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 6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1 9 9 4 年

·

成果介绍
·

仁编者按] 第 6 次 ( 1 9 9 3 ) 国家 自然科学奖业经国家 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评定
,

国家科委核准
。

本

栏自本期开始
,

将对部分获奖项 目予以简介
,

并继续选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成果
。

“

我国科技投资的规模和构成
”
系列研究

周寄中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科学部 )

〔摘要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科资助项 目
“
我国科技投资的规模和构成

” ,

在其成果应用过程

中
,

又产生了一系列新课题
,

这一
“

研究一 应用一 再研究 一再应用
”

的过程
,

便构成了一个系列
。

该

系列研究的目的是要弄清楚我国科技投入的数量规模和构成状况
,

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科技投入

存在的问题
,

并且提出建议
。

系列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
:

划分了我国科学技术的三大类活动
,

设计

并测算了我国科技投入的四个总貌性指标
,

为科技进步法草案中科技投入的量化指标进行可行性

论证
。

“

我国科技投资的规模和构成
”

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9 8 8 年资助项 目
,

由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承担
。

此后
,

在该项研究成果的应用过程中
,

又陆续产生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新课题
。

于

是研究一应用一再研究一再应用
,

持续至今
,

先后构成了包括四个课题 (或方面 )的研究系列
。

这四个课题是
: “

我国科技投资的规模和构成
” . ; “

关于我国科技投入统一 口径和投资体系的

研究
” ; “

我国 R& D 经费投入规模强度和结构的优化研究
” ’ ; 以及关于科技投入的立法研究

。

参加以上研究的单位
,

除中科院研究生院外
,

有全国人大教科文卫科技研究室
、

清华大学社会

科学系
、

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
、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

国家科委条件财务司
、

国家统计局科技司

等
。

系列研究中一些课题分别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

国家科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中科院

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
出版了《“

第一投入
”

论 》和《科技投入论 》两部专著
,

发表了十余篇论文
。

一
、

研究要点和成果应用

护弓
-ōé
`

附片、
、

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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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科技投资的规模和构成
” ,

是对我国科技经费投入的数量规模
、

来源构成进行研究的

一项应用基础性课题
,

其目的是通过这一研究
,

使之作为各级政府
、

各部门和各行业进行科技

决策的重要依据
,

作为科技界和企业界人士监督科技决策及其实施情况的可靠工具
,

成为我们

进行国际间科技管理领域交流与合作的基础性信息资料
。

本研究在设计并测算了我国以往
“

科技总经费
” 、 “

R& D 经费
”

这些指标数据后
,

揭示了我

本文于 1 9 9 4 年 2 月 15 日收到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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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技投入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

.

我国科技经费投入总量偏低且呈相对下降趋势
;2

.

企业科

技投入比例较小
;3

.

R &D内部三类研究比例不合理
;4

.

科技投入来源单一等
。

据此
,

我们提出

了改进科技投入 的几条建议
: 1

.

我国财政科技支出年增长率要略高于 G N P 年增长率
; 2

.

要

大幅度增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
; 3

.

要建立完整 的科技经费指标体系
; 4

.

要用科技立法保

证决策的实施
; 5

.

要增加企业科技投入的比例
; 6

.

要 以合同制方式建立企业向高等院校的投

入渠道
。

1 9 9 0 年初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会将本研究报告呈送国家科委领导
,

成为同年 5 月由中央

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的背景报告
,

其主要咨询建议在这次会议上得到应用
。

江泽民同志在这次

会议上作出了
“

我 国科技投入年增长率要略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

的指示
,

并请宋健同

志牵头组织有关部委的专家对科技投入的统一 口径进行研究
,

据此提出一个增加我国科技投

入的方案来
。

随后
,

很快便成立了
“

关于我国科技投入统一 口径和投资体系的研究
”

课题组
。

1 9 9 1年 3

月
,

国家科委第 16 期简报刊载了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

《科技日报 》载文
“

我国统一科技投入 口

径与计算方法
” ,

认为这一成果在我国
“

首次规范了三大科技活动的定义
、

界限和内涵
,

首次提

出了科技经费投入状况总貌性的四个经费指标
,

首次进行了科技经费投入状况测算与发展趋

势分析
” 。

所谓
“

三大科技活动
” ,

是把我国科技活动划分为 R乙D
、

成果转化和应用
、

科技服务三大

类
。

划分的原则是
,

既要 国际可比
,

又要适合国情
。

R& D 活动由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试验发展

构成 ;成果转化和应用活动包括设计与试制
、

中间试验
、

工业适应性试验等阶段 ;科技服务包括

科技文献情报
、

计量标准
、

统计
、

动植物 园
、

观测 (如地形
、

水文
、

天文
、

气象和地震的观测 )
、

专

利申请
、

科普
、

科技咨询等方面
。

在界定三大类科技活动的基础上
,

我们设计并测算了四个总貌性的科技经费投入指标
,

即
:

科技总经费
,

R& D 经费 ( 以及 R& D / G N )P
,

财政科技支 出和科技贷款
。 ’

其中科技总经费和

R衣D 经费两个指标最为重要
。

对 1 9 8 8一 1 9 9 0 年 4年测算数据如表 1 , 2
。

从表 1 看出
,

自 80 年

代后期以来
,

我国科技经费投入中财政拨款所占比例下降
,

自筹部分上升
。

表 1 我国科技经费及其构成 衰 2 我国 R& D 经费及其构成

财政科技拨款 自筹科技经费 科技总经费

金额 (亿元 )比例 (% ) 金额 (亿元 ) 比例 ( % ) (亿元 )

财政 R& D 自筹 R& D 全部 R& D R& D / G N P

(亿元 ) (亿元 ) (亿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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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D / G N P 是国际上关于科技投入的一个最重要的可 比性指标
。

发达国家 R& D / G N P 一

般都在 2%以上
,

美国
、

日本和德国在 2
.

8%左右
;
发展 中国家差别较大

,

韩 国已达到 2
.

6%
,

印

度也达 1
.

1%
,

其余多数在 0
.

5 %左右甚至更低
。

由表 2 可知
,

我国科技投入强度在世界各国中

属中等水平
,

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有着较大差距
。

问题还在于我国 R& D / G N P 多年来

徘徊不前
,

1 9 9 2 年的 R& D / G N P 仍为 0
.

71 %
,

形势令人担忧
。

上述研究成果及时应用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决策和管理中去
。

国家统计局在《 1 9 9 1 年国家

统计公报 》中
,

应用了我们的科技投入指标设计及测算的方法和数据
,

为我国第一次公布科技



12 8中 国 科 学 基 金 9 9 4 1年

总经费
、

R & D经费
、

R & D/ G NP指标数据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

财政部有关部门也将上述科

技投入指标设计与测算方法应用于相关决策与管理之中
。

王丙乾部长两次撰文论及科技投入

时均使用了上述研究成果中的指标数据
。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在制订
、

审议科技进步法

时
,

在有关科技投入的研究制订工作中
,

也大量参考了上述研究成果
,

并请本课题组主要成员

撰写科技投入量化指标立法的论证报告
。

在
“

我 国科技投资的规模和构成
”

课题刚通过成果鉴定时
,

复旦大学和中科院研究生院的

专家们便联手申请了
“

我国 R& D 经费投入规模强度和结构的优化研究
”
课题

,

力图集中分析

R& D 投入
,

从宏观投入
、

人均投入
、

企业投入
、

金融投入和地方投入等方面入手
,

以深化对前一

课题的探索
。

其中对科技投入量化指标的可行性论证
,

已被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应用于研究制

订科技进步法的工作中去
。

特别是关于我国在 2 0 0 0年 R& D /G N P 达到 1
.

5%的可行性论证
,

在后来通过的科技进步法中实际上 已经得到认可
。

科技进步法颁布实施后
,

作为科技进步法的配套法律
,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拟邀请本课题

组的主要成员主持草拟科技投入法
,

这可以视为
“

我国科技投资的规模和构成
”
系列研究的一

个部分
,

从立法的角度深化对我国科技投入的认识
,

把系列研究的成果进而形成为法规
。

初步

设想
,

在科技投入法中
,

不仅要对财政投入
、

企业投入
、

民间投入
、

科技贷款以及科学基金给以

法律规范
,

还要用法律语言对多层次多形式的全社会科技投入体系作出具体规定
。

二
、

程序
、

方法
、

特点

宋健同志在
“

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

一文中写道
: “

进行正确有效的决策
,

首先要全面了

解和掌握与决策有关的实际情况
,

特别是尽可能获得可靠的统计数据
。

,,’’ 科学决策最重要的依

据是可靠的系统数据和对其所包含的信息的科学分析和正确抽象
。 ”

我们认为
,

对于决策管理
、

科技管理乃至整个管理学科的研究人员来说
, “

设计并测算指标

数据
” 、 “

对指标数据进行分析和科学抽象
” 、 “

将抽象概括出的咨询建议进行应用
”
和

“

在成果应

用的过程中发现新的问题
” ,

不仅是研究程序和方法的问题
,

并且是从事研究的四种基本功
。

掌

握和运用这些基本功的程度
,

会影响到管理学科课题研究的水平
。

事实上
,

本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以及特定的环境条件
,

形成了这个系列研究的三个特点
。

1
.

获取指标数据的难度很大
,

但也正因为最终得到 了可靠的系统数据
,

才能作出有价值

的咨询建议
。

在 1 9 8 8 年到 1 9 9 0 年间
,

我国科技经费投入的统计工作
,

是分别由国家统计局 (统计国营

大中型工业企业 )
、

国家科委 (统计独立的全民所有制科研机构 )
、

国家教委 (统计高等院校 )
、

国防科工委 (统计军 口科研机构 )来完成的
。

由于历史原因
,

科技投入的指标 口径不一
,

计算方

法各异
,

因而无法将各个系统的统计数据加合生成全国性的汇总数据
。

而没有一套总貌性的系

统数据
,

就会大大影响决策和管理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
。

为此
,

在进行了大量收集数据并逐一比照分析之后
,

我们按照
“
既要国际可比

,

又要适合国

情
”
的原则

,

设计了科技经费投入的统一指标和统一的测算方法
。

将投入法和支出法结合起来
,

获取科技总经费数据
;
采用系数分离法把科技总经费中的 R& D 经费剥离出来

,

终于得到了四

个总貌性的科技经费投入指标数据
。

定性的三大类科技活动和定量的四个总貌性科技投入指

标数据
,

就构成了我国科技投入的一个立体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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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我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瞄准了应用的 目标
,

成为检验我们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
。

具体

地说
,

我们设计的指标和方法 以及测算结果都要与各个系统的统计部 门磋商
,

以求达成共识
。

前面所列举的各使用单位的应用情况就是几例证明
。

应用的过程绝非坦途
,

但也只有跨越了这

个阶段
,

理论研究成果才不至于束之高阁
,

其价值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示
。

3
.

研究成果的应用促使我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工作上了几个台阶
。

1 9 8 8 年初
,

我国公布

的科技统计数据中
,

既无全国性的 R& D 经费和 R& D / G N P 等指标数据
,

也没有全社会科技投

入这个系列的指标数据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科技统计数据集中一直没有中国的系统数

据
。

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在起点低
、

起步晚的不利情况下
,

经过不断的研究
、

应用
,

以及与各有关

部门的密切合作
,

在连 R& D 系列指标数据都不齐全的条件下
,

一举完成了全社会科技投入和

R& D 经费投入两套指标数据的设计和测算
。

这一点也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科技投人

的专家的认可
。

由于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科技经费投入统计仅限于 R& D 经费投

入
,

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考虑科技投入指标体系的修订和改革方案
,

认为我们对全社会

科技投入指标的设计和测算工作是先走了一步
,

这种方案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投入统

计
。

三
、

科技投人的立法研究

作为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的一项任务
,

本课题组的主要成员将负责起草对科技进步法草

案中关于科技投入量化指标的可行性论证报告
。

事实上
,

我们在
“

我国 R& D 经费投入规模强

度和结构的优化研究
”

课题中
,

就已经把我国科技投入量化指标的可行性论证作为项目的重点

研究内容之一
。

因而可以说
,

在科技进步法草案中关于科技投入量化指标的可行性论证
,

正是

该项研究成果的应用
。

在该课题的研究报告 (已 由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
,

书名为 《 “

第一投入
”

论 ))) 中
,

与科技投入立法有关的有两点
,

即
:

在科技进步法中明确写入
“

全国研究开发经费与国

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至 2 0 0 0 年不低于 1
.

5 %
” ;
要制订科技投入法律法规

。

研究认为
,

在整个科技活动中
,

研究开发 (包括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部分 )具

有创新的特征
,

是其核心部分
,

因而 国际上把研究开发经费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视为科技投

入指标中最重要的一个数据
,

以此衡量一国科技经费投入的相对强度
。

又 由于研究开发活动具

有很强的连续性
、

超前性
,

投入产出比高
,

周期较长
,

因而
,

在科技进步法中
,

规定研究开发经费

与国民生产总值在某一特定时期所应达到的比例
。

这对于最大限度地开掘研究开发活动的潜

能
,

使之迅速推广应用其成果
,

是一种立法上的保障
。

经过研究
、

测算和论证
,

我们设想
,

如果从 1 9 9 3 年到 2 0 0 0 年
,

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保持在 9%的水平
,

R衣D 经费的年增长率能达到 20 %左右水平的话
,

则每年 R& D / G N P 以

0
.

1 个百分点递增
,

虽很困难
,

仍是可能 (表 3 )
。

目前
,

从 R& D 经费增长的速度来看
,

尚能保持在 19 %的年增长率上
,

难点在于 R& D 经费

的构成
。

这种构成
,

从大的方面
,

可分为财政 R乙D 投入和 自筹 R & D 投入两部分
。

从 R& D 活动

的性质来看
,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
,

R& D 政府财政投入 比例还要占多数
,

但随着我国改革的深

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
、

完善
,

政府财政投入的比例应当逐年有所下降
。

要保

证总的比例连续增长
,

关键是在于 自筹 R& D 经费需持续增长 (表 4 )
。

这就涉及到我们提出的
“

全社会多层次多形式的科技投入体系
”
问题

。

在 自筹投入这个子系统中
,

应当包括企业投入
、



1 3 0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1 9 9 4 年

科技贷款 ( 因由借贷方还贷
,

可以视为自筹投入的一种方式 )
、

民间投入 (包括国内外民间捐赠 )

以及科技股票债券等等
。

如何有效
、

持续地使我国科技投入 (包括 R& D 经费投入 )按比例增长
,

对财政投入
、

企业

投入
、

科技货款以及国家科学基金等给予法律规范
,

是一个重要保证
。

这正是目前我们正在进

行的科技投入法的研究制订的内容
,

也是这个科技投入系列研究的继续和深化
。

农 3 R& D 经费增长设想 衰 4 我国 R& D 经费中财政
、

自绍比例预测

R衣D

(亿元 )

R& D /G N P

(% )

R& D

(亿元 )

财政
(亿元 )

1 2 3
.

8

1 5 1
.

0

1 8 1 4

2 1 5
。

8

2 5 4
。

1

2 9 7
。

5

3 4 2
。

7

3 9 3
.

3

比例

(% )

比例

(% )

1 9 9 3

1 9 9 4

1 9 9 5

1 9 9 6

1 9 9 7

1 9 9 8

1 9 9 9

2 0 0 0

自筹
(亿元 )

8 4
。

2

10 5
.

0

12 8
。

6

1 56
。

2

18 7
.

9

22 4
。

5

26 9
.

3

32 1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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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3

1 9 9 4

1 9 9 5

1 9 9 6

1 9 9 7

1 9 9 8

1 9 9 9

2 0 00

(亿元 )

2 39 38

2 60 92

28 4 4 0

3 10 0 0

33 7 9 0

36 8 3 1

4 0 1 4 5

4 3 7 5 8

4 7 6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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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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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C t

玩 a p p ly i n g it s a e h ie v e m e n t t o p r a e t i e e , ,’ t h e S iez
a n d C o n s t it u t i o n o f cS ie n e e & T e e h n o lo g y

In v e s t m e n t in C h i n a " , a p r oj e e t f i n a n e e d b y t h e
压

v i s io n o f M a n a g e m e n t S e i e n e e o f N S F C
,

h a s

r e s u lt e d i n n e w p r oj e e t s
.

C on
s e q u e n t ly

, t h e e o u r s e o f s t u d y i n g 一 a p p ly i n g一 s t u d y in g a g a in 一 a p
-

p l y i n g 铭
a i n h a s e o n s t i t u t e d a s e r ie s o f s t u d ie s

.

T h e p u r p o s e o f t h e s e r ie s s t u d i e s 15 t o e x p ou
n d t h e s i z e a n d e o n s t i t u t i o n o f s e i e n e e & t e e h n o l

-

o g y i n v e s tm e n t in C h i n a , t o e x
卯

s e e x i s t i n g s h o r t e o m i n g s a b o u t s e ie n e e & t e e h n o l叩y in v e s t m e n t

of C h i n a a n d t o p u t f o r w a r d p r o P o s a l s
.

T h e m a i n a e h ie v e m e n t s o f t h e s e r i e s s t u d ie s i n e lu d e e la r i
-

f y in g t h r e e k i n d s o f s e i e n e e & t e e h n o

log
y a e t iv it i e s ,

d e s ig n i n g a n d m e a s u r i n g f o u r m a i n i n d e x e s

a b o u t s e i e n e e & t e e h n o lo g y i n v e s t m e n t , g i v in g f e a s ib l e d e m o n s t r a t i o n a b o u t t h e q u a n t i t a t ive i n
-

d e x e s
of

s e i e n e e & t e e h n o fo g y i n v e s tm e n t i n d r a f t i n g t h e L a w o f cS i e n e e T e e h n o lo g y P r
og

r e s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