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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日前，上海社会科学院
首次发布《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指数
（2017）》报告。根据报告，全球数字
经济竞争力排在前十的国家分别为
美国、中国、新加坡、英国、日本、韩
国、芬兰、德国、瑞典、荷兰，中国在数
字经济竞争力方面仅次于美国，位列
第一梯队。

该指数报告由上海社科院副院
长王振研究员领衔，信息研究所的专
业研究团队研究编制。报告构建了
由数字设施竞争力、数字产业竞争
力、数字创新竞争力、数字治理竞争
力等四个纬度构成的全球数字经济
竞争力分析模型，通过大规模采集和
分析全球120多个国家的数字经济
发展数据，形成了综合性及多维度的

评价。报告认为，数字经济正在席卷
全球，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国家的核心
竞争力；在当今数字经济时代，传统
产业占比正在不断收缩，数字经济占
比快速上升并正占据主导，比如在企
业层面，截至2017年8月底数据，全
球前15大互联网公司的市值，20年
平均增长了180倍有余，阿里、腾讯、
facebook年均收入增幅高达60%。

从国家层面看，2016年美国数
字经济规模为11万亿美元，以85.89
分的明显优势遥遥领先于其他国
家。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为3.8万亿美
元，分值为62.07，位居第二，但增速
位居全球第一。排名其后的新加坡、
英国、日本、韩国等国，则与中国也存
在一定的差距。报告认为，在全球数
字经济领域，美中两国呈现“双引擎”
引领态势，美国综合优势明显，中国

产业动能强劲，而其他国家数字经济
竞争力与中美两国存在一定差距，短
期内难以撼动两国在数字经济领域
的竞争优势。而且，很多发展中国家
其综合等分都在40分以下，与美国、
中国等数字经济大国存在明显的数
字鸿沟。

报告特别分析了中美数字经济
竞争力的差距。从各个单项纬度看，
美国在四个纬度的竞争力上都呈现
了领先的地位，其评价得分都在80
分以上。中国在数字产业竞争力上
与美国水平非常接近，为84.10，而美
国为88.93；但在数字设施竞争力、数
字创新竞争力、数字治理竞争力上，
50.30、58.92、54.97，与美国差距仍较
明显。美国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底层
技术、产业完善度等方面；中国的优
势体现在消费互联网领域，并实现了

对美国的超越。以移动互联网为例，
从2012年到2016年，中国移动支付
市场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根据
艾瑞咨询和 Forrester Research 两
家咨询公司的移动支付市场研究报
告数据，2016年的移动支付规模已
经达到美国同期的50倍，提前进入
了无现金社会。

报告显示，中国在数字设施竞争
力上处于全球第3，数字产业竞争力
上处于全球第2，并与其后的各个国
家达到了比较显著的领先水平。但
在数字创新竞争力上处于22位，数
字治理竞争力上处于23位，说明在
技术创新与治理上仍不能过于乐观，
尚需通过更加积极的技术研发投入
和人才培养，加快提高创新能力，并
通过制度建设和体系建设，更加有力
地提高数字治理水平。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
院 前 天 公 布 两 项 重 要 成 果 ，即
《2017-2018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与预测年度报告》和首次推出的《全
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名报告》。其
中，前者是对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整
体把脉，注重中国现实国情与国际一
般经验、定性与定量、短期应对与中
长期改革治理的有机结合，后者旨在

给出一个更加科学合理、较少争议的
国际经济学科评价体系。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在一些总量
指标上呈现向好的态势，完成全年
经济增长目标无碍。宏观经济形势
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指出，2017年
以来，中国经济主要指标表现良好，
工业企业利润回升，进出口增速双
双回暖，支持制造业投资和就业形
势出现明显好转，价格基本平稳，人
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双稳定，完成

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无碍。报告同时
指出，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增速依
然下滑，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问题依然存在。

报告对明年主要经济指标作出
预测：2018年全年实际GDP增速约为
6.7%。同时，中国CPI增长2.1%，PPI
增长3.3%，消费增长10.4%，投资增长
7.1% ，出 口 增 长 8.8% ，进 口 增 长
10.7%，年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会
以6.7为中值的区间双向波动。

同期公布的《全球高校经济学
研究力排名报告》是根据 2012-
2016年的综合权重排行得出，上海
财经大学在本土高 校 中 位 居 第
一。此外，该榜单基于综合顶尖类
（top 5）期刊论文发表情况进行了
单独排名，结果显示，中国大陆高校
近年来在国际顶尖期刊的论文发表
进步显著。国内近十所高校实现了
在国际top5经济学期刊上论文发表
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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