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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黑龙江省科技投入与科技产出现状 , 指出 R＆D经费内部支出 、 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存在严重
投入不足 , 技术成交额 、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很少。在此基础上 , 对科技投入与科技产出的指标之间进行了相关性

研究 , 指出科技活动人员数与科学家 、 工程师数 , R＆D经费内部支出与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 , 专利授权量与科
技活动人员数 、 科学家和工程师数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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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六大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大战略举措 ,
黑龙江省作为资源密集型老工业基地 , 如何抓住机遇 , 对科

技资源投入产出进行分析 , 充分发挥这一重要资源的使用效
率 , 对黑龙江省制定科技政策 , 对科技 、 经济和社会的协调
发展极具现实意义。

1　黑龙江省科技投入现状分析

1.1　科技财力状况

R＆D经费支出是研究与发展经费内部支出的总额 , 是各
国评价科技投入 、 科技活动规模和强度的通用指标。 由表 1

可以看出:第一 , 在 2000年— 2004年间 , 黑龙江省 R＆D支

出逐年增长 , 由 2000年的 14.9亿元增加到 2004年的 35.35
亿元 , 在 2001年和 2003年增长幅度较大 , 年名义增长率分
别为 34.90%和 40.32%;第二 , 黑龙江省 R＆D经费支出的

年平均名义增长率为 24.82%, 高于 GDP的年平均增长率
13.08%, 这是一个好的发展势头 , 因为 R＆D活动是科技活
动的核心 , 按照国际惯例 , 经费支出的增长率应当高于 GDP

的增长率 , 只有这样 , 一个国家和地区科技发展的后劲和实
力才能得到长期保持和不断加强;第三 , 黑龙江省 R＆D经费
与 GDP比值 (R＆D的投资强度)的水平远远低于同期全国

和其他发达城市的水平 , 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 比如
2004年北京该指标是 7.41, 上海是 2.3, 东三省中吉林该指
标是 1.2, 辽宁是 1.56, 可见 , 黑龙江省 R＆D的投资强度仍

然不足 , 从总量上已限制了黑龙江省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

表 1　2000年— 2004年黑龙江省 R＆D经费支出
和国内生产总值 (GDP)数据表

年份
GDP
(亿元)

名义增长率
(%)

R＆D经费
(亿元)

名义增长率
(%)

R＆D经费
/GDP
(%)

2000 3253.00 - 14.9 - 0.46

2001 3561.00 9.47 20.1 34.90 0.56

2002 3882.16 9.02 23.29 15.87 0.6

2003 4430.00 14.11 32.68 40.32 0.74

2004 5303.00 19.71 35.35 8.17 0.67

　　数据来源:根据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01— 2005)》 和 《中国

统计年鉴 (2005)》

省区财政科技拨款代表了地方政府对科技发展的支持力

度 , 从 2001年开始 , 黑龙江省地方科技拨款明显增加 (表

2), 由 2000年的 7.69亿元到 2001年的 11.56亿元 , 而后财

政拨款比较平缓 , 并无明显的增加。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地

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以 2004年为例 ,

黑龙江省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为 1.75,

低于全国的比重 2.0, 更远远低于排在第一位的北京 3.63%

的水平。财政科技投入虽然总量上在全国不算少 , 但与先进

省市相比 , 还是有差距的 , 难以充分发挥财政对科技投入的

引导作用。

1.2　科技人力状况

科技活动人员是科技创新的主体 , 其数量的多少和素质

的高低直接影响科技的发展。在科技人力资源方面 , 整体上

呈稳步上升趋势 (表 2), 2000年科技活动人员数为 9.2万

人 , 2001年为 8.9万人 , 2002年为 9.1万人 , 2003年为 9.3

万人 , 2004年为 9.5万人。作为政府部门 , 应该考虑如何充

分利用科技活动人员 , 更合理地配置人力资源 , 促进科技发

展 , 经济增长。

从全国的排名情况来看 , 黑龙江省科技人员总数排名基

本在 13— 14位 , 若剔除省区人口数量的影响 , 用每万人中科

技活动人员作为比较和衡量的指标 , 黑龙江省每万人中科技

活动人员数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 2000年— 2004年黑龙

江省每万人中科技活动人员数在 23— 25人之间 , 在全国的位

置在 10— 13名之间。

科技活动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是科技活动的主要人力因

素 , 是科技人力投入质量的反映 , 其人数的总量和相对量是表

征科技人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据观察 ,该指标总量上的波动与

科技活动人员总量上的波动方向一致。最多的年份 2005年黑

龙江科技活动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达到 6.9万人 , 最少的

年份 2001年达到 6.2万人 , 与近年来科学家和工程师数最多

的北京相比只达到北京的 1/3。全国排名黑龙江基本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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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位。优秀的科技人才不断向人均经费强度高的沿海地区扩

散 , 对本来科技创新人才就缺乏的黑龙江省无疑是雪上加霜。

2　科技产出现状分析

科技产出是科技活动所产生的各种形式的结果 , 包括科

技论文 、 科技著作 、 专利 、 技术贸易 、 科技活动对经济与社

会的影响等形式 。本文选择国内中文期刊刊登论文篇数 、 专

利批准量 、 技术成交额 、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作为科技产出

研究的指标。

科技论文是科学研究活动的重要产出形式 , 黑龙江省科

技论文数在全国所占的比重较高 , 说明黑龙江省的科研成果

较多 , 有较强的科研能力 。

表 2　2000— 2004年黑龙江省科技投入情况表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科技活动人员数 (万人) 9.20 8.90 9.10 9.30 9.50

占全国的比重 (%)/位次 (位) 2.85 (15) 2.83 (13) 2.82 (14) 2.83 (14) 2.73 (13)

科学家和工程师 (万人) 6.60 6.20 6.50 6.70 6.90

占全国的比重 (%)/位次 (位) 3.23 (13) 2.99 (13) 2.99 (14) 2.97 (14) 3.06 (13)

R＆D经费内部支出 (亿元) 14.90 20.10 23.30 32.70 35.40

占全国的比重 (%)/位次 (位) 2.59 (17) 1.93 (17) 1.81 (18) 2.12 (15) 1.80 (18)

地方财政科技拨款 (亿元) 7.69 11.56 10.86 10.65 12.80

占全国的比重 (%)/位次 (位) 1.34 (12) 1.64 (8) 1.33 (9) 1.12 (8) 1.17 (8)

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 (亿元) 39.71 46.03 50.42 60.09 66.40

占全国的比重 (%)/位次 (位) 1.94 (16) 1.99 (17) 1.89 (17) 1.92 (17) 1.66 (17)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01— 2005)》、 《中国统计年鉴 (2005)》 和中国科技统计网

　　专利申请授权量是指包括发明 、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

种类型的专利批准项数 , 是代表科技创新水平的科技产出指

标。近年来 , 黑龙江省的专利批准量逐年增长 , 由 2000年的

2252件增加到 2004年的 2809件 , 但在全国的比例除了 2000

年较高为 2.36%外 , 2001年— 2004年基本保持在 1.86%—

1.88%之间 (表 3)。

技术成交额是表示科技成果物化水平的一项科技产出指

标。黑龙江省技术成交额增加缓慢 , 2000年达到最高 , 为

152382万元 , 2001年比 2000年减少了 41348万元 , 2002年

为 120110万元 , 2003年为 121165万元 , 2004年为 125715万

元 , 但增幅较慢 , 技术成交额总量与全国第一的北京市相比

距离逐年拉大 , 总量全国排名由 14位降至 16位。技术成交

额占全国的比重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技术市场交易不活跃 ,

科技转化率低下 , 即使是转换成功的项目 , 也是仿制的成果

多 , 具有源头创新和实用推广价值的成果太少 (表 3)。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是一个地区高科技发展状况的反映。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是黑龙江省产出指标中最差的一种。年

出口额增加较慢 , 2002年最高 , 达到 0.99亿美元 , 而后有

所下降 , 全国排在 14名左右。 占全国的比重 2000 年为

0.21%, 至 2004年下降为 0.05%。可见 , 黑龙江省高新技术

产业水平较低 , 发展还不成熟 , 与发达城市相比 , 总体规模

差距较大。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多年来一直是逆差 , 先进

生产线和设备的引进 , 使企业过分依赖进口 , 缺乏主动创新

和研制新产品的动力 (表 3)。

表 3　2000年 — 2004年黑龙江省科技产出情况表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国内中文期刊论文数 (篇) - 17516 19552 20943 17201

占全国的比重 (%) - 8.62 8.14 7.63 5.52

国内专利申请授权 (件) 2252 1869 2083 2794 2809

占全国的比重 (%)/位次 (位) 2.36 (13) 1.88 (14) 1.86 (14) 1.87 (15) 1.86 (15)

技术成交额 (万元) 152382 111034 120110 121165 125715

占全国的比重 (%)/位次 (位) 2.34 (15) 1.42 (16) 1.36 (16) 1.11 (17) 0.94 (17)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 (亿美元) 0.77 0.76 0.99 0.68 0.87

占全国的比重 (%)/位次 (位) 0.21 (12) 0.16 (13) 0.15 (12) 0.06 (16) 0.05 (18)

国内生产总值 GDP(亿元) 3253 3561 3882 4430 5303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01— 2005)》、 《中国统计年鉴 (2005)》 和中国科技统计网

3　科技投入与产出的相关性分析

用 spss软件对 2000— 2004年黑龙江省的科技投入与产出 指标作相关分析 , 得到表 4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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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科技投入与科技产出的相关系数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 1

2 0.993＊ 1

3 0.719 0.679 1

4 0.207 0.136 0.729 1

5 0.737 0.696＊ 0.995＊ 0.758 1

6 0.033 0.11 0.125 -0.868 0.16 1

7 0.931＊ 0.916＊ 0.821 0.243 0.806 0.247 1

8 0.322 0.371 -0.415 -0.793 -0.401 0.152 0.147 1

9 0.019 0.06 -0.01 0.265 0.06 -0.245 -0.25 -0.102 1

10 0.808 0.745 0.925＊ 0.684 0.945＊ -0.227 0.841 -0.22 -0.089 1

　　黑龙江省的科技活动人员数与科学家 、 工程师数 , R＆D
经费内部支出与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存在很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专利授权量与科技活动人员数 、 科学家和工程师数有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而论文数量 、 技术成交额和高新技术产

品出口指标与 5项科技投入指标之间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0.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即与省区
科技投入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国内生产总值与几种因

素的相关系数都较大 , 与 R＆D经费内部支出和科技活动经费
内部支出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 ,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

4　对策研究

4.1　建立多元投资机制 , 增加科技资金投入

4.1.1　提高财政科技拨款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制定明确的
各级财政科技预算目标。财政科技投入的增长速度要高于财
政收入的年增长速度的幅度。积极争取中央财政对科技的直

接投入 , 有关部门要组织黑龙江省各单位 , 尤其要发动哈尔
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等高校 , 以联合的强势去多争
取中央的各种基金 , 既可以缓解我省基础研究投入的不足 ,

又可以展示我省科技的实力。
4.1.2　加大企业科技投入力度 , 使其成为科技经费投入的主

体。近年来 , 政府一直强调企业要加大研究开发的投入 , 并
出台了一些鼓励企业科技投入的政策措施 , 但并未产生明显
的效果。究其原因 , 主要是企业制度不完善 , 阻碍了企业创

新活力的发挥。因此 , 必须尽快建立和健全市场机制 , 完善
现代企业制度 , 同时要大力营造有利于加大企业技术开发资

金投入的环境 , 特别是要围绕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高新技
术产业化 , 通过引资 、 合资 、 自筹等渠道 , 加大投入 , 使企
业真正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4.2　建设高水平的科技队伍 , 实现科技人才的优化配置
人才是提高科技竞争力的核心 , 是科技竞争力的主要载

体。黑龙江省科研院所众多 , 科技力量比较雄厚 , 这是我们

的优势所在。然而近几年来 , 每年都有大批年轻有为的科技
人员流向北京 、 上海 、 广东等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 人

才竞争在加剧 , 我们应该对人才现状有清醒的认识 , 并采取
有力的措施 , 创造更宽松 、 更灵活的机制和环境 , 稳定 、 引
进 、 培养人才 , 提高黑龙江省的科技人才竞争力。

4.3　加强企业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 , 推动产学研的结合
产学研的紧密结合不仅可有效的利用资源 , 促进高新技

术的产业化 , 并且可相互为对方培养人才 , 提高技术创新的

能力。重点有三个方面:一是引导和支持产 、 学 、 研之间的
技术 、 人才和资产流动;二是实行特殊政策 , 发展高新技术

园区 , 建立技术市场 , 生产力促进中心 ,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创业服务中心等中介服务机构 , 促进产 、 学 、 研合作网络的

形成;三是在科技计划上把促进产 、 学 、 研结合作为最重要
的目标 , 在资助机制上 , 鼓励产 、 学 、 研结合的方向 , 加强
创新体系的整体集成 , 发挥黑龙江省科技力量的整体优势。

4.4　建立完善的社会科技中介服务体系 ,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目前黑龙江省技术市场仍显得过于薄弱 , 成为影响科技

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技术市场功能就是使技
术创新能够高效率地顺利运行。为此应该加强技术市场中介

机构的建设 , 应总结和推广成功的生产促进中心 、 企业孵化
器经验 , 大力发展技术 、 人才信息服务 、 市场营销 、 管理咨
询 、 技术产权产量 , 无形资产和科技项目评估等方面的科技

中介服务机构 , 加强服务体系的建设和规范管理。
4.5　健全科技资源优化配置的科技管理体系
黑龙江省的科技管理体系还存在很多的弊端。法规政策

执行实施力度不够 , 管理过程中重立项 、 轻跟踪 , 重项目轻
管理 , 重微观 , 轻宏观 , 各部门各自为政。要注意发挥科技 、
计划 、 经济及行业管理部门的作用 , 加强部门 、 行业 、 地方

间的集成与联合 , 使研究开发与技术推广 、 企业技术改造 、
重点工程建设 、 重大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等有机结合起来 , 形
成责权分明的部门 、 地方与企业相互联系 , 各有侧重的科技
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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