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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It is known that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is an important indication for an innovation 
economy and basic research is the sour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Basic research is of 
course mainly carried out by universities and publ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so what role should China's 
enterprises play in basic research has been a long-running debate. Here in this article, we first discussed 
the connotation of basic research and clarified the importance of applied basic research to enterprises. 
We then compared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in world's major economies in terms of 
their R&D investment, scientific output including publications and PCT patent applications, and 
competitiveness indicators. Furthermore, a visual landscape of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as formulated, 
which clearly show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nterprises in various economies. The 
successful cases of some well-known enterprises prove that basic research is essential for leading 
enterprises to maintai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past 40 years, China's enterprises as a whole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but their basic research has been weak. This phenomenon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our development. In the current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e propose that 
substantially strengthening the basic research is of crucial importance for China's enterprises, especially 
industry-leading enterprises and innovative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ir global competitiveness and build 
a strong national innovation economy. In addition, th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basic research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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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经济体企业科技创新
版图分析及启示

――中国企业加强基础研究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选择

李  敏1,3    张先恩1,2*    刘  云3

1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深圳理工大学  合成生物学院  深圳  518055

3  中国科学院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49

摘要    企业创新能力是科技强国的重要体现，而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泉。基础研究的执行主体无疑是高

校和国家科研机构，而企业在基础研究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一直以来存在不同观点。文章立足宏观，首先

对基础研究的内涵进行探讨，明确企业基础研究的应用导向属性；然后从基础研究投入、科研论文、《专利

合作条约》（PCT）专利、国家竞争力指标等多个维度分析全球主要经济体企业的表现，由此构建全球主要

经济体企业创新版图。通过分析比较，文章发现：（1）发达经济体的企业重视基础研究，形成大量持续创

新型的百年老店；（2）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多年，中国企业创新能力整体上取得巨大进步，但基础研究是短

板，这是历史发展阶段所决定的。由此，文章认为，当前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企业通过合适

的方式围绕行业发展未来实质性地加强基础研究，既是企业增强自身竞争力的需求，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不

可或缺的。文章最后讨论了中国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若干方式。

关键词     企业，经济体，创新版图，基础研究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20411003

科技创新是经济体发展的灵魂。《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明确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并

确认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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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分析对象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国数据暂未含港澳台地区数据。
②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 1964 年编撰。其后 OECD 成员国按照这一手册开展了有关 R&D 活动的统计调查。

科技创新的源头是基础研究，但长期以来中国全

社会基础研究投入占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的

比重显著性地低于发达经济体[2]。从统计学上看，中

国企业的科技活动支出在全国 R&D 支出中占 75% 以

上，而其中基础研究支出占比不到 1%，这直接导致中

国全社会基础研究支出占比过低[3]。

过去 40 年，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获得显著提升，

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总体而言，尚未

实现依靠创新，特别是高端技术创新带动企业发展的

目标[4]。企业是否应该投入基础研究，一直以来有不

同的观点。为了解决这个困惑，本文首先讨论基础研

究内涵，界定企业研究活动的属性；然后采用国际比

较研究，从企业基础研究投入、企业科研论文和专利

产出、企业在国家竞争力指数中的权重等几个维度，

综合形成企业创新版图；继而对中国
①
和全球主要经

济体的企业表现进行宏观比较分析，为企业开展基础

研究的必要性提供论据。

1 应用基础研究是基础研究的组成部分

《弗拉斯卡蒂手册》
②
界定的基础研究是“为了

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而进

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

应用或使用为目的”。该手册也在不断补充修改，如

2002 年和 2015 年提出，基础研究可以面向一些普遍

感兴趣的领域，这些研究虽无特定用途，但有一系列

未来应用的明确方向，被称为“定向基础研究”[5]。

然而，该补充表述对基础研究的直接应用价值似乎持

含糊态度。基础研究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是美国学者斯

托克斯（Donald E. Stokes）于 1997 年提出的“应用与

基础”二维模型。“纯基础研究”处于第一象限，称

为玻尔象限；“纯应用研究”处在第三象限，称为爱

迪生象限；而获取知识和应用知识并存的研究活动属

于应用基础研究，称为“巴斯德象限”[6]，简单解读

为：具有应用目的的基础研究。该模型比较好地解决

了关于研究活动属性的困惑。 

近  20 年，又出现了前沿技术和战略性基础研

究的概念，常用于启动一些国家层面重大方向研究

部署，如中国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的许多重点专

项。前沿技术是高技术领域中具有前瞻性、先导性

和探索性的重大技术，针对实际应用中的难题，发

展新原理、新方法、新算法等，这也符合基础研究

的特征[7]。战略性基础研究，一般也是瞄准国家战略

需求，特别是服务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

[8]。例如，原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针对农业、能源、环境、健康、信息、材

料、工程等国民经济重大战略需求进行部署，加上

前沿科学与交叉科学，以及量子、纳米、蛋白质、

干细胞、全球变化等各类重大研究计划等，构成纯

科学（玻尔象限）与应用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

框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中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

渠道之一，最近也将其支持的项目分为 4 种类型，其

中包括“聚焦前沿，独辟蹊径”和“需求牵引，突

破瓶颈”。可见，应用需求对基础研究的牵引作用

越来越明显，这种需求常常具有明确的应用目标，

而不仅仅是未来的方向。例如，围绕新型疫苗、肿

瘤免疫治疗、干细胞治疗、分子育种、植物抗逆、

“双碳”目标、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人工智能

（AI）、下一代互联网、各种新功能材料、冶炼超

级钢、提高石油采收率等大量实际问题和目标所开

展的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主要由国家科研机构和高校承担。企业

开展基础研究活动，应是受企业自身发展需求的驱

动，多具有明确的应用目的，是创新链条的有机组成

部分。随着科学和社会的发展，基础研究的内涵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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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丰富。如果简单地将基础研究定义为没有应用目

的，不仅忽视了应用基础研究，而且难以让企业加入

到基础研究行列。新的发展阶段，基础研究应强调应

用导向和纯科学并重，真正形成问题和需求导向与自

由探索和学科发展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格局。

2 全球主要经济体企业科技创新版图

2.1 全球主要经济体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比较
全球 R&D 支出位于前列的经济体依次为美国、中

国、日本、德国、韩国、法国、印度、英国等
③
。由于

这些经济体的 R&D 数据公开时间不同步，本文尽可能

采用最新的可比数据。目前，中国 R&D 经费占 GDP的

比重已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经济体的

平均水平相当。OECD 数据显示，发达经济体的基础

研究投入占 R&D 经费比重平均超过 15%。主要经济体

中，美国为 15.16％、日本为 12.5％、韩国为 14.67％、

英国为  18 .27％、法国为  22 .67％。经计算发现，

2019 年，这些经济体企业在本国基础研究支出中的贡

献度多在 30% 以上——美国 31.67%、日本47.83%、韩

国 58.25%、英国 35.73%、法国 22.23%，显著高于中

国的 3.8%（中国 2021 年为 6.5%）（表 1）。中国企业

的 R&D 经费投入总量很高，但其支出结构中绝大部分

用于产品试验发展（图 1）。中国基础研究高度依赖政

府财政资金，其全社会基础研究支出占 R&D 比重若要

表 1    主要经济体企业基础研究支出及在全社会基础研究支出中的占比（2019年）
Table 1    Basic research expenditure of enterprises in selected major economies and their proportion against the basic research 

expenditure of the whole society (2019)

经济体
2019年科技经费支出（百万美元）*

全社会基础研究支出占
R&D经费比重

企业对本经济体基础研究支出的
贡献度R&D 基础研究 企业基础研究

美国 678 596 102 874 32 582 15.16% 31.67%

中国 526 222 31 739 1 206 6.03% 3.80%

日本 172 137 21 511 10 288 12.50% 47.83%

韩国 102 989 15 107 8 800 14.67% 58.25%

法国 72 330 16 399 3 646 22.67% 22.23%

英国 55 984 10 229 3 655 18.27% 35.7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按当年购买力平价计④

*OECD Data, Measure: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 Dollars- Current prices④

③ National Science Board,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The state of U.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22. (2022-01-18)[2022-07-10]. https://
ncses.nsf.gov/pubs/nsb20221.

④ OEC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atistics: R-D expenditure by sector of performance and type of R-D. [2022-07-10]. https://doi.
org/10.1787/data-00193-en.

图1     中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比较（2019年）
Figure 1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major developed 

economies in expenditure on basic research by enterprises (2019)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绘制④

Drawn based on the OECD data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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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Clarivate. InCites benchmarking and analytics. [2022-04-10]. https://clarivate.com/webofsciencegroup/solutions/incites.

达到主要创新型经济体的水平，企业的 R&D 支出结构

需作重大调整，即提升 R&D 的前端投入[3]。

2.2 全球主要经济体企业发表科研论文的比较
科研论文是科学研究活动的记录和知识传播的

载体。科学文献计量学分析广泛被各国和国际组织

用于科技评价。然而，企业发表论文的国际比较却

鲜有研究。本文以七国集团（G7）、北欧经济体、

欧盟经济体（EU-27）、OECD、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金砖五国（BRICS）和中国为全球主要

经济体（组织）统计单元（其中有许多交叉覆盖，

如中国也是 APEC 和 BRICS 的成员经济体、OECD 也

包含 G7 国家等），通过科睿唯安 InCites 平台，分析

过去 10 年（2011—2021 年）各经济体（组织）中企

业发表科研论文数量在本经济体（组织）科研论文总

数中的占比情况。结果发现，OECD、G7 和北欧经

济体企业论文占比均超 4%，APEC 和 EU-27 也都超

过 3%，中国企业发表的论文占比约 1.84%，差距显见

（图 2）。

发表科研论文数排名前 50 的企业中，美国 14 家，

德国  7 家，中国  6 家，日本、法国、瑞士均为  4 家

（图 3a）。高被引论文数量前 50 的企业中，美国占比

过半（26 家），德国 6 家，瑞士、法国均为 3 家，中

国 2 家（图 3b）。中国 2 家企业分别为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排名 33）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排

名 40）。高被引论文数量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恰恰

是各个行业的全球领军企业，位于前 10 位的企业多

与医学健康相关：瑞士罗氏集团（Roche Holding）、

瑞士诺华集团（N o v a r t i s）、英国阿斯利康公司

（AstraZeneca）、美国基因泰克公司（Genentech）、

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GlaxoSmithKline）、美国百时

美施贵宝公司（Bristol-Myers Squibb）、美国辉瑞公

司（Pfizer）、美国默克集团（Merck）、美国强生公

司（Johnson & Johnson）、美国 IBM 公司（IBM）。

瑞士罗氏集团作为全球最大生物制药与医疗诊断产业

巨头，是最早全面布局生物技术的制药企业，其理念

是“先患者之需而行”；瑞士诺华集团提出“培养新

药研发领域的新一代科学家”；英国阿斯利康公司是

一家以创新为驱动的全球性生物制药企业，近些年在

加强新药探索研发的同时，又依托大数据、互联网

和 AI 等新技术，打造智慧健康服务新模式。这些企业

图 2    世界主要经济体（组织）的企业发表科学论文在本经
济体（组织）论文总数的占比比较（2011—2021 年）
Figure 2    Comparison of the proportion of research papers 

published by enterprises between major economies (2011—2021)
根据科睿唯安 InCites 分析平台统计绘制⑤

Drawn based on the statistics of Clarivate InCites analysis platform⑤

图 3    发表论文数排名前 50 的企业（a）和高被引论文排名前
50 的企业（b）在各主要经济体中的分布（2011—2021 年）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the top 50 enterprises with published 
research papers in major economies (2011—2021) according to 

number of papers (a) and number of highly cited papers (b)
根据科睿唯安 InCites 数据分析平台统计绘制⑤

Drawn based on the statistics of Clarivate InCites analysis platform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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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长期保持其全球行业领导力，与其对基础研究的

重视无不相关。

无论是发表论文数量，还是高被引论文的数量，

中国企业的占比都偏低。这反映出中国企业总体上尚

未形成基础研究能力或缺乏开展基础研究的动力，也

是中国在生物医药等领域缺乏全球行业领军企业的深

层原因。

2.3 全球主要经济体企业专利数据比较
一个国家或企业所拥有的发明专利的数量和质

量是衡量其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世界五大知识产

权局 ⑥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2020 年中国、美国、欧

洲、日本、韩国五大专利组织（五局）受理发明专利

申请共计 278.98 万件，源于中国的占比 50.65%，其中

企业的贡献率超 60%[9]。从专利申请总量看，中国现

为专利申请头号大国。

《专利合作条约》（PCT）专利申请和“三方

专利”⑦申请体现专利持有人开拓国际市场的意愿和

实力。2020 年，商业板块在所有公布的 PCT 专利申

请中占 86.7%，其次是高校、个人和研究机构⑧。因

此，可以作为一项指标用来衡量一个经济体企业创新

能力。经过持续多年两位数增长，中国 PCT 专利年

度申请量已连续 3 年（2019—2021 年）居全球榜首，

“三方专利”申请数也持续增长，已达全球第 3 位。

但从 PCT 申请占专利申请总量的份额看，中国目前占

比还较低。2020 年，全球 9.5% 左右的专利申请是通

过 PCT 途径提交的，而中国通过 PC T途径申请的专利

占比仅为 4.73%，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图 4）。另外，

中国“三方专利”年度申请数量虽已位于第 3 位，但

仅为日本的 31%、美国的 43%（图 5）。

总体而言，中国实施的专利战略是成功的，已

经成为头号专利（包括 PCT）申请国，一些企业在

中国  PCT 专利申请上发挥了带动作用。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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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主要经济体PCT申请占本经济体专利申请总量的比重（2020年）
Figure 4    Proportion of PCT applications against the total patent 

applications in selected major economies (2020)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数据统计绘制⑨

Drawn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⑨

P
C

T专
利
申
请
量
占
本
国
专
利
申
请
量
的
比
重
（

%
）

三
方
专
利
数
量
（
件
）

法国 英国 美国 德国 日本 韩国 中国 日本 美国 中国 德国 韩国 法国 英国

图 5    主要经济体“三方专利”数量（2019 年）
Figure 5    Number of triadic patent families applications in major 

economies (2019)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科技指标数据统计绘制⑩

Drawn based on OECD 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data statistics⑩

⑥ 系指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美国专利局（USPTO）、欧洲专利局（EPO）、日本专利局（JPO）、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
⑦ 指在美国专利局、日本专利局和欧洲专利局这三方都提出了专利申请，并至少在美国专利商标局获得发明专利权的同一项专利。
⑧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PCT yearly review 2021: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2022-07-21]. https://www.wipo.int/edocs/

pubdocs/en/wipo_pub_901_2021.pdf.
⑨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IP statistics data center. (2021-11-01)[2022-07-20]. https://www3.wipo.int/ipstats.
⑩ OECD. 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2021-09-27)[2022-04-10]. https://doi.org/10.1787/eea67ef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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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 3  家中国企业在全球  P C T 专利申请人排行榜

前 50 位。其中，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 6 952 件申请

连续  5 年位居榜首，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2 208件）和京东方科技集团（1 980 件）分列第 6 和

第 7 位。

中国在专利方面的不足可以概括为：每百万人口

的平均专利数远少于世界其他创新经济体；PCT 专利

在专利总数中的比例还很低，说明许多企业还没有通

过专利手段参与国际竞争；专利的转化率比较低，说

明专利的实用性或企业承接专利的能力、转化机制尚

欠缺；专利涉及的技术领域还不平衡，PCT 专利多集

中在计算机技术、数字通信和视听技术领域，医疗技

术领域是弱项（图 6）。以肿瘤疫苗领域为例，接近

一半的 PCT 专利申请来自美国，中国仅占 5％，且缺

乏核心专利。企业是全球肿瘤疫苗领域 PCT 专利申请

的第一来源，占 40% 以上[10]。

2.4 企业创新活力与国家竞争力分析
竞争力评估备受各国关注，有各类评估报告。

世界经济论坛（WEF）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设置了“全球竞争

力指数”（GCI），含 12 个栏目、103 项指标，对全

球 141 个经济体竞争力状况进行分析评估。2020 年，

该组织未做竞争力分析，而是聚焦于各国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措施。2019 年报告显示，中国竞争力排

第 28 位。中国的优势为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宏观经济稳

定性。与 10 年前相比，中国多数指标已经与 OECD 经

济体的平均值接近或相当；创新能力和企业活力等方

面仍落后于美国（图 7），而企业活力与经济体创新

能力密切相关。

2.5 企业创新综合版图分析
参照上述各项分析及衍生数据，本文构建了全球

主要经济体企业创新综合版图（图 8）。图中，中国

和美国是最大的经济体，OECD 38 个成员几乎囊括

了全球最富有的经济体（不包括中国）。从中可以看

出，中国企业的表现不平衡。体现在：① 中国企业对

本经济体基础研究支出的贡献度远低于发达经济体；

② 中国企业发表的国际科研论文在本经济体中的占

比与发达经济体差距很大；③ 企业在全球 PCT 专利

申请 500 强中的占比，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相当；④ 企

业活力和经济体创新能力方面，中国与 OECD 平均水

平接近或相当，与美国仍有较大差距。根据《2019 年

全球竞争力报告》，在企业活力和创新能力方面的评

图 6    各技术领域公开 PCT 专利数量前 5 名经济体的分布（2021 年）
Figure 6     Distribution of the top 5 economies of PCT publications by technology field (2021)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数据绘制⑨

Drawn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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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指标中，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主要体现在每百万人口

国际合作发明（中国 19.7 分，美国 79.6 分）、每百万

人口专利申请（中国 50.3分，美国 91.4分）、R&D 支

出（中国 70.3分，美国 91.5分）、创新企业成长（中

国 57.2分，美国 76.5 分）、对创业风险的态度（中

国 58.4 分，美国 75.9 分）等指标。

3 中国企业加强基础研究的必要性和方式

根据以上统计数据的比较和综合创新版图分析，

可以清晰地看到现阶段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动特征，

即创新能力大幅提升，而基础研究却十分平淡，这

似乎有悖于“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泉”的逻辑。本文

认为这是绕不过去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是一个后

发工业化国家，其创新活动主要属于“从 1 到 10”和

“从 10 到 100”，尚缺乏“从 0 到 1”的创新实践。

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若没有深厚的基础研究作为基

础，技术创新活动将大面积触碰天花板，进而限制企

业发展，即所谓“卡脖子”。以下，我们有必要进一

步论证企业加强基础研究的必要性，并讨论中国企业

开展基础研究的方式和政策导向。

3.1 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必要性
（1）企业从事基础研究常常对行业发展具有战

略意义。例如，高锟在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发明了光

纤（2009 年诺贝尔奖）；美国民营 DigitalGlobe 公司

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亚米（0.6 米）分辨的遥感卫星

（“快鸟”）；马斯克创办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

司（SpaceX）在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上取得突破性

成就；DNA 扩增技术（PCR）发明于美国 Cetus 公

司（1992 年诺贝尔化学奖）；国际上的大型制药

公司无不在从事先导化合物、药靶的基础研究；美

国 Moderna 公司依其长期在抗肿瘤 mRNA 疫苗方面的

研究积累，迅速创制了抗新冠病毒 mRNA 疫苗。还有

图 7    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竞争力比较分析（2019 年）
Figure 7    Competitiveness index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devel-

oped economies (2019)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数据绘制⑪；

图中数字为评估得分，满分为 100 分
Drawn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2019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⑪; 

The full score is 100

图 8    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企业创新综合版图
Figure 8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layout of enterprises in 

China and developed economies
图中各项指标经过归一化处理，最大值为 1

The five indicators are normalized and the full score i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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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涉足长远的基础研究，如著名的国际热核聚变实

验堆（ITER）计划，旨在 21 世纪中叶完成验证磁约束

核聚变成为人类“终极”能源模式的可能性，属典型

的战略性基础研究，由多国公共财政共同支持。而加

拿大温哥华郊外的一家民企 General Fusion，竟然通过

社会融资从事聚变能源不同技术路径（磁化靶聚变）

的探索研究。

（2）中国经过 40 多年改革开放发展和科技强国

政策的落实，也产生出一批杰出的科技型企业。这些

企业在步入行业前端时，开始尝试开拓和引领未来，

布局前瞻性、基础性、战略性研究，以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最为典型。另一个例子是以京东方科技集团为

代表的显示屏产业。显示屏经历了从电子显像管、等

离子显示器、液晶显示、有机发光二极管、量子点发

光二极管、曲屏、次毫米发光二极管、量子点曲面

屏、折叠屏等迭代发展，一个个新技术迅速淘汰旧技

术产业，未来还有“屏之物联”。中国的“屏”产业

已近“三十而立”，最近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CCTV-4）的“屏”产业高端对话节目中，专家和企

业家的一个共识是，“屏”产业立于不败，核心是抓

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

（3）中国已建成了世界上最为完整的产业体系，

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

国家。中国工业制造增加值已经持续 10 多年世界第

一，达到世界制造业的 30%，实现从低端制造到中端

制造的跨越，但在高端制造方面却遇到瓶颈。芯片是

大家熟知的例子。芯片是众多学科的综合与集成，涉

及固体物理学、量子力学、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光

学、材料科学、化学、电子学、计算机与人工智能、

自控、图论等多个领域。没有基础研究的支撑，芯片

线宽不可能持续突破并接近和达到物理学极限。发明

集成电路（2000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是美国德州仪

器公司，提出摩尔定律的是美国 Intel 公司，延续摩尔

定律的各种新科技原理也与包括企业在内的科研活动

息息相关。中国要解决高端芯片短缺之痛，也必须依

靠企业与学术界携手。

（4）企业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基础研究是创新之源，若源头缺水，建设创新

型国家也就无从谈起。尽管中国企业对基础研究投入

甚少，却不影响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似乎与基础研

究的重要性产生矛盾。但这个现象恰恰体现了全球处

于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之间的分工。发达经济体追求

更高的效率，发展中经济体则承接了发达经济体转移

出来的中、低端技术产能。迄今，源自基础研究的颠

覆性技术、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主要还掌握在发达经济

体。尤其目前，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纯技术不幸

被强权用作制约他人的手段。因此，中国企业积极参

与基础研究，是建设创新型强国的必然选择。

3.2 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方式
（1）企业自主开展研究。这种模式适合于科技

型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全球很多大企业早就采用这

种模式：1891 年德国拜尔公司建立内部实验室，诞生

了阿司匹林和硝苯吡啶等基础药物；1905 年德国西门

子股份公司成立中央研究院，支撑其成为行业巨头；

美国贝尔实验室曾是最著名的企业实验室，它是晶体

管、激光器、蜂窝移动通信设备、有声电影等许多重

大发明的诞生地，在早期支撑其原母公司（AT&T）

成为行业巨头的同时，还获得多项诺贝尔奖。在中

国，原属于国家各部委的科研机构，承担行业的共性

技术和应用基础研究，成果由部委在行业组织推广应

用，这种体制对新中国建立国家工业体系作出了贡

献。引入市场机制以后，部委所属科研机构大多转

为企业建制，其中一些通过承担国家“973”计划和

“863”计划等在国家能源、信息、材料、制造等国民

经济重大领域继续作基础性贡献。还有一些经过联合

重组，进入大型产业集团，成为企业的中央研究院、

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中心等，在企业技术创新体系

建设和国际市场开拓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催生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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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包括世界 500 强在内的明星企业。

（2）企业与学术机构合作研究。在中国，这种模

式一度因产生大量知识产权纠纷而难以普及，但近年

来发展日益成熟，有多种合作形式：委托研究、合作

研究、共建实验室或联合研究中心等。这在粤港澳大

湾区、长三角和京津冀等地区已经很普遍。这种合作

常常起点高。例如，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合作，研制出高

场磁共振医学影像设备，从而改变中国在该产业的被

动局面，项目获 2020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3）企业资助学术机构。企业以捐赠和建立基

金等方式投入基础研究是支持基础研究广泛且有效的

形式。例如，美国谷歌公司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合

作，资助人机交互与协作领域的研究，也建立了公益

基金用于资助 AI 研究。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也与一些企业设立联合基金，引导和整合社会资源

投入应用基础研究。近些年，中国各高校成立的基金

会接受的社会捐赠不断增长。《2021 高校基金会大

额捐赠观察报告》显示，2015—2020 年，有 78 家高

校基金会接受过大额捐赠，到账总额 303.6 亿元，其

中 81% 来自于企业或企业家。高校所获得的捐赠，相

当比例用于支持学科建设和基础性与尖端性科研，从

而贡献基础研究。

3.3 中国政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举措
（1）中国政府已经采用多项措施支持企业开展

基础研究。科学技术部曾经采用非经费补贴方式支持

在一批龙头企业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其中既包括转

制科研院所，也包括新兴行业企业；这些实验室的主

要任务是面向社会和行业未来发展的需求，开展行业

应用基础研究和竞争前共性技术研究，引领和带动行

业技术进步。半导体照明联合创新、高速铁路轨道技

术、矿物加工科学与技术、石油化工催化材料与反应

工程、提高石油采收率、电网安全与节能、光纤通信

技术与网络等重点实验室均在行业发展中发挥不可取

代的作用。例如，半导体照明联合创新国家重点实验

室依托半导体照明产学研联盟建立，成为中国半导体

照明行业科研桥头堡，参与共建的 18 家企业大部分

已经上市，而且还前瞻性地布局了“第 3 代”半导体

光电子领域研发。国家电网公司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

在电网安全与节能、先进输电技术、新能源与储能运

行控制、智能电网保护和运行控制、电网输变电设备

防灾减灾、电网环境保护等方面开展了系统性研究，

有力支撑了行业发展和能源互联网等重大战略的实

施。

（2）支持企业承担国家科研项目的政策也在不断

被强化。据科学技术部介绍，在 2021 年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立项的 860 余项中，企业牵头或参与的有 680 余

项，占比高达 79%。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要加大企业创新激励力度，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实行

税收优惠。各地政府也开始跟进。例如，2022 年，四

川省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对企业从事基础研究给予后

补助支持。

这些政策和措施将引导中国企业改变其 R&D 支出

结构，提高企业对于基础研究的贡献度，解决中国基

础研究投入不足问题，在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同时繁荣

中国基础研究。

4 结论

全球经济体企业科技创新版图的宏观数据显示，

中国企业已取得巨大进步；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企

业从事基础研究的积极性尚未被调动起来。如果说这

主要归因于绕不过去的历史发展阶段，那么在新的历

史时期，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来实现高质量发展，无论

是对企业自身竞争力的提升，还是对创新型强国建

设，都具有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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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known that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is an important indication for an innovation economy and basic research is 
the sour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Basic research is of course mainly carried out by universities and publ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so what role should China’s enterprises play in basic research has been a long-running debate. Here in this article, we first discussed the 
connotation of basic research and clarified the importance of applied basic research to enterprises. We then compared th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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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in world’s major economies in terms of their R&D investment, scientific output including publications and PCT 
patent applications, and competitiveness indicators. Furthermore, a visual landscape of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as formulated, which clearly 
show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nterprises in various economies. The successful cases of some well-known enterprises prove that 
basic research is essential for leading enterprises to maintai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past 40 years, China’s enterprises as a whole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but their basic research has been weak. This phenomenon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our development. In the 
current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e propose that substantially strengthening the basic research is of crucial importance for China’s 
enterprises, especially industry-leading enterprises and innovative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ir global competitiveness and build a strong 
national innovation economy. In addition, th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basic research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are discussed. 

Keywords    enterprise, global economies, innovation landscape, bas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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