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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JIAN SHE QUAN GUO KE JI CHUANG XIN ZHONG XIN

2 月 26 日，正值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工作两

周年之际，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与北京市科学

技 术 委 员 会 共 同 发 布 “ 首 都 科 技 创 新 发 展 指 数

2015”（简称“首科指数”）。该指数目前已连续监

测 3个年度并发布了 3期，被称为首都科技创新发展

的“全景图”和“晴雨表”。

“十二五”时期是首都科技创新发展具有重大历

史意义的五年，回顾“十二五”发展历程对于谋篇

布局“十三五”首都科技工作，加快建设成为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推动首都创新驱动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2015 首科指数以近五年已经公布的科技创新统

计数据为依据，对于“十二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

的总体状况做了准确的描述。

首都科技创新增长态势明显

2015 年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指数指标体系由三个

层次指标构成。其中，一级指标共 4 个，主要包括

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创新服务、创新绩效。二级

指标共 15 个，主要包括创新人才、研发经费、政策

环境、人文环境、生活环境、国际交流、科技条

件、技术市场、创业孵化、金融服务、科技成果、

经济产出、结构优化、绿色发展、辐射引领。三级

指标共 64个，主要包括创新资源三级指标 10个，创

新环境三级指标 15个，创新服务三级指标 11个，创

新绩效三级指标 28个。

从整体测算结果看，“十二五”时期，“首都科

技创新发展指数”增长态势明显 （如图 1所示），表

明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支撑首都经济

社会发展成效显著。具体而言，指数得分从 2010 年

的 79.77 分，增长到 2014 年的 88.72 分，始终保持持

续增长态势，总体增幅达 8.95分，年均增长 2.23分。

首科指数显示，在创新资源方面，首都创新资

源指数得分上升趋势最为明显，为北京成为全国创

新发展战略高地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创新环境方

面，首都创新环境指数得分最高且增长快，是首都

科技创新最强推动力；在创新服务方面，首都创新

服务指数得分呈现平稳，技术交易表现亮眼成为首

都创新服务的有力抓手；在创新绩效方面，首都创

新绩效指数得分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科技创新成果

的大量涌现积聚了创新发展新动能。

借助雷达图 （如图 2） 可以更加直观地反映各

年度四个一级指标的对比关系。

对比分析发现，创新绩效和创新环境指数得分

优于创新资源和创新服务，表明创新绩效和创新环

境是拉动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指数提升的主要因素。

首都科技创新亮点繁多

结合“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指数”，我们不难发现

“十二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方面呈现诸多新特

点。

首科指数认为，首都科技创新速稳质升，转换

动力。“十二五”以来，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由

要素和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转换。从

2011年开始，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指数突破 80分。五

年来，北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 2010 年的 1.1 万美

元增加到 2015 年的 1.7 万美元。结合美国管理学家

迈克尔·波特尔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对北京经济发展

阶段分析，北京的经济发展阶段已经先于全国率先

实现了由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动力转换，

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

在持续优化调整的基础上，北京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发展动力持续转换，以科技创新为核心

的全面创新蓬勃开展，创新能力较强的优势更加明

显，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

科技服务业增加值、中关村示范区总收入均实现翻

番 （见图 3、图 4、图 5）。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北

京 地 区 累 计 获 得 国 家 科 学 技 术 奖 项 目 占 比 超 过

30%；1000 余项成果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中

关村企业累计创制国际标准 184 项，比“十一五”

期间翻了一番还多；创新创业激发新活力，2015 年

新创办科技型企业突破 4 万家，累计超过 36 万家，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1.2万家，数量继续居全国首

位，上市企业总数达 281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累

计 763 家；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2015 年中关村示

范区实现总收入达 4.07 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

过 20%，金融、信息、科技服务三大优势产业对经

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70%。《国家创新蓝皮书：中国创

新发展报告 （2015）》 显示，北京创新综合能力排

名居全国首位。

首科指数研究结果表明，北京 “经济产出”和

“科技成果”指标影响显著。“经济产出”影响力居

首，创新型经济发展格局初显；“科技成果”屈居第

二，供给侧改革发力正当时。

实现科技创新“三重续航”

首科指数认为，北京的全球、国家和区域科技

创新“三重辐射”能力持续增强。

在国际层面上，北京站在世界科技创新的前

沿，正逐渐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努力由“跟

跑者”、“并行者”向“领跑者”转变，成为全球最

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根据首科院组织开展的

2013 年以来的技术预测研究阶段成果来看，北京在

全国“三跑”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对技术所

属地分析，在被调查的 1346 项技术中，有 446 项技

术分布在北京的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其领跑、

并跑和跟跑技术分别为 122 项、145 项和 179 项，在

国家“三跑”技术占比分别达到 55.7%、35.8%和

24.8%，领跑技术占比最高。从技术发展水平来看，

北京已成为全国领先技术的主要供给地区。

在国家层面上，北京正成为引领中国科技创新

的“领头羊”，服务全国创新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

北京创新要素开放共享程度进一步提高，“十二五”

期间，技术合同成交额的 70%以上辐射到京外省市

和国外，覆盖全国全部地级以上城市，对京外省市

创新驱动发展的支撑度超过 40%。与 18 个省区市建

立了区域科技合作和对口支援机制，对内蒙古、西

藏、新疆、青海的对口支援和帮扶协作进一步加

强。在天津、河北、内蒙古、宁夏、重庆、贵阳、

黑龙江、云南、山西等省区市搭建“首都科技条件

平台”合作站和技术市场窗口，共建“北京·贵阳”

大数据应用展示中心和云南科技桥头堡。

在京津冀层面上，北京正成为支撑京津冀区域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2015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的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中进一

步明确了北京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提出北京

要重点提高原始创新和技术服务能力，打造技术创

新总部聚集地、科技成果交易核心区、全球高端创

新中心及创新型人才聚集中心。“十二五”以来，北

京作为京津冀科技成果交易核心区地位进一步强

化，北京输出到津冀的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 67.7%，

航空航天、环境保护与资源综合利用和现代交通领

域技术合同成交额分别增长 2.9倍、2.1倍和 1.5倍。

北京正成为创新资源最聚
集，创新成果最多，创新创业最
活跃的地区

首科指数认为，北京在创新投入、知识产出、

产业结构、“双创”活力这四个方面表现突出。围绕

城市发展重大需求，北京在创新投入、知识产出、

产业结构、“双创”活力等方面均取得重大提升，表

现突出，北京已经成为创新资源最集聚、创新成果

最多、创新创业最活跃的地区。

在资本投入方面，北京全社会研发支出占地区

生产总值比重从 2010 年的 5.82%增长至 2014 年的

5.95%，高居全国第一；人才投入方面，每万劳动力

中研发人员从 2010年的 187.78人年增长至 2014年的

212.14 人年，增长 12.97%，研发人员比重均持续稳

步增长。持续的投入使得北京创新资源的存量和增

量均有提升，截至 2014 年底，北京拥有两院院士

853人，占全国的 55.1%；累计留学回国人员达 10万

人，占全国四分之一；累计入选“千人计划”1103

人，接近全国 30%；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1 万

家，占全国的 20%左右；拥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

构近 1000 家，管理资本总量超过 1 万亿元，居全国

首位，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十二五”时期，北京着力推动知识创新，产生

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原创性科学和技术成果，

日益成为国家和全球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的策

源地之一。数据显示，北京每万人发明专利申请数

从 2010年的 17.1件增长至 2014年的 36.3件，每万人

发明专利授权数从 2010 年的 5.7 件增长至 2014 年的

10.8 件，每万人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从 2010 年的

0.65 件增长至 2014 年的 1.68 件。同时，北京不仅注

重自身知识竞争力提升，还充分发挥了知识产出的

辐 射 引 领 作 用 ， 技 术 合 同 成 交 总 额 从 2010 年 的

1579.5 亿元增长至 2014 年的 3136 亿元，占同期地区

生产总值比重也从 9.0%增长至 9.46%，知识溢出效

应显著提升。

“十二五”时期，北京全力推动科技与经济社会

发展紧密结合，加快科技服务业等高端服务业发

展，优化首都“高精尖”经济结构、推进国际一流

和谐宜居之都建设，在打造具有示范引领功能的国

家创新驱动先行区方面亮点突出。数据显示，首都

信息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快速发展，增加值总额从

2010 年的 2155.2 亿元增长至 2014 年的 3744.6 亿元，

占同期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也从 15.2%增长至 17.6%。

高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战略性先导地位

更加突出，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

挥着重要作用。

“十二五”时期，北京围绕建设全球一流的创新

创业生态环境，集聚和利用高端创新资源,深化商事

制度改革，实施“公众参与创新行动计划”，启动

“北京创客科普季”，在全国率先引爆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热潮。挂牌 65 家“北京市众创空间”，其

中 57 家入选国家级众创空间。中关村创业大街作为

首家“北京市众创空间集聚区”，成为国内青年创业

的新地标。吸引了全国 80%的天使投资人，创业投

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管理机构超过 1000家。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作为具有“首都特色”

的科技创新发展指标评价方法，本着 “看过去、察

当前、谋未来”的主要目的，首科指数采用“大数

据、新数据、解数据”的手段，选取一套结合首都

实际情况的指标体系来全景式描绘首都科技创新工

作成效，客观公正地反映首都科技创新发展的水平

和趋势，全方位分析首都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趋势、

新特点，并从中分析问题，总结规律，谋划和指导

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2015 年“首都科技创新

发展指数”契合时代发展主题。

五年来，北京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

国家战略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着力激发创新

创业活力，发挥创新激励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

率先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

发展模式，较好地完成了“十二五”规划目标任

务，北京综合经济实力、科技创新能力、国际影

响力显著增强，向着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迈

出了坚实步伐。

大数据叙说“十二五”北京创新发展成就
——2015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指数发布

□ 本报记者 吴佳珅

图5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总收入情况（2010年和2015年）

图3 北京地区技术合同成交额和技术交易额情况（2010年和2015年）

图4 北京地区专利申请、专利授权（2010年和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