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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全球竞争力报告》

前言

今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07-2008）》在全球经济不稳定的形势中出炉。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尽管
美国的经济有所动荡，然而其他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仍保持了迅速的增长，尤其是欧盟和日本，它们的
国内需求在2007年开始加速。以中国、印度以及俄罗斯为主导的大型新兴市场国家的持续快速增长势
头使得这种增长的趋势得到加强，这些国家在2007年的增长速度有望达到9％。然而，在这种积极的背
景下，仍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因素正在显现。国际石油价格仍然值得关注，由于其有限的剩余生产能力
，使得油价上升到历史新高，并且仍存在持续上升的威胁。在贸易方面，被各方寄予厚望的多哈回合
贸易谈判（有望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及减少贫困）在过去的一年中未取得重大进展。此外，许多国家的
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仍受到持续关注，这体现在最近关于主权财富基金投资衍生物的辩论中。虽然长期
以来，大家都曾担心美国的房市可能存在崩塌的危险，然而，美国房市却最终在最近全面崩塌，其对
国内消费支出紧缩的影响远超出了预期水平。最初国际社会对美国的经济衰退对全球造成的影响已有
所担忧，然而由于次贷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全球信贷紧缩，目前这种顾虑已发展成为对国际金融恶化及
蔓延形势的极大关注。在当今世界，住房市场的急剧萎缩都可能会导致国际信用危机，因此，全球经
济体都需做好准备，以应对新型的金融危机。目前，政府决策者正在努力制定明智的政策，以应对这
些全球性的风险，从而保证其经济体在全球不稳定的经济增长环境中有良好的表现。在不稳定的全球
金融环境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各国落实基本面政策，以支撑经济增长和发展。在这一
过程中，多年来世界经济论坛一直为世界各国提供其具体的生产潜力评估报告，为其经济增长和发展
起到促进作用。该报告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并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在
提高本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创造就业机会方面比别的国家做得更好。因此，它为各国政要及商界领袖
制定经济政策和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工具。今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特点在于我们进一步扩
大了报告中所涵盖国家的数量。目前，我们的报告已涵盖了131个经济体，它仍是该领域至今为止最全
面和最权威的评估报告。该报告包含了所研究的各经济体的详细特征和资料，以及全球排名所衡量
的100多个指标中所涉及的大量数据信息。这份报告综合了很多相关的研究，真实反映了当前世界经济
向一体化和复杂化发展的程度，目前，该报告仍是我们全球竞争力网络中的旗舰出版物。同时发行的
其他出版物还包括《2007年度非洲竞争力报告》、《2007年度阿拉伯地区竞争力报告》、《2006-2007
年度全球信息技术报告》、《2007年度旅游竞争力报告》，以及《2007年度全球性别差距报告》。《
全球竞争力报告》的出版，离不开迈克尔·波特教授、哈佛大学商学院战略和竞争力研究所的同事，
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泽维尔·萨拉一艾一马丁教授的辛勤劳动和创造性的领导。此外，还要感谢世界经
济论坛战略观察小组的组长菲奥娜·波拉，以及她的团队珍妮弗·布兰克、阿利西娅·布朗、阿格斯
蒂娜·斯欧西亚、玛格丽特·德泽尼斯·哈纳斯、亨利·盖格尔、艾琳·米亚、波尔·萨玛达利及伊
娃·特鲁希略·埃雷拉。我们还要感谢本报告的合作伙伴：联邦调查署和美国国际开发署，感谢他们
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最后，我们还要向所有花宝贵时间参与我们行政民意调查的全球商界人士表
示衷心的感谢，你们宝贵的意见使得本报告能得以顺利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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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7-2008全球竞争力报告》包含了131个经济体的数据，这些经济体占世界GDP的98％。这些数据包
括出自主要国际机构的信息，以及由世界经济论坛每年进行的高管意见调查的结果。该调查反映了131
个经济体的几千名企业领导人对与国家竞争力有关的诸多问题的认识，比如国家制度、企业环境、宏
观经济形势、健康、教育和基础设施等的状况，以及其他领域的问题。经过近30年的努力，《全球竞
争力报告》已经成为全球最全面和最具权威性的世界各国竞争力评价报告，为实现持续的经济发展和
长期的繁荣所必需的政策、制度和要素提供了有价值的观点和宝贵的经验。作为世界级学术权威和一
个全球性的研究机构网络的合作成果，《全球竞争力报告》为读者提供了有关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大量
竞争力指标的一套比较全面的数据。
《2007-2008全球竞争力报告》分为三个主题部分：第一部分以世界经济论坛的竞争力指数为其特色，
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泽维尔·萨拉一艾一马丁教授提出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和哈佛商学院战略与竞争力
研究所的迈克尔-E，波特教授提出的企业竞争力指数，第二部分展示了本报告所覆盖的131个经济体的
详细情况，主要突出各个经济体的竞争优势与劣势，第三部分包括详尽的数据表格，显示了各个经济
体在100多个指标上的相对排名。《2007-2008全球竞争力报告》是政策制定者，产业领导人、学术机
构和社会团体代表鉴别对实现经济增长的最佳实践构成障碍因素的重要工具，也是鉴别实现经济发展
的最佳实践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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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迈克尔·E.波特 (英国)泽维尔·萨拉-艾-马丁 (英国)克劳斯·施瓦布 译者：杨世伟 高闯
珍妮弗·布兰克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网络的董事和高级经济学家。她从2002年加入这个团队
，对于国家竞争力的有关问题做了大量的论文和演讲，同时她被公认为是一些关于竞争力的区域和专
题报告的主要编辑。从1998年到2002年，她是负责每年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商业、管
理和科技发展部分的高级项目经理。在加入论坛以前，布兰克在法国巴黎的马扎尔斯团队的欧洲集团
担任了数年的管理顾问，在那里她专攻银行和金融市场组织。布兰克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事务学
硕士文凭和国际问题研究所（日内瓦）的国际经济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文凭。阿利西娅·布朗是世界
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网络的高层经理，她负责协调高管意见调查的全部调查过程、报告的结果部分
以及管理来自世界范围内的140个合作伙伴研究所的网络。同时她与论坛媒体小组密切合作，这些媒体
小组将连接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结果与媒体、大众。在加入论坛之前，她多年服务于世界移民组织，在
那里她做了大量的索赔处理工作。她拥有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士（荣誉）学位。梅塞德斯·德尔加多
是国家经济研究局创新政策和经济小组的博士后研究员，也是哈佛商学院战略与竞争力研究所的博士
后研究员。德尔加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经济的商业环境和企业、区域以及国家之间的互动行为。
她的论文研究的是产业集群对国家企业的战略选择的影响。玛格丽特·德泽尼斯·哈纳斯是世界经济
论坛的全球竞争力网络的助理董事和高级经济学家，她在国家竞争力（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的问题上
有很多研究和著作，她是一些区域和专题报告和论文的主要编辑或撰稿人。早些时候，她监管过一些
论坛情景项目的经济模式，也负责过每年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经济发展部分。在加入
全球竞争力网络之前，德泽尼斯在位于日内瓦的国际贸易中心工作过几年，她在那里负责的是东欧国
家和国家贸易中心的关系。她建议政府制定、实施的项目要提高区域商业的国际竞争力。德泽尼斯拥
有德国明斯特大学经济学学位和德国波鸿大学国际经济学的博士学位。亨利·盖格尔是全球竞争力网
络的一名经济学家和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领袖伙伴成员。他的职责包括构造和计算指数排名。他的主
要的研究领域是计量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盖格尔先生拥有日内瓦大学的货币和金融经济学专业的经济
学学士学位，英国哥伦比亚大学——位于范库弗峰的经济学硕士学位。在进入世界经济论坛以前，他
为世界贸易组织和卡特彼勒公司工作过。在他的研究中，他是日内瓦青年企业董事会的成员，也是在
日内瓦成立的IT企业procab工作室（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伙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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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巴基斯坦（下降11名）和津巴布韦（下降9名）经历了低收人国家中大幅度的下滑。巴基斯坦的
排名退后抵消掉了最近几年取得的所有进步，虽然它的企业环境指标保持不变，但是在企业成熟性方
面显著下降；津巴布韦继续它痛苦的螺旋式下降，许多和行政管理的基础设施、相关和支撑产业、需
求状况相关的指标严重下滑。对每一个单独的国家的分指数的值作对比，我们能对企业竞争环境得出
额外的见解。我们将国家企业环境（NBE）分指数的值和企业运营与战略（COS）分指数的值作回归
，利用估计参数，利用一个国家既定的COS的值去计算预测的NBE的值，实际值和预测值之间的差值
给出了微观经济竞争力的这两个维度的强、弱不均衡的一个最初印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阿根廷
、巴西、尼日利亚、委内瑞拉、韩国、意大利、日本的NBE的预测值和实际值的差最大，对于既定的
企业成熟性，其企业环境的真实情况比预测的明显地更糟；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爱沙尼亚、葡萄
牙和卡特尔这些国家的NBE的预测值和真实值的差最小，它们的企业环境质量要远远超过企业成熟性
。这两组国家都会遭遇这些不均衡：较弱的企业环境会侵蚀企业保持高水平的成熟性的能力；如果企
业不能提升它们的运营和实践的话，较强的企业环境同样不能得到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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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7-2008全球竞争力报告》是在全球经济不稳定的背景下完成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
动荡，给2007年的全球经济预测带来了较大的难度。世界经济论坛（WEF）于1971年由日内瓦大学教
授克劳斯·施瓦布创建，并由他创立了一套评价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与国家竞争力的理论、研究方法
和评估体系，开始对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与国际竞争力进行评估和排序，《2007-2008全球竞争
力报告》对全球131个经济体从13个方面做出评价。这些方面包括基本指标、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
济、健康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与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成熟度、技术准
备状况、市场规模、企业成熟度、创新。这些评价体系为各国政府、经济学界和企业界了解世界各经
济体及本国、本地区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重要参考。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E．波特参与了
《2007-2008全球竞争力报告》项目的研究和分析。世界经济论坛本年度根据113项变量指标来衡量各
经济体的竞争优势和劣势，协助商业界和决策者优化政策、深化改革。这些指标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
环境的各项要素、为发展提供支持的公共机构质量以及技术完备性和创新水平三个方面。在2007-2008
年度被调查的131个国家和地区中，美国保持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领先地位，位居第一，瑞士位
居第二，中国排名第34位，领先于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经济管理出版社已经
连续三年出版《全球竞争力报告》的中文简体版年度报告。《2007-2008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文简体版
今天和大家见面了，无疑是一件可喜之事。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
究所的金碚研究员、黄速建研究员等老师的关心和支持，他们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审阅了初稿并提出了
宝贵的意见，译者对此深表谢意。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何瑛博士、北京工商大学研究生杨雪和智力等
同志参与了部分翻译工作，经济管理出版社张永美、申桂萍编辑为本书的顺利出版做了大量工作，付
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译者的水平有限，在翻译过程中错误、遗漏之处在所难免
，责任由译者承担，并希望得到读者的指导和体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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