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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2013年上海R&D投入强度较高的影响因素分析

R&D投入强度是指R&D投入相当于GDP的比例。2013年上海R&D投入强度为3.6%，比上年

提高了0.23个百分点。

一方面是因为GDP增长速度放缓，2013年上海市GDP为21602.12亿元，比上年增长7.7%，增

速下降了0.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是因为上海R&D总经费支出比上年增长了14.3%，其中，服务业

R&D经费支出增长较快。具体原因在于统计调查范围调整，2009年全国R&D资源清查结束后，科技

年报一直没有将服务业企业纳入调查范围，一直使用2009年全国R&D资源清查结果数字作为替代，

而2013年服务业企业被纳入调查范围，因此这部分R&D经费支出的统计数字大幅上升。在2013年第

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中，商务服务业企业范围扩大，参与了科技表的填报。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R&D经费投入虽然不断增加，但人均投入并不高。2013年上海R&D人员人

均R&D经费为528美元，远低于日本（1190美元）、韩国（1308美元）、美国（1443美元）、以

色列（1231美元）、瑞典（1460美元）等OECD国家。

       一般贸易方式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

长，高技术产品贸易结构逐步优化。上海高

技术产业外向度高，国外市场需求下降对其出

口影响较大。2013 年上海高技术产品出口额

为 887.13 亿美元，比上年微降 2.1%，占商

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43.4%。按高技术领域

分，高技术产品出口仍集中在计算机及通信技

术 领 域、电 子 技 术 领 域，出 口 额 分 别 为

616.13 亿美元和 176.68 亿美元，两者之和

占 比 超 89.4%；生 命 科 学 领 域 出 口 额 为

33.09 亿美元，占比 3.7%。

部分行业产值呈现增长态势，高技术产业结构逐步改善。2013年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上海高技

术产业规模小幅收缩，实现产业总产值6631.03亿元，比上年下降2.8%。但从行业结构来看，医药制

造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与上年相比均保持较高增长。其中，医药制造

业产值为596.12亿元，增长16.2%；航空航天器制造业产值为95.55亿元，增长4.9%；医疗设备及仪

器仪表制造业产值为411.54亿元，增长6.6%。而下降的行业是以代工为主的行业，分别是：电子及通

信设备制造业产值为2108.43亿元，下降5.5%；信息化学品制造业产值为26.50亿元，下降2.4%；电

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产值为3392.89亿元，下降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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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产业结构与产品贸易结构逐步改善

上海与部分国家的企业R&D经费投入按活动类型分布

资料来源：OECD,R&D Statistics-2014、上海统计局

上海工业企业R&D经费投入与投入强度变化情况

工业企业开展R&D活动的投入、产出和技术获取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企业的整体科技创新

能力，本专题将对近年来上海工业企业的R&D活动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

6.3  专题篇：上海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发展情况

②主要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进行分析。

R&D经费投入的总量与强度。近年来，上海工业企业的R&D经费投入保持较快增长。2013全市

企业R&D经费投入达502.45亿元，比上年增长17.9%，占全市R&D经费总投入的64.7%；2005—

2013年间，年平均增长16.9%。2013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R&D经费内部支出404.78亿元，比

上年增长9%，是2005年的3.4倍。企业R&D经费投入的快速增长为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有力

支撑。

工业企业R&D经费投入的总量与结构

R&D经费的活动类型。从活动类型看，

2013年上海工业企业R&D经费中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3类活动的支出分别为

0.12亿元、0.72亿元和403.94亿元。发达国

家企业的研究与发展活动也以试验发展为主，

但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经费投入也占相当

大的份额。在R&D经费投入中，一般发达国家

企业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为4%—8%；企业应用

研究经费的比重一般超过15%，最高的达

50%；用于试验发展的经费一般在50%—

80%。与发达国家企业R&D经费投入相比，

上海工业企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经费投入有

待进一步提高，也体现了其创新能力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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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R&D经费投入来源看，自筹资

金是企业研发经费的主要来源。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R&D经费投入中，来自企业的资金

达375.03亿元，比上年增长10.3%；政府

资金为20.76亿元，下降24.2%；境外资金

为7.76亿元，增长1.4倍。从R&D经费投入

强度的变化看，2013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R&D经费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为

1.17%，比上年提高了0.08个百分点，比

2005年提高了0.43个百分点。

进料加工贸易仍为上海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方式，但所占比重不断下降。2013年全市高技术产品

出口中进料加工贸易额为625.97亿美元，比上年下降7.7%；占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的比重为70.6%，比上年

下降4.2个百分点，比2010年下降7个百分点。而一般贸易方式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额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

2013年全市高技术产品出口中一般贸易额为97.63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1.4%；占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的比重

为11%，比上年增加1.3个百分点，比2010年增加1.8个百分点。随着上海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一般

贸易方式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额有望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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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登记注册类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引

进情况看，上海外资企业是技术引进的主

体，2013年上海外资企业的技术引进经费支

出为52.23亿元，是内资企业的3倍。企业的

消化吸收经费反映了企业对引进技术进行学

习和模仿创新的投入。2013年上海外资企业

消化吸收经费为19.9亿元，是内资企业的15

倍，而外资企业消化吸收经费与技术引进经

费的比例为38.1%，内资企业仅为7.7%。

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情况

上海工业企业的专利分布

2013年上海工业企业R&D经费规模最大的10个行业
2013年上海工业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最多的10个行业

从各行业R&D经费的内部支出规模看，交

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一直是上海R&D经费投入最

高的行业，2013年该行业R&D经费投入为

128.5亿元，占当年工业企业R&D经费投入总

额的31.7%，其中属于六个重点发展行业之一

的汽车制造业R&D经费投入额为109.64亿

元；2005年以来持续位居前三位的还有通信设

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63.91亿

元）和通用设备制造业（42.91亿元）。

从上海工业企业发明专利申请的行业分布

及变动情况来看，2013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占比高达33.7%，其次是化学

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分

别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11.5%和7.2%。

工业企业研究与发展经费的行业特征

上海工业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按企业类型分布（2005、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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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申请数（件）

企业申请专利数量体现了企业研究与发

展活动的活跃程度及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实

力。从不同登记注册类型的工业企业专利状

况看，2013年内资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量为

6574件，三资企业为4803件，分别是2005

年的14.1倍和4.6倍。近几年，内资企业在

市场竞争和政策导向的影响下，专利申请的

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13年内资企业有效发

明专利数达13311件。2013年，全市民营科

技企业 专利申请量达39613件，比上年增长

27%，其中发明专利申请15882件，增长

12.6%；专利授权量29917件，比上年增长

3 6 . 9 % ， 发 明 专 利 授 权 6 6 5 0 件 ， 增 长

11.4%。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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