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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过去十年中许多经合组织国家未能缩小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在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方面的差距，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对促进增长因素有关键影响的重要政策。 
两年前开始出版的“力争增长”，旨在通过系统比照经合组织各国公共政策及其效
果，帮助各国改进民生。 虽然机械模仿不可取，但从别国成、败中吸取经验教训
是走向成功的有力途径。 经合组织各国间固然在社会取向方面确有差别，却不应
以国情独特为借口来掩饰长期低效的政策。 

第一期“力争增长”首次采用一种新的考量监测方式，采取一些与经济业绩有
明确关联的结构性政策指标为基础。 利用这些指标，广泛经济领域内的其它业绩
数据，及经合组织各委员会及工作人员的专门知识，针对每个经合组织成员国提出
包含五项重点的一套政策。第二期“力争增长”于 2006 年底出版，对列为重点的
政策领域进行跟踪，并在结构性政策监测范围里增加了激励创新的政策。 

和第一期一样，“力争增长”2007 年版针对所有各别国家和欧盟，列出今后最
可能促进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五项优先政策。  其中至少三项是具有国际可
比性的经济业绩和政策设置指标。 另两项重点不一定以指标为基础，而是利用有
关该国的专门资料，指出不一定由定量指标估价的重要政策领域。 

 第一章概述经合组织各国在增长业绩方面的近期主要趋势，确定其克服具
体业绩弱点的政策重点。第二章对重点领域框架中提出的具体建议展开更详细的探
讨。第三章则介绍了用以选择重点领域的那些政策指标。 在国别说明中也指出为
解决该问题以前曾采取过哪些措施，并提出新的建议。 

有鉴于多数欧洲大陆国家主要关注的问题依然是高失业、低劳动力参与，对这
些国家提出的政策重点多数是改进劳力市场业绩的措施。对低收入国家和日本、瑞
士而言主要挑战是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故重点更多放在开放产品市场，特别是网

                                   ECONOMIC POLICY REFORMS: GOING FOR GROWTH - 2007 EDITION – ISBN-92-64- 030484 © OECD 2007– 1 



络、服务业的产品市场方面。 英语母语国家劳力市场业绩一般不错，但都需要提
高技能水平，尤其是通过改进中等教育来实现。 而许多欧洲国家则需要加强高等
教育系统，提高毕业率和/或改进教学科研质量。 

 在经合组织“就业战略”所作评估研究，和有关劳力市场的其它现有大量
研究基础上，第四章识别出一些对就业结果有影响的政策、机制。概述了过去十年
劳力市场业绩的变化之后，透过总体和具体群体劳动力供求情况对主要就业政策的
影响作了评估，探索了宏观经济的作用及其与现有政策框架之间的互动，审视了经
合组织各国实施预想改革可能产生的惠益。 

发现在过去二十年中，全国性失业趋势的变化平均有一半归因于政策、机制。
总体而言，高额、长期的失业救济，高水平税务激励及严厉的反竞争性产品市场管
制措施，往往会增加失业、抑制劳动力参与。 相反，在高层次上集中、协调工资
谈判，以及在促进劳力市场的方案中投入某些类型的公共开支似乎能减少失业。 
不同的政策组合，虽然对整体经济业绩、公共财政会有不同影响，也可能产生相同
的就业结果。 

除一般性政策外，针对年龄较大工人、妇女和青年等群体的其它政策也会对这
些群体的就业前景产生影响。例如政府养老金计划和其它社会补助计划中采取鼓励
提早退休的措施，会抑制年龄较大者的就业率。 育婴补助有助于女性就业，而子
女抚养补助则会减少女性就业。同样，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定得太高也会有损青年人
的就业前景。 

第五章探讨了产品市场限制性规章如何影响了最佳生产技术在国际上的推广。
审视了至 2003 年为止这类规章的发展情况，在过去十年信息通信技术迅速发展的
形势下这些规章如何阻碍各国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行加强竞争的改革如何能促进增
长、促进经合组织各国共同提高劳动生产率。尽管各国大方向都是走向产品市场开
放，各种规章仍然限制着非制造业部门的竞争。 限制竞争的产品市场规章阻碍采
纳最佳生产技术，所以对劳动生产率有负面影响。 这对在某些产业技术领域很落
后的国家尤其有害。 

限制性规章至少通过两个途径阻碍新技术推广：不利于对最新信息通信技术设
备投资，阻碍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引进技术。例如 1995-2003 年期间，如果限制竞争
的规章制度能维持在经合组织国家中限制最松的水平，那么在一半被研究国家中，
每个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估计每年都能高出至少四分之三个百分点。 

在对经合组织各国经济近期深入调查审评的基础上，第六章概述了各种影响竞
争的政策，侧重点不是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而是仍然存在的竞争障碍。 发现在
多数国家，竞争法妨碍产业横向联合，而在某些情况下制裁措施又达不到威慑水
平，私营企业活动余地有限，允许联营伙伴进退的法律机制不全。在少数国家，竞
争法对与政府有关的实体和公司不适用，造成与私营公司之间的竞争扭曲。 

若干国家仍设有限制某些产业部门竞争的规章， 在零售分销和自由职业服务部
门尤其如此，因此抑制了通过规模经济、服务业贸易和劳动力流通可能带来的增效
潜能。 网络产业部门依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不同所有权公司（如国内国
外、公营私营公司）之间，尤其是在网络接入方面，建立平等竞争场地，以及如何
激励原公共垄断企业新近私有化后的业主们，提高其投资积极性。 

经合组织各国政府都承诺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以促进增长、就业和政府财政状
况。 要达到这些目标许多国家都必须广泛开展结构性改革，对这点也有广泛共
识。 然而无论在国家之间还是部门之间，改革步伐都参差不齐。原因之一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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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可取的非经济性目标折衷平衡。 在改革深度、范围和时间方面的差异，也反映
出政治层面的约束。 所谓“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核心就是如何更好地理
解阻碍改革的因素，并找到克服阻力的方法。 

这类政治经济学问题就是第七章的主题。第七章简要回顾了经合组织各国改革
的各种模式，然后综述了经合组织的一些近期研究，都是围绕经济、政治条件可能
以何种方式影响产品市场、劳力市场的改革进程。 对影响结构改革实施的因素作
了实证审评，在经合组织监测机制反映出的以往经改实践基础上，提出了某些初步
的经验、教训。 

首先，经济分析表明：面向市场的改革在促进总体收入的同时，也可能导致某
些人收入受损，至少是在缺乏补偿机制的情况下。 由于政策变更的成本效益情况
复杂，在经济目标和其它性质目标之间的取舍有利有弊，往往因此导致人们反对改
革，所以对结构性改革做出全面、透明的解释是成功的关键因素。 

第二，由于改革进程既需要时日又比较分散，改革的好处往往被认为是不确定
的。 相反什么人会从变革中受损则很容易看出，他们也很容易团结起来阻碍改
革，由此导致所谓“维持现状者的专制”。 由于在改革方面采取集体行动举步维
艰，结果使危机成了体制变革的主要推动力。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及时改革，而不
是无所作为直到问题成灾，代价明显超过改革需付的短期代价为止。 

第七章介绍的探索性研究表明，规模较小的国家往往更为警醒、更易于及时改
革。 同样，在政治制度利于政府稳定，或财政状况较佳、允许对利益受损者进行
充分补偿的国家也是如此。 某些类型的改革也比其它改革更易于实施，如开放金
融市场、国际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产品市场改革的政治敏感性也不如劳力市场改革
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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