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突飞猛进，学科交叉融合不断
发展， 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
革，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
渗透融合。

嫦娥探月、天问探火，神舟飞船
接力腾飞，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首
架 C919 大飞机正式交付……新时
代 10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国科技事
业发生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
变化，科技实力跃上新的大台阶，进
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开启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新征程。

近日，国家创新调查制度实施
10 周年座谈会在科技部举行。 10
年来，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创新调
查制度已经建立并持续完善，系统
刻画中国科技创新的生动实践，全
面反映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从国家
创新调查制度取得的丰硕成果，可
以更好观察中国科技创新的新亮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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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中国有 21 个
区域进入全球创新指数全

球科技集群百强，其中，深
圳—香 港 —广 州 （第 2
位 ）、 北京 （第 3 位 ）、上
海—苏州（第 6 位）进入全
球前 10 位。

值得注意的是， 国家
高新区成为区域创新高

地， 园区生产总值从 2012
年的 5.4 万 亿 元 增 长 至
2021 年的 15.3 万亿元，增
长 2.8 倍；占我国国内生产
总值（GDP）的比重从 2012
年的 10.1%增长至 2021 年
的 13.4%，提高 3.3 个百分
点。

国家创新调查制度持

续监测评价显示，10 年来，
国家高新区内企业营业收

入增长超过 2.9 倍，净利润
增长超过 3.4 倍，营业收入
超过 1000 亿元的国家高
新区数量从 2012 年的 54
家 增 长 至 2021 年 的 97
家。

与此同时， 我国科技
创新国际影响力显著提

升。 自 2013 年起，我国连
续发布英文版 《国家创新
指数报告》《企业创新调查
年鉴》等，多次与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世界经济论坛、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欧盟
委员会和瑞士洛桑国际管

理发展学院等国际机构开

展实地交流。
邢怀滨表示， 未来科

技部、 国家统计局等有关
部门将以统计调查数据为

基础， 深入开展调研， 加强分析研
究， 准确及时反映科技创新发展状
况和重点热点难点问题， 完善数据
发布机制和信息化查询平台等工

作， 让创新调查成果成为观察中国
科技创新的重要窗口。

（新华社北京 2 月 22 日电）

中国科技新亮点观察
———从国家创新调查制度实施看科技创新生动实践

新华社记者 胡?

科技人才结构更加优化 经费投入快速增加
国家创新调查制度是党中央、国

务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监测评价国
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基础性制度，为创
新型国家、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提供了
有力支撑。

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的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
确提出：“加强创新调查，建立定期监
测评估和滚动调整机制。 ”

2022 年，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明确规
定：“国家建立健全科学技术统计调
查制度和国家创新调查制度，掌握国
家科学技术活动基本情况，监测和评
价国家创新能力。 ”

“国家创新调查制度是在科学、
规范的统计调查基础上对国家创新

能力进行全面监测和评价的制度安

排，由科技部、国家统计局牵头负责，
建立了包括 18 个部门在内的工作协
调机制， 统筹国家创新调查制度实
施。 ”科技部战略规划司副司长邢怀
滨介绍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坚持创

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

地位”，更加激发了创新的澎湃动力。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芳华苑内暖

意融融，一场隆重的颁奖大会 2 月 17
日在这里举办， 何梁何利基金会向
2021 和 2022 年度获奖的 112 位杰出
科学家颁出大奖。

此次获奖人员中，既有德高望重
的老院士，也有在科技创新前沿领域
做出突出贡献的生力军。 他们中，最
年长的已 85 岁， 最年轻的仅 37 岁，
平均年龄 57.1 岁，青年创新奖获奖人
平均年龄 42.4 岁。

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

于人。 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研究与试验
发展（R&D）人员总量为 572 万人年，
是 2012 年的 1.8 倍， 稳居世界第一，
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数由

2012 年的 43 人年提高到 77 人年。
此外，我国也更加重视对青年人

才的培养，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设
立 35 岁以下青年科学家项目， 涌现

出一批世界顶尖科技人才。 中国内地
入选世界高被引科学家数量从 2014
年的 111 人增长到 2022 年的 1169
人。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二级巡视

员关晓静表示，我国科技创新不断取
得突破， 离不开研发投入的快速增
长。
据初步测算 ，2022 年我国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达到 3.09 万亿元，是
2012 年的 3 倍，稳居世界第二大研发
投入国，R&D 经费投入强度从 2012
年的 1.91%提升至 2022 年的 2.55%。

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基础研究工

作。 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我国的基础研究经费稳
步增长。 2022 年基础研究经费达到
1951 亿元，是 2012 年的 3.9 倍，基础
研究经费占 R&D 经费的比重为
6.32%，连续稳定在 6%以上。 投入的
增长，为切实加强基础研究、夯实科
技自立自强根基提供了不竭动能。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更加强化 科技创新产出量质齐升
眼下正是多地春耕备耕的关键

期， 在海拔约 2000 米的云南省富源
县大山深处，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
院 23 所航天新气象公司建设的自动
气象监测站，不断为当地农业生产提
供重要气象信息。

在富源县，“十里不同天”常被用
来形容天气的变幻莫测 。 特别是暴
雨 、寒潮 、大雾 、冰雹等一些气象灾
害，往往影响着村民们的收成。

为此，航天新气象公司主动扛起
企业创新主体责任，充分挖掘航天领
域多年来积累的技术资源和能力，在
乡村振兴项目中承担了气象自动化

站点的加密布局工作，有效提升了当

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当前，企业 R&D 经费占全社会

R&D 经费比重达到 76.9%，企业的创
新主体地位正进一步巩固。 ”中国科
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郭戎

介绍，2021 年， 规模以上工业实现技
术创新企业数达到 20.9 万家，占全部
工业企业比重为 47.4%，比 2016 年提
高 15.7 个百分点。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已从

2012 年的 4.9 万家增加至 33 万家 ，
增长 5.7 倍。 2021 年有 683 家企业进
入全球研发投入 2500 强榜单， 在无
人机、电子商务、云计算、人工智能、
移动通信等领域成长起一批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更加明确的同

时， 科技创新产出也呈现出量质齐升
的特点。2021年，我国高被引论文数为
42920篇，排名世界第 2位，是 2012年
的 5.4 倍 ， 占世界比重为 24.8%，比
2012年提高 17.5个百分点。

此外，我国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
量从 2012 年的 3.2 件提升至 2021 年
的 19.1 件， 专利国际化水平不断提
高，PCT 专利申请量从 2012 年的 1.9
万件增至 2021 年的 6.96 万件， 连续
三年位居世界首位。 2021 年技术合同
成交额达到 37294 亿元，是 2012 年的
5.8 倍。

这是““着巡合影””图。。 22002211 年 66 月 1111 日，，国家航天局在北京举行天问一号
探测器着陆火星首批科学影像图揭幕仪式，， 公布了由祝融号火星车拍摄的着
陆点全景、、火星地形地貌、、““中国印迹””和““着巡合影””等影像图。。 首批科学影像
图的发布，，标志着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国家航天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