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创新能力位列世界第二梯队 
——《国家创新指数报告 2014》解读 

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究竟如何？这似乎很难回答。 

国家创新指数，这一反映国家综合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或许将给出答案。

8日，由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完成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 2014》正式发布，

报告从创新资源、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创新绩效和创新环境方面对一个国家的

创新能力和发展趋势做出了详细测定。 

    “令人欣喜的是，结果显示，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科技竞争力和

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武夷山说。 

创新资源投入逐步增强 

国家创新指数测算表明：2013 年中国综合创新能力国际排名与上年持平，

仍居第 19 位，是唯一进入前 20 位的发展中国家。 

    “尽管排名没有变化，但中国国家创新指数得分为 68.4 分，比上年高出了

3.2 分，扩大了与第 3梯队的加拿大、卢森堡、新西兰等国之间的距离，而且与

排在第 18 位的比利时差距也大幅度缩小，从原来的相差 3分缩小至 1分。”武

夷山说，这就好比学生虽然考试成绩名次没有变化，但是各科成绩明显提高了很

多，也是一种进步。 

    武夷山分析，中国处于竞争最为激烈的第二梯队，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

绩，主要得益于在 R&D 经费投入方面的持续增强。2013 年，中国 R&D 经费投入

强度迈入 2%时代，达到 1912.1 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升至世界第 2位。 

    “国家研发投入强度是一个综合性指标，代表一个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

度，持续增长的科技投入是稳定科研队伍的关键，是确保国家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的核心要素。”武夷山解释说，从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和经验看，提高一个国家

创新能力，需要通过长时期的努力，逐渐提高全社会 R&D 经费占 GDP 的比重。目

前，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近 20 个科技发达国家的研发投入强度都在 2%以

上。 

知识产出总量优势显著 

2013 年，中国 SCI 论文位居世界第 2位，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

别位居世界首位和第 2位。 

    “较高的知识产出与扩散应用能力是创新型国家的共同特征之一。国际科技

论文（SCI 论文）和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作为测度知识产出水平的重要指标，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的原始创新能力、创新活跃程度和技术创新水平。”武

夷山说。 

    武夷山表示，中国 SCI 论文在保持数量持续增长的同时，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2009—2013 年中国 SCI 论文被引证次数达到 360.7 万次，超过德国居世界第 3

位，逐步逼近英国。其中高被引论文数量突破 1.2 万篇，占全世界高被引论文总



量的 10.4%，位于美国（6.2 万篇）、英国（1.6 万篇）、德国（1.4 万篇）之后，

居世界第 4位。 

然而在武夷山看来，尽管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均居世界前列，但真正

高水平的专利却并不是很多。一些地方政府出于良好的意图，为鼓励企业申请专

利设置了专门的奖项，可是有些专利申请代办公司钻奖励政策的空子，为企业提

供一条龙服务，申请到没有质量的专利后，拿到奖励两家分了完事。 

    “就像从重视 SCI 论文数量到重视论文质量的转变一样，我国的专利现在也

到了强调质量的阶段。”武夷山建议，像广东、北京、上海、江苏这些发达省市，

专利授权量相当多，政府不妨重点奖励含金量较高的三方专利，“这才应该是花

大力气去抓的”。 

“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半数指标提前完成 

根据《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中国预计到 2020 年建成创新型国

家。在 2010 年颁布的《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中更是明确提出，

“十二五”科技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就是“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世界排名由目前第

21 位上升至前 18 位”。 

    为监测和评价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自 2006 年起

开始了国家创新指数课题研究并编制报告，为这一目标的确定提供科学依据。到

今年，国家创新指数年度报告已连续发布 5期。 

    武夷山介绍，目前，“国际论文被引用次数”“发明专利申请量”“发明专

利拥有量”“研发人力投入”“全国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额”等 5 项指标已提前完

成规划目标。 

    尚未实现目标的指标中，国家创新指数世界排名与规划目标还有 1位的差

距；R&D/GDP、科技进步贡献率两项指标稳步增长，与发展目标（2.2%和 55%）

分别仅差 0.11 和 1.9 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达

到 16.7%的历史最高水平，与 18%的发展目标还差 1.3 个百分点，已完成了目标

增幅的 3/4。 

    五年来，课题组力求将报告打造成评价国家创新能力和促进科技管理工作的

一个重要参考工具。然而，武夷山看重的并不只是结果。“关键在于向着正确的

目标努力，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指标分析发现自己的短板，并及时改进工作。就像

一个人，只要确实比以前进步很多，那么，他即使没有完全实现预定的目标又怎

样？”武夷山说。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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