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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研发格局中的中国科技发展

— 国际视野下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展与思考

陈敬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 , 北京

匡摘 要」 本文结合近期国外一系列重要研发与创新能力进展报告中的相关数据及媒体评论 ,从

世界研发格局视角分析我国主要科技指标进展情况 。文章认为 ,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要进

展 ,同时强调要科学 、客观看待我国科技发展成就 ,在坚定发展信心的同时 ,重视解决发展中的问

题 ,并提出了新时期推动我国科技发展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思考和建议 。

〔关键词 〕 全球研发 ,科技指标 ,创新型国家 ,进展 ,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科技实力迅速增长 ,尤其是

近年来 ,许多关键科学技术指标进人世界前列 ,带动

了世界研发格局的深层次调整 ,这一影响在全球金融

危机背景下愈显突出 ,引起了各国的广泛关注 。本文

综述近期国外主要智库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评论 ,结合

客观数据 ,从世界研发格局视角分析中国主要科技指

标的进展 ,分析存在的问题 ,提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推动我国科技发展 、建设创新 型国家的思考和

建议 。

所占比例在下跌 ,从 降至 欧洲从 降至

亚太地区则从 攀升至 其他地区从

升至 图 ” 。世界研发投人在向多元化方向

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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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要科技发展指标的国际观察

研发投入迅速增长 ,推动世界三足鼎立

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 发布的 《 年度

科学与工程指标 》显示 ,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

带动下 ,亚洲正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主要科技中心之

一 '·。根据最新可比的研发投人数据 , 年全球
研发投人达到 万亿美元 ,其中亚太地区 '已经超

过欧洲成为第二大研发投人地 ,形成了美 、欧 、亚三

足鼎立之势 图 。从变化趋势看 ,自 年到

年 ,全球研发投人从 亿美元增长到

年的 万亿美元川 ,总量翻了一番 ,其中北美地区

北美 欧洲 亚太地区 世界其他地区

图 各地域研发投入占全球研发投入的比例

数据来源 匕 段 石明 耐 、 。

从我国研发投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看 , 。。 年我

国研发投人 亿美元 ,占世界主要 个国家

地区 研发投人总额的比例为 ,位于美 、日 、

德 、法 、英之后居世界第五 图 。从投人增长来看

在不考虑通胀的情况下 , 一 年间美国 、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指 日本 、中国及其他 个亚洲经济体 印度 、印度尼西亚 、 乙̀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韩国 、泰国 、中国台湾地区和越南

此处北美包括美国 、墨西哥和加拿大 欧洲包括所有欧盟 个成员国 亚太地区包括中国 、印度 、日本 、 吞̀来 西亚 、新加坡 、韩 川、中 阅台

湾和泰国 。

`数据来源 主要科学技术指标 。。 。根据国内的最新统计 , 。。 年我国研发经费为人民币 。, 亿元 ,位居 界第四 。 年

我国研发经费增至 。亿元人民币 排名数据暂缺 。 的 《 科技与产业展望 》曾根据购买力平价估算 认为我国 〔场年的研发支出

达 。美元 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研发投人主体 。这一估算方法被认为大大高估了人民币的购买力 ,从而高估 我 闷研发投

入 后来 较少采用购买力平价估算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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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材双荟燕嗒汁,。尸﹁,二产︺。乙乡一
欧盟和日本保持了 一 的年均增长率水平 ,印

度 、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是 一 左右 ,而中国

的年均增长率超过了 。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

家研发投人的快速增长正在改变美欧独大的世界研

发格局 ,使其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

西班牙 ,

意大利,

加拿大, 外·
韩国 ,

其他国家

〔 〔 〔〔 〔 名

中国 ,
英国, 沁

法国 ,

图 中国论文增幅让其他国家相形见细 '

数据来源

一
一 二

、 一 一

图 各主要国家研发投入占全球研发投入的比例

数据来源 主要科学技术指标 一。

说明 此处全球研发投人指 个成员国和中

国 、俄罗斯 、阿根廷 、南非 、以色列 、新加坡 、罗马尼亚 、斯

洛文尼亚 、中国台湾等 个非 国家 地区 的

乙 投人总额 。这 个国家 地区 的研发投人占全球

研发投人的 以上 。

、 。

一 年间的 万篇上升到 。。一 。。

年间的 万篇 ,约为前 年的 倍 ,而同期的论

文被引用总次数从 万次上升到 万次 ,为前

年的 倍多 ,被引频次增幅超过了论文数量增幅

图 。以更大样本量的 年期统计与各国比较 ,

一 年 ,中国科技论文 年共被引用

万次 ,排在世界第 位月,比 一 年的世界排

名提升了 位 。

论文数

一 被引用数

︵招伙︶一翠熟户曰

加印

︵褪减︶熟伙双

科研绩效异军突起 ,质量和数里同步提升

汤森路透科技集团 前身是著名的美国科技信

息研究所 近期关于中国科研绩效的报告显示 ,

年以来 ,中国在国际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

增长了 倍 ,特别是在化学和材料科学领域 ,增长

尤为显著一'一。从 年以来的最近 年的发展趋

势看 ,中国国际论文 '产出快速增长势头没有放缓的

趋势 。 年来 ,中国国际论文产出翻了四番 ,

年中国国际论文总数达到 万篇 ,使包括美国在

内的其他国家相对平稳的增长速度相形见细 。 自

年以来 ,中国国际论文产出就超过了德 、日 、法

等国 ,稳居世界第二 ,仅次于美国 图 。

可喜的是 ,我国论文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 ,论文

被引次数也同步增长 ,反映论文影响力也在快速提

升 。由于论文被引次数受各种因素影响 ,以 年一

个跨度的大样本量统计更能反映其发展趋势 。根据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

, 的最新数据 ,我国 年累计论文总数从

切卜 川飞 川川· 川 弓川 一川吓 咤” · 川时、 山` · 以门 川 布· 日̀以 川》弓一 ”̀ 川

图 我国论文影响力和论文数 同步增长

数据来源 数据库 ,检索日期 。年 月

日 。

评价论文质量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在世界顶级

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情况 。 年 ,我国科学家

在 《自然 》、《科学 》、《柳叶刀 》、《细胞 》和 《新英格兰

, 此处国际论文指 包含的科学引文索引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人文艺术索引 乙 〔' 、化学索引 〔' 、最

新化学反应 个学术数据库所收录的国际同行评议期刊中的论文。

” 美国同期国际沦文从 年的 万篇增长到 万篇 ,增加约 。因美国论文基数大于图 纵坐标最大值 ,故未在图中反映 。这

也说明我国论文产出虽然引领 第̀二集团国家 ”的增长 ,但与美国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

数据来源 数据库 ,检索时间 。年 月 日。这个数据在 年底的检索结果是 万次 ,排在吐界第 位 。由于论文影

响需要放在较长时段考察 ,被引次数的统计用 年段考察时 ,最近年份的“进步 ”会被以前年份所 “稀释 ”,同时论文引用也有一定滞后期 ,因而

我国被引次数的排名不会像论文产出的年度统计排名那么靠前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论文影响力的发展速度低于论文总数的发展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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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杂志 》这 大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总共

篇 ,比 年的 篇有了显著增长工 。这说明我

国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在世界前沿科学领域已经占有

一席之地 ,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

专利指标和高技术出口逆势增长 ,创新能力明

显提升

专利申请和授权情况是衡量国家创新能力的重

要指标之一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年

月 日发布的国际专利申请报告显示 , 年全球

专利 申̀请数 目首次出现下降 ,但中国逆流而

仁增长 ,赶超法国升至第 位 ,占全球的份
额从上年的 升至 工 。排在前 位的

专利申请国家分别是美国 、日本 、德国和韩国 。

年全球 专利申请数共约 万项 ,

较上一年减少 。受金融危机影响 ,美欧等发

达国家企业缩减了申请专利的费用开支 。在所有提

交专利申请的公司中 , 年曾雄踞榜首的华为公

司 年屈居第 ,以 项申请位列日本松下公

司 项 之后 。中兴 、大唐电信 、腾讯等企业均

进入全球申请排名前 名 。

专利授权的统计数据相对滞后 ,根据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的最新统计 , 年中国从世界各国获得

授权的专利数在全球排名第 ,仅次于日本 、韩国和

美国一一。 一 年 ,中国获得各国专利授权的

年均增长率达 ,略低于韩国的 。比较

而言 ,同期美国 、俄罗斯和德国获得世界各国专利授

权数出现负增长 图 。

在高技术产品出口方面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

据 ,自 年以来 ,中国高技术出口额就跃居全球

第一 。 指出 ,亚洲 国 地区 已经逐渐成为中

国高技术出口产业的供应带 ,日本似乎已逐渐被包

括其中 日本长期以来作为世界科技强国 ,在研究和

一些高价值的科技活动中还保持优势地位 ,但在整
体高科技制造业和贸易领域与亚洲 国 地区 的

竞争中失利 印度国内生产总值 的高增长率

与整体科技表现平平形成对比工 。 一 年 ,美

国占全球高技术出口的份额从 下降到 旧 本

从 下降到 ,欧盟基本平稳 从 到 ,中

国则从 上升到了 ,增长迅猛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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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主要国家 地区占全球高技术产品出口的

比例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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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几个专利大国获得全球专利授权总数情况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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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人员规模比肩欧美 ,科技发展后劲增强

全球研究人员队伍的不断扩大 ,从 年约

万人增长到 年的 万人 ,增量主要来自中国 、

美国和欧盟 。中 、美 、欧三方的研究人员总量已经旗

鼓相当 ,都达到了 万人左右的规模 图 ,加起

来约占全球研发人员总数的 川 。中国的研究人

员数量比 年增长了 ,占世界份额从 提

高到 。各国家 地区 研究人员增长率差异较

大 。美国和欧盟 一 年间的年增长率约为

。日本低于 。亚洲地区 除日本 为 一

, 是 《专利合作条约 》 的英文缩写 ,是有关专利申请的国际条约 。根据 的规定 ,专利申请人可以通过

途径递交国际专利申请 ,向多个国家申请专利 ,从而使专利申请变得更有效 、经济 。不过 专利系统不负责专利授权 ,专利授权 卜作仍

由各国相关机构承担 。

” 亚洲 国 地区 包括印度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南韩 、中国台湾地区 、泰国和越南 。

“ 根据国内的最新统计 ,我国 。。 年 水 人员全时当量为 万人 年 , 年达到 万人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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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中国平均为 ,俄罗斯的研究人员数量呈

负增长趋势 。

契

竺紧,··……̀'……

美国的水平 图 。自 年以来 ,美国授予的博

士学位数激增 , 年美国 万获得自然科学

与工程学博士学位的人群中 ,超过一半 万人

为非美国居民 ,其中中国占 ,印度占 ,韩国

占 。

中国

川 总计

一 一一 川 川公民

一 一 在关的外 人

·… 德 以

— 一 卜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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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吠一︸︸斗

︵犷怡引崛吠名︶吠户

俄罗斯

新加坡

匕一目一一“ 一 二̀

韩国 一一 一 一 一 骂
一 一 护 口

军二二、 二, 一 , 二之儿分 共
恻
湾、台国

上

万

﹃岑荟一

讼厂共少一二止 井̀ 一̀
图 , , 一 年主要国家 地区 经济体的

研究人员数

数据来源 段 吧 。

说明 研究人员数量按全时人员当量折算 。

在获得 自然科学 '与工程学学位的人员数量上 ,

从 一 年 ,美国略有增长 ,其他主要国家基

本持平 ,中国则从 年的 万人飘升至

年的 万人 图 。

匕一 “一一一一未一一一一一̀一一蕊一一一̀ 一一止一一曰̀一一上一一

】

图 一 年主要国家获得自然科学与工程学

博士学位人数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 。

。

··一一 均闷

… 德 闷

与主要科技强国保持稳定合作 ,合作成果迅速

增长

中国科研国际合作发展迅速 ,深度和广度都在

不断拓展 。中国与世界主要科技强国建立了广泛的

合作关系。过去 年来 ,中国与主要科技强国合作

发表的国际论文数呈现每隔 年翻番的趋势 表

。从表 可见 ,与我国合作产出最多的国家排序

基本稳定 ,其中 ,与美国 、德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

国的合作增长更快 ,与瑞典 、荷兰的合作也明显加

强 ,与俄罗斯 、法国和德国的合作产出增幅稍缓 。总

体来看 ,美国是中国合作产出最多的国家 ,其次是日

本 、英国 、德国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 一 年

与这 个国家合作的论文占中国作者为第一作者的

合作论文总数的 ,占中国发表的所有国际期刊

论文总数的 ,其中 ,与美国合作的论文约占

中国所有国际论文数的 ,也就是说 ,中国科学

家在国际期刊上每发表 篇论文 ,其中约有 篇

是和美国合作的 。

洲
尸

尸

。阵蕊
卜三'拭 占

八︸八斗̀袱十︸坦哥

八 一 一 ` 中 油 奋 叫

· · … “ ·“ … ` ·盆 二 ` ` 二'监 , 公 二 留 监 二 盆 盆 钻'二 ” , …

一一一一上一一一一止一一一一口一 一一``一一日二一 一

图 , 一 年主要国家自然科学和工程学位

授予 变化趋势图

数据来源 匕友 眼 。

说明 研究人员数量按全时人员当量折算 。

从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看 , 一 年 ,英

国 、日本和印度每年获得 自然科学与工程学博士学

位的人数基本稳定 ,韩国增长较快 ,为原先的 倍 ,

而中国 年获得自然科学与工程学博士学位的

人数为 年的 倍以上 ,达到 万人 ,已接近

此处 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学 、生物学 、地学 、大气学 、海洋学 、农学 、计算机科学和数学 。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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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过去 年与中国合作最多的国家 地区

与中国合作发表的论文

一 一

在中国所有论

文中的比例

一

美国

日本

德国

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法国

新加坡

韩国

中国台湾

意大利

俄罗斯

荷兰

瑞典

美国

日本

英国

德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法国

新加坡

韩国

中国台湾

瑞典

荷兰

意大利

俄罗斯

乙口口一

卜八︺白︸,口六︻口才,口斗八了月丈︻门任乙尸了︺﹄̀

数据来源

。

,

综合创新指标迅速提升 ,与发达国家创新差距

缩小

欧盟委员会 年 月发布的 《欧洲创新排行

榜 用 个创新指标 将̀欧盟 国整体创新绩

效与金砖四国进行对比分析 ,认为中国的创新绩效

正在快速追赶和接近欧盟 。与中国相比 ,巴西 、俄罗

斯的创新绩效与欧盟的差距在过去 年中未能缩

小 ,大体保持稳定 ,而印度和欧盟的差距有所缩小 ,

但幅度不大 图 。排行榜认为 ,欧盟相对金砖四

国的创新领先优势仍然十分明显 ,中国赶上欧盟仍

然需要时日 ,但不会太长 ,并有可能在 年内赶上

欧盟的水平贾 。

中国与欧盟相比 ,在 支出和高技术产品出

口方面表现优异 ,在私营部门信贷方面的差距较小 ,

而在每千人中的研究人员比例 、每百人中的固定宽

带用户和公私合作成果 一 一

方面的差距较大 。不过 ,中国的总体增长速度

几乎是欧盟的 倍 ,特别是宽带 、专利 、商标和知识

密集型服务业出口等方面增速很快 图 。

︸日︺︸八曰,︸斗月̀八︺
一一一一

一

一

瓢瓢瓢瓢蘸蘸蘸蘸鬓鬓瓢瓢一一瓢瓢瓢馨馨 瓢瓢瓢矍矍矍馨馨馨馨 黝黝 夔夔夔 鳖鳖鳖鳖鳖
一一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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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意羹 麟娜

蘸蘸蘸黝黝黝黝黝黝黝 掣掣
蒸

八”八曰﹄日︸︸八曰

﹄,斗一一一一

中国与欧盟差距快速变小

一
黔黔黔 鬓鬓 馨馨 鬓鬓 矍矍
馨馨馨 翼翼 蘸蘸蘸 馨馨 矍
黝黝黝 鬓鬓 薰薰 黝黝 髓
四恻 翻 ” 一 一 一

一一 巧 一 一 一

印印度与欧盟差距缓慢变小小

一 一 习 一 一

八

,̀斗内护一一一一

︹日召

俄罗斯与欧盟差距略有加大

一

图 金砖四国与欧盟的创新差距

数据来源 〕 比 随 。

科学看待我国科技发展成就

中国科技发展主要指标的突飞猛进引起了世界

各国的广泛关注 。英国 《金融时报 》说 ,中国 “令人敬

畏的 ”发展使其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科研产出

大国 ,如果中国的发展势头持续下去 ,到 年 ,中

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科研产出大国川 。美

, 这 项指标分别是 能力指标 个 包括接受过高等教育者在劳动力中的比例 、每千人中的研究人员比例 、研发支出占 的比例 、私

营部门信贷占 的比例 、每百人中的固定宽带用户 企业活动指标 个 ,包括信息与计算机技术 费用支出占 的比例 、每百万人口

中的公私合作成果 一 一 、每百万人口中的专利申请数 、技术国际收支平衡表流向 产出指标 个 ,包括高技术制造业

出口占整个出口中的比例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口在整个服务业出口中的比例 。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年

新新绩效效效效效效效

〔〔二二〕沼之砂之巡为 一 分义寸照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一

二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 一一一

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创创新绩效增幅 亘三画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誉誉誉口卜欠'眨'
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

几一山山〕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 , 一一 一一一

峪蹄姿蓄盔盔如如如

吸吸吸吸 一弓 一决

一一一

口口呼目 ` '
暄暄暄暄暄暄暄暄暄暄暄暄暄暄暄暄暄暄

芬芬芬芬 扭二匀

〕〕〕〕

井井井井书中 …
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鑫鑫鑫鑫董聂笠聋〕
井井井井二井二

二二二二不丰洲

皿皿皿

二二二二孟二白

盆 户

石石石石石

图 中国与欧盟的创新差距

国《纽约时报 》称中国近期人才引进工作引人瞩目 ,

饶毅 、施一公等 “明星级 ”中青年科学家回归中国让

人 “震惊 ” ,认为这是一个信号 ,表明中国缩小与发达

国家科技鸿沟的时间比许多专家预计的要快川 。

尽管近来西方智库 、媒体对我国科技发展成就

多有渲染 ,我们应该科学 、冷静和客观地看待自身发

展状况 ,在肯定 自身发展成绩 、坚定发展信心的同

时 ,应更多关注自身不足 。

科研产出质量依然不高

我国科研论文产出增长迅速 ,但应该看到 ,目前

的发展还是粗放型发展 ,还存在重 “数量 ”轻 “质量 ”

的倾向 ,研究水平还有待提高 。例如 , 一

年的 年间 ,我国累计发表 论文总量在世界各

国中排名第 ,但篇均被引次数仅为 ,约为同期

世界平均水平 次 的一半 ,在 数据库的

个国家中仅居 位 `。剔除少数国家主要在高被引

优势领域发文等不可比因素的影响 ,仅对被引用总量

超过百万次的 个国家排名 ,我国亦仅居 位 。

另一方面 ,人均发表论文比例要比发表的论文

数量本身更能说明国家活力 。法国 《世界报 》

年 月 日的文章指出 ,如果以人均比例衡量 ,中国

这方面的成绩仅相当于美国的 ,甚至还低于巴

西和俄罗斯的水平 。巴西和俄罗斯分别达到美国水

平的 和 写 。比较而言 ,德国的比例为 ,

法国为 , 日本为 。此外 ,如果根据科研产

出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分析 ,把发表的科

研论文数量与 相比 ,中国在这方面的比例仅相

当于美国的 。换言之 ,中国经济生产的 “科技

含量 ”不足美国的一半 。然而 ,德国 相当于美国比

例的 和法国 相当于 则在这种比较中

更胜一筹 。

科研投入相对不足

我国科研投人近年来保持了快速稳定增长 ,

。。 年已成为世界第 研发投入大国 ,但应看到 ,

我国研发投人 占 的比例长期偏低 。美国和欧

盟的研发投入占 的比例长期稳定在 和

左右的水平 日本研发投人占 的比例稳

步提升 , 年已经达到 韩国从上世纪

年代起 ,研发投人占 比重逐年攀升 , 年达

到 肠 我国研发投入占 的比例虽然从

年的 迅速攀升到 年的 ,但与主要

创新型经济体仍有较大差距 图 ,也低于

国家 年 的平均水平 。

除了研发投人总量相对 规模而言存在不

足外 ,研发支出结构中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对试

验发展而言也存在明显不足 。 年我国研发经

费中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所占比

重分别为 、 和 仁'。三,基础研究和

应用研究的比例明显偏低 ,且近年来呈下降趋势 。

而美国 、日本等创新型经济体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

数据来源 汤森路透科技集团基本科学指标 数据库 ,检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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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中国
一一上一一一山

韩国

欧盟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一一一七一一一 上一 一上一一一曰目
洲

,̀

罗︸塑矛

图 世界主要经济体研发投入占 百分比比较图

注 欧盟包括全部的 个成员国 。

资料来源 〔 历年主要科学技术指标 。

的比重一般为 一 ,应用研究的比重一般为

一 。正如 科技部门主管德克 ·派

拉特 指出的 ,在试验发展上的投人可以

给中外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 ,但并不利于帮助中

国产生更多的原创技术 ,中国还需要对基础研究和

应用研究给予更多的重视 。

人才外流形势依然严峻

我国人力资源总量列世界之首 ,却长期面临人

才匾乏的困境 。 年 ,我国劳动人口受高等教育

的比例只有 。全国适龄劳动人口接近 亿 ,

其中有知识 、技能的人才资源约 亿 ,仅占劳动

力的八分之一 。而早在 年 ,美国的人才资源就

占劳动力的 。发达国家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

的贡献度都较高 ,美国在 以上 ,而 年中国

仅为 ,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才外流 。

年到 年间 ,我国出国留学的近 万人

中只有 万人回国 。最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

布的 《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综合报告 一

显示 , 年美国共有 万人获得博士学

位 其中科学与工程学博士学位 万人 ,其中

人为来 自中国 含香港 的外籍学生 ,占所有博

士学位获得者的 。中国是除美国本土之外第

一大生源国 。这 人中 ,打算毕业后留在美国的
比例高达 〕̀。中国被美国 《科学 》杂志形容

为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和人才来源地 。

自主创新能力仍然薄弱

尽管我国许多创新指标表现不俗 ,但 “含金量 ”

还有待提高 。例如 ,近年来我国专利申请和授权量

均快速增长 ,总量已经进人世界前列 ,但最具价值的

发明专利比例严重偏低 。在具有指标意义的美国专

利与商标办公室 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统

计中 ,中国所占比例均不足 川 。 年 ,我国发

明专利占国内专利申请和授权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和 ,而 年国外发明专利 占专利

申请和授权总量的比重分别为 和 。

这说明我国具有高知识附加值的专利比例严重偏

低 ,反映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 。

在高技术产品出口方面 ,尽管从 年开始我

国就稳居世界第一 ,但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高技术产

品出口额中有近 是外商独资企业创造的 ,有

是由中外合资企业创造的 ,两者相加达到

图 。另一方面 ,美国的高技术出口份额虽然下

降 一 年 ,美国从 下降到了 ,但

同期高附加值 的高技术产品出口仍然 占据世界

左右的份额不变 ,稳居世界第一工 。这说明美

国的研发 、设计 、原形制造等创新活动仍然非常活

跃 ,产业链在向高端转移 ,而生产和销售则向其他国

家转移 。我国创新能力在稳步提高的同时 ,真正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品仍然严重不足 ,要实

现从 “中国制造 ”到 “中国创造 ”的转变仍然任 重

道远 。

中外合作 ,

私营企业 ,

国有企业 ,

中外合资 ,
】

外商独资

图 外商独资企业在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中

占将近七成

数据来源 科技统计与分析研究所 年我国高

技术产品进出口状况分析 , 参见 印 刀

。

科研道德建设巫待加强

我国科研产出快速增长的同时 ,科学研究中的

浮躁作风 、急功近利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学术不端

行为也呈蔓延趋势 。前段时间国际学术期刊 《晶体

学报 》宣布撤销井冈山大学发表在该刊上的 篇数

据造假论文 ,震动国际学术界 。国际权威医学刊物

《柳叶刀 》杂志发表社论 《学术造假 中国需要采取行

动 》〔'“口,认为中国应健全学术投诉制度 ,重振科研道

德规范 随后 ,英国 《自然 》杂志在其在线版头条发表

社论 《中国科研 发表还是出局 》 ,指出近期一系列引

人注目的学术造假事件凸显中国学术评价体系过于

强调发表论文 ,认为中国学术界急功近利的风气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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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干预的做法 、缺乏严厉惩罚机制的弊端都是造成

学术造假的原因乙̀三。文章还引用武汉大学沈阳副

教授的研究成果称 ,中国论文网上交易已经形成

亿元人民币规模的产业 。学术不端行为已经严重影

响我国科研事业的发展 ,影响了我国科学研究的国

际声誉 。

国际合作思路需要调整

随着我国经济和科研实力的增强 ,发达国家对

与我国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心态逐渐发生转变 ,对

我警惕和防范心理增强 ,技术封锁和人才争夺加剧 ,

援助意愿降低 。同时也要看到 ,我国科技实力的发

展也为自己在各领域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 ,

在一些大型国际合作项目和国际学术组织中的话语

权逐渐增强 。在这种背景下 ,传统的援助型合作已

经走到尽头 ,新型的以我为主的对等合作成为大势

所趋 。但是目前我国科技合作投人和合作机制还不

能适应这一变化趋势 ,其表现一是国际合作投人不

足 ,经费增长低于研发经费增长 ,这一方面是因为对

国际合作重视程度不够 ,另一方面是由于 “国际合作

就是向国外要援助 ”的传统惯性思维造成的 。表现

之二是自主性不够 ,缺乏主动和有效的顶层设计 ,对

国内外的合作需求的挖掘 、整合不够 ,以我为主的大

型国际合作项目不多 。

新形势下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几点

思考

经过改革开放 余年的发展 ,我国科技发展走

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这个阶段的几个特征是 科

研硬件环境极大改善 ,但软件环境相对滞后 科研规

模极大提升 ,但发展质量相对滞后 显性的产品创新

和制造水平极大提升 ,但隐性的知识创造和科学发

现相对滞后 。总的来说 ,我国科技实力还将强未强 ,

这个阶段尤其需要我们理性客观看待 自身发展成

就 ,戒骄戒躁 ,扎实奋进 ,切实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

力 ,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 。现阶段以下几点应引起

我们重视 。

加强研发投入强度 ,改善投入结构

我们应坚定不移地加强研发投人 ,切实提高研

发投入强度 ,确保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纲要 》提出的到 年研发投人占 比重提高

到 以上的目标得以实现 。同时 ,应进一步改

善研发投人结构 ,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力

争使其分别达到研发投人总额的 和 的水

平 ,以提高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夯实发展基础 ,增强

发展后劲 。

大力扶植自主创新 ,推动产业升级

尽管近期部分外国公司关于中国投资环境恶

化 、排斥外资企业的言论甚嚣尘上 ,但正如 《欧洲创

新排行榜 》报告的作者之一荷兰马斯特里赫大学研

究员胡戈霍兰德斯 教授所言 ,新

兴经济体在起步时比较弱小 ,采取保护本国企业的

工业政策 ,直到它成长壮大是很正常 ,当年欧美国家

的工业起步也都采取过类似政策 ' 。我们在继续鼓

励企业加强研发投入 ,促进产学研结合的同时 ,应坚

持通过政府采购支持 、税收优惠鼓励等多种措施促

进我国企业的发展 。尤其在新能源 、新材料和生物

制药等新兴产业领域 ,应加大投入促进技术研发和

应用 ,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抢占未来新兴产业的制

高点 。

遏制学术不端行为 ,净化科研环境

目前我国科学研究中的浮躁作风和急功近利倾

向不容忽视 ,科研道德建设需要大力加强 。为此首

先要加强和改进科研评价制度 ,这是杜绝浮躁作风

的根本 。目前国家层面的努力已经不少 ,问题是缺

乏真正有效的传导机制让基层科研教育部门执行下

去 。西方发达国家科研道德建设有一个完整的体

系 ,从政府部门 、学会 、学术机构都有一整套结合实

际的规章制度 ,既有强制力的规章 ,又有指导性的实

践指南等 。我们在制度层面的软件建设需要大力加

强 。其次是监督和惩处机制需要落到实处 ,只有通

过惩处制度的严格执行 ,让潜在违规者却步 国外严

重的学术不端行为的代价往往是学术生涯的完结 ,

才能够真正发挥制度的作用 。

转变国际合作思路 ,提高国际合作水平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科研水平的提升 ,西方国

家在科技领域与我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意愿明显增

强 。例如 ,欧盟非常希望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环

境 、新材料 、生物技术和医学等领域与我国开展实质

性研究合作 ,我应因势利导 ,大力加强与西方国家的

科技合作 ,加大经费投人 ,开拓合作思路 ,创新合作

机制 ,打造新的合作亮点 。应摒弃被动等待援助型

合作的想法 ,积极发展平等互惠的对等合作 ,加强顶

, 潇阳 中国技术革新能力正在赶超欧盟国家 德国之声中文网 , 年 月 日 参见 印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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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设计 ,力争孕育发展几个以我为主的有影响的大

型国际科技合作项 目。在这方面 ,科技部和国家发

展与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 《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

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此外 ,应

进一步开阔思路 ,加强引智力度 ,例如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 年实施的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 ,

专门资助外籍 非华裔 科学家到中国开展研究工

作 ,搭建青年一代的合作桥梁 。总之 ,随着我国经济

实力的增强和研发水平的提高 ,我们有实力 、有能力

开拓更多的合作空间 ,搭建更多的合作平台 ,加强科

技领域的开放与合作力度 ,为提高我国科学研究水

平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营造更好的国际合作环境 。

参 考 文 献

」

二

仁 〕

, , , 一

、

, ,

,

一

即 呢 一 ,

,

兮 食 卜

〕

一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口 , , , 、

,

」国家统计局 、科技部 、财政部 。。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人统

计公报 , 年 月 日

〕 ,

、 一

,

〕 , 。 , ,

, , , , ,

〕 , , 一 ,

,

八 、

一

。 , , 。。 少

邑 ,

衣

一 ,

。 农

, 邑
一

记 , 邑 , 一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