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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一版的科技与工业记分板审视经合组织及主要新兴经济国家在科学、技术、全

球化与经济方面的作为。  

• 2007 年版显示经合组织各国研究与发展投资额继续上升，但速度低于上个世纪九十

年代末期。 

• 美国、欧洲和日本仍然稳居世界科学前列，新兴经济国家的作用在增大，尤其在高

科技产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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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工业记分板 第八版汇集了经合组织各成员国及一些非成员国经济体
在知识发展趋势、全球化及其对经济绩效影响方面的最新相关数据和指
标。本版国际层面的研究扩大到包括新兴经济国家，特别关注巴西、俄罗
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五国。 新数据反映了政府对知识创造、推广的支助
趋势，新指标指出各国科技专业化和创新绩效方面不断变化的新格局。生
物技术、纳米技术和环保等新兴领域的信息反映科学与技术的联系日益紧
密。 

 

知识领域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同步增长  

自 2001 年以来经合组织地区研
发开支与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同步
增长，维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2.25% 

 

知识领域投资是创新与技术进步的基础。 以研发开支、软件和教育水
平衡量，知识投资在经合组织多数国家里继续增加。 但经合组织的研发发
展速度总体上慢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下半期，部分原因是九十年代后期快速
增长期后出现了投资调整，以及美国研发投资的减速。  

日本和欧洲的研发密度（即研发开支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 2004 年
下降后，于 2005 年分别提高到 3.3% 和 1.7%。 美国研发密度从 2001 年
的峰值 2.7% 下降到 2006 年的 2.6%，主要原因是其国内生产总值比其它地
区增长更快。2005 年中国的研发开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位居世界第三，仅
次于美国和日本， 2000 年至 2005 年期间年增长率达 18%以上。 

经合组织地区的企业部门，无论从绩效还是资金方面都在研发活动中占大
头(分别占总数 63% 和 68%), 除美国外，所占份额近几年来都有所上升。
2005 年与 1995 年相比，企业供资的研究与发展活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
占份额在日本(2.5%)、美国 (1.7%) 和欧盟 (0.9%)都得到大幅度提高。 

高科技研究人员就业增加，主要
归因于女性就业的提高和服务业
的扩大  

北欧各国数据显示其研发人员和高技能工人在就业总数中所占比例最
高。 经合组织各国的高科技研究人员就业人数增长速度继续大大超过就业
总人数增长速度，平均年增长率在美国为 2.5%，欧盟十五国为 3.3%。这一
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女性就业人数的增加，以及服务业的扩大（服务部门
高科技研究人员占就业人数的比例平均为制造部门的两倍）。  

风险资本是新技术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也是创业精神和创新活动的决
定性因素。 2005 年风险资本占整个经合组织国民生产总值约 0.12%，2003
年时为 0.10%。所占份额在北欧各国高得多，增长也快。但风险资本仍主
要集中在英国和美国。2005 年英美两国吸引了经合组织全部风险资本的一
半。 

 

 

 

 

 

 

 

 

 

 

 

 

 

 

[图 A.1.1]2004 年知识领域

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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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政策：税务激励和工业界-大学挂钩 

2006 年有 20 个经合组织成员国
给研发活动减免税务，1995 年时
只有 12 个国家这样做 

经合组织各国促进创新的政策组合正在变化。 2005 年政府直接提供的资
金平均占企业研发费用的 7%，1995 年为 11%，从政府采购（直接补贴）方
式转向税收减免。2006 年有 20 个经合组织国家给企业研发活动减免税
务，1995 年只有 12 个国家（2004 年 18 个国家）这样做。 多数国家的研
发税务优惠程度都在逐年提高。政府减免研发活动税务可以失去很多财政
收入。 2006 年少收的税款相当于美国直接补贴金额的 23%，法国直接补贴
金额的 43%，荷兰直接补贴总金额的两倍，爱尔兰和澳大利亚金额的 1.2
和 1.3 倍。 

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大学申
报的专利数目正在增加 

为促进科研成果从学术界向企业界转移，许多经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鼓励
大学申报发明专利。 从 1996-98 年到 2002-04 年，整个经合组织地区大学
申报的专利数目保持稳定。该比例在首创这项政策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和
美国略有下降，目前占 7%。在日本、欧盟显著上升，特别是法国德国，虽
然其水平尚低（日本为 1.5%， 欧盟 3%， 法国已达到 5%以上）。  

科学技术与创新绩效：新手崛起  

中国科技出版物数目位居世界第
六，在全球三大类专利中所占份
额从 1995 年为零增加到 2005 年
占 0.8% 

美国欧洲日本仍处于世界科技前列，分别占有全球科学出版物的 30%、
33%和 8%。它们在重要发明专利方面也遥遥领先，2005 年在三大专利总数
中都占 30%以上。但按人均计算，则瑞士位居世界第一，北欧各国紧跟其
后。 按专业化分类的专利数据显示，新兴经济国家印度、中国、以色列、
新加坡，以及美国的科研努力集中在高端技术工业（电脑、医药），欧洲
大陆则集中在中高端技术工业（汽车、化工）。 

信息通信技术经历 1990 年代末的爆炸式发展后，以更稳健步伐得到
推广普及 

过去十年中，科技发展和信息通信技术的推广使用推动了经济。信息通
信技术已经成为公司企业在组织、技术方面创新的战略性工具。 

25 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有 89%企
业使用互联网  

和 1990 年代及 2000 年代初相比，信息通信技术以更稳健的步伐得到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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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互联网在家庭和电子商务中的使用情况就是证明，虽然电子商务使用
仍然有限。宽带的家庭普及率过去三、四年在各国都得到迅速发展，但普
及程度因国家而异。家庭普及率方面韩国、日本和北欧各国达到 50% 至
80%， 意大利、爱尔兰则仅达 10%至 15%。 宽带发展取决于电脑普及率，
也取决于竞争水平和服务供应。 最后，互联网商务应用在经合组织各国已
经十分普遍：二十五个成员国中员工十人以上的企业有 89%以上已经联
网，半数以上拥有自己的网站。 

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环保技术崭露头角 

某些科研领域值得特别审视，因为它们对社会、经济具有现实的或预期的
重大影响，尤其在工业创新应用、卫生保健和环境保护等方面。 美国拥有
生物技术公司数量最多（近 2200 家），其次是日本和法国（各有约 800
家）。多数国家的生物技术在企业研发中所占比例为 2%至 6%，美国、瑞士
和加拿大比例更高，在一些小国家比例更是超过 20%（丹麦、新西兰、冰
岛）。 十个报告国中的多数生物技术公司业务领域为卫生保健（45%），
其次是农工食品业和工业-环保应用（约各占 25%）。  

美国日本在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中
领先，欧盟则位于环保科学前列 

美国日本在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专利申报方面及相关科学领域拥有比较优
势，欧洲则在有关环境的技术（固体废物处理、可再生能源、汽车报废处
理）方面领先全球，尤以德国十分活跃。 在三项环境技术领域中日本仅次
于欧洲。 但自 1990 年代中以来，虽然可再生能源和汽车报废处理方面的
专利数目迅速增加，固体废物处理技术的专利申请数则有所下降。 

创新活动日益成为集体性、国际性努力 

1990 年代初以来，跨界发明产权
在全部专利发明中所占的比例，
已经从 11% 提高到 16% 

科技活动包括科研活动的全球化近来有迅速发展趋势。 进行跨境研发
项目日益变得更加容易（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研发成本增加以及
政策方面的重大变化（知识产权比重加大、研发经费税务化处理等）都对
这一趋势有利。1995 年至 2005 年跨国作者联合署名的科学出版物增加了
两倍。 跨境发明合作（两国或更多国家的联合发明人共享专利）在全球发
明总数中所占的份额几乎增加了一倍（从 1991-1993 年不到 4%，提高到
2001-2003 年 7%以上）。 在此格局中，欧盟各国往往在欧盟范围内相互合
作，全球化程度低于美国，而日本韩国的国际化程度总体最低。 

在多数报告国中，外国子公司在
制造业研发总开支中所占比例，
现已高于其在制造业总营业额中
所占的比例 

科研国际化的快速发展也从跨国公司最近的投资模式中得到印证。 在国外
由外国子公司进行的研发活动平均占经合组织工业研发总开支的 16%以

 
 
 
 
 
 
 
 
 

[图F.1.2] 2003 年：员工人

数不到 50 人的生物技术公

司份额
 
 
 
 
 
 
 
 
 
 

[图 F.9.1] 1999-2004 年各国

在核心引述文章方面所占

份额
 
 
 
 
 
 
 
 
 
 
 
 
 

[图 G.6.1]  2004 年外国控股

子公司在全部研发开支、营业

额中所占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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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而且在多数国家，由外国控制的子公司研发密集度平均高于本国控制
的子公司。 日本、瑞典、美国和英国都是这种情况。 这一趋势印证了研
发活动更接近市场和知识来源，从而日益在全球各地铺开。 

价值链为经济全球化核心 

现有指标反映，贸易、投资、技术贸易等经济活动的国际化趋势正在上
升。 投资流量尤其是证券投资流量在 2003-2005 年迅速增加，相当于经合
组织国内生产总值的 12%。 2001-2005 年货物贸易额占经合组织国内生产
总值的 19%，服务贸易额占 5%左右，较 1990 年代初有大幅增长。  

外国直接投资自 1990 年代中以来在多数国家一直稳步提高。在经合组
织大国中，英国法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高于德
国、美国和日本。 所有国家的外国控股公司就业人数所占比例均低于营业
额所占比例，因为这些公司资本密集度高于本国控股公司。由于更加面向
国际市场而不是本地市场，所占出口份额一般也更高。  

知识与创新引领劳动生产率和贸易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最常用的福利衡量指标。 该指标美国最高，多数
经合组织是美国水平的 70-8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别反映以每小时生
产国内产值衡量的劳动生产率，及以人均工作小时数衡量的劳动力使用率
两者的结合。劳动力使用率很大程度反映出劳力市场上工作时间的长度和
就业状况（失业状况）。  

经合组织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越来越依靠信息通信技术和企业
服务  

若干欧洲国家（比利时、爱尔兰、法国和荷兰）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最
高，但其劳动力使用率水平低得多。 1995 至 2005 年澳大利亚、丹麦、瑞
典、英国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的百分之 0.3 至 0.7 归因于对信息
通信技术的投资，但在其它国家的影响要小些。 由于企业服务在经济中所
占份额提高，2000 年以来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企业服务加大了对劳动生产
力改进的贡献，芬兰、德国、韩国和瑞典在这方面是主要例外。 

与这一发展同时，经合组织多数国家高技术与中高技术制造业在过去十
年有所下降。 部分原因是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尤其是外迁），有助于工业
结构和贸易的重新配置。但高技术产业和中高技术产业（尤其汽车、化工
和机床、设备工业）加在一起，在经合组织制成品贸易额中仍占略低于
65%的份额。  

 
 
 
 
 
 
 
 
 
 
 
 
 
 
 
 

[图 I.5.1]  2004 年高技术和中

高技术制成品在附加值总额中

所占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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