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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副省级城市竞争力比较研究》认为，城市竞争力由资源集聚力、财富创造力，区域辐射力
三种能力构成，三者之间具有互为因果的紧密联系。
基于这一观点．《中国副省级城市竞争力比较研究》构建了城市竞争力评价模型，分析了作为我国各
区域经济板块的重要增长极——15个副省级城市的综合竞争力状况。
并重点分析了国家级中心城市——广州市城市竞争力的特色、优势和差距。
最后提出了增强城市竞争力的三大策略：拓展与优化大都市发展空间、构建大都市现代高端产业体系
和营造大都市安全有序的运行环境。
《中国副省级城市竞争力比较研究》适合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城市管理等相关专业的学生和研
究人员使用，也可供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管理决策人员．以及企业管理决策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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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WEF2007-2008年年度报告从全球竞争力和商业竞争力两方面来分析竞争力，其中全球竞争力反映
产出能力的宏观因素，而商业竞争力反映产出能力的微观构成。
商业竞争力侧重微观经济，认为财富由微观实体所创造，国家仅提供创造创富的机会，而并不直接创
造财富。
WEF认为企业是创造国家财富的主体。
因此，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商业竞争力即一国企业创造增加值的能力，而企业是否具有竞争力及其大
小又体现在国家环境对于企业营运的有利或不利影响程度，也就是说，商业竞争力受到全球竞争力的
影响与制约，二者相互作用，相互补充。
　　1989年，两个机构共同将国际竞争力的评价体系设计为由10个一级指标构成，包括经济推动力、
工业效率、市场导向、金融推动力、人力资源、政府影响、自然资源利用、国际化等。
1992年起，随着定义的调整，两机构将国际竞争力评估体系的一级指标调整为8个，包括国内经济实力
、国际化程度、政府管理、金融体系、基础设施、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国民素养。
2000年报告则设计增长竞争力、当前竞争力、经济创造力、环境体制指数分别对竞争力进行描述，并
且对影响竞争力的8个主要因素，即开放程度、政府、金融、基础设施、技术、管理、劳动和法规制
度分别设置评价指标体系。
2007年的报告主要设计了全球竞争力指数和商业竞争力指数。
认为全球竞争力指数由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健康与初级教育，高等教育与培训，市场效率，
科技，商业混合，创新9个方面89个指标构成。
认为商业竞争力指数由公司运作与战略和商务环境质量两个方面构成。
　　WEF进行竞争力评价的数据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来源于统计数据，称为硬数据，另一部分来源问
卷调查数据，称为软数据。
WEF更倾向于使用软数据，软数据数量相对较多，而且权重较大。
WEF采用综合加权评价方法。
指标体系内不同要素赋予不同的权重。
问卷调查指标按照1-7分赋值。
值得一提的是，WEF认为驱动瑞典经济经济增长的因素与加纳是不同的。
因此，将所有国家根据人均收入的不同，分为三类，即要素驱动型、效率驱动型和财富驱动型。
在对全球竞争力进行测算时，对处于不同类型的国家的同一个影响因素将赋予不同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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