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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变，美国、德国、日本等世界科技强国纷纷出台政

策和规划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以争夺世界科技变革浪潮中的领先地位。本期基于上海市软科

学研究基地——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同济大学）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美国、德国和日

本四国的国家创新体系进行对比分析，针对我国及上海创新体系建设的优势与短板，研究提出有

关建议，供参考。 

从张力、黏度和弹性三方面强化我国创新体系建设 

——中、美、德、日四国创新体系对比分析与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活动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

的界限，演化为创新体系的竞争，创新战略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

的地位与重要性日益突显。在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大背景下，世界科

技强国纷纷从韧性、张力、活力、弹性和黏度等方面完善国家创新

体系（具体评价指标详见附件），提升自身的风险抵抗能力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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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能力，以期在未来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 

一、四国创新体系建设成效对比 

第一，从世界一流产学研主体和集群的数量来看，中国国家创

新体系的韧性强于德国和日本，但相比美国还有较大差距。具体来

看（图 1），中国在世界一流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及区域创新集群

数量方面均已超越德国和日本，初步显示出担当起推进科技自立自

强重任的能力，这意味着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已具备较强的韧性。

但必须认识到，中国与美国之间仍有较大差距，尤其是在一流高校

和研究机构方面存在明显落差，制约了探索前沿科学领域和破解“卡

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能力。 

 
图1 中国、美国、德国与日本国家创新体系的韧性比较 

第二，从科创引领能力来看，中国在少数领域已形成世界级影

响力，但在科技成果质量等方面依然存在明显的短板，国家创新体

系的张力相较于美国、德国仍然偏弱。具体来看（图 2），中国的科

技产出总量虽然已在多个方面超过德国，但从专利国际合作、对外

直接投资等方面来看，中国明显落后于德国和美国，且知识产权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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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是四国中最低的，表明中国的知识产权质量整体依然不理想。中

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已进入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亟需提升国际

化水平和创新成果质量。 

 
图2 中国、美国、德国与日本国家创新体系的张力比较 

第三，从创新活跃度来看，中国创新体系活力明显高于德国和

日本，但仍然全面落后于美国。从科学研究前沿热度、优质独角兽

数量、顶尖创新企业数量、PCT 专利等指标来看（图 3），中国已超

越德国和日本，但被美国甩在身后。可见中国追赶美国道阻且长，

亟待全面增强基础研究能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技术突破能力。 

 
图3 中国、美国、德国与日本国家创新体系的活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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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从制度供给水平来看，中国已接近美国水平，但政府数

字化转型能力相比美国、德国、日本仍然有明显差距，国家创新体

系的弹性有待进一步增强。根据 2022 年联合国发布的电子政务发展

指数（EDGI），中国电子政务水平处于全球上游，但相比美国、德

国、日本依然有明显差距。从科研立法水平来看，中国的科研制度

供给已达到较高水平，说明中国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

此外，中国企业的大数据运用能力已超越德国和日本进入世界前列，

意味着中国已抓住数字经济时代的先机，但仍然落后美国一步，需

要奋力追赶（图 4）。 

 
图4 中国、美国、德国与日本国家创新体系的弹性比较 

第五，从对高能级科创要素的吸引力来看，中国仅略高于日本，

相比美国、德国仍然黏度不足。从吸引外资水平来看，中国已超越

德国和日本，并基本与美国持平，意味着中国市场对世界仍具有强

大的吸引力。但从高被引科学家的全球份额来看，中国仍然远远落

后于美国，对顶尖人才的吸引力明显不足。从每百万人研究人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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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来看，中国处于低位，意味着创新力量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体系中的占比相较于发达国家仍然较低，提升空间巨大（图 5）。 

 
图5 中国、美国、德国与日本国家创新体系的黏度比较 

二、我国创新体系优势、短板及有关建议 

我国创新体系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在部分领域已超越德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达到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前沿水平，但在多个领域

存在明显短板，相比德国等老牌科技强国仍有差距（图 6）。综合来

看，我国创新体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韧性和活力两个方面：受益于

庞大的人才、市场、产业资源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我国创新体系

建设在韧性和活力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在一流产学研主体、世界

级创新集群等中坚科技创新力量和创新活跃度方面已超越德国、日

本等国，进入世界领先行列。但相较于美国还有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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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中国、美国、德国与日本国家创新体系的五维对比 

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短板主要体现在张力、黏度和弹性三个方

面：相比德国、美国，我国虽然在国家创新韧性和活力两个维度都

已赶超，但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科技创新活动庞大的体量和规模。

从质量和效益来看，我国创新体系相比发达国家仍有较多短板和缺

陷。基于此，我们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全面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

设： 

一是实施更加主动和多元的国际科技合作策略。在日益严峻的

国际科技合作形势下，应通过强化多层次和多渠道的对话机制，建

立互信共赢的稳定合作关系，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和科研体系。

一方面，可以依托大科学设施，设立全球科研基金，策划并发起国

际大科学计划，吸引海内外英才，共同探索涉及人类共同命运的重

大议题。另一方面，进一步挥顶尖科学家论坛、浦江创新论坛、人

工智能大会等学术交流平台的作用，强化其在人才发现、前沿探索、

信息交流、科研合作、国际学术组织构建等方面的功能，提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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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二是增进对全球科技创新要素流动新规律的认识，一手抓条件

和能力建设，一手抓体制机制突破，着力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

放创新生态。科技创新要素的内涵日益丰富，流动规律不断迭代演

进，开发利用方式日新月异。目前，中国对顶尖人才、创新型企业、

高水平研究机构、风险资本等高能级创新要素的吸引力和集聚力不

足。接下来，应着力加快北京、上海、粤港澳三地的国际科创中心

建设，增强其统筹全球创新资源、全过程赋能创新活动的能力，打

造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三是持续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在制度供给方面，应着力形成

应对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体系化能力。目前，中国政府数字化转

型水平仍落后于美、日、德等国，尚未很好把握数字产业发展带来

的机遇。要加强各地公共数据及准公共数据的管理和协同，推动数

据的共享互通。通过数字化底座建设和数字化技术运用，为追踪科

学前沿和重大科技决策提供支撑，保证制度供给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提升科技创新治理的整体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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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五维评价指标（韧性、张力、活力、弹

性和黏度）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数据来源 

时

间 

韧性 

全球研发投入 2500强企业 《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 2022 

世界一流高校数量 
2022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华东

师大发布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指数》 
2022 

世界一流研究机构数量 

Nature index发布的世界研究机构百

强、《华东师大发布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发展指数》 

2022 

世界百强创新集群数量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

（GII）》 
2022 

张力 

PCT专利国际合作率 OECD数据库：data.oecd.org 2020 

知识产权收入 世界银行数据库 2021 

对外直接投资额 OFDI 
清华大学《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

世界投资报告 2022 
2021 

高技术产品出口比例 世界银行数据库 2021 

活力 

研究前沿热度 《2022研究前沿热度指数》 2022 

优质独角兽企业数量 2022胡润独角兽排行榜 2022 

最具创新性企业数量 2022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榜单 2022 

PCT专利数量 OECD数据库：data.oecd.org 2020 

弹性 

电子政务水平 2022 联合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 2022 

科研立法支撑 IMD世界竞争力排名 2022 

大数据运用能力 IMD世界竞争力排名 2022 

黏度 

外商直接投资/GDP 
《华东师大发布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

展指数》、世界银行数据库 
2021 

高被引科学家份额 

科睿唯安 《2022高被引科学家》、《华

东师大发布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指

数》 

2022 

每百万人研发人员数量 世界银行数据库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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