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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强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
初步分析

沈艳波*    王崑声    马雪梅    胡良元    徐  源

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北京  100048

摘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和任务，而科技创新能力是建

设科技强国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经济增长和竞争的基本驱动力量。当前，我国已成为科技大国，但科技发

展还处于“大而不强”的局面。文章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为目标导向，明确了科技强国的内涵；在借鉴国内

外科技强国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经验基础上，构建了包括 5 个一级指标和 24 个二级指标在内的科技强国评价指

标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对我国与美国的科技创新指标横向对比进行了初步分析，为我国科技强国建设提供

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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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1]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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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

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擘画，

为我国科技事业和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也为科技界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指明了奋斗目标和

努力方向。近年来，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

大成就，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科技整体能力持

续提升；我国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

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增

强。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与世界主要科

技强国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总体上还处于“大而

不强”的局面。例如，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

自主创新能力低、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

得到根本性改变等[2]。科技创新能力是建设科技强国

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经济增长和竞争的基本驱动力

量。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整体发展

水平，以及与世界主要科技强国的差距，进一步提升

政策与管理研究
Policy & Manageme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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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能力，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1 科技强国的内涵

一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强”“弱”是相对的，因

此对于科技强国的判断应突出与其他国家相比的优

势。科技强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一个国家的科

技实力和水平在世界各国家和地区中处于领先地位并

且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与引领能力时，即可称为“科

技强国”。科技强国的“强”应从多个维度进行综合

考量，应包括规模、基础、质量、效益等方面的因

素 [3]。基于此，本文提及的科技强国不包含瑞士、荷

兰、丹麦等创新型国家。

本文从“国家科技实力本身强”与“科技强是推

动强国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两方面把握科技强国的

内涵（图 1）。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科技强国是

指同时拥有原始创新、科技发展制高点和话语权的强

大实力，以及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

强大支撑作用的国家[4-6]。

科技强国的保障是拥有坚实的推动强国建设的基

础支撑能力。具体表现为：具有合理的科研经费比

例、丰富的人力资源、先进的科研设备、实时的科技

信息、良好的创新环境等，能够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形

成系统完备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创新环境等资源支

撑体系。

科技强国的基础是拥有与强国地位相称的卓越的科

技原始创新能力。具体表现为：具备世界著名的科研机

构和一流学科、强大的科技人才队伍水平、领先的原始

创新能力、在核心领域拥有一批原创科技成果等。

科技强国的核心是在若干关键核心科技领域占有

科技发展制高点。具体表现为：在若干重要领域掌握

一批安全、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相关装

备的部组件、元器件、原材料、制造设备等信息化和

智能化水平高，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在世界高技

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把握发展的战略主动权。

科技强国的支柱是在若干关键核心科技领域拥有

重要的话语权与引领能力。具体表现为：行业吸引

力、产业竞争力、国际影响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及行

业发展模式得到世界各国认可，行业话语权和主导国

际科技事务能力强。

科技强国的体现是拥有强大的科技贡献能力，能

够支撑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体表现

为：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与产业

经济发展有效衔接，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改善发挥明显的牵引作用和支撑作用。

2 科技强国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2.1 国内外相关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与借鉴
随着对创新认识的不断加深，全球研究机构和各

国政府陆续推出了一系列以创新、竞争力、可持续

发展等为评价对象的国家创新能力评价的实践。其

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英国国际商学院和美国康奈

尔大学共同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GII）[7]，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开发的科

技竞争力（CST）评价指标[8]，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

战略研究院的“国家创新指数”[9]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科学技术部发布的“中国科学技术评价指标”[10]等国

内外机构发表的指标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引用。

各机构的指标体系的主要内容及特点如表 1 所示。图 1     科技强国的内涵

卓越的科技原始创新
能力

若干关键核心科技领域
占有科技发展制高点

强大的科技贡献能力，能够支撑
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体
现

基
础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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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关键核心科
技领域重要的话
语权与引领能力

坚实的推动强国
建设的基础支撑
能力

科技强国 支柱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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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国内外研究机构、政府构建的指标体系各

有特点，对各评价体系的主要指标进行分析，可得

到 3 点共同特征：① 指标体系以综合性指标为主，这

表明较多国家认同创新能力是多种要素的集合。② 主

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相结合，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国家

创新能力评价逻辑的转变。③ 均从整体的角度来综

合评价一个经济体或国家的创新能力或科技竞争力，

便于决策者了解经济体或者国家创新能力在全球的位

置、不足和全球创新的格局。

通过对上述指标体系的各级指标进行分析、聚类

和总结，从主要评价维度来看，可总结出科技强国

指标评价的七大关键要素[11,12]——人力资源、基础设

施、研发投入、知识创造、技术管理、前沿引领和创

新绩效等（表 2）。在构建本研究的科技强国评价指

标体系中，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关键要素；并且，在构

建科技强国指标体系以对标分析我国与世界公认科技

强国创新能力发展水平差距的同时，应该在区域共用

的指标体系基础上，添加符合中国特点的指标，使之

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政府决策和市场需要。

2.2 科技强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2.1 基本定位

本文尝试跳出以往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科技强国

进行排名的思路，转而以面向我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和未来的需求为思路，进而为我国科技发展和科

技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导向作用为主线构建

科技强国指标体系。美国是在国际上有话语权的大

国、强国，是世界上公认的科技强国。因此，本文以

美国为横向对标国家，通过构建适合我国科技发展实

际的科技强国指标体系，以明确我国与美国之间存在

的差距及薄弱点[13]。

表 1    国内外科技强国指标体系及特点

名称 提出机构 主要内容及特点

全球创
新指数

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英国国
际商学院和美
国康奈尔大学

国际上评价经济体创新能力最全面的
核心报告之一；涵盖指标较多，主要
关注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 2 个角度；
创新投入主要体现在创新的制度与政
策环境、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市场
成熟度及商业成熟度；创新产出包括
知识创造和创意产出

科技竞
争力评
价指标

瑞士洛桑管理
学院

结构清晰，对科技竞争力的主要方面
进行了高度概括，主要关注研究与开
发支出、研究与开发的人力、技术管
理、科学环境和知识产权 5 个方面

国家创
新指数

中国科学技术
发展战略研究
院

借鉴国内外有关国家竞争力和创新评
价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关注创
新资源、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创新
绩效和创新环境 5 个方面内容；该指
标体系的特色是对创新环境进行了较
多的考察

中国科
学技术
评价指
标

中华人民共和
国科学技术部

主要关注人力资源、研发经费、机构
科技活动、活动产出、高技术产业，
以及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与态度状
况等方面

表 2    科技强国指标关键要素分析

关键要素 全球创新指数 科技竞争力评价指标 国家创新指数 中国科学技术评价指标

人力资源 ★ ★ ★ ★

基础设施 ★ ★

研发投入 ★ ★ ★ ★

知识创造 ★ ★ ★ ★

技术管理 ★ ★ ★ ★

前沿引领 ★

创新绩效 ★ ★ ★ ★

注：★表示各评价指标体系经分析后，所包含的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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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构建原则

科技强国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根据“坚持以人

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

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筛选出

对科学技术评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指标。为了确保

测评的结果能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科技

实力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科技强国评价指标体

系应坚持以下 4 条原则[14,15]。

（1）核心性原则。衡量科技强国竞争力的指标包

括诸多方面，但只有真正能够反映科技强国内涵某一

方面特性的核心指标才能被纳入指标体系中。

（2）可获得性原则。采用可量化和可获得的指

标，包括权威机构的直接统计数据和对相关数据进行

计算后得到的间接数据，这样能较准确地反映显示情

况并有效提升测算结果的权威性。

（3）可比性原则。注意时间、地点和适应范围的

可对比性、适用性、普遍性特点，以便于纵横对比，

反映不同国家科技实力发展情况。

（4）弱相关性原则。在满足指标体系设置维度的

基础上，尽量选择统计表征上相关性弱的指标，以有

效提升单个指标的独立性。

2.2.3 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科技强国内涵、特征及指标体系构建基本原

则，综合考虑基础科学、国防科技、民生前沿、人

才队伍等我国在科技强国建设过程中优先重点关注

的 4 个领域的代表性指标[16-20]，通过对国内外评价指

标体系的分析、专家访谈及德尔菲调查法，按照指标

相对简洁、反映因素全面、强国标志突出的要求，最

终形成由 5 个一级指标和 24 个二级指标构成的科技强

国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主要考虑完整性，

是反映影响国家科技竞争力表现的关键因素，包括基

础支撑能力、科技原始创新能力、科技制高点占有能

力、科技领域话语权与引领能力、科技贡献能力 5 个

指标；二级指标主要考虑可获得性、可衡量性和可比

较性等，可分别从不同角度阐释各一级指标（表 3）。

3 科技强国国别评价及初步分析

3.1 科技强国评价内容及方法说明
3.1.1 评价方法说明

为了对科技强国发展状况进行更直观有效的评

价，拟采用更容易量化的指数加权法进行综合评价。

指数加权分析法的公式为：

A = ∑ TiWi

其中，Ti 是经过无量纲化处理后得到的第 i 个指标的测

评值，Wi 为第 i 个指标的权重值，该指标的分值 Ti 与

权重 Wi 的乘积即为该指标的分值；由此可分别计算出

各级指标的分值，再将各级指标分值进行指数加权，

最终得到科技强国综合水平得分 A。

3.1.2 权重及指标值确定

科技强国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与德尔菲

专家调查法相结合的方式确定指标权重。依据 Saaty 提

出的 1—9 比率标度方法，为保证最终权重得分的科

学合理，课题组成员对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的院

士群体，以及科研院所、企业和高校的领导、教授和

副教授等进行问卷调查，调研结果结合专家意见确定

最终指标的权重。确定后的指标权重如表 4 所示（考

虑到指标的数量较多，仅列出一级指标权重测算结

果）。

对于定量指标，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主要选

取 2013 年中、美两国的统计数据，并采取绝对值的判

定方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更加直观的展示国

家间的差距。对于定性指标，采用专家问卷调查方法

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主要是对中、美两国的科技发

展水平现状及 2020—2050 年的发展进行预测。

3.2 科技强国综合指数初步分析
通过构建的科技强国指标体系，结合层次分析法

确定的指标权重，运用指数加权法计算出 2013 年中国

与美国的科技强国综合指数（百分制）（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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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科技强国指标体系的构成及各指标描述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描述 指标

性质

1
基础
支撑
能力

1.1 研究与发展经费投入强度 指各国研究与发展经费（R&D）总额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是衡量一个国
家（或地区）创新资源投入强度最为重要、最为综合的指标 定量

1.2 基础研究研发投入力度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基础研究研发投入力度是我国各种投入的重中之重，是
支撑科技原始创新的前提条件 定量

1.3 每万人口中R&D研究人员数量 是反映科技进步人力资源水平的主要指标，可反映一国创新人力资源的投入强度 定量

1.4 工程和科学专业毕业生占比 以工程和科学专业毕业生占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总量的比重，评价面向未来需求的人才储备
情况 定量

1.5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18—22岁学龄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重，能够反映相对于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所接受的高
等教育的机会，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科技人力资源的培养与供给能力 定量

1.6 国际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占比 国际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是国家孕育原始性创新的物质基础与前提条件，可综合反映各国
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并用以评价国家科技、教育、文化的综合实力 定量

1.7 科研资料拥有水平 图书、资料和信息是知识的主要来源与知识积累的重要形式，图书馆或科技信息中心和信
息网络的规模、藏书量和带宽是衡量高校或科研机构科研力量的重要指标 定性

1.8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通过知识产权是否受法律保护和保护力度强弱来反映政策环境对于科技强国建设的影响 定性

2
科技
原始
创新
能力

2.1 世界著名的科研机构 通过评判世界著名的科研机构的数量和发展水平，衡量我国科技原始创新能力的潜力 定性

2.2 一流学科排名 世界一流学科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通过一国5大领域52个学科排名世界前三的大
学相对数量比例，可以综合反映一国科技的整体研究实力 定量

2.3 高被引科学家占比 以一国高被引科学家数量占全球总量的比例，评价顶尖级科技人才的规模 定量

2.4 ESI高被引论文比例
指科睿唯安根据其ESI数据库收录期刊的引用情况，每2个月统计1次的22个学科的10年内
被频繁引用、总被引次数与同年度、同学科发表论文相比排名位于全球前1%的论文；该指
标是评价高校、学术机构、国家/地区国际学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要评价指标工具

定量

3
科技
制高
点占
有能
力

3.1 百万人口三方专利数 用每百万人口国民在欧洲专利局、日本专利局和美国专利与商标局这世界三大专利局都提
出申请的同一项发明专利数，来代表一国在国外申请专利的情况 定量

3.2 国防关键装备技术水平 通过国防科技工业不同领域代表性方向（如航母、潜艇、导弹、卫星等）的装备技术水
平，尤其是其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等，来表征国防关键装备技术水平 定性

3.3 关键核心领域科技自主率
从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与新材料、生物技术与生命健康、现代农业技术、能源与生
态环境、城镇化及其基础设施、空天海洋等多个关键核心领域入手，判断各国关键核心领
域科技自主率，判断重大技术领域是否存在明显短板并受制于人

定性

4
科技
领域
话语
权与
引领
能力

4.1 在国际组织任职人员占比 以一国科技人员在国际组织任职的数量占总数的比例，可以评价一国科技人才参与国际合
作的能力及科研的水平 定量

4.2 世界知名产品品牌情况 品牌和知名度能够反映一国科技水平及产业发展被世界认可的程度，因此可以通过拥有世
界知名产品品牌数量来反映一国科技水平及产业发展在国际影响力水平 定量

4.3 主导建立的国际组织情况
国际组织是国家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是国家承担国际责任的重要平台；主导
建立国际组织可以主导和影响国家交流、合作，因此以主导建立的国际组织数量与水平，
可衡量一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定性

4.4 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数量 国际标准是支撑一国国际化发展和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举措，因此通过积极主导及参与
国际标准制定，能够提高我国在科技领域话语权和引领能力 定性

5
科技
贡献
能力

5.1 人均健康期望寿命
指如果一名新生儿出生后，一国各年龄组的死亡率在其终生保持不变的话，其可能存活的
年数；可以综合表达各个年龄的死亡率水平，反映某一地区每一成员未来存活年龄的平均
值

定量

5.2 GDP单位能源消耗 反映能源消费水平和节能降耗状况的主要指标，指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的能源消耗所产生
的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

定量

5.3 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
      出口比重

指全部制造业出口中高技术产业出口所占比例；能够反映一国高技术产品国际竞争力和技
术创新活动对改善经济结构的作用 定量

5.4 国防装备体系化水平 主要是分析装备体系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可以从一体化、信息化等角度评价国防装备体系
的整体作战能力，以及对国防需求的满足度，特别是有无重大短板 定性

5.5 科技成果转化情况 能够反映科技创新与产业经济发展衔接状态，用于评价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水平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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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科技强国综合指数来看，2013 年中国的

科技强国综合指数与美国同期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仅

为美国的 31.6%。

（2）从中国与美国一级指标的对比分析来看，

中国与美国在总体发展水平各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

差距。科技原始创新能力、科技制高点占有能力、科

技领域话语权与引领能力指标与美国差距显著，仅为

美国的 25% 左右；基础支撑能力为美国的 40% 以上；

科技贡献能力指标与美国差距最小，但仍仅为 50% 左

右，中国与美国在总体发展水平方面差距显著。

3.3 科技强国指数发展预测
对科技强国指数发展的预测是基于  3 项假设条

件进行调查：① 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保持基

本稳定；② 我国科技强国战略思路清晰；③ 科技强

国各项发展举措得当。在上述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各领域专家按照指标体系内容对中国与美国的短期

（2020 年）、中期（2035 年）和长期（2050 年）科技

强国指数进行了对标预测，预测结果如图 2 所示。

根据对 2020—2050 年中国和美国科技强国指数发

展预测结果，可以发现：

（1）从整体来看，2013—2050 年中国和美国的科

技强国指数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并且与美国的分差

呈逐渐缩小的趋势。预计到 2050 年，中国科技强国指

数明显接近美国，但美国仍保持在 98 分以上，而中国

也逐步提高到 87.37 分。

（2）从各阶段发展情况来看，2013—2020 年，

中国科技发展强势，科技强国指数得分大幅提升，

与美国差距从 68.4% 拉近到 40.1%，得分达到 58.21。

2020—2035 年，预计该阶段中国和美国的科技强国指

数变化速度降缓，呈现小幅增加的态势，中国与美国

差距继续缩小，为美国的 27.3%。2035—2050 年，预

计中国和美国的科技强国指数仍在不断增加，美国的

指数达到 98.21 分，而中国与美国的差距继续缩小，

为美国的 89.0%。伴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迅猛发展，

美国的霸主地位逐渐削弱，与 2013 年相比，美国同中

国的科技强国指数差距大幅缩小。

4 加强科技强国建设的总体思路与新举措

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必须要牢牢抓住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的机遇，瞄准国际科学

前沿，立足国情实际，充分吸取国外科技强国建设先

表 5   2013年中国和美国科技强国指数综合评价结果对比

对标指标 中国 美国 中国/美国（%）

基础支撑能力 8.44 20.10 42.0%

科技原始创新能力 5.64 25.10 22.5%

科技制高点占有能力 6.47 27.24 23.8%

科技领域话语权与引领能力 2.68   9.51 28.1%

科技贡献能力 6.98 13.52 51.6%

科技强国综合指数 30.21  95.48 31.6%

表 4    科技强国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权重 权重排名

基础支撑能力 0.20 3

科技原始创新能力 0.25 2

科技制高点占有能力 0.30 1

科技领域话语权与引领能力 0.10 5

科技贡献能力 0.15 4

图 2    2020—2050 年中国和美国科技强国指数发展预测

中国              美国                      中国/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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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经验，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挑战前沿科学问题，

在重大科学问题上取得一批原创性突破；掌握一批重

大颠覆性技术创新成果，力争在重要科技领域实现跨

越发展，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实现中国科技创新从跟

跑向并行、领跑的战略性转变，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

心和创新高地[21]。

4.1 优化科技和创新资源配置方式，构建支撑科技
强国建设的坚实的基础支撑体系
（1）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加大对涉及国家

长远发展和安全的“卡脖子”问题的基础研究支持力

度，建立财政支持基础研究、可年度考核的固定增长

机制，通过建立基础研究基金、税收杠杆、财政补贴

等形式鼓励企业做长效性研究投入。

（2）加快培育建设国际一流大学。推动、加强战

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研究，着力提升解决重大

问题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大力推进科研组织模式创

新，围绕重大科研项目，健全科研机制，提升科学研

究水平。

（3）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营造尊重知识、崇

尚创新的环境。鼓励批判性思维，培养独立思考的能

力和挑战权威的勇气，处理好激励创新与宽容失败、

知识共享与产权保护、小众创新与万众创新等关系，

培育敢于创新、便于创新、乐于创新的土壤，形成尊

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的知识产权文化。

4.2 大力激活创新活力，提高科技原始创新能力
充分发挥著名科研机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

资源集聚作用，吸引国内外顶尖创新团队，整合创

新资源和要素，强调开放共享，开展具有重大引领

作用的跨学科、大协同的创新攻关。加强创新人才

队伍建设，把青年推到创新的第一线，设立中华人

民共和国青年科学奖，鼓励青年人才冲击世界科技

的最前沿。改革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强化

基础教育，推动高等教育创新，改革研究生培养模

式，深化产教融合。

4.3 坚持创新驱动，选准重点领域，加强前沿和高
技术攻关力度，尽快突破核心关键技术瓶颈
充分发挥全国优势力量，集中资源，围绕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开展量子、激光、脑-机结合等关键共

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和颠覆性技术

等 4 类技术的探索与应用研究，集智突破核心技术和

关键技术；加快元器件、原材料国产化进程，重点解

决制约装备发展的部组件、元器件、原材料、制造设

备、重大工艺等共性问题，从而保障基础产品的自主

发展和可靠供给，确保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4.4 坚持国际化发展，提升我国科技领域国际影响
力和话语权
前瞻性谋划，牵头组织、论证并实施若干具有重

大影响力和参与范围广泛的国际合作项目或科学问

题，吸引其他国家参与。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加快推进科技标准“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合作项

目，力争在国际组织中任职，提升我国在世界科技领

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4.5 加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强化科技对国民经济
社会的牵引和辐射带动作用
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移与产业化链

条，推动健全市场导向、社会资本参与、多要素深度

融合的成果应用转化机制。深入实施“双创”工程，

引导领军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组织等多

元建设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打造特色创新孵

化集聚区。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7-10-27]. http://www.xinhuanet.com/

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

  2 习近平.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

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2018-05-28]. http://www.



600  2020 年 . 第 35 卷 . 第 5 期

政策与管理研究

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5/28/c_1122901308.

htm.

  3 刘丹, 王迪, 赵蔷, 等. “制造强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

初步分析. 中国工程科学, 2015, 17(7): 96-107.

  4 穆荣平, 樊永刚, 文皓. 中国创新发展：迈向世界科技强国

之路.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7, 32(5): 512-520.

  5 白春礼. 准确把握深刻理解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三步走”

战略的基本内涵.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8, 33(5): 455-463.

  6 杨柳春, 刘天星. 钱七虎：科技强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基础和核心.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9, 34(5): 581-

585.

  7 李富强, 张志娟. 全球创新指数视角下的创新能力国际比

较研究.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 2017, 32(10): 60-68.

  8 魏海燕. 《世界竞争力年鉴》评价体系研究及其思考. 科

技管理研究, 2013, 33(5): 58-61, 70.

  9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5.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5.

 10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中国区域科技进步评价报

告2015.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5.

 11 丁明磊. 国家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与国际比较研究.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2007.

 12 王智慧, 刘莉. 国家创新能力评价指标比较分析. 科研管

理, 2015, 36(S1): 162-168.

 13 樊春良. 建立全球领先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美国成

为世界科技强国之路.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8, 33(5): 509-

519.

 14 玄兆辉, 曹琴, 孙云杰. 世界科技强国内涵与评价指标体

系. 中国科技论坛, 2018, (12): 28-34, 51.

 15 武宇, 李牧知, 李延通. 科学技术指标体系设计及评价. 科

技导报, 2019, 37(19): 12-18.

 16 赵兰香, 王芳, 姚萌. 中国人才培养急需“双重转型”. 中

国科学院院刊, 2019, 34(5): 532-541.

 17 岳凌生. 王志珍：尊重人才成长规律，营造良好的创新环

境.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9, 34(5): 574-580.

 18 王鑫, 周立华. 从社会需求看基础科学研究关键领域. 中国

科学院院刊, 2019, 34(5): 542-551.

 19 周光召. 对我国基础研究布局的几点思考. 中国科学院院

刊, 2019, 34(5): 568-573.

 20 杨柳春, 赵军, 刘天星. 高福：释放创造力解决“卡脖子”

与“卡脑子”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9, 34(5): 597-

602.

 21 尚勇.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意义. [2016-07-19]. https://

wiki.antpedia.com/n-1340863-news.



  院刊  601

科技强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初步分析

* Corresponding author

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wer 
Evaluation System

SHEN Yanbo*    WANG Kunsheng    MA Xuemei    HU Liangyuan    XU Yuan

（China Aerospace Academy of System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Nine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forward the strategic goals and tasks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novative country and a world pow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bility is the decisive factor for building a pow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basic driving force for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competition. At present, China has become a big country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still in a “big but not strong” situation. On the basis of thi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ncluding 5 first-level indicators 

and 24 second-level indicators has been constructed. In addition,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horizontal comparis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icator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 carried out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wer.

Keyword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wer,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construction

沈艳波    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中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科技创新管理、

系统工程。E-mail: shenyb_123@163.com

SHEN Yanbo     Mid-level engineer of China Aerospace Academy of System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is main research directions cove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anagement and system 

engineering. E-mail: shenyb_123@163.com

■责任编辑：岳凌生



602  2020 年 . 第 35 卷 . 第 5 期

政策与管理研究

601-i  2020 年 . 第 35 卷 . 第 5 期

参考文献（双语版）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 [2017-10-27]. http://www.xinhuanet.com/

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

  Xi J P. Secure a decisive victory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strive for the great 

succ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delivered a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2017-10-27]. 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

htm. (in Chinese)

  2 习近平.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

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2018-05-28]. 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5/28/c_1122901308.

htm.

 Xi J P. A speech at the 19th General Conference of 

Academician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the 

14th General Conference of Academician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2018-05-28]. 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5/28/c_1122901308.

htm. (in Chinese)

  3 刘丹, 王迪, 赵蔷, 等. “制造强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初

步分析. 中国工程科学, 2015, 17(7): 96-107.

 Liu D, Wang D, Zhao Q, et al. 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of manufacturing power evaluation system. Engineering 

Sciences, 2015, 17(7): 96-107. (in Chinese)

  4 穆荣平, 樊永刚, 文皓. 中国创新发展：迈向世界科技强国

之路.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7, 32(5): 512-520.

 Mu R P, Fan Y G, Wen H. Innovation development:Way 

to build China a major S&T power.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7, 32(5): 512-520. (in Chinese)

  5 白春礼. 准确把握深刻理解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三步走”战

略的基本内涵.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8, 33(5): 455-463.

 Bai C L. Accurately grasp and thoroughly understand basic 

connotations of “three steps” strategy for building world 

pow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8, 33(5): 455-463. (in Chinese)

  6 杨柳春, 刘天星. 钱七虎：科技强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基础和核心.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9, 34(5): 581-

585.

 Yang L C, Liu T X. Qian Qihu: S&T power is the foundation 

and the key for construction of modernized socialism country.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9, 34(5): 581-

585. (in Chinese)

  7 李富强, 张志娟. 全球创新指数视角下的创新能力国际比

较研究.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 2017, 32(10): 60-68.

 Li F Q, Zhang Z J.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nnovation 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Global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conomy Outlook, 

2017, 32(10): 60-68. (in Chinese)

  8 魏海燕. 《世界竞争力年鉴》评价体系研究及其思考. 科

技管理研究, 2013, 33(5): 58-61, 70.

 We i  H  Y.  S tudy  on  eva lua t i on  sy s t em o f  Wor 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2013, 33(5): 58-61, 

70. (in Chinese)

  9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5.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5.

 China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trategy. National Innovation Index Report 2015. Beijing: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Press, 2015. (in 

Chinese)

 10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中国区域科技进步评价报

告2015.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5.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2015 Report on China’s Regional Scientific 



  院刊  603

科技强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初步分析

  院刊  601-ii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Beijing: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Press, 2015. (in Chinese)

 11 丁明磊. 国家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与国际比较研究.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2007.

 Ding M L. Research on evaluation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ve capability. Dalian: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07. (in Chinese)

 12 王智慧, 刘莉. 国家创新能力评价指标比较分析. 科研管

理, 2015, 36(S1): 162-168.

 Wang Z H, Liu L.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national 

innovat ive  evaluat ion  indexes .  Sc 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2015, 36(S1): 162-168. (in Chinese)

 13 樊春良. 建立全球领先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美国成

为世界科技强国之路.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8, 33(5): 509-

519.

 Fan C L. Construct world leading S&T innovation system—

U.S. road to worl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wer.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8, 33(5): 509-

519. (in Chinese)

 14 玄兆辉, 曹琴, 孙云杰. 世界科技强国内涵与评价指标体

系. 中国科技论坛, 2018, (12): 28-34.

 Xuan Z H, Cao Q, Sun Y J.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and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werhouse. Forum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2018, (12): 28-34. (in Chinese)

 15 武宇, 李牧知, 李延通. 科学技术指标体系设计及评价. 科

技导报, 2019, 37(19): 12-18.

 Wu Y, Li M Z, Li Y T. Stud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system and evalu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Review, 2019, 37(19): 12-18. (in Chinese)

 16 赵兰香, 王芳, 姚萌. 中国人才培养急需“双重转型”. 中国

科学院院刊, 2019, 34(5): 532-541.

 Z h a o  L X ,  Wa n g  F,  Ya o  M .  H i g h  t i m e  o f  “ d u a l 

transformation” for talent cultivation in China.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9, 34(5): 532-541. (in 

Chinese)

 17 岳凌生. 王志珍：尊重人才成长规律，营造良好的创新环

境.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9, 34(5): 574-580.

 Yue L S. Wang Zhizhen: Follow pattern of talent growth, 

establish innovation-favorable environment.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9, 34(5): 574-580. (in 

Chinese)

 18 王鑫, 周立华. 从社会需求看基础科学研究关键领域. 中国

科学院院刊, 2019, 34(5): 542-551.

 Wang X, Zhou L H. Key basic research areas in perspective 

of future social needs.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9, 34(5): 542-551. (in Chinese)

 19 周光召. 对我国基础研究布局的几点思考. 中国科学院院

刊, 2019, 34(5): 568-573.

 Zhou G Z. Reflections on layout of basic research in China.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9, 34(5): 568-

573. (in Chinese)

 20 杨柳春, 赵军, 刘天星. 高福：释放创造力解决“卡脖子”与

“卡脑子”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9, 34(5): 597-602.

 Yang L C, Zhao J, Liu T X. Gao Fu: Release creativity to 

solve “throat-choking” and “brain-choking” research issues.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9, 34(5): 597-

602. (in Chinese)

 21 尚勇.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意义. [2016-07-19]. https://

wiki.antpedia.com/n-1340863-news.

 Shang Y.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building a great n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07-19]. https://wiki.antpedia.

com/n-1340863-news. (in Chinese)


	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wer Evaluation System
	Recommended Citation

	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wer Evaluation System
	Abstract
	Keywords
	Authors
	Corresponding Author(s)

	tmp.1662360991.pdf.rDsd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