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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创新指数》是国际上评价经济体创新能力的核心报告之一。本文基于该报告分析了全

球创新格局及中国的创新表现，从中国创新能力提高和统计方法因素两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全球创新指

数排名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原因，并总结出若干有关创新能力提升的启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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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10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

国康奈尔大学、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联合

发布《全球创新指数 2016》。该报告由英士国际商

学院于 2007 年创立，每年发布一次，今年已是第 9

版。今年的指标体系由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 2 项二

级指标、7 项三级指标和 82 项基础指标构成，对全

球 128 个经济体的创新能力进行评估。所测量的经

济体占世界人口的 92.8%，占世界 GDP（按当前美

元计）的 97.9%[1]。在本次排名中，中国排第 25 位，

比 2015 年前进 4 位，成为第一个跻身创新排名前

25 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该报告为我们全面认识世

界创新格局、分析中国创新特征提供了研究基础。

1 全球创新格局及中国的创新表现 

《全球创新指数 2016》的主题为“全球创新，

致胜之道”，旨在从双赢的角度对全球创新进行分析。

全球创新的收益可以随着知识和人才不断跨境流动

而广泛共享，全球化的创新战略使各方实现共赢。

1.1 全球创新格局多元化趋势明显，创新差距依

　　 然存在

2016 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整体稳定，不同收

入水平的经济体之间存在难以跨越的创新差距。

根据报告，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依次为：瑞士、瑞

典、英国、美国、芬兰、新加坡、爱尔兰、丹麦、

荷兰和德国。其中，瑞士连续 6 年高居榜首，瑞典

继 2013 年后再次回到第 2 名，英国降至第 3 位。

美国和芬兰均上升了 1 位，排名分别是第 4 和第 5。

新加坡、爱尔兰和丹麦较 2015 年的排名均有所上

升，稳居前 10 行列。荷兰下滑 5 位降至第 9 位，

德国取代卢森堡（第 12 位）跻身前 10，成为今年

排名前 10 位中唯一的新成员。高收入经济体占据

了排行榜前 24 位。中高等收入经济体中，中国位

列第一，马来西亚（第 35 位）、保加利亚（第 38 位）、

土耳其（第 42 位）、哥斯达黎加（第 45 位）紧随

其后。金砖国家中俄罗斯排名第 43 位，南非第 54 位，

印度第 66 位，巴西第 69 位。

创新排名前列的高收入经济体呈现多元化特

点。2016 年位列前 24 位的创新国家中，不仅有来

自北美和欧洲的经济体，如，美国、加拿大（第

15 位）、瑞士、英国、德国等，还有来自东南亚、

东亚和大洋洲的经济体，如新加坡、日本（第 16 位）

和澳大利亚（第 19 位），以及西亚的经济体以色

列（第 21 位）。尽管研究和创新活动的全球化程

度日益提高，但大部分创新活动集中在高收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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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巴西、中国、印度、南非等中等收入经济体。

2016 年的创新排名显示，只有中国缩小了与美国

等富裕国家在研发支出和其他创新投入及产出指标

方面的差距。正如《2016 美国科学和工程指标》[2]

报告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报告》[3] 所述，在

研究和创新领域已形成多极世界，全球创新鸿沟尚

未得到克服。

不同收入经济体之间既表现出明显的创新差

距，又具有各自明显的创新优势。高收入经济体中，

排在第 11 至 24 名的一些高收入经济体——如韩国

（第 11 位）、加拿大（第 15 位）、日本（第 16 位）

和爱沙尼亚（第 24 位），它们在多个三级指标（包

括制度、基础设施和创意产出）上的表现高于前 10

名国家的平均水平。中高收入经济体组别与中等收

入经济体组别之间存在较大创新差距，特别是在制

度、人力资本和研究、基础设施以及创意产出指标

等方面。中国在所有三级指标上的表现尚无法与任

何前 10 名的国家比肩，但在商业成熟度与知识和

技术产出上的得分高于同一群体的其他国家。

当前，创新正在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全球创新

可以避免陷入持续低增长模式，全球创新的思维模

式有利于建立新的全球治理框架。政府一方面要引

导执行创新的激励措施，另一方面也要给创新足够

的发展空间。 

1.2 中国创新能力继续提升，在提高创新质量道

　　 路上奋起直追

今年的创新排名中，中国成为第一个跻身前

25 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在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之间差距方面迈出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一步。

在 82 项基础指标中，中国在高技术出口比例、知

识型员工、15 岁青少年能力（阅读、数学与科学）

评估、公司培训、本国人专利申请量等 10 项指标

中位居全球第一位。在全球性公司研发收入、知识

与技术产出、无形资产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此外，

中国在多个关键指标上具有显著进步，如，研发总

支出、ICT 服务进口、本国人专利申请数量和引用

文献 H 指数等，以及反映创新人力资本开发和创

建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受教育年数、高等教育入境

留学生和前三名高校的平均得分排名等。尽管如此，

中国在政府监管环境、高等教育、单位能源产生的

GDP 贡献量等指标中的排名依然相对靠后。

中国的创新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创新质量是审

查高校水平、科学出版物和国际专利申请量的顶级

指标。日本、美国、英国和德国四个经济体在创新

质量中脱颖而出，中国这一指标排名升至第 17 位，

缩小了与高收入经济体的差距，成为中等收入经济

体的领头羊。与高收入经济体相比，中国在本地大

学质量和引用数量方面的得分高于高收入组别的平

均分，与高收入组别中创新质量位列前 10 位的若

干经济体的得分持平或更高。尽管在专利申请上，

中国仍然低于高收入组别的平均分；但从关键创新

投入和产出指标的绝对水平看，随着研发支出的

迅速增长，中国 2014 年的研发总支出约占全球的

21%，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位。在研究人员数量

和科学论文的绝对数量、本国人专利申请量等产出

指标方面也在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从创新效率比来

看，中国是唯一进入前 10 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2 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取得突破性进展

　    的原因解析

《全球创新指数 2016》报告中，中国创新排

名取得突破性进展，从上年的第 29 位提升至第 25

位，进入前 25 位排行榜。这标志着中国正式以中

等收入经济体的身份打破长期以来高收入经济体占

据创新排名前列的格局。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创新

能力的显著提升，越来越多地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另一方面，报告由于内在的统计方法因素的存在，

也会对中国创新排名带来影响。

2.1 中国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与持续加大科技创

　　 新投入密切相关

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 2016》排名中取得突破

性进展，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创新能力的显著提

升。近年来，中国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科

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日益增强，科技

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这些成就与中国长

期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密切相关。如今，中国全

社会研发经费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

量位居世界首位。随之而来的是创新产出能力显著

增强。中国研究人员发表的 SCI 论文数量已连续多年

稳居世界第二位，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居世

界前列 [4]。这标志着中国在创新资源储备、原始创新

能力、创新活跃程度等方面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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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企业创新所依赖的市场环境明显改善。企业融资渠

道不断拓宽，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渠道进一步畅通，

国内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企业创新活动的顺利开

展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全球创新指数研究显

示，中国市场成熟度指标的国际排名已经由上年的

第 59 位提升至第 21 位。中国的创新商业环境不断

优化，知识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从业人员的技术

能力和知识水平显著提高，产学研合作进一步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一步完善。从全球创新指数报

告的研究结果看，今年中国商业成熟度指标的排名

已经从上年的第 31 位快速跃升至第 7 位。

2.2 指标体系调整等统计方法因素的影响

《全球创新指数》指标体系的特点是每年均有

变化和调整 [5]。这些基础指标的变化会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经济的创新排名，中国排名的变化也必然受

到此类统计方法的影响。今年全球创新指数指标体

系变动较大，而这些基础指标的调整对中国创新排

名带来了积极影响 [6]。中国在新增的四项指标中表

现尤为出色，其中全球前三位研发公司平均支出指

标中国排名第 9 位，国内市场规模指标中国排名第

1 位，研究人才在企业中的占比指标中国排名第 9 位，

每 10 亿美元 GDP 本国人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量指标

中国排名第 1 位。这些新增指标会直接提升上一级

指数排名，从而对整体排名带来影响，如研究人才

在企业中的占比指标直接提升了商业成熟度的排名；

贸易、竞争和市场规模指标直接提升了市场成熟度

的排名；每 10 亿美元 GDP 本国人工业品外观设计申

请量直接提升了创意产出中无形资产的排名。这种

指标体系的变动会带动中国创新排名的整体提升。

与此同时，全球创新指数的指标数据存在大

量滞后现象，很多数据有缺失，不能及时反映相应

国家的创新变化，这也会对经济体创新排名带来影

响，如，教育支出在 GDP 中的占比指标，排名第

一位的博兹瓦纳的数据为 2009 年，排名第四位的

纳米比亚数据为 2010 年；高级学位女性员工在总

就业中的占比指标，排名第一位的白俄罗斯的数据

为 2009 年。中国指标数据缺失的情况也比较多，如，

中国的知识密集型就业占比、中学生人均政府支出

在人均 GDP 中的占比、科学和工程专业毕业生占

比等，缺失数据的指标比例为 8.5%。这些数据的

缺失必然会对中国创新排名带来消极影响。

3 启示与建议

《全球创新指数》是一项每年编制的国际创新

表现评价报告，它一直对创新的衡量方式进行更新

和改进。由于 2016 年有 13 个经济体未被纳入，加

之评价指标体系变化、数据缺失等统计方法因素的

影响，连续两年创新排名之间可比性较差。但不可

否认的是，该报告总体上对全球 100 多个经济体进

行评价，在反映全球创新格局方面具有参考价值，

也为中国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带来了启示。

（1）持续稳定的创新投入，为创业和创新提

供足够的空间。无论是长期位居创新排名前 25 位的

国家（地区），还是如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等在创

新领域取得了持续快速进展的国家（地区），其共

同模式都是通过提供稳定的研发支出，保持创新处

于关键的优先地位 [7]。可见，持续稳定的创新投入

是创新创业活动开展的有效保障。尽管自 2014 年起，

美国、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等特定高收入国家的研

发经费增长呈现减缓趋势，但 2016 年各国政府加大

研发投入的利好政策以及中国、韩国等新兴国家的

强大贡献，已经遏制住全球研发经费增长持续走低

的势头，这为全球创新创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2）增强创新活动主体的多元化，促进全球创

新能力的提高。全球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关键是寻找

新的生产力源头和未来增长点，通过高质量的创新投

入和产出创造健康、富有活力和成效的创新生态

系统 [8]。长期以来，全球创新活动主要依靠部分发达

国家来实现，发展中国家发挥的能力有限，主要靠中

国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驱动。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美国、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等特定高收入国家的创新

投入增速趋缓，中国研发经费增长速度也创 1998 年

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如巴西、哥伦

比亚、墨西哥和南非）的研发增速也在减缓。因此，

当务之急是如何更为系统地将研发扩展至其他中低收

入经济体，增强创新活动主体的多元化，避免过于依

赖有限几个国家带动全球研发的增长。

（3）建立完善的创新体系，继续提高创新质

量。 完善的创新体系需要充分的创新投入、成熟

的市场、蓬勃发展的商业部门和与创新主体的紧密

联系。研发的绝对支出，以及国内研究人员、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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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程领域毕业生发表论文或科学论文的绝对数

量，都不是评价创新体系的唯一指标 [9]。应避免完

全采用量化方法，而应注重提升大学、科学产出和

专利的价值，最终提高创新质量。近年来，中国在

各项总量指标方面表现良好，应该以此为基础，通

过完善创新体系，继续加大创新投入力度，持续改

善市场环境和商业环境，增强创新主体的活力，促

进创新质量的稳定提高。

（4）客观看待排名，促进创新能力再上新台

阶。《全球创新指数》试图建立一个能够反映各个

国家创新能力的完整的指标体系，因此不可避免地

存在指标调整、数据缺失等问题，对评价结果的科

学性带来一定的影响。事实上，从历年评价结果来

看，中国的排名处在波动中。2007—2010 年排名

从第 29 位连续下降到第 43 位，2011 年大幅提升

至第 29 位，2013 年下降至第 35 位，2014 年又大

幅提升 6 个位次，2016 年提升 4 个位次至第 25 位。

因此，要客观看待中国的排名，合理分析和应用报

告结果。要聚焦报告所提供的核心指标，解析中国

科技创新的成就与不足，并通过制定关键有效的措

施来促进创新能力提升，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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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hina’s Innovation through
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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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6 is one of the core reports to evaluate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of 
econom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paper analyzes global innovation pattern and China’s performance, discusses the 
reasons of China’s breakthrough in global ran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mprovement of China’s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statistics methodology, and concludes several suggestions on improvement of China’s innovation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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