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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在过去二十年中，一些经合组织国家，特别是日本和某些欧洲大陆经济体的生活水准，与业

绩最佳的国家相比又落后了一大步。同时，其它一些经合组织国家的增长潜力则有所提高。如何

才能推动生活水准持续提高，这些差异反映出了一些政策上的经验教训。  

一年前出版的力争增长第一期，阐述了一些此类经验教训。它提出的一种新式基准监测，是

对经合组织长期进行的国别和部门调查的补充。采用与经济业绩有明确关联的结构性政策指标，

并利用经合组织各委员会和各部门官员的精细专长，对经合组织各成员国提出了一套由五条政策

组成的建议。 

 上一期主要侧重于劳动力和产品市场。此次出版的第二期，除继续跟踪这些领域的进展外，

还扩大了作为结构性监测基础的指标范围，纳入了长期以来被视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鼓励创新

政策。同样，作为一种尝试，本期力争增长还探索了该领域活动的调控对经济增长有何影响。最

后也对用来检测成绩的准绳作了回顾性思考。 

 第一章概述了各国按 2005 年版争取增长中指出的政策优先重点采取措施，在过去一年中获得

的进展。在改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使用方面实施政改的进展审评，主要结果概述如下： 

− 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重点方面，各国正在实施符合所列重点的举措，或已

经采取步骤放松产品市场准入的控制和其它限制竞争的管制，强化人力资源培

训，以及改革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其它各种政策。 
− 在提高劳动力使用的政策重点方面，多数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各国，既未着

手也无计划根据所列重点进行改革。例如，很少采取行动降低对超龄工作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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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额隐含税，或降低税务楔和工资底限。在残疾病患福利制度方面则观察到

较大的改革趋势。 

 本期对每个经合组织国家（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作了评述，在此基础上进行审评。在 5 项对

症下药的优先重点中，对每一项所取得的进展都有进一步的详述（第二章）。针对各国的评述，

除报道实施改革的立法和其它决定外，改革的初始步骤也纪录在内，如政府的通告，提交国会的

立法草案等。 

 第三章在创新努力和结果方面，以及影响结果的主要政策领域方面，将各国进行了比较。创

新很久以来都是提高物质生活水准的关键因素，但创新努力的结果一般都很不确定，对社会的整

体利益也可能高于对私营公司的利益。因此各国政府都为鼓励创新设置了各种措施，如向私营研

发项目提供财政支助，向公营研究机构提供资金等。专利法和其它可依法执行的措施，都为创新

者享用其创新成果提供了有时限的专有权利。 

 近年来，多数政策主要注重于提高这些措施和其它措施的效率，以改进创新制度的效益。这

不仅要求进一步细化研发供资手段，而且需要采取政策以加强公营研究机构与业界的互动。  

第三章中对主要创新驱动因素进行了审评分析，以确立一套分别针对各国的促进创新政策建

议。第四章中罗列了针对经合组织各国编写的国别评述，采用的是和劳动力与产品市场相同的方

法：查明政策设置中的弱点、创新业绩与同行的差距，直接决定创新业绩的因素（如技能、财政

状况）方面的缺陷，并指出为赶上最佳做法所需的改革。 

  根据在创新领域的业绩和相应的政策建议，可将各国分成以下几组： 

− 创新方面领先的国家，包括北欧各国，美国和日本。其中多数在过去十年中劳

动生产率已大大提高（日本例外）。接受第三产业教育的毕业生比例大多很

高。其中某些国家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促进服务领域的创新。 

− 处于创新业绩排序末端的是南欧和中欧各国，分别需要改进教育，加强产品市

场的竞争。 

− 居中者包括除美国外的其它英语国家，在提高生产率方面业绩一般不错，面临

的共同挑战是如何加强公营研究机构与业界的关联。 

− 在其余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创新业绩一般在平均水平以上，但需加强第

三产业教育。其中多数在私营研发部门的财政支助措施方面，尚可进一步改善

成本效益。 

第五章对金融市场管制与经济增长的关联作了阐述。发现经合组织各国金融系
统之间，在总体规模、结构，以及银行、证券市场的竞争压力程度方面，有着重大
差异。这些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管制基础的不同。尤其是银行业竞争壁垒高
筑，或对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不足的那些管制设置，都对金融系统的发展造成障
碍，导致经济增长疲弱。本章提供的一些先验分析结果显示，在管制规章对金融发
展比较有利的国家里，更多依赖外资的产业部门往往增长更快。 
 第六章评价了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总体福利水准的合理程度。 有理由
认为另有更适于此目的的国民经济统计数据，但并不那么容易获得。而且在多数经
合组织国家中，它们都与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有密切相关性。将国内生产总值“延
伸”，纳入休闲时间，家庭收入共享以及分销因素等作出的示范计算表明，利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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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指标得出的国家排名，和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得出的排名基本相同。总体而
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是作任何福利评估的关键手段，但需补充其它衡量数据，
以反映出福利水准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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