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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科技径赍投入现状及其思考
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对科技进步的直接

依赖日益明显。 由千科技投入是加速科技进步的核心间题，因此，各级领导和科技管理部门都

非常关注我国的科技投入，特别是研究与发展(R&D)的投入。

一、我国科技经费投入的现状

我国全社会科技经费投入的总量及有关分量数据，是在国家科委和国家统计局 1991 年组

织的全社会科技投入调查中取得的。自那以后，全国还没有对全社会科技投入作过调查。因此，

对我国全社会科技经费投入状况只能以那次普查结果和这几年积累的有关科技经费投入的统

计资料作为分析依据。
1990 年我国全社会科技经费投入总

．

量为 301.27 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

为 1.62%，从数字上讲这一比值是偏低的，因为它远比发达国家 R&.D 经费投入占 GDP 的比
重低，甚至比韩国 1990 年的 R&.D 经费投入占 GDP 的比重也低，这说明我国科技经费投入的
强度还需提高。 虽然，近几年我国科技经费投入从绝对值上看增加不少，但从 1994 年我国 30

个省（市）科技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看，第1、2、3名该比例分别为北京
ll. 42% ，上海 4.63% ，陕西 4.35% ；第 14、15 、16名该比重分别为河南 1· 15%，山西 1. 13 ％以

及湖南 1.08% ；第28、29、30名该比重分别为福建 0.45%，西藏 0.30 ％和海南 o. 27% 。由此可
见，全国科技经费投入占 GDP 的比重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还是处千低水平。

关于我国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国家财政对科技拨款及其相关的指标数据，可见下表：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R&.D 经费投入（亿元） 121. 02 142.30 169-00 213.76 224.59 

比上年增加(%) 17. 58 18. 76 2 6. 4 8 5.07 

国家财政对科技拨款（亿元） 139. 12 1 5 6. 2 3 175.63 210. 24 245, 73 

比上年增长（％） 8. 80 12. 30 l 2. 4 2 19. 71 16,88 
R&D 经费投入

（％） 0.65 0.72 0.71 o. 62 o.s

GDP 
国家财政对科技
拨款总额 4.03 4. 12 4.00 3. 98 4. 2 4

（％） 
国家财政支出 ｀ 

国家财政对科技
拨款总额

o. 7 5 o. 7 2 0.66 o. 61 o. 55
(%) 

GDP 
GDP 比上年增长（％） 9. 7 16.8 23.0 29. 36 30. 29

国家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 12. 37 9. O l 15,02 22. 52 2. 5 6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3 、 1995;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3 、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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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发现，我国R&.D经费投入绝对额年年增长，且其较上年增长的百分比在1994

年以前和GDP较上年增长的百分比相差不大，说明我国对R&D活动比较重视。但是，我国的

R&D经费投入占GDP的比值从1990年至1994年，一 直徘徊在o.7~0. 5％之间，其中 1994

年这一比例最低，仅为 o. 5%。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R&D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西

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还低于韩国、印度和新西兰这三个 国家的该比值水平 （它们分别为

1. 86¾, 1. 51%,o. 88%），只相当千中等发展中国家（如保加利亚、土耳其）的水平。

1990年至1994年，我国R&D经费投入由121.O2亿元增长至 224. 59亿元，4年间增长

85 .58%，平均年增长率为 16.72%。 同 一期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8544.7亿元增至 44918

亿元，4年间增长142.21%，平均年增长率为 24.75%。 R&D经费投入增长率低千GDP的增

长率，其结果是R&D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即R&D投入强度）不断下降，从0.72％降至

o.5%。这几年R&D经费投入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全社会对R&D经费投入的增长

速度减慢，这与该时期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急功近利、缺乏长远发展

规划的现象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认为，这种状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 步深化，随着经

济增长方式由数橄型向效益型、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化，将得到显著的改变。 许多人在探讨

R&D经费占GDP的比重这一 间题时都认为我国国家财政支出中对科技拨款的相对份额偏低

是造成这一比值低下的主要原因，实际上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 我们认为，一个国家R&D经

费投入占GDP的比重是这个国家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平均水平的客观反映。我国目前这一比

值的实际水平应该低千这个客观水平，但究竟低多少还没有人深入研究过，同时怎样充分有效

地利用每年R&D经费的投入，提高它的产出效益，也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去研究的。 我国财政

对科技拨款从1990年至1994年由139.12亿元增至 245 .73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5.28%，而

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12. 03%，财政对科技拨款的年均增长率要高千财政收入的增

长率。这几年，即使在国家财政很困难的情况下，国家仍尽了最大努力，国家财政支出中科技拨

款的比重从 1990年的 4.03％增至1994年的 4.24%。 当然，相对千GDP的增长率，国家财政

对科技支出的增长率还是偏低的。 因此，如何合理提高国家对科技的经费投入，调动全社会增

加科技经费的投入，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我国科技经费投入问题的思考

这几年人们在研究科技经费投入和R&D经费投入的问题时，通过国际比较分析普遍认

为，我国科技经费投入和R&D经费投入偏低，究其原因是国家和社会投入太少，然后根据有

关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科技经费投入的规模变化，给出我国科技经费投入和R&D经费投入

的目标规模范围，这固然是一种可接受的研究方法。 在此，本文仅对我们研究中碰到的问题作

探索性思考。

第 一，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和科技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条件下，全社会科技经费投入和

R&D经费投入客观上的规模究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是不是全社会科技经费投入和R&D经

费投入的规模越大越好？我们认为，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讲，科技活动的开展受制千该国或该

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科技实力等条件，包括该国或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的人力资源（如

科学家、工程师和辅助研究人员），科技财力资源（如R&D资本存量、非R&D性质的科技资本

存量等），公民的文明素质等。 科技经费投入的规模应该是一定时期这些条件达到均衡时的一

个客观存在的散。 一旦这些条件发生变化，原来的均衡就被打破，新的均衡又继续形成，又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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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后一时期科技经费投入的一个客观存在的量。 这种思想的数学模型的描述如下：
Y(t) = F[L(t),K,(t),K山），I,Ct),lp(t),t] (1) 

这里：Y(t)＝第t年的科技经费投入（以元表示）；L(t)＝第t年的科技人员的规模（以人数表
示）；Kp(t)＝第t年非R&D性质的科技资本存量；Kr(t)＝第t年R&.D性质的资本存蜇；I,, (t) 

＝第t年非R&.D资本的投资（指非R&.D性质的设备仪器、房屋和土建费投入）；Ir(t)＝第t年
R&D资本的投资（指R&D性质的设备仪器、房屋和土建费投入）；t ＝ 时间趋势（表示国家经济

发展水平，人的文化素质发展水平等）。
F(•) 可以是一般意义下的生产函数，假定 L(t)的函数形式可以从 F(.)中求出，即：
L(t)=G[K山），K,(t),Ip(t),l,(t),Y(t)] (2) 

千是，时刻 t开展科技活动发生的直接成本为：
WL . G[Kp(t),K,(t),Ip(t),I,(t)'y (t) ]+ WP .凡(t)+W, • K,(t) 

这里：WL
＝ 科技人员的劳动力价格；WP

＝ 非R＆D性质的资本成本率（相对数，以％表示）；Wr
=R&.D性质的资本成本率（相对数，以％表示）。

倘若我们现在(t = O)时要对[o,-r]这一时期的科技经费投入进行客观有效地规划，并假定

[o,-r]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和科技人力以及财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条件无显著变化，且设p＝权益

资本成本率。 那么，我们的目标自然应该使这一时期内开展科技活动直接发生的成本最低，这
时的科技经费投入量就是我们要找的客观存在的量。 按照乔更森投资理论，我们有：

MINf 
Ir,Ip 0 

e-p• • [WL • G(Kp,K心I,,Y)+Wp •凡＋W, • K,J

s. t. Kp
= lp-�p . KP 

K, =I,-a, • K, (3) 

K,(o) = K�>o 

Kp(o)=K:>o 

(3)式中o�-r<。心、8r 均为折旧率。

若 I入I;,K入K;,L飞t)是问题(3)的解，则[o立］中t 时刻的科技经费投入批应为：
y * (t) = F [L * (t), K; (t), K; (t), I; (t), I; (t), (t)]

这个问题从理论上科学说明了科技经费投入（包括R&.D经费投入）的规模水平存在的客
观性，避免有些人不通过深入研究我国具体国情，仅用几个国际间的比较数据就得出我国

R&D经费投入和全社会科技经费投入规模范围的随意性。本课题研究并不在千怎样确定我国
科技经费投入的函数形式和规模范围，而在于提出一种思想，并借此进一步推动和促进大家加·

强研究关千我国科技投入的深层次问题，拿出一个能说服人的结论来。
第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我国全社会科技经费投入的来源已完成

了原来由国家投入的单 一渠道向国家投入为主、企业自筹为辅的转变，这几年正出现国家投

入、企业自筹、银行贷款和其他来源（包括争取社会各界和个人，国外政府和财团损赠、资助）多
渠道的筹集科技活动经费的局面。并且企业自筹、银行贷款和其他来源已经成为全社会科技经
费投入的主要来源，而国家财政对科技经费投入所占的相应比重却逐步降低，这实际上代表了

今后我国科技经费投入的发展趋势。 为此，我们建议：
1．适当增加国家财政对科技的经费投入，并使这部分经费向R&.D活动倾斜。R&D活动

是科技活动的核心部分，在一定范围内一个国家投入的R&D活动经费越多，通常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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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设计出的新产品、新系统也就越多。 我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要

有坚实的科技实力为基础。 世界各国对千 R&.D 阶段产生的成果 一般都纳入知识产权保护范

围甚至是严格保密的。 我国目前正面临加入世贸组织，面临国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内强调

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转变的严峻形势，R&.D 活动必将面对新的挑战，其需求会不断增加。 然

而，R&.D 活动是一项风险较大的活动，由于不会马上产生经济效益，因此，按照目前我国企业

界的眼光、胆略和经济实力，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对 R&.D 活动投入很大的经费；银行对科技的

贷款主要也只能支持有经济效益的项目。 因此，对 R&.D 活动的经费投入主要还是来自于政府

财政的科技经费投入，实际上国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对科技的支持行为大都如此。现

有的问题是，虽然我国政府对科技的经费投入相对不足，但科技投入的使用效益不高也是客观

存在的。 我国政府每年对科技的经费投入（如科技立项费、科学事业费、科技基建投资等）是否

完全用千支待科技活动的开展，特别是 R&.D 活动的开展呢？可以说还没有这方面的统计资

料。传统的做法往往是把财政部的这一数字作为政府对科技的经费投入，倘若全国的上报统计

数字与之有出入，一般作数据调整。我们认为，对国家下拨支待科技活动的经费必须加强管理，

设置对这部分经费使用的专门统计，提高这部分科技资金的使用效益。 此外，科技活动中的

R&.D 活动和 R&.D 成果应用活动有着不同的特点和产出形式，但由千目前我国财政管理体系

缺少结合科技活动性质的管理等原因，以致造成财政科技拨款用于 R&.D 活动比例不高的局

面。 1990 年国家财政科技拨款为 139. 12 亿元，其中地方政府财政对科技的拨款为 41.57 亿

元，用于 R&.D 活动的为 66. 49 亿元，仅占 48% ，这是因为政府拨款不仅支持 R&D 活动，还支

持 R&.D 成果应用活动和科技服务活动，特别是地方财政拨款还要支付新产品试产费（为使新

产品投入生产而购置生产设备、厂房的费用）。因此，今后必须建立结合科技资金运行特点的财
r- 政科技经费管理和统计的体系，推动科技经费投入产出良性循环的形成，从政策上保证国家财

政科技拨款向 R&.D 活动倾斜，不断提高国家财政拨款中 R&.D 经费投入的比重。

2. 强化在全社会科技投入中企业的主体地位，推动企业技术进步。目前，我国科技投入体

系中，R&D 经费投入的主体是研究机构，这与发达国家企业是 R&.D 投入的主体不同。 我国企

业的科技活动主要以R&.D成果应用为主，而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建设和发展依赖于企业的发

展，企业的发展又依赖其研究与创新的能力、技术进步的水平和市场竞争的能力。因此，企业要

发展不仅要注意科技经费投入的短期效益，更要注意科技经费投入的长期效益，在投入大量经

费于 R&.D 成果转化和作用的同时，适当增加 R&.D 经费的投入，以强化自身的科技实力。

我国的科技管理和统计机构不仅要承担面上的工作，还应当着重研究我国科技活动对科

技经费投入（特别是 R&.D 经费投入）产生多大的需求，同时科技经费投入后产出的效益又对

刺激科技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和刺激社会资金对科技活动投入的作用程度有多大？以便为制定

一些积极推动企业开展科技活动的财税激励政策提供依据，从而增强企业开展科技活动特别

是 R&.D 活动的动力，强化其在全社会科技投入中的主体地位。

3． 对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这类风险较小的科技活动，企业可通过增加科技贷款的投入

加以支持，而把适量的自有权益资金投入到风险较大的 R&.D 活动中，调整好科技经费来源类

型在科技活动类型结构上的分配。 科技贷款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以后科技经费投入多渠道化

中发展得较快的一个方面。 自从 1984 年中国工商银行率先开办科技贷款业务以来，促进了科

技与金融的结合。 此后，建行、农行、交行也陆续开办了科技贷款业务。 1990 年我国又在国家综

合信贷计划中设置了
“

科技开发贷款
“

专项。 这几年，科技贷款金额逐年增加，（下转笫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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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笫23页）如1990年的科技贷款额为52.3亿元，1991年为75. 5亿元，1992年为88.3亿

元，1993年为115.9亿元，从而使科技贷款成为我国科技投入的重要来源。

4.针对高薪技术产业的高风险、高收益，必须注意自有资金在各种不同类型科技活动中

的合理分配；同时，要从环境和政策上吸引全国各地及海外资金进行风险投资，培育、建立风险

基金和大批风险投资公司，在逐步立法的前提下形成风险投资市场，增加科技投入，推动高新

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科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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