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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

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国家将会持续出台各项具体政

策支持科技发展，未来中国会由制造强国逐渐转型为科技强国。

一、社会研发支出占 GDP 比重上升，创新成为发展新动力

从全社会科技创新角度来看，最近 5年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2017
年，全社会 R&D 支出预计达到 1.76万亿元，比 2012年增长 70.9%。2017年，

全社会 R&D 支出占 GDP比重为 2.15%，比重近年来呈上升趋势。前瞻认为，研

发支出增速将持续大于 GDP增长幅度，因而未来这一比重会继续上升。

二、国家重点实验室带头发展我国科技

更为重要的是，创新与科技发展离不开实验室的发展。在我国，国家重点实验室

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托一级法人单位建设、具有相对独

立的人事权和财务权的科研实体，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

家组织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聚集和培养优秀科学家、开展高层次学

术交流的重要基地，实验室实行”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

首先，国家重点实验室能够集聚和培养优秀创新团队，为科技创新提供人才基础

和创新氛围;国家重点实验室将稳定、吸引和培养世界一流人才、积累雄厚的学

科基础优势作为实验室发展的关键，为国家科技创新系统奠定了扎实的学科基

础、储备了大量的优秀人才。

再者，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和发展受到了国家政府、教育界、产业界等各部门的

共同支持，促进了科技与教育、科技与产业、科技与社会的有效结合，这对国家

整体科技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尤其重要的是，国家实验室在不断探索

与实践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各具特色的科研创新体制，包括宏观治理体制和实

验室内部管理模式，积累了管理经验，营造了创新文化氛围，对国家整体科技创

新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推动了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成为提升国

家整体知识创新能力、参与国际科技竞争的制度保障。

最后，国家重点实验室不仅重视实验室自身的研究方向调整与科技创新效果，同

时也充分利用科技创新的开放性、整合性、扩散性等特征，紧密地与大学、工业

界以多种灵活方式在科研资金、科研成果、创新机制等许多方面达到互相借力、

协同发展，起到高效配置、综合集成全社会科技创新资源的目标。前瞻认为，正

是因为上述的原因，所以发展科技需要重点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从而带动全社

会科技发展。



三、我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基本情况

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主要有三种类型，分别是：以基础

研究为主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应用基础研究为主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工程科

学基础研究为主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三类实验室的主要特征如下：

从建设模式来看，目前，国家重点实验室共有 8种建设方式，分别为：单个研究

机构建设、大学建设、转制院所、企业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由两个以上机构

共建的重点实验室。

从运作主体来看，国务院部门(行业)或地方省市科技管理部门是行政主管部门，

实验室依托单位主要以中科院各研究所、重点大学为主体;此外还有建在企业(中
央企业为主体)的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其有利于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

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为进一步完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

系建设，科技部通过省部共建的方式建设了一批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加

强中央和地方的资源集成，加大创新驱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力度。以运作主体

分类的所有类型实验室汇总如下：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经费主要包括建设经费和科研经费，建设经费主要用于实验室

土建、装修及购置仪器设备与更新改造，科研经费主要用来进行科学研究。我国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经费主要来自四个方面：国家拨款，部门拨款，自筹及其

他。可见，我国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经费是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而来的。

与科技强国相比，我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与成果产出尚有较大差距，推动学

科发展的重大科学发现还很不够。面向未来，谁能在创新中取胜、抢得先机，谁

就能赢得未来全球竞争的主动权。而实验室建设在其中发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国家重点实验室产业体系框架现状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