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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9/2021_2022__E6_88_91_E

5_9B_BD_E7_AB_9E_E4_c72_219769.htm 世界经济论坛即将发

布《2005至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该报告显示，中国排

名第49位，较去年下降了3个位次。 我国的全球竞争力排名已

经连续3年下降了。2003年从2002年的33位降到了第44位

，2004年降到了第46位，现在又下降了3位。 虽然任何一种经

济指标评估体系都存在缺陷，但我国全球竞争力“逐年下滑

”的趋向还是值得我们认真思量：在我国经济总量与增长速

度持续走高的前提下，到底是什么一直在拖竞争力的后腿？ 

世界经济论坛主要根据宏观经济管理、技术革新和公共机构

质量这三项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今年，我

国的技术革新指数排名第64，比去年下降2个位次；公共机构

质量排名第56，较去年低1个位次。与总排名第49相印证，显

然是技术革新和公共机构质量拖了后腿。其实，在这两项指

标的排名上，我们一直是在低位徘徊年年拖后腿的就是它俩

。 公共机构质量走低，主要的毛病是政府低效和权力腐败。

从2003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在成长竞争力指标所包含的子

指标中，用“政府浪费”子指标替换了“政府支出”子指标

，新指标更关注政府支出的效率而不是支出的规模这一下击

中了我们的“软肋”。从此以后，大量账面上“漂亮”的政

府支出非但无益于我国全球竞争力排名的提升，而且还抵消

了宏观经济增长的不少功劳。同时，与“政府浪费”互为因

果的“权力腐败”也在不停销蚀政府的公共管理过程，使得

公共机构质量始终处于“亚健康”状态之中。在今年的竞争



力报告中，腐败赫然被列为影响我国全球竞争力的“最有问

题因素”之一。 技术革新在低水平徘徊，问题的根源在于相

关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我们在技术革新上频频吃亏，关

键原因不是我们天生比别人笨，也不是科技研发投入不够我

国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在2003年就已达600亿美元，是仅次于美

国和日本的全球第三大研发投资大国；而在于基础科教领域

投入不足和技术创新环境的缺乏。基础科教领域投入不足，

全民人力资本素质难以提高；技术创新环境缺乏，人们的聪

明才智受到体制性的抑制结果自然是技术革新水平排在别人

的后头。而归根到底，基础科教投入和技术创新环境都是典

型的公共物品，市场难以保证其有效供给，责无旁贷的是作

为公共机构的政府。 再深究起来，即使是宏观经济指标排名

的波动也与公共机构密切相关。我国宏观经济环境指数去年

的排名为24，今年下滑了11个位次。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

学家、全球竞争力报告制作总监奥古斯都洛佩斯克劳克斯在

分析其原因时指出：“政府一直抑制居民存款”是主要原因

。简言之，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能力的高下直接影响着宏观经

济指标水平的高低，公共政策失灵和制度供给不足通常是抑

制宏观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由此可见，对我国全球竞争力

排名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质量。那些“

拖后腿”的因素背后，存在着政府自我约束不力、履职不足

、职能缺位等一堆老问题。如何提高我国的全球竞争力？奥

古斯都的建议几乎全与政府有关：改善社会基本保障体系以

应对日益增多的失业和老龄人口，提高保健与教育体系质量

，改进法治⋯⋯看来，提升全球竞争力，首先需要提高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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