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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研究以统计数据为依据，在建立技术创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发展

态势进行了分析，并从高技术产业的行业分类、经济类型等角度分析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基本特

征。此文是连载的两篇文章中的第一篇，主要从经费、人员等创新投入，专利、新产品等创新产出的角度

分析了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总体发展态势。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依然较

为薄弱，产业基础脆弱问题比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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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先导产业，对产业

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成为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的制高点[1]。自20世纪90年代初

期以来，随着我国大力推进高技术的市场化、国际化和

产业化进程，我国高技术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高技术

产业也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增长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一

支重要力量[2]。本研究以我国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

通过建立技术创新指标体系，分析了我国高技术产业技

术创新的发展态势和基本特征。

2 研究方法

☆整篇文章共分两个部分，分别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发展态势和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此文是其中的第一部分，主要在整个产业层面

分析技术创新发展态势。第二部分从高技术产业的行业分类、经济类型等角度分析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基本特征。

�.�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定量分析为主，辅之于定性调研，数据均

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改委、科技部等编的《中国高技

术产业统计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统计文

献。数据的时间范围主要是2000－2007年，此外还包括

部分1995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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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计算范围

根据统计年鉴的统计说明，我国高技术产业科技活

动指标统计计算范围为大中型工业企业。根据2003年原

国家经贸委、原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统计局制定的

《统计上大中小型企业划分办法》[3]，大中型工业企业

的划分标准确定了以从业人员数、销售额和资产总额三

项指标共同作为划分工业企业规模的依据(表1)。

表1  大中型企业划分指标与标准

从业人员 销售额 资产总额

大型工业企业 2 000人及以上 3亿元及以上 4亿元及以上

中型工业企业 300 人及以上 3 000 万元及以上 4 000 万元及以上

�.� 指标体系

在对技术创新指标体系深入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4-11]，

本文根据技术创新过程各阶段所包含的关键要素，设计

了分析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发展态势的指标体系，

具体包括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新产出两个一级指标，

并进一步将指标进行细分，构建了分析企业技术创新发

展态势的综合指标体系(表2)。

表2   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发展态势分析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含义

技术创新投入

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

指高技术产业在报告年度从各种渠道筹集到的计划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

包括企业资金、金融机构贷款、政府资金、其他资金(事业单位资金、国

外资金等)。

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
指高技术产业在报告年度用于内部开展科技活动实际支出的费用，包括外

协加工费，不包括委托研制或合作研制而支付外单位的经费。

研发经费支出
指高技术产业在报告年度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中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

究和试验发展三类项目以及这三类项目的管理和服务费用的支出。

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
指报告年度内高技术产业用于新产品研究开发的经费支出，包括研究、设

计、模型研制、测试、试验等费用支出。

技术引进经费支出

指高技术产业在报告年度用于购买国外技术，包括产品设计、工艺流程、

图纸、配方、专利等技术资料的费用支出，以及购买关键设备、仪器、样

机和样件等的费用支出。

消化吸收经费支出 指高技术产业在报告年度对国外引进项目进行消化吸收所支付的经费总额。

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

指高技术产业在报告年度购买国内其他单位科技成果的经费支出，包括购

买产品设计、工艺流程、图纸、配方、专利、技术诀窍及关键设备的费用

支出。

科技活动经费外部支出
指高技术产业委托其他单位或与其他单位合作开展科技活动而支付给其他

单位的经费。

科技活动经费投入强度 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主营业务收入

研发投入强度 研发经费支出/主营业务收入

新产品开发经费投入强度 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主营业务收入

研 究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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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08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2008。《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项目一览表》及《科技活动情况表》相关指标解释，http://

www.qdjm.gov.cn/shownews.asp?id=10144，检索日期：2008年1月22日。

3 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态势分析

�.� 创新投入

�.�.� 经费投入

(1)创新经费投入总量持续增长，但强度低且呈下降

趋势

1995－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科技活动经费筹

集额、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以及研发(R&D)经费内部

支出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图1)。

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1995年为65亿元，2000年

增至239.9亿元，2007年增加到946.7亿元，增长了近14

倍，其中2000－2007年的年均增长率达21.6%。每家企

业年均筹集到的科技活动经费从2000年的近1 159.7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含义

科技活动人员数量
指高技术产业在报告年度直接从事或参与科技活动的人员，包括参加科技

项目人员、从事科技活动管理和为科技活动提供直接服务的人员。

研发人员折合全时当量

研发人员是指科技活动人员中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活

动的人员。研发人员折合全时当量指报告年度高技术产业研发人员按实际

从事研发活动的时间计算的工作量。

研发人员投入强度 每万名从业人员中从事研发活动人员全时当量。

科技活动人员素质

科学家与工程师是指科技活动人员中具有高、中级技术职称(职务)的人员

和不具有高、中级技术职称(职务)的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利用科学

家与工程师数量/科技活动人员数量表示科技活动人员素质。

开展科技活动数量 指高技术产业开展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及其成果应用活动情况。

开展研发活动数量 指高技术产业开展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情况。

创办科技机构数量
高技术产业自办、或与外单位合办，管理上同生产系统相对独立，或者单

独核算的专门科技活动机构的数量。

开展科技项目数量

指高技术产业在报告年度当年立项并开展研制工作、以前年份立项仍继续

进行研制的科技项目数，包括当年完成和年内研制工作已告失败的科技项

目，但不包括委托外单位进行研制的科技项目。

技术创新产出

专利申请数量 指高技术产业在报告年度内向专利行政部门提出专利申请并被受理的件数。

发明专利申请数量
指高技术产业在报告年度内向专利行政部门提出发明专利申请并被受理的

件数。

拥有发明专利数量
指高技术产业企业作为专利权人在报告年度拥有的、经国内外专利行政部

门授权且在有效期内的发明专利件数。

新产品产值 指报告年度高技术产业生产的新产品的产值。

新产品销售收入 指报告年度高技术产业销售新产品实现的销售收入。

新产品出口销售收入
指报告年度高技术产业将新产品出售给外贸部门和直接出售给外商所实现

的销售收入。

新产品销售比重 新产品销售收入/主营业务收入

新产品出口销售比重 新产品出口销售收入/新产品销售收入

续表2 

RESEARCH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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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至2007年的2 163.9万元，约增长了86.6%。

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1995年为59.6亿元，2000

年增长到200.8亿元，2007年达到886.8亿元，增长了近

14倍，2000－2007年的年均增长率达23.6%，超过了科

技活动经费筹集额的增速。每家企业年均内部支出的科

技活动经费从2000年的965.5万元增至2007年的2 027万

元，约增长了1.1倍。

研发经费内部支出。1995年为17.8亿元，2000年增

至111亿元，2007年突破500亿元，达545.3亿元，增长了

近30倍，2000－2007年的年均增长率达25.5%，超过了

科技活动经费支出的增长率。每家企业年均研发经费投

入也从2001年的近534万元增至2007年的1 246万元，增

长了1.3倍。

但是，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经费投入强度显著不

足，且呈现下降趋势(图2)。

科技活动经费投入强度。2000－2007年，我国高

技术产业的科技活动经费投入强度除2000年和2002年

分别达到3.1%和3.0%外，其他年份均低于3%，尤其是

2004－2007年，一直保持在2%~2.1%之间，2007年比

2000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

产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平均只有1.47%，且自2001年以来

呈现下降趋势，2001年最高为1.79％，2004年下降至

1.25％，此后保持在1.3%左右，2007年比2001年下降了

0.49个百分点。

除研发强度外，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占制造

业研发经费的比例也从2001年的38.1%下降到2007年的

27.1%，下降了11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内部支

出占全国R&D比重也趋于下降，2001年为15.1%，2003年

为14.4%，比2001年下降了0.7个百分点，2006年恢复到

15.2%，2007年为14.9%。2001－2006年，我国研发经费占

GDP比例从0.95%提高到1.42%，提高了近0.5个百分点，

但高技术产业研究开发投入比例却没有相应提高。

(2)新产品开发经费逐年增加，但强度波动明显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新产品开发支出经

费逐年增加，从2000年的117.8亿元上升至2007年的652

亿元，增长了约4.5倍，年均增长率为27.7％。此外，平

均每家企业新产品经费整体也呈现增长趋势，从566万

元增长至2007年1 490万元，增长了1.6倍。

2000年以来我国高技术产业新产品开发投入强度波

动明显，经历了一个从逐年下降到缓慢上升的过程(图

图1  1995－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经费筹集

和投入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1995年、2000年、2002－2006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

产业统计年鉴2007》，2001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002》，2007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8》。

图2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经费投入强度

数据来源：2000年、2002－2006年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研发经费内部支

出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7》，2001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

产业统计年鉴2002》，2007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8》。

2000－2007年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数据来自《2006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

计资料》、《2007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和《2008工业企业科技活动

统计资料》。

图3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新产品开发经费投入强度

数据来源：2000年、2002－2006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

产业统计年鉴2007》，2001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2》，

2007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8》。2000－2005年高技术产业

主营业务收入数据来自《2006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2006年数据来

自《2007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2007年数据《2008工业企业科技活

动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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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2000年的1.81%下降至2004年的1.11％，然后又波

动上升至2007年的1.55％，2007年比2000年下降了0.26

个百分点。

 (3)消化吸收投入不足，相对技术引进投入比例失衡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引进经费支出经

历了一个从不断增长到逐渐下降再到上升的过程(图4)。

2000年以来技术引进经费快速增长，2004年突破100亿

元，达到111.9亿元，2005年和2006年持续下降，且速度

较快，2007年再次突破100亿元，达到最高值130.9亿元。

同期，消化吸收经费支出也经历了一个较大幅度的

变化。2000－2003年间缓慢上升，经费在3亿～5亿元

左右；2004年开始快速增长，2005年达到最大值27.5亿

元，两年的增长率均超过100％；但2006年急剧下降，

降至11亿元，下降了约60％；2007年再次上升至13.7亿

元，但仍比2005年减少了50％。

图4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引进、

消化吸收经费支出情况

数据来源：2000年、2002－2006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007》，2001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2》，2007年数据来

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8》。

自2002年后，我国高技术产业消化吸收经费相对

于技术引进经费的比例逐步提高(表3)，2005年达到

0.324:1，但2006年和2007年开始持续下降。国际上通常

是引进1美元的技术，要花2~5美元进行消化吸收，日

本、韩国的技术引进经费与消化吸收经费的比例大致保

持在1:3的水平[4]。相比之下，我国高技术产业消化吸收

经费相对于技术引进经费的比例还是非常低的，还属于

单纯的技术引进。

(4)购买国内技术经费呈增长趋势，但相比技术引进

仍很低

自2001年以来我国高技术产业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

出逐年增加(图5)，2006年突破10亿元，2007年达到11亿

表3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经

费的比例

年度 技术引进经费与消化吸收经费比例

2000 1∶0.072
2001 1∶0.047
2002 1∶0.056
2003 1∶0.060
2004 1∶0.112
2005 1∶0.324
2006 1∶0.140
2007 1∶0.105

数据来源：2000年、2002－2006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007》，2001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2》，2007年数据来

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8》。

元，比2001年增长了约2倍。

但与技术引进经费相比，我国高技术产业购买国内技

术经费支出还很低，平均仅为技术引进经费的10%左右。

图5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情况

数据来源：2000年、2002－2006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007》，2001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2》，2007年数据来

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8》。

(5)企业已成为创新经费投入主体，经费来源的多元

化程度不高

1995－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筹集的各种来源的

科技活动经费均呈现增长态势。其中企业资金规模最大

且逐年增加(表4)，从1995年的41.9亿元，增加到2000年

的188.4亿元，2007年增至809.9亿元，增加了18倍多，

2000－2007年间年均增长率达23.2%，超过总经费的增

长率。金融机构贷款金额在波动中增长，2006年最高

达58.6亿元，2007年降至44.9亿元。同期，政府资金也

呈增长态势，从1995年的11.7亿元增加至2007年的65亿

元，增长了4.5倍，其中1995年和2007年政府资金数额均

超过了金融机构贷款。在各种来源中，其他资金规模最

小，但也在波动中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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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00－2007年高技术产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来源及所占比重

����年 �000年 �00�年 �00�年 �00�年 �00�年 �00�年 �00�年 �00�年

企业资金
41.9 188.4 229.9 256.9 343.1 464.1 548.3 626.9 809.9

(64.3) (78.6) (82.5) (77.1) (80.2) (85.5) (86.4) (84.4) (85.5)

金融机构贷款
9.3 19.6 23.4 32.3 42.9 39.2 35.5 58.6 44.9

(14.3) (8.2) (8.4) (9.7) (10.0) (7.2) (5.6) (7.9) (4.7)

政府资金
11.7 17.3 16.6 26.2 22.9 28.4 33.9 39.1 65.0

(18.0) (7.2) (6.0) (7.9) (5.3) (5.2) (5.3) (5.3) (6.9)

其他资金
2.2 14.5 8.9 17.7 18.8 11.1 16.6 17.8 26.9

(3.4) (6.1) (3.2) (5.3) (4.4) (2.0) (2.6) (2.4) (2.8)

注：单位为亿元，括号内为百分比

数据来源：1995年、2000年、2002－2006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7》，2001年数据来自2001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002》，2007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8》。

从各种来源经费占总经费的比重看，企业资金所占

比重最高，且基本呈现增长趋势，从1995年的64.3％增

加到目前的80%以上，其中自2004起，每年均达到84%

以上，2005年最高达86.4%。除1995和2007年外，金融

机构贷款一直是高技术产业科技活动经费的第二个主要

来源，其所占比重除1995年达到14.3％外，其余年份均

低于10％，2003年后所占比例在波动中降低，2007年降

至5％以下。2000－2007年政府资金所占比重一直低于

8%，比1995年的最高值18％低了10个百分点，尤其是

2003－2006年，政府资金所占比重一直在5.3%左右，

2007年有所上升达到6.9％。企业依靠其他途径筹集到

的资金所占比重一直最低，且近年来也呈现下降趋势，

2004年以来一直低于3％。可以看出，我国高技术产业

依靠金融、国外等其他途径筹集资金的能力较弱，科技

经费来源不够多元化。

�.�.� 人力投入

(1)科技人员队伍逐步扩大，2005年后增长迅速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科技活动人员和

研发人员规模均呈现增长趋势(图6)。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科技活动人员年均

32.4万人，其中2000年为26.1万人，2000－2004年数量

基本稳定，2005－2007年有较大幅度增长，三年增长了

60％，2007年达47.8万人。

2000－2003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人员折合全时

当量增长较为缓慢，且2004年有小幅下降，但自2005年

起，增长较快，2007达到24.8万人年，比2004年增长了

105％。

科技活动人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大体也呈相

同的变化趋势(图7)，2000－2007年年均21.3万人，其中

2000年为15.1万人，2000－2004年较平稳，2005－2007

年增长了40％，2007年达34.4万人。

(2)研发人员投入强度有所下降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研发人员投入强

度在波动中有所下降(图8)。其中2000－2002年逐年增

加，2002年达到最高值，472.6人年/万人，此后开始下

降，2004年降至最低，仅为310.8人年/万人；之后开始

波动上升，2007年升至399.9人年/万人，略高于2000—

2007年高技术产业研发人员投入强度的平均水平396.8人

年/万人。

图6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科技活动人员

和研发人员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2000、2002－2006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007》，2001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2》，2007年数据来

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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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技人员素质逐步提升

2000－2007年，在我国高技术产业科技活动人员

中，科学家与工程师所占比重在波动中逐步增加(图9)。

从2001年的57.9％，上升至2007年的71.8％，提高了13.9

个百分点。

�.�.� 创新活动

(1)技术创新活动不太活跃，仅有不到50%的企业开

展了研发活动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开展科技活动和研

发活动的企业数占全部企业的比重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图

10)。其中开展科技活动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重从2000

年起逐年下降，从2000的71%下降至2006年的52.4%，下

降了18.6个百分点，虽然2007年上升至55%，但仍低于

2004年前的水平。同期，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所占全部

企业的比重除2000年外，其他年份均低于50%，尤其是

2004年后始终保持在40%左右，整体也呈现下降趋势。

图7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科技活动人员中

科学家与工程师数量变化

数据来源：2000、2002－2006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007》，2001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2》，2007年数据来

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8》。

图8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人员投入强度

数据来源：2000、2002－2006年研发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数据来自《中国

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7》，2001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002》，2007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8》。2000－2005年
企业从业人员数据来自《2006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2006年数据来

源《2007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2007年数据来源《2008工业企业科

技活动统计资料》。

图9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科技活动人员中

科学家与工程师所占比重

数据来源：2000－2006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7》，2007
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8》。

图10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开展科技活动

和研发活动情况

数据来源：2000－2005年数据来自《2006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

2006年数据来源《2007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2007年数据来源

《2008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

(2)创办科技机构的总量略有上升，但平均每家企业

拥有的科技机构数下降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创办科技机构的数量整

体呈现上升趋势，从2000的1 379家增长至2007年的2 217

家，约增长了61％(图11)；但平均每家企业拥有的科技机

构数量却在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0.66家下降至目前的0.50

家，平均每两家企业拥有一个科技机构。

(3)承担科技项目数量逐年增长，但每家企业年均承

担项目数变化不大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承担的科技项目数量逐

年增长(图12)，从2000年的16 415项增加到2007年的44 643

项，增长了均1.7倍；但每家企业年均承担的科技项目数变

化不大，仅从2000年的8项增加至10项。

 (4)科技合作经费逐步增加，合作对象发生显著变化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支付给合作机构的

科技活动经费整体呈现增长态势(图13)，从2000年的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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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长至2007年的95.5亿元，增长了约1.7倍；但是对

不同合作对象，支出经费的变化趋势却明显不同。其中

对其他企业支出的经费显著增多，从2000年的4.4亿元增

至2004年的34.8亿元，2007年又跃升至66.9亿元，增长

了14倍多，在三种经费支出中，由2000年的最末位，上

升至2007年的第一位。同期，我国高技术产业对研究院

所和高校的经费支出在波动中略有上升，变化不大。但

对国外机构的合作经费支出显著下降，由2000年的18.7

亿元下滑至2007年的9.2亿元，下降了50%左右，同时在

三种支出排名中也降至最后一位。

从三种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图14)看，2004年前，在

我国高技术产业科技活动经费外部支出中，对国外机构

支出经费所占比重最高一直保持在50%以上，对研究院

所和高校支出所占比重均在30%以上，对其他企业的支

出所占比重不足20%。但2004年后，尤其是近两年来这

种情况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对其他企业支出的经费

所占比例大幅提高，2007年所占比重达到70％以上，而

对研究院所和高校的支出所占比重却逐年下降，2007年

降至20%左右，对国外机构的支出所占比重下滑态势更

为显著，2007年已低于10%。这表明，近年来我国高技

术产业的合作对象已由原来的国外机构、研究院所和高

校，逐步转向其他企业，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已经成为

我国高技术产业科技活动中越来越重要的模式。

图11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创办科技机构情况

数据来源：2000－2005年数据来自《2006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

2006年数据来源《2007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2007年数据来源

《2008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

图12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承担科技项目情况

数据来源：2000－2006年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7》，2007年数据

来自《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2008》。

图13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

科技活动经费外部支出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1995年、2000年、2002－2006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

年鉴2007》，2001年数据来自2001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002》，2007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8》。

�.� 创新产出

�.�.� 新产品产出

(1)新产品产出规模大幅上升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新产品产值、新产

品销售收入和新产品出口销售收入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图

15)。其中新产品销售收入年均增长率达22.8%，2007年

达到10 303.2亿元；新产品产值年均增长率达22.1%，

2007年达到10 671.3亿元；新产品出口销售收入从2000

年到2002年基本保持平稳，从2003年开始有快速增长，

年均增长率为40.8%，2007年达到4 352.1亿元。

图14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

科技活动经费外部支出结构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1995年、2000年、2002－2006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

年鉴2007》，2001年数据来自2001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002》，2007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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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新产品销售收入比重下滑态势明显

新产品销售收入相对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是衡量企

业经济效益的一个重要指标，反映了技术创新产出对企

业绩效的贡献。2000－2006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新产品

销售收入比重持续下降(图16)，从38%下滑至23.6%，

2007年略有上升，达到24.5%，与2000年相比下降了13.5

个百分点。这反映出我国高技术产业在新产品产出规模

扩张的同时，却没有同步实现效益的增长，新产品对产

业经济效益的贡献有所下降。

低值提高了20个百分点，此后开始出现波动，2007年为

42%。

图15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

新产品产值与销售收入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2000、2002－2006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007》，2001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7年数据来自《中国高

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8》。

图16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2000、2002－2006年新产品销售收入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

统计年鉴2007》， 2001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7年数据来

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8》。2000－2005年主营业务收入数据来自

《2006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2006年数据来自《2007工业企业科技

活动统计资料》，2007年数据来自《2008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

(3)新产品出口销售比重有所增强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新产品出口销售收

入占新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整体略有上升但有所波动

(图17)。其中2000－2003年，新产品出口销售收入比重

较低，在25％～31%之间，2004年达到最高45%，比最

图17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新产品出口销售收入

占新产品销售收入比重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2000年、2002－2006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007》，2001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2》，2007年数据来

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8》。

�.�.� 专利产出

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专利申请量和发明专利拥有量均

有较大幅度增长, 每家企业年均专利申请量和发明专利

拥有量也有大幅上升，但绝对数量仍较低。发明专利申

请量占专利申请量的比重持续上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仍有一定差距。

(1)专利申请量逐年上升，但绝对数量仍较低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专利申请量、发

明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拥有量都有大幅上升(图18)。2000

年，我国高技术产业专利申请数量为2 245件，2007年

已达34 446件，年均增长率为48％。发明专利申请量从

2000年的776件增长到2007年的22 191件，年均增长率为

61.8%。发明专利拥有量从2000年的1 443件增长到2007

年的13 386件，年均增长率为39.5%。高技术企业发明专

利申请数增长最快。

同期，每个企业年均专利申请量、发明专利申请

量、以及发明专利拥有量基本也呈现增长态势(图19)，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4.1%、46.9%和27.3%。2007年，

每个企业的专利申请数为7.9件，发明专利申请数为5.1

件，发明专利拥有数为3.1件。

 (2)发明专利申请比重持续上升，与发达国家相比差

距仍较大

2000－2007年，在我国高技术产业专利申请中，

发明专利申请量占专利申请量的比重逐年稳步上升(图

20)，从2000年的34.6％上升至2007年的64.4％，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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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百分点。

在采用了实用新型专利制度的发达国家中，发明

专利申请普遍占据绝对优势。日本2004年的国内发明

专利申请占当年三种专利申请总量的89.7%，韩国2005

年的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占当年三种专利申请总量的

65.7%。外国人在华发明专利申请占三种专利申请总量

的85.7%[13]。相比之下，我国高技术产业发明专利所占

比重仍较低。
图18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专利申请数量

和发明专利拥有数量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2000年、2002－2006年专利申请数据、拥有发明专利数据来

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7》，2001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02》，2007年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8》。2000－2005年
发明专利申请数据来自《2006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2006年数据来

自《2007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2007年数据来自《2008工业企业科

技活动统计资料》。

图19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

平均每个企业申请和拥有专利数量

数据来源：同图8

图20   2000－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发明专利申请数

占专利申请数的比重

数据来源：同图8

4 结论

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实现了快速增

长，产业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出口总额也跻身世界前

两位[14]，我国已成为高技术产业大国，但还远不是高技

术产业强国。我国高技术产业企业虽已成为技术创新

投入的主体，但尚未成为技术研发、凝聚人才、创新成

果应用的主体，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能力依然较为薄

弱，产业发展基础比较脆弱。突出表现为：

(1)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研发投入总量虽有较大

幅度提升，但投入强度显著不足，且呈下降趋势，与国

际水平差距仍然很大；

(2)我国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经费来源的多元性不

足，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结构性矛盾突出，

且长期没有得到改善；

(3)我国高技术产业科技人力资源规模逐步扩大，但

研发人员投入强度自2003年也呈现下降趋势；

(4)企业创新意识较为薄弱，技术创新活动不活跃，

且缺乏产学研之间的合作；

(5)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新产品产出规模大幅上升，

出口销售比重也有所增强，但对经济效益的贡献逐渐下

滑，经济效益没有与产业规模实现同步增长；

(6)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专利产出规模虽有较大幅度增

长，但绝对数量仍然较低；发明专利申请量占专利申请

量的比重持续上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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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a and indictors system of innovation, the present research analyzes the in-

novation development trends of China’s high-tech industrie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ectors 

and different kinds of economy enterprises of China’s high-tech industries are also discussed. This paper is the 

first parts of the two-part paper, which reveals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trends of high-tech industries in China 

from the points of innovation input (such as R&D, human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utput (patents, new products 

etc.).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techn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China’s high-tech industries is still weak, and the 

industrie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is also fragile. 

[Keywords] high-tech industries, technical innovation, trend analysis, innovation input, innovation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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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ll样受体-�可调节饥饿条件下的能量代谢

在饥饿条件下，哺乳动物体内会发生一系列适应

性代谢应答以维持机体内环境稳定，其中的分子机

制尚不完全清楚。Toll样受体-4(TLR4)是免疫系统中

的一个重要分子，最近的研究表明，TLR4介导的炎

症反应在肥胖及糖尿病发生中起重要作用，然而，

尚不清楚TLR4是否参与生理性代谢反应。中科院上

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营养科学研究所乐颖影研究组与秦

莹研究组合作，通过观察TLR4基因敲除对饥饿条件

下代谢反应的影响，发现与野生型小鼠相比，TLR4
基因敲除小鼠饥饿时产生了严重的低血糖、血液和骨

骼肌脂类水平升高。进一步的研究显示，TLR4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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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骨骼肌中丙酮酸脱氢酶复合体的活性来控制糖的

不可逆氧化，进而控制血糖；同时，TLR4通过控制

骨骼肌中的脂肪合成来调控骨骼肌及血液中的脂类

水平。进一步分析还发现，TLR4依赖的骨骼肌中的

糖脂代谢是相互关联的，TLR4通过抑制骨骼肌中糖

向脂的转化来有效地控制饥饿状态下机体的糖脂水

平。该研究表明，TLR4在饥饿时糖脂代谢调控中发

挥重要作用，为了解生物体如何有效地适应饥饿压力

增添了新的内容。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在2010年12月
Diabetes[59(12):3041—3048]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