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领中国自主创新：数字化

研发升级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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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正在大力推进研发能力升级，力争实现技术自主创新。我们

认为，成功有三大必要条件。 

作者：Elia Berteletti、Thierry Chesnais、许伟基 

低成本曾是中国工业企业的关键竞争优势，但这产业格局早已一去不

复返。如今，中国顶尖的制造型企业正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与智能产品设计，

积极实行能力建设，满足客户日新月异的需求。企业需要增加在各方面的

研发投入以支持这种转型。而事实上在 2009～2019 年间，中国的研发总

投入上升了近三倍，高达 5150 亿美元。自 2000 年以来，中国已逐步超越

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支出国，仅次于美国（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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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亦大力支持创新驱动型经济的转型。在今年初发

布的“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政府提高了投入研发的经费目

标，提高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提出有关数字经济的指标。规划提出，

要让“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7%以上”，是以让中国成为全球第一

研发大国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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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新战略的核心是对于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中国企业已不

满足于现有“加工式”的创新，而希望摆脱对海外竞争对手核心技术的依

赖。该战略成效卓著，在 2015～2020 年间，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从第 29 位升至第 14 位，在专利注册数量上，也由全

球第四到了第一。此外，中国已成为全球第 5 大知识产权出口国，仅次于

韩国（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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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成功的研发需要兼顾“质”与“量”。企业需要投资技术，并

将理念转化为产品，并在“对的时候”满足客户需求。因此，成功绝非易

事，且风险高企。 

过去 10 年，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中国研发的发展。在今年的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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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我们访问了中国 95 名资深研发负责人。他们均来自中国一些最具创新

力的企业（见侧栏：“调研背景”）。调研结果指出，多数研发负责人都对

迄今为止取得的成绩深表自豪，但同时认为未来几年整个行业将迎来重大

挑战。 

调研背景 

为了深入了解中国研发的最新发展情况，我们对中国大中型企业的 95

名研发负责人进行了调研。受访者来自 18 个研发集中型行业（包括电信设

备、电子、工业机械和汽车），部分为中国本土企业员工，部分来自跨国企

业的中国业务板块。参与调研的企业在中国平均拥有约 2000 名研发人员，

其中，三分之二左右的受访者在各自的技术或研发管理岗位上拥有 10 年以

上的经验。围绕这 18 个行业在大中华地区的研发重点、研发能力和研发实

力等要点，我们向每位受访者提出了 50 多个问题。 

2015 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评估了中国企业的创新表现。评估结果表

明，在创新的四个基础模型中，中国企业在“以客户为中心”和“效率驱

动型创新”上表现突出，但在“工程设计”和“技术驱动型创新”上，中

国企业仍在努力追赶全球其他竞争对手。 

过去 6 年间，随着追赶压力的逐渐加剧，中国企业亟需降低对海外产

品核心技术的依赖。受访者纷纷表明，这种压力叠加愈发激烈的竞争态势，

或将在未来几年进一步拉升企业的研发投入。80%的受访者称，自身所在

行业将出现研发投入增长；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中国企业研发经费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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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力度，将超过各行各业的世界平均水平（见图 3）。 

 

受访者也就“自身行业何时能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表明了自

己的意见。5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自身行业已实现或两年内可以实现该目

标；62%认为，所处行业的产品研制能力已达到国际领先/最高水平，或在

5 年内可实现该目标。我们看到，自 2016 年的调研以来，受访者的信心水

平上升了 5 个百分点（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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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各行业都有长足进展，但不少公司仍需更进一步，才能赢得技术

领先地位。我们的受访者称，目前最大的挑战仍然是人才的流失以及基础

技术或创新产品长期研发的挑战。我们将在下文中深入探讨人才的相关挑

战。 

在创新能力升级上，中国企业不乏机遇。第一步，便是在高风险的长

期研发项目上投入更多资源。根据受访者的估算，中国企业投放了约 70%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45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