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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广西科技投入及科技管理现状与存在问题，从加大财政科技投入总量、增加社会和企业科技投入、

优化政府科技投入结构、完善政府科技投入管理体制、推动科技与金融结合5个方面，提出加强广西科技投入及管理的

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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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财力资源是科技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大科技财力投入，对推动科技事业的发展，加

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科技投入泛指

与科技活动有关的人、财、物、政策以及时间、

信息等资源的投入。目前，国际上衡量一国或地

区科技投入强度的指标是R&D（研究与发展）经

费投入以及R&D占GDP的比例。本文所称科技

投入，是指包括R&D活动在内的整个科技活动

的资金投入，它包括政府财政资金投入和社会资

金投入 [1]。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的科技投

入政策，特别是政府科技投入机制和相关政策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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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出现了新动向：纷纷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尤

其是加大引导力度，吸引社会资金、资本市场

资金对自主创新的投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多

层次、多元化、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加强了

科技投入管理的“顶层设计、统一规划”；科技

投入产出目标更加强调本国特色。综观世界各国

的科技投入，就经费来源方面的启示是：政府只

有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才能引导全社会增加对科

技的投入；只有建立有效的政府科技投入管理机

制，才能提高科技产出效果；只有完善科技投入

绩效考评体系，才能确保科技目标只有的完成。

目前，我国科技投入主要分别由科技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农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个

部门掌管，资源的条块分割、管理分散、科技事

业谋划各自为政的传统格局仍然没有打破 [2]。近

年来，北京、江苏、湖北、广东等省（市）在科

技投融资方面进行了改革和创新。在政府的引导

扶持下，通过资本市场运作，吸引了企业资金和

社会资金，加大了科技投入力度，科技资源在优

化配置方面取得较好的成效。

广西作为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

要提升广西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创新型广西建设

目标，就必须高度重视对科技的投入，加强科技

资源的有效管理和优化配置。本文将对广西财政

科技投入及管理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

加强广西科技投入及管理提出对策建议，以期进

一步完善科技投入机制，促进科技资源的优化配

置。

2 科技投入现状分析

《2012年广西科技统计数据》显示，2009-

2011年广西全区R&D经费分别为47.2亿元、62.86 

亿元和81.02亿元。2009-2011年全区财政科技拨

款分别为36.6亿元、21.65亿元和28.25亿元，财

政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比重分别为2.25%、1.08%

和1.11%。其中，2011年自治区本级财政科技拨

款为12.67亿元，占全区财政拨款总额的比例为

44.86%[3]。

自治区本级财政安排的科技投入主要是科学

事业费、科技三项费用（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

验费和重大科学研究补助费）、科技基建费等。

其中，科学事业费主要用于面向区直科研院所的

科研事业发展经费，包括人员费、公务费和专

项费用；科技三项费用（2007年国家及自治区均

更名为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主要用于全区各行

各业的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根据国务院和自治

区政府的决定，1987年起，广西实行科技经费

拨款制度改革，自治区本级科技经费一律归口自

治区科技厅统一管理。但是，受部门本位主义和

利益驱动的影响，实行拨款制度改革不够彻底，

且近年来出现倒退现象。到目前为止，自治区本

级科技经费仍主要分别由广西科技厅、广西农科

院、广西科学院、广西科协等部门掌管使用。

市（县）级财政安排的科技经费主要是科学事业

费和三项费用，主要用于本市（县）范围内的科

技活动，经费基本上由科技管理部门统一掌管使

用。 

从全区情况来看，近几年来科技投入具有以

下4个方面的特点。

（1）广西科技投入总量在全国排位处于下游

位置。2011年，广西各年的R&D经费总量排在

全国第25位；全区各年度财政科技拨款总额也均

排在全国第28位左右，仅排在新疆、西藏和海南

之前。与全国相比，广西的科技投入绝对量有明

显的差距。

（2）广西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排在全国

的下游位置。2011年，广西R&D占GDP比重为

0.69，全国R&D占GDP比重为1.84，较全国平

均水平低了0.63个百分点，排在全国第25位。

与全国水平相比较，广西科技投入的相对数也有

明显的差距。

（3）自治区本级财政投入较大。自治区本级

财政资金投入强度比较大，已成为广西财政科技

投入的主要力量。2011年在全区财政科技投入总

量中，自治区本级财政占到了45%以上，财政科

技拨款占当年财政支出比重为1.11%（表1），高

于全国地方平均水平。

（4）自治区各市地方科技经费投入严重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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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2011年全区各市地方财政科技拨款与地方

财政支出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除南

宁、桂林两市外，全区市（县）级财政科技投入

强度偏弱，资金投入不足。2011年，南宁市财政

科技投入为3.763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例为

1.34%；桂林市财政科技投入为2.2356亿元，占当

年财政支出的比例为1.08%。两市的财政科技投入

都达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中有关法定比例（1%）的要求。除南宁、桂林两

市以外，绝大部分市（县）每年安排的财政科技拨

款总量十分有限，大部分市财政每年拨款1亿元以

下，不管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远远低于科技

进步条例中所规定的法定比例（1%）的要求。目

前，广西尚有10多个县级财政还没有安排有关科

技活动的经费预算。

3 存在问题

3.1 政府科技投入不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近年来，全区财政科技投入虽然有比较快

的增长，但是由于经济总量不大，基数比较小，

加上各级政府对科技投入的力度不平衡，使得政

府科技拨款总量明显不足，导致广西财政科技拨

款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低于全国地方平均水平

（只达到全国地方平均水平的50%左右），财政科

技投入总量排在全国下游位置。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自治区本级财政科技投入虽然增长较

快，但总量十分有限，对企业和社会增加对科技

投入的引导力度不够明显，与广西加快北部湾区

表1  2011年地方财政科技拨款与地方财政支出                  （单位：万元）

地方财政

支出（A）

地方

财政科

技拨款

（B）

科学技

术管理

事务

基础

研究

应用

研究

技术研究

与开发

科技

条件与

服务

社会

科学

科学技

术普及

科技

交流与

合作

科技重

大专项

其他科

学技术

支出

科技拨款

占财政支

出的比重

（B/A）

25452778 282470 17813 19135 32775 126866 12794 8823 13656 1696 230 48682 1.11

表2  2011年全区各市地方财政科技拨款与地方财政支出              （单位：万元）

科学技术

拨款

科学技

术管理

事务

基础

研究

应用

研究

技术

研究与

开发

科技

条件与

服务

社会

科学

科学技

术普及

科技 
交流与

合作

科技重

大专项

其他科

学技术

支出

地方财政 
支出

省本级 126720 1926 16991 27709 44635 8738 6539 3654 1295 　 15233 6122036

南宁市 37630 1367 951 25174 369 1061 8411 12 285 2800538

柳州市 19457 1380 51 481 14502 569 412 1263 35 85 679 2786439

桂林市 22356 2353 107 964 16512 1367 2 709 42 300 2076469

梧州市 8847 802 1468 14 4710 172 8 446 1227 1398477

北海市 4075 397 453 2283 317 366 259 1026502

防城港市 2556 731 336 796 1 11 190 18 223 250 524287

钦州市 2356 476 3 869 58 8 221 3 718 1019533

贵港市 1957 623 732 220 382 1128564

玉林市 10006 1090 60 1125 3924 625 586 230 150 2216 1611121

百色市 11237 1763 52 50 6017 143 52 588 24 2548 1594343

贺州市 4334 789 50 2181 18 5 354 42 895 793084

河池市 8919 1656 272 1446 1128 25 660 91 3641 1427834

来宾市 5240 711 65 2676 38 510 1240 1195946

崇左市 6866 2273 120 　 1044 4 170 1523 3 　 1729 842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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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经济开放开发的新形势要求不相适应；二是全

区各市（县）财政科技投入增幅缓慢，而且很不

平衡，除南宁、桂林两市外，其余各市（县）的

财政科技投入均未达到科技进步条例中所规定的

“1%”的比例要求，甚至有一部分县级财政没有

安排科研经费预算。

导致政府科技投入不足的主要原因：一是一

些地方政府对科技投入重视不够，尤其是对依靠

科技进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认识不足；二是科

技执法检查力度不够（主要是《科技进步法》的

执法检查），地方政府依法增加财政科技投入的

意识有待加强；三是地方科技部门与当地政府协

调沟通工作的主动性不够，通过有效的科技工作

吸引社会关注和政府重视等方面的工作机制有待

加强。

3.2 企业及社会科技投入有限，尚未形成企业的

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主体地位

2011年，在广西R&D经费支出为81多亿

元，企业R&D经费支出为60多亿元，企业科技

投入只占总支出的74.3%，与国内其他经济发达

省份相比，广西企业资金投入明显不足，企业资

金所占比例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发达地区

山东、浙江、广东相比，差距更大。主要原因：

一是广西科技投融资机制不健全，专门服务于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创业投资担保体系建设严重滞

后，导致企业的科技融资渠道不顺畅，科技型中

小企业的科技融资十分困难；二是政府引导和激

励机制不健全，相当一部分企业对产品研发投入

的意识不强，积极性不高，导致企业科技投入总

量不足，使得R&D经费支出与GDP比例远远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尚未真正形成企业的技术创新

主体和研发投入主体地位。

3.3 科技投入重点不突出，资源配置不合理

一是政府科技投入资金分布失衡，结构不合

理，科技投入的大部分用于人员费用开支和解决

生存问题，而用于技术研究与开发的经费比重偏

低，资金量偏小。如2011年广西技术研究与开

发经费占财政科技拨款的比例仅为21.22%，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在财政科技拨款上，自

治区本级与地方各级科技投入重点的划分不尽明

确，没有形成自治区与地方政府各有侧重、相互

补充的科技投入结构。二是在创新活动过程中，

由于市场和政府的各自职责定位不够明确，分工

不清，导致政府包揽过多，负担过重，使得有些

应由政府重点支持的重大科技项目缺乏足够资金

投入，存在管理缺位和越位的现象。而对于如何

通过政策、法规创造环境促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

主体和科研投入主体的政策措施和办法不多。三

是科技投入层次不清，投向不尽合理，重点不明

显。广西科技投入在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工业

化大生产3个阶段的分配比例大约是1 : 2 : 10，而

发达国家的分配比例一般是1 : 10 : 100，我国是

1 : 1 : 10，显然，在广西的科技投入中真正用于研

究与开发的经费不多，资源配置不合理，重点不

突出。

3.4 政府科技投入管理体制不够完善，运行机制

不够健全高效

广西财政科技经费的多头管理、各级科技计

划的组织管理条块分割、自成体系、重复交叉的

传统格局依然存在。就自治区本级而言，自治区

科技厅管理的经费（主要是科学事业费和三项费

用）只占全部经费的79%，还有21%的科技经费

分散掌握在区农科院、科学院、经贸委、计委、

科协、教育、卫生、建设等部门手中。主要成

因：一是财政部门预算改革以后，要求各部门都

要编制本部门的预算，以反映本部门预算经费的

全貌。在这样的预算管理体制下，科技经费就分

散在各行各业之中，这种资金分布格局不利于资

源的统筹协调和宏观管理，资源的有效配置，再

加上目前没有一个部门或机构能够真正统一行使

财政科技投入的统筹协调管理和资源整合职能，

使得自治区层面上的科技预算宏观调控主体和统

筹协调机制缺位。二是各部门在安排年度科技经

费预算时都是自己独立提出的，难以统一到全区

整体科技战略规划和布局上来，全区缺乏一个科

技事业发展的全局谋划与调节机制，这种分散的

科技投入管理模式导致低水平重复投入、资源分

散，在经费使用上往往监督不到位，管理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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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策建议

在讲求质量、效益的前提下，广西要实现

2013年到2020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速达到12%的

目标，政府财政必须增加科技投入，充分发挥政

府的主导作用，调动企业和社会多方面积极性，

建立多元化科技投入机制。

（1）加大政府科技投入力度

财政科技投入主要用于支持市场机制不能有

效解决的公共科技活动，并引导企业和全社会的

科技投入。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制定出台广

西科技投入管理条例的地方性法规，以法律的形

式加大政府的科技投入，确保全区财政科技投入

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增长幅度，建立政府

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力争全区财政科技投入

总量以及财政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比例赶上全国

地方平均水平。由自治区财政厅以及各市、县人

民政府组织牵头，自治区科技厅协调配合，建立

自治区、市、县、企业匹配科技投入机制，在自

治区层面上，以破解制约广西支柱产业发展的共

性关键技术为主要目标，以实施重大科技项目为

载体，整合各级政府和企业的科技资源，形成上

下联动、左右联合的资源配置机制，确保自治区

重大科技项目有足够的资金投入。

（2）增加社会和企业的科技投入

一是由自治区政府注资，建立广西科技投

融资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科技贷款提供担保服

务。可按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创

新银行、科技管理部门、风险担保机构和企业各

方共同合作模式，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自主创新

的资金支持力度。二是自治区财政在每年的部门

预算中，拿出专项资金，专门用于科技贷款贴息

或项目补助，加大政府对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引导

支持力度，促使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和研发投入主

体地位的形成。三是建立广西地方科技银行，并

赋予其更加灵活、更加优惠的金融政策。可在国

家金融制度体系下大胆开展诸如自主知识产权质

押贷款、无形资产抵押贷款等金融业务。四是借

鉴韩国、日本等国的成功经验，制定出台广西自

主创新产品的政府采购制度，刺激企业加大对技

术创新的投入力度。

（3）提高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占公共财政支

出的比重

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

支出，新增财力要向科技倾斜，进一步加大对技

术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力度，积极支持基础研究、

前沿技术研究、重大公益技术、产业共性技术、

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示范、科技创新平台

建设、工业园区建设、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技

术改造、农业技术推广等相关重大研究和开发工

作。各级人民政府每年安排的技术研究与开发经

费比例，自治区本级不低于年度财政预算支出的

1.5%，市、县级分别不低于1%和0.5%。

（4）完善政府科技投入管理体制

一是自治区政府应该加大科技经费归口管理

改革力度，将分散在各部门、各行业的科技经费

归口政府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管理，打破现行

预算管理中存在的条块分割、多头管理、自成体

系的格局，推动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以增强自

治区政府科技经费的统筹协调能力和宏观管理能

力。二是建立自治区层面的政府科技预算统筹协

调机制。可由自治区政府科技主管部门牵头，其

他相关部门参与，对年度科技经费预算进行联合

评议，以避免重复投入，达到整合资源、提高科

技资金使用效益的目的，为确保自治区党委、政

府整体科技战略规划的组织实施提供资金保障。

三是建立面向结果的科技投入追踪问效机制。建

立政府科技投入的绩效评价体系，重点围绕科技

项目的实施，从经费预算执行、项目实施管理和

科技计划整体实施效果3个方面，按照科学客观

和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考核评估，建立面向结果

的追踪问效机制 [4]。

（5）建立科技和金融结合协调机制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金融是现代经济

的血液；科技金融结合是科技与经济结合的粘

合剂，现代金融手段是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

产力转化的重要手段，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

（下转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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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障。科技金融结合是技术要素与资本要素

的紧密结合，建立科技金融机制是加快人才、

技术、资本、项目等创新要素向企业和产业链聚

集，优化资源配置，助推企业成长的有效途径。

与全国先进省（市）相比，广西科技金融工作还

比较滞后，科技风险投资机构不多，而且发展很

不平衡，市场体制机制还不够健全，需要政府主

导推动。一是创新财政资金支持方式，提供专项

资金，用于引导和培育广西科技风险投资机构体

制建设，加快推进科技风险投资，以达到利用现

代金融手段做大做强科技成果产业的目的。二是

创新金融产品，提供有效服务。针对企业所处的

成长期、成熟期和发展期的不同阶段提供不同的

金融产品和服务。对于企业成长初期要以科技贷

款风险补偿、补贴、担保为主，鼓励银行放大资

本投资于科技产业；对于成熟期和发展期的企业

要以引导风险投资机构以跟进投资、股权投资等

为主要投资方式，以达到财政引导资金的放大效

果。三是建立科技与金融互动互补机制。在科

技计划项目筛选、立项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科

技风险投资机构等对项目（产品）的市场预期评

估、企业盈利能力分析、企业竞争力和抵御风

险评估等方面的优势和作用，在年度科技计划安

排上要优先支持创投的项目（尤其是成果转化项

目和高技术项目），以达到优势互补的效果 [5-8]。

（6）设立自治区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

自治区本级财政通过整合自治区科技型企业

成果产业化专项资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

金、技术研究与开发经费等专项资金，设立自治

区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运用无偿资助、以奖

代补等方式，对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给予支

持，引导市、县人民政府和社会力量加大科技成

果转化投入，促进自治区重大科技成果向现实生

产力转化。各地级市和有条件的县（市、区）可

根据实际需要设立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加大

支持本地开发或引进的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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