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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经济政策改革
力争增长
中文概要

很多政府都面临低增长陷阱，如果想逃离这一陷阱，并保证经济增长的益处能惠及大多数公民，政府便不
可在改革上松懈。在过去两年中，全球增长一直持平在 3%左右，大大低于过去十年近 4%的平均增长率。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放缓是造成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但在后危机时期，经合组织国家
平均增长率为 2%或更低已经成为常态，预期需求和投资持续疲软，还将拖累潜在增长。

为了寻求更为健康的增长，政府面对重要的政策挑战。危机以来，生产力增长普遍急剧下降，这意味着大
多数人的收入增长都将停滞，侵蚀了民众对结构性改革的支持。尽管大部分国家的整体失业率已经逐渐下降，
其中数个国家的年轻人和低技能工人就业前景仍然黯淡，频繁失业风险较高。克服这些挑战需要在宏观经济
政策的支持下，在广泛的政策领域采取连贯的结构改革战略和共同行动。

《力争增长》依托经合组织在结构性政策改革和经济运行方面的专长，针对强劲而具包容性的增长涉及的
重点改革领域，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一系列具体建议。这些重点领域范围广泛，具体包括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监
管、教育和技能培训、税收和转移支付系统、贸易和投资规则以及创新政策。在协助二十国集团推进本国结
构性改革议程，如监控其增长战略从而实现可持续平衡增长方面，《力争增长》框架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

本报告首先回顾了在《力争增长》2015‑2016 年的政策建议下，相关结构改革取得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明
确了经合组织国家和部分非经合组织国家亟需开展结构性改革的新的重点领域，籍此切实提高其实际收入，
使绝大多数国民都可享受改革的益处（第一章）。有鉴于此，政策重点的甄选框架首次将包容性与人均收入增
长的主要驱动力，即生产率和就业率，共同视作首要目标。本报告所指包容性为广义概念，涵盖不平等和贫
困、就业数量和质量、劳动力市场对弱势群体的接纳、性别不平等、教育公平及健康产出等内容。针对《力
争增长》涉及的改革重点，报告全面评估了包容性相关的政策挑战和潜在解决方案（第二章）。各国的改革重
点和相应的潜在建议按国别分别阐明（第三章）。

自 2015 年以来结构性改革进展
过去两年，结构性改革持续放缓，目前已经回落至危机前水平。这种整体放缓掩盖了各国间改革步伐的
巨大差异。

• 过去两年间，昔日对改革尤其积极的国家步伐放缓（如墨西哥、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波兰和西班
牙），但有些早期改革并不十分活跃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印尼和斯洛文尼亚）也是如此。

• 某些早期改革热度并不强烈的国家对改革的热情显著升温。（如比利时、智利、哥伦比亚、以色列、意
大利和瑞典，奥地利、巴西和法国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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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和创新等对劳动生产率影响很大的政策领域，改革步伐放缓尤为显著。考虑到当前持续而广泛的
生产率增速下滑现象，这些领域改革放缓令人堪忧。

可喜的是，《力争增长》建议涉及的改革目标增多，如降低妇女就业门槛、通过降低劳动力纳税楔子提
振就业，尤其针对低收入劳动力采取这一措施等。在这些领域，以增长为导向的改革也营造出更大的包
容性。

通常，政府倾向于在某些政策领域进行集中改革，但可能就此错失政策协同效益和改革互补性带来的潜
在收益。若改革可以形成更好的一揽子组合，那么实施改革将更加容易、对增长和创造就业的影响将最
大化、收入不平等现象也将因此缩小。

针对包容性增长的改革新重点
鉴于提高生产率有助于长期改善国民生活水平，并帮助大多数国家应对巨大挑战，改革重点更加注重增
加单位工人产出，以确保全体人民均可分享改革益处。与以往《力争增长》相比，本报告更加注重教
育、产品市场竞争和公共投资领域的举措。

具体来说，为实现更强劲和更具包容性的增长，各国面临的共同的政策挑战包括推动创新型企业进入市
场并实现增长、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平等分配、将妇女和移民纳入劳动力市场、刺激基础设施投资、改善
岗位培训和激活政策。

提高生产力、增加就业和增强包容性完全可以产生强大的协同效应。实际上，如果本报告建议的重点政
策可以全面稳妥的实施，其中有近一半的举措可以提高国民收入、惠及更多国民。

为最终实现更加包容性的增长，政府应当专注于拓宽获得优质教育和提升技能的渠道，增加就业的数量
和质量，提高税收和转移支付系统的有效性，从而缩小收入差距，消除贫困。

• 教育领域的政策重点包括满足学龄前至大学阶段的年轻人的教育需求，让他们赢在起跑线上，并在教
育期间获得所需的支持。其中，重点在于增强机会均等性，确保劳动力能适应技能需求的变化。

• 要创造更多、更优质的就业，就应当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双重性和分散性，如新兴经济体劳动力市场的
不规范问题。

• 许多国家尚有设计社会转移支付系统的空间，使其一方面保护最需要该系统的个人和家庭，另一方面
保障低收入者收入，并对过多偏向高收入家庭的税收优惠和减免政策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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