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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投入总量为 22143.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5%；

R&D 经费投入强度（与 GDP之比）为 2.23%，再

创历史新高……根据《2019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

入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研

发经费投入连续实现两位数增长。

研发经费投入，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投入

的重要指标，也是观察和分析科技发展实力和

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回首“十三五”，我国研发

经费投入总量一直稳居世界第二，投入规模稳

步增长。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更是屡创新高，已

接近欧盟 15国平均水平，结构持续优化。

“北斗”组网、“嫦娥”探月、“鲲龙”出海、“天

问”问天……“十三五”期间，科研投入的高增长

带来创新的大迸发，我国取得的重大科技创新

成果举世瞩目。此外，近年来我国在量子科学、

铁基超导、干细胞等基础研究领域连续取得突

破，让创新的源头活水不断涌流。

惟进取也，故日新。“十三五”期间，创新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力不断增强，科技与经济

深度融合，智能制造、无人配送、在线消费、医疗

健康等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持续高速发

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不少

领域在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中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分析人士认为，国家财政科技支出在带动

全社会研发投入、引领国家战略导向方面发挥

了关键作用，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有力保障。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首席统计师邓永旭介

绍，下阶段，我国应持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努

力实现对关键技术和核心领域的精准支持；拓

宽经费投入渠道，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究；营造良好学术生态和创新环境，进一步提高

科研人员主动性和自主权，不断提高研发经费

投入产出质量和效率。

2019年研发经费
投入超2.2万亿元

截至 2020 年 6 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

台）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99.6 万件。“十三五”时

期，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连年位居世界第一，创

新活力持续迸发的背后，是我国知识产权创造、

保护、运用等“全链条”的全面跃升。

40 年前，大多数老百姓不知道什么是知识

产权，到今天，知识产权成为生活、工作中的热

词，版权意识、品牌观念、专利思维深入人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2019 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

满意度总体得分达 78.98 分，较 2012 年大幅提

高了 15.29分。

知识产权保护的全面加强极大激发了创新

活力。截至 2020 年 6 月底，我国每万人口发明

专利拥有量达 14.3 件，国内企业在专利申请中

的主体地位不断巩固。与此同时，专利质量显

著提升，在信息通信、航空航天、高铁、核能等领

域形成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一头连着创新，一头连着市场，知识产权的

加速转化运用正为高质量发展打造全新引擎。

2019 年，我国专利质押融资金额达 1105 亿元。

2018 年全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达 10.7 万

亿元，占 GDP的比重为 11.6%，成为经济增长的

重要支撑力量。

与此同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保护效率

的持续提升，也助力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加速

优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2020 年全球

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的创新力排名为第 14

名，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首位。世界银行发布

的《2020 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营商环境在全

球排名提升至第 31位。

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知识产

权保护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国将持续加大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进一步发挥好知识产权保

护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石、作为创新驱动

发展刚需、作为国际贸易标配的重要作用。

（据新华社）

发明专利有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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