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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營商環境改革狀況分析及啟示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研究及資料處 

2018 年 12 月 

摘要 

2018 年 11 月初，世界銀行發表《2019 年營商環境報告》，收集 190

個經濟體、來自 11 個商業管領域詳細而客觀的數據，從而得出各個

經濟體的營商環境便利度指數和排名。本研究從該報告分析出中國與

葡語國家的營商環境和改革情況。 

一、重要訊息 

世界銀行的《2019 年營商環境報告》指出，2017 至 2018 年，世界各

地的商業改革活動達到高峰，128 個經濟體共進行了 314 項改革，持

續優化營商環境。在全球營商環便利度排名中，第一位為新西蘭、第

二位為新加坡、第三位為丹麥。目前，註冊一個企業全球平均僅需

20 天，成本只佔人均收入的 23%，最低實繳資本平均需要人均收入

的 6%。 

中國則成為今年的十大最佳改革者之一，進行了 7 項商業改革，且取

得良好成效，使其營商環境便利度排名升至第 46 位。此外，非洲的

葡語國家，包括安哥拉、佛得角、幾內亞比紹、莫桑比克、聖多美和

普林西比亦進行了一連串改革。 

表 1 : 中國與葡語國家 2017/18 年度營商環境便利度排名 

經濟體 排名 排名變動 分值 分值變動 

葡萄牙 34 ↓5 76.55 -0.07 

中國 46 ↑32 73.64 +8.64 

巴西 109 ↑16 60.01 +2.96 

佛得角 131 ↓4 55.95 +0.02 

莫桑比克 135 ↑3 55.53 +1.78 

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170 ↓1 45.14 +0.30 

安哥拉 173 ↑2 43.86 +2.16 

幾內亞比紹 175 ↓1 42.85 +0.27 

東帝汶 178 -- 41.60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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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為 2017/18 年度十佳改革者之一，是東亞及太平洋地區唯一

入選者，其營商環境便利度排名上升了 32 位至第 46 位。 

 葡萄牙，其營商環境便利度為 8 個葡語國家當中最優秀的，全球

排名第 34，其在跨境貿易方面更位居首位。 

 巴西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內營商環境便利度取得最大的進

步的國家，其 2017/18 年的排名上升了 16 位至第 109。 

 佛得角的營商環境便利度為非洲的葡語國家中最好，在 2018 年

全球營商環境便利度排名中排第 131 名。 

 其他 5 個葡語國家，包括非洲的安哥拉、佛得角、幾內亞比紹、

莫桑比克、聖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東南亞的東帝汶，正通過積

極投資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優化相關投資法律法規和程序，逐步

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 

二、中國與 8 個葡語國家之營商環境改革狀況分析 

(一)、中國 

 2017/18 年度，中國的營商環境大幅改善，營商環境便利度排名

比去年度上升了 32 位，位列第 46，進入世界排名前 50 的經濟體

之列；得分提升了 8.64 分至 73.64 分。 

 中國亦作為十大最佳改革者之一，在多項指標上取得了明顯進

步，主要體現在開辦企業、辦理建築許可證、獲得電力、加強對

少數投資者的保護、納稅，以及跨境貿易的指標方面的進步。 

 其中，在中國開辦企業的時間由原來的 24 天縮減至只需 9 天，

與經合組織高收入國家持平，排名第 28，上升了 65 位。主因是

由於開辦企業的環節由原來的 7 個減少至 4 個，以及推出了網上

註冊系統、電子納稅系統，並簡化了社保登記流程等。此外，北

京已成為世界上僅有的開辦企業完全免費的兩個城市之一。 

 在獲得電力方面，中國在全球排名第 14，上升了 84 位。主要是

因為接電的程序由原來的 6個縮減為 3個，平均用時由原來的 141

天大幅縮減到 34 天。而由於電網建設的擴展，令小微用戶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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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由原來的 19.2 萬元人民幣降至完全免費。 

 中國在跨境貿易領域的全球排名也上升 30 多位，升至第 65 位。

通過實施單一窗口，進出口的時間的成本都大幅降低。 

 在解決商業糾紛方面，中國依然是世界最佳經濟體之一，排名第

6，耗時 496 天，成本佔索賠額的 16%，遠遠好於經合組織高收

入經濟體平均耗時 582 天和佔索賠額的 21%。 

表 2  :中國 2017/18 年度營商環境便利度各項指標排名 
指標 排名 分值 

√ 開辦企業 28 93.52 

√ 辦理施工許可證 121 65.16 

√ 獲得電力 14 92.01 

√ 登記財產 27 80.80 

獲得信貸 73 60.00 

√ 保護少數投資者 64 60.00 

√ 納稅 114 67.53 

√ 跨境貿易 65 82.59 

執行合同 6 78.97 

辦理破產 61 55.82 

注：“√” 表示改革使經商更容易。 

 

(二)、安哥拉 

 安哥拉 2017/18 年度的營商環境便利度排名上升了兩位至第

173；得分上升 2.16 分至 43.86 分，主要是在獲得電力和跨境貿

易的指標方面有所進步。 

 在獲得電力方面，安哥拉排名第 152，比去年上升了 13 位，是因

安哥拉在監控停電方面開展了數據分析，提升了電力供應的穩定

性。 

 安哥拉在跨境貿易領域的全球排名則上升了 6 位至第 174，是因

為實施了自動化海關數據管理系統，同時電子化處理進出口程

序，減少了貨物通關的時間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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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安哥拉 2017/18年度營商環境便利度各項指標排名 
指標 排名 分值 

開辦企業 139 80.52 

辦理施工許可證 87 68.93 

√ 獲得電力 152 54.08 

登記財產 170 43.16 

獲得信貸 184 5.00 

保護少數投資者 89 55.00 

納稅 104 69.54 

√ 跨境貿易 174 36.15 

執行合同 186 26.26 

辦理破產 168 0.00 

注：“√” 表示改革使經商更容易。 

(三)、巴西 

 巴西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內營商環境便利度取得最大的進

步的國家，其 2017/18 年度的排名上升了 16 位至第 109，得分上

升 2.96 分至 60.01 分。主要是在開辦企業、獲得電力、獲得信貸

和跨境貿易方面取得了進展。 

 巴西在開辦企業指標的排名上升了 36 位至第 140，其通過推出公

司註冊在線系統，讓開辦企業變得更容易，需時由原來的 79.5 日

大幅縮減至 20.5 日，接近全球平均水平。 

 此外，在跨境貿易方面排名則上升了 33 位至第 106 位，其改革

進步在於去年推出了電子原產地證書，從而令巴西進口商的海關

合規時間由原來的 63.1 小時縮短至 30 小時。 

 巴西亦擴大由信貸社或登記處收集和報告資料的範圍，改善了信

用信息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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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巴西 2017/18年度營商環境便利度各項指標排名 
指標 排名 分值 

√ 開辦企業 140 80.23 

辦理施工許可證 175 49.86 

√ 獲得電力 40 84.37 

× 登記財產 137 51.94 

√ 獲得信貸 99 50.00 

保護少數投資者 48 65.00 

納稅 184 34.40 

√ 跨境貿易 106 69.85 

執行合同 48 66.00 

辦理破產 77 48.48 

注：“√” 表示改革使經商更容易，“×”表示改革使經商更困難。 

 

(四)、佛得角 

 佛得角在 2017/18 年度全球營商環境便利度排名中排第 131 名，

為非洲的葡語國家中排名最高，其在辦理施工許可證和執行合同

(處理商業糾紛)方面都有較突出的表現，同時開辦企業只需時 18

天，比全球平均的 20 天更快。 

 在辦理施工許可證方面，佛得角排名全球第 43 位，是由於其於

網上公開發佈所有申請準則，令申請變得方便和透明。 

 在解決商業糾紛上，佛得角只需 425 天，比經合組織高收入國家

的 582.4 天還要快，而且成本只佔索賠額的 19.8%，在履行司法

程序時的質量亦比經合組織高收入國家高。 

 佛得角亦推行自動海關數據管理系統，讓進出口變得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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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佛得角 2017/18年度營商環境便利度各項指標排名 
指標 排名 分值 

開辦企業 116 83.51 

辦理施工許可證 43 75.01 

獲得電力 155 53.50 

登記財產 70 66.65 

獲得信貸 134 35.00 

保護少數投資者 165 36.67 

納稅 77 75.02 

跨境貿易 114 67.41 

執行合同 45 66.69 

辦理破產 168 0.00 

(五)、幾內亞比紹 

 幾內亞比紹在 2017/18 年度全球營商環境便利度排名中排第 175

位，比去年度上升了 1 位，主要是在執行合同(處理商業糾紛)方

面取得了進步。 

 幾內亞比紹去年擴大了替代爭議解決的框架，通過頒佈法律引入

調解制度作為處理商業糾紛方案之一，此舉同時令履行司法程序

的質素有所提升。 

 此外，於幾內亞比紹開辦企業過程只需 8.5 天，比全球平均的 20

天快一倍有多，惟註冊成本處於較高水平。 

表 6  :幾內亞比紹 2017/18 年度營商環境便利度各項指標排名 

指標 排名 分值 

開辦企業 158 75.22 

辦理施工許可證 178 44.40 

獲得電力 180 29.57 

登記財產 128 54.50 

獲得信貸 144 30.00 

保護少數投資者 140 41.67 

納稅 154 54.93 

跨境貿易 144 59.60 

√ 執行合同 169 38.61 

辦理破產 168 0.00 

注：“√” 表示改革使經商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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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莫桑比克 

 2017/18 年度，莫桑比克營商環境便利度排名上升了 3 位至第

135，是因獲得電力、納稅和跨境貿易方面取得進步。 

 在獲得電力方面，莫桑比克排名第 100，比去年上升了 50 位。其

通過數據監控停電情況，提高了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同時優化接

電流程，設定了時限，目前需時 40 天去完成接電，比去年快了

28 天。 

 另一方面，莫桑比克改進了增值稅退稅流程，由以往的 12 個月

縮短至 4 個月。 

 同時，莫桑比克在跨境貿易方面上升了 18 位至第 91，是因為其

優化了處理入口文件的流程，並加強了進口邊境基礎設施的建

設，便利了入口。 

表 7 : 莫桑比克 2017/18年度營商環境便利度各項指標排名 
指標 排名 分值 

× 開辦企業 174 67.56 

辦理施工許可證 64 72.57 

√ 獲得電力 100 71.02 

登記財產 133 52.94 

獲得信貸 161 25.00 

保護少數投資者 140 41.67 

√ 納稅 125 64.04 

√ 跨境貿易 91 73.84 

執行合同 167 39.78 

辦理破產 84 46.89 

注：“√” 表示改革使經商更容易，“×”表示改革使經商更困難。 

(七)、葡萄牙 

 葡萄牙在 2017/18 年度全球營商環境便利度排名第 34，得分為

76.55，是在眾多葡語國家中最為優秀。其中，在跨境貿易方面更

取得第 1 位，在合同執行(處理商業糾紛)方面取得第 19 位，在破

產處理的情況中取得第 15 位。 

 葡萄牙在跨境貿易方面取得第 1 位，其進出口手續辦理只需 1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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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而且為零成本，商品進出口暢通無阻。 

 在葡萄牙開辦企業方面，只需 6.5 天便完成手續，成本只佔人均

收入 2%，而且沒有最低實繳資本。 

 近年，葡萄牙亦減低了成立企業所需的時間及成本，令新成立的

企業數目增長了 17％，每月在每 10 萬居民中創造了 7 個新就業

職位。這些企業更有可能是由女性擁有，規模較小，由經驗較少、

教育程度較低的企業家領導，表明改革為有抱負的企業家創造了

更具包容性的環境。 

表 8 :葡萄牙 2017/18年度營商環境便利度各項指標排名 
指標 排名 分值 

開辦企業 57 90.89 

辦理施工許可證 60 73.17 

獲得電力 32 86.45 

× 登記財產 36 78.36 

獲得信貸 112 45.00 

保護少數投資者 64 60.00 

納稅 39 83.75 

跨境貿易 1 100.00 

執行合同 35 67.91 

辦理破產 16 80.01 

注：“×”表示改革使經商更困難。 

(八) 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2017/18 年度的營商環境便利度排名第 170，

得增加了 0.3 分至 45.14 分，是因在執行合同(處理商業糾紛)方面

取得了進步。 

 聖多美和普林西比通過採用新的程序準則，簡化了訴訟程序，並

降低了訴訟費用，使成本佔索賠額降低了 4.9 百分點至 45.6%，

執行合同變得更容易了。 

 

 



 9 

表 9 :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2017/18年度營商環境便利度各項指標排名 

指標 排名 分值 

開辦企業 148 78.32 

辦理施工許可證 111 66.64 

獲得電力 125 62.00 

登記財產 173 41.08 

獲得信貸 161 25.00 

保護少數投資者 188 21.67 

納稅 135 61.80 

跨境貿易 122 66.03 

√ 執行合同 185 28.84 

辦理破產 168 0.00 

注：“√” 表示改革使經商更容易。 

(九) 東帝汶 

 2017/18 年度，東帝汶的營商環境便利度排在第 178 位，與上年

度的排名持平，得分增長了 1.71 分至 41.6 分，是因該國降低了

最低資本要求，讓開辦企業更容易了。 

 2017/18 年度，東帝汶的開辦企業排名為 68 位，急升了 83 位。

雖然該國開辦企業的手續增加了兩項，使時間、成本都有了輕微

的增加，但由於最低實繳資本從去年度的佔人均收入 268.6%，大

幅下調至 0.2%，使開辦企業變得更容易了。 

表 10 :東帝汶 2017/18年度營商環境便利度各項指標排名 

指標 排名 分值 

√ 開辦企業 68 89.41 

辦理施工許可證 161 55.33 

獲得電力 123 63.24 

登記財產 187 0.00 

獲得信貸 172 20.00 

保護少數投資者 99 51.67 

納稅 140 60.32 

跨境貿易 104 69.90 

執行合同 190 6.13 

辦理破產 168 0.00 

注：“√” 表示改革使經商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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