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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简讯 

国务院印发《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 

9 月 26 日，国务院日前印发《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提出了加快建设和完善国

家技术转移体系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

施，部署构建符合科技创新规律、技术转移规律和产业发展

规律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全面提升科技供给与转移扩散能

力。 

《方案》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加强技术供需对接，优化要素

配置，完善政策环境，发挥技术转移对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

界科技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方案》明确了两步走的建设目标：到 2020 年，适应

新形势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基本建成，互联互通的技术市场

初步形成，市场化的技术转移机构、专业化的技术转移人才

队伍发展壮大，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有机融合，技

术转移渠道更加畅通，面向“一带一路”沿线等国家的国际

技术转移广泛开展，有利于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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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基本建立；到 2025 年，结构合理、功能完善、体制健

全、运行高效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全面建成，科技成果的扩

散、流动、共享、应用更加顺畅。 

《方案》提出了三个方面重点任务。一是优化国家技术

转移体系基础架构，推动形成紧密互动的技术转移网络。激

发创新主体技术转移活力，强化需求导向的科技成果供给。

建设统一开放的技术市场，构建互联互通的全国技术交易网

络。发展技术转移机构，加强高校、科研院所和社会化技术

转移机构建设。壮大专业化技术转移人才队伍，完善多层次

的技术转移人才发展机制。二是拓宽技术转移通道，放大技

术转移体系的辐射和扩散功能。依托创新创业促进技术转移，

深化军民科技成果双向转化，推动科技成果跨区域转移扩散，

拓展国际技术转移空间。三是完善政策环境和支撑保障，保

障体系高效运行。树立正确的科技评价导向，推动高校、科

研院所完善科研人员分类评价制度，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

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强化政策衔接配套，健

全国有技术类无形资产管理制度，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人员

依法取得的成果转化奖励收入不纳入绩效工资，统筹研究科

技成果转化奖励收入有关税收政策。完善多元化投融资服务，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营，强化信息共享和精准对接，营造

有利于技术转移的社会氛围。 

《方案》强调，各有关部门要研究落实促进技术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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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政策措施，地方各级政府要建立协调推进机制，加强组

织领导，加大资金投入，开展监督评估，抓好政策落实。 

 

来源：新华社 

 

2017 年全球竞争力榜单公布 中国排名升至第 27 位 

世界经济论坛 9 月 27 日发布《2017—2018 年全球竞争

力报告》指出，国际金融危机 10 年来，生产率增长缓慢持

续困扰全球经济，并未见到各国有力提高竞争力的改革措施，

经济复苏前景不容乐观。 

  这份年度报告是衡量全球各经济体促进生产力发展和

经济繁荣程度的重要参考指标。今年的报告对全球 137 个经

济体做出指数排名，瑞士连续 9年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

济体，美国、新加坡紧随其后。排在榜单第 4 位至第 10 位

的分别为：荷兰、德国、中国香港、瑞典、英国、日本和芬

兰。中国排位比去年上升一位，全球排名第 27 位。 

  报告从基础条件、效能提升和创新成熟度 3个层面的 12

项指标衡量各经济体竞争力量。中国表现最为突出的指标为：

市场规模、宏观经济环境和创新，进步较大的指标包括技术

就绪程度、商品市场效率和高等教育及培训等。 

  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国区首席代表艾德维认为，中国在技

术开发运用和人才培养方面的热情与行动力是有目共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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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商品市场效率方面的进步也反映出政府在推行职能改

革、激发市场活力、促进企业家精神方面取得了成效。根据

目前的竞争力指数表现，若想提振劳动生产率，在全球竞争

力排名中更进一步，中国还需持续提高技术水平，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并坚持推进创新发展。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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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 

2016 年度全国和各省（市、自治区）R&D 经费投入情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政部发布的《2016 年

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16 年度各省（市、自治区）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金额、投入强度以及在全

国排位情况如下表： 

 

2016 年度全国和各省（市、自治区）R&D 经费投入情况 

单位：亿元，位，% 

地 区 R&D 经费 
R&D 经费投入

排位 

R&D经费投入

强度 

R&D 经费投入强

度排位 

全 国 15676.7 - 2.11 - 

北 京 1484.6 4 5.96 1 

天 津 537.3 9 3.00 3 

河 北 383.4 15 1.20 18 

山 西 132.6 23 1.03 20 

内蒙古 147.5 20 0.79 25 

辽 宁 372.7 16 1.69 13 

吉 林 139.7 21 0.94 23 

黑龙江 152.5 19 0.99 21 

上 海 1049.3 6 3.82 2 

江 苏 2026.9 2 2.66 4 

浙 江 1130.6 5 2.43 6 

安 徽 475.1 11 1.97 9 

福 建 454.3 13 1.59 14 

江 西 207.3 18 1.13 19 

山 东 1566.1 3 2.34 7 

河 南 494.2 10 1.23 16 

湖 北 600.0 7 1.86 10 

湖 南 468.8 12 1.50 15 

广 东 2035.1 1 2.56 5 

广 西 117.7 24 0.65 26 

海 南 21.7 29 0.54 29 

重 庆 302.2 17 1.7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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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R&D 经费 
R&D 经费投入

排位 

R&D经费投入

强度 

R&D 经费投入强

度排位 

四 川 561.4 8 1.72 11 

贵 州 73.4 26 0.63 27 

云 南 132.8 22 0.89 24 

西 藏 2.2 31 0.19 31 

陕 西 419.6 14 2.19 8 

甘 肃 87.0 25 1.22 17 

青 海 14.0 30 0.54 29 

宁 夏 29.9 28 0.95 22 

新 疆 56.6 27 0.59 28 

数据来源：《2016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全国和各省（市、自治区）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和排位 

根据《2016-2017 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各省（市、

自治区）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和在全国排位情况如下表： 

全国和各省（市、自治区）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和排位情况 
单位：%，位 

地 区 
科技创新水

平指数 

科技创新水平指

数排位 
地 区 

科技创新水

平指数 

科技创新水平指

数排位 

全 国  67.57 - 河 南  48.21 21 

北 京  85.36 1 湖 北  65.75 7 

天 津  80.55 3 湖 南  55.65 16 

河 北  46.06 24 广 东  77.39 4 

山 西  51.80 17 广 西  43.76 25 

内蒙古  46.08 23 海 南  43.61 26 

辽 宁  59.86 13 重 庆  65.67 8 

吉 林  50.29 19 四 川  61.85 11 

黑龙江  58.42 14 贵 州  40.83 29 

上 海  84.04 2 云 南  41.35 28 

江 苏  76.84 5 西 藏  31.23 31 

浙 江  71.38 6 陕 西  65.66 9 

安 徽  58.24 15 甘 肃  50.63 18 

福 建  60.17 12 青 海  42.25 27 

江 西  50.05 20 宁 夏  46.24 22 

山 东  64.83 10 新 疆  40.75 30 

数据来源：《2016-2017 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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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报告 

《云南省研发经费投入补助实施办法（试行）》

实施情况分析 

云南省科技统计信息中心 

实施研发经费投入补助政策是云南省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的一项重要举措。自 2015 年《云南省研发经费投入补助

实施办法（试行）》实施以来，发挥重要的政策引导和激励

作用，极大地调动了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机构的积

极性，有效推动了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活动规模的大

幅提升，全省研发费用补助规模逐年扩大，研发经费投入总

量和投入强度快速提升，对完成 2020 年全省研发经费投入

强度达到 2.5%的目标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科技成

果生产。2016 年全省发明专利申请量、发明专利授权量、专

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收入、发表科技论文数量、出版科技著

作数量分别比 2014 年增长 59.69%、44.89%、500%、4.93%、

19.83%，科技成果显著提升。 

一、研发经费补助单位数量和补助金额增长迅速，政策

激励作用显著 

2015-2017 年，全省年度研发经费补助单位数分别为 576

家、930 家和 1107 家，年度研发经费补助金额分别为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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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3.17 亿元和 4.60 亿元。从增速看，2016 年研发经费

补助单位数量和补助金额较上年分别增长 61.5%和 23.0%，

2017 年较上年分别增长 19.0%和 44.9%。通过研发经费补助

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全省研发经费的投入，充分发挥了政策

激励作用。2015 年、2016 年全省研发经费投入分别达到

109.36 亿元、132.76 亿元，较上年分别增长了 27.26%和

21.39%，其增速位居全国前列；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分别达到

0.80%和 0.89%，取得历史性突破。 

 
图 1 2015-2017 年年度研发经费补助单位数量和金额 

二、补助规模企业大幅增长，高校和科研机构增幅较小 

2015-2017 年，企业充分发挥研发创新和研发投入的主

体作用，全省有研发经费投入的规模以上企业数量由 453 家

增至 915 家，年均增长率为 42.12%，在创新机构总数中的占

比均保持在四分之三以上；高校和科研机构研发经费补助单

位数量增长缓慢，高校、科研机构分别由 44 家、78 家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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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家、121 家，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26.13%、24.55%，较企业

增长幅度较小。 

 
图 2 2015-2017 年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研发经费补助单位数量情况 

2015-2017 年，全省规模以上企业研发经费补助金额保

持快速增长，由 2.08 亿元增至 3.91 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37.11%，补助金额占全省补助总额的比例均保持在8成以上；

高校研发经费补助金额由 0.18 亿元下降为 0.16 亿元，年均

下降 5.72%；科研机构研发经费补助金额由 0.27 亿元增加到

0.41 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23.23%。 

 

图 3 2015-2017 年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研发经费补助金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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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发经费补助区域相对集中，发展不平衡 

2015-2017 年，昆明、曲靖、玉溪和红河等 4个州（市）

研发经费补助金额占全省研发经费补助总额的比例均在 5%

以上，研发经费补助单位数量占全省研发经费补助单位总数

的 70%以上，研发经费补助金额占全省研发经费补助总额的

80%以上。其中，昆明市研发经费补助单位数量占全省研发

经费补助单位总数的 40%以上、补助金额占全省研发经费补

助总额的 50%以上。其他州市研发经费补助金额占全省研发

经费补助总额的比例均未超过 5%。 

表 1 2015-2017 年 16 个州（市）研发经费补助单位数量和金额占比 

单位：% 

州（市）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补助单位

数量占比 

补助金额 

占比 

补助单位

数量占比 

补助金额 

占比 

补助单位

数量占比 

补助金额 

占比 

昆 明 46.35 60.19 44.56 59.67 42.41 53.15 

曲 靖 13.02 8.45 14.96 9.32 15.46 11.31 

玉 溪 11.46 7.40 9.04 6.29 9.04 7.01 

红 河 2.95 11.70 3.44 10.19 3.98 12.06 

大 理 3.13 3.26 3.44 2.82 3.35 3.37 

楚 雄 5.03 1.60 5.71 1.71 5.06 1.88 

昭 通 1.04 0.55 1.29 1.19 2.98 1.00 

文 山 3.65 1.71 2.91 3.46 2.62 2.39 

保 山 2.60 0.87 3.55 1.24 3.25 1.37 

临 沧 2.95 0.64 2.37 0.73 3.35 0.93 

普 洱 2.43 0.96 2.69 1.13 2.89 1.60 

版 纳 1.04 1.57 1.29 0.84 1.08 1.57 

丽 江 1.91 0.32 2.37 0.62 2.62 1.32 

德 宏 1.56 0.36 1.51 0.54 0.90 0.79 

迪 庆 0.69 0.25 0.65 0.20 0.81 0.24 

怒 江 0.17 0.18 0.22 0.04 0.18 0.01 

*表 1 不包含国防科工单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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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大重点产业研发经费补助稳步增长，产业创新集

中度高 

2015-2017 年，云南省八大重点产业研发经费补助单位

数量和研发经费补助金额均稳步增长，研发经费补助单位数

量由 328 家增加到 531 家、补助金额由 1.42 亿元增加 2.18

亿元，年均增长率分别达 27.24%和 23.90%。 

 
图 4 2015-2017 年云南省八大重点产业研发经费补助单位数量和金额 

在八大重点产业中，生物医药和大健康、新材料、先进

装备制造产业是受补助较多的产业。2015-2017 年，生物医

药和大健康、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产业研发经费补助金额

分别为 1.43 亿、1.27 亿和 1.03 亿元，占八大重点产业年度

补助金额的比例分别为 26.95%、23.81%和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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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5-2017 年云南省八大重点产业研发经费补助金额及占比 

2015-2017 年，八大产业研发经费补助单位数量和金额

呈逐年增长的态势。其中，信息、食品消费与制造、高原特

色现代农业和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增长较快，研发补助金

额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17.18%、44.66%、34.59%和 23.36%，

补助单位数量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48.32%、28.54%、52.07%

和 27.48%。 

表 2 2015-2017 年云南省八大重点产业研发经费补助单位数量和金额 

单位：家，万元，% 

产业名称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单位数

量年均

增长 

金额年

均增长
单位

数量 
金额 

单位

数量
金额 

单位

数量
金额 

生物医药和大健康 104 3657.89 165 5101.35 169 5566.37 27.48 23.36 

新材料 53 4005.79 86 3971.96 61 4677.09 7.28 8.05 

先进装备制造 46 2735.18 84 3893.24 59 3675.81 13.25 15.93 

高原特色现代农业 48 1988.37 96 2030.68 111 3601.56 52.07 34.59 

食品与消费品制造 69 1694.38 97 1684.49 114 3545.60 28.54 44.66 

信息 5 95.31 18 333.15 11 449.57 48.32 117.18 

现代物流 0 0 3 119.04 3 265.38 - -

旅游文化 3 3.43 4 28.25 3 23.47 0.0 161.58 

生物医药和大

健康, 14325.6 , 
27.0%

新材料, 
12654.8 , 23.8%

先进装备制造, 
10304.2 , 19.4%

高原特色现代

农业, 7620.6 , 
14.3%

食品与消费品

制造, 6924.5 , 
13.0%

信息, 878.0 , 
1.65%
现代物流, 
384.4 , 0.7%

旅游文化, 
55.2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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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研发经费投入补助实施办法（试行）》的实施

对促进全省研发经费投入发挥重要的政策引导和激励作用，

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对推动州市加大研发投入力度还有待加

强，对高校和科研院所强化研发经费投入的激励亟待强化，

实施研发经费投入补助工作的流程和监管还需进一步规范，

对研发经费补助资金的管理和监督还需要健全和完善。 

五、几点建议 

为进一步推动《云南省研发经费投入补助实施办法（试

行）》的贯彻落实，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激励作用，针对存

在的问题，进一步促进全省研发经费投入大幅度提升，加大

投入强度，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效支撑，特提出

以下建议。 

一是进一步提高补助标准。按照政府相关文件精神，对

补助范围内的八大产业、高新技术企业的补助标准分别提高

1个百分点，适当提高增量补助标准。 

二是对补助上下限进行设置，减少资金碎片化和补助经

费过高的压力。 

三是对州市研发经费补助比例做出规定、提出要求，充

分调动州市研发经费投入积极性，形成有效互动。 

四是进一步规范研发经费补助工作流程与研发经费补

助资金管理，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