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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加快培育
科技领军企业

【按按】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鼓励并支持科技领军企业

发挥科技创新主导性作用，构建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牵引的

中国特色新型国家创新体系，是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的

核心和双循环新格局下加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关键。针对

当前我国企业及科技领军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问题，中国科协

组织清华大学“双循环格局下企业需求与科技供给调查”课题

组进行了研究。现予编发，供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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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上指出，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强化党和国家对重大科技创新的领导，充

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优化配置创新资源，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大幅提升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在若

干重要领域形成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要推动有效市场和

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转变政

府科技管理职能，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激发创新主体活力。

课题组通过对我国科技结构进行量化研究发现，我国企业

在基础研究领域与高校及科研院所相比相对弱势，我国科技领

军企业在国际科技竞争中的整体实力还有待提升。充分发挥新

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培育科技领军

企业，是当前我国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我国企业整体创新能力需进一步加强一、我国企业整体创新能力需进一步加强

目前，我国企业呈现研发经费投入占比高、研发人员总量

大的特点，已接近科技发达国家。2012—2021 年，我国全社会

研发经费投入从 1.03 万亿元大幅增至 2.79 万亿元，其中企业

研发经费投入占比超过 7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经费投

入占全体企业的比例高达 90%。同一时期我国研发人员总量从

461.7 万人涨至 755.3 万人，涨幅高达 63.6%，其中企业研发人

员占比接近 75%。

然而，从基础研究投入（经费和人员）数据来看，我国企

业还有较大提升空间。首先，我国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相对

欠缺，研发经费主要投向试验发展，2020 年我国企业的基础研

究经费投入为 95.6亿元，仅占企业总体研发经费投入的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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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 6.5%，远低于高校（49%）和研发

机构（39%）。企业对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不足成为制约科技创新

发展的“短板”，给重大原创成果持续产出造成负面影响，不

利于在关键核心技术环节突破“卡脖子”困境。

其次，我国企业的基础研究人员占全国研发人员的比例较

低，高校的基础研究人员规模在科技结构中仍占据绝对优势。

虽然 2010—2020 年期间我国企业的基础研究人员占比持续提

升、人才队伍结构不断优化，但直至2020年该比例仍不足6%——

远低于高校（67%）和研发机构（24%）。

二、我科技领军企业数量及质量存在较大差距二、我科技领军企业数量及质量存在较大差距

从研发投入总量来看，虽然目前我国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

比与欧美及日韩等科技强国同样超过了 60%，但经费总量与美

国相比差距较大。2020 年我国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为 1.87 万

亿元，仅与美国企业10年前的水平持平。从基础研究投入来看，

2009 年美国企业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就已高达 148 亿美元（占

美国基础研究经费总投入的 20%），是当时我国企业的 33.5 倍，

是 2020 年我国企业的 1.5 倍。基础研究领域的高投入为美国企

业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市场竞争力。以医药行业为例，美

国龙头药企的研发投入占比平均高达 18%，而我国生产性医药

企业中该比例仅为 4%。

从科技领军企业情况来看，中美差距相对明显，2022 年美

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公布的全球 50 强创新企业中，美国企业入围

27 家，我国企业仅入围 7 家。2021 年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全球

产业研发投入2500强”榜单中，美国企业以779家位居全球第一，

企业研发投入总额高达3435.6亿欧元；中国企业上榜683家（含

台湾地区企业 86 家），但研发投入总额仅为美国的 41%，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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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排名前 50 的企业仅有华为、阿里巴巴、腾讯、中国建筑集团

4 家，美国企业有 19 家。另外，上榜的 124 家德国企业的平均

研发投入为 7.01 亿欧元，约是中国企业平均研发投入的 3倍。

三、体系化系统性科学布局培育科技领军企业三、体系化系统性科学布局培育科技领军企业

一是以标杆带动先行先试和系统优化。一是以标杆带动先行先试和系统优化。树标杆，树立客观、

通用、公开和动态化的科技领军企业评估标杆。上标杆，设立

专项科技政策、专项基金和人才政策，鼓励并支持更多创新型

企业成为科技领军企业。保标杆，支持已上标杆的企业继续保

持并适当提高对标能力，使科技领军企业持续涌现并不断成长，

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梯队和集群。

二是充分发挥国企在培育科技领军企业中的作用与担当。二是充分发挥国企在培育科技领军企业中的作用与担当。

聚焦国家科技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关键必争领域，充分发挥国企

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和引导者作用，支持周期长、风险大、

难度高、前景好的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重点抓系统布局、

系统组织、跨界集成，汇聚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创新力量，

为科技领军企业全面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创新牵引能力和

国际科技竞争话语权提供制度性支持、重大科学源头支持和前

沿不确定性技术的早期重大应用场景支持，形成未来的整体性

优势。

三是鼓励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探索企业主导型的科技创新模三是鼓励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探索企业主导型的科技创新模

式。式。支持以科技领军企业为龙头的产业链布局，形成企业、高

校科研院所创新联合体。赋予科技领军企业负责人在重大科技

创新项目立项决策方面更多权限，促进科技领军企业成为重大

科技方向提出者和科技成果应用者，引导高校、科研院所围绕

企业和产业创新面临的重大和关键共性问题提炼科学研究问题、

开展科研活动，构建有组织的科研体系与成果转化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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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政府指导、领军企业牵头主导的产业发展委员会，在科技

创新范畴内赋予科技领军企业更多资源调配权、产业联盟建设

权，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在科技结构优化和产业链融通创新中的

引领作用。引导支持科技领军企业推进跨行业、跨领域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建设、关键共性技术开发和创新资源整合，支持企

业中央研究院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科研机构联合承担国

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实验室平台建设，共建未来产业研究院、

颠覆性技术研究院等高层次重大科技创新平台。

四是促进科技领军企业成为创新人才培养主体。四是促进科技领军企业成为创新人才培养主体。让企业、

高校和科研院所成为培养应用型工程科技人才的共同主体，其

中产业领域的工程科技人才应更多在企业培育。支持领军企业

与高校联合办学，培育更多具有家国情怀和较强创新能力并能

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的卓越工程师。支持企业打造梯队化创

新人才队伍，培养具备战略顶层设计能力的首席科学家和能够

领衔攻关核心技术的科技领军人才，鼓励科技领军企业在全球

范围内吸引和培育创新领军人才，探索柔性引才引智机制。

（作者:陈劲 1 朱子钦 1 肖轶群 1 杨硕 1;责任编辑：黄诗愉）

1.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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