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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营商环境报告》在近年来引起中

央及地方各级政府、企业界和众多研究机构的重视，其中跨境贸易部

分则更是受到了各口岸城市的关注，诸多政府机构、咨询公司及研究

机构以其方法论为基础开展了跨境贸易合规成本评测。这些评测在一

定程度上推动了口岸收费的梳理以及对于不合理收费的整治。 

但目前尚没有相关研究文献针对世行《营商环境报告》跨境贸易

部分尤其是其中的跨境贸易合规成本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的解读和研

究。为了弥补这一基础性工作的缺失，财政部税政司委托北京睿库贸

易安全及便利化研究中心，作为《跨境贸易合规成本和海运集装箱进

出口收费研究》课题的一部分，就相关内容进行研究，形成此报告，

以期在：指标体系设置、数据与信息收集、评分方法等方面对《营商

环境报告》跨境贸易合规成本部分进行较深入的解读，对其中中国大

陆历年数据进行分析并说明数据变化的原因，并就《营商环境报告》

跨境贸易部分存在的缺陷进行阐述。最后一部分也提出了针对如何应

对世行《营商环境报告》测评活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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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概况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自 2003 年面世，截止目前，该报告

总共发布了 17 期，最近的一期发布于 2019 年 10 月底，覆盖了全球

190 个经济体 2018年 5 月到 2019 年 5月期间的营商环境状况1，收集

了全球 190 个经济体各个商业监管领域详细的数据并加以分析，覆盖

了影响企业生命周期的 12 个方面2： 

• 开办企业（Starting a business） 

• 办理施工许可（Dealing with construction permits） 

• 获得电力（Getting electricity） 

• 登记财产（Registering property） 

• 获得信贷（Getting Credit） 

• 保护少数投资者（Protecting minority investors） 

• 纳税（Paying taxes） 

• 跨境贸易（Trading across border） 

• 执行合同（Enforcing contracts） 

• 办理破产（Resolving insolvency） 

 
1 《营商环境报告》使用的是“指导年份”，例如：在 2019 年发布的报告，命名为《2020 年营商环境报

告》，但反映的是 2018 年 5 月到 2019 年 5 月 1 日的情况。 
2 在这 12 个方面中：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纳

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办理破产这 10 个方面的指标在报告中用于计算经济体总体的营商环境便利

度。雇佣员工和政府采购则不用于计算总体便利度，只进行单独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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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佣员工（Employing workers） 

• 政府采购（Contracting with the government） 

该报告致力于通过研究各时期不同经济体商业监管中具有可竞

争性、可对比性以及可改革性的且能够进行量化的部分来衡量监管过

程,以期帮助政府发现行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正，第一期报

告面世至今，在其衡量的 10 个商业监管领域内已经启发了 3800 多项

改革。 

报告以及相关的材料、数据库均可在世界银行专门的网站进行下

载：http://www.doingbusiness.org。 

二、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的方法论 

（一）总体指标体系 

在 12 个一级指标下，世行又分别给定了二级指标（二级指标项

下还有更细化的三级指标）： 

表 2.1 世行《营商环境报告》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用于计算“营商

环境便利度” 

开办企业 

手续（数量） 

时间（天数） 

成本（人均收入百分比） 

最低实缴资本（人均收入百分比） 

办理施工许可 

手续（数量） 

时间（天数） 

成本（仓库价值百分比） 

建筑质量控制指数（0-15） 

http://www.doingbusine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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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获得电力 

手续（数量） 

时间（天数） 

成本（人均收入百分比） 

供电可靠性和电费透明指数（0-8） 

登记财产 

手续（数量） 

时间（天数） 

成本（财产价值百分比） 

土地管理质量指数（0-30） 

获得信贷 

合法权利力度指数（0-12） 

信贷信息深度指数（0-8） 

信用管理机构覆盖率（成年人百分比） 

信贷登记机构覆盖率（成年人百分比） 

保护少数投资者 

披露程度指数（01-10） 

董事责任程度指数（0-10） 

股东诉讼便利度指数（0-10） 

股东权利指数（0-10） 

所有权和管理控制指数（0-10） 

公司透明度指数（0-10） 

纳税 

缴税次数（每年） 

时间（小时数/每年） 

总税收和缴费率（占利润百分比） 

报税后流程指数（0-100） 

跨境贸易 

出口单证合规耗时（小时） 

出口边境合规耗时（小时） 

出口单证合规成本（美元） 

出口边境合规成本（美元） 

进口单证合规耗时（小时） 

进口边境合规耗时（小时） 

进口单证合规成本（美元） 

进口边境合规成本（美元） 

执行合同 

时间（天数） 

成本（索赔额百分比） 

司法程序质量指数（0-18） 

办理破产 

时间（年数） 

成本（资产价值百分比） 

回收率（百分比） 

破产框架力度指数（0-16） 

雇佣员工 

雇佣 

工作时长（小时） 

裁员规则 

裁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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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政府采购 暂无 

资料来源：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 

以上指标体系是最新的《营商环境报告》使用的，而世界银行针

对指标体系同样也做出了多次调整： 

表 2.2 世行《营商环境报告》指标体系的调整 

调整年度 调整内容 

2015年度报告 • 获取信贷：二级指标“合法权利力度指数”的取值范围

从 0-10调整为 0-12，二级指标“信贷信息深度指数”

的取值范围从 0-6调整为 0-8 

• 保护少数投资者：新增三个二级指标“股东权利指数、

所有权和管理控制指数、公司透明度指数”； 

• 办理破产：新增一个二级指标“破产框架力度指数” 

2016年度报告 • 办理施工许可：新增一个二级指标“建筑质量控制指数” 

• 获得电力：新增一个二级指标“供电可靠性和电费透明

指数” 

• 登记财产：新增一个二级指标“土地管理质量指数” 

• 跨境贸易：抛弃原来的二级指标，使用新的二级指标 

• 执行合同：新增一个二级指标“司法程序质量指数” 

2017年度报告 • 登记财产：二级指标“土地管理质量指数”增加了对获

取财产权利平等准入的考察 

• 纳税：新增一个二级指标“报税后流程指数” 

• 执行合同：二级指标“司法程序质量指数”增加了对女

性证词比例的考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方法论的变动 Changes to the Methodology 20

05–2017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methodology/changes-to-the-meth

odology） 

对于跨境贸易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从 2016 年度报告开始，

抛弃了原来的六个二级指标：出口所需单证数量、出口所需耗时、出

口所需成本、进口所需单证数量、进口所需耗时、进口所需成本。采

用了新的八个二级指标。 

（二）跨境贸易合规成本的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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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贸易合规成本各二级指标的定义如下： 

出口单证合规成本：在运输、清关、查验和港口/边境操作过程

中，获取、准备、递交本国/中转国/目的国监管机构要求的单证（纸

质和电子形式，频率最少为一年一次）所花费的成本； 

出口边境合规成本：为满足本国海关、其他监管机构以及港口/

边境操作手续（发生概率超过 20%）而需要花费的成本； 

进口单证合规成本：在运输、清关、查验和港口/边境操作过程

中，获取、准备、递交本国监管机构要求的单证（纸质和电子形式，

频率最少为一年一次）所花费的成本； 

进口边境合规成本：为满足本国海关、其他监管机构以及港口/

边境操作手续（发生概率超过 20%）而需要花费的成本。 

而在进/出口边境合规成本下，又展开三个三级指标：海关手续

涉及成本、其他监管机构涉及成本、港口/边境作业手续成本。 

（三）总体的数据与信息的收集 

受限于时间和经济成本，《营商环境报告》在各经济体中最大的

商业城市（或最大的两个商业城市）进行数据和信息的搜集，以中国

为例，《营商环境报告》选取的城市为上海和北京。 

数据和信息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相关法律法规、问卷调查与访

谈、世界银行驻经济体的工作人员、政府部门。 

1.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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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报告》所涉及的数据和信息有约三分之二来自于工作

小组对于各经济体法律法规的解读。除此之外，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

过程中，受访者提供了经济体政府更新的规定和政策，工作小组同样

对这些内容进行分析。 

2.问卷调查与访谈 

在 2020 年度报告形成的过程中，有来自 190 个经济体超过 1490

0 余名专业人士参加了问卷调查或者访谈，大多数受访者是法律专业

人士（律师、法规、公证人等），此外也有其他专业人员如银行人员、

会计师、建筑师、工程师、货运代理从业人员、政府公务员等回答了

相关领域的专业问题。 

针对不同的领域，世界银行分别开发了相应的问卷，在问卷中又

根据二级指标所涉及的事项拆分成若干相关问题。答卷人选主要来自

于：1）政府部门推荐的名单；2）过往答卷人员推荐的专业人士；3）

对于世行《营商环境报告》问卷调查有兴趣的人士可以自行注册，通

过世界银行筛选后便可以参与答卷，注册网址是：https://www.doi

ngbusiness.org/en/contributors/doing-business/become-partne

r。 

3. 世界银行驻经济体的工作人员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团队在根据法律法规分析以及问卷调

查和访谈之后，会与世界银行在不同地区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提供

前期搜集整理完成的材料，世界银行的地区工作人员会针对材料中的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contributors/doing-business/become-partner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contributors/doing-business/become-partner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contributors/doing-business/become-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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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信息给出反馈。 

4.政府部门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团队会把相关材料发送世界银行集团

执行董事，由执行董事向各经济体政府通报，在此过程中，双方相关

领域的工作人员可以提出评论和异议。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和信息的收集从上一年 11 月开

始，具体流程如下： 

 
图 2.1 《营商环境报告》如何收集和验证数据 

资料来源：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 

（四）跨境贸易合规成本基础数据的收集 

跨境贸易部分的基础数据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取的，在

跨境贸易方面：2018 年报告，全球有 1259 人参加了问卷调查，中国

大陆则有 18 人参加；2019 年报告，全球有 1616 人参加了答卷，中

国大陆则有 69 人参加；2020 年全球有 1626 人参加了答卷，中国大

陆有 55 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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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贸易的问卷相当复杂，以《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调查问卷》

为例，问卷包含 39个问题，总共分为四大部分：1）改革更新（Refo

rm Update）；2）出口案例研究（Export Case Study）；3）进口案例

研究（Import Case Study）；4）良好实践研究（Research on Good

 Practice）。 

其中出口案例研究和进口案例研究中的答案是跨境贸易评分基

础数据的来源。在出口/进口案例研究中，问卷首先在：商品品目、

贸易对象、支付条件及费用、产品及装运方式、耗时计算方式几个方

面进行了假设，中国大陆地区这几个方面的假设如下： 

表 2.3 《营商环境报告》针对中国跨境贸易问卷中案例研究的假设 

假设项目 出口 进口 

商品品目 
• 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海关

商品编码第 85章产品  

• 海关商品编码前四位为 8708 的

商品：汽车零配件 

贸易对象 

• 上述商品出口规模最大的贸易

对象：中国香港（从上海/北京

运至香港） 

• 在上述商品进口额最大的贸易

对象：日本（从东京运至上海/

北京） 

支付条件及费用 

• 雇佣货运代理和/或报关行支付的以下相关方面：国内运输、由海关

和其他政府机构进行的清关和查验、港口/边境操作及单证准备 

• 支付方式为最常见的付款方式，例如信用证 

• 保险费用、关税、代征税和不开收据的非正式付款均不计入 

产品及装运方式 

• 产品是全新的，非二手或已使用

过的 

• 重量为 15 吨，单一类别商品，

不与其他商品混装 

• 不是必须用集装箱装载，可以用

其他广泛普及的方式装运 

• 产品是全新的，非二手或已使用

过的 

• 重量为 15 吨，单一类别商品，

不与其他商品混装 

• 使用集装箱装运 

耗时计算方式 

• 以小时为单位，一天为 24 小时。假如某手续从第 1 天早上 8 点开

始，经过一晚上，在第 2天早上 8点钟结束，即使在夜间并没有具

体的工作，但该手续的耗时仍计为 24小时。 

其中关于产品的装运形式，对于重量为 15 吨的此两类商品，比

较合适的装运方式为 20英尺标准普通干货集装箱（简称 20尺普柜），



 

9 
 

中国大陆答卷人一般均以此为计费单位考虑有关费用相关的问题如

何填写。 

在相关的假设后，针对进/出口边境合规成本，根据“进/出口边

境合规成本”的定义，其下属从三个三级指标展分别更详细的环节，

答卷人对详细的环节给出花费的成本，然后分别计算出三个指标的答

案。 

而针对单证合规成本，按照“进/出口单证合规成本”的定义，

先列出所需要的单证，答卷人给出每项单证对应的获取/准备/递交的

成本。 

以上具体的问题，请见附件。 

世界银行在完成问卷和访谈之后，还会与经济体相关的政府部门

以及企业进行交流，以对问卷数据进行验核。 

（五）评分方法 

在《营商环境报告》中，各项二级指标的单位是不统一的，例如

跨境贸易中的成本和耗时，一个单位是美元，一个单位是小时，所以

就需要一种方法将这两类指标转化为没有单位的分数，然后才能计算

跨境贸易的得分。世界银行使用的是“前沿距离评分法”（Distance 

to Frontier，DTF），具体公式是： 

经济体指标的 DTF得分 =
该指标的最差表现−该经济体在该指标的表现

该指标的最差表现−该指标的前沿
× 100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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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的前沿：190个经济体中在该指标上表现最好的经济体的

值； 

该经济体在该指标的表现：被考察经济体在该指标上的值； 

该指标的最差表现是指：190 个经济体中在该指标上表现最差的

那一部分经济体的平均值。 

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最差表现”并不

一定是排名最末尾的经济体的表现，这是由于排名最末尾的国家在该

指标上的表现会极差，如果用这个极差的表现参与 DTF分数计算，会

使得不同国家不能在得分上拉开差距。 

因此，《营商环境报告》的方法论通常会针对不同指标各经济体

表现的分布状况，对“最差表现”做出不同的定义，在下面“（六）跨

境贸易合规成本的计算与评分”中会举例说明。 

（六）跨境贸易合规成本的评分 

在完成数据的收集之后，为计算跨境贸易合规成本各指标及下属

各方面的结论，需要： 

取在边境合规成本下三级指标的问卷答案的中位数，然后归集成

边境合规成本的结论； 

取单证合规成本的问卷答案的中位数，作为单证合规成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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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人A的答案 问卷人B的答案 问卷人C的答案

  

问卷人A的答案 问卷人B的答案 问卷人C的答案

  

问卷人A的答案 问卷人B的答案 问卷人C的答案

  

问卷人A的答案 问卷人B的答案 问卷人C的答案

  

海关
手续

其他
监管
机构
手续

港口/
边境

操作
手续

单证
合规

边境合规成本

单证合规成本

问卷原始数据 结论值

其他监管机构
手续涉及成本

海关手续涉及
成本

取中位数

港口/边境操作
手续涉及成本

取中位数

取中位数

取中位数

 

图 2.2 跨境贸易合规成本三级指标的 

在 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大陆跨境贸易合规成本的三

级指标结论如下： 

表 2.4 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大陆跨境贸易成本各指标结论（单位：美元） 

指标设置 
上海 

（权重 55%） 

北京 

（权重 45%） 
中国大陆 

出

口 

边境合规 

海关手续 23.0 

249.0 

25.0 

265.0 

30.0 

256.2 其他监管机构手续 0.0 0.0 0.0 

港口/边境操作手续 226.0 240.0 284.0 

单证合规 70.0 78.0 73.6 

进

口 

边境合规 

海关手续 30.0 

230.0 

35.0 

255.0 

45.0 

241.3 其他监管机构手续 0.0 0.0 0.0 

港口/边境操作手续 200.0 220.0 281.0 

单证合规 75.0 80.0 77.3 

数据来源：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档案》（https://www.doingbusiness.org/con

tent/dam/doingBusiness/country/c/china/CHN.pdf） 

以中国大陆出口边境合规成本的表现为例，进行 DTF分数计算的

演示： 

在“出口边境合规成本”这一指标上，190 个经济体中： 

最佳表现（前沿）是：奥地利等 19 个经济体的出口边境合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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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0 美元）； 

最差表现是：1060美元 

对于“最差表现”的选择并不是成本最高的刚果民主共和国（22

23 美元），而是按照由低到高排列，在第 95 个百分位的经济体的表

现。具体做法是：将各经济体按出口边境合规成本由高到低排名，然

后将这些国家分成 100 份，取排在第 95份的经济体，即格拉纳达（1

034 美元）、乌拉圭（1038 美元）、叙利亚（1113 美元），它们的平均

值为 1062 美元，为方便计算，《营商环境报告》最终取值为 1060 美

元。 

按照 DTF评分公式，中国大陆在“出口边境合规成本”这一指标

上的 DTF得分便是： 

1060 − 256.2

1060 − 0
× 100 = 75.8 

其他三个指标（出口单证合规成本、进口边境合规成本、进口单

证合规成本）的 DTF 得分如下： 

表 2.5 中国大陆跨境贸易合规成本 DTF 得分 

指标 
出口 进口 

边境合规成本 单证合规成本 边境合规成本 单证合规成本 

最佳表现（美元） 0 0 0 0 

最差表现（美元） 1060 400 1200 700 

中国大陆经济体表现 

（美元） 
256.2 73.6 241.3 77.3 

DTF得分 70.4 81.4 72.8 82.5 

将这四个 DTF 得分进行平均，即中国大陆跨境贸易合规成本 DTF

得分（81.6），与跨境贸易合规耗时 DTF 得分（91.3）计算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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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大陆跨境贸易的得分（86.5）。 

三、中国大陆跨境贸易成本历年数据分析 

由于《营商环境报告》跨境贸易的指标体系在 2016 年度报告作

出了重大调整，因此这里只列出 2016、2017、2018、2019、2020 年

度报告的数据： 

表 3.1 《营商环境报告》跨境贸易成本中国大陆各指标数据（2016-2020） 

指标与得分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出口单证合规成本（美元） 84.6 84.6 84.6 73.6 73.6 

出口边境合规成本（美元） 522.4 522.4 484.1 314.0 256.2 

进口单证合规成本（美元） 170.9 170.9 170.9 122.3 77.3 

进口边境合规成本（美元） 776.6 776.6 745.0 326.0 241.3 

跨境贸易合规成本 DTF得分 60.1 60.1 61.7 76.8 81.6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2016-2020）。 

这里可以注意到，从 2016 年报告到 2018 年报告，中国的部分数

据没有发生变化，这是由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跨境贸易问卷

的设置导致的，在问卷中会给出上一年的结论，譬如在问卷中对于“进

口单证合规成本”的问题（第 3.7b）： 

 
图 3.1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跨境贸易问卷截图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9 年营商环境报告》跨境贸易问卷。 

问题给出了上一年报告的答案（150 美元），然后答卷人可以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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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给出不同的答案，但是如果有差异则需要进行解释，所以很多答卷

人如果没有感受到明显的变化时就会默认为上一年的报告。而世行确

定最终结论时取的是各个答卷人答案的中位数，因此，当选择默认上

一年数据的答案相对更多时，则本年的最终结论将会与上一年一致。 

对 2019 年报告和 2020 年报告二级指标再拆分到三级指标及上

海和北京两个城市，比较如下： 

 
图 3.2 《营商环境报告》中上海跨境贸易成本（美元）的变化（2019-2020） 

数据来源：2019、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档案》（https://www.doingbusiness.o

rg/content/dam/doingBusiness/country/c/china/CHN.pdf）。 

 

图 3.3 《营商环境报告》中北京跨境贸易成本（美元）的变化（2019-2020） 

数据来源：2019、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档案》（https://www.doingbusiness.o

rg/content/dam/doingBusiness/country/c/china/CHN.pdf）。 

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到：对于中国的两个样本城市跨境贸易合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content/dam/doingBusiness/country/c/china/CHN.pdf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content/dam/doingBusiness/country/c/china/CHN.pdf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content/dam/doingBusiness/country/c/china/CHN.pdf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content/dam/doingBusiness/country/c/china/CH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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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成本的相关指标在 2020 年报告中发生了明显改善，经过研究，其

中包括以下原因。 

1）剔除了进口还空箱时的“回空费”和出口提空箱的“提空费”。

在上海、北京、天津应对 2020 世行报告问卷的培训中，根据对世行

报告口径的进一步解读，按照世行对于边境合规成本中时间区间的定

义，这两项费用发生的时间不在其中，所以三地给出的边境合规成本

中不再包含这两项费用。 

2）调整了“提货单换单费”的计入次数。原先同时计入“进口

单证合规成本”和“进口边境合规成本”的“提货单换单费”调整为

只计入“进口单证合规成本”。 

3）部分船公司调降码头操作费（THC）。2019 年 3 月下旬、4 月

初，各大船公司调降码头操作费，调降比约在 5%-12%之间。部分船公

司同时降低了文件费。 

4）货物港务费、港口设施保安费降低。相关部门对《港口计费

办法》进行了修订，于 2019 年 4 月 1 日实施，按照修订后的规定，

由码头经营单位收取的货物港务费、港口设施保安费分别降低 15%和

20%。 

5）代理报关费收费水平普遍降低。由于“单一窗口”的进一步

升级和代理报关行业盈利点的转移，代理报关费收费水平有一定程度

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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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跨境贸易部分存在的缺陷 

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之所以能够引起中央及地方政府的

重视，在于其比较严谨客观的论述，但是经过深入分析，世界银行在

方法论上存在明显缺陷，这一点，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团队本

身也意识到，他们在《营商环境报告》中也明确指出了自身的优势和

局限： 

表 4.1 世行自身指出的《营商环境报告》方法论的优势和局限 

特征 优势 局限 

采用标准化案

例 

使各经济体数据更加可比同时测算

方法更加透明 

缩小了数据范围；只有测评领域内

的监管改革可以被系统性地追踪 

聚焦最大的商

业城市 

使得数据收集易于管理（成本-效

率），使得数据可比 

如果经济体不同地区存在明显差

异，则降低了数据的代表性 

聚焦国内正规

的私人部门 

将注意力集中在法规相关且企业效

率较高的正规部门 

不能反映非正规部门的事实，而这

些事实可能会使得外国企业面临不

同的约束条件 

依赖专家受访

者 

确保对各种被测量交易进行过程中

的最富经验的知识能够在数据中得

以体现。 

指标不能很好地捕捉企业经验的变

化。 

专注于法律 
使得指标更具可行性，因为政策制

定者可以改变法律。 

如果缺乏系统的对法律的遵守，监

管改革不一定能实现全部效果。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9 年营商环境报告》第 25页。 

尽管世行通过上表体现了其对《营商环境报告》方法论的“自我

检查”，但是至少在跨境贸易方面，并没有提到实质性的缺陷，而这

些跨境贸易评测的缺陷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讨论。 

（一）分类比较缺失 

世行的问卷中对于经济体的运输方式做出了设定，例如：对中国

两个城市（上海和北京）的设定就是“海运出口至中国香港/海运从

日本进口”，对美国两个城市（纽约和洛杉矶）的设定则是“陆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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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至加拿大/陆运从墨西哥进口”。这样的设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合理

的，增加了问卷的确定性和代入感，但是需要商榷的是，世行在后续

的统计时，并没有将不同运输方式进行分开。稍微有国际贸易常识的

人都知道就口岸和边境的相关手续而言，在任何国家和地区海运要比

陆运复杂很多，所带来的成本和耗时同样要大大高于陆运，混在一起

评分岂不有失公平。 

 
图 4.1 《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不同运输方式经济体跨境贸易的排名 

资料来源：北京睿库根据《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营商环境报告-经济体档案》中的

数据和资料整理。 

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纯海运设定经济体（蓝色）的排名明

显靠后，纯陆运设定经济体（淡橙色）的排名明显靠前。而在跨境贸

易排名前 30位的经济体中，有 28 个是“纯陆运”设定的经济体： 

表 4.2 跨境贸易排名前 30位经济体的运输方式设定情况 

排名 经济体 出口 进口 排名 经济体 出口 进口 

1 奥地利 陆运 陆运 16 西班牙 陆运 陆运 

2 比利时 陆运 陆运 17 爱沙尼亚 海运 陆运 

3 克罗地亚 陆运 陆运 18 瑞典 陆运 陆运 

4 捷克 陆运 陆运 19 立陶宛 陆运 陆运 

5 丹麦 陆运 陆运 20 圣马力诺 陆运 陆运 

6 法国 陆运 陆运 21 保加利亚 陆运 陆运 

7 匈牙利 陆运 陆运 22 挪威 海运 海运 

8 意大利 陆运 陆运 23 塞尔维亚 陆运 陆运 

9 卢森堡 陆运 陆运 24 白俄罗斯 陆运 陆运 

10 荷兰 陆运 陆运 25 阿尔巴尼亚 海运 陆运 

11 波兰 陆运 陆运 26 瑞士 陆运 陆运 

12 葡萄牙 陆运 陆运 27 波黑 陆运 陆运 

13 罗马尼亚 陆运 陆运 28 拉脱维亚 海运 陆运 

14 斯洛伐克 陆运 陆运 29 中国香港 陆运 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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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经济体 出口 进口 排名 经济体 出口 进口 

15 斯洛文尼亚 陆运 陆运 30 不丹 陆运 陆运 

资料来源：北京睿库根据《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营商环境报告-经济体档案》中的

数据和资料整理。 

另一方面，我们考察了中国大陆在纯海运设定经济体中的排名：

在 104 个纯海运设定经济体中，中国大陆排名第 11 位，接近第 1 个

10%段位，而在原先 190 个经济体混合排名中，中国大陆则排在第 56

位，属于第 3 个 10%段位。 

（二）问题设置存在缺陷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以及贸易便利化的推进，各国通关时间不断缩

短、通关成本随着物价上涨逐年提高应当是一个可以预见、较为正常

的情况，但世行报告的相关数值在过去五年间变化甚少。 

在“四、中国跨境贸易成本历年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国的

数据在 2019 年报告之前的三年没有发生过变化，而这不仅出现在中

国数据中，其他经济体同样如此： 

表 4.3 部分经济体近四年跨境贸易得分的变化 

经济体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年 

美国 92.01 92.01 92.01 92.01 92.01 

德国 91.77 91.77 91.77 91.77 91.77 

日本 86.51 86.51 86.51 86.51 85.94 

英国 93.76 93.76 93.76 93.76 93.76 

韩国 92.52 92.52 92.52 92.52 92.52 

新加坡 89.3 89.3 89.57 89.57 89.57 

数据来源：各年度《营商环境报告》。 

究其原因：一是很多专业问题超过了答卷人的能力范围，二是问

卷调查“提问方式”：以上一年的数据为默认数值，如果认为没有变

化的，就是默认数值，如认为有变化的，则改写数值并提供数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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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理由和内容，对非专业人士而言，在不了解相关情况或者大概

了解一下后大多选择默认数值，即便是专业人士，提供准确答题且撰

写原因没有任何激励，难免也存在直接采用默认值的可能性。 

（三）概念界定过于模糊 

世行有关跨境贸易部分的调查问卷，主要集中在进出口货物的通

关及口岸作业中耗时和费用，分别使用了出口单证合规耗时、出口边

境合规耗时、出口单证合规成本、出口边境合规成本、进口单证合规

耗时、进口边境合规耗时、进口单证合规成本、进口边境合规成本八

个指标。但是对于这些指标的界定十分模糊，导致不同的答卷人可能

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 

以“进口单证合规耗时”为例，世行对其定义是“准备和获取海

关及其他监管机构在进口所要求递交单证的耗时”。那么，在向中国

海关进行进口申报时，需要提交的合同、商业发票、装箱单、提单等

单证一般情况下都是由国外发货人提供的，对应这些单证所谓的“准

备与获取的耗时”应当如何计算，世行没有给出说明，而如果计算发

货人从国外寄出到收货人收到单证之间的耗时，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这些单证的邮寄耗时显然跟对应货物的跨境贸易时间及成本毫不相

干。 

另外一个例子：问卷中提到边境合规成本应当包括“terminal 

handling charges”，但是这个费用究竟是指船公司收取的“码头操

作费（THC）”，还是指码头运营人收取的“港口作业费用”，世行并没



 

20 
 

有说明。如果指的是船公司收取的“码头操作费（THC）”，那么又带

来一个问题，船公司收取的这项费用是否应当计入运费：如果是运价

的一部分，就不应列入到世行边境合规的考察范围；如果不计入运价，

但很多船公司/船代开出的发票又是国际运费段的发票。 

由于世界银行给出的界定就十分模糊，不仅答卷人，各地方以其

方法论或者所谓“世行口径”进行跨境贸易成本测算的研究在标准上

缺乏统一，因此各地评测结论之间的可比性难以保证。 

（四）答卷人数量与质量不够理想 

《营商环境报告》的基础数据来源于问卷调查，通过问卷调查获

得数据在社会科学研究当中应用颇为广泛。但这一方法的采用需要根

据调查内容满足相应的前提条件，譬如某机构希望以问卷调查方式了

解某个心血管新药的疗效和副作用，必须通过具有心血管治疗实践的

医生来完成答卷。而世行《营商环境报告》所包含的跨境贸易营商环

境的考察牵涉到国际贸易买卖、国际运输、码头/边境装卸、口岸存

储、集装箱的使用归还及各经济体对进出口实施行政管理的边境机构

（如海关、检疫）等十多个不同类型的机构、三十多个通关作业环节、

十多种通关单据以及数十项不同的费用，整个过程十分复杂，须由各

相关领域一定数量不同行业的专业人士共同参与方能获得较为准确

可靠的数据。 

遗憾的是：世行报告对参与答卷的人数及专业经验和知识没有设

定具体要求。下表为参与中国及其他六个经济体跨境贸易指标项近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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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答卷人数： 

表 4.4 近八年《营商环境报告》跨境贸易答卷人数 

经济体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中国 8 9 10 10 9 18 69 55 

美国 6 8 16 6 6 10 7 8 

德国 3 2 2 2 2 3 3 3 

日本 4 3 12 6 17 14 18 17 

英国 1 3 5 6 4 3 4 3 

韩国 9 9 17 7 9 10 7 5 

新加坡 7 5 3 4 4 6 9 8 

数据来源：世行会在专门的网页公布历年答卷人数情况，睿库对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得出

此表。 

除了参与答卷人少，更为严重的是答卷人的专业能力。2019 版报

告之前中国参与跨境贸易部分的答卷人几乎没有来自实际从事国际

贸易或者货代、码头作业、代理报关行的专业人员。在缺乏一线实操

经验的情况下，答卷人只能凭粗略的估计提供答案，导致报告结论严

重偏离实际。 

世行自身也认为在这方面存在问题，为此，从 2018 年开始，世

行通过不同渠道进行动员，希望有更多的专业人士参与答卷，中国政

府相关部门及第三方研究机构积极组织，使得中国的答卷人情况发生

显著变化，但其他国家的答卷情况一如既往，整体失真情况并没有得

到根本扭转，直接影响了最终排名的合理性。 

五、中国应对世行报告的建议 

第一，就世行问卷方法论存在的问题（分类比较缺失、问题设置

缺陷、概念界定模糊）与世行进行沟通。世行曾多次对《营商环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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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方法论进行修改，针对跨境贸易部分的重大修改发生在 2016

版报告，因此对于合理的意见和建议，相信世行不会排斥。政府相关

机构应该召集领域内的专业人士对评测方法中不合理、不明晰的地方

提出解决方案，让测评和排名更加公平，也让问卷更加易于回答，并

通过适当渠道和世行进行商洽讨论，为世行报告测评方法的科学合理

做出中国的贡献。 

第二，通过行业协会发动更多跨境贸易领域专业人士参与世行问

卷。通过对历年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参与答卷专业人数过少，导致

了中国大陆跨境贸易实际情况不能在报告中得到体现，使得最后的分

数不甚理想。尽管在近两年的问卷中相关部门发动了相当多的企业人

士参与问卷，但是专业人士在总答卷人数中的占比依然只有 50%左右，

所以仍然有必要通过行业协会，主要是各地国际货运代理协会、报关

企业协会等发动更多专业人士参与世行问卷，并组织相应的培训介绍

世行问卷的统计口径。 

第三，客观理性看待排名，避免为了过度追求排名提升带来的不

合理现象，更要关注成本与耗时以外的内容。世行的评分和排名只涉

及了成本和耗时两个方面，部分口岸为了提高口岸成本和时效上的表

现，干预市场价格导致原先相对稳定的供需关系出现紊乱，强行要求

企业提前申报导致企业强烈不满。要避免此类不合理现象，就不能把

世行的评分和排名以及其衍生的考核指标作为唯一标准，而应该同时

关注成本和时间以外的内容，从提高企业“舒适度”的角度制定相关

的政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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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创建适合中国自身的评测方法并开展独立的评测。实际上，

已经有很多经济体对世行的这个评分和排名提出了质疑，甚至有很多

经济体已经自行开展口岸营商环境评测（比如巴西）。中国拥有众多

的外贸口岸，全球十大集装箱港口中中国占据一半以上，相关领域的

从业人员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相关的监管部门也有着充足的执法经

验，完全可以共同努力开发出一套更加完善的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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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世行《营商环境报告》相关资料、数据库查询/下载

地址 

1.历年《营商环境报告》、《营商环境报告-经济体档案》（英文

版）下载地址：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reports/glob

al-reports/doing-business-2020； 

2.数据库订制查询：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cust

om-query； 

3.历次数据修订：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data/d

ata-revisions； 

4.评分方法下载地址：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

/bitstream/handle/10986/32436/9781464814402_Ch06.pdf； 

5.2005-2017 年期间方法论调整：https://www.doingbusines

s.org/en/methodology/changes-to-the-methodology； 

6.评分计算工具：https://www.doingbusiness.org/content/d

am/doingBusiness/excel/db2020/DB20_score_calculator.xlsx； 

7.跨境贸易部分方法论阐述：https://www.doingbusiness.org

/en/methodology/trading-across-borders； 

8.跨境贸易调查问卷下载地址：https://chinese.doingbusine

ss.org/content/dam/doingBusiness/pdf/db2020/DB20-Trading-ac

ross-Borders-Questionnaire.pdf；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custom-query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custom-query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data/data-revisions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data/data-revisions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methodology/changes-to-the-methodology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methodology/changes-to-the-methodology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content/dam/doingBusiness/excel/db2020/DB20_score_calculator.xlsx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content/dam/doingBusiness/excel/db2020/DB20_score_calculator.xlsx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methodology/trading-across-borders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methodology/trading-across-b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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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答卷人查询界面：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data

/doing-business-score； 

10.中国答卷人查询界面：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

/contributors/doing-business/china。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data/doing-business-score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data/doing-business-score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contributors/doing-business/china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contributors/doing-business/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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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世行《营商环境报告》跨境贸易问卷中文版 

此处展示 2019 年上海问卷，北京问卷与之基本没有差异。2020

年问卷世界银行未提供英文版，但主要内容与 2019年问卷差异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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