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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云南省全社会R&D活动的经费、人力投入特点进行了分析，并与西部省市区3年的科技投入进行了动 

态对比与分析、评价，指出因科技投入经费不足、高层次科技人才匮乏、企业未成为科技投入与创新主体等问题的存在 

是制约西部各省市区科技、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并提出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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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研究与试验开发是科技活动的核心，是 

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科技创新活动 

中起着关键性作用。2001年，云南省全社会 

R＆D活动经费投入总量为 7．7亿元，比上年 

增长 13．24％，2002年又 比同期增长 27，2％， 

达到 9．8亿元，R＆D活动的经费投入占科技 

活动总经费的投入比重由 1990年的 30％上 

升为 38．9％。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由 1990年 

的3．17亿元提高到 2002年的9．0亿元，在 

全国 31个省市自治区中居第 10名 ，在西部 

地区位居第 1位，表明云南省提高了技术创 

新和科技进步的意识，科技投人的相关政策 

和保障机制逐步成为云南省科技进步和经 

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但整体来看，2002年云南省 R＆D经费 

投入总额占GDP的比重为0．43％，低于全国 

1．23％的平均水平。与上年相比所占比重仅 

增 0．06个百分点 ，与同期 GDP增长幅度相 

比低了7．16个百分点。目前，西方发达国家 

GERD／GDP的值都位于2．2％～3．0％之间，可 

见，尽管近几年来云南省R&D经费一直保 

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仍不能与经济的发展 

相适应，R＆D经费投入不足仍是制约云南科 

技、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l R&D活动投入特点分析 

1．1 基础研究的投入经费继续保持上升的 

趋势 。R&D活动越来越重视研究的应用性 

和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2002年云南省全社会 R＆D经费投入 

97 928万元 ，基础研究投入经费为 6 997．4 

万元，占总经费的7．1％；应用研究经费投入 

23 748．5万元，占24．3％；试验开发经费投入 

为 67 182．1万元，占 68．6％。基础研究经费 

投人比上年增长 17．7％；应用研究经费投人 

比上年增长 73．3％；试验开发经费投入比上 

年增长 22．7％。 

2002年结构比例与 2001年全社会 

R＆D活动经费投入相比，基础研究所占比重 

降低了1．6个百分点，应用研究所占比重提 

高了4．3个百分点，试验开发所占比重降低 

了2．7个百分点。云南R＆D活动类型的经费 

投入与全国相似 ，绝大部分经费主要用于试 

验开发和应用研究。这表明R＆D活动越来 

越重视研究的应用性和向现实生产力的转 

化。2002年云南基础研究投入的经费增长幅 

度低于 2o01年 ，仅为其增长幅度的60％。基 

础研究经费投入总量占R＆D经费投入总量 

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差距。如 

20世纪 80年代，美国的基础研究比重就已 

达 12．1％、日本为 12．9％，韩国为 24％，印度 

为 13．8％。90年代以后各国对基础研究的投 

入一直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因此云南省经 

济的增长既要增加试验发展和应用研究的 

经费投入，又要继续保持基础研究的比重不 

断上升的趋势： 

1．2 科研院所经费投入有所增长。科技创新 

能力进一步提高 

2002年，云南省国有独立核算的科研院 

所 R＆D经费总投人为 42 142万元，比上年 

增长39％，而且占全社会R＆D活动经费投 

入的比重也上升了4．3个百分点：虽然科研 

机构在科技投入和所占比重上的绝对主力 

地位已不复存在，但科研机构在投入结构和 

方向上的优势不可忽视。2002年，科研院所 

R&D投入占科技投入比例仍达43．7％，可 

见，科研机构依然是知识创新的主体，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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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经费的较大幅度增长，为科技成果的产 

出和产业化的实施奠定了良好基础。 

1．3 企业R&D经费投入增长相对较慢，技 

术创新和技术开发水平有待提高 

2002年云南省各类企业 R&D经费投入 

42 782万元 ，仅比上年增长 10．4％，R&D经 

费支出占全省总支出的比重为43．7％。近10 

年来，国内发达地区企业 R&D活动经费投 

入所占比重大幅度提高，江苏省企业 R&D 

经费投入占当年 R&D经费投入总量的比重 

达 72．18％ ，浙江省 为 76．8％、广 东省 为 

88．9％，这些地区的企业已经成为科技投入 

与创新的主体，使企业素质有了质的提高。 

一 大批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加大科技 

投入力度，主动与省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合 

作，引进和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加 

快了企业的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如雨后春笋 

般纷纷崛起，已成为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 

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科技与经济的发展。近年 

来，西部一些省区的企业也加大了科技投入 

力度，如宁夏地区2001年企业投入的R&D 

经费占全区 R&D经费总量 的56．8％、广西 

为58．4％、贵州为68．2％。 

再从国际对比的数据来分析：云南省 

R&D活动经费来源的合理性与世界发达国 

家相比较差距就更大。发达国家R&D活动 

经费的来源一般以企业为主体 ，R＆D活动经 

费来源企业占绝大部分。1997年发达国家的 

R&D经费来源于企业的比例为：美国为 

64．3％、日本为74．8％、德国为61．6％，近年来 

世界发达国家企业的R&D经费投入强度又 

有较大提高。从近几年的数据看，云南R&D 

活动经费来源于企业 的比重虽然在不断上 

升，但投资主体还是以政府为主。企业离科 

技投入主体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制约了企 

业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科技竞争力的进一 

步提高。 

1．4 高等院校科技经费投入增长幅度较大， 

结构不断改善 

2002年云南省高等院校R&D经费投入 

为 10 647万元 ，比上年增长 91．7％；所 占比 

重比上年增加 3．7个百分点，占全省R&D经 

费总量的10．9％，经费投入总量呈稳步增长 

的态势。这与高等院校近几年来注重科学研 

究和技术开发 、科研项 目逐年增多、经费投 

入逐年加大的势头相吻合 ；高校经费投入结 

构向良性化发展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投入 

的经费及其占R&D经费总量的比重亦呈增 

长之势。 

1．5 R&D人力投入特点 

全省投入R&D活动的人力总量基本稳 

定，结构明显优化，科技活动组织体现改革 

趋势并向良性化方向发展。近 3年来，各机 

构人力投入的特点是：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 

机构人力投入总量略有减少，投入结构逐步 

优化；高等院校人力投入逐年增长，所占比 

重呈上升之势；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活 

动科技人力投入不足。从总体上看全省从事 

高层次研究与开发的人才匮乏，科研、开发 

缺乏后劲。 

2 经费投入水平与各省(区)的动态 

对比分析 

云南省 R&D经费投入总量严重不足 ， 

满足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全国差 

距继续拉大。云南省 R&D活动的经费投入 

规模与水平偏低，2001年排序仍为第24名， 

2002年排序为第 23名。 

200l0～2002年 ，云南省 R&D活动的经 

费投入虽 比上年均有增长，但增长幅度较 

小，经费总量仍较低，2002年仍低于西部省 

区的四川(61．9亿元)、陕西(60．7亿元)、重 

庆(12．6亿元)、甘肃(11亿元)；与沿海发达 

省 (市 )广东 (156．4亿元 )、江苏 (117．3亿 

元)、上海(110．3亿元)、山东(88．2亿元)、辽 

宁(71．6亿元)相比，差距更大。 

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是衡量一个 

国家或一个地区科技活动规模及科技投入 

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国内外用于评价地区 

竞争力的重要内容。2002年云南省全社会 

R&D经费投入总额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为 0．43％，仍低于全国 1．23％的平均水 

平，而且也低于除内蒙古、新疆、西藏以外的 

8个西部地区的省市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相 

比差距更大。与西部 12省区相比，云南省的 

R&D经费投入占 GDP的比重排在第 8位， 

处于中下水平，而同期云南的GDP在西部 

12省市区中排名第 3位；从全国R&D占 

GDP比重排序情况看 ，2002年云南省只排 

在第26位，而同期云南的GDP却排在全国 

的第 19位，相差近8个位次。说明云南的 

R＆D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与云南省 GDP 

的发展地位极不相称，离云南省依靠科技进 

步促进经济发展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除此之外，云南省全社会 R&D活动经 

费的投入强度

南省人均R&D经费投入仅为 18元／人，相 

当于全国人均 R&D经费投入的22％，在全 

国排序为倒数第7位；2002年云南省人均 

R&D经费投入为22．6元／人，相当于全国人 

均 R&D经费投入的 23％，在全国排序仍为 

倒数第7位，人均R&D经费投入仅为西部 

地区陕西省的 13．7％、四川省的 31．7％、重庆 

的55．7％；与发达省区相比差距更大，仅为 

北京市人均 R&D经费的 1．5％，为上海市人 

均 R&D经费的 3．3％，为天津市人均 R&D 

经费的 7．3％。 

政府投入全省 R&D活动的经费所占比 

重逐年降低，而且绝对数低。云南省财政 

2000年投入全省全社会 R＆D活动的经费占 

投入总量的 53．9％，2001年降低到 40％， 

20o2年又降到 35．7％，与北京及上海、广东、 

江苏、山东、辽宁等沿海省市政府投入经费 

相 比有很大差距 ，与西部地区陕西 、四川等 

省相比也有较大差距。 

根据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个五年计划，到2005年全省国民经济生产 

总值将达2 900亿元，如果按 R&D经费投 

入占GDP的 1％比重计，届时R＆D经费投 

入应达 29亿元 ，要达到这一 目标，云南省 

R&D经费投入年递增率要达 30％以上 ，即 

使如此，也低于2005年国家 R&D经费投入 

占 GDP1．5％的目标。 

3 R&D活动人力投入水平与各省 

(区)的动态对比分析与评价 

从云南省 R&D活动投入人力与国内各 

省区比较结果看，科技人力匮乏的现象较为 

严重，已经成为制约云南科技快速发展的 

“瓶颈”。 

2000年，云南省 R&D活动人力投入(折 

合全时人数)为 10 785人／年，占全省全部 

科技活动人员投入总量的 18．7％，低于全国 

28．6％的平均水平；2001年，云南省 R&D活 

动人力投入为 11 703人／年 ，占全省全部科 

技活动人员投入总量的 19．5％，低于全国 

30．5％的平均水平；2002年，云南省 R&D活 

动人力投入为 13 983人／年，占全省全部科 

技活动人员投入总量的26％，仍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即使与较为落后的贵州、宁夏、甘肃 

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2004·1 1月号·科技进步与对策 47 



政府新型形象的塑造呼唤政府公共关系 

朱丽莎 ，刘显清 

(1．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2．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政府，湖北武汉430000)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等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政府应紧跟形势，积极转变思想和 

行为去适应新的变化，尤其要注重职能的转变、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和维护社会秩序、完善政府公共行政服务等；这些工 

作要有效地实施和开展，就必须通过政府公共关系活动才能得以保证和实现；因此，政府应迅速确立“公众至上”的公关 

意识，积极开展政府公共关系工作，各级政府部门应统一思想和价值观念，塑建新型的政府服务文化以及塑造良好的新 

型政府服务形象。 

关键词：政府新型形象；塑造；政府公共关系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04)ll一0048—02 

政府新型形象的塑造在改革开放的新 

形势下至关重要。政府公共关系正是促进政 

府新型形象塑造的一门新兴学科。政府公共 

关系是以政府作为行为主体，利用各种信息 

传播手段与民众进行双向信息沟通以争取 

民众的支持、信任与合作，从而树立政府良 

好形象的各类活动。因此，各级政府应迅速 

建立公共关系思维和意识 ，以科学 、客观的 

态度，及时、准确地把握和认识自己的公共 

关系现状，积极借助公共关系的手段对自身 

进行调整和完善，从而在社会公众的心目中 

树立良好的信誉和形象。 

1 政府职能的转变需要政府公共关 

系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的关键是 

实行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从过去 

那种直接管理企业的职能转变为加强对“公 

共物品”(产权、宏观经济、经济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等)供给的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公 

共服务职能的强化 ，要求政府相应强化公共 

关系的职能 ，以适应社会关系的转型。 

云南省R&D活动人力投入中，科学家 

与工程师所占比重与各省市区相比，投入比 

例不低，但是科学家与工程师的人口密度远 

低于外省市。2001年，云南省R&D活动人 

力投入中，科学家与工程师比重占82．7％； 

技术人员、辅助人员占 17．3％，与全国省市 

相比，云南省科学家和工程师在R＆D活动 

中的投入比例不低，但是科学家与工程师的 

人口密度远低于外省市，为2-3人年／万人， 

仅为四川省的56．1％，甘肃省的44．2％；2002 

年，云南省R&D活动人力投入中，科学家与 

工程师比重占78．5％，科学家与工程师人口 

密度与四川、甘肃、陕西等仍有较大差距。这 

说明云南省 R&D人力投入的素质水平还比 

较低，如果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发达 

国家平均水平(R&D活动人员中科学家与工 

程师人口密度为32．5人年／万人)以及日本 

为48．5人年／万人相比，差距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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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综上所述，云南省科技投入存在的主要 

问题：一是科技投入总量严重不足，R&D投 

入的增长速度缓慢；二是 R&D经费投入来 

源结构不合理，对政府的依赖程度较高，企 

业尚未成为科技投入与创新的主体；三是高 

层次的科技人才匮乏，科技资源配置与优化 

程度低；四是科技成果产出少，投资效益差。 

所有这些已严重制约了科技、经济的持续发 

展。 

云南省科技投入存在的上述问题在西 

部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西部各落后省区 

今后应该在营造科技投入的良好环境，完善 

科技投入的相关政策；加大政府科技投入的 

强度；激发企业增加科技投入的动力，推动 

企业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鼓励风险投资机 

构的发展，加大风险投资业对科技投入的支 

持；加强科技投入资源的优化配置，吸引各 

种社会力量进行科技投入，提高投入效益； 

改革现有的科技投入管理体制，建立确保科 

技投入增长的机制，完善科技投入保障体系 

等方面采取相应对策，尽快提高科技投入、 

技术创新与科技成果产出的水平，为社会、 

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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