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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经合组织科学技术与工业展望
中文概要

危机之后
经济衰退及复苏步伐缓慢，对创新及创新政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2008 年至 2012 年期间经合组织各国

研发开支总额占总开支的 1.6%，比 2001 年至 2008 年时期减少一半。

经合组织各国政府面临着经济增长乏力、社会及环境问题紧迫等各种挑战。可用来应对的资源却在减少，
财政整顿已对绿色研发预算产生了影响。因此各国政府在适应新形势的同时也启动了创新“新政”，提高创新在
政策组合中的地位。目前可见前景是 GDP 增长缓慢和政府预算紧缺，预示今后几年仍需继续实施促进创新战
略以求达到社会目标。

不断变化的态势
目前全球研发的主要驱动力量是中国，2008 年至 2012 年研发开支翻了一番，尽管增速与 2001 至 2008

年相比有所放慢。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国家为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努力使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
驱动力量，力争提升其创新能力。欧洲各国差距变得更大，一些国家在走向研发开支占 GDP 比例的既定目
标，另一些国家则更加落后。

随着科技与创新领域内全球化和相互依赖性的加强，各国创新政策也日益寻求加强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优势，争取将研发、设计等对增值及就业贡献最大的创新活动吸引到本国来。人才和其它基于知识的资产弥
足珍贵且流动性最大，所以各国竞相营造激励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科研“生态系统”，或者将本国新企业及中小
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以便吸引保住此类资产。它们尤其重视通过加强高校能力、科研基础设施、国际开放
程度来提高国家科研系统的吸引力，具体措施包括向外国研究人员提供就业机会、创建品牌活动、人员流动
计划、教育产品、改进教学环境等。也有证据表明实施税收激励措施能提高国家吸引外国研发中心的竞争力。

近期技术发展以气候变化、老龄化社会、食品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以及生产率增长（如新型制造工艺）为焦
点。人们对环境及社会问题的关切使科技创新政策面临具体的挑战和机遇。

为应对这些挑战机遇，科技创新政策增强了目标针对性。例如，随着经济危机后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就需
动用创新手段确保“藏龙卧虎之地”（最优秀的高校、企业和城市）的利益能向较弱势的企业、高校或地区转
移。根据利益相关者的不同情况，各政策领域（规则监管、税收、教育等）间的权衡及潜在协同作用，也拟
定出了更系统全面的创新政策方法。

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实现技术突破，快速部署现有的或新的技术解决方案，及进行政策、规章、行为方式等
系统层面的变革。例如，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创新方案可能催生新的增长产业，却因资金不足和政策协调问题
而受阻。这就需要利用掌控互联网信息技术在多学科研究方面带来的变化，调动一系列学科加以研究。

信息技术、生物科学、纳米技术和认知科学的融合具有催生“下一代工业革命”的潜力。作为该过程的一部
分，服务业创新份额获得了增加，这已经在对各国的竞争力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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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界的研发活动
企业研发开支自 2011 年以来已恢复到危机前的 3%年增长率，但增长基数低于 2009—2010 年削减前的

水平。研发投资的增长前景优于物质投资，因为企业出于对需求疲软的预期，在努力改进产品及工艺但并不
想扩大产能。

政府的大力扶持减缓了危机对企业研发的冲击。主要由于政府实行了更优惠的研发税收减免政策，企业研
发活动得以维持在比十年前高得多的水平。政府直接供资和税务减免的总额占各国企业研发开支的 10%至
20%，有时更高。在报告了数据的 32 个国家中，13 个国家的间接扶持与直接扶持的水平相同或更高。但随
着政府债台高筑，许多国家减少了创新相关的政府开支，或对现行政策展开了更系统的评估，调整现有政策
减少政策重叠。

政府向企业研发活动的直接供资日益通过竞争性赠款及合同形式提供，债务融资（贷款、贷款担保）和证
券融资（风投资本、基金中的基金）也更加受欢迎。许多国家将研发资金转向特殊产业或类型的（尤其是中
小规模）企业，作为“新工业政策”的一部分。

许多国家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条件一向特别苛刻（利率高、期限短、更多要求联保）。欧洲风投资本的投资
水平仍大大低于危机前，美国已完全恢复原有水平。这使各国政府增加了相关供资，新的资金来源（众筹、
其它形式的非银行融资）虽然尚不入流但正在迅速扩大。

公共研发活动
公共研发活动在创新系统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由于各国政府在危机期间维持了对公共研发的承诺，高等院

校和公共科研机构的研发开支未受削减。公共研发资金中高等院校所占份额 2012 年为 61%，2000 年是
57%。

部分由于预算形势艰难，为了提高科研活动的优异性及相关性，公共科研日益借助往往以竞争为基础的项
目融资方法而减少机构的核心融资。多数国家将机构和项目融资机制相结合，实施了提高科研优异性的举措，
鼓励卓越科研活动，支持具有挑战性的科研课题。

知识转换尤其是商业化现已成为公共科研的中心目标。市场视角也已通过政策举措被引入上游科学（如产
业界科学界合作研发）。近来，提升技术转化办公室职能及专业化程度、吸收高校学生参与市场化活动等更多
一体化战略性的政策措施得到实施，激励了对公共融资科研成果市场化的下游支持。

随着“开放性科学”的发展，对公共科研应该如何融资、怎样进行，科研产出如何利用、成果如何获取与保
护，以及科学如何与社会互动等问题，都需要新的政策方针加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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