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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年中，全球研发支出持续上升，全球研
发强度也保持稳定，甚至近年来有所加强。2016
年，知识产权申请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这种增长
主要是由中国推动的。在经历了近10年的不平衡发
展后，全球经济增长势头已具备广泛基础。目前全
球经济主要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达到一种适宜的发展
速度，这种速度可以持续数年。

2018全球创新指数报告：

中国创新力提升速度惊人
国研经济研究院东海分院助理研究员 王斯佳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与美国康奈尔大学、欧
洲工商管理学院共同发布《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GII）
报告》，今年报告的主题是“激励世界能源创新”。

报告参考制度、人力资本与研究、基础设施、市场成
熟度、商业成熟度、知识技术产出和创意产出等要素指
标，对全球近130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新表现力进行评估，
得出全球创新指数的排名。瑞士、荷兰、瑞典位居前3，
中国今年排名进入前20，位居第17位。报告指出，过去
几年中，中国在全球综合排名中的上升速度是惊人的。

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全球研发公司、高科
技进口、出版物质量和高等教育招生等方面，尤其是在
R&D（研究与开发）支出和研究人员的数量、专利和出版
物方面，中国现在的体量处于世界第一或第二水平，超过
大多数高收入经济体。

报告显示，当前全球各经济体之间的创新差距依然很
大，高收入经济体在创新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在这样的全
球形势下，中国创新能力的迅速崛起无疑是为其他中等收
入经济体的创新发展指明了道路。

图1：1970-2018年全球生产率增长情况
红色线条表示世界生产率增长情况，橙色线条表示

高收入经济体生产率增长情况，黄色线条表示中等收入
经济体生产率增长情况，绿色线条表示美国生产率增长
情况。单位：百分比

图2：2006-2016年全球投资增长情况
黄色线条表示中等收入经济体投资增长情况，橙色

线条表示高收入经济体投资增长情况，红色线条表示全
球投资增长情况。单位：百分比

图3：2006-2016全球研发支出增长情况
左图：全球GDP水平（百分比），中图：R&D

总数（百分比），右图：商业R&D（百分比）

图4：创新产出和创新投入得分情况
纵向坐标：创新产出得分，横向坐标：创新投

入得分。灰色圆点表示高收入经济体，橙色圆点表
示中高收入经济体，黄色圆点表示中低收入经济
体，绿色表示低收入经济体。红色圆点CN为中国。

报告其他主要结论：
1、企业研发支出和总研发支出同比增长较危机

前低很多（如图3），预计未来几个月全球经济和创
新也存在下行风险。但是，全球创新增长总体可能
向乐观方向发展。

2、能源创新是驱动世界经济增长和避免环境危
机的关键。数据显示，能源领域的创新并非只存在
于高收入经济体（例如，印度和中国正探索光伏技
术的下游应用）。目前，绿色投资增长已经放缓，与
能源相关的专利申请也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
能源系统价值链各个阶段的创新水平参差不齐，全
球需更多关注储能技术和能量传输技术。

3、大多数经济体的创新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线
性关系（如图4），也有经济体尽管对创新进行了大
量投入，但并没有产生相应水平的创新产出。在中
高收入国家中，中国在创新投入和产出间效率关系
表现较好。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中国、印度和俄
罗斯联邦创新质量排名最高。当经济体的经济结构
和行业组合更加多样化时，更有可能在创新方面获
得较好表现。因此，更富裕的经济体表现出更具创
新性的特征，当各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多样化的出口
组合时，也将表现得更具创新力。

4、区域创新失衡持续明显存在，阻碍经济和人
类发展。美国在今年的排名中居第6位，由于美国在
人力资本和研究、基础设施和创造性产出等方面呈
现下滑趋势，导致在创新投入和产出方面的地位下
降。尽管存在这些下降趋势，美国和中国仍然是世
界创新投入和产出（包括研发支出和专利申请）的
最大贡献者之一。大多数顶尖的科技集群主要集中
于美国、中国和德国等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