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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經濟全球化，資金和人才在全球自由流動，加上近年全球貿易摩擦升温，

改善營商環境成為不少國家和地區提升競爭力的手段。2019 年 10 月，世界銀

行發表《2020 年營商環境報告》，應用量化指數分析比較 190 個經濟體於 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5 月間的營商環境便利度，涵蓋 10 個領域，包括開辦企業、

辦理施工許可證、獲得電力、登記財產、獲得信貸、保護少數投資者、納稅、跨

境貿易、執行合同和辦理破產。 

報告顯示，全球各經濟體政府 2018/2019 年度啟動了 294 項改革。其中，

中國實施了創紀錄的八項營商環境改革，排名較上一年度上升 15 位至第 31 位，

連續第二年躋身全球營商環境改善最大的經濟體前 10 名。中國在辦理施工許可

證和保護少數投資者方面得到顯著改善，惟在納稅和獲得信貸方面仍比其他先進

國家落後。 

葡語國家方面，歐洲的葡萄牙是八個葡語國家中表現最好的，排名第 39 位；

拉丁美洲的巴西排名第 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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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排名較後。縱然眾葡語國家在排名上

都錄得不同程度下跌，但某些領域的表現仍值得關注，如葡萄牙在跨境貿易領域

排名全球第一，執行合同是葡語國家中表現最好；非洲和東南亞葡語國家同樣在

跨境貿易領域表現較好。值得留意的是，各經濟體排名和得分的升跌，不僅取決

於其改革的步伐的快慢，部分亦可歸因於評分標準和內容的調整。 

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對各經濟體如何著手執行營商環境改革具有一定

參考價值。中國內地、澳門和各葡語國家可充分發揮各自優勢，相互取長補短。

一方面，澳門提供的融資服務，結合中國的電子創新技術能夠助葡語國家改善營

商環境；另一方面，澳門應借鍳中國內地和葡萄牙發展中葡仲裁服務的經驗，攜

手改善營商環境，發揮澳門中葡平台的作用。 

重要聲明：1) 本報告的原始數據來源於第三方機構已公開的資訊，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不保

證該等資訊是否準確、充足、及時或可靠，對該等資訊產生的一切事宜不負任何法律責任。本報

告僅供一般參考，不視為本局任何推薦或建議。 

2) 本局可在任何時間行使權力，在無須通知的情況下決定增加、修訂或刪除報告資訊。本報

告未經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許可，不得刊登、上載、分發、出版或出售，以及本局對上述的不法

事宜，保留法律追究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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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訊息 

世界銀行《2020 年營商環境報告》

指出，2018/2019 年度，全球共有 294

項監管改革，115個經濟體的營商便利

度有所進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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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為香港。報告指出，得分較

高的經濟體，最主要的原因是該些經

濟體把電子化和在線系統廣泛應用相

關程序和工作上。 

中國再度成為今年十大最佳改革

者之一，進行了 8 項商業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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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 2018/2019 年度營商環境

總體得分 77.9 分，比上年上升

4.3 分；排名躍居全球第 31 位，

比去年提升 15 位。 

 葡萄牙營商環境便利度是八個葡

語國家當中最優秀的，全球排名

第 39，在跨境貿易方面繼續位居

全球榜首。該國的進出口手續辦

理只需 1 小時，而且零成本。 

 佛得角是非洲葡語國家當中排名

最前的，全球排第 137 位。其在

開辦企業、獲得電力和財產登記

方面的得分都有提升。 

 

表 1 中國與葡語國家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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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 31 ↑15 77.90 +4.26 

葡萄牙 39 ↓5 76.50 -0.05 

巴西 124 ↓15 59.1 -0.91 

佛得角 137 ↓6 55.00 -0.95 

莫桑比克 138 ↓3 55.00 -0.53 

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170 - 45.00 -0.14 

幾內亞比紹 174 ↑1 43.20 +0.35 

安哥拉 177 ↓4 41.30 -2.56 

東帝汶 181 ↓3 39.4 -2.2 

 

世界銀行： 

中國蟬聯十大最佳 

營商環境改革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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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與葡語國家之營商環境狀況（按排名先後次序） 

2.1 中國 

 2018/19 年度，中國營商環境便

利度再度大幅提升，排名第 31，

比上年度上升了 15 位，分值提升

了 4.26 分至 77.9 分。 

 中國為十大最佳改革者之一，在

多項指標上取得了明顯進步，主

要體現在八個領域的改革，分別

為開辦企業、辦理施工許可證、獲

得電力、保護少數投資者、納稅、

跨境貿易、執行合同以及辦理破

產。 

 進步最大的為辦理施工許可證方

面，上升了 88 位至第 33 位。原

因是中國簡化了對低風險工程建

設項目的施工許可證要求，縮短

供排水接入時間，平均辦理施工

許可全流程需時縮至 111 天，獲

該指標滿分 15 分。 

 在保護少數投資者方面亦大幅上

升了 36 位至第 28 位。中國通過

要求控股股東對不公平關聯方交

易承擔連帶責任，明晰所有權和

控制結構，加強對少數投資者的

保護。 

 在開辦企業方面則上升了 1 位至

第 27 位，中國把公司印章發放完

全納入企業註冊登記一站式服務。

跨境貿易方面亦上升了 9 位至第

56 位，通過實行進出口貨物提前

申報、升級港口基礎設施、優化海

關行政管理和公佈收費標準等措

施，簡化了進出口程序。 

 就表現較滯後的方面來看，中國

的納稅和獲得信貸方面與全球營

商環境先進國家存在較大差距。

其中，納稅方面在全球排名第 105，

便利度得分 70.1 分，處於全球中

等偏低水平；企業稅佔利潤總額

的比重為 64.9%，高於絕大多數

國家。 

 在獲得信貸方面，中國國家審計

署 2019 年 6 月的審計工作報告

顯示，在民營、小微企業融資方面，

的確仍存在門檻較高、環節多、週

期長等問題。 

中國在多個領域取得進步。 

惟在納稅和獲得信貸方面 

仍較滯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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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國 2018/19 年度營商環境便利度各項指標排名 

指標 2018/19 2017/18 

排名 分值 排名 分值 

√開辦企業 27 94.10 28 93.52 

√辦理施工許可證 33 77.30 121 65.16 

√獲得電力 12 95.40 14 92.01 

登記財產 28 81.00 27 80.80 

獲得信貸 80 60.00 73 60.00 

√保護少數投資者 28 72.00 64 60.00 

√納稅 105 70.10 114 67.53 

√跨境貿易 56 86.50 65 82.59 

√執行合同 5 80.90 6 78.97 

√辦理破產 51 62.10 61 55.82 

注：“√” 表示改革使經商更容易，“×”表示改革使經商更困難。 

 

2.2 葡萄牙 

 葡萄牙在 2018/19 年度全球營商

環境便利度排名第 39 位，得分為

76.5，與去年相若，是八個葡語國

家中表現最為優秀的。 

 在跨境貿易方面，葡萄牙排名全

球第 1 位，其進出口手續辦理只

需 1 小時，而且為零成本，商品

進出口暢通無阻。 

 在開辦企業方面，葡萄牙的得分

為 90.9 分，只需辦理 6 項手續，

平均花費 6.5 天就能開辦企業，成

本只佔人均收入 1.9%，而且沒有

最低實繳資本。 

 在登記財產方面，葡萄牙排名第

35 位，比去年上升了 1 位，所需

辦理的手續只有 1 項。 

 獲得電力方面，葡萄牙排名跌了

20 位，主要是因電力供應的穩定

性和相關稅項的透明度有所下降，

然而，電費佔人均收入的比例卻

有所下降。 

 葡萄牙在獲得信貸方面多年來處

於中等較落後水平，主要是由於

保護借貸雙方的法律比較薄弱。

葡萄牙私債高企，亦存在較多壞

帳問題。 

 

葡萄牙跨境貿易指標 

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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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葡萄牙 2018/19 年度營商環境便利度各項指標排名 
指標 2018/19 2017/18 

排名 分值 排名 分值 

開辦企業 63 90.9 57 90.89 

辦理施工許可證 60 73.2 60 73.17 

獲得電力 52 83.3 32 86.45 

登記財產 35 78.4 36 78.36 

獲得信貸 119 45.0 112 45.00 

保護少數投資者 61 62.0 64 60.00 

納稅 43 83.7 39 83.75 

跨境貿易 1 100.0 1 100.00 

執行合同 38 67.9 35 67.91 

辦理破產 15 80.2 16 80.01 

注：“√” 表示改革使經商更容易，“×”表示改革使經商更困難。 

 

2.3 巴西 

 2018/19 年度，巴西營商環境便

利度排名第 124 位。 

 在開辦企業方面，巴西排名第 138，

比上一年度上升了 2 位，分值上

升了 0.07。原因是巴西參與調查

的兩個城市聖保羅和里約熱內盧

都加快了企業註冊速度，聖保羅

由 18.5 日減少至 13.5 日(比拉丁

美洲平均需時 28.8日快逾一倍)，

里約熱內盧則由 23.5 日減少至

21.5 日；同時降低了申請電子證

明的費用，使創業更加容易。 

 在登記財產方面，巴西排名第 133，

比上一年度上升了 4 位，分值上

升了 2.16 分。原因是巴西的土地

管理系統進行了升級。此外，聖保

羅引入了網上付費系統，里約熱

內盧則開發了網上申請財產證明

系統。 

 在獲得電力方面，巴西排名大跌

58 位至第 98 位。主要是由於電

力公司在處理簽約和取得相關許

可的時間延長，令原本只需 60 多

天的程序增加至 130 多天。此外，

在其中一個調查城市聖保羅，每

度電的費用上升，成本由佔人均

收 入 的 54.8% 大 幅 增 加 至

333.1%。 

 巴西在納稅方面亦較弱。巴西一

家中型企業每年為了納稅花費的

時間約為62.5天（1501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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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有國家和地區中需時最長的，

但比上一年度已減少 457 個小時。

但值得留意的是，巴西政府正商

討改革稅制，希望減少稅種以利

營商。 

 縱然巴西營商環境便利度排名下

跌了 15 位，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

展會議的估算，2019 年巴西的外

來直接投資按年上升了 26%至

750億美元，為全球第四大增長的

經濟體。部分可歸因於巴西政府

於 2019 年 7 月起推行國企私有

化計劃，包括拍賣油氣、電力和基

礎設施項目的運營許可，以打造

更具競爭性的環境，提振投資。同

時，巴西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吸

引不少外資在當地投資綠色、再

生能源和工業。 

表 3 : 巴西 2018/19 年度營商環境便利度各項指標排名 

指標 2018/19 2017/18 

排名 分值 排名 分值 

√開辦企業 138 81.30 140 80.23 

辦理施工許可證 170 51.90 175 49.86 

獲得電力 98 72.80 40 84.37 

√登記財產 133 54.10 137 51.94 

獲得信貸 104 50.00 99 50.00 

保護少數投資者 61 62.00 48 65.00 

納稅 184 34.40 184 34.40 

跨境貿易 108 69.90 106 69.85 

執行合同 58 64.10 48 66.00 

辦理破產 77 50.4 77 48.48 

注：“√” 表示改革使經商更容易，“×”表示改革使經商更困難。 

 

 

 

 

 

巴西於 2019 年推行國企業有

化，對投資者有一定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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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佛得角  

 2018/19 年度，佛得角營商環境

便利度排名第 137。 

 在跨境貿易方面，佛得角排名上

升了 5 位至第 109，分值上升了

1.69 分。出口成本由 780 美元降

至 641 美元，開始貼近撒哈拉以

南非洲國家平均水平。 

 在開辦企業方面，雖然排名下降，

但分值上升了 0.99 分。原因是佛

得角通過提前簽發市政許可證，

加快了企業開業速度。 

 在獲得電力方面，佛得角排名第

154，比上年度上升了 1 位，分值

上升了 1.2 分。佛得角通過讓公用

事業公司代表客戶獲得市政發掘

許可證，同時費用降低，使取電更

加容易。 

 在登記財產方面，佛得角排名第

69，比上年度上升了 1 位，分值

上升了 2.15 分。佛得角簡化了行

政程序和優化了土地管理系統，

加快了登記財產時間。 

 納稅方面雖然下跌了 10 位，但實

際上分值下跌了 0.22 分，是由於

稅費佔收益比率由 37.0%增加至

37.5%。 

表 4 : 佛得角 2018/19 年度營商環境便利度各項指標排名 

指標 2018/19 2017/18 

排名 分值 排名 分值 

√開辦企業 121 84.50 116 83.51 

√辦理施工許可證 50 74.60 43 75.01 

√獲得電力 154 54.70 155 53.50 

√登記財產 69 68.80 70 66.65 

獲得信貸 144 35.00 134 35.00 

保護少數投資者 170 24.00 165 36.67 

納稅 87 74.80 77 75.02 

跨境貿易 109 69.10 114 67.41 

執行合同 52 64.80 45 66.69 

辦理破產 168 0.00 168 0.00 

注：“√” 表示改革使經商更容易，“×”表示改革使經商更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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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莫桑比克 

 2018/19 年度，莫桑比克營商環

境便利度排名第 138 位。 

 在辦理施工許可證方面，莫桑比

克排名第61，較去年上升了3位，

是所有指標中排名最佳的指標。

在莫桑比克辦理施工許可證需要

辦理11項手續，平均需時118天，

成本佔倉庫價值的 6%，建築質量

控制指數為 11（該指數範圍在 0-

15 之間，分值越高表明建築許可

制度方面的質量控制和安全機制

越出色）。 

 在開辦企業方面，莫桑比克沒有

最低實繳資本。 

 

表 6 莫桑比克 2018/19 年度營商環境便利度各項指標排名 

指標 2018/19 2017/18 

排名 分值 排名 分值 

開辦企業 176 69.3 174 67.56 

辦理施工許可證 61 73.2 64 72.57 

獲得電力 103 71.7 100 71.02 

登記財產 136 53.4 133 52.94 

獲得信貸 165 25.0 161 25.00 

保護少數投資者 147 32.0 140 41.67 

納稅 127 64.0 125 64.04 

跨境貿易 94 73.8 91 73.84 

執行合同 168 39.8 167 39.78 

辦理破產 86 47.8 84 46.89 

注：“√” 表示改革使經商更容易，“×”表示改革使經商更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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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2018/19 年度

的營商環境便利度排名第 170 位，

與去年度的排名持平。 

 在開辦企業方面，聖多美和普林

西比的得分為 78.2 分，是所有指

標中得分最高的指標，只需辦理 6

項手續，平均花費 7 天就能開辦 

企業，但成本和最低實繳資本則

較高。 

 在辦理施工許可證方面，聖多美

和普林西比排名第 111 位，是所

有指標中排名最佳的指標。在聖

多美和普林西比辦理施工許可證

平均需時只要 67 天，成本只佔倉

庫價值的 2.2%。 

表 7 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2018/19 年度營商環境便利度各項指標排名 

指標 2018/19 2017/18 

排名 分值 排名 分值 

開辦企業 150 78.2 148 78.32 

辦理施工許可證 111 66.6 111 66.64 

獲得電力 130 62.1 125 62.00 

登記財產 172 41.1 173 41.08 

獲得信貸 165 25.0 161 25.00 

保護少數投資者 179 20.0 188 21.67 

納稅 137 61.8 135 61.80 

跨境貿易 124 66.0 122 66.03 

執行合同 185 28.8 185 28.84 

辦理破產 168 0.0 168 0.00 

注：“√” 表示改革使經商更容易，“×”表示改革使經商更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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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幾內亞比紹 

 2018/19 年度，幾內亞比紹營商

環境便利度排名第 174，比上年

度上升了一位。 

 在開辦企業方面，幾內亞比紹排

第 161，比上年度上升了 3 位，

分值上升了 0.28 分。原因是開

辦企業的最低資本由人均收入的 

6%下降至 5.8%。 

 在辦理施工許可證方面，幾內亞

比紹排第 177，比上年度升了 1

位，分值升了 0.8 分。原因是成

本佔倉庫價值由 24.6%下降至

23.7%。 

表 8 幾內亞比紹 2018/19 年度營商環境便利度各項指標排名 

指標 2018/19 2017/18 

排名 分值 排名 分值 

開辦企業 161 75.5 158 75.22 

辦理施工許可證 177 45.2 178 44.40 

獲得電力 182 29.7 180 29.57 

登記財產 132 54.5 128 54.50 

獲得信貸 152 30.0 144 30.00 

保護少數投資者 114 44.0 140 41.67 

納稅 155 55.2 154 54.93 

跨境貿易 146 59.6 144 59.60 

執行合同 171 38.6 169 38.61 

辦理破產 168 0.0 168 0.00 

注：“√” 表示改革使經商更容易，“×”表示改革使經商更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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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安哥拉 

 2018/19 年度，安哥拉營商環境

便利度排名第 177 位。 

 在登記財產方面，安哥拉排名第

167，比上一年上升了 3 位，分值

增加了 0.14，原因登記財產成本

降低了，由佔財產價值 2.8%減少

至 2.7%。 

 在獲得電力和跨境貿易方面的分

值都有所提升，分別提升了 0.02

和 0.05 分。在獲得電力方面，接

駁 

電力的平均天數由 121 日加快至

97 日，費用亦降低了。跨境貿易

方面，安哥拉持續通過優化港口

基礎設施和行政管理，減少了跨

境貿易時間。 

 在辦理施工許可證方面的排名錄

得下跌，主要是因為程序由 10 項

增加至 12 項，需時由 173 天增

加至 184 天。但就成本而言，在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中算是較

低的。 

表 9 安哥拉 2018/19 年度營商環境便利度各項指標排名 

指標 2018/19 2017/18 

排名 分值 排名 分值 

開辦企業 146 79.40 139 80.52 

辦理施工許可證 120 65.30 87 68.93 

獲得電力 156 54.10 152 54.08 

登記財產 167 43.30 170 43.16 

獲得信貸 185 5.00 184 5.00 

保護少數投資者 147 32.00 89 55.00 

納稅 106 69.5 104 69.54 

跨境貿易 174 36.2 174 36.15 

執行合同 186 28.1 186 26.26 

辦理破產 168 0.00 168 0.00 

注：“√” 表示改革使經商更容易，“×”表示改革使經商更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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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東帝汶 

 2018/19 年度，東帝汶的營商環

境便利度排名第 181 位。 

 在開辦企業方面，東帝汶排名第

68 位，得分為 89.4 分，是所有指 

標中排名及得分最佳的指標。在

東帝汶，開辦企業的手續有 6 項，

成本佔人均收入 0.7%，最低實繳

資本佔人均收入的 0.3%，但平均

需要花費 13 天。 

表 10 東帝汶 2018/19 年度營商環境便利度各項指標排名 

指標 2018/19 2017/18 

排名 分值 排名 分值 

開辦企業 68 89.4 68 89.41 

辦理施工許可證 159 55.3 161 55.33 

獲得電力 126 63.0 123 63.24 

登記財產 187 0.0 187 0.00 

獲得信貸 173 20.0 172 20.00 

保謢少數投資者  157 28.0 99 51.67 

納稅 136 61.9 140 60.32 

跨境貿易 107 69.9 104 69.90 

執行合同 190 6.1 190 6.13 

辦理破產 168 0.0 168 0.00 

注：“√” 表示改革使經商更容易，“×”表示改革使經商更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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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及建議 

3.1  澳門中葡金融服務大有可為。綜合報告指標和分析判斷，中國的營商環境

便利度雖然不斷大幅進步，但在獲得信貸方面的水平仍處於較低水平，企

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始終面對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從而或多或少制約著

中國內地的投融資和企業發展。與此同時，幾乎所有葡語國家，即使包括

整體營商環境便利度位於前列的葡萄牙，均在獲得信貸方面表現滯後。而

澳門作為中葡商貿服務平台，金融體系相對穩健，相關法律法規不斷完善，

有意為中國內地和葡語國家之間的商貿、基建、環保、會展以及金融等各

領域合作搭建橋樑，提供融資租賃、債券融資和人民幣結算等金融服務，

致力將自身打造成為中葡金融服務平台，有效為中國與葡語國家企業合作

與發展提供適當的融資支持。 

3.2 推動中國電子創新科技進入葡語國家市場，助力改善營商環境。世界銀行

的報告指出，得分較高的經濟體，最主要是因為這些經濟體把電子化和在

線系統廣泛應用於相關程序和工作上。縱然非洲和東南亞的葡語國家整體

營商環境便利度較為落後，但不難發現其在跨境貿易方面的表現是所有領

域中最為突出的，除了由於基建的進步，部分原因是這些國家都已開始使

用電子平台處理出入口申請，加快了貿易程序和所需時間。為此，推動中

國的電子創新科技產業和企業進入葡語國家市場，特別是利用澳門作為粵

港澳大灣區科創走廊的核心城市之一的優勢，或有助於葡語國家充分利用

電子科技手段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在基建等硬件得以提升的基礎上再獲

得軟件的提升，力爭達至雙贏效果。 

3.3 借鑒執行合同表現較好的國家，推進澳門中葡仲裁制度和服務的發展。不

少葡語國家特別是非洲和東南亞葡語國家，執行合同的表現差強人意，意

味著當地解決商業糾紛所耗費的時間長、成本高，以及司法程序的質量差，

這或許也是令企業對進入葡語國家市場望而卻步的原因。為加快澳門中葡

平台建設，加強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商貿合作往來，澳門可憑藉語言、法制

與葡語國家相近等優勢，與執行合同表現較好的中國內地和葡萄牙多多借

鑒經驗，交流合作，不斷提升仲裁服務的水平和認受性，將澳門打造成為

中葡經貿爭議仲裁中心，既為有意開拓中國內地市場的葡語國家企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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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平台進入中國內地，也為中國內地有意開拓葡語國家市場的企業提供

更好的中葡經貿合作法律及仲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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