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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global R&D investment trend and characteristics from 2010 to 2020, as well 
as the innovation investment and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major S&T countr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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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20 年年初暴发了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以

下简称“新冠疫情”）。疫情的蔓延严重影响了各

国的社会经济活动和人民的生产生活，但疫情的

肆虐、经济的萧条和国际社会的动荡却进一步促

使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科

技创新资金投入也因此成为应对世纪疫情、百年

变局和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投资。根据最新的

统计数据和相关研究，新冠疫情大流行加速了科

技创新的步伐，全球科技创新效率显著高于过去

10 年的平均水平，全球研发投入在经济下行压力

下继续增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韧性和活力。本

文将利用国内外权威机构数据库的研发数据，系

统分析阐述全球研发投入的现状，特别是新冠疫

情暴发后研发投入的特征，探讨全球研发投入的

发展态势，并为优化我国的产业研发投入结构、

提升我国的研发投入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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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 全球研发投入分析

1.1 全球研发投入现状

过去几十年，全球研发投入增速几乎一直高

于经济的增长速度，并在新冠疫情暴发前达到了

历史最高点，即 2019 年全球研发投入实际增速a

为 6.28%。相比之下，GDP仅增长了 2.85%。新

冠疫情的暴发对社会经济活动造成沉重打击，全

球经济实际增长率为-3.15%，190 多个国家只

有 30 多个国家实现经济正增长。历史上，研发

支出通常与GDP同步发展。进入 21 世纪，发

生了两次经济危机，即 2000 年由互联网泡沫引

发的金融风暴和 2008 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

风暴。这两次经济危机均导致研发投资大幅放

缓（如 2008—2009 年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实

际增速下降 3.4 个百分点，研发支出增速亦随之

下降 3.4 个百分点）。然而，根据现有的最新数

据测算 [1-2]，全球研发支出在 2020 年经济遭受疫

情重创的情况下并未随之同频下降，而是继续增

长 3%，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韧性。尽管研

发投入增速较 2019 年减缓，但其降幅（由 6.28%
降至 3.04%）远低于GDP的降幅，由 2.85%降

至-3.15%（图 1），这是有记录以来首次全球经

济大衰退并未转化为研发支出的下降。

a　 实际增速（实际增长率）：本文中实际增速按 2017 年购买力平价美元定值计算。

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是

衡量科技创新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代表着一个

经济体对研发活动的重视程度。近 10 年的数据

表明，各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其研发强度

在经历 2010—2016 年期间较为缓慢的增长或停

滞后，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的 2017—2019 年呈稳

步上升趋势，使得研发支出增速越来越快于GDP
增速。正因如此，全球平均研发强度由 2010 年

的 1.61%缓慢升至 2016 年的 1.70%，然后迅速

升至 2019 年的 1.81%，2020 年更是达到 1.93%
（图 2）[1]。

由图 2 可以看出，在疫情全球蔓延的 2020
年，很多国家的研发支出实际增速均较 2019 年

有所下降，日本（-2.73%）、德国（-5.28%）、

法国（-1.00%）和欧盟（-1.82%）呈现负增长，

但中国（同比增长 9.42%）、美国（4.96%）、韩

国（3.17%）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1.82%）依然保持了较大的增幅。然而，在这

种情况下，上述经济体（德国除外）的研发强

度却都异常地大幅上升，如美国从 3.18%上升

到 3.45%，中国从 2.23%上升到 2.41%，韩国

从 4.63%上升到 4.81%，就连研发支出呈负增长

的日本、法国和欧盟也分别从 3.21%、2.19%、

2.11%上升到了 3.27%、2.35%和 2.20%。

主要国家和地区占全球研发投入的比重发生

图 1  2001—2020 年全球研发支出增速与GDP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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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2010—2020 年，按购买力平价美元定值计

算 [1-2]，美国占全球研发投入的份额由 28%降至

26%，近两年又企稳回升至 28%；欧洲占全球研

发投入的份额不断下滑，由 26%降至 22%；中国

占全球研发投入的份额则由 15%升至 23%，成为

全球研发投入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图 3）。由图

3 可以看出，2020 年研发投入总额领先的前 5 位

国家依次是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和韩国，与

2010 年排名（美国、日本、中国、德国和法国）

相比，中国和韩国名次上升，日本和法国下降。

1.2 全球产业研发投资

与 2008—2009 年经济大萧条下全球产业研

发投资下降 1.9%的情形不同，2020 年尽管新冠

疫情导致全球企业销售总收入下降近 5%，但全

球企业研发总投资依然增长了 6%（虽低于此前

9%的增幅），达到了 9 000 多亿欧元，保持了前

10 年的增势。新冠疫情进一步加速了信息通信技

术（ICT）和健康产业的发展，但对汽车、航空

航天和国防等传统行业造成了沉重打击。全球产

业研发增长主要由 ICT服务（同比增长 15.5%）、

图 2 主要经济体的研发投入强度（2010—2020 年）

图 3 主要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研发投入中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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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同比增长 12.8%）和 ICT制造（同比

增长 5.7%）三大行业推动。其他大多数行业的

研发投资都出现了下降，特别是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航空航天（同比增长-17.0%）、汽车（同比增

长-4.3%）和化工（同比增长-3.4%）行业 [3]。

不过，根据OECD的初步监测，2021 年汽车和航

空航天等产业研发投资复苏明显，全球产业研发

增速将迅速提高。

总的来看，近年来，全球技术竞赛主要集中

在 ICT、生命科学、汽车、先进材料和化学品、

航空航天和国防、能源六大领域。其中，研发

投资最多的前 5 家企业是亚马逊、Alphabet（谷

歌）、微软、苹果和英特尔，均来自 ICT领域。

排名第一的亚马逊公司自 2010 年以来每年都将

研发投资增加 40%以上，2022 年达到 460 亿美

元 [4]。像这样长期持续的研发投资是这些科技巨

头拥有巨大市场和主导地位的基石。新冠疫情加

速了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研发，并大幅增

加了新冠疫苗和病毒诊断检测产品销售额及研发

投资。如辉瑞和莫德纳公司的mRNA技术改变了

疫苗研发过程，并使美国更加重视吸引生物制药

业的回流，很多生物制药企业目前正处于建设美

国药物制造基地的早期阶段。汽车行业的研发主

要集中在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领域，很多汽车制

造商都投入数十亿美元支持电动汽车产品，建造

新的装配厂和电池生产厂。为了解决芯片短缺的

问题，一些汽车制造商还试图建立自己的半导体

工厂。

2 全球研发投入的特征分析

2.1 全球研发投入总趋势发生显著变化

21 世纪发生的两次金融风暴均导致了研发投

资大幅放缓。而在新冠疫情导致经济衰退的情况

下，全球研发投资却逆势继续增长。究其原因，

此次危机性质与以往的宏观经济危机不同，新冠

疫情对不同行业产生的影响不同，因此没有出现

像 2008—2009 年金融危机期间那样各行业整体

放缓的情况，某些行业（如个人防护设备、医疗

卫生产品和消费电子产品等）的需求甚至大幅增

加。此外，科技创新是抗击大流行病及其影响的

核心手段，研发投入本身已经成为应对危机的重

要组成部分。

2.2 全球研发投入强度呈上升态势

如前所述，全球平均研发强度由 2010 年的

1.61%逐年升至 2020 年的 1.93%，总体呈上升

态势。但是在疫情全球蔓延的 2020 年很多国家

的研发支出实际增速均较 2019 年有所下降，而

美国、中国、韩国等的研发强度却异常地大幅上

升 [1-2,5]。究其原因是与研发支出增速下降相比，

其GDP增速下降得更多（表 1）。如美国研发强

度从 2019 年的 3.18%上升到 2020 年的 3.45%，

这一上升是研发支出实际增长（4.96%）和GDP
下降（-3.40%）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研发支

出实际增速（9.42%）虽与往年相当，但GDP增

速（1.85%）同比下降，导致研发强度显著提高

了 0.17 个百分点。德国研发强度变化很小（由

3.17%降至 3.14%），因为其研发支出（-5.28%）

和 GDP(-4.57%）几乎同步下降，几近相同的降

幅相互抵消。然而，对比主要国家和地区在全球

研发投入中占比可以看到：美国研发投入一直领

先于其他国家；中国因高研发投入增长率不断缩

小与美国的投入差距，并且不断加大相对其他国

家的领先优势；日本仍为全球第三大研发投入

国，但其过去 10 年的经济低迷可能使其排名继

续下滑；俄乌冲突将导致两国GDP下降，进而对

两国研发投入产生负面影响。

2.3 世界产业研发专业化格局加速形成

过去 10 年的研发趋势和愈演愈烈的技术竞

赛正在重塑世界主要地区的研发专业化格局，新

冠疫情加速推动了这一格局的演变。2020 年，

更多的美国和中国高科技企业“挤掉”了欧盟

和日本的传统企业，进入全球前 2 500 家研发企

业行列。美国不断提升 ICT和医疗健康产业的研

发实力和专业化程度，美国占全球企业研发总投

资的 38%，位居世界第一；欧盟企业研发投资

仍位居第二，占 20%，但因严重依赖汽车产业

而首次出现了负增长；中国产业研发投资增速

高达 18%，全球占比为 15.5%，首次超过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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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并有望在未来两三年超过欧盟。中国产业

研发投资的 36%集中在 ICT领域，其中 ICT服务

业已经接近欧盟的两倍，ICT制造业亦高出欧盟

44%[3]。

2.4 主要技术产业研发正在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

全球产业研发正在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

主要包括：①传统汽车行业向电动汽车转型，其

产业研发持续集中在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领域；

②mRNA技术的成功开发应用推动制药业研发持

续扩张，美国将加强生物制药业回流；③世界日

益数字化导致半导体元器件的长期需求和短缺；

④航空航天和国防产业朝着更具创新性、自主性

和尖端性的方向发展 [4]。在发达国家新的产业回

流政策的影响下，这些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曾

被西方发达国家推向海外的全球性技术产业将日

益走向本土化。

3 科技大国的创新投入和战略部署

在新冠疫情延宕起伏、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世界经济陷入低迷之际，各

国政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战

略重要性，纷纷将科技创新提升至国家主权和国

家安全高度，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战略部署、加

大科技创新投入、加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加快

关键技术和产业发展。

3.1 政府研发预算在疫情暴发的 2020 年大幅增长

政府一直是各国研发投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特别是在经济下行、企业营收下降、企业研发投

资减少的时期，政府的公共研发支持尤为重要。

在新冠疫情暴发的 2020 年，很多国家实施了紧

急财政支出计划，OECD各国政府的研发预算拨

款总额增长了 18%，增幅相较往年提高了 10 多

个百分点，增加的预算主要集中在医疗卫生领域

的疫苗、药物等创新研究。2021 年该地区政府

研发预算预计将减少 5.3%（不过减少的额度远

不及 2020 年增加的部分），这表明政府已在削

减临时研发预算，政府研发投入回归正常增长轨

道 [6]。

3.2 着眼未来制定长期的研发投入计划和目标

科技创新是推动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为加强科技创新部署，确保科技创新投入，世界

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未来 5 ～ 10 年的战略

规划。美国拜登政府提出要让美国研发投入强度

重返世界第一，其《芯片与科学法》已确定未来

5 年共约 2 500 亿美元的政府科技创新投资 [7]。欧

盟不仅继续重申 2030 年实现研发强度达到 3%的

发展目标，而且进一步提出使政府研发投入整体

上达到GDP的 1.25%，目前正在实施其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总预算高达 955 亿欧元的“地平线欧

洲”研发框架计划 [8]。英国《研发路线图》提出

2027 年将英国研发强度由 1.7%提高至 2.4%[9]。

法国《2021—2030 年研究规划法》明确规定未

来 10 年法国政府将新增 2 500 亿欧元的科研投

入 [10]。日本《第六期科技创新基本计划（2021—
2025）》提出 5 年内政府投入 30 万亿日元支持研

发，并使官民投资总额达到 120 万亿日元 [11]。

表 1 2020 年主要经济体研发支出、GDP和研发强度相较 2019 年的变化

经济体 研发支出实际增长 /% GDP实际增长 /% 研发强度升降 /百分点

美国 +4.96 -3.40 ↑ 0.27

中国 +9.42 +1.85 ↑ 0.18

韩国 +3.17 -0.85 ↑ 0.18

日本 -2.73 -4.51 ↑ 0.06

德国 -5.28 -4.57 ↓ 0.03

法国 -1.00 -7.86 ↑ 0.16

欧盟 -1.82 -6.04 ↑ 0.09

OECD +1.82 -3.40 ↑ 0.17

世界 +3.04 -3.14 ↑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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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DAPPA资助机制支持前瞻性基础性变革性

研究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发展之

际，各国都希望抓住本次变革之机，保持自身在

科技创新乃至全领域的领先地位，亦或通过“弯

道超车”“换道超车”实现成功赶超。因此，支

持前瞻性基础性变革性研究成为很多国家增强未

来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美国国防先进研究计划局（DAPPA）资助的

高风险高回报研究成功推动了GPS、互联网、无

人驾驶汽车等颠覆性成果的诞生，被誉为美国科

技发展的核心引擎，并成为各国组织颠覆性研

究、抢抓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先机的参考典范。

2021 年年初，英国版DAPPA宣告成立，并命名

为“先进研究与创新局”（ARIA），英国政府承

诺 4 年内为其提供 8 亿英镑的投资，专注于支持

能够使英国获得技术优势的变革性技术和基础研

究。此外，德国的“跨越式创新资助机构”、日

本的“登月计划”、法国的创新与工业基金和欧

洲创新理事会的“探路者计划”也都是近年效仿

DAPPA设立的变革性研究资助机制。在美国国

内，DAPPA的创新力量也催生了其他领域的类似

机构，包括 2006 年设立的情报先进研究计划署

（IARPA）和 2007 年设立的能源先进研究计划署

（APAR-E）。拜登政府进一步提出设立健康先进

研究计划署（APAR-H）和气候先进研究计划署

（APAR-C），并已为其分别提出 65 亿美元和 2
亿美元的政府预算，分别在医疗保健和气候变化

领域推动灵活快速的关键技术研发 [12]。

3.4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资金部署

战略性关键核心技术事关国家的主权和未

来。很多国家都根据科学技术趋势并结合本国

创新优势，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

航空航天等前沿科技领域加强了关键技术及产

业的发展部署。美国总统拜登于 2022 年 8 月 9
日签署的《芯片和科学法》提出了总额高达 2 
500 亿美元的科研资助计划，其中包括用于加强

美国芯片制造业的 527 亿美元资金支持和 240
亿美元税收抵免，还有 2 000 亿美元将重点支持

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

韩国于 2022 年 7 月发布《半导体强国战略》，

提出 2022—2026 年政府和企业共同投资 340 万

亿韩元（约合 1.75 亿元人民币），从材料、技

术、人才、设备等全方位支持韩国半导体产业

发展。欧盟也投入巨资支持人工智能、超级计

算、量子通信、区块链等战略性技术发展。其

《芯片法案》提出投资 430 亿欧元资金支持芯片

产业发展，将欧盟在全球的芯片生产份额从目

前的 10%增加到 2030 年的 20%。法国“未来投

资计划”在 2021—2025 年总投资高达 200 亿欧

元，主要资助脱碳氢能、量子技术、数字医疗、

网络通信技术等 15 个对法国未来发展最为重要

的技术领域创新。

3.5 北约国家未来可能加大军事技术研发投入

俄乌冲突的爆发使各国更加注重国防技术的

发展，美国联邦政府提出的 2023 财年国防预算

申请高达 8 133 亿美元，再度刷新历史纪录，其

中的国防研发经费达到创纪录的 1 301 亿美元，

较 2022 财年增长 16%，约是国防总预算增幅的

3 倍 [13]。这些国防研发预算将重点投向基础性技

术、微电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军用 5G技术

等领域。美国国防开支的不断推高和俄乌冲突有

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德国决定将其 2022
年度防务开支由历年约占GDP的 1.2%提高到 2%
以上。北约进一步强化军事研究合作，美国、英

国和澳大利亚宣布扩大量子、高超音速和其他联

合武器联合研究计划。欧盟也已启动了一项 79
亿欧元的国防计划，其中 27 亿欧元将用于国防

技术研发，并计划进一步加强“两用”防御技术

的开发。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1）全球科技创新投资进入空前活跃期。科

技创新是应对新冠疫情等重大社会挑战、推动经

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根本手段，并因此成为国际

竞争的主战场。全球科技创新空前活跃，全球研

发投资首次背离与GDP同步升降的历史轨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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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导致经济大衰退的情况下继续增长，充

满活力和韧性。美国为确保其全球科技领先地位

不遗余力地增加科技投入，其研发投入增速、强

度、全球占比均显著回升，研发地位不断稳固。

（2）全球高技术产业研发竞争激烈。全球主

要技术领域产业研发竞争激烈，ICT和健康产业

加速发展，汽车、化工、航空等传统制造业在遭

受疫情重击后亦复苏明显。美欧中日等国家和地

区研发专业化格局加速形成，受发达国家高技术

制造业回流政策的影响，全球性的高技术产业将

日益走向本土化。

4.2 启示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投入了大量的

研发经费，产生了显著的成效。然而，与欧美等

科技大国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本文从前文的

分析研究得到以下启示，以进一步优化我国的产

业研发投入结构、提升我国的研发投入水平和科

技创新能力。

（1）中国仍需提升全社会研发投入水平。中

美两国是全球研发投入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尽

管中国研发增速世界第一，研发强度在GDP增速

骤降的 2020 年大幅提高 0.18 个百分点后，2021
年回归 0.03 个百分点的正常增速，达到 2.44%，

但与美国 3.45%的研发强度仍有较大差距，研发

规模按汇率计算也仅为美国的 49%。未来我国

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必须持续加大全社会研发

经费投入，引导地方、企业和社会资本向研发聚

集，不断提升我国的研发投入水平和科技创新

能力。

（2）中国产业研发投入结构亟待优化。中

国企业研发投资规模超日赶欧，但仅达到美国的

40%。与美国企业研发投资 82%集中在高技术产

业不同，传统产业仍占据着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

半壁江山，以 ICT为首的高技术产业研发投资占

比不到 50%，特别是制药与生物技术产业只有

5.5%，在全球 ICT服务和卫生健康行业呈逆势增

长趋势和中国迈入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中国产

业研发投入结构亟待优化，需要引导和激发更多

的资本投向高科技产业。

（3）借鉴科技大国经验，瞄准硬科技给予长

期不懈的支持。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本轮技术

周期进入末端、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的历史

背景下，各科技大国纷纷明确重点领域和主攻方

向，明确未来 5 ～ 10 年的研发投入计划和目标，

并不约而同地将战略目标锁定为人工智能、生物

技术、芯片半导体、智能制造、航空航天、新材

料、新能源等硬科技，同时增设类DAPPA资助

机构，加大对高风险颠覆性研究的支持力度。硬

科技门槛高，需要长期的研发投入和持续积累才

能形成原创技术，因此尤其需要政府支持。美、

日、韩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硬科技产业在崛起

过程中都得到了政府长期的大力支持。中国科技

要实现“弯道超车”，更需要加大对硬科技领域

长期不懈的投资，重点研发具有先发优势的关键

技术和引领未来发展的基础前沿技术，为国家

长远发展、繁荣、安全和人民健康奠定坚实的

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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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推动东北地区资源共享

和优势互补，降低同质化竞争，扩大协同创新效

应，促进东北地区协同发展和优势领域高质量

发展。

4.4 建立区域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推动科技成果

区域转化落地

建立区域联动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推动区

域内技术市场有序发展。探索灵活多样的技术转

移体制机制和创新模式，调动各类创新主体和技

术转移载体的积极性，鼓励高校、院所和科技企

业在区域内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活动。搭建区

域科技成果共享交易平台，促进科技成果供给与

需求有效对接，提升科技成果在东北地区的转化

数量和质量，推动科技成果在区域内的扩散、流

动、共享、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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