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我国科技经费投入继续增长，国家财政科技支出及研究与试验

发展（R&D）经费投入增加，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提高。

一、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情况

2014 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13015.6 亿元，比上

年增加 1169.0亿元，增长 9.9％；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与

国内生产总值[1]之比）为 2.05％，比上年提高 0.04个百分点。按研究与试验

发展人员（全时工作量）计算的人均经费支出为 35.1 万元，比上年增加 1.6

万元。

分活动类型看，全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支出为 613.5 亿元，比上

年增长 10.6％；应用研究经费支出 1398.5 亿元，增长 10.2％；试验发展

经费支出 11003.6 亿元，增长 9.8％。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

占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 4.7％、10.8％和

84.5％。

分 活 动 主 体 看 ，各 类 企 业 经 费 支 出 为 10060.6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0.9％；政府属研究机构经费支出 1926.2 亿元，增长 8.1％；高等学校经费

支出 898.1亿元，增长 4.8％。企业、政府属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经费支出所

占比重分别为 77.3％、14.8％和 6.9％。

分产业部门[2]看，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超过 500 亿元的

行业大类有 7 个，这 7 个行业的经费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

验发展的比重为 61.1％；研发经费在 100 亿元以上且投入强度（与主营业

务收入之比）超过了规上工业平均水平的行业大类有 10 个（分行业情况

详见附表 1）。

分地区看，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最多的 6 个省（市）为江

苏（占 12.7％）、广东（占 12.3％）、山东（占 10％）、北京（占 9.7％）、浙江（占

7％）和上海（占 6.6％）。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与地区生

产总值之比）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有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广东、

浙江、山东和陕西等 8个省（市）（分地区情况详见附表 2）。

二、财政科学技术支出情况

2014 年，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为 6454.5 亿元，比上年增加 269.6 亿

元 ，增 长 4.4％ ；财 政 科 学 技 术 支 出 占 当 年 国 家 财 政 支 出 的 比 重 为

4.25％。其中，中央财政科技支出为 2899.2 亿元，增长 6.3％，占财政科技

支出的比重为 44.9％；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为 3555.4 亿元，增长 2.9％，占比

为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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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联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入选了国家

知识产权试点城市、国家可持续发展先进示

范区、江苏省创新型试点市……翻开江苏省

盐城市大丰区近年的科技创新工作“成绩

单”，一个个骄人成绩，无不展示着黄海之滨

这个小城市的创新能量。

政策引领，刮起科技
创新“热旋风”

2013 年 9月 5日，是一个全区上下激动人

心的日子，以大丰盐土大地农业科技园为主

体的江苏盐城国家农业科技园顺利跻身第五

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光环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无数的努力与

付出。“一个县级市拥有国家级农业科技园

区，这在全国是很罕见的。靠的是什么？我

认为最重要的是敢想、敢做、敢拼。”大丰区科

技局局长陈苏萍坦言，在科技创新上，大丰虽

然没有先天优势，但贵在后天努力。

大丰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

作，先后推出一系列“真金白银”举措，不断放

大政策引领效应，先后编制《大丰市“十二五”

科技发展规划》、《大丰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规划》、《大丰市国家可持续发展先进示范区

建设规划》和《大丰市创新型城市建设规划》，

出台《关于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

意见》、《关于推进工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实施

方案》和《关于实施大丰市“616”人才引进三

年行动计划的意见》等支持科技进步、人才引

进、创新创业的系列政策文件。

大丰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科技投入，科

技三项经费财政预算逐年递增，2014年，大丰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 7.96 亿元，占 GDP 比重

达到 1.71%。全区科学技术支出 2.97 亿元，占

公共财政拨款支出的比例为 4%。鼓励对科技

工作的多元投入，吸引其他社会资金投入科技

研发工作，大丰区财政设立了 1亿元的工业企

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4000万元战略性新兴产

业年度专项引导资金、1000万元科技成果转化

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区年度公共预算收入 3%

的人才专项资金。“十二五”以来，共兑现税收

减免近 4 亿元、奖励资金超 2000 万元，用于支

持和鼓励企业创新发展、加速成果转化。

良好的政策支持，高额的科技投入，无疑

都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营造了更优

的科技创新氛围，在全区劲刮科技创新“旋

风”，一块块熠熠生辉的“金字招牌”花落大丰。

载体建设，打造科技
创新“强磁场”

推进科技创新，离不开载体支撑。“说一

千道一万，推进科技创新，人才是关键，载体

是基础。”大丰区委常委、区高新技术区党工

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董坤深有感触地说，“只

有不断强化载体建设，精心打造一流的科技

创新环境，才能增强科技企业孵化的能力和

高新技术项目入驻的吸引力”。

近年来，大丰区不断强化科技创新载体

建设，积极推动各镇、区（园）以“六有”、规模

骨干企业以“五有”为建设目标，大力推进产

业创新载体平台建设。截至目前，全区拥有

盐城市级以上各类科技创新载体平台近 200

家（个），其中：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2家，国

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2个，国家级农业科

技园区 1 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1 家；省级

企业院士工作站 4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6 家，省级技术中心 10 家，省级工程中心 6

家，省级企业研究生工作站 17家，省级科技公

共服务平台 1 家，省级产学研联合创新载体 1

家，省级科技产业园 3 家，省级农业科技园 1

家，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3 家，省级特色产业

基地 2个，省海洋生物产业产学研协同创新基

地 1 个，省现代农业科技园 1 家，省级产业技

术创新联盟 1 个。40 家规模骨干企业研发机

构实现了全覆盖，规模以上企业研发机构覆

盖率达 76.5%。

随着该区科技创新载体建设不断推进，

一大批科技含量高的项目形成了汇聚效应，

助推了全区产业创新升级。近年来，大丰区

科技局先后组织申报实施省级以上科技计划

项目 450个，累计争取上级科技计划项目资金

1 亿多元，引导企业投入近 16 亿元。其中江

苏金风科技有限公司的 2.5MW 直驱永磁风

电机组研发及产业化等 3 个项目获江苏省科

学技术奖二等奖，江苏谷登工程机械装备有

限公司的“步履式水平定向钻机”项目获盐城

市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万吨非并网风电淡化

海水示范项目成功运营。

培育产业，做强转型
升级“助推器”

高新技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先导性、战

略性产业，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推进产

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途径，

是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必

然选择。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大丰区一直在

发力。

高新技术产业培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难。为了加快培育进程，大丰区科技局面向

企业不定期地开展自主知识产权、科技成果

转化能力、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等调研与

指导，实施技术难题、项目需求、急需高层次

创新人才信息征集，通过网络平台及时向相

关高校院所发布，通过引进技术、引进项目、

引进人才的方式，全力推进企业与高校院所

开展产学研合作，切实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和水平。

近年来，大丰区与清华大学、复旦大学、

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中科院植物所、海

洋所等 290 多家高校院所进行了政产学研合

作，新签政产学研合作协议 642 份，建成紧密

型产学研联合体 226个，有效助推了该区企业

技术难题的解决和高新产品的研发。

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力明显增强，大丰区现

拥有国家火炬计划高新技术企业 6家、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50家；拥有省级以上创新型试点

企业 4家、省民营科技企业 368家、省科技型中

小企业 120 家。2014 年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达到 240.2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

32.6%。2015年 1—9月份，全区实现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 222.7 亿元，同比增长 22.0%，占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 35.4%。截至目前，全区

累计有12个产品被认定为国家重点新产品，其

中江苏丰东“ASPN活性屏离子氮化炉”被国家

科技部认定为国家重点战略新产品，获得了

200万元的资金扶持，实现了盐城市在该战略

性创新产品立项上“零的突破”。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着眼大丰

当前及今后一阶段创新驱动发展，盐城市委

常委、大丰区委书记倪峰满怀信心地表示，在

区创新发展的征程中，将按照新形势新任务

要求，坚持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加大科技创新

组织与推进力度，加快工作节奏，努力赢得工

作新成效。

江苏大丰：创新发展启征程
本报记者 管晶晶 通讯员 王 耀 邹 进 潘 丰

财政科技支出 比上年增长 占财政科技支出
（亿元） （％） 的比重（％）

合 计 6454.5 4.4 -

其 中： 科学技术 5314.5 4.5 82.3

其他功能支出中 1140.0 3.6 17.4

用于科学技术的支出

其中： 中央 2899.2 6.3 44.9

地方 3555.4 2.9 55.1

注：本表中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的统计范围为公共财政支出安排的科技

项目，因四舍五入原因分组加总不等于合计，下同。

2014年财政科学技术支出情况

经费 投入 经费 投入
行 业 投入 强度 行 业 投入 强度

（亿元） （％） （亿元） （％）

合 计 9254.3 0.84 石油加工、炼焦 106.6 0.26

和核燃料加工业

采矿业 290.8 0.45 化学原料和化学 746.5 0.90

制品制造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51.5 0.50 医药制造业 390.3 1.67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84.4 0.74 化学纤维制造业 75.0 1.05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9.0 0.10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27.9 0.76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20.3 0.3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46.5 0.43

非金属矿采选业 9.9 0.19 黑色金属冶炼和 642.0 0.86

压延加工业

制造业 8890.9 0.91 有色金属冶炼和 330.6 0.64

压延加工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195.9 0.31 金属制品业 251.2 0.69

食品制造业 112.7 0.55 通用设备制造业 620.6 1.32

酒、饮料和精制茶 98.8 0.60 专用设备制造业 540.9 1.55

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20.9 0.23 汽车制造业 787.2 1.16

纺织业 177.7 0.46 铁路、船舶、航空 426.1 2.40

航天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74.2 0.35 电气机械和器材 922.9 1.38

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 40.1 0.29 计算机、通信和其 1392.5 1.63

其制品和制鞋业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 32.7 0.25 仪器仪表制造业 169.0 2.04

藤、棕、草制品业

家具制造业 27.1 0.37 电力、热力、燃气 72.6 0.11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96.4 0.71 电力、热力生产 61.9 0.11

和供应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 34.2 0.51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5.6 0.11

复制业

文教、工美、体育 65.5 0.44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5.2 0.30

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注：本表中工业行业分类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标准划分。

附表1 2014年分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情况

地 区 R&D经费支出 R&D经费投入强度
（亿元） （％）

全 国 13015.6 2.05

北 京 1268.8 5.95

天 津 464.7 2.96

附表2 2014年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情况

河 北 313.1 1.06

山 西 152.2 1.19

内蒙古 122.1 0.69

辽 宁 435.2 1.52

吉 林 130.7 0.95

黑龙江 161.3 1.07

上 海 862.0 3.66

江 苏 1652.8 2.54

浙 江 907.9 2.26

安 徽 393.6 1.89

福 建 355.0 1.48

江 西 153.1 0.97

山 东 1304.1 2.19

河 南 400.0 1.14

湖 北 510.9 1.87

湖 南 367.9 1.36

广 东 1605.4 2.37

广 西 111.9 0.71

海 南 16.9 0.48

重 庆 201.9 1.42

四 川 449.3 1.57

贵 州 55.5 0.60

云 南 85.9 0.67

西 藏 2.4 0.26

陕 西 366.8 2.07

甘 肃 76.9 1.12

青 海 14.3 0.62

宁 夏 23.9 0.87

新 疆 49.2 0.53

注释：[1]2014 年 GDP 初步核实数据。[2]产业部门仅包括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即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地 区 R&D经费支出 R&D经费投入强度
（亿元） （％）

科技日报北京11月23日电（记者郝晓明）因为有了眼睛和

感知，这个小小的机器人不再像以往那样按照固定的线路行走工

作，而是可以在车间里自由地行走并十分精确地完成任务，当其

他工位人手不足时，接到指令的他还会主动上前帮忙，马上进入

角色开始工作，这就是由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为

满足市场强烈需求而自主研发的我国首款复合型机器人。23

日，他在 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首次对外亮相。

复合型机器人代表着我国机器人行业的领先技术，与国际领

先的机器人厂商推出的类似产品几乎同步，且技术水平相当，精

度、速度等指标不相上下。它集合了智能移动

机器人、通用工业机器人等工作单元，采用视

觉误差补偿等技术，满足了企业智能化数字车

间对整个机械结构运动精度的苛刻要求，解决

了因多个运动单元的误差累积而造成精度不

达标的问题，极大地拓展了工业机器人的应用

适应性。负责该项目研发的技术人员介绍，该款机器人主要集成

了移动和操作两种功能，在需要灵活移动和操作兼备的场合时就

可以“大展拳脚”。目前，他的车体定位精度达到±5mm，物料定

位精度则达到了±1mm，能够实现搬运、上下料等基本功能。此

外，由于视觉识别传感技术的应用，该款机器人还能进行工装夹

具的快速切换和不同物料的智能分拣。

据了解，新松复合型机器人目前已有数十台的市场销量并已

实际应用到企业的数字化智能工厂中，市场反响良好，预计未来

将取得更多的市场份额。新松公司董事长曲道奎表示，复合型机

器人存在着巨大的市场潜在需求，是新松与国际机器人巨头争相

进行科研攻关的重点，也是未来产品竞争的主战场之一。他说，

新松在通用工业机器人和智能移动机器人方面都有着深厚的底

蕴和积累，复合型机器人从研发到推出，仅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

成功地将其集成到一家企业的数字化智能工厂中，也体现出公司

深厚的技术积累和极强的市场反应能力。

我首款复合型机器人亮相世界机器人大会

科技日报北京 11 月 23 日
电（记者刘晓莹）“2009—2014年

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销量以年均

58.9％的速度增长，2014 年我国

工业机器人市场销量超过 5.6 万

台，约占全球市场的 1/4，再次成

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

预计未来 5—10 年我国工业机器

人行业将呈现高速发展态势。”工

信部装备工业司机械处处长王建

宇在 2015 世界机器人大会召开

之际说：“预计到‘十三五’末期，

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年需求量将

达到 15万台，保有量约 80万台。”

王建宇表示，随着我国经济

和社会发展，对服务于公共安全

事件处理、老龄化社会助老康复

等方面需求的扩大，我国服务机

器人需求也将进一步增长。

“我国服务机器人处于产业

孕 育 期 ，各 类 产 品 开 始 不 断 涌

现，如清洁机器人、两轮自平衡

车和模型无人机等家用服务机

器人已实现产业化；救灾救援、

公 共 安 全 、核 裂 变 堆 运 行 维 护

等多种型号机器人已经开始示

范应用；手术机器人、辅助治疗

机 器 人 已 进 行 试 验 应 用 ；研 制

出 6000 米 自 治 水 下 机 器 人 、

7000 米 水 下 潜 器‘ 蛟 龙 ’等 样

机。”王建宇说。

他 还 强 调 ，我 国 机 器 人 产

业 所 具 备 的 基 础 能 力 ，离 不 开

国家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

通 过 攻 关 计 划 和 863 计 划 等 科

技计划给予的持续支持。其中

包括利用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

制 造 装 备 科 技 重 大 专 项 、智 能

制 造 装 备 专 项 、转 型 升 级 专 项

等支持国产机器人产品质量和可靠性提升，国家机

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建设等。“可以预见，服务机器

人作为一种战略性新兴产业，必将迎来新的巨大的

发展空间。”王建宇说。

服
务
机
器
人
产
业
将
迎
来
巨
大
发
展
空
间

刚下生产线的 6组 CRH380D型高速动车组日前抵
达成都铁路局。该车型最高运营速度可达380km/h，属
于目前我国投入运营速度最高的动车组。 21日，该
动车组已经进行了时速300公里的全线拉通试验。即
将通车的成渝高铁，将在成渝间形成 1小时城市交通
线。 吴正琪 本报记者 盛利摄

科技日报讯（记者林莉君）记者日前从清华大学获

悉，美国当地时间 11月 19日，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举

办的 SC15 国际大学生超算竞赛中，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超算团队斩获总冠军，这是中国内地高校第一次在该

项赛事中获得总冠军。

SC 与 ISC 和 ASC 并列为国际三大大学生超级计

算机赛事，每年举办一次，旨在促进大学生与工业界

之间的联系，推动世界各地区超算青年人才交流和

培养，提升超算应用水平和研发能力。

比赛要求参赛队员在总功率 3120 瓦的限制条件

下，自行搭建计算集群并在集群系统上完成 6 个应用

程序的性能比拼。比赛 48 小时不间断进行。队员们

不仅要在赛前对应用程序进行广泛的性能优化，通

过有效调度完成尽可能多的应用算例，还要对国际

超 算 领 域 的 专 家 评 委 提 出 的 各 类 问 题 作 出 准 确 回

答。

此次 SC 超算竞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家和地

区的众多高校参与。至此，在今年三大国际大学生

超 算 竞 赛 ASC15、ISC15、SC15 中 ，清 华 大 学 超 算 团

队包揽了三项国际赛事的冠军。

清华夺得国际大学生超算竞赛总冠军

成渝高铁将开跑国内最快动车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