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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动态比较优势” 

史会学(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 

［作者简介］史会学，男，汉族，1970出生于山西，1999年7月获汕头大学经济

学硕士，已经发表十篇学术论文，并有部分翻译作品，现于中央党校攻读博士学

位，主要研究方向：竞争战略与现代管理理念变革。 

［内容提要］任何发展主体都是凭借某种优势而获得成功的飞跃。优势观在不

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农业经济时代绝对优势理论是其主要形态；工业

经济时代比较优势理论取而代之；而知识经济时代，动态比较优势将是优势观的

应有之意。对于前两种优势观，尽管有其某种科学的根据和内涵，但动态比较优

势理论应是指导现代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作者对动态比较优势的内涵

和特征，以及对中国传统发展战略的优势，作了一定的批判和初步分析，认为中

国现代化必须要更新优势观念，从而保证永续的成长优势。 

［关键词］优势 发展 竞争 创新 战略 

On the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Graduate Institute,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BEIJING, 

China,100091)

Abstract: Any developing entity depends on some advantage 

to attain its successful great leap,.The view on 

advantage is quit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deveopling 

stages because the Absolut Advantage is the major 

developing theory in the Agricultural times while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is popular during the Industrial 

Age instead of the former; actually the Dynamic 

Comparative Adavantage will be the theme of advantages in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Age. Aithough the two former 

developing advantages have some scientific meaning and 

content, the theory of the Dynamic Comparative Adavantage 

should be the major guideline for those countries towards 

the moderniazation drive. After he makes a deep and 

critic analysis on China's traditional developing 

advantage strategy,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main meaning 

and chanracteristc of the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China can keep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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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developing advantage only if she changes her 

traditional advantage mode.

Key words: Advantage Development Competitive Innovation 

Strategy

[全文] 

一个国家、一个区域或一个组织乃至一个人在寻求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过程

中，实际上要赢得生存和发展的主动权，就必须了解自己究竟具有什么优

势。所谓要扬长避短，尽可能使自身处于良性循环的发展态势上。传统的经

济学理论对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进行了深入而扎实的研究，后人又提出了不

发达国家应该利用后发优势，尽可能地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发展。而对

于先进国家的发展往往采取一种被动地守势，不是创新型地培育自己未来的

动态竞争优势。 

实际上发展主体不仅要善于发现并利用自身所拥有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

而且要辨证地看待自身所拥有的优势，因为大千世界总是永恒地发展和变

化，知识更新率的加快和创新浪潮的冲击，已使发展主体所拥有的任何优势

都成为暂时的、有限的和相对的优势。在变革动荡的市场环境下，能否培育

出组织和个人未来发展所具有的动态比较优势，就成为重中之重。否则，我

们就不能赢得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和竞争优势。传统上，学者们更多地是以一

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静态的、机械的和孤立的思维和眼光）关注于前

两者的探讨研究，对于后者却缺乏应有的理论上的重视和应用研究，结果在

制订国家和区域组织发展战略上，不能实现未来发展的动态比较优势，结果

在每一轮的对抗竞争中，常常居于非常被动不利的战略格局。在一个知识经

济为主导、以创新为主要动力的发展社会新形态条件下，好多国家、地区及

其一些组织不能实现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和创新，造成自身在发展优势观念

上的落后，最终导致自己落后、挨打的被动态势。因此，为了使一个国家、

地区、组织乃至个人赢得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优势，任何发展竞争的主体都

必须认识并善于开发出属于自身的动态比较优势。 

一、传统优势观及其局限 

1、绝对优势理论根源及其现实局限 

自由市场经济的信仰者和鼓吹者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史上，首先把优

势区分为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把劣势区分为绝对劣势和相对劣势。根据生

产目的和优势原理的结合分析，他认为要实现生产和福利的最大化，必须根

据优势进行分工生产，并开展国际贸易，就可以实现人类的福利最大化。斯

密认为在一个自由市场竞争的社会里，任何国家、组织都具有其他国家所不

具有的绝对天然优势，比如完美的自然环境发展条件（气候、土壤、矿藏等

自然优势），优秀的国民素养（劳动熟练程度和技术）等等，是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和组织对外经济交往的最基本的条件。开发利用本国、本地区的绝

对优势就是指这个国家或地区组织在生产某种产品和提供某种服务上，无论

在价格上还是资源配置的其它条件上，都具有其它国家和地区组织没有具备

的独到的优势。为此，亚当·斯密提出了自己著名的绝对优势理论的基本原

则，即“只要甲国有此优势，乙国无此优势，乙国向甲国购买，总是比自己

制造有利”。 



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中，一些国家对某一种资源的垄断和战略地位优势的

独占，因而就具有了其他国家、区域和组织不具有的绝对优势，像南非拥有

黄金蕴藏开采的天然优势，中亚国家蕴涵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因此，这些国

家和地区组织就可以利用自身所拥有的绝对优势开展经济交往，从而获得发

展的各方面的便利条件，因为这些绝对优势是其他国家、地区和组织所没有

拥有的独到优势。因而绝对优势就是指某一国家或组织在组织生产或提供某

种服务上，具有生产价格、配送和成本上的竞争优势，从而使自身在国际和

地区的竞争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这种建立在绝对优势的发展竞争观就要

求不同发展竞争主体必须具有别人不具有的绝对优势。而实际情况却是，具

有天然和人为的绝对优势的主体是少之又少，依据这种理论的逻辑推断：那

些没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区域和组织似乎只能贫穷落后，只能倚赖于他人处

于附属的地位，因而这种绝对优势的优势理论对不具有绝对优势的发展竞争

主体有其理论上的根本缺陷。比如像日本几乎没有任何绝对优势的国家，却

取得了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 

2、比较优势理论的根据及其限制 

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世界表明：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组织很难完全具有生产某

种物品或提供某种服务的绝对优势，当某国或某一组织生产一种物品或提供

某种服务具有较小的机会成本，那我们就认为该国或该地区组织在生产这种

物品或提供这种服务中就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组织有比较优势。这就是说虽然

某一国或某一地区的组织都可以生产某一产品和提供某种服务，但由于有不

同的生产成本而造成机会成本的差异，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将根据自身所

拥有的比较优势的原则，来选择生产什么产品和提供什么服务，最后通过双

方的经济贸易交往活动，就可以使参加相互交易的双方受益。这就是大卫·

李嘉图所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即使效率最低、成本最高的国家和地

区也有自己比较优势，因而也可以在经济交往中得到利益），这一原理就比

绝对优势理论有了更广的适用范围和更强的说明力和理论的指导性，从而为

那些不具有绝对优势的发展竞争主体提供了新的发展优势理论模型。虽然比

较优势理论比绝对优势理论有更强的理论应用，但其不足之处就是没有说

明，进行交易双方的经济交换实际上存在着不等价交换的因素，存在着不同

发展水平的竞争差异问题，因此，这种发展竞争优势观对落后和不发达的国

家、地区组织还是没有从理论上说明，如何突破现有的不利之处，如何实现

跨越式的竞争优势。 

3、对传统优势理论的评价 

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基础是建立在社会分工论上而阐述的，李嘉图的理论基

础是一种劳动价值论。作为两种理论的产生，实际上都是一定时代和一定社

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产物，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的理论实际上也确实反映了

在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整个国际社会交换和经济贸易竞争的实情。由

于这两种发展竞争优势的思维主要立足于对所在国、所在地区和组织现状的

资源、立场来分析所得所失，没有从交易方的弱者老考虑问题，实际上也根

本没有从辨证的、动态的和发展的视野，来考虑发展竞争主体各自所拥有优

势条件的变化，没有着眼于主体的未来发展战略，没有考虑发展竞争主体未

来所将拥有的优势（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以及创新因素）的培育。因此传统

的优势观有其理论上的致命弱点，因为这两种优势的理论模型基本是一种静



态模型。没有从未来发展态势的角度，不考虑科学有效地对发展主体的优势

予以创新和合理规划的可能性，没有用动态的、全方位和未来发展的眼光培

育组织的动态的竞争比较优势。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都是基于现有和传统遗

留下来的优势，虽然着眼现实，但放弃了关注未来发展竞争优势的维持和培

育。因此依据这两种优势理论的逻辑结论就是：穷者应该贫穷，而且也应该

永远贫穷，落后只能永远落后，因为你根本缺乏明显的优势，后来者是根本

没有办法赶上领头者。 

这两种优势理论实际上造成一种假象，发达富裕国家都是因为本身所具有种

种优势，落后贫穷只能怨天尤人，这是一种符合发达国家和有竞争力组织的

运行原则和利益观，现实的后果就是：落后国家永远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

先进国家因为拥有先得的各种优势而永远在前。但现实的事实并非如此，好

多后来者居上的国家比比皆是，或者利用先进的制度、利用科学技术革命的

浪潮，采取培育自己动态的竞争比较优势，而获得了富强和在世界上应有的

地位。在现代社会日益动荡的变革时代，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优势观念，以

一种新的优势理论来寻找自身未来发展的主动权，以实现知识经济时代，以

创新为源动力的系统、整体、动态发展的优势观念和发展逻辑。 

由此可见，传统优势发展竞争观（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是一种静态、孤立

的、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虽然交易彼此都可以从中受益，但贫富

之间的差距永远不可弥补，永远不可变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

是其最明显的表现。似乎一个国家或区域组织只要在某一方面拥有绝对优势

或比较优势就可以永远领先于人，而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这根

本不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事实。因为发展竞争主体所拥有的绝对

优势不可能永远具备，而拥有的比较优势也只具有相对意义。大千世界，变

化万千，优势的定义和内涵也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在农业经济为特征的社

会里，土地被认为是唯一的财富之源，谁拥有广阔的可利用的土地，谁就拥

有不可限量的财富可能；而在工业经济为特征的时代，资本成为取代土地成

为十分重要的战略资源，谁占有资本，谁就可以拥有财富，因为资本具有带

来剩余价值的可能；在知识经济为特征的时代，创造力和智力成为创新的关

键资源，资本土地的意义已经失去昔日的辉煌，谁拥有无限创造力的知识工

作者，谁将赢得21世纪的竞争优势。因此，对发展竞争主体所拥有的优势我

们必须以一种新的眼光、新的逻辑去看待发展，而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组织

实际上若能根据本身所拥有历史的、现实的特点，建立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

进步的制度、运行机制规范，制定出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战略优势，那么该

国和该地区的组织就可以逐渐地从落后、不发达、欠竞争力的地位，转变为

良性循环的发展态势上来。引入动态优势的发展竞争观就是要使人们树立一

种动态的、全面的、现代的、辨证的思维模式，使发展和竞争的主体增强改

变自身落后面貌的信心，着力于找出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突破口，从而培育

属于自身未来的动态发展比较优势。 

二、动态比较优势的内涵及培育方法 

1、动态比较优势的内涵  

首先，动态比较优势观就是指发展竞争的主体立足于自身（所在国家或本地

区组织）现有的条件和资源状况，着力培育其未来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发展优

势的观点。提出动态比较优势观点，并非我们完全否定传统的绝对优势和比



较优势，而是对传统优势的否定之否定。立足历史和现实，就是要使这个国

家或地区组织在利用本国或本地区组织现有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前提条

件下，着力于在战略上、组织上和价值观念上实现不断的创新，从而不断开

发并培育未来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动态比较优势。动态比较优势的发展观和竞

争观就是要力争发挥自身之所长，而又善于将原来的不利条件因素转化为有

利的条件，将处于竞争中的被动保守态势转化为主动进攻的战略格局。通过

改变并在未来发展竞争的游戏规则，而为自身赢得发展的主动地位和良性循

环态势。 

在农业经济时代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交通很不发达，人们之间交往

关系和货物交换关系的局限性，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组织实际上都可以凭借所

拥有的天然优势发展自身，因为竞争只是存在于人类同自然界的斗争，相互

的影响还不十分明显，绝对优势就有其合理性；在工业经济时代交通的日益

普及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组织交流的扩大和相互影响的加深，不同国家、不

同地区组织可以根据分工的专业化原理，实现比较优势的发展竞争原则，从

而推动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当在竞争日益激烈化的知识经济时代，不同发

展主体间的发展竞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角逐，无论在人才等各类资源的配

置上都是建立在全球范围内，一个国家、地区组织所拥有的传统绝对优势和

比较优势，实际上有可能已经让竞争者同时拥有，比如跨国间的投资、生产

和销售所利用的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市场范围的优势，这种市场全球化的竞

争环境和知识技术创新浪潮的冲击，已经迫使各个国家、地区的组织必须强

化自身所拥有的动态比较优势，不断培育和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否

则，忽视优势观念的转换，忽视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最终只能成为发展竞

争胜利者的牺牲品或附庸。 

2、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 

如何培育动态比较优势呢？培育未来发展竞争主体的动态比较优势实际上就

是要把握好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及其规律，在制定好本国家和本地区组

织发展的战略方针，配置以有效的措施和行动策略，才能把握住未来，赢得

主动。可以说：社会未来发展需求---战略组织策略---行动措施----三位一

体的动态发展模式构成了发展竞争佼佼者的理论模型。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是

培育组织未来动态比较优势的先导和出发点，战略组织策略是基于现状而培

育动态比较优势的方针框架，行动措施是达到未来动态比较优势的根本保

证。只有通过不断分析社会发展要求的趋势和变化的挑战，改变自己的优势

观念，通过在制度上、组织上、战略上和人员的创造性开发上，不断创新，

才能保障自身未来所拥有的竞争核心优势，从而做到超水平的发展、跨越式

的进步，只有这样，才能超越竞争，领导竞争的潮流并确保自身未来的发展

活力和繁荣。 

若发展竞争主体不能利用本国和本地区组织的现有资源，不能针对所处发展

环境的各种条件的限制和约束，不能使各类资源达到最优化的配置，未来就

没有发展竞争的动态比较优势。现代文明社会中像新加坡、以色列以及日

本，实际上就是善于开发本国、本地区组织人的创造力，甚至利用了其他国

家的种种优势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和竞争优势。因为这些国家无论在自然资

源、土地面积以及其他发展竞争的相关条件上，根本没有什么绝对优势和比

较优势，但迫于严峻的生存和发展压力，这些国家都创造出世界发展史上的

人间奇迹。因为这些国家特别强调开发国民的创造性和特有的生存智慧。在



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转折时刻，总是通过提高国民的竞争力和科技水平，可

以避免将自己处于落后被动的地位，从而维护了发展竞争中的动态比较优

势，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发达先进国家。比如新加坡政府的服务效率和廉正清

明度堪称世界一流，从而为促进本国、本地区组织，在全球的竞争处于非常

有利的地位，这一点跟其政府的领导服务水平是不能分开的，政府有组织的

促进竞争力的提高是其获得动态比较优势的源泉；而以色列这个以犹太人为

主要成员的国家在短短的发展史上更是创造了神话，因为以色列的国民无论

在读书量还是万人所拥有的科技人员数量上都占据世界第一，因而以色列可

以利用其拥有犹太民族在世界的巨大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上的影响力，改

变了过去受排斥、受打击，到处流浪的悲惨境地。作为第二次战败国的日本

则利用本民族强烈的生存危机感，加大科技投入，着力于不断开发国民的创

新力，采取一系列有效的发展战略和得力措施，最终实现了由一个资源严重

短缺的弱势国家，变成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这些国家的成

功都不是偶然的，综观世界上一些跨国公司的盛衰史，我们也能发现，只要

是那些注重开发组织的动态比较优势的团体，就获得了未来的核心竞争优

势，也就赢得了生存和发展的权力和自由。 

3、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学习实践型的创新 

动态优势发展观就是要向自身挑战，要果敢地不断地进行否定之否定，从而

实现历史性的超越。学习创新是保持动态优势的保证，将国家变成一个学习

化的国度，使社会变成一个创新型的社会，组织变成一个学习型的组织，个

人也成为学习型的个人。实际上，这种动态比较优势的主要源泉就是来自于

创新，在制度上、战略上、组织、市场上和文化观念上，以及对资源运用的

各方面创新，而最为关键的就是有组织的，以创造性地开发人的潜力和价值

的最大化实现为基准，没有基于组织人员潜能的开发和利用，没有个性的充

分施展，是不可能赢得动态的比较竞争优势，因为现在的竞争主要是科学技

术力量的竞争，而科技竞争的源泉还是来自于人材的创造力开发利用上的竞

争，而其它一切措施都围绕这个根本原则来实行。为此，中国要赢得属于21

世纪的动态比较优势，就必须使政府必须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向那些愿意接

受教育的公民提供必要的个性化教育服务，开发国民卓越的创造力，只有这

样，中华民族21世纪复兴的梦想才能实现。 

三、对中国发展战略的思考与结论 

制定发展战略首先要根据国情，我们以前对于自身的落后总是埋怨历史、埋

怨我们现在的人口众多。说什么底子薄、基础差这些都是事实，但我们更主

要地是为了发展和在全球范围内赢得竞争。哭穷固然可以引起别人对你的同

情（不如说是一种可怜），但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着眼于未来，着眼于发展，

这才是我们中国的出路。邓小平同志说：“发展就是硬道理”，中国的问题

只能在发展中解决，发展是我们的唯一出路。对此我们必须对我们的优势观

念进行一次大的改变，使我们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使被动转为主动。 

1、变人口包袱为人材资源的优势，不永远满足于劳动力低廉的比较优势 

中国是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度，各种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非常有限，实

际上能否有效地开发中国人自身蕴藏在的巨大潜力和创造性是中国未来能否

振兴的关键，因为素质极差的国民是不可能赢得未来的发展动态优势（现在



人口的过多已经成为包袱）。在我们的发展战略上好多知名的学者提出还是

要发挥我们的劳动力密集型的比较优势，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还是

要坚持中央提出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坚持要在重要的高科技领域占有

发展竞争的动态的比较优势。要不然，虽然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利用相对的劳

动力比较廉价的比较优势暂时解决一些人员的就业问题，避免了劳动力资源

的闲置和浪费，但若中国将将未来也建立在这种低水平、低层次的比较优势

上，建立在发达国家和中国不平等的交易往来上，结果上财富留到发达国

家，而发展的代价却由中国人来承担（像耗能严重的污染企业所造成的环境

破坏）。众所周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附加值非常低，若中国不集中人力财

力物力来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一些未来占据优势的主导产业，那就使中国

永远处于较低的社会生产水平。因此，科教兴国战略的目的就是要变人口压

力为人才资源的优势，而中国未来拥有大量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国民是绝对

具有动态的比较优势，绝对可以同其他竞争主体去抗衡，否则，科学技术和

教育的不发达水平只意味着永远的被动、落后和缺乏发展竞争的源泉。 

2、先进的制度文明需要在管理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实施上得到优势体现 

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拥有较先进的社会制度，在社会生产

力发展上，各级政府必须要有更大的作为，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比

资本主义更快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取得超过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

平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此，改变政府职能，强化服务意

识是中国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应有之意。民本位没有完全取代官本位，因

此破除官本位的封建主义的影响依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应有之意，要做到各

级干部的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不能让这些公仆成为某一个领导人的应声

虫，而理应是为人民服务的标兵。中国是在初级阶段下建设社会主义和在生

产力极不均衡的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因而能否向社会提供高效而优质的

公共服务，能否动用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来扶持具有竞争潜力的新兴产

业，能否降低社会各项事业的管理成本，将有限的资源运用到最关键的部门

和行业，是中国能否赢得未来发展动态竞争优势的关键。社会主义国家之所

以优越，就是由于有比资本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条件和能力，要敢于

将一些影响市场竞争活力的垄断经济部门进行肢解，对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

的腐败行为严加惩处，垄断和腐败是社会主义的大敌，是人民大众的公敌，

必须坚决予以铲除之，才能赢得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要善于按市场经济

的灵魂和逻辑，实现充分竞争的社会繁荣。过去人们过于担心经济领域的市

场化造成的危害，现在看来竞争是实现人民福利最大化的有效机制，社会主

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只要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我们就应大胆实践、勇于探索。要充分调动市场经济主体的参与精神和创造

性，开发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的热情和智慧。“发展就是硬道理”，中国的一

切问题都有赖于在社会全面发展中予以解决。 

3、兴国战略的正确并不意味着现实结果效应上的落实 

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是中国能否培育出未来动态比较优

势的关键，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由于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影响还

在作祟，我们不仅要从法律条款上加强对教育和科技领域的经费投入，而且

要从根本上理顺科教体制改革的众多问题，务必使所投入的资金有良好的投

入产出比。从现在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上，实际上我们所投入的资金有愈来

愈下降的趋势，虽然我们由于经济力量的薄弱，现在很难在总量投入上同发



达国家相比较，但若我们的科教投入不能在经费占GNP的投入比例上超过发达

国家，未来的动态比较优势很难创造和维护。在激发人员的积极性上破除平

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要使科教工作者成为受人羡慕的劳动者，因为他们代表

着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美国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体力劳动者向脑力

劳动者转变的事实，可以看出未来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主要取决于知识工作者

的知识生产率。学习已经变成终生的事业，竞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现

实，强迫各个国家或组织都必须面临网络化生存环境的挑战，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创造未来发展的动态竞争优势，永葆发展活力和发

展后劲。 

4、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赖于未来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和主体的不断创

新 

中国具有其他国家不具有的独特的智慧文化资源优势，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

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是富有智慧和创造力的民族，若中国仍保持并强化改

革开放的势头，中国绝对是一个令人羡慕并受人注目的国度。最后，中国发

展所拥有的绝对优势就是潜在的消费人口和广阔的市场优势。若不能开发培

育现实的大市场和国民的各方面竞争力，我们的人口市场优势就成为别人产

品服务的对象，也成为自己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和阻力。因为具有相对比较优

势如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保证未来发展具有同样的优势，因此着力于动态比

较优势的培育和发展是发展竞争优势的应有之意。因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不

仅利润含量较低，而且是产业不发达的权宜之计，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和机器人在生产中的广泛采用，现在所拥有的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逐

渐淡化，更高层次的竞争浪潮正迎面而来。我们不能无所作为，消极等待，

我们只能奋起直追，实现历史性的跨越。科学技术和管理构成现代社会发展

的两翼，发展差距更多地表现在我们管理意识、管理水平和质量的差距，我

们绝对不能走发达国家的老路。重复别人只能处处依赖人，只有实现制度

上、观念上和战略上的创新，我们才能突破发达国家对我们设置的限制和障

碍，我们才能在未来赢得动态的发展竞争优势。 

21世纪是知识经济和网络的时代，能否有效开发国民卓越的创新能力和开拓

精神，能否重视知识工作者的成果应用非常关键。为此，要不断弱化官本位

等落后思想对人们创造力和积极性的压制和影响，改变落后差劲的评估模

式，确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意识和价值观念，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胜利。当人们不在以官职高低评价人们的贡献大小

和资源分配之时，那就是中国兴旺发达的标志所在，当人民真正成为社会和

自己的主人之时，那就是社会主义世界化的印证。因为人是社会资源中最有

价值的资源和财富，没有基于人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优势开发，就没有

未来的动态发展优势。没有实现个性化的管理所达到的管理实现，是不可能

获得动态的比较优势，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自由以及个性的创造力是未来优

胜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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