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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以来，世界各国将科技创新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行动，纷纷出台政策

措施支持全社会从事科技创新。本文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新冠病毒科技创新政策数据库信息，

对 56 个国家和地区出台的 935 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科技创新政策进行梳理分析，从政策工具的视

角剖析了28 种政策工具，并对主要类别政策工具和典型国家的相关政策进行了介绍。研究发现，新冠

肺炎疫情激发了世界各国科技创新政策的调整和突破，或对后疫情时代的科技创新政策产生长远影响。

本文建议我国借鉴国外做法，加强政策开放性，强化政策融通与协调，重视科学决策，提升后疫情时

代科技创新的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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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造成难以估量的重大影

响，通过科技创新应对疫情危机已经成为世界各国

的共识。主要国家和地区先后出台大量科技创新政

策应对危机，将对全球科技创新政策的长期走向产

生影响。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结束，系统梳理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科技创新

政策工具，深入理解科技创新政策的内涵，复盘国

外科技抗疫的行动，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制定后疫情

时代的科技创新政策。

1　文献综述

检索发现，中文文献中对新冠肺炎疫情科技创

新政策的研究较少。李冰等 [1] 将应对疫情的科技政

策总结为三个方面，分别是成立科技攻关专家组，

启动应急科技攻关项目；加大对科技企业的支持力

度；开展技术转化、创新环境和平台建设以加快成

熟技术转化和推广速度。袁永等 [2] 从区域角度进行

分析，分析广东省从供给面、需求面和环境面出台

的政策，包括研发投入政策、人才政策、重大创新

平台政策、产品推广应用政策和创新文化政策等。

一些学者从国外角度进行介绍，如桂潇璐 [3] 介绍

了德国联邦政府采取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包括出台

一系列综合性科技创新战略与规划、在科研创新重

点领域进行部署、通过改革体制机制支持科研创新

等。石坤等 [4] 介绍了澳大利亚政府的做法，如加大

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促进科技成果商业化，强

化供应链建设和理工人才培养以加速疫情后经济社

会复苏。国外学者开展相关研究较我国更为丰富。

Patrucco AS 等 [5] 分析政府在危机之前和危机期间实

施的创新政策，研究创新政策促进开放创新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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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政策如何有效应对流行病。德国评估学会 [6] 召

开会议讨论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对研究、技术和创新

政策的挑战，指出疫情背景下科技创新政策需要更

多的敏捷性和灵活性。Tavernaro A[7] 提出，新冠肺

炎疫情之下，意大利缺乏连贯的科学政策路线，强

调需在政治、科研机构与公民之间等方面建立信任

关系，对话、参与和透明度必不可少。Forgione F[8]

研究认为，在 COVID-19 大流行过程中，美国国家

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的讲话成

为公民最愿意倾听的声音，因此完善的科学政策需

要保持透明。Guimaraes R 等 [9] 介绍巴西发布的卫

生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的最新提案，包括健康研

究、健康领域的生产性创新、卫生技术评估等五个

部分。文献检索发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科技创新

政策是国内外政策领域的一个前沿方向，相关研究

成果陆续发表，但是研究角度各有侧重。已有研究

多从单个国别或区域角度切入分析，鲜有对世界主

要国家和地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科技创新政策的全

景式分析，对政策工具也缺少专门关注。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

新 冠 病 毒 科 技 创 新 政 策 数 据 库（STIP COVID-19 

Watch，https://stip.oecd.org/covid/）[10] 信息开展研究。

新冠病毒科技创新政策数据库的信息源于各国对数

据库政策调查的回应，调查问卷由各国公共部门从

事科技创新政策工作的政府官员在线填写。截至

2022 年 4 月，新冠病毒科技创新政策数据库共收录

56 个国家和地区的 935 条政策措施，并按照政策主

题、国别、政策工具、政策对象、涉及金额等类别

进行分类，涉及研究、创新、教育、工业、环境、

劳工、财政等诸多领域。需要说明的是，数据库中

政策工具（Policy Instrument）的概念有别于政策（Policy 

Initiative），一项政策可能运用了多种政策工具，例

如帮扶受困企业的政策可能运用减税、政府采购、

金融支持等多种政策工具。本研究在数据库摘要信

息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度挖掘政策文本进行分析。

3　政策工具分析

数据库显示，全球出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科技

创新政策数量最多的国家是加拿大。欧盟、美国、

比利时位列其后，数量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和地区

如表 1 所示。该数据库中收录中国科技创新政策

16 条，排在第 25 位。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科

技创新政策涉及 5 大政策类别（Policy Category），

分别是直接财政支持（Direct Financial Support），

治理（Governance），协作基础设施（Collaborative 

Infrastructures，Soft and Physical），指导、监管和激

励（Guidance，Regulation and Incentives），间接财

政支持（Indirect Financial Support），具体又细分为

28 种政策工具（Policy Instrument），如图 1 所示。

使用频次排名前 5 位的政策工具分别为公共研究项

目拨款（184 次），企业研发和创新补助金（104 次），

国家战略、议程和计划（99 次），提高公众认识的

运动和其他活动（90 次），信息服务和数据集访问

（88 次）。以下根据政策工具的分类，对每一类

工具中使用频次较高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部分政策

工具进行介绍。

表 1　政策数量排名前 10位的国家和地区

资料来源：新冠病毒科技创新政策数据库。

政策数量排名 国家 / 地区 政策数量

1 加拿大 81

2 欧盟 44

3 美国 42

4 比利时 41

5 葡萄牙 35

6 挪威 32

7 芬兰 32

8 德国 31

9 俄罗斯 30

10 韩国 29

并列 10 土耳其 29

3.1　直接财政支持

主要国家和地区使用直接财政支持类政策工具

的政策数量最多（398 条）。直接财政支持类政策

工具种类最为丰富，多达 9 种（见表 2）。直接财

政支持是指，政府以提供资金的方式支持研究和创

新，资助受益群体包括高等院校、公共研究机构、

企业以及研究生等。使用此类政策工具政策数量排

名前 5 位的国家分别是加拿大（40 条）、挪威（21 条）、

美国（19 条）、比利时（18 条）、德国（1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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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半或更多都使用了直接财政支持工具。

3.1.1　公共研究项目拨款

　　公共研究项目拨款是使用频次最高的政策工

具。该工具是政府直接以研究项目的形式拨款给寻

求资助的高等院校和公共研究机构，资助其全部或

部分研究项目。资助可以是一次性拨款，也可以是

建立在公私伙伴关系上的复杂拨款方式。一般而言，

项目资助是竞争性的资助，具有明确目的且侧重短

期资助。2020 年 2 月 10 日，加拿大政府启动了一

项快速研究资助 [11]，征集医疗、社会和政策相关的

对策研究。医学对策研究项目，例如 COVID-19 的

传播和人畜共患病源等项目；社会和政策对策研究，

例如研究制定策略来对抗错误信息、污名和恐惧等。

资助计划最终资助了 99 个项目，2 年共提供 5 420 万

美元帮助解决危机。

3.1.2　企业研发和创新补助金

企业研发和创新是相对于公共研究而言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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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56 个国家和地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科技创新政策工具使用频次

资料来源：新冠病毒科技创新政策数据库。

注：使用频次是指有相应数量的政策使用了该工具。以“公共研究项目拨款”为例，各国出台的政策中，有 184 条政策使

用了这一政策工具。

表 2　直接财政支持类别的政策工具及其使用频次

资料来源：新冠病毒科技创新政策数据库。

序号 政策工具 频次

1 公共研究项目拨款 184

2 企业研发和创新补助金 104

3 公共研究的机构资助 81

4 研发和创新采购计划 43

5 企业创新贷款和信贷 16

6 研究金、研究生贷款和奖学金 15

7 卓越中心奖助金 8

8 股权融资 5

9 创新券 4

许多国家将直接财政支持作为最主要的政策工具。

例如，加拿大（49.4%）和挪威（65.6%）出台政策

·创新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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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来说，企业较少开展公共性质的研究。但是，政

府对工业界的一些研究、开发和创新活动也予以支

持。支持方式的特点，一是资金体量有限，无需偿

还；二是资助对象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三是

资助方向侧重于转化和应用，而非基础研究。西班

牙科学与创新部向中小型企业提供 5 亿欧元的直接

支持，无需任何财务担保或抵押 [12]。2020 年 5 月，

欧盟委员会批准了预算 2 100 万欧元的比利时计划，

支持在佛兰德地区生产与冠状病毒相关的医疗产

品、设备、技术和原材料，从而加速新知识在短期

内转化为实际应用 [13]。

3.1.3　公共研究的机构资助

公共研究的机构资助是指根据各种标准（例

如研究能力和绩效指标），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提供非竞争性拨款。整体性资助为这些机构提供稳

定的资源和一定程度的研究自主权。例如 2020 年

4 月，美国国会通过《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

安全（CARES）法案》，向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分

配额外紧急资金用于研究，以满足医疗对策（疫苗

和治疗开发）、诊断、基础研究、研究资源、流行

病学和研究设施建设的近期和长期需求；为国防部

国防健康计划拨款 4.15 亿美元，用于 COVID-19 的

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 [14]。

3.1.4　研发和创新采购计划

研发和创新采购计划是指公共机构委托第三

方机构进行研发或提供创新产品与服务。委托方可

以是国家和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或国有企业。不同

于为项目和机构提供资助的供给侧政策工具，研发

和创新采购计划是从需求侧直接拉动产业研究项

目、实验开发项目以及创新产品的开发和应用。受

委托方多数是企业等市场主体，而非公立研究机

构，开展的研究也面向应用。2020 年，美国联邦

政府提供至少 100 亿美元启动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15]，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

实施一揽子措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多个政府机构

参与其中，包括卫生及公共服务部（HHS）、生物

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局（BARDA）、疾病控制和

预防中心（CDC）、国立卫生研究院、国防部（DOD）、

农业部（USDA）、能源部（DOE）以及退伍军人

事务部（VA）等。联邦政府向莫德纳等 5 家拥有

候选疫苗的企业进行投资，支出 20 多亿美元从企

业采购合格的新冠疫苗。 

3.2　治理

除了提供资金用于研发以外，各国政府也从自

身角度出发，寻求提高政府效率和治理水平的方案。

相关政策包括制定长期的发展战略、加强协调和协

商、与公众对话、科学决策等。新冠肺炎疫情作为

百年不遇的重大事件，激发了政府在危机下的改革

动力。治理类政策工具数量包括 8 种（见表 3）。

使用此类政策工具政策数量排名前 5 位的国家和地

区分别是加拿大（29 条）、欧盟（21 条）、比利

时（16 条）、芬兰（15 条）、韩国（15 条）。欧

盟 47.7% 的政策都使用了治理工具，显示出欧盟

对于沟通、协调的高度重视，这可能与欧盟这一区

域性组织的性质有关。

表 3　治理类政策工具及其使用频次

资料来源：新冠病毒科技创新政策数据库。

序号 政策工具 频次

1 国家战略、议程和计划 99

2 提高公众认识的运动和其他活动 90

3 利益相关者或专家的正式协商 81

4 治理结构或公共机构的创建或改革 51

5 政策情报（例如评价、基准和预测） 41

6 横向科技创新协调机构 32

7 监管监督和道德咨询机构 3

8 技术开发和采用的标准和认证 2

3.2.1　国家战略、议程和计划

疫情发生后，不少国家以战略、议程或者计

划的形式陆续发布了有关科技创新发展的宏观愿

景。愿景确定了未来公共科技投入的优先事项，以

及政府改革的重点，反映了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的长期思路，也是新冠肺炎疫情对科技、经济和社

会长期影响在政策领域的投射。韩国政府意识到，

COVID-19 可能造成包括科技创新在内的国家社会

结构出现永久性和大规模的变化。因此，2020 年 4 月

至 6 月期间，韩国政府与科技创新机构、团体进行

广泛讨论，以制定科技创新战略响应 COVID-19 的

长期影响。随后，韩国政府发布了 COVID-19 面向

新未来的科学技术战略 [16]，包括 5 项计划，分别

是过渡到私营部门驱动的研发模式、促进数字化

转型和产业的自我维持、支持科技人力资源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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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危机后不断变化的未来、基于科学和技

术的威胁响应系统、加强科技外交与合作（通过科

技外交确保全球领导地位）。

3.2.2　提高公众认识的运动和其他活动

公众对于疫情的认知、知识、态度和行为对于

疫情防控非常重要。各国都重视提高公众认识的运

动这一政策工具，政策手段以建设防疫网站和召开

新闻发布会为主，辅助手段包括治理新冠肺炎疫情

网络谣言和监测社交网络舆论。2020 年 1 月，意

大利卫生部建设的“新型冠状病毒”网站提供了有

关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的可靠信息来源，具体包括

每日疫情新闻更新、每日意大利疫情数据报告、疫

苗的接种与供应报告、法律和监管措施以及与特定

问题有关的教程和信息图表 [17]。信息以数据可视

化、文字和视频形式呈现，网站还链接了世界卫生

组织、欧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等网址。

3.2.3　利益相关者或专家的正式协商

利益相关者或专家的正式磋商这一政策工具

旨在促进政府与非政府人士，如研究界、商界、民

间社会组织等进行讨论、磋商，促进政府吸收各方

面的意见和建议，丰富知识和信息、优化决策流

程、形成政策共识。工作形式主要是定期或不定期

召开研讨会议，并发布政策简报。参与专家来自多

个领域，具有不同背景，以保证科学、社会、文化

和经济方面力量的决策支撑。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这一突发复杂事件时，政府以往决策的知识、流程

和方法很难适应决策需求，加强协商和交流有助于

做出正确的决策。2020 年 2 月，瑞士成立了国家 

COVID-19 科学工作组 [18]。这是一个向联邦政府回

答临时问题的科学咨询小组，由瑞士联邦委员会负

责。科学工作组的成果是专家在网站上发布政策简

报，反映科学工作组对某一主题的思考，以及基于

科学证据提供的公开建议。工作组重点关注范围广

泛且最紧迫的科学问题，其中一个专家组专注于数

学建模，在网站上提供流行病的预测模型并定期更

新，这反映出瑞士较高的公民科学素养。

3.3　协作基础设施

协作基础设施（软性基础设施和物理基础设

施）这一政策工具旨在促进信息、数据、设施共

享。为加速疫情危机下的科技创新活动，政府提供

更多的公共资源。加强公共资源的协调和开放，有

助于减少私人领域的资源投入，提高科技创新的效

率。该类别下的政策工具包括信息服务和数据集访

问、网络和协作平台以及研究基础设施的专门支持

（见表 4）。使用此类政策工具的政策数量排名前

5 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是加拿大（13 条）、韩国

（11 条）、葡萄牙（10 条）、比利时（9 条）、

欧盟（8 条）。韩国作为亚洲科技创新国家，在协

作基础设施这一政策工具方面的表现较为突出。

表 4　协作基础设施类政策工具及使用频次

资料来源：新冠病毒科技创新政策数据库。

序号 政策工具 频次

1 信息服务和数据集访问 88

2 网络和协作平台 58

3 研究基础设施的专门支持 20

信息服务和数据集访问政策工具旨在提供有

关研究和创新活动数据，包括档案或科学数据，

以及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参与者名录；协调和共享

与疫情相关的数据和计算能力；为疫情防控提供

科技资源专项信息服务。例如，韩国向研究人员

提供确诊的 COVID-19 病例（约 5 500 例）的临床

流行病学数据 [19]。2020 年 3 月，欧盟建立了“欧

洲开放科学云：冠状病毒行动”（EOSC）[20]。这

一数字平台覆盖整个研究的数据周期，包括发现、

挖掘、存储、管理、分析和跨国界、跨学科的再利用。

网站向多国开放，大部分用户来自英国 （12%）、

美 国 （9%）、 西 班 牙 （8%）、 意 大 利 （8%） 

和德国（7%）。自疫情蔓延以来，EOSC 数据平

台从临床试验、研究中心、医院和国家医疗保健

系统中集成了大量数据，并成功地协调这些数据

用于科学研究。

网络和协作平台政策工具旨在将创新系统内

的参与者（包括企业家、投资者和企业）聚集在一

起。平台一般是指全国（公共、私营部门、学术界

和民间社会）相关组织组成的开放社区，由负责科

学技术创新的部门牵头。网络和协作平台的涵盖议

题广泛，包括诊断、数字化、科学披露、融资、病

理生理学、疗法、疫苗、家庭心理学等。2020 年

4 月，葡萄牙为了动员科学界参与 COVID-19 联合

研发项目，建立了“Science 4 COVID19”门户网站 [21]。

网站的负责机构是科学技术基金会 （FCT）以及临

·创新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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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研究与生物医学创新机构（AICIB）。门户网站

的内容包括：元数据、数据集或链接、问题登记、

流行病学监测研究结果以及其他匿名公共卫生数

据，如临床、分析和人口统计结果。门户网站同时

成立了科学技术验证委员会，对提交给平台的所有

建议和出版物进行审查和初步分类。

3.4　指导、监管和激励

指导、监管和激励类别的政策工具使用频次

较其他类别政策工具低，其包括 5 种政策工具（见

表 5）。分析认为，指导、监管和激励措施偏向

于常态化的政策措施，针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

发危机，政策措施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完全发

挥作用。伴随疫情发展，该类政策工具的使用也

许会逐渐增加。使用此类政策工具政策数量排名

前 3 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加拿大（5 条）、欧盟

（4 条）、美国（4 条，并列第 2）、马来西亚（4 条，

并列第 2）、韩国（3 条）。

于开发或使用新技术或科学实践的法律、规则、

指南、指令或其他政策，主要是针对 COVID-19 诊

疗的新技术。2020 年 3 月，澳大利亚的治疗商品

管理局对 COVID-19 相关的治疗用品申请进行快速

跟踪、监管和评估，以加快开发治疗 COVID-19 的

方法 [23]。

3.5　间接财政支持

间接财政支持类政策工具主要通过税收、贷款

等措施激励研发活动（见表 6）。使用此类政策工

具政策数量排名前 3 位的国家分别是俄罗斯（6 条）、

意大利（4 条）、荷兰（3 条）和中国（3 条，并

列第 3）。

表 5　指导、监管和激励类政策工具及其使用频次

资料来源：新冠病毒科技创新政策数据库。

序号 政策工具 频次

1 科学创新挑战和奖项 20

2 技术推广和业务咨询服务 17

3 新兴技术监管 14

4 知识产权监管与激励 7

5 劳动力流动监管和激励措施 4

表 6　间接财政支持类政策工具及其使用频次

资料来源：新冠病毒科技创新政策数据库。

序号 政策工具 频次

1 为研发和创新减免企业所得税 16

2 债务担保和风险分担计划 10

3 支持研发和创新的个人税收减免 2

为研发和创新减免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工具包

括：企业所得税优惠、降低进口研究设备的关税、

退还增值税和减少社会保险缴款。例如，2020 年，

德国进行研发税收补贴 [24]，计算基础上限从原定

的 200 万欧元上调至 400 万欧元。调整后每家企业

每年可获最高补贴额从 50 万欧元相应提高到 100 万

欧元，生效期回溯至 2020 年 1 月 1 日，并持续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债务担保和风险分担计划政策工具是指当公

司拖欠贷款时，政府弥补贷方部分损失的计划，

这是被广泛用作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工具。

2020 年，荷兰政府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制发挥

其作用，将措施扩大到受 COVID-19 影响的中小企

业 [25]。根据规定，政府将为中小企业提供部分担保，

助其获得贷款。经济事务和气候政策部为希望获

得贷款但无法提供所需抵押品的中小企业提供高

达 90% 的银行信贷风险担保，额度最高为 150 万

欧元。

4　结论与建议

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世界带来冲击，

成为引起全球经济、政治、社会、科技变化的重

科学创新挑战和奖项政策工具是向科技创新

参与者（包括创新公司和研究人员）提供资金或

其他激励措施，以表彰他们对研究和创新的贡献，

促进他们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是一种事后奖励。

科学创新挑战和奖项工具的特点，一是资助多个

团队并行开展研发；二是具有明确的目标要求；

三是直接面向应用。2020 年，欧盟委员会举行了

一次泛欧黑客马拉松活动 [22]。本次活动竞赛范围

共覆盖 7 个领域，主办方希望借挑战赛加快开发

和创新应用，以提高应对疫情的整体效率。挑战

赛将胜出的 120 个团队与公共和私营部门的 500 多

个支持伙伴进行匹配，激发了 2 235 项新的跨欧洲

合作伙伴关系。

新兴技术监管政策工具是指，政府制定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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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件。在科技领域，疫情引发了一轮科技创新

政策的调整和突破，给公共科技政策发挥作用留

下空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科技创新政策呈现以下三个特征。

首先，各国政策表现出需求侧 - 供给侧共同

发力特征。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治疗药物、疫情

监测、疫苗研发等提出了全方位的需求，是推动

科技创新的重大挑战。在需求侧，政府通过直接

采购、设立科学和创新挑战奖项等举措极大地激

发了创新主体的活力和研发动力。在供给侧，政

策措施轮番登场，在财政投入、数据共享开放、

加强治理能力、市场监管等方面，各类政策相继

出台，形成了应对疫情科技创新政策的工具池。

其次，各国政策呈现短期应对与长期干预并

举的特征。从各国出台的政策可以发现，政策措

施一方面重在短期应急以及减轻影响的程度。例

如提供财政支持、补助金等用于紧急科研攻关；

为企业提供贷款，减免税收，帮助企业、学生等

脆弱群体抵抗风险；推动应急条件下的政策法规

调整，加速科学、技术、测试、审批、生产、市

场的通道实现一体化运行。另一方面，疫情对各

国长期科技创新政策的走向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各国发布的未来科技发展战略可见，增加科技

创新的公共投入、加速数字化转型、投入科研基

础设施、加强国际合作等成为共识。

最后，各国政策以协调、开放、科学、高效

为导向。虽然政策工具多达 28 种，近千条，但政

策措施的方向较为明确。一是加强协调。无论是

政府机构之间，还是国家之间，都以加强协调、

共同应对疫情为主要基调。各国建立了各种工作

小组，围绕疫情防控开展协同攻关，科技创新的

政策也与其他公共政策交融在一起。二是开放科

学。在数字时代，数据驱动成为科学研究的新范式。

提供开放和共享的数据、资源、流程、工具等可

以极大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率，减少信息的误差，

同时为科研人员提供激励和动力。三是科学决策。

面对新冠病毒，人类的认知不足，决策者的经验

和信息有限。各国政府的决策机制和流程更加开

放，注重汲取各界专业意见，引入科学分析工具。

四是高效运行。疫情关乎生命，所有的政策均指

向科技创新系统的高效运行。疫情打破了常规状

态下的科技创新阶段式发展、线性转化的模式，

体现出一体化实施模式。政府官员、科学家、工

程师、企业家为了共同的目的一起工作，可能形

成后疫情时代的科技创新新模式。

主要国家和地区采用的 28 种政策工具为我国

政策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打开了视野，从公共

政策科学的角度建立起国内外共同的语境，也有

助于提高我国科技政策制定的精细化水平和政策

效力。基于此，以下对我国科技创新政策制定提

出三点建议。

一是加强政策开放性，与国际社会加强政策

沟通。鉴于新冠病毒科技创新政策数据库收录中

国政策较少（16 条），与我国科技抗疫的实际行

动形成鲜明对比，建议我国重视科技政策的对外

交流和宣传工作，把握科技发展的叙事主导权，

讲好中国科技创新故事。

二是适应数字化时代的科技创新规律，强化

科技创新政策的融通、开放、共享。借鉴各国科

技创新政策协调、开放等特点，加强我国科技创

新政策与其他政策互通及部门间相互协调，用好

供给侧与需求侧政策组合，提高公共科技资源、

信息、成果的共享程度，提高科技创新的效率。

三是重视科学决策和科学社会化功能，提升

科技创新治理水平。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

的关系日益密切，决策的过程和效果同样受到关

注。建议我国吸收国外科技抗疫的经验，重视利

用科学工具和专家咨询支撑决策，建立制度化的

咨询机制、社会沟通机制、舆情监测机制等，在

后疫情时代进一步提升我国科技创新的治理能力

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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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Nanotechnology Based 
on Research Paper and Patent Measurement

XIONG Shu-ling, FU Jun-ying, ZENG Wen, WANG Da-wei, HOU Yu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Based on data of 1990-2019 in Web of Science paper database and Innography patent database, this 
paper shows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global nanotechnology in 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 fields from multiple 
aspects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rends over the years, life cycle, main R&D countries and cooperation status, 
keyword co-occurrence, main innovation institutions and competition, technical directions, patent strength, patent 
inventors, patent layout and so on by fully mining and utilizing data information.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nanotechnology, this paper prospect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nanotechnology 
in the world and China,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Keywords: nanotechnology; paper; patent; basic research; applied research

A Study on STI Policy Instruments of Major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Response to COVID-19

CAO Wei-xiao, TAO Rui, SHI Xiao-yong, GAO Bai-yun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 Technology Evaluation,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Since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many countries have take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STI) as important response to the crisis, and introduced policy measures to support STI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from OECD STIP COVID-19 Watch database, this paper sorted out and analyzed 935 STI policies 
issued by 56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response to COVID-19, illustrated 28 categories of policy instruments, and 
introduced the relevant policies of typical countries. The study found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inspired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STI policies around the world, which may have a long-term impact on STI policies in the post-
pandemic era. The paper suggested that China could learn from foreign practices, improve policy openness,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and improve the governance  
of STI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Keywords: COVID-19;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olicy; policy instr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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