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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素向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集中，推动产业创新发展、实现“从 0 到 1”突破 

产业加快转型升级背景下，我国研发支出持续扩张，2019 年总规模超过 2.2 万亿

元、居世界第 2 位，支出强度达 2.23%。我国 2012 年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2016 年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发展。研发

（R&D）支出持续扩张，2019 年规模超 2.2 万亿元、居世界第 2 位。2018 年，

研发支出强度居 G20 国家第 6 位；2019 年支出强度进一步抬升，达到 2.23%。 

分行业来看，电子、机械、医药等制造业，科技创新较为密集；计算机、电子、

通信等信息技术领域，上市公司研发支出更为集中。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研发

支出占制造业比重达 18.4%；运输设备、专用设备、医药等制造业，研发支出强

度均超过 2.5%。上市公司中，计算机、电子、通信领域研发支出强度最高、上升

最快，2019 年分别达 8.2%、5.2%和 5.2%，大幅高于 2.3%的 A 股总体支出强度。 

近年来，政策也着力加大对科创密集领域的支持力度，尤其在关键核心技术领

域，努力实现“从 0 到 1”的突破。部分关键原料和设备领域亟需补短板，比如

集成电路、分子药物等领域，技术水平较低；硅片、光刻胶等关键原料设备，对

外依赖度超 90%。近年来，政策进一步向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倾斜、加大对“卡脖

子”领域原创性、基础性研究的支持力度，努力实现“从 0 到 1”的创新突破。 

各类生产要素或将继续向相关行业加速集中，推动集成电路、信息技术、生物医

药等重点领域的创新发展。近年来，要素流动已经在向重点领域倾斜，比如“大

基金”专注支持集成电路产业，科创板上市公司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

高端装备等产业为主。在政策引导下，财政资金、政府产业基金、金融资本市场、

人才和土地等，或将继续向重点领域集中，推动相关产业的研发创新和加速发展。 

⚫ 高频数据：蔬菜、猪肉批发价格上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商品期货价格上涨 

【通胀观察】蔬菜平均批发价和猪肉平均批发价均上涨。28 种蔬菜平均批发价

上涨 2.5%，至 4.91 元/公斤；猪肉平均批发价环比上涨 0.02%，至 48.41 元/公斤。 

【汇率表现】美元指数下降，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上周美元指数下跌 0.99%，周

五收于 92.28。周五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收于 6.86，人民币对美元周环比升值 0.71%。 

【大宗商品】商品价格均上涨，能源化工指数领涨。南华商品综合指数上涨 1.2%；

细分品种中白银指数领涨，周环比涨幅 5.3%；PTA 指数领跌，周环比跌幅 1%。 

⚫ 中观行业：商品房成交面积减少，玻璃价格继续上涨，国际原油结算价走高 

【下游】商品房成交面积减少，土地市场量跌价涨。30 城商品房成交面积减少

0.2%，一、三线城市增加、二线城市减少；土地成交溢价率上升 2.8 个百分点。 

【中游】钢价下跌，水泥、玻璃价格延续上行。Myspic 钢价综指收于 143.04，周

环比下跌 0.2%，水泥价格上涨 1.5%、玻璃价格上涨 0.7%。橡胶价格持平前周。 

【上游】原油结算价走高，有色金属价格上涨。布伦特和 WTI 原油结算价分别

上涨 0.4%、1.5%，LME3 个月铜铝铅锌期货价分别上涨 2.8%、1.7%、0.6%、2.7%。 

⚫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或监管政策出现超预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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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热点：“从 0 到 1”，创新突破的发力点 

事件： 

8 月 27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9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19 年，

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为 2.23%，比 2018 年提高 0.09 个百分

点。（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点评： 

产业加快转型升级背景下，我国研发支出持续扩张，2019 年总规模超过 2.2 万

亿元、居世界第 2 位，支出强度达 2.23%1。我国 2012 年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2016 年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发展。研发（R&D）

支出持续扩张，2019 年规模超 2.2 万亿元、居世界第 2 位。2018 年，研发支出强度

居 G20 国家第 6 位2；2019 年支出强度进一步抬升，达到 2.23%。 

图1：我国研发支出规模和强度持续提高  图2：2019 年，我国研发支出增速上行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1 国家的研发支出强度，是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2019 年我国研发支出规模和强度，来

自国家统计局《2019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国际比较数据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官方网站数据库，最新数据

为 2018 年。 
2 研发支出的国际比较排名，以世界银行官方网站数据库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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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我国研发支出位居全球第 2 位3  图4：我国研发支出强度在 G20 国家中排名第 6 位4 

 

 

 

数据来源：OEC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orld Bank、开源证券研究所 

 

从空间分布来看，东部沿海省份研发支出规模大、强度高，是研发创新的集聚

地；部分中西部省份近年研发支出提升较快。广东、江苏、北京等省研发支出占全国

比重均超过 10%，北京、上海、天津等省研发支出强度超过 3%。总体来看，东部沿

海省份的研发支出规模大、强度高，是我国研发创新活动的聚集地。近年来，贵州、

江西、宁夏等部分中西部省份，研发支出增长较快。 

图5：广东、江苏等东部沿海省份是研发支出大省  图6：东部沿海研发创新投入更加密集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开源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开源证券研究所 

 

 

 

 

 

 

 
3 OECD 的研发支出规模，基于 2010 年美元不变价、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 
4 个别国家 2018 年数据尚未公布，图中采用 2017 年数据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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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北京、上海、天津等省研发支出强度超过 3%  图8：近年来，部分中西部省份的研发支出增长较快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开源证券研究所 

 

分行业来看，研发活动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电子电气、机械、运输等设备制造

业，以及医药制造业，科技创新较为密集。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支出强度为

1.32%5，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其中，电子电气设备制造，是研发支出最多的领域；计

算机通信电子、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研发支出占制造业比重分别达 18.4%和

10.4%。近几年，运输设备、仪器仪表、专用设备、医药等制造业，研发支出强度快

速提高，2019 年支出强度均超过 2.5%。 

图9：制造业研发支出强度较高  图10：电子电气设备制造，是研发支出最多的领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开源证券研究所 

 

 

 

 

 

 
5 企业的研发支出强度，是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与营业收入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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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各类设备和医药制造业研发支出强度提高快  图12：各类设备和医药制造业研发支出强度高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开源证券研究所 

 

上市公司中，计算机、电子、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是创新要素最为密

集的领域6。2019 年，计算机、电子、通信领域的上市公司，研发支出强度分别为 8.2%、

5.2%和 5.2%，大幅高于 A 股上市公司总体 2.3%的投入强度。同时，这些领域也是

研发支出强度提升最快的领域，2015-2019 年，计算机、电子、通信领域的研发支出

强度分别提高 1.9、1.5 和 1.2 个百分点，快于 A 股总体。 

图13：计算机、电子、通信等领域企业研发支出强度大  图14：相关领域企业的研发支出强度提升较快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我国研发支出重点投向的行业，正是“短板”制约较为明显的领域。我国拥有较

为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但在关键原料和设备领域亟需补短板。比如集成电路、分子药

物等领域，技术水平较低；硅片、光刻胶等关键原料设备，对外依赖度达 90%以上。

我国研发支出的重点方向，如计算机通信电子、电气机械设备、医药制造等领域，同

时也是我国“短板”较为突出的领域。 

 
6 计算上市公司研发支出强度时，剔除掉了银行和其他 2015 年以来未进行过研发支出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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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我国在电子、医药部分领域，技术水平较低  图16：我国部分关键原料和设备，进口依赖度较高 

 

 

 

资料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开源证券研究所 

 

政策也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原创性、基础性研究的支持力度，着力增

强研发创新能力，努力实现“从 0 到 1”的突破。2010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发布至今，政策始终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

造等重点领域的发展。近年来，面对全球供应链的收缩，政策进一步向“关键核心技

术”领域倾斜，更加注重对“卡脖子”领域原创性、基础性研究的支持，努力实现“从

0 到 1”的技术突破。 

政策大力支持“从 0 到 1”的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时间 文件/发言 内容要点 

2018 年 4 月 
《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央企业

创新发展的意见》 

建立特色鲜明、要素集聚、活力迸发的中央企业创新体系；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

在若干重点产业领域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创新型中央企业；取得一批

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创新成果，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我国建成创新型

国家和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018 年 5 月 
习近平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

讲话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

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要增强“四个自信”，以关键

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敢于走前人没

走过的路，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 

2018 年 7 月 
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 

2019 年 4 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卡脖

子”问题的突破路径研究》 

为助力我国尽快摆脱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的困境、面向未来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

能力，本项目将系统研究我国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的体制机制、组织模

式与创新政策，包括“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国际比较、创新能力与

形势研判分析、技术突破的组织模式与路径研究、军民融合协同创新机制、技术创新

战略与政策研究等。 

2020 年 3 月 
《加强“从 0 到 1”基础研

究工作方案》 

充分发挥基础研究对科技创新的源头供给和引领作用，国家科技计划突出支持关键核心

技术中的重大科学问题。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对关键核心技术中的重大科学问题给予长

期支持。重点支持人工智能、网络协同制造、先进电子材料等重大领域，推动关键核

心技术突破。 

2020 年 4 月 习近平在陕西考察时的指示 
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

伐。 

2020 年 7 月 

《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意见》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

产业链，培育发展新动能，提升产业发展现代化水平，将国家高新区建设成为创新驱动

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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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文件/发言 内容要点 

2020 年 7 月 
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

讲话 

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

未来发展新优势。 

资料来源：新华网、人民网、开源证券研究所 

 

此外，民营企业、中小型企业呈现出更强的研发创新活力，近年来也是政策扶

持的重点。以上市公司为例，2015-2019 年，民营企业研发支出强度提高了 0.7 个百

分点、达到 3.5%，显著高于国企 1.7%-1.8%的支出强度；中型和小微型企业，研发

支出强度分别为 4.0%和 3.9%，也大幅高于大型企业平均 2.2%的研发支出强度。总

体来看，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研发支出强度高、提升快，具有更强的创新活力。 

图17：民营企业研发支出强度较高、增长较快  图18：中小型企业研发支出强度较高、增长较快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表2：2018 年以来，我国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 

时间 会议/文件 内容要点 

2018 年 

5 月 18 日 

《关于推动民营企业创新发展

的指导意见》 

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建立高水平研发机

构，鼓励民营企业发展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力促民营企业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加强优秀创新型民营企业家培育，加强民营企业创新人才培育，落实支持民营企

业创新发展的各项政策，完善科技金融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推动民营企业参与军民协

同创新，推动民营企业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推动民营企业开展国际科技合作。 

2019 年 

4 月 7 日 

《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的指导意见》 

完善创新创业环境，加强中央财政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切实保护知识产权；

引导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支持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2019 年 

8 月 5 日 

《关于新时期支持科技型中小

企业加快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

措施》 

培育壮大科技型中小企业主体规模，强化科技创新政策完善与落实，加大对科技型中

小企业研发活动的财政支持，引导创新资源向科技型中小企业集聚，扩大面向科技型

中小企业的创新服务供给，加强金融资本市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支持。 

2019 年 

12 月 4 日 

《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

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 

支持民营企业加强创新。鼓励民营企业独立或与有关方面联合承担国家各类科研项

目，参与国家重大科学技术项目攻关，通过实施技术改造转化创新成果。加快向民营

企业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在人才引进支持政策方面对民营企

业一视同仁，支持民营企业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2019 年 

12 月 13 日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

组第四次会议 

创新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考核激励机制，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鼓励科技型中小

企业上市融资，切实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2020 年 《关于科技创新支撑复工复产 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行动。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创业，加快壮大科技型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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