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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技经费投入比例为什么上不去?

周寄中

(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管理科学部 )

【摘要 l 我国科技经费投人的现状是 : 投人总额虽有增加
,

但近年来有相对下降的趋势
。

为此
,

本文

提出如下建议 : 要在科技经费拨款中强调
“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

的观点
,

科技经费年增长率要高于国

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
,

要提高研究与发展经费在科技经费中的比例
,

强化基金会的科技经费拨款

的功能
,

建立完整的科技经费指标体系
,

加强科技经费的立法工作
。

一
、

我国科技经费投入呈相对下降趋势

我们先以表 l 和表 2 显示近年来我国科技投人的一个简况
。

国际上通行的
“

研究与发展
”

表 1 我国科技经费来源构成 (单位 : 亿元 )
...

广几一一一一一几二二
19 8 555 19 8 666 19 8 777 1 9 8 888

政政府财政科技经费支出出 10 2
.

5999 1 1 1
.

6 000 1 12
.

8 222 1 1 8
.

0000

企企业 自筹技术发展经费费 2 6 6000 3 5刀000 44
.

0 000 5 8
.

0 000

技技术软件引进费用用 8
,

4 333 24
.

8000 10 4 00000

全全 国科技经费总额额 13 7 6 222 1 7 1
.

4 000 16 7 2 222 1 90 乃0 (估计值)))

科科技经费与国民生产总值比 (% ))) 1
.

6 555 l
,

8 111 1
.

5 111 1
.

3 6 (估计值 )))

注 : 1
.

资料来源
: 国家统计局

、

国家科委和经贸部技术进出 口局

2
.

“

技术软件引进费用
”

是未计人财政科技经费支出的一笔单独申请
、

审批和拨款的费用
,

专指从国外引进的技术合

同中的
“

许可证贸易
”

和
“

顾问咨询
、

技术服务
”

的费用
。

3
,

由于统计 口径难 以掌握
,

表中未计人预算外科技经费支出和教育事业费中用于科技研究的费用
.

另外
,

按照统计

惯例
,

表中未计人银行科技贷款金额
。

表 2 我国科技经费投入的几个主要指标

年年 份份 财政总支出出 财政科技经费费 国民生产总值值 B / AAA B / CCC

AAAAAAA BBB CCC (% ))) (% )))

(((((亿元 ))) (亿元 ))) (亿元 )))))))

111 9 7 888 1 1 1 1
.

000 52 999 34 8222 4
,

888 1
.

5222

1119 7 999 12 7 3
.

999 6 2 333 3 8 7 999 4
.

999 1 6 111

1119 8 000 12 12
.

777 6 4
.

666 4 3 3 666 5
.

333 1
.

5000

1119 8 111 11 15
.

000 6 1
.

666 4 6 2 999 5
.

555 1
.

3333

1119 8 222 1 1 5 3
.

333 6 5
.

333 5 0 3 888 5
.

777 1
.

3 000

1119 8 333 12 92
.

555 7 9
,

000 5 6 2 777 6
.

111 1
.

4 000

1119 8 444 1 54 6 444 9 4
.

777 6 7 6 111 6
.

111 1
.

4 000

1119 8 555 1 84 4
,

888 10 2石石 8 3 3 000 5
.

666 1
.

2 333

1119 8 666 2 3 30
.

888 11 1
,

666 9 4 5 777 4名名 1
.

1888

1119 8 777 2 4 4 8
.

555 1 1 2
.

888 1 104 999 4
.

666 1
.

0 222

1119 8 888 2 6 6 8滩滩 1 16
.

444 14 0 1555 4
.

444 0
.

8 333

资料来源
: 《中国统计年鉴

: 19 8 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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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这一重要指标
,

由于从未在我国公开出版物上公布
,

难以给出准确数值
。

但据有关方面的

抽样调查
,

我国研究与发展经费仅占全国科技经费的一小部分
,

估计只占 1 / 3 左右
。

从上述概况可以看出我国科技经费投入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

1
.

财政科技经费投入偏低且有相对下降趋势

19 81 年到 1988 年
,

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 10
.

1%
,

财政总支出年均增长率为

1.0 4% (以上均按可比价格计算 )
,

同期财政科技经费年均增长率约为 7
.

5% (可比价格计 )
。

按照科技发展速度应当高于生产发展速度的理论
,

科技经费的增长速度也应高于国民生

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

正如《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所说
, “

中央和地方财政的科

学技术拨款
,

在今后一定时期内
,

应以高于财经经常性收人增加的速度逐步增加
” ,

但实际情况

是
,

我国财政科技经费年均增长率
,

在 198 1一 1988 年间
,

却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
。

特别是自 19 84 年以来
,

问题更为严重
。

2
.

研究与发展经费在科技经费中比例偏低

研究与发展
,

即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
,

是科技活动中的创新部分
。

从表 3 可 以

看出
,

就
“

研究与发展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例
”

这一指标进行比较
,

我国不仅大大落后于发

达国家
,

而且也低于南朝鲜
、

印度
、

巴西这些发展中国家
。

表 3 各国 R & D I G N P (% )

苏苏 联联 3 8 ( 1 9 86 ))) 法 国国 2滩 ( 19 8 6 ))) 新 西 兰兰 0
.

9 ( 1 9 8 5 )))

美美 国国 2 8 ( 19 8 7 ))) 瑞 士士 2 3 ( 19 8 3 ))) 印 度度 0夕 ( 1 9 8 4 )))

日日 本本 2名 ( 1 9 88 ))) 荷 兰兰 2
.

0 ( 19 8 5 ))) 南斯拉失失 0名 ( 1 9 8 6 )))

联联邦德国国 2名 ( 19 8 7 ))) 加 拿 大大 1
.

5( 19 8 5 ))) 巴 西西 0
.

7 ( 1 9 8 2)))

瑞瑞 典典 2
.

6 ( 19 8 4 ))) 意 大 利利 1
.

3( 19 8 5 ))) 墨 西 哥哥 0石 ( 19 8 4 )))

匈匈 牙 利利 2
,

6 ( 19 8 6 ))) 奥 地 利利 1
.

3 ( 19 8 5))) 中 国国 0
.

5( 19 8 8
,

估计值 )))

南南 朝 鲜鲜 2石( 19 8 8 ))) 挪 威威 1
.

3 ( 19 8 2 ))) 新 加 坡坡 0乃( 19 8 4 )))

英英 国国 2
.

4 ( 19 8 5 ))) 澳大利亚亚 1
.

3 ( 19 8 5))) 泰 国国 0
.

3 ( 19 8 5 )))

资料来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

,

日本科技白皮书
,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我国有关方面抽样 调查报告
.

二
、

拨款
、

科研和统计部门的统计口径要统一

对我国科技投入的现状分析是以科技经费的统计数据为依据的
,

国内之所以存在对科技

投人现状的不同看法
,

主要也是 因为各 自的统计方法
、

概念和数据大相径庭
。

例如
,

有的部门

认为
,

近两年我国科技投人总额在 2 50 亿元左右
,

而且这 2 50 亿元应全被视为研究与发展经

费
。

如果这样
,

按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计算
,

近两年我国 R & D / G N P 已经达到 1
.

6% 左右的

水平
,

这个比例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名列前矛
,

而且也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比值了 (超过澳大利

亚
、

意大利的比值 )
,

哪还有需要增加科技投人可言 !

关键问题是要有统一的统计 口径
。

例如
,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科技经费和 R& D 经

费都是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为准的
。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
,

科技经费包括研

究与发展
、

第三阶段科技教育与培训和科技服务三项 ; 而研究与发展 (R & D )经费仅指
“

为增加

知识总量
,

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
、

创造性的工作
”

的费用
。

研究

与发展活动的实质是创造和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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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国家
,

由于第三阶段科技教育与培训 (即非大学的专科高等教育和培训
,

可获得大

学学位的高等教育和培训
、

研究生和其他大学后教育和培训
,

以及科学家
、

工程师的终身教育 )

和科技服务两项费用同 R& D 经费相比金额相差较大
,

故而均以 R & D 经费泛指一国科技经

费
。

事实上
,

有些发展中国家
,

如南朝鲜和印度
,

科技经费与 R & D 经费数额也相差不大
。

例

如 19 8 4 年
,

南朝鲜科技经费为 11
.

6 亿美元
,

R & D 经费为 10
.

1亿美元 ; 印度科技经费为 191
.

3

亿卢比
,

R & D 经费为 181
.

4 亿卢 比
。

然而
,

我国的科技经费则大大多于 R & D 经费
,

按有关单

位估算
,

R & D 经费仅占科技经费的 1 / 3
。

这是因为我国科技经费不仅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定义中规定的那三项
,

而且还包括了技术仿制
、

一般性技术改造 (非创新改造 )
,

低层次的科

技教育与培训
,

甚至还包括非科技的劳务和基建以及形形色色的摊派等等费用
。

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进行统计的优点不仅在于便于国际比较
,

还在于它的科学性
,

因为
“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

主要就是指研究与发展这类创新活动是第一生产力
。

当然
,

这样一

些概念和方法对我国多数管理
、

统计人员来说还不十分熟悉
,

还要有个过程来消化它们
、

掌握

它们
。

三
、

怎样才能把科技投入比促上去

1
.

要把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的观点落到科技经费拨款的实处
。

在理论上
,

现在已经不会有人否认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了
,

但在具体制定计划
、

拨款

和管理过程中
,

能否贯彻这一战略思想还是 问题
。

有人认为国家财力有限
,

增加投人有困难
。

但问题的实质恰恰在于 : 从今后着想
,

增加
“

第一生产力
”

的投人正是用来解决财政困难的
。

2
.

财政科技经费年增长率要高于财政总支出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
,

要增加全社会

的科技投入
。

在国家掌握着全国的经济命脉因而对国民经济实行很大范围
、

较高程度的干预的情况下
,

我国科技经费投人在今后一定时期内 (例如
, “

八五
”

计划甚至到
“

九五
”

计划期间 )仍然要 以国

家财政中的科技经费投人为主
。

这是因为现阶段我国企业的发展还受如下因素的限制 : 市场

机制不健全
,

企业难以对周期较长
、

风险较大的科技开发项目给以大量投资 ; 目前的绩效评价

系统
、

财务制度
、

利税中心管理方式
、

会计方法
、

投资者报告制度都强调短期利润
,

而我国科技

成果转化周期从研制到产品进入市场至少需要 3一 5 年
,

多则 10一巧 年
。

所以
,

虽然应当借助

于企业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
,

逐步提高企业自筹技术开发经费在全国科技经费中的比例
,

但

是
,

期望企业自筹技术开发经费近年在比例上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是不现实的
。

也正是基于同一理由的考虑
,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

都是以政府拨款作为国家科技经费的

主体部分
。

例如
,

在 1985 年
,

印度政府拨款占科技经费总额的 87 %
,

巴西是 67 %
,

波兰是

60% ( 1986一 199 1 年 )
,

都是占了大部分
。

即使在发达国家中
,

也有以政府拨款作为全国科技

经费投人主体的国家
,

例如法国政府拨款占了全部科技经费的 57 % ( 198 5 年 )
,

澳大利亚的这

一比例高达 80 % ( 1984 年 )
。

另外
,

世界上科技经费投人最多的美国 (总值超过 日本
、

联邦德

国
、

英国和法国之和 )也只是从 1 9 7 8 年开始
,

联邦政府的科技拨款比例才低于 50 % 的
,

直到

19 8 7 年
,

联邦政府的这一 比例还保持 46 % 的水平
,

总额高达 575 亿美元
。

综上所述
,

建议在今后一定时期内
,

无论我国财政还会出现什么困难
,

国民经济中进行何

种结构调整
,

国家财政科技经费年增长率要 以高于财政总支出
、

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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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增加
。

当然
,

要使科技投人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

必须增加全社会的投人
,

要大幅度增加科技

贷款
,

要创办各种类型的基金会来筹集经费
。

3
.

要大幅度提高研究与发展经费在科技经费中的比例
。

研究与发展是科学技术中的创新活动
,

其经费应当占全部科技经费的大部分乃至绝大部

分
,

但是据我 国有关方面的测算
,

事实上
,

我国研究与发展经费只 占全国科技经费的一小部

分
。

这种经费分配和使用上的不合理现象应 当尽快纠正过来
,

使本来就有限的科技经费应当

尽可能多地用在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上面
。

4
.

用合同制拨款方式增加企业对大学和政府所属科研机构的科技经费投人
。

这里
,

特别要增加企业对大学科技经费的投入
。

这是因为
,

相对地说企业的经费要 比大学

的多
,

而科技研究实力则要比大学的弱
。

当然
,

这种经费投向只能靠合同制 (或委托研究 )的方

式来引导
。

19 87 年
,

我国大中型企业技术发展项 目多为研究层次较低的直接联系生产过程和产品的

项目
。

这类项目的成果应用
,

难以大量增加企业的技术储备
。

其中
,

高技术项目只 占总数的

6
.

3%
,

经费支出仅占总数的 3%
。

另一方面
,

19 87 年我国高等院校共有 68 2 5 项科技成果通过

鉴定
,

其中达到国际水平的有 1000 项
,

属国内先进或国内首创的有 4 4 4 6 项
。

所以
,

用合同制拨款方式增加企业对企业外科研院所科技经费投人
,

是充分使用科技经费

和科技人才的一种相辅相成的办法
。

5
.

强化基金会的科技经费拨款的功能
。

科学技术基金制的主要优点是 :将竞争机制引人科技研究活动中来
,

调动了研究人员和研

究机构的积极性
,

保护和促进了杰出科技人才的研究能力
。

基金会的指导项目对高水平研究

工作起到了定向作用
,

基金会的资助稳定了国家科技队伍中的主力军
。

正因为这样
,

科技强国

都十分重视科技基金会的作用
。

我国 自 19 86 年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以来
,

虽然已经显示出基金制的生命力
,

但以每

年 1亿元左右的经费资助全国各地来申请的基础研究项目显然是力不从心 (批准项 目仅占申

请项 目的 1 / 4)
,

而且从 1986 一 19 88 年
,

这 1 亿元左右的经费都仅占当年国家财政科技经费

的 0
.

9%
,

比例实在太低
。

由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是科技活动的创新部分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
,

通过专家

评审的研究者又是科技队伍中的佼佼者
,

其研究成果达到国内外领先水平的居多
,

因而提高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及其占财政科技经费中的比例是促进我国科技事业事半功倍的措施
。

此外
,

基金制应当向国务院所属部委
、

省市自治区和大中型企业扩展
,

使掌握较多数量科

技经费的部委
、

省市和企业尽早成立地区和行业基金会
。

当然
,

各种基金会应有自己的特色和

重点
,

例如企业基金会应当以资助试验发展项 目为主
。

6
.

建立完整的科技经费指标体系
。

自 1986 年出版《中国科学技术政策指南》以来
,

国家科委对科技经费的统计工作有了起

色
。

到了 1 988 年
,

科技白皮书第三卷上载有我国部门所属
、

高等院校和大中型企业的科技机

构的经费统计数据
,

比较全面系统
。

但是
,

和国外特别是和发达国家相比
,

我国科技经费指标

体系还不完整
,

数据也不齐全
,

有些重要指标还未具备国际可 比性
,

这些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科

技决策与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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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整的科技经费指标体系的优点是 :清晰简略地展示国家的科技活动的概况
,

有利于

进行国际间科技经费指标的比较及专业交流
,

为决策提供有力的依据并使决策科学化
、

过程定

量化
,

为各界人士监督科技活动的进展提供背景材料
。

事实上
,

科技白皮书第一卷中已有
“

统计指标体系
”

的试用方案
,

其中包括
“

科技经费
”

部

分
。

现在的问题是 :要尽快统一我国主要的科技研究与发展机构的统计标准和指标的定义
,

要

参照国际上通行的科技经费指标的统计 口径进行修正和补充
。

另外
,

为了使财政统计更加规

范化
,

建议国家财政预算和决算报告中专设
“

科技经费
”

一项
。

7
.

加强科技经费立法工作
,

用法律来保证合理的科技投入政策的实施
。

这方面工作已有不少先例
。

1 982 年
,

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法国研究与发展方针和规划

法》
,

规定法国的 R & D / G N P 要达到 .2 5%的水平
,

从 19 8 2 年到 19 8 5 年
,

民用 R & D 预算每

年以 17
.

8% 的比例增长
。

1985 年
,

巴西国民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
,

要求将 R & D / G N P 比值

尽快达到 2%的水平
。

所以
,

建议我国有关部门尽快制定科技投人的法律
,

规定 R & D / G N P 等项指标的增长

比率
,

建立相应的监督体制
。

一旦有了比较完备的科技投人的立法
,

使正确的科技投人政策能

在法律保障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地实行
,

这无论是对我国的科技发展还是对经济发展都是大有

好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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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r a e t

T h e P r e s e n t s i t u a t i o n o f C h i n a
,
5 S e i e n c e a n d t e c h n o l o g y i n v e s tm e n t sh o w s th a t t h e t o t a l

in v e s tm e n t h a s g r o w n w i th e a e h y e a r
,

b u t i t s er l a t i v e P r o P o r t i o n w i th G N P h a s d o w n i n er
-

c e n t y e a r s
.

F o r th i s er a s o n
,

th i s P ap e r m a k e s th e fo ll o w i n g P r o P o s a l s : e m P h a s i z e
“

S e i e n e e a n d

t e e h n o lo g y 15 t h e if r s t P r o d u c t i v e fo r c e
”
o u t l o o k i n a l lo c a t i n g s & T e x P e n d i t u er s

,

in e r e a s e y e a r

gr o w th r a t e o f C h i n a
,
5 5& T ex P e n d i t u r e

,

m o r e th a n th a t o f G N P
,
r a i s e th e P r o P o r t i o n o f

R & D e x P e n d i t u er i n s & T i n v e s tm e n t
,
s t er n g th e n fo u n d a t i o n

,
5 fu n e t i o n a b o u t a ll o e a t i n g s & T

fu n d s
,

b u i ld u P a s y s t em o f s & T fu n d i n d i e a t o r s
,
e n h a n ce l e g i s l a ti o n a b o u t s & T fu n d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