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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科科技技

广东区域创新能力连续7年全国第一

11月25日，《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3》（以下简称《评价报告》）在北京发布。2023年，广东省区域创新能力
综合排名依然保持第1位，连续7年居全国首位；北京、江苏分别排名第2位和第3位，浙江和上海分别排名第4位和第5
位，前5位排名与去年保持一致。排名前10名的地区还有山东、安徽、湖北、湖南和四川。

链接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3》发布

从排名变化情况看，2023年
排名上升的地区有10个，分别是
吉林、黑龙江、福建、广西、湖北、
四川、辽宁、甘肃、内蒙古和海
南。其中，东三省排名均有上
升，且吉林和黑龙江分别上升 6
位和 5 位，东北创新转型效果明
显；广西和福建上升3位，创新驱
动发展效果显著；湖北排名上升
2 位 ，有 效 克 服 了 疫 情 影 响 。
2023年排名下降的地区有12个，
包括云南、天津、青海、山西、陕
西、河北、贵州、宁夏、新疆、湖
南、重庆和江西。其中，云南下
降6位，创新转型依然面临困难，
天津、青海和山西均下降3位，天
津创新能力近年来一直面临转
型困难，青海和山西作为中西部
省份，需要进一步实现突破。

从领先地区的增长来看，
2023年广东、北京、江苏、浙江和

上海区域创新能力综合得分在
35 分以上，属于创新领先地区。
2023 年广东省创新能力排名全
国第1位，作为创新领先省份，广
东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在引导企
业创新投入、促进创新融合发展
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2023 年
北京市创新能力排名全国第 2
位，高标准建设中关村、昌平、怀
柔 3 个国家实验室，北京怀柔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展现雏形，培
育了一批新型研发机构，突破了
一批“卡脖子”技术，涌现一批世
界领先原创科技成果。

报告课题组组长、中国科学
院大学中国创新创业管理研究
中心主任柳卸林指出，“从创新
能力相对得分的动态变化来看，
广东在经历高速发展后，领先优
势开始减弱，除上海外，排名前
10 位的其他地区的相对得分均

有所提升。不同省份创新实力、
创新潜力和创新效率差异较
大。大省大市在创新实力方面
依然占据优势，直辖市的创新效
率排名比较靠前。在过去十年
里，南北差距有所起伏，但是整
体来说变化不大。区域一体化
协同发展，依旧面临挑战。”

在研发经费投入结构方面，
2021 年各地区研发经费使用仍
然以试验发展为主。除海南、北
京、黑龙江外，其他 28 个地区试
验发展经费占比超过 60%，浙
江、江苏和山东 3 个地区试验发
展经费占比超过 90%；山西、广
西、重庆、湖南、广东、安徽、宁
夏、内蒙古、江西、河南、河北和
福建 12 个地区试验发展经费占
比在 80%～90%；青海、天津、贵
州、云南、陕西、四川、辽宁、上海
和湖北 9 个地区试验发展经费

占比在 70%～80%。
基础研究是支撑原始创新

的重要驱动力。2021 年全国基
础研究经费投入占比超过10%的
地区有 10 个，其中，西藏最高达
到 33.33% ，其 次 为 海 南 达 到
25.53%，均比去年有所提升；上
海、贵州和安徽等 8 个地区基础
研究占比为 5%～10%，仍然有 13
个地区基础研究占比未达到
5%。区域创新能力总体排名靠
前的地区来看，广东基础研究占
比为 6.85%，北京占比为 16.09%，
江苏为 3.95%，与 2020 年相比均
有所提升。

柳卸林教授介绍道，“部分
区域在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方
面涌现出一些先进经验和做法，
北京市发挥科教资源集聚优势，
优化创新环境，加快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安徽省实施‘竞争

赛马’机制，将科技创新纳入考
核项；贵州依托地理气候环境、
培育数据中心、智能制造、数据
应用三大千亿级产业集。”

据悉，《中国区域创新能力
评价报告》作为“国家创新调查
制度系列报告”，是在科技部支
持下，由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小组联合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
创新创业管理研究中心编写，已
连续发布23年，是国内权威的区
域发展评价报告。

科学、权威评价一个地区的
区域创新能力是一项系统工
程。《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
告》建立了四级指标体系，其中
一级指标 5 个、二级指标 20 个、
基础指标 138 个，充分反映了各
地区在企业创新、基础研究与原
始创新、创新体系等方面的表
现。

广东省聚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全力打造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
伐。实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六大工程”，高起点培育 20 个
战略性产业集群，形成新一代电子信息、绿色石化、智能家
电、先进材料、现代轻工纺织、软件与信息服务、现代农业与
食品、汽车等 8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达 6.7 万家，五年增加 2 万家；高新技术企业达 6.9 万家，五
年翻了 2 倍多。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和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取
得一批突破性成果，鹏城实验室、广州实验室两大“国之重
器”挂牌运作，去年全省研发经费支出约 4200 亿元，占地区
生产总值比重达 3.26%，研发人员数量、发明专利有效量、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均居全国首位，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
续 7 年全国第一。

在基础指标上，2021 年广东省研究与试验发展全时人
员当量 885247.7 人，全国排名第 1 位；发明专利授权数
102850件，全国排名第 1 位，较去年增长45.48%；高校和科
研院所研发经费内部支出额中来自企业的资金为2910427
万元，全国排名第 1 位，同时该指标对应的效率和潜力也居
全国首位；规模以上企业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数达到 30 261
家，占比45.64%，均排名全国第 1 位。此外，有电子商务交
易活动的企业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移动
电话普及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
按目的地和货源地划分进出口总额、教育经费支出、教育经
费支出增长率等诸多指标均排名全国第1位。

这为广东具有创新优势奠定了基础，作为创新领先省
份，广东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在引导企业创新投入、促进创
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整体来看，广东省创新能力领先优势明显，特别是在企
业创新和创新绩效方面表现突出，为提升基础研究能力，提
高知识创造水平，广东省大力推进高等院校、实验室、科研
院所的建设，目前已初步构建起以鹏城实验室、广州实验室
为引领，10家省实验室、31 家国家重点实验室、20 家粤港澳
联合实验室、4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等组成的高水平多
层次实验室体系。

下一步，广东要继续发挥区域创新领头羊作用，加快推
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进一步完善以企
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推进以需求为导向的科技攻关，
强化科技创新的教育和人才支撑，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在数字经济、新能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开辟发展新
领域、新赛道，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来源：《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3》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指标体系

2023年广东省
各维度排名与上年对比

5 个维度中，广东省在各个方面
的表现均较为突出，其中排名领先
的是企业创新和创新绩效，近两年
均保持第 1 位。知识获取综合指标
排名第 1 位，较上年上升 1 位，而创
新环境综合指标较上年下降 1 位。
相比较而言，广东省的知识创造综
合指标近两年均排名第 2 位，低于
综合得分排名。

在《评价报告》中，区域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包括 5 个一级指标、20 个二级指标、40 个三级指标
和 138 个四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包括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知
识创造用来衡量一个地区创造新知识的能力；知识获取用来衡量一个地区利用外部知识及产学研
合作的能力；企业创新用来衡量一个地区企业应用新知识、开发新技术、利用新工艺，以及制造新产
品的能力；创新环境用来衡量一个地区为技术的产生、流动和应用提供相应环境的能力；创新绩效
用来衡量创新对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效益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