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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

《2018全球竞争力报告》：
越开放越具竞争力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18全球竞争力报告》，报告对全球
140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进行评分和排名。报告显示，最接近

“竞争力前沿”的经济体是美国，其次是新加坡和德国。全球经
济体竞争力平均得分为60分，意味着在数字技术加速推动世界转
型过程中，大多数经济体距离达到最佳竞争力状态仍存在一定差
距。而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竞争力表现差异很大，表明即使是全球
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也存在诸多待改进的空间。

在金砖国家中，仅中国和俄罗斯入选榜单前50，中国的竞争
力最强，位列全球第28位，得分为72.6分。评分显示，中国的
创新力接近意大利，与澳大利亚差距较小，优于印度和俄罗斯。

增强经济弹性和开放是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全球竞争力排名
前20的经济体都是高收入经济体，只有马来西亚、中国、泰国3
个非高收入经济体进入前40，表明竞争力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较
强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竞争力表现较好的国家对各种冲击
的适应性也更强，更有能力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因
此，在当今世界技术变革、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多种因素交织的
动荡环境中，增强经济弹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报告也
指出，更开放的经济体更具创新性，市场更具竞争力。再分配政
策、社会保障体系、人力资本投资，以及旨在解决收入不平等问
题的累进式税收，可以帮助减少不平等，但不会损害国家的竞争
力水平。

对许多竞争力较弱的经济体来说，发展缓慢的根源仍然是体
制、基础设施等长期存在发展问题，低收入经济体在今后发展过
程中不应忽视这些问题。尽管技术可以成为创新和商业活力的催
化剂，驱动经济增长，但如果仅仅依靠技术来解决教育、卫生、
治理或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所有问题是不现实的。利用技术实
现经济跨越式发展仍然难以实现。

创新已成为几乎所有经济体培养竞争力的关键。但大多数经
济体的创新发展方式仍然很模糊。报告显示，世界上只有少数几
个创新大国，包括德国、美国和瑞士。绝大多数国家的创新能力
仍然非常有限，局限于本土化或非常少的部门。在以色列和美
国，人们对创业风险的态度最为积极，而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尤其
是在韩国，人们对创业风险的态度倾向于更消极。

报告认为，全球有必要建立一种更全面的经济发展模式，增
强各个经济体的竞争力和包容性，促进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人》：
警惕“过早去工业化”风险

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发展4.0阶段：人工智能
和自动化为亚太地区带来机遇与挑战》报告指出，从
历史上看，科技为世界带来颠覆性变革，创造新的、
更安全、更高生产率的就业机会。但是，最新的技术
变革浪潮并未带来与前几次相同的发展成果。报告认
为，以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发
展前景引发人们担忧，此次创新革命可能与以往的创
新革命有很大不同。发展中国家需要在此过程中关注
大量的问题，此前，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是自动化和
人工智能对于就业带来的冲击，但专家指出还有很多
严峻的问题不容忽视。

报告指出，目前亟需引起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关
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过早去工业化”、常见经济增
长模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经济）所面临的损
失风险，以及对新技术的滥用（比如将人工智能技术
用于不法获利等）。

专家提醒，亚洲国家应对“过早去工业化”趋势
引起重视。“过早去工业化”，即工业在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产出中所占比例过早下降。亚洲地区持续半个世
纪的经济增长为全球贫困减少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基
础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外包商业服务。研究发现，
推动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转型的产业最易受到自动化
和人工智能浪潮的冲击。亚洲地区国家的发展“奇
迹”，从日本到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
国，都建立在制造业发展的基础上，而这恰恰是最容
易受到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影响的产业。在东南亚国
家，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国家，超过60%
的工种受自动化影响较大。服务业领域，印度、菲律
宾等国劳动力所具备的低成本和英语语言优势逐渐下
降。如果自动化的发展速度达到某些人预测的那样，
它可能会减缓甚至逆转该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进程。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创造一个高效、高生产力和进
步的世界，亚洲地区国家需及早采取措施防范“过早
去工业化”等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技
术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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