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沈建法﹕競爭力排名 科技是關鍵 2005 年 10 月 8 日

【明報專訊】作者為中文大學地理與

資源管理學系教授 

最近世界經濟論壇公布 05/06 年度

117 個國家和地區全球競爭力評估結果，香港在全球排名由 04/05 年度的 21 位，

下跌到今年的 28 位，引起政府官員與公眾關注。要準確把握世界經濟論壇權威

性的排名結果，有必要了解全球競爭力指數是由哪些部分組成，以及各部分所佔

的權重。 

世界經濟論壇從 2001 年開始使用目前的方法。全球競爭力指數的正式名稱是增

長競爭力指數。它由技術指數、公共機構指數和宏觀經濟指數三大部分組成。 

三大指數又按客觀的指標(如專利數目和大學入學率，稱為「硬數據」)，以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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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行政人員問卷調查結果(稱為「軟數據」)計算得到。其中，公共機構指數是

依據公司行政人員對司法制度(共 4 個問題)和貪污情(共 3 個問題)的問卷調查結

果計算，技術指數和宏觀經濟指數則同時使用硬數據和軟數據。 

在美國註冊的實用專利達每百萬人口在 15 項以上的經濟體，稱為「核心創新經

濟體」，香港是其中之一。這對於研究與開發投入不足的香港，確實是一個驚喜。

對於這些「核心創新經濟體」，硬數據權重大約佔三分二。 

如果我們接受世界經濟論壇對上述增長競爭力指數的定義，作為表示增長競爭力

的一種方法，其使用的數據和排名結果是比較可靠的。 

計算「核心創新經濟體」的增長競爭力指數時，技術指數的權重為二分一，公共

機構指數和宏觀經濟指數的權重各為四分一。因此，技術指數上的得分很重要，

科技競爭力成為全球競爭力排名關鍵(對於非核心創新經濟體，三大指數的權重

則各為三分一)。下表顯示，競爭力指數前 5 位的經濟體，同時穩居技術指數前 5

位。但只有兩個經濟體在公共機構指數和宏觀經濟指數中排前 5 名。在公共機構

指數和宏觀經濟指數中，美國分別排第 18 和 23 位，台灣分別排第 26 和 17 位。

與其他城市比較 更為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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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排名方法對於以金融、貿易、物流和旅遊等服務業見長的香港來說，不易取

得很高的排名。05/06 年度香港的技術指數得分為 4.21，全球排 26 位﹔公共機構

指數得分為 5.58，全球排 23 位﹔宏觀經濟指數得分為 5.34，全球排第 8 位。由

於技術指數排 26 位，香港增長競爭力指數難於進入前 20 位。05/06 年實際在全

球排第 28 位，甚至落後於 3 個單項排名。這又是一個意外。二者不一致是由於

香港在某個指標只是稍為領先其他經濟體，但在另一個指標則大大落後，使香港

在總體排名中落後這些經濟體。 

從香港 04/05 年度到 05/06 年度排名的變化來看，技術指數排名由第 34 位提高到

第 26 位﹔宏觀經濟指數排名由第 13 位提高到第 8 位，這是可喜的地方。公共機

構指數排名則由第 9 位大幅下降到第 23 位。從實際得分來看(得分最高為 7，最

低為 1)，公共機構指數得分由 6.22 分下降到 5.58 分，下跌 10.3%。表明公司行政

人員對香港司法制度和貪污情的疑慮。公共機構指數得分下跌 10.3%，產生骨牌

效應，使香港在全球的總體排名由第 21 位下跌到第 28 位。 

由上分析可見，科技競爭力在全球經濟競爭力指數中佔很大的比重，說明技術創

新在全球經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香港要進一步提高全球競爭力排名，必須增加

研究與開發的投入。同時也要消除公司行政人員對香港司法制度和貪污情的疑

慮，提升公共機構指數的得分。 

最後，世界經濟論壇對全球經濟體進行評價也有一定的局限。各經濟體大小不

一，有的是大國經濟體，而香港是一個城市經濟體。一個城市經濟體可能專長於

某些經濟領域，一個大國經濟體則需要在科技、製造業和服務業全面發展。因此

把香港與世界其他城市進行評價，即比較城市經濟競爭力，可能更為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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