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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长江商学院 BCI 数据点评
文/李伟

2020年 7月的“长江商学院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CKGSB Business Conditions Index，
下称 BCI）迎来了小幅度的反弹，本月数值为 51.4，而上月为 49.1（图 1）。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 BCI已位于 50的分水岭之上，这说明政府救经济的政策正在逐步起作用。假如未来不
出现大的意外，今年余下的时间内，中国经济有一个相对较好的表现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图 1

资料来源：长江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与中国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本月的数据改变不多，主要是一些改善，这也是我们之前预料到的事情。因此本月的教授评

论我们来谈谈内循环的问题。随着决策层的强调，内循环成为了一个炙手可热的词语。截至

目前为止，内循环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不过这并不妨碍大家对其的使用。从语义范围来

说，内循环与内需有一定的交叉，都是指国内经济的运行。

中国是一个大国，这就注定了中国经济只能依靠内需，而不能依赖外需的必然。在 2007年
左右，中国的经常账户差额占 GDP之比曾高达 10%左右，这在当时引起了外部世界的强烈

反应。在中国的那些贸易伙伴国看来，中国当时“偷走”了它们的内需。现在中国经常账户

差额占 GDP的比例已跌至 0左右（2018年数据，图表 2），当年状况早已不复存在，这同

时也说明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依靠内需为主国家。



2

图表 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既然要成为一个依靠内需为主的国家，那么内生增长就成为了唯一的主要道路。要促进内生

增长，关键还是要改善营商环境，让工商业有更好的环境去运作。2019年北京时间 10月 24

日上午 10：00，世界银行正式发布《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2020》（Doing business 2020）。

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总体得分 77.9分（即中国达到了全球最佳水平的 77.9%），比上年

上升 4.26分；排名跃居全球第 31位，比去年提升 15位。

世界银行报告称，由于大力推进改革议程，中国连续第二年跻身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的经

济体排名前十。

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芮泽表示：“中国为改善中小企业的国内营商环境做出了巨大努力，保

持了积极的改革步伐，在多项营商环境指标上取得了令人赞许的进步，特别是在办理施工许

可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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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银行 10项评估指标中，中国有 8项指标排名上升，比去年多 1项。其中，办理建筑

许可排名提升 88位至第 33位，保护中小投资者排名提升 36位至第 28位，办理破产排名提

升 10位至第 51位，跨境贸易排名提升 9位至第 56位，纳税排名提升 9位至第 105位，获

得电力提升 2位至第 12位，执行合同排名提升 1位至第 5位，开办企业排名提升 1位至第

27位。

世界银行也指出，尽管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在纳税（排名第 105）、获得信贷（排名第 80）

和跨境贸易（排名第 56）等领域仍显滞后。中国的出口边境合规耗时为 21小时，成本为 256

美元，相比经合组织高收入经济体耗时较长，成本较高。中国企业财税合规年平均耗时 138

小时，而新加坡仅为 64小时。

我们的调查也表明了一些类似的结果，例如企业融资环境指数长期低迷不振，这与世行报告

对中国企业在获得信贷方面的困难是一致的（图表 3）。

图表 3

尽管世行报告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它毕竟给予了各国一个横向和纵向比较的标杆，让我

们看到中国在某些领域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在另外一些领域仍然存在的不足。从一定程度

上说，工商业的竞争就是环境的竞争。在当今世界，资本和产业都是全球流动的，哪里的环

境好，它们就会去哪里，这里没有爱国与否的问题，有的只是营商环境的对比。而且不止国

际资本如此，国内的资本也是如此，跨国、跨省的流动都是在对营商环境进行比较。对各地

来说，要发展经济就要吸引投资，这个投资无论是来自国外还是省外，都是同等重要的，所

以关键是改善营商环境，提高经济效率，吸引更多的投资来本地落户。

以上就是对本月 BCI数据的点评，具体数据请参看数据报告，谢谢。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2020年 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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