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科技创新赢得发展主动
迟福林 *

◆ 科技创新已成为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关键因素。面对新形势，要以结构性改革推动科技结构

升级，激发科技创新活力，释放科技创新潜力，形成以科技创新赢得发展主动的新格局。

我国科技创新仍面临多方面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科技结构亟须优化、转型、升级方

面。具体而言一是研发支出总量大，但比重低；二是研发成果规模大，但转化率低；三是

研发人员数量大，但工匠比重低；四是核心技术进口比重大，自主研发比重低。

◆ 推动科技结构升级已成为推动科技创新的重大任务。面对科技前沿与科技竞争的压力，需

要以创新全链条为导向，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以明显加大基础研发为重点推动科技

结构升级。以结构性改革推动科技结构升级，第一，要坚持开放创新的方向不动摇，加快

推进科技领域高水平开放；第二，要以开放推动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管理与国际对

接；第三，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要释放企业和社会的研发潜力；第四，关键是解放

人，把人的创新活力激发出来。

*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院院长。

当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

战，发展与冲突成为全球突出矛盾。在这个特定背

景下，统筹安全与发展成为我国发展的核心目标。

科技创新已成为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关键因

素。面对新形势，要以结构性改革推动科技结

构升级，激发科技创新活力，释放科技创新潜

力，形成以科技创新赢得发展主动的新格局。

一、科技创新发展正处于重要的关节点

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科技结构升级趋势明显，在基础研究、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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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领域、产业发展等方面都取得多方面重要进

展。但对标国际科技创新的先进水平，我国科

技创新面临着科技结构升级的严峻挑战。

全球科技创新正处于突破的关键时点。当

前，全球科技创新已经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

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比如，一些颠覆性

技术领域成为发达经济体科技发展布局的重点

之一。马斯克的“激进创新”，已经形成一条完

整的创新链，创新领域广泛而跨界，创新产品

和门类相互支持配套，工程思维和整合创新模

式相互融合，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效应。

我国科技创新仍面临多方面挑战。这些挑

战主要表现在科技结构亟须优化、转型、升级

方面。

——研发支出总量大，但比重低。2019

年，我国研发支出超过2.2万亿元，但占比仅为

2.24%。同期，韩国研发支出占比为4.64%，美

国、日本、德国、瑞典、奥地利、新加坡研发

支出占比均超过3%。2021年，我国研发强度提

升到 2.44%，仍低于 3%的水平①。即使从绝对

规模看，2019年，我国研发支出相当于美国的

48.84%，绝对规模相差3364亿美元。从企业角

度看，我国企业研发强度较低，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研发强度只有 1%左右，低于发达国家 2%

左右的水平。其中，基础研发比重偏低的问题

比较突出。2021年，我国基础研发支出占比为

6.1%。这一比重比日本 （2019） 低 7 个百分

点，比韩国 （2019） 低 8.6 个百分点，比美国

（2019） 低 10.3 个百分点，比英国 （2019） 低

12.2个百分②。基础研发投入偏低，客观上制约

了我国在科技基础理论创新上的突破，不利于

中长期科技竞争力的提升。

——研发成果规模大，但转化率低。一方

面，从专利看，2020年，我国专利申请量居于

全球首位，接近 6.9 万件，超过美国的 5.9 万

件、日本的5.6万件、韩国的2万件③；但从转

化率角度看，我国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

有研究指出，如果以科技成果转化率限定为专

利转化率，有专家推算，中美两国的科技成果

转化率数值分别为6%和50%④。

——研发人员数量大，但工匠比重低。

2020 年，我国全时研发人员为 522.3 万人，研

发全时当量达到 523.45 万人年，是 2012 年的

1.6倍⑤。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所急需的工匠

数量严重不足。截至2020年底，我国高技能人

才数量仅占技能人才总量的 28%，而德国、日

本等国高级技工占比达到40%到50%⑥。

——核心技术进口比重大，自主研发比重

低。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统计，

1993-2018 年，中国持有的美国发明专利累计

为 7.3 万件，美国持有的中国发明专利累计为

24.5 万件，是前者的 3.3 倍。2021 年，我国从

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口的高科技产品占进口总额

的22.8%⑦。我国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高于发

达国家对我国的技术依赖。

未来几年是科技创新的关键时期。当前，

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甚至面临重

构；全球秩序失序挑战加大。同时，未来几年

也是科技创新的关键时期，一些重大的颠覆性

创新有可能在这个时期取得重大突破。一些大

国均把未来几年作为科技创新的关键时期。以

美 国 《无 尽 前 沿 法 案》（Endless Frontier

Act）为例，美国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新

的技术和创新部门，在 5 年内投入 1000 亿美

元，用于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

先进通信、生物技术和先进能源在内的关键技

术领域的基础和先进研究、商业化、教育和培

训项目。

二、科技创新与竞争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

在内外形势变化下，随着科技革命深刻变

化，科技创新的战略性全面凸显。科技已经成

为国际竞争的关键所在，也成为国际合作的重

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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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创新推动科技与经济融合。以数字经

济为例，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

云计算、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普及，数

字经济时代正加速到来。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

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

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据显示，

2020 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32.6 万亿美

元，其中，美国数字经济占全球比重的41.7%，

位居第一。在比重上，我国数字经济占GDP比

重为 38.6%，而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都超过

60%，我国并不具备优势⑧。通过“开源、上

云、跨境”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加快数字科技应

用，将形成科技与经济融合的重要突破。

以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产业结构

为例，我国是全球制造大国，但制造业面临着

“大而不强”的挑战，掣肘了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2020 年，我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为

1.54%,远低于发达国家 3%以上的水平。2020

年，中国企业500强平均研发强度仅为1.61%，

入围全球创新百强企业名单的中国制造业企业

仅有小米和华为两家，同期美国超过30家⑨。

以科技创新打破“卡脖子”挑战。俄乌冲

突，美欧国家制裁力度之极限，应当说超出了

各方预期，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当前，我国

不仅面临缺芯挑战，而且面临着关键材料、关

键零部件高度依赖发达国家的现状。根据工信

部2018年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

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我国 32%的关键材料仍为

空白，52%依赖进口；95%的高端专用芯片、

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绝大多数存储芯片

依赖进口；高档数控机床、运载火箭、大飞

机、航空发动机、汽车等关键件精加工生产线

上逾95%的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⑩。《科技

日报》 提出了一份包含 35 项技术的“卡脖子”

清单，每一项都对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影响。

以科技创新推动国际合作。虽然美国正在

推动与我国的科技脱钩，但多方面情况说明，

我国在国际合作方面还有相当大的空间。一是

依托我国自身已有的科技实力开展国际合作。

以航天事业为例，我国已明确表态，中国空间

站欢迎国外航天员来访，就是一个开放的主动

姿态；二是与欧洲等其他国家的科技合作仍有

空间。中欧拥有比较强大的科技研发实力、充

满活力的市场以及一批世界级的科技企业。中

欧科技合作，不仅有利于应对共同挑战，而且

将惠及全世界；三是即便是与美国在某些方面

也有开展合作的空间。数据显示，中美合作的

论文占美国论文总数，生命科学与生物医药领

域、电机工程领域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比重分别

为10%、30%和18%。

三、推动科技结构升级已成为推动科

技创新的重大任务

面对科技前沿与科技竞争的压力，需要以创

新全链条为导向，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以

明显加大基础研发为重点推动科技结构升级。

明显提升研发强度。建议到2030年，研发

强度提升到3%的水平；缩小与主要发达国家研

发强度的差距。在企业层面，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研发强度提高到2.5%左右。从实际看，美国

正在大幅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如果我国仍按常

规提升研发支出，与美国的研发差距有可能被

进一步拉大。

明显提升基础研发比重。到2030年，争取

基础研发占比提升到15%，接近美国2019年的

水平。通过基础研发投入的明显加大，大力加

强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实现科技基础领域的重

大突破，尤其是在“卡脖子”的基础材料、基

础工艺、基础零部件、基础研发等方面取得重

大突破。

明显优化科技支出结构。尊重人在科技创新

中的主体作用，持续优化科技支出结构，落实项

目经费中用于“人”的费用比重不低于50%的政

策，特殊项目可进一步提升到60%～70%，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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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科研人员参与科技创新的积极性。

明显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到2030年，争

取专利成果的转化率从当前的6%提升到20%以

上，加快形成基础研究与应用研发相互促进的

研发全链条。

四、关键是以结构性改革推动科技结构升级

“创新是第一动力”。以科技创新赢得发展

主动，关键是要以结构性改革推进科技结构的

升级，释放创新潜力，释放创新活力。

坚持开放创新的方向不动摇，加快推进科

技领域高水平开放。创新由封闭转向开放，创

新无国界，是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趋

势。尽管有些大国挑起科技脱钩，挑起科技

战，但从科技创新本身的规律来说，创新由封

闭转向开放，创新无国界，是当今世界科技创

新发展的重要趋势。我国坚持开放创新不动

摇，就能吸引更多的创新要素。这就需要：第

一，加大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合作，利用全球科

技创新人才的智慧加快科技创新。第二，充分

利用我国14亿多人口的大市场优势，通过加快

高科技领域的商业转化，吸引集聚海外人才加

入我国的高科技前沿技术研究。第三，吸引科

技领域留学生回国，加大开放创新力度，利用

全球杰出人才集聚创新资源。

以开放推动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管理

与国际对接。我国有着巨大的创新潜力，但当

前的科技体制存在某些不相适应的地方，掣肘

这一潜力的释放。为此，需要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例如，加快构建

国家创新生态体系，包括促进科技资源互联互

通；深化科研领域“放管服”改革，打破制约

创新创造的繁文缛节，推动科技管理与国际对

接；推动科技资源的市场化改革，推动包括知

识产权在内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释放企业和社会的研发潜力。企业是科技创

新的主体。2020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中，企

业是主体，占76.55%。企业创新活跃，发展才

有持久动力。为此，需要加快推进科技市场开

放，构建支持企业创新的制度环境。比如，鼓励

更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展，通过科技

研发和创新的突破，涌现出更多领域的隐形冠

军。同时，充分发挥我国市场空间大、应用场景

多、需求升级快的优势，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

化应用，加强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开辟

科技成果转化的快车道。

关键是解放人，把人的创新活力激发出来。

人才是第一资源。我国500余万科研人员，有着

巨大的创新活力。关键是尊重科研规律，大力破

除制约科研人员自主性的相关规定，打破制约

科研人员创造性的各种条条框框，激励、支持科

研人员沉下心来，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上取得

重要突破，奠定科技强国的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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