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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两年我国经济

下行压力加大，企业和政府研发投入增速

双双下滑，R&D 经费增幅放缓并持续回

落。R&D 经费由 2012 年之前的 25% 左右，

当前，我国已跻身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支出国，R&D（研发）

经费投入强度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2.07%，接近欧盟 15 国平均水平（2.08%）。

从规模来看，我国已逐步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资源投入大国，科技创新

投入的累积效应将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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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为 2015 年的 8.9%，为近 15 年以来最低。

在 R&D 经费规模扩张的同时，一些重要

的结构性问题也愈加凸显。“十三五”时期，

经济发展将进入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动

我国研发投入
进入关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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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转换的新常态，科技发展将进入由量的

增长向质的跃升转变的历史新阶段。在新

的历史时期，R&D 经费配置也应进入“稳

增长，调结构”的新阶段。

稳定R&D经费增速

虽然从当年投入看，我国 R&D 经费总

量位居世界前列，但从 1991 年以来的累积

投入量来看，按可比价计算，尚不及美国最

近 3 年的投入水平，也不及日本最近 7 年

的总投入量。从全社会 R&D 人员的人均经

费水平来看，2015 年我国为 6 万美元 / 人

年，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总体水平（15

万美元 / 人年以上），也远低于法国、瑞士、

瑞典、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R&D 经费投

入强度为 2% 时期的水平。从 R&D 经费投

入强度看，当前水平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

展规划纲要 (2006-2020)》提出的 2020 年

达到 2.5% 的发展目标还有较大差距。提高

全社会 R&D 经费存量和人均经费水平，实

现 R&D 经费投入强度规划目标，都依赖于

长期投入和持续积累。加大科技经费投入力

度，稳定 R&D 经费增速，仍应作为当前科

技发展的第一要务。

调整R&D经费配置结构

R&D 经费的总体规模是提升创新能力

的重要基础，而合理的配置结构则是提升

R&D 投入效率的基本保证。当 R&D 经费

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关注重点相应地应

逐步转向其配置结构。

“重物轻人”现象严重

根据 R&D 经费用途，可将其分为资

本性支出、人员费和其他日常性支出。发

达 国 家 R&D 经 费 主 要 用 于 人 员 费， 占

R&D 经费比例通常保持在 40%~60%，其

他日常性支出占 25%~40%，资本性支出

占 5%~10%。

相比之下，我国 R&D 经费使用过程

中“重物轻人”倾向严重，其他日常性支

出占据较高比例。2015 年，我国该比例为

58.7%，高于多数发达国家，也高于俄罗斯

（38.9%）、韩国（50.1%）等新兴国家。尽

管近年来我国人员费占 R&D 经费的比例有

所提升，2015 年达到 28.2%，也仅是德国、

法国、意大利、芬兰等发达国家的 1/2。我

国 R&D 人员的人均人员费与发达国家差距

更大，2014 年仅为 1.7 万美元 / 人年，欧

洲国家普遍在 10 万美元 / 人年左右，日本

和韩国也分别达到 8 万美元 / 人年、5 万美

元 / 人年。人员费偏低将制约科研人员研

究效率与产出水平的提高。更直接的影响

在于难以吸引国际创新人才，甚至造成高

级人才流失。

科学研究经费占比下降

R&D 经费在不同研发阶段有效配置，

使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保持合

理比例，是国家长久保持科技创新活力和

竞争力的基本保障。从主要发达国家 R&D

经费在不同研发阶段配置情况看，基础研

究占比约为 15%~30%，应用研究占比约

为 20%~50%，科学研究经费（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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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费 和 应 用 研 究 经 费 ） 所 占 份 额 普 遍 在

40% 以上，其中英国、法国超过 60% ；日

本和韩国是科学研究经费占比相对较低的

国家，也分别达到 33.5% 和 37.4%。

与创新型国家相比，我国不仅基础研

究经费占比处于落后位置，应用研究经费

所占比例也存在较大差距。2015 年，我国

基础研究经费、应用研究经费占 R&D 经

费的比例仅分别为 5.1% 和 10.8%。由于

近几年应用研究经费所占比例持续下降，

科 学 研 究 经 费 占 R&D 经 费 比 例 全 面 下

滑， 从 2000 年 的 22.1% 下 降 为 2015 年

的 15.9%，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尽管 R&D 经费在不同研发阶段的配置比

例与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阶段有关，但当

前我国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逐步缩小，

呈现“三跑”并存、“跟跑”为主、少数领

域向“领跑”转变的格局，科学研究经费

长期不足势必会影响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和

科技发展总体水平。

各部门尚未形成合理分工

由于各国科研体制不同，企业、高等

学校和政府研究机构在研发活动中发挥的

作用各异。多数国家基本形成企业以试验发

展为主、研究机构以科学研究为主、高等学

校以基础研究为主的研发格局。多数国家企

业试验发展经费占其 R&D 经费的比重保持

在 50%~60% 之间 ；研究机构科学研究经

费占其 R&D 经费的比重保持在 60%~90%

之间 ；而高等学校作为各国开展基础研究

活动的主导力量，基础研究经费占其 R&D

经费的比重通常保持在 50% 以上。

相比较而言，我国企业主要开展试验

发展活动，试验发展经费占 R&D 经费比重

高达 97% 以上。政府研究机构虽以应用研

究和试验发展活动为主，但试验发展占主

导地位，试验发展经费占 R&D 经费的比例

长期保持在 55% 以上 ；高等学校是科学研

究的主要力量，但更侧重于应用研究，基

础研究经费占其 R&D 经费总量比重仅为

36%，而应用研究经费占比达到 50% 以上。

我国各执行部门在整个创新链条中更

加偏重研发活动后端，定位存在交叉重复。

作为知识创新主体的政府研究机构和高等

学校应凭借其智力资源优势，提供更多的

新知识、新理论，在科学研究领域发挥更

大的作用。

知识密集型产业R&D经费占比偏低

研发投入日益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包

括高技术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聚集

是当今世界企业 R&D 活动的鲜明特征。从

主要发达国家及新兴经济体企业 R&D 经费

的行业分布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所占比重

通常保持在 30% 以上，其中美国、英国和

法国超过 40%，韩国达到 50%。信息与通信、

商务与研发、金融与保险等知识密集型服

务业的 R&D 经费占企业 R&D 经费的比重

不断提高，美国、意大利该比例均在 20%

以上，加拿大、澳大利约为 35%，法国和

英国则分别高达 40% 和 50%。

相比之下，我国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

滞后，仍处于国际产业链分工末端。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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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产业 R&D 经费占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的比重仅为 20.8%。与此同时，服务业

已成为我国当前第一大产业，其增加值已

占到 GDP 总量的 50.5%，但代表服务业创

新水平的信息与通信、商务与研发、金融

与保险行业 R&D 经费累计占比仅为 5% 左

右，与发达国家总体水平差距较大。

知识密集型产业高度依赖技术和智力

要素，对促进社会就业、调整产业结构、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大

上述产业的 R&D 经费投入力度，加速转

型升级，应作为未来发展重点。

提高我国研发投入的几点建议

加大对R&D经费的投入力度

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通过

营造公平市场竞争环境，制定相应的财政金

融政策，使企业对利润的追逐通过技术创

新来实现，进而激发企业 R&D 投入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提高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仍应进一步加大政府，特别是经济发

达地区政府对研发活动的资助水平。因为

创新具有高风险和高溢出性特征，政府对

研发活动的直接投入对全社会加大研发投

资具有重要的示范、引导和带动作用，这

已被世界各国的经验所证实。国家财政科

技支出是政府 R&D 经费的主要来源。目前，

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已占国家财政科技支出

的一半以上。但据统计专家测算，地方财政

科技支出主要用于科技成果的推广与产业

化，用于研发活动的比例仅为 25%~30%。

充分释放我国科技人力资源红利，促

进企业创新向创新链上游发展，加大知识

密集型产业研发投入。

盘活R&D经费存量

首先，逐步提高 R&D 经费中人员费

比例。北京、广东等地区已相继出台科技

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进一步扩大了劳

务费支出范围和列支内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将是未来中央财政资助研发活动的重

要资金来源，对于上述计划（专项、基金）

的经费管理，建议适度放宽对人员费的限

制，提高人员费的比例，以改变“见物不

见人”的政策模式和制度设计，吸引、留

住和激励人才投入科技创新工作。

其次，改善 R&D 经费在不同研发阶

段的配置结构。我国科学研究经费占 R&D

经费比例偏低，原因之一是企业对科学研

究投入严重不足所致。当前，企业已成为

我国最主要的研发投入主体，但科学研究

经费占 R&D 经费比重仅为 3%。为此，应

将 调 整 企 业 R&D 投 入 结 构 作 为 着 力 点，

鼓励企业尤其是行业领军企业提高对科学

研究的投入水平。

再次，逐步改善 R&D 经费在各执行

主体的配置结构。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政

府部门应对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和知

识创新主体的研究机构、高校进行清晰定

位、合理分工，尽量避免研发任务的交叉

重复，确保各主体间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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