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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国内外权威报告的统计数据，分析近 15 年来全球科技投入格局的演变和发展趋势、

各国（地区）政府推动科技创新投入的目标和举措、中国科技投入在全球所处的位置及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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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科技创新投入格局与发展趋势研究

近年来，面对日益加剧的国际科技竞争，世界

主要国家（地区）都将发展目标瞄准了新一轮的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强科学研究与创新战略部署，

增加科技创新投入，抢占未来科技经济发展的先机。

本文根据国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及相关数

据，力求从全球视野分析和把握近 15 年全球科技

投入的基本趋势及中国科技投入的水平，以期为我

国科技投入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1　全球研发投入格局不断发展变化

1.1　全球研发投入持续快速增长，知识和技术密

　　 集型经济竞争日益加剧

根据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 2018》[1]，按当前购

买力平价计算，从 2000 年到 2015 年，全球研发总投

入（即实际支出，下同）已由 0.72 万亿美元增长至

1.92 万亿美元，增幅达 166%，年均增长 6.7%，这说

明世界各国在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经济发展方面的竞

争不断加剧。此间，中国是全球研发投入增长的最

大贡献者，中国研发投入增量占全球增量（1.2 万亿

美元）的 31％，其次是美国（19％）和欧盟（17％），

然后是日本（6％）和韩国（5％）。在全球知识密

集型商业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领域，美国近 10 年一

直处于霸主地位。2015 年，美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增加值占全球的 31%，欧盟占 21%，中国占 17%（位

居第 3）。美国高技术制造业产出也占全球的 31%，

中国位居第 2（24%），中国工业近 10 年的快速发

展使中国的这一全球份额翻了一番多。

1.2　研发投入主要集中在亚、美、欧三个地区，

　　 总体上呈东升西降之势

2000 年以来，全球约 90% 的研发投入集中在

北美、欧洲和亚洲，不过北美和欧洲占全球研发

投入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北美从 40% 下降到

28％，欧洲从 27％降至 22％，东亚、东南亚和南

亚地区则从 25％上升至 40％，预计亚洲的这种上

升趋势短期内不会结束（见图 1）。

就单个经济体看，研发投入地域分布的集中

情况更加显著。第一梯队是遥遥领先的中美两国，

2015 年美国仍居第 1（4 970 亿美元，占全球研发投

入的 26%），中国位居第 2（4 090 亿美元，21%）；

第二梯队是日本（1 700 亿美元，9%）和德国（1 150 亿

美元，6%）；第三梯队是韩国（740 亿美元，3.9%）、

法国（610 亿美元，3.2%）、印度（500 亿美元，

2.6%）和英国（460 亿美元，2.4%），各占全球研

发总投入的 2%~4% 不等；巴西、俄罗斯、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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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和意大利构成第四梯队，其研发投入介于 300 亿

美元至 380 亿美元之间，各占全球研发总投入的 2%

左右；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班牙为第五梯队，其

研发投入介于 200 亿美元至 270 亿美元之间，各占全

球研发投入的 1％左右。2015 年，美中两国合计占了

全球研发总投入的 47％，前 3 个梯队 8 个主要国家

和地区合计占到全球研发总投入的 74％，前 5 个梯

队 15 个经济体则占到 85％ [1]。

1.3　发达经济体研发投入强度相对更高，且呈增

　　 长态势

与研发投入规模不同，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投

入占 GDP 的比重）最高的是几个较小的发达经济

体。2015 年，以色列和韩国几乎并列榜首，两国

研发强度分别为 4.3％和 4.23％，瑞士第 3（3.4%），

日本第 4（3.29%）。德国、美国、法国、中国、

英国和印度分别为 2.93%、2.74％、2.22%、2.07%、

1.70%、0.63%。2000—2015 年间，欧盟整体研发

投入强度逐渐提高，从 1.67% 增长到 1.96%，但距

离其 2020 年整体达到 3% 的目标还相去甚远。几

个主要国家中，除了印度从 0.74% 下降到了 0.63%，

其他都保持上升态势。美国从 2.61% 提高到 2.74%，

日本从 2.91% 提高到 3.29%，德国从 2.39% 提高

到 2.93%，法国从 2.08% 提高到 2.22%。中国和韩

国是研发强度上升最快的国家，中国从 2000 年的

0.89% 跃升至 2015 年的 2.07%，韩国从 2.18% 跃

升至 4.23%[1]，如表 1 所示。数据表明，科技经济

图 1　全球研发投入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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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0—2015 年主要经济体研发投入强度（%）

年份 美国 欧盟 法国 德国 英国 中国 日本 韩国 印度

2000 2.61 1.67 2.08 2.39 1.64 0.89 2.91 2.18 0.74

2001 2.63 1.69 2.13 2.39 1.63 0.94 2.97 2.34 0.72

2002 2.54 1.70 2.17 2.42 1.64 1.06 3.01 2.27 0.71

2003 2.54 1.69 2.11 2.46 1.60 1.12 3.04 2.35 0.71

2004 2.48 1.66 2.09 2.42 1.55 1.21 3.03 2.53 0.74

2005 2.49 1.66 2.04 2.42 1.57 1.31 3.18 2.63 0.81

2006 2.54 1.68 2.05 2.46 1.59 1.37 3.28 2.83 0.80

 ◇姜桂兴：全球科技创新投入格局与发展趋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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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的国家更重视研发投资，其研发强度也相对较

高。

1.4　中国研发投入增长强劲，成为全球研发增长

　　 的主要驱动力量

尽管美国和欧盟仍是全球研发的主要投入者，

但其世界占比不断显著下滑。从 2000 年到 2015 年，

美国在全球研发投入中的占比已由 37% 降至 26%，

欧盟也由 25% 降至 20%，而同期中国则从 1.5% 上

升至 21%[1]，成为全球研发投入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和研发活动最密集的地区。中国也是全球研发投入

增量最大、增速最快的国家，2000—2015 年期间，

中国研发投入增量占全球增量的 31%，年均增速

高达 18%，远高于全球 6.7％的平均增速，更高于

增速位于全球平均水平的美欧。不过，中国研发投

入中基础研究只占 5% 左右，与其他国家 15% 的

比例相去甚远，这既反衬出中国企业对研发投入的

重要作用 , 也说明中国研发投入结构较为失衡、基

础研究投入不足的局面尚未实现根本转变。

2　各国（地区）政府大力增加科技创新投

　………资，支撑未来经济社会发展

2.1　美国特朗普政府削减科研预算遭拒，2018 财

　　 年法定研发预算增幅创历史新高

美国原奥巴马政府一直极力主张增加研发投

入，2015 年版《美国创新战略》强调联邦政府投

资要为创新提供基本保障，加强美国创新系统四大

基础要素——基础研究、高质量的 STEM（科学、

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21 世纪先进物质基础

设施和下一代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 [2]。2017 年

特朗普上任后拟大幅削减联邦政府科技预算，但连

续两年遭国会拒绝，最终通过的 2018 财年综合拨

款法不仅没削减联邦研发预算，反而空前地将其增

加至 1 768 亿美元，增幅高达 13%，创近 10 年之最 [3]，

生物医学、能源、航空航天等领域的一批重大研发

项目（特别是颠覆性技术研发）和大科学工程及设

施获得充足资金保障。

2.2　欧盟酝酿新的研发框架计划，设立欧洲创新

　　 理事会助推颠覆性创新

欧 盟 委 员 会 正 在 酝 酿 新 的 研 发 框 架 计 划

（2021—2027 年），其预算有望达到 1 000 亿欧元，

较之目前实施的“地平线 2020”计划的 800 亿欧

元增加 25%，并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营商环境，

鼓励和吸引私营投资。作为完善欧洲创新体系的重

大举措，欧盟将设立欧洲创新理事会，重点推进突

破性和颠覆性创新。创新理事会试点业已启动，

2018—2020 年预算为 27 亿欧元 [4]。未来创新理事

会将支持风险更高的项目，并加快初创企业的商业

化和扩张速度。

2.3　英国力保科研经费预算，研发税收优惠再创

　　 新高

英国政府在财政开支极为紧张和“脱欧”可能

导致获得欧盟科研经费锐减的情况下，承诺 2016—

年份 美国 欧盟 法国 德国 英国 中国 日本 韩国 印度

2007 2.61 1.69 2.02 2.45 1.63 1.37 3.34 3.00 0.81

2008 2.75 1.76 2.06 2.60 1.64 1.44 3.34 3.12 0.87

2009 2.80 1.84 2.21 2.73 1.70 1.66 3.23 3.29 0.84

2010 2.73 1.84 2.18 2.71 1.68 1.71 3.14 3.47 0.82

2011 2.75 1.88 2.19 2.80 1.68 1.78 3.24 3.74 0.83

2012 2.69 1.92 2.23 2.87 1.61 1.91 3.21 4.03 —

2013 2.72 1.93 2.24 2.82 1.66 1.99 3.31 4.15 —

2014 2.73 1.95 2.23 2.88 1.68 2.02 3.40 4.29 —

2015 2.74 1.96 2.22 2.93 1.70 2.07 3.29 4.23 0.63

续表

·科技计划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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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政府科学投入总额将达 263 亿英镑，并加

强与产业界及社会各界的合作，推行最具国际竞

争力的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力争未来 10 年内使英

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增加 800 亿英镑，到 2027 年将

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例提高到 2.4%（2015 年为

1.68%），最终实现 3% 的长期目标 [5]。自 2015 年

4 月 1 日起，英国将企业研发支出税收抵扣率由 10%

提高到 11%，2018 年 1 月 1 日起又进一步提升至

12%。

2.4　德国研发投入持续增长，国计民生未来项目

　　 仍是投资重点

近年来德国研发投入持续增长，2015 年达到

破纪录的 900 亿欧元，率先实现欧盟提出的占 GDP 

3% 的目标，其中 2/3 来自企业。德国联邦政府的

目标是与联邦州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到 2025 年

将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提高到 3.5%[6]。为此，

德国政府对研发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2016 年德

国联邦政府研发预算同比增长 6%，2017 年再次增

长 9%，达到 172 亿欧元，居欧盟国家之首。德国

政府重点支持数字经济、可持续能源、健康医疗、

智能交通和公民安全等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

大的研究主题。2017 年联邦政府研发预算分布在

21 个领域中，其中健康研究和卫生经济领域最多，

占 14%，达 24.2 亿欧元；能源研究与能源技术、

气候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航空航天、人文经济与社

会科学、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基础研究大型设备等

6 个民用领域经费均超过 10 亿欧元。

2.5　法国增加高等教育与研究预算，新政府推出

　　“大投资”计划

2017 年法国政府发布《高等教育与科研白皮

书》，提出未来 10 年（到 2027 年）将法国科研经

费投入占 GDP 的比重从目前的 2.23% 提高到 3%，

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占 GDP 的比重从 1.4% 提高到

2%。未来法国将在高等教育与科研领域增加 100 亿

欧元的财政支出 [7]。马克龙新政府针对法国社会面

临的主要挑战，还提出 5 年总额 570 亿欧元的大投

资计划（2018—2022 年），重点投资四大领域：

一是加速生态转型（200 亿欧元），包括改进建筑

的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生产，实施智慧和可持续

城市项目和开发替代能源资源。二是建立技能型社

会（150 亿欧元），包括培训和资助 200 万低技能

工人就业、创造新的教育和培训模式等。三是通过

创新提升竞争力（130 亿欧元），包括支持法国的

卓越科学研究，加强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建设，推

动企业创新，鼓励人工智能、大数据开发利用、纳

米技术等未来产业发展等。四是建立数字化国度

（90 亿欧元），包括加快公共服务机构的数字化

转型、100% 实现公共服务电子化，加速健康和社

会融合数字化、推动医院设备现代化和支持医学研

究等。

2.6　日本实施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力争研   
　　 发强度迈上新台阶

日本多年来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一直保持

在 3% 以上（2016 年为 3.42%），无论是研发投入

总额还是研发强度，都位居世界第 3。2016 年日

本政府发布的《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

2020）》提出，未来 5 年要使日本政府研发投入

达到 GDP 的 1%（26 万亿日元），全社会研发投

入达到 GDP 的 4% 以上 [2]。日本政府在深入分析

未来经济社会前景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科技创

新的重要性，以未来超智能社会（Society 5.0）建

设需求为引导，强化科技创新统筹管理，力图通

过科技创新破解少子老龄化等社会问题，在未来

产业技术革命中把握先机。自 2017 年起设立“未

来社会创造项目”和“官民研究开发投资扩大项目”

（PRISM）两大新的科研资助计划，目的是立足

社会和产业发展需求，从综合经济和科技视角提

出未来社会课题的解决方案，努力达到政府研发

投入占 GDP l% 的目标，并以此促进民间投资达到

政府投入 3 倍的目标。

3　全球企业研发投入增长势头强劲

据《2017 年欧盟产业研发投入记分牌》[8] 报告

对全球研发投入排名前 2 500 家企业（占全球企业

研发总投入 90% 以上）所做的调查，2016 年，全

球企业研发投入连续 6 年保持增长，总额达 7 416 亿

欧元，同比增长 5.8%，远高于其净销售额 0.1% 的

增长幅度。

3.1　美国企业研发投入遥遥领先，中国企业研发

　　 投入增速最快

2016 年，研发投入排名前 2 500 的企业（分布

于 43 个国家）中，美国占 822 家（占全球企业研

 ◇姜桂兴：全球科技创新投入格局与发展趋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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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投入总额的 39%），欧盟 567 家（26%），日本 365 家

（16%），中国 376 家（8%），其余 370 家（13%）分

布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美国入选企业的数量和

企业研发投入都遥遥领先，且 10 年来研发投入略

有增长；欧盟次之，基本维持在 26% 左右；日本

入选企业数 2016 年首次被中国超过，其研发投入

仍高于中国，但研发投入全球占比已从 2007 年的

24% 下降至 16%。美国企业研发强度（企业研发

投资与销售额之比）达 6.2%，远高于全球 4.1% 的

平均水平，更高于欧盟（3.5%）、日本（3.5%）和

中国（2.8%）。

中国企业研发投入过去 10 年增长迅速，2016 年

达到 618 亿欧元，同比增长 18.8%，虽然较 2015 年

的 24.7% 有所回落，但增速依然全球第一。美国

和欧盟企业研发投入继续显著增长，增速分别为

7.2% 和 7%，已接近 2008 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日本企业研发投入则出现 3% 的负增长。

3.2　企业研发投入主要分布在生物制药、信息技

　　 术和汽车三大行业

2006—2015 年， 全 球 研 发 投 入 排 名 靠 前 的

企业尽管分属多个行业（36~41 个），但前三大

高、中研发强度行业——制药与生物技术（占比

17.7%~19.3%）、技术硬件与设备（14.4%~18.3%）、

汽车与零配件（15%~17.1%）约占全球企业研发总

投入的 50%，前 15 个行业占比更是高达 92%。同时，

研发投入增长最快的行业逐渐由早前的传统行业石

油与天然气、银行、建筑与材料变为了现今的新兴

行业软件与计算机服务业。

3.3　中国企业创新投入总体水平偏低，但信息通

　　 信技术产业研发投入增长强劲

近年来中国企业入选记分牌的数量逐年增多，

由 2008 年的 10 个迅速上升到 2016 年的 376 个。

不过，中国进入前百强的企业尚未超过 7 个，进入

前 50 强仍然只有华为 1 家。2016 年，中国企业研

发投入强度首次提高到 2.8%，仍低于全球（4.1%）的

平均水平，不到美国的一半（6.2%）。

中国入选 2016 年记分牌企业的研发投入 44.1%

出自信息通信技术产业，12.5% 出自汽车产业，健

康医疗产业只占 3%。近 5 年中国研发投入 50 强

企业的行业分布虽然一直是汽车及零部件、建筑及

材料等传统行业占据主导地位，但信息通信技术产

业的崛起速度非常快。2015 年，中国软件业研发

投入同比增长达到 38.3%，增速远超欧美，绝大多

数中国软件企业自入榜以来研发投入都保持了两位

数增长；硬件企业研发投入整体增长 35%，其中

华为增长 46.1%、中兴增长 34.1%、联想增长 20.2%。

4　结论与建议

4.1　全球研发投入在持续增长中呈现明显分化的

　　 趋势

总体而言，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主要国家

都十分重视研发投入。但在研发投入强度不可能无

限提高的前提下，各国研发投入总量最终会受经济

实力、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等各种条件的刚性约

束，经济发展后劲越足、GDP 越高、政府组织和

调动力越强的国家，研发投入持续增长的可能性

也越大。当前全球研发投入在持续增长中呈现明

显分化的趋势——中美两强地位稳固，其他国家

难以望其项背，且差距可能越来越大，但中美之

间差距会越来越小 [2]。2000 年，中国研发投入只

有美国的 4%，2015 年已达美国的 82%（购买力平

价），美国《研发杂志》预测未来 10 年（到 2027 年）中

国研发投入将超过美国，届时两国占全球的份额还

将会上升，进一步拉开与其他国家的差距。

4.2　随着科技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应对社会

　　 挑战的根本力量，科技投入的社会需求导向  
　　 越来越明显

以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为主

的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成为各国家重点投入以抢占

科技制高点的鲜明标志；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将

可持续增长和民生福祉作为首要的科技发展目标，

医疗健康、能源环境等领域成为公共研发投入的重

中之重；美日英等国重新聚焦产业发展，打造多元

化和具有竞争力的工业基础；创新创造成为决定企

业未来的关键要素，加之各国政府产业及财税政策

的牵引，创新型企业更加重视研发投资，生物技

术、信息通信和汽车等高技术行业增长势头尤为强

劲 [2]。

4.3   中国研发投入增长动能强劲，问题也比较突出

中国十多年来的研发投入增速（20%）、投入

总量（世界第 2）和投入强度（翻了一番）都十分

引人注目，且目前中国研发投入的两大特点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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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投入总量仍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一是中国的

研发强度只有 2.12%（2017 年），与很多创新型国

家（地区）2.5% 以上的水平差距较大，在 GDP 中

高速增长的前提下，研发投入总量仍有很大增长空

间；二是中国约 75% 的研发投入来自企业，这一

比例超过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地

区）。鉴于企业天然的逐利性，在企业研发投入占

主体、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还较低（不到 2.8%）的

情况下，中国研发投入增长的动能十分强劲。[2]

然而，中国研发投入仍存在两个比较突出的问

题，一是基础研究投入比重较低，只占研发投入的

5.1%，源头创新能力不足；二是领先的创新型企

业比较少，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普遍偏低。在全球排

名前 2 500 的企业的研发总投入中，中国仅占 8%（美

国 39%），特别是在全球研发强度最高的制药和

生物技术产业，中国尚无具有代表性的企业。这些

不足将严重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持续创新能力和中

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4.4　对我国科技创新投入的几点建议  
（1）稳定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应根据建设创

新型国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的要求，

参照主要创新型国家（地区）的基础研究投入水平，

持续稳定提高全社会基础研究投入，力争到 2035 年

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

比重至少达到 15% 以上，到 2050 年成为世界科技

创新强国时，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也

相应地居于全球领先地位。

（2） 加强对国际科技前沿重点领域的谋划布局。

我国基础研究相关资助计划和专项按学科领域布局相

对均衡，学科间差异不大，对生命科学等弱势学科的

支持力度低于其他科技强国（地区）[9]。建议加强对

国际科技前沿重点领域的资助，在继续强优势的基础

上注重补短板，如加大对脑科学、微生物学、免疫学

等生命科学的支持力度，夯实我国生物技术、健康医

疗产业发展的根基，弥补我国产业发展的短板。

（3）进一步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资力度。研

发经费的绝对投入是企业有效创新的重要保障。应

采取各种措施鼓励企业投资研发活动，尤其是需求

导向的、开展行业关键共性问题的应用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提高企业自身乃至整个行业

的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4）立足国家安全，集中力量突破一批关键

核心技术。针对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卡脖子”的技

术领域和环节，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拿出当年突破

“两弹一星”的精神和勇气，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抓

紧尽快突破一批核心技术。从国际形势发展和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看，当务之急是采取有效措施，

在半导体加工设备、半导体材料、高端芯片、超高

精度机床、工业机器人、高端轴承、高强度碳纤维、

高精度光学仪器等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技术

领域实现突破，尽早形成自主可控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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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authoritative reports at home and abroad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global R&D investment pattern in the past 15 years, the goals and 
measures of major countries' and districts' governments to promote the investment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nd the position and problems of China's R&D investment in the world. And then suggestions are 
made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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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China can enter the ranks of innovative countries in 2020 and basically 
complete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with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eeply 
understand and analyze the strategic plan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innovative countries. So, this paper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basic content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the American innovation strategy, and considers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ning at the present stage,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related to China’s fu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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