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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
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
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熏陶和滋养；一个国家要在国际综合国力
竞争中赢得优势，不能没有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软实力”的强大和支撑。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哲学社会科学与
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　“五个高度重视”、“两个不可替代”等重要思想论断。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哲学社会科学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
，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2004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了新世纪繁荣发展哲学社
会科学的指导方针、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
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
世界。
”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阶段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和任务，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根本保证和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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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中国产业竞争力钻石模型设计的理论及客观依据    1993年以来，我们在国际竞争力、区域和城市
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以及在有关专题的竞争力研究基础上，得到一个基本的认识，就
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完善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非常适合竞争力发展空间的系统关系发展，即
是核心竞争力、基础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协调发展的制度基础。
尽管这个制度还没有达到目标下的完善，但是，作为提升和培育产业竞争力的基础平台，它特别适合
整合政府、金融、区域、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资源。
我们按照这样的经验和理念，在全面跟踪世界学术前沿，考察世界经济论坛（WEF）、瑞士洛桑国际
管理发展学院（IMD）、欧洲联盟贸易竞争司、英国贸工部，以及中国驻世界贸易组织（WTO）使团
、中国驻欧盟使团之后，结合关于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实证分析研究，提出了中国产业竞争力的钻石模
型，包括它的理论基础，即国家、产业、企业竞争力关系和产业集聚竞争力、竞争力资源的基本理论
。
我们关于中国各个产业竞争力的研究都是在这个钻石模型基础上，联系我国产业发展实际和特点作出
设计和研究的。
我们也在模型上追求实证的解释，希望这个钻石模型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产业竞争力的理论研究。
    二、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模型创新    我们前期已经在竞争力模型，特别是有关分析中国国际竞争力、
产业与企业竞争力、区域与城市竞争力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参见《国际竞争力统计模型及应用研究
》，中国标准出版社2005年版），这次研究我们完成了中国制造业模型的设计和分析，在利用外资、
研究与开发、人力资本、市场竞争力、国际贸易与产出水平、增长水平和效率水平决定关系上得到了
非常有价值的结论。
对于中国产业聚集竞争力模型、中国旅游强国潜力分析模型、中国文化国际竞争力模型、中国农业产
业内贸易模型等产业分析模型作出了全面深入的设计和应用研究。
在产业竞争力评价模型方法上，我们提出了对称性设计的理论和方法，并应用于许多产业的国际竞争
力和区域产业竞争力评价的具体体系设计上。
    三、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应用研究与创新    我们的应用研究基本上在两个层面展开，产业国际竞争力
和国内区域产业竞争力，并努力将两个层面的分析研究连成一个分析研究的整体。
就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我们的全新研究是：（1）中国企业管理软国际竞争力研究，设计了分析体
系，全面分析研究了我国企业管理软国际竞争力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差异、问题和如何发展。
（2）中国制造业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包括三个角度的研究，一是从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基础竞争
力、环境竞争力全面比较中国与世界的差异、问题，并研究如何发展；二是运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20个国家和地区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研究，全面比较产业链条关系
的竞争力问题；三是基于国际贸易数据，进行分细类产业的国际贸易竞争力分析研究。
（3）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设计了评价体系，比较了中国与世界强国（地区）的差异与问
题，研究了文化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互动模式，提出我国的文化价值推动。
（4）中国旅游业强国潜力模型的分析应用，用统计模型筛选世界最优旅游强国（地区）群，基于强
国（地区）群建模分析我国经济发展各阶段的旅游发展规模和水平。
（5）提出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模型，全面分析研究我国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差距、原因，提出发
展对策。
就国内区域产业竞争力，我们的创新性研究是：（1）31个省市自治区制造业产业竞争力研究，包括分
具体行业用全国20多万家规模以上企业数据进行系统分析。
（2）制造业国内市场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研究，即按照外资企业、港澳台企业、国有企业、股份制
企业、私营企业等经济类型分组的竞争力水平差异和竞争力优劣势分析。
（3）中国工业产业间竞争力分析研究，全新分析各个产业之间的竞争力优劣势，为完善我国工业竞
争关系，实现快速高效发展提供研究依据。
（4）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27个城市旅游产业竞争力分析研究。
（5）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分析研究（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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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82页）。
（6）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环保产业竞争力分析研究。
（7）中国农业竞争力研究，包括产业内贸易和具体产品如大豆、水稻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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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有《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国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分析》、《中国走向创新型国家的要
素：来自创新指数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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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中国产业竞争力研究的基本理论关于中国产业竞争力研究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在市场
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释放压力和提高适应性就是提升竞争力。
竞争力的基本点是建立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信息标准，以便于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力测度和比较分析
，发现竞争优势和竞争劣势，据此制定积极的竞争力提升战略和管理措施，全面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产业竞争力或企业竞争力就是要追求综合竞争能力的可持续发展，追求百年不衰，追求独一无二的核
心竞争力。
竞争力对于政府非常重要。
政府可以通过竞争力建立公正的竞争规则和公共的竞争力信息平台，以满足全球化背景下的企业间、
社会间的快速沟通、科学决策和科学监管，以及满足政府职能改革发展的不断需要。
中国产业竞争力理论应该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中政府监管产业、促进创新、完善基本制度和法规的最有
效工具，也是处理政府与企业关系，科学调动竞争力资源，加速全面创新和发展的根本手段。
（一）国家竞争力、产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就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管理任务而言，竞争
力概念可以应用到国家竞争力、产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
它们之间存在着包容与互动的影响关系，也可以作为相对的独立概念使用。
彼此之间的包容性是指国家竞争力最终决定于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
国家竞争力实现的竞争力目标包含着企业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提升中实现的目标，例如技术创新和创
造价值的能力，当然国家竞争力也有自己独立的内容，主要是政府竞争力和市场经济基础所表现出的
竞争力，它们本身对于聚集国外竞争力资源有直接的作用。
彼此之间的互动性是指国家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之间具有互相支持、互相推动、共同实
现的性质。
在市场经济基础和原则上，国家竞争力存在的重要价值就是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为产业竞争力和企
业竞争力提升及可持续发展创造新型政府职能，竞争的法制规则环境，现代交通、动力、信息、生活
环境，社会活动等设施基础，以及人力资源培育与开发的基础等。
这些方面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提升竞争力发展的重要方面。
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就是要通过这些竞争力要素的提升，为企业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创造基础、竞争
与监管的环境，推动重点与全面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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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人民大学竞争力研究团队经过16年的发展，在国际竞争力研究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产业竞争力
的核心和基础地位。
在研究中，我们特别注重团队作用，培养出多名高水平的博士研究生；坚持与政府部门的合作关系，
与国家统计局合作保证最新、最权威的企业统计数据，与商务部等的需求互动合作，有效保证研究成
果的应用价值；注重数据库的更新与发展，发挥统计模型作用，追求长期研究的基础建设；发挥研究
的辐射和培育作用，吸收外部有研究基础和实力的研究队伍参加，如吸收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子产业竞
争力研究队伍，以壮大研究队伍。
中国产业竞争力课题研究发挥中国人民大学多学科交叉优势，主要专家包括：赵彦云教授、王化成教
授、雷达教授、邹骥教授、高敏雪教授、王琪延教授、孔祥智教授、卢东斌教授，以及陈卫平副教授
、简明副教授、李静萍副教授、薛薇副教授。
甄峰博士作为首席专家的助手，在研究与组织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主要研究人员还有：张明倩博士后、甄峰博士、陈芳博士、傅琦博士、谭英平博士、李正辉博士、李
亚杰博士、王作成博士、汪涛博士、乔云霞博士，陶晶硕士、夏凡硕士、王长春硕士、赵长春硕士、
侯晓霞硕士、马文涛硕士、王丰硕士、余巍硕士、曹倩硕士、余毅硕士、李小虎硕士，以及博士生郭
淡泊、王敏、吴翌琳、程晓月、谢益辉、程红莉、谢蕾蕾、邢瑞军等。
华中科技大学卫平教授领导他的团队，以“光电子产业竞争力研究”参与了本课题的研究。
在本课题研究过程中得到国家统计局、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国家发改委产业政策司、中国工商银
行信贷部、国家开发银行综合局、国家旅游局等单位领导和专家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也感谢教育部鉴定委员会的邱东教授等7位专家对我们课题研究的肯定和建议。
我们的研究成果中还存在着有待深入研究的方面，个别地方也可能不一定完全妥当，因此，敬请各位
同行多多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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