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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的竞争力1排名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急剧上升，同时也成为从当前全球经济衰退中最
先复苏的经济体之一。  

 

1995年，中国首次进入世界竞争力排名，在41个经济体中排在第34位，与印尼、菲律宾和哥伦
比亚等国的排名相近。1996年中国跻身前20名，并且从那时起在大约55个国家中一直保持在15

到20名的位置。最近发布的2009年度排名显示，中国在所选出的57个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国家中
居于第20位。现在，让我们来分解一下中国的竞争力状况。 

 

今日的竞争力 

按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的定义，竞争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如何利用其所有的能力以实现
其国民繁荣富裕的指标。今年，在所研究的57个国家中，我们用以衡量竞争力的4项主要因素是
：经济表现、政府效率、商业效率和基础设施。中国在其中3项中的排名均有所下降。尽管在经
济表现方面的排名异常突出（第2位），商业效率却仅排在第37位。商业效率衡量的是一个国家
的商业环境对企业创新、盈利和负责的促进程度。若以国际治理标准作为标杆，中国企业平均
而言并不达标。 

 

中国在技能上亦落后很多。称职管理者的缺乏以及管理者缺少国际经验（排在最末，第57位）
给跨国公司和地方所属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营难题。但是，企业也反过来抱怨金融和IT人才稀缺
，且难以招到胜任、全面、有团队建设能力和积极主动的管理人才。在管理实践方面中国列第5

1位，意味着中国的管理人员确实需要学习更多的领导才能，提升软技能。 

 

竞争力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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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企业竞争力，排名还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政府效率。通过与最具竞争力的国家相比较，可以
找出一个国家政策的长处和短处。该国的政策是否有助于营造一个鼓励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的环境？可以改善哪些方面来帮助该国的发展更上一层楼？在这点上中国位居第15名，与智利
和泰国相同。 

 

竞争力较强的经济体具有弹性（中国排在第10位）、周全的政府行为和良好的适应能力。一个
开放、有适应能力、透明和可预测的政策框架是竞争力中一个强有力因素，对于国家吸引外资
尤其如此。中国在这方面的策略一直很成功，在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方面居世界第5位。但一个国
家的长期繁荣将取决于国民如何从已取得的经济成就中直接获益。 

 

 

社会经济平衡 

经济转型以减少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一直是中国的长期目标。中国最近的增长反弹主要由政策
刺激和银行积极放贷帮助抵消出口下滑的负面影响所驱动。当务之急是转变平衡：把重点更多
地放在消费、服务和创新上，少放在投资和低成本出口上。更明确地说，社会的良性发展要求
更加专注于医保改革、教育、劳动立法和环境保护。在排名所覆盖的57个国家中，中国在卫生
和环境方面仅列第53位，在教育方面排在第49位，在污染问题方面居于第56位。 

 

当1980年代开放时，中国废除了主要通过国有企业运行的医保系统。今天，仅有约20％的农村
人口和约一半的城镇居民拥有医疗保险。教育和养老对老百姓来说同样是巨大的经济负担。北
京表示，到2011年基本医疗保险将会覆盖90％的人口，并将增加在教育和医保上的支出。有了
更好的社会保障系统，人们就会更有安全感并愿意消费，而这将会刺激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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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竞争力，公正的理念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国家需要确保国民从国家的经济成功
中得到切实的好处。中国有关机构已经开始着手解决政府机构效率低下的问题并继续开展反腐
败工作，但离一流的法治仍然差距很大，在公正方面排名第43位。尽管地方政府已开始监测工
厂对环境的影响并制定新的法规以更好地维护工人的利益，但执法仍是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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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其他挑战 

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是，亟需为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大学毕业
生和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没有工作）。当前的危机给促进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减
少低成本制造业产能过剩和增加就业岗位带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服务业的发展将使经济
向高附加值和创新活动方向发展）。 

  

中国的金融系统也需要进一步改革。改善治理和透明度被放在次重要的位置，而首要任务是必
须刺激信贷，因信贷正是激励当前增长的一些萌芽力量。这对中小企业来说尤为重要，一旦无
法以负担得起的成本获取足够的资金，中小企业就可能无法生存。改善金融系统的关键目标领
域（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排名都很糟糕）是：信贷的可获得性和可承受性（第43位）、股东权利
（第54位）以及金融机构的透明度（第54位）。 

 

最后，需要提升公共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效率，并制止环境恶化。国家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主要
针对的是新基础设施项目（铁路、公路和电网）投资。此外，中国严重依赖国外能源并且正努
力寻求对外投资以获得更多的能源来源。但一个更为远大的目标应是在很长一段时期优先考虑
用政府的资金来激励清洁、可再生能源项目。  

 

牺牲短期利益以换取长远发展 

目前有关劳动立法和环境的激烈争论给中国带来了许多两难问题。企业界认为，2007年6月通过
的新劳动法以及环境保护方面更加严苛的要求是个负担并束缚了它们的竞争力。这些法律迫使
制造商要么进入价值链的上游要么完全退出，对于无法再提供“ 中国价格” 并赖此生存的低成
本制造商而言尤为如此。中国的目标（符合朝着更成熟社会发展的方向）是鼓励更多外资投向
高附加值行业和服务业。借此，中国希望利用国外的专长和技术来创造更好的工作岗位并减缓
对低端领域的投资。对帮助提升国家竞争力、使之进入排名更靠前的集团行列，这种战略屡试
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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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台的法律被认为对企业界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一事实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综合竞争力
从去年的第17位下降到今年的第20位。从长远来看，为未来竞争力打下基础当然意味着作出某
些暂时的牺牲，但同时将有助中国向更先进、更现代的经济方向发展并确保未来增长的可持续
性。  

 

未来 

概括来说，中国的未来就在于其自身的竞争力。中国将会走向何处？中国政府可以抓住全球危
机带来的新机遇以解决阻碍中国攀登竞争力阶梯的结构性问题。应对上述挑战将会有助于带领
这个国家朝着更繁荣、更成熟的经济体方向发展。  

 

 

《IMD世界竞争力年鉴》也许是有关国家竞争力的最著名、最综合的年度报告。它在329个不同
标准的基础上分析国家和企业是如何利用其所有能力来提升繁荣度的，这329个标准被分成4个
类别：经济表现、政府效率、商业效率和基础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