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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OECD 科学、技术与产业计分表
数字变革
中文概要

移动技术、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堪称今日数字经济最重要的技术。这些技术的结合使
得“处处智能”的未来成为可能，并使企业、消费者和整个社会获得更多自主权。2017OECD 科学、技术与产
业计分表展示了数字变革对科学、创新、经济以及人们工作与生活的方式产生的影响。本计分表旨在帮助政
府在瞬息万变的数字时代设计更高效的科学、创新和产业政策。报告涵盖多个主题，重点在于数字趋势，主
要观点如下：

数字革命飞速发展
2012 至 2015 年，中国大陆、中华台北、韩国、日本和美国开发了 70%至 100%世界排名前 20 的信息通

讯前沿技术，日本和韩国的创新成果则涵盖信息通讯技术的方方面面。根据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IP5）数
据，2010 至 2015 年间人工智能发明专利平均每年增长 6%，是所有专利年均增长率的两倍。2015 年，全世
界人工智能发明专利申请达 18000 件。日本、韩国和美国在以上专利中占比超过 62%。近 30%的医学诊断
专利涉及人工智能相关内容。

科研强国推动数字创新
在过去十五年间，中国高影响力的科研工作翻了三倍，在最常引用的前 10%出版物中占比达 14%，成为

仅次于美国（25%）的第二大科研强国。美国在机器学习研究上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紧随其后。印度也参与
其中，已占该领域发表论文的三分之一，但如果考虑到论文质量，则位居第四位，次于英国。机器对机器通
信（M2M）是实现物联网的关键。2017 年 6 月，中国占全世界机器对机器通信 SIM 卡用户的 44%，是美国
占比的三倍。

前沿技术高度集中
研发活动高度集中。在各经济体内，少数公司负责大部分的商业研发。在加拿大和美国，国内研发 50 强

占企业研发的 40%，在德国和日本，这一比例为 55%。世界研发前 2000 的公司总部集中于少数几个经济
体，主要是美国、日本和中国，而以上三国研发支出总额约 70%集中于排名前 200 的公司。这些研发排名前
2000 的公司是数字技术研发的领导者，拥有全球约 75%的信息通讯技术专利，55%的信息通讯技术外观设
计，以及 75%的五局人工智能同族专利。

数字变革对各个行业的影响各异
与信息通讯技术产出相关的大部分增加值都来自其他经济部门。在全球对信息通讯技术产品和服务（如制

造智能手机屏幕的玻璃）的需求中，来自其他经济部门的非信息通讯行业增加值在增加值总量中占 19‑34%，
在中国这一比例则上升至 41%。数字变革影响了经济的方方面面，尽管程度不同。对数字密集型行业的新分
类表明电信和信息技术服务的数字密集性一直居于首位，而农业、矿业和房地产业一直处于末位。其他行业
的各个指数具有更强的异质性，表明转化率不同。尽管今天几乎所有企业的运营都离不开信息通讯技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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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则取决于纳入商业流程的信息通讯技术工具的类型和复杂程度。例如，尽管经合组织地区大部分公司都
有宽带服务，只有 25%表示 2016 年使用了云计算服务，包括 22%的小公司和 47%的大公司。

需要更为广泛的技能
创造、采用并有效运用新技术需要适当的技能。员工在工作中运用信息通讯技术越频繁（如在荷兰、挪威

和新西兰），经济体涉及较复杂任务的“非常规工作”的比例就越高。如果工作的信息通讯技术密集程度超出普
通工作 10%，时薪最高可比后者高出 4%。然而，仅靠信息通讯技能并不足以在数字经济中获得成功。当信
息通讯技术和需要管理和沟通技能的任务结合时，员工会获得额外奖励。数字密集型行业的员工不仅在认知
技能（如读写、计算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表现出色，在非认知技能和社交技能（如沟通和创造力）上也是
如此。

大部分人都能上网，但仍然存在差距
因特网和联网设备已成为大部分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个经合组织国家中，现在几乎所有人都

能上网。今天，巴西、中国和南非 50%以上的 16‑74 岁人士都能上网，与经合组织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随
着联网技术成本日益低廉，在今日的“数字原生代”长大成人后，这一差距还将继续缩小。在经合组织地区，
17%的学生在 6 岁甚至更小的时候便已第一次接触了因特网，在丹麦，这一比例达到 30%。然而，在大部分
经合组织国家中，老一代和年青一代、教育背景不同的人群、城市或农村人群以及不同规模的企业对数字技
术的理解和运用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女性在数字变革中落后了
在经合组织地区，仅有约 30%的自然科学、工程和信息通讯技术毕业生和 22%的科研作者为女性，如果

对作者进一步细分，如在参与付费评审或编辑活动、或全职从事研究工作的作者中，女性占比则更低。女性
发明者的专利占比差别较大，从奥地利的约 4%到葡萄牙的 15%以上。在工作中，女性的收入通常比男性低
得多，即使在考虑到个体差异和工作相关特点后依然如此。技能，尤其是信息通讯相关技能，可以部分解释
各国间的性别收入差异。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女性从信息通讯技术相关任务中获得的回报预计比男性更高。
因此，对女性进行培训，让她们习得更多的信息通讯技术技能可能有助于提升女性收入，缩小性别收入差距。

© OECD
本概要并非经合组织的正式译文。
在提及经合组织版权以及原著标题的前提下允许复印本概要。
多语种概要出版物系经合组织英法双语出版原著的摘要译文。

请在 OECD iLibrary 阅读完整的英文版本!
© OECD (2017), 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Scoreboard 2017: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ECD
Publishing.
doi: 10.1787/9789264268821-en

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SCOREBOARD 2017 - ISBN 978-92-64-268814 © OECD 2017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68821-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