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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中美贸易战看中国创新能力建设

陈海利,李文君1

(南华大学 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结合国内外对创新能力评价的主要报告,对影响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归纳与整理,运用 OECD、NSF、
WIPO 等权威组织机构发布的数据,描述了中国创新能力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从转变价值导向,营造适宜创新的发展

环境;构建创新合作平台,促进创新成果的转化;完善市场制度,激发创新主体的活力的三大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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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中国在多个领域

取得重大突破,彰显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站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10 周年与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

年的历史交汇期,美国的“301 调查”指向了“中国制

造 2025”,中兴“芯片” 事件的爆发刺向了中国缺

“芯”的软肋,一时间,一场前所未有的中美贸易战

硝烟弥漫,惊心动魄……前世之事后事之师,美国对

中兴的制裁,中美贸易战的不断升级,给中国关键核

心技术领域再次敲响警钟。 在这个“惟创新者进、
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的时代,如何提升创新能

力,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尴尬局面,符合时代发

展的主旋律,对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基于

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研究如何提升创新能力,具有

重大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创新能力的内涵及主要评价报告

(一)创新能力的内涵

“创新”概念最早出现于 1912 年熊彼特出版的

《经济发展理论》中,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具

体指出创新包含的五种情况:采用一种新方法、创新

一种新产品、开拓一个新市场、取得原材料新的供应

来源、实现某个产业或企业一种新组合[1]。 也就是

创新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实现生产要素的重

新组合。 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认为,创新是对既

有资源和财富的重新分配[2]。 它是赋予资源一种

新的能力的活动,能够使资源创造出财富,而创新本

身就创造了资源。 综上所述,创新的本质就在于

“变”与“新”,所谓的“变”就是要改变陈旧的思维、
观点、事物,要与时俱进;所谓的“新”就是要创造新

的东西,创新就是为了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各种需

求,利用现有的知识和资源,创造出新的事物。 而创

新能力是各种技术和各种实践活动领域中不断提供

的具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的新思想、新
理论、新方法和新发明的一种能力。

(二)关于评价创新的主要报告

在创新驱动的时代,创新能力的评价已成为了

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在国内,对创新能力

评价的主要报告有《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中国创新指数研究》《国家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区

域创新能力监测报告》 [3]等,具体内容如表 1 所示。
其中,《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中涉及到

二级指标 20 项、三级指标 40 项和 137 项具体指标,
《中国创新指数研究》涉及到二级指标 21 项,主要

包括研究与开发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简称

R&D)经费占 GDP 的比重、人均 GDP 指数等;《国家

创新指数报告》涉及的二级指标共 30 项,主要包括

R&D 人力投入强度、R&D 经费投入强度等;《中国

区域创新能力监测报告》涉及的二级指标 125 项,
主要包括研究与发展经费内部支出、大专以上学历

人数等;《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涉及的二级

指标共 12 项,主要包括科技活动人力投入等。 创新

能力不仅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国外学

者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上,与评价创新有关的报告主



要有《全球创新指数》 [4]、《欧洲创新记分牌》 [5]、
《科学与工程指标》 [6]、科学技术工业记分牌[7]等报

告,具体内容如表 2 所示。

表 1　 国内评价创新能力的主要报告

序号 名称 发布机构 评价对象 一级指标

1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
评价报告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
研究小组等

全国 31 个省区市
知识获取、知识创造、创新环境企业创新、创
新绩效

2 中国创新指数研究 国家统计局 中国整体
创新投入指数、创新产出指数、创新环境指
数、创新绩效技术

3 国家创新指数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

战略研究院
40 个科技创新活跃国家

知识创造、创新资源、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创
新绩效

4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
监测报告

国家科学技术部 全国 31 个省区市
企业创新、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创新产出、创
新绩效

中国区域科技创新
评价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
战略研究院

全国 31 个省区市
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科
技创新环境、科技活动投入、科技活动产出

表 2　 国际评价创新能力的主要报告

序号 名称 发布机构 覆盖国家 /地区 一级指标

1 全球创新指数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康奈尔大学、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全球 128 个国家和
经济体

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二级指标)

2 欧洲创新记分牌 欧盟创新政策研究中心 欧盟成员国 框架条件、投资、创新活动、影响力

3 科学与工程指标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约 40 个国家和经济体

中小学数学与科学教育、科学与工程高等
教育、科学与工程劳动力、研发、学术研发、
工业技术 /全球市场、公众对科学与技术的
理解、发明 /知识转移和创新

4 科学技术工业记分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约 60 个国家和经济体
知识、人才和技能,卓越研究与合作,企业
创新,领导力与竞争力,社会与数字转型

　 　 其中,《全球创新指数》涉及的三级指标 7 项,
主要包括体制机制、基础设施、市场成熟度和商业成

熟度、知识和技术、创意产出等,评价指标多与创新

有关,但定性指标较多,定量指标较少;《欧洲创新

记分牌》主要是以欧盟国家的创新绩效为主,分析

了欧盟国家的研发和创新绩效,对其他国家采用的

评价指标体系比较简化,不够客观全面;《科学与工

程指标》主要是从科研成果、高等教育、知识转移与

创新等方面对 40 多个国家和经济体进行了评价;
《科学技术工业记分牌》主要是从企业创新、领导力

与竞争力等 5 个方面对 60 多个国家和经济体进行

了评价,定性指标较多。
综合上述,从与创新能力评价的主要报告,可以

看出,在对创新能力评价的指标中,主要涉及到的指

标有 3 个方面:创新的投入、创新的产出以及创新的

环境,在这些指标中,既包含了知识技术、技术成熟

度、创新资源等定性指标,也包含了专利申请数、研
究与发展经费的支出、R&D 人员投入强度、科研论

文等定量指标。

二　 创新能力的指标及其分析

(一)研究方法

根据评价创新能力主要报告确定的指标体系,
本文拟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多指标的评价,因子分

析能够从众多变量中找出几个较少的具有实际意义

的因子,反映原来数据的基本结构,将大量的可能存

在相关关系的变量转换成较少的彼此不相关的综合

指标,能够避免指数综合法、层次分析法等综合评价

方法中主观确定参考变量、评价因人而异的缺陷。
因子分析的模型下,见式(1)。 其中,X i 代表指标,
F j 代表公共因子,ei 代表特殊因子,aij 是第 i 个变量

在第 j 个因子上的负载。
X1 = a11F1 + a12F2 + … + a1mFm + e1
……
Xm = am1F1 + am2F2 + … + akmFm + ek

ì

î

í

ïï

ïï

(1)

　 　 (二)数据来源

为了验证这些指标,结合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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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opment,简称 OECD)、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
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简称 NSF)、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简称

WIPO)等权威组织机构发布的数据,收集了来自

2000—2016 年 16 年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鉴于部

分数据的缺失,将 2008—2016 年间中国、美国、日本

3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进行研究。
(三)测度结果及其解释

在相关数据收集整理后,为消除量纲的影响,借
助 SPSS 软件,标准化处理原始数据,经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得出:KMO 的值是 0. 722,一般而

言,KMO 的值大于 0. 5 就可以做因子分析,KMO 的

值在 0. 7 ~ 0. 8 之间,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 检验

的卡方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 P 为 0. 000<0. 01,说明

了在 0. 01 的置信水平下,认为所得标准化数据适宜

做因子分析。 按照特征根大于 1 的原则,所选择的

两个因子累计贡献率达到了 94. 655% ,解释了总体

方差的 94. 655% 。 因子特征值及其贡献率如表 3
所示,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 4 所示。

表 3　 因子特征值及其贡献率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累计% 合计 方差的% 累计%

6. 009 54. 630 54. 630 5. 767 52. 425 52. 425

4. 403 40. 026 94. 655 4. 645 42. 230 94. 655

从表 4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来看,因子 1 对

研发经费支出强度、研发人员投入强度、知识产权进

出口使用费用、研发人员总数、论文所占比例影响较

大;因子 2 的贡献率达到了 42. 23% ,因子 2 对

USPTO 专利份额、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

重、研发经费总额、前 1% 论文引用率指数、申请专

利比例影响较大,可将因子 1 和因子 2 归纳为创新

的投入能力和创新的产出能力两个方面。

三　 创新能力的现状描述与存在的问题

根据上述分析,通过查阅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简称 WEF)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

告》 (2010—2018 年) 具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 (美

国、日本、德国)和金砖五国的创新排名,发现了中国

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创新能力的差距,本文从投入与

产出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内研发支出总额逐年提升,但少数核心

技术和关键材料仍依赖进口

研究与发展经费的支出总额对创新能力的提

表 4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成份

1 2

研发经费支出强度(% ) . 885 . 409
研发人员投入强度(% ) . 817 . 444
USPTO 专利份额(% ) . 134 . 975
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重(% ) -. 416 -. 868
知识产权出口使用费(美元) . 990 -. 019
知识产权进口使用费(美元) . 968 . 190
研发人员总数(人) -. 967 . 104
研发经费总额(美元) -. 541 . 783
前 1%论文引用率指数(% ) -. 248 . 967
PCT 专利申请转换率(% ) . 433 . 864
论文比例(% ) -. 856 . 486

升、研发能力的提高有着重要意义,根据 2018 年《科
学与工程指标》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的国内研发

支出总额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详见图 1)。 根据

OECD 按照购买力平价现值计算出来的各国研发支

出总额,中国在 2015 年研发支出总额达到了 4088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 4996 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
是日本的 2. 4 倍,是德国的 3. 6 倍,是法国的 6. 7
倍。 根据 NSF 提供的数据显示:在 2015 年,中国企

业研发支出总额占 74. 7% ,中国企业研发支出总额

是日本的 2. 3 倍,是德国的 2. 6 倍,是法国的 9 倍,
看似中国企业已经有了创新能力,成为了创新主体。

但从另外一组描述企业创新能力的数据来看,
按照国际标准,企业技术开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

例要达到 3%以上,低于 3%意味着这个企业没有竞

争力,低于 2%意味着这个企业将会被淘汰,而作为

高技术企业,技术开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应该

达到 10%以上[8]。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 5
年来(2012—2016 年),中国的高技术产业新产品开

发经费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在 7% 左右,并
未达到有竞争力的国际标准。 除此之外,工信部在

2018 年 7 月 13 日,对全国 30 多家大型企业 130 多

种关键基础材料的调研结果显示:32% 的关键材料

在中国仍为空白,52%的关键材料依赖进口,95%的

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绝大多数

计算器处理器和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 表明

中国制造业的创新能力还比较薄弱,对外依存度高,
关键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

(二)国际科研论文数量逐步增加,论文产量居

世界前列,但其质量和原创性有待提高

论文是基础研究成果的精华,近年来,中国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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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发表的论文数量逐年提升, 论文的产量实现了

爆炸式增长,根据 2018 年《科学与工程指标》显示:
在 2016 年,中国发表论文达到了 426165 篇,平均年

增长率达到了 8. 4% ,而美国在 2016 年发表论文

408985 篇,平均年增长率 0. 7% ,在国际论文中,中
国论文数量所占的比例达到了 18. 6% 超过美国的

17. 8% ,如图 2 所示。

图 1　 选定的国家国内研发支出总额

∗数据来源:NSF

图 2 科技与工程论文比例

∗数据来源:NSF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的原副校长施一公

曾预测过,中国会在 2020 年论文超过美国,而中国

提前完成了,这不免让人有些担忧,中国科技论文繁

荣的背后是否暗藏危机? 的确,仅从科技论文的数

量及所占的比例上来看,中国的论文数量世界第一,
论文所占的比例世界第一,超过了美国。 但在国际

上,通常用论文被发表之后被引用次数的多少来评

价论文的内在价值,被采用的次数越多,就说明论文

的内在价值越高,原始性创新成份也就越多。 根据

2018 年《科学与工程指标》数据显示:2016 年科学

与工程领域发表的引用率位于前 1%的高质量论文

中,美国的相对比例指数是 1. 90,欧盟的相对指数

是 1. 28,中国的相对指数是 1. 01,这无疑表明,美
国、欧盟的论文的影响力优于中国。 近年来,尽管中

国在论文的引用率上有所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仍有较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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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已然成为世界专利大国,但其市场交

易量小,应用价值未能彰显

专利,是一个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代表。 根据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简称 WIPO) 数据统计:2016
年,中国的知识产权局共受理专利申请 1338503 件,

与 2015 年相比,其增长速度达到了 21. 5% ,遥遥领

先。 其次是美国专利商标局(605571 件)、日本特许

厅(318381 件)、韩国特许厅(208830 件)和欧洲专

利局(159358 件),这五大专利局受理专利申请量占

全球专利申请量的份额如图 3 所示。

图 3　 五大专利局 2016 年受理专利所占比例

图 4　 专利合作条约 PCT 申请转化率

∗数据来源:WIPO

　 　 由图 3 可以看出,在 2016 年,中国占据了全球

专利申请受理量的 42. 8% ,几乎占据了全球专利受

理量的“半边江山”。 按照全球标准,专利代表一个

国家科技创新的水平,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创新能

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如此高的专利受理量很容

易让人以为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创新和品牌方面的领

跑者。 然而,专利发明者为保护专利权,通常会在全

球范围内寻求专利保护,专利合作条约(PCT)方便

申请人会在国际上寻求对其发明的国际专利保护,
PCT 申请就是通过 WIPO 管理的 PCT 系统提交的

专利申请,对《PCT 专利申请年度回顾》的数据进行

整理,见图 4。 我们发现中国的专利转化率并不高,
绝大多数仍处于“养在深闺无人识”的状态,停留在

“纸上谈兵”的阶段! 以 2017 年为例,中国向 PCT
申请的专利数是 46882 件,而转化率只有 0. 04,说
明了 1875 件专利成果走出了“象牙塔”顺利地找到

“婆家”,发挥了其应用价值。 相反,美国、日本在

2017 年分别向 USPTO 提交专利 56624 件、48208
件,美国的 PCT 申请的转换率达到了 21% ,日本的

PCT 申请转换率达到了 20% ,也就是在美国和日本

向 PCT 提交的专利中,分别有 11891 件和 9642 件

发挥了经济和社会效益,如何才能唤醒中国“沉睡”
的巨量专利? 值得我们深思!

(四)研发人员总数居高不下,但研发成效却不

够显著

根据 2018 年《科学与工程指标》数据显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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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5 年起,中国从事研究与发展的总人数就达到

了 11187000 人,首次超过美国,随后几年,呈现了逐

渐增长的趋势,截至到 2015 年,中国从事研究人员

的总数达到了 16190000 人,研发人员总数位居世界

第一。 但我们却在另一组数据中发现:根据 WEF 定

期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技

术成熟度排名比较靠后(如图 5 所示),落后美国、
日本、德国等国家;NSF 的数据显示也表明(如图 6
所示),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出口使用费比较低。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开篇就指

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

消费的一切生活的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 [9] 表

明国家的强大在于物质财富生产能力的高低,由此

可见,中国的知识产权数量虽多,但并未创造更多的

财富与公共利益。 尽管中国的研究人员总数逐年提

升,但并未对技术成熟度及知识产权产品出口使用

费等产生明显的联动效应。

图 5　 技术成熟度排名

∗数据来源:WEF

图 6　 知识产权出口使用费

∗数据来源:NSF

四　 提升创新能力的对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10]面

对中国在创新能力方面的现状,促进创新成果转化,
实现创新成果的应用价值,是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

途径。

(一)转变价值导向,营造适宜创新的发展环境

中国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之所以会轰轰烈烈

地生产论文,发明专利,使中国的论文、专利数量呈

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中国的

各大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将发表论文、发明专利作为

绩效考核的主要指标之一,论文更是高等院校、事业

单位职工评定职称以及本科生研究生获得学位的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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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指标,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

出:经济问题的出发点是人的本性,即资本主义的利

己主义[9]。 各种经济现象是具有利己主义的人们

的活动产生的,如果能够刺激他人的利己之心,并且

这种利己之心又有利于他人,满足他人的欲望,那么

这种目的就很容易达到! 个人会为了自身的利益、
为了在考核过程中获取优异的成绩就会快速生产论

文、发明专利,一个人论文、专利数量必然会对他所

在的组织产生联动效应,既是个人在考核的过程中

获取优异成绩的重要手段,也是组织在接受考核时

获胜的重要砝码,这种以论文、专利数量为导向的价

值取向,本就是一种短视的做法,违反了科学的发展

规律,扼杀了真正的创新能力。 要想提升创新能力,
需转变价值导向,改变考核方式,从以数量为目标向

以质量为目标进行转变,从以产出量为目标向以社

会发展提供效益为目标进行转变,从而为提升创新

能力营造适宜的发展环境,提供肥沃的土壤。
(二)构建高效的合作平台,促进创新成果的

转化

众所周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属于公共机构,
主要是依靠政府的投资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而企

业是市场经济竞争的主体,要在严峻的市场环境中

谋发展;企业为了生存与发展会“借腹生子”,引进

国外先进的技术或装备,并对科研院所、高校严格保

密。 尽管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能够对引进技术进行

消化与吸收,但是因与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机构,
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企业无法享受到科研机构

的创新成果,科研机构也无法得到企业引进的先进

技术和装备,就像囚徒困境理论,两个囚徒在信息不

对等的情况下,都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最终是两

败俱伤,就是因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是“两
张皮”的原因,也是创新成果难以实现社会效益最

大化的原因之一。
面对这种局面,既要对创新成果进行有效的管

理,又要加强科研和设计院所、高校与企业的有效衔

接。 一方面,可以向发达国家学习,弥补中国在创新

成果上的管理漏洞。 在发达国家,每五件到十件专

利就会配备一名管理人员,主要是评估创新的应用

价值和商业价值,达到标准后才能进行专利申请,并
且还会寻找适合该专利的企业,进行专利的匹配转

让。 而中国的专利大部分在申请完后就被“束之高

阁”。 为此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设置专业的

创新成果管理岗位,专门评估创新成果的应用价值,
为创新成果找到“婆家”,逐步唤醒巨量的“沉睡”的
创新成果。 另一方面,要建立高效的产学研合作平

台,促进创新成果转化,目前高校、科研院所与市场

主体之间存在一些信息不对等的情况,面对这种现

状,可将双方需求的信息进行归纳与整理,构建信息

交流与合作平台,加快科研院所与市场主体之间的

有效衔接,尽快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强劲

动力。
(三)完善市场制度,激发创新主体的活力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

和市场公平交易制度对经济的发展与工业的腾飞功

不可没。 然而,自古以来,“士农工商”中工商排在

末尾的现实,浸满了工商界前辈的辛酸与无奈。 从

古至今,从西方到东方,人们都在追求一个平等、自
由、公平、和谐的社会,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
到法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从孔子的“不患寡而

患不均”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从经济

学家鼻祖亚当斯密的《公平理论》到以弗雷德里克

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都充分展现了公平制度的

重要性,若没有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政府极易导致

政府陷入“塔西坨陷阱”,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

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 同样,营造出公平的市场竞

争环境同等重要,一方面,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

心,只有市场主体能够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市场经

济才可以有序健康持续地发展,只有让不同的市场

主体在市场准入方面、政策享受上都有一个公平的

待遇,才能激发不同的市场主体活力,激发他们的创

造力,使之成为社会发展的持久动力。 另一方面,任
何一项新的发明与创造成果若没有法律的保护,很
快就会被竞争对手盗用与剽窃,而丧失了致富的机

会。 因此,为避免创造成果被无偿盗用,建立知识产

权的专利保护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完善的知识产权

制度能够对人类创造的专利进行保护,有利于推进

各方面的知识创新,推进工业成果的产业化,才能真

正让创新成果成为市场叱咤风云的巨龙,成为促进

经济发展的动力,从而真正提升中国的创新能力。

五　 结　 语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焕发勃勃生机的今

天,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与任务,发展是解决

我国的问题的关键,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大力提升创新能力,
才能真正让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成为一

个国家赖以生存的灵魂,成为一个国家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的重要法宝,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85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年



这也是实现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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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Innovation Ability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Sino-American Trade War

CHEN Hai-li, LI Wen-ju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main reports on the evaluation of innovation ability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sums up and
arranges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innovation ability, and applies the data released by authoritative organizations such as OECD, NSF,
WIPO, etc. Describ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Chinas innovation ability, it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creating a
suitable environment for innovation by changing the value orientation, constructing innovation cooperation platform,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novation results; improving the market system, to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the innovation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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