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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 2013 年科学技术与工业记分板
中文概要

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经济增长黯然失色的背景下，促进新的增长来源已成为全球的政策重点。科学、技术、
创新及创业精神能提高竞争性、劳动生产率及创造就业，是激励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机制。

本记分板中包含 260 项科学、技术、创新及工业绩效指标，反映经合组织及主要非经合组织经济体在一系
列广泛领域中的业绩。科技与工业记分板能帮助各国政府设计更有效的政策，并监测在实现期望目标上所获
得的进展。以下是 2013 年记分板报告的主要研究结果。

对创新进行投资依然是政策重点，主要工具为研发扶持措施。

2012 年经合组织各国政府对国内外研发直接投资金额平均相当于 GDP 的 0.8%，韩国和芬兰的投资比例
高于 1%。此外，34 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的 27 个以及若干非经合组织经济体目前也通过税收鼓励政策对企业
研发进行间接支助。2011 年俄联邦、韩国、法国和斯洛文尼亚向企业研发提供的总体资助额按 GDP 比例计
最高。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企业研发的间接供资为直接供资五倍之多。美国对研发开支的税收折免款额为
83 亿美元，法国、中国位居其后。新的估计数显示，一个企业的研发投资成本取决于该企业的规模、地点及
资产负债表。2013 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韩国、荷兰与葡萄牙给中小企业提供的待遇更为优厚。

对于有活力的年轻企业创造就业有了新的认识

2008 至 2011 年，经合组织地区净就业人数减少 2%共 9 百万人，其中三分之二在美国。制造及建筑部门
受冲击最大（分别平均减少 32%和 25%），信息工业部门，如信息通信技术的制造、出版活动或电信服务，
也受到影响。许多经合组织成员国就业水平大幅下降，一直持续到 2012 年，高技能管理人员和低技能职工
均未能幸免。在此次危机过程中，多数国家中被裁撤的就业岗位多半源于成熟企业规模收缩，年轻企业（成
立不到五年）的净就业人数仍保持正增长。雇员人数低于 50 人的年轻企业仅占就业总数约 11%，但在企业
部门创造就业总数中一般占 33%以上，就业裁员总数中占 17%左右。

附加值贸易开辟了贸易关系新篇章

经合组织与世贸组织的附加值贸易指标反映出各国现在更依赖来自更多经济体的进口，以保持或提高其出
口业绩。例如在 1995 至 2009 年期间，中国出口总额按现价增加了约 12 倍，增至近一万三千亿美元，而出
口物品中的外国附加值含量提高了近三倍，达 30%以上；出口的外国附加值中有 20%来自经合组织国家，其
中一半来自日本和韩国。

国外消费者扶持就业

随着各国间相辅相成关系日益加强，一国消费者对价值链上游各国的就业都有贡献。2008 年，多数欧洲
国家中 20%至 45%的企业部门的就业岗位，以及中国 20%的就业岗位是靠国外需求支撑的。日本、美国因
经济规模较大、对进出口依赖程度较低，所以该比例低些。但初步估计也显示，2008 年美国有一千万以上就
业岗位靠外国消费者维系，仅东南亚消费者就支撑着二百万美国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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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经济国家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日益提高

全球科研态势中涌现出的新兴角色改变了全球合作网络的架构。2011 年中国成为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大研
发国家，超过了日本德国及韩国。中国也是世界第二大科技出版物产出国，但计入质量因素后的研究成果（被
引述次数最多的文献）则落在多数经合组织国家后面。中国 2011 年参加了七万四千多项科学合作，1998 年
仅九千项。同期与总部设在美国的研究机构共同著述的中国出版物数量从近 2 千个增至 2 万 2 千多个。美国
继续是国际研究网络的中心，2011 年约占所有经专家评审的科学合作论文 的 15%。

优秀高校仍集中在少数地方

2007 至 2011 年全球相对影响力最大的 50 强高校地域分布高度集中，但集中程度低于 2003 至 2009 年
时期。总体上 50 强高校中有 34 所在美国，其他在欧洲，首次有 2 所位于经合组织地区外的中国台北。英国
位居第二，在医学及社会科学方面占有特别优势。按学科分也有显著差别，位于美国的高校更可能在生物化
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和心理学方面领先。非经合组织经济体，尤其是亚洲经济体的高校在化学工程、
能源及兽医研究方面有比较突出的作为。

研究人员的流动性不断增加

研究人员的流动性及机构间的合作在不断增加。本报告的一个新指标专门跟踪学术刊物中发表著述的科
学家所属机构的变化。在科研人员国际双边流动中，出入国流量最高的九个国家均以美国为交流对象。美国
总体上科研人员流入量超过流出量，在美国发表过文章的科研人员流入中国和韩国机构的数量，超过同类人
员从中韩两国流入美国的数量。英国在科研人员交流数量上位居第二。平均而言，跨国变更从属机构的科学
家的研究影响力比从未走出国门的科学家高近 20%。对许多国家而言，若能将这些“留守者”的绩效提高到其
国际流动研究人员（包括出国和回国人员）的水平，便能赶上领先科研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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