标； 

c） 新型政商关系。反映政企沟通渠道的畅通性、多样性，政府帮扶企业的积极性，政企交往的规

范性，招投标与政府采购规范性，下设政企沟通渠道、帮扶企业力度、政商交往行为和招标投标与政府

采购4个三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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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市场环境 

市场环境反映政府在干预经济活动和市场监管等各领域的依法合规情况，及促进经济活动和市场开

拓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下设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市场监管和市场开拓、市场退出等5个二级指标，

具体如下： 

a）市场准入。反映政府在市场准入门槛、准入条件、市场准入事项审批方面的情况，下设准入条

件和准入审批2个三级指标； 

b）公平竞争。反映市场主体平等竞争情况，下设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章平等3个三级指标； 

c）市场监管。反映政府部门监管情况，下设信用监管、包容审慎监管和事中事后监管3个三级指标； 

d）市场开拓。反映跨境贸易办理便利度，政府在开拓国内外市场方面为企业提供支持情况，下设

跨境贸易、开拓国内时长、开拓海外市场3个三级指标； 

e）市场退出。反映企业办理注销、破产和解程序、重组程序、清算程序的便利情况，下设企业注

销、办理破产2个三级指标。 

5.2.4 法治环境 

法治环境反映涉企法规制定、执行及公共法律服务情况，下设科学立法、规范执法、公正司法和公

共法律服务4个二级指标，具体如下： 

a）科学立法。反映涉企法规制定的质量和及时性，以及企业参与立法的情况，下设涉企法规制定、

修改、废止和立法参与2个三级指标； 

b）规范执法。反映政府依法执法，以及企业合法权益受保护的情况，下设依法执法、合法权益保

护2个三级指标； 

c）公正司法。反映企业知识产权等受保护情况，企业诉讼成本，以及司法机关审慎善意司法情况，

下设企业产权司法保护、降低司法成本和审慎善意司法3个三级指标；   

d）公共法律服务。反映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情况，下设公共法律服务平台

建设和公共法律服务机制建设2个三级指标。 

5.2.5 要素环境 

要素环境反映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类要素资源条件的保障情况，下设基础要素、劳动力要素、

资本要素和数据要素4个二级指标，具体如下： 

a）基础要素。反映企业获得水、电、气、网、暖、物流和用地保障情况，及其成本情况，下设用

水保障及成本等7个三级指标； 

b）劳动力要素。反映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监管和保障情况，以及企业用工成本情况，下设劳动力市

场监管、劳动力保障和成本3个三级指标； 

c）资本要素。反映企业融资便利性和融资成本情况，下设融资环境、融资渠道多样性和融资成本3

个三级指标； 

d）数据要素。反映政府数据开放和共享情况，下设政府数据开发共享1个三级指标。 

5.2.6 创新环境 

创新环境反映当地贯彻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在创新机制、文化、人才、平台、项目、资金等多方面

对企业创新发展的支持，下设创新氛围、创新人才和创新资源3个二级指标，具体如下： 

a）创新氛围。反映政府在创新机制建设以及营造创新创业氛围方面的情况，下设创新机制和创新

文化2个三级指标； 

b）创新人才。反映人才培养制度建设和成效的情况，下设人才引进和人才培育2个三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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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创新资源。反映政府创新资源制度建设和成效的情况，下设创新项目开发、创新平台建设和创

新资金投入3个三级指标。 

5.2.7 生活环境 

生活环境反映政府对治安、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保障及生态环境情况，下设社会治安、生活配

套和生态环境3个二级指标，具体如下： 

a）社会治安。反映当地社会的秩序情况，下设安全防范和打击惩治2个三级指标； 

b）生活配套。反映配套建设的各种服务性设施建设情况，下设基础教育、医疗养老、公共交通、

住房保障和文体娱乐5个三级指标； 

c）生态环境。反映居住环境方面的情况，下设空气质量和绿化面积2个三级指标。 

6 测评方法 

6.1 指标测量 

6.1.1 政务环境 

政务环境测量方法见表1。 

表 1 政务环境指标的测量 

指标 测量 

一级 二级 三级 三级指标说明 方式 方法示例 结果 

政务

环境 

政策

落实 

政策制定 

反映政府对中小企业参与

政策制定的重视程度、政策

内容制定的科学合理性和

可落实性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政策公开、宣传、

解读 

反映政策公开的及时性，公

开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

政策宣传渠道的多样性，政

策查找的便利性、政策解读

的有效性、政府反馈的及时

性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政策执行 

反映政策稳定性、政策执行

的公正性、政策兑现的及时

性、企业申请政策的便捷

性，以及申请政策的成本情

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0≤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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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政务

服务 

政务服务标准化 
反映服务事项、服务流程规

范化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政务服务水平 
反映政府工作人员业务能

力和服务意识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政务服务便利性 
反映政务大厅业务办理便

利度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新型

政商

关系 

政企沟通渠道 
反映政企沟通渠道的多样

性、畅通性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帮扶企业力度 
反映政府帮扶企业的积极

性和成效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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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市场环境 

市场环境测量方法见表2。 

表 2 市场环境指标的测量 

政商交往行为 
反映政府与企业交往行为

的规范性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招标投标与政府采

购 

反映对招投标、政府采购各

环节的满意程度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指标 测量 

一级 二级 三级 三级指标说明 方式 方法示例 结果 

市场

环境 

市场准

入 

准入条件 

反映市场准入门槛、准入条

件是否合适以及未被禁止的

行业是否准入的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 取值为 1,3,5 

5：不存在 

3：个别存在 

1：较多存在 

0≤t≤100 

准入审批 

反映市场准入事项审批是否

繁琐、是否存在市场准入不

准营现象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 取值为 1,3,5 

5：不存在 

3：个别存在 

1：较多存在 

0≤t≤100 

公平竞

争 

权利平等 

反映市场主体竞争权利是否

均等，企业是否受到排挤、

歧视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 取值为 1,3,5 

5：不存在 

3：个别存在 

1：较多存在 

0≤t≤100 

机会平等 
反映市场主体竞争机会是否

均等，在涉及的行业和领域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0≤t≤100 



T/CCPITCSC  XXX—2021 

7 

是否存在不公平竞争现象 n 取值为 1,3,5 

5：不存在 

3：个别存在 

1：较多存在 

规则平等 

反映市场主体竞争规则是否

平等，是否存在没有法律法

规依据而给予特定经营者特

殊优惠政策或待遇现象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 取值为 1,3,5 

5：不存在 

3：个别存在 

1：较多存在 

0≤t≤100 

市场监

管 

信用监管 
反映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市

场监管体系建设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包容审慎监管 

反映政府对新业态经济采取

包容态度，给予新业态观察

期，依法打击违规违法的新

业态的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事中事后监管 
反映市场监管方式合理性、

监管规范性和透明度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市场开

拓 
跨境贸易便利度 

反映跨境贸易相关手续的便

利程度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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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法治环境 

法治环境测量方法见表3。 

表 3 法治环境指标的测量 

开拓国内市场 

反映政府在组织完善本地的

国内销售体系、完善开拓国

内市场方面为企业提供相应

支持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 取值为 1,3,5 

5：不存在 

3：个别存在 

1：较多存在 

0≤t≤100 

开拓海外市场 

反映政府在获取商务信息、

进行国内审批、提升商品和

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外汇管

制方面对企业的支持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 取值为 1,3,5 

5：不存在 

3：个别存在 

1：较多存在 

0≤t≤100 

市场退

出 

企业注销 

反映办理企业注销用时长

短、成本高低，以及手续便

捷度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办理破产 

反映办理企业破产和解程

序、重组程序、清算程序的

便利度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指标 测量 

一级 二级 三级 三级指标说明 方式 方法示例 结果 

法治

环境 

 

科学

立法 

涉企法规制定、

修改、废止 

反映制定涉企法规的质量，

出台、修改、废止涉企法规

及时性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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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参与 

反映立法者听取不同社会群

体的意见，企业参与立法方

式多样性及向公众及时解疑

释惑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规范

执法 

依法执法 

反映政府在执法过程中遵照

适当的法律法规、执法公平

合理公正，以及执法效率情

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合法权益保护 

反映企业在合同纠纷、债权

债务、员工劳动纠纷、行政

干预、刑事风险等方面受保

护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公正

司法 

企业产权司法保

护 

反映对企业产权，重点是知

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降低司法成本 
反映司法部门审判成本、企

业诉讼成本投入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审慎善意司法 

反映司法部门实体公正与程

序公正并重、惩罚和教育相

结合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0≤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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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要素环境 

要素环境测量方法见表4。 

表 4 要素环境指标的测量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公共

法律

服务 

公共法律服务平

台建设 

反映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

情况 
见 7.2.2 

t = {
100 A = 1

0 A = 0
 

A:是否建设公共

法律服务平台  

1:已建设 

0:未建设 

取值为

100，0 

公共法律服务机

制建设 

反映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情况、公共法律服务人员素

质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指标 测量 

一级 二级 三级 三级指标说明 方式 方法示例 结果 

要素

环境 

基础 

要素 

用水保障及成本 
反映企业获得用水保障，以

及用水成本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用电保障及成本 
反映企业获得用电保障，以

及用电成本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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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气保障及成本 
反映企业获得用气保障，以

及用气成本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用网保障及成本 
反映企业获得用网保障，以

及用网成本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用暖保障及成本 
反映企业获得用暖保障，以

及用暖成本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物流保障及成本 
反映企业物流运输保障，以

及物流运输成本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用地保障及成本 
反映企业获得用地保障，以

及用地成本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劳动力

要素 
劳动力市场监管 

反映政府实施就业监管的灵

活性以及提供就业服务、促

进就业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0≤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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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劳动力保障 
反映劳动力供给数量、人才

服务中心服务质量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劳动力成本 反映用工成本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资本 

要素 

融资环境 

反映企业融资便利度、政府

融资政策落实情况的满意程

度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融资渠道多样性 
反映企业融资渠道多样性、

融资可获得性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融资成本 反映企业融资成本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0≤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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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创新环境 

创新环境测量方法见表5。 

表 5 创新环境指标的测量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数据 

要素 

政府数据开放共

享 

反映政府推动各地区各部门

间数据共享交换，在公共数

据开放和数据资源有效流动

的制度规范和措施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指标 测量 

一级 二级 三级 三级指标说明 方式 方法示例 结果 

创新

环境 

 

创新 

氛围 

创新机制 

反映政府科技金融扶持、高

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本地转

化、国家重大科技资源开放

共享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创新文化 
反映政府营造创新创业氛围

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创新 

人才 

人才引进 反映引进人才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人才培育 
反映引进人才的培育成效、

制度建设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0≤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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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生活环境 

生活环境测量方法见表6。 

表 6 生活环境指标的测量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创新 

资源 

创新项目开发 

反映建立健全创新项目开发

管理机制，提供专人、专项

资金帮扶企业进行创新项目

开发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创新平台建设 

反映企业与高校、科研单位

合作情况，政府支持企业创

建创新平台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创新资金投入 
反映政府产业创新引导基金

等投入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指标 测量 

一级 二级 三级 三级指标说明 方式 方法示例 结果 

生活

环境 

 

社会 

治安 
安全防范 

反映警企联系机制建设、企

业周边巡防力度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0≤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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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打击惩治违法犯

罪 

反映打击惩治违法犯罪行为

的力度和及时性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生活 

配套 

基础教育 反映基础教育资源投入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医疗养老 反映医疗养老资源投入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公共交通 反映公共交通体系建设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住房保障 反映居民住房保障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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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指标权重设置 

各指标权重的取值范围应在0～1之间，同一层级的指标权重之和应为1，权重设置示例参见附录A。 

根据不同的评估目的可以选择客观赋权法或主观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 

6.3 测评结果计算 

测评结果按公式（1）计算： 

 𝑆 = ∑ 𝑋𝑖

ℎ

𝑖=1

 ..............................................................................（1） 

式中： 

S——测评结果得分，0≤S≤100； 

Xi——第i个一级指标的测评得分； 

h——所有一级指标的个数。 

 

Xi按公式（2）计算： 

式中： 

文体娱乐 

反映文娱、体育活动丰富程

度、文娱、体育场所和资源

建设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生态 

环境 

空气质量 
反映居住环境空气质量优劣

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绿化面积 反映绿化面积情况 见 7.2.2 

𝑡 = (
𝑛 − 1

4
) ∗ 100 

n：取值从 1-5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0≤t≤100 

       Xi = ∑ Yij

n

j=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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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j——第i个一级指标的第j个二级指标的测评得分； 

n——第i个一级指标的二级指标总个数。 

 

Yij按公式（3）计算： 

 Yij = ∑ Zijk ∗ Qijk

m

k=1

 ...............................................................................（3） 

式中： 

Zijk——第i个一级指标的第j个二级指标的第k个三级指标测评得分； 

Qijk——第i个一级指标的第j个二级指标的第k个三级指标测评权重，0<Qijk<1； 

m——第i个一级指标的第j个二级指标的三级指标总个数。 

 

Zijk按公式（4）计算： 

 Zijk = ∑ tijkl  ∗  
1

r

r

l=1

 ................................................................................（4） 

式中： 

tijkl——第i个一级指标的第j个二级指标的第k个三级指标的第l个样本得分； 

r——第i个一级指标的第j个二级指标的第k个三级指标样本总个数。 

7 测评程序 

7.1 确定测评方案 

测评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测评目的、测评指标、指标权重，以及数据采集方式、采集人员和采集时间。 

7.2 采集汇总测评数据 

7.2.1 概述 

测评人员宜根据测评方案，确定中小企业测评数据的范围、时间区间和方法，采集数据并对相关数

据进行评估，必要时可多次采集或补充采集。 

7.2.2 采集方式 

测评数据采集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 现场采集。可采用测评器、面谈、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 

—— 非现场采集。可采用电话访问、在线调查、短信评价等方式进行； 

—— 符合测评要求的其他方式。 

7.3 测评数据处理 

测评数据处理包括： 

a) 测评人员对获得的数据进行检验，剔除不可用数据； 

b) 根据第 6章测评方法得出测评结果。 

7.4 测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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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采集到的测评数据分析测评结论并对其进行描述，提出相关建议，形成中小企业营商环境满意

度测评结果。测评结果宜以测评报告形式呈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测评目的、对象和测评开展的基本情况； 

b) 测评方案说明； 

c) 测评分值； 

d) 测评的基本结论和主要发现； 

e) 对策建议。 

7.5 结果应用 

测评结果应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企业开展经营活动的参考依据； 

b) 地方政府对营商环境的监测和评估； 

c) 科研院所、高校等机构的研究依据； 

d)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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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测评指标权重设置示例 

中小企业营商环境满意度测评指标权重设置示例见表A.1。 

表A.1 中小企业营商环境满意度测评指标权重设置示例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1.政务环境 0.235 

1.1 政策落实 0.075  

1.1.1 政策制定 0.023 

1.1.2 政策公开、宣传、解读 0.023 

1.1.3 政策执行 0.029 

1.2 政务服务 0.073  

1.2.1 政务服务标准化 0.023 

1.2.2 政务服务水平 0.027 

1.2.3 政务服务便利性 0.023 

1.3 新型政商关

系 
0.087  

1.3.1 政企沟通渠道 0.027 

1.3.2 帮扶企业力度 0.020 

1.3.3 政商交往行为 0.020 

1.3.4 招标投标与政府采购 0.020 

2.市场环境 0.197  

2.1 市场准入 0.040  
2.1.1 准入条件 0.020 

2.1.2 准入审批 0.020 

2.2 公平竞争 0.030  

2.2.1 权利平等 0.010 

2.2.2 机会平等 0.010 

2.2.3 规则平等 0.010 

2.3 市场监管 0.057  

2.3.1 信用监管 0.017 

2.3.2 包容审慎监管 0.020 

2.3.3 事中事后监管 0.020 

2.4 市场开拓 0.030  

2.4.1 跨境贸易便利度 0.010 

2.4.2 开拓国内市场 0.010 

2.4.3 开拓海外市场 0.010 

2.5 市场退出 0.040  
2.5.1 企业注销 0.020 

2.5.2 办理破产 0.020 

3.法治环境 0.169  

3.1 科学立法 0.040  
3.1.1 涉企法规制定、修改、废止 0.020 

3.1.3 立法参与 0.020 

3.2 规范执法 0.040  
3.2.1 依法执法 0.020 

3.2.2 合法权益保护 0.020 

3.3 公正司法 0.060  

3.3.1 企业产权司法保护 0.020 

3.3.2 降低司法成本 0.020 

3.3.3 审慎善意司法 0.020 

3.4 公共法律服 0.029  3.4.1 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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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3.4.2 公共法律服务机制建设 0.016 

4.要素环境 0.160  

4.1 基础要素 0.072  

4.1.1 用水保障及成本 0.010 

4.1.2 用电保障及成本 0.010 

4.1.3 用气保障及成本 0.010 

4.1.4 用网保障及成本 0.010 

4.1.5 用暖保障及成本 0.010 

4.1.6 物流保障及成本 0.010 

4.1.7 用地保障及成本 0.012 

4.2 劳动力要素 0.033  

4.2.1 劳动力市场监管 0.010 

4.2.2 劳动力保障 0.010 

4.2.3 劳动力成本 0.013 

4.3 资本要素 0.045  

4.3.1 融资环境 0.013 

4.3.2 融资渠道多样性 0.013 

4.3.3 融资成本 0.019 

4.4 数据要素 0.010  4.4.1 政府数据开放共享 0.010 

5.创新环境 0.130  

5.1 创新氛围 0.040  
5.1.1 创新机制 0.021 

5.1.2 创新文化 0.019 

5.2 创新人才 0.034  
5.2.1 人才引进 0.017 

5.2.2 人才培育 0.017 

5.3 创新资源 0.056  

5.3.1 创新项目开发 0.019 

5.3.2 创新平台建设 0.018 

5.3.3 创新资金投入 0.019 

6.生活环境 0.109  

6.1 社会治安 0.034  
6.1.1 安全防范 0.017 

6.1.2 打击惩治 0.017 

6.2 生活配套 0.056  

6.2.1 基础教育 0.013 

6.2.2 养老医疗 0.012 

6.2.3 公共交通 0.011 

6.2.4 住房保障 0.011 

6.2.5 文体娱乐 0.009 

6.3 生态环境 0.019  
6.3.1 空气质量 0.010 

6.3.2 绿化面积 0.00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