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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省市的基础研究投入产出 

及效率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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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中国各省市的基础研究投入与产出进行回归分析，并结合数据分析了基础研究投入与产出之间 

的关系。指出越是综合条件好的地区，基础研究效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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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是科 

技与经济发展的源泉和后盾，是新技术、新 

发明的先导，也是培养和造就科技人才的摇 

篮。对于我国来说，支持基础研究也是我国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 

要措施。 

1 对基础研究投入与产出的回归分 

析 

本文的回归主要分析4种关系：各省市 

的20o0年基础研究经费与20o0年的国内 

论文的关系、20o0年基础研究与20o0年的 

国际论文的关系、20o1年基础研究经费与 

20o1年发明专利的关系、20o1基础研究经 

费与2001年国家级奖项的关系。 

首先把各省市按基础经费的多少排列 

成横坐标系列，即把各省市的基础研究经费 

数量看成变量，把各省市的国内论文数量、 

国际论文数量、发明专利数量看作是因变 

量，进行统计回归，得出它们各自的关系曲 

线。 

图 1是2000年国内论文与基础研究经 

费关系的回归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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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00年国内论文与基础研究经费的 

关系曲线来看，国内论文与发表数量与基础 

研究经费投入量呈良好的正相关关系，即越 

是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多的省份，发表的国内 

论文的数量也就越多。 

图 2是 2000年国际论文的发表数量 

(即被SCI、El、ISTP等国际检索系统收录的 

论文数量)与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统计关系 

回归。 

由2000年国际论文与基础研究经费的 

关系曲线来看，国际论文与发表数量与基础 

研究经费投入量也呈非常良好的正相关关 

系，即越是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多的省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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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国际论文的数量也就越多。 

图 3是20o1年基础研究经费与2001 

年的发明专利批准量的回归分析。 

由20o1年发明专利与基础研究经费的 

关系曲线来看，二者也呈正相关关系，即越 

2000年发明专利批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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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多的省份，获得的发明 

专利数量也越多。与前面的2个曲线不同的 

是，发明专利与基础研究经费的关系曲线波 

动较大，说明影响发明专利数量的因素除了 

基础研究经费之外，其它因素(比如工业基 

础等)也对发明专利产生较大影响。 

2001年国家级奖项数量与基础研究经 

费的关系曲线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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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o1年国家级奖项数量与基础研究 

经费的关系曲线来看，与前面3个曲线有明 

显的不同。 

一 是相关性比较弱，即从曲线的形状来 

看，二者只是呈大体上的正相关关系，但波 

动幅度很大，即如果比较各个具体的省份， 

基础研究经费多的省份不一定比基础研究 

经费少的省份获得的国家级奖项多。 

二是国家级奖项随着基础研究经费的 

增加而增多的速度比较缓慢，这表明为曲线 

的斜率比较小。这说明，单纯地通过增加基 

础研究经费以期增加地区获得国家级奖项 

数量，效果并不明显。 

2 对回归结果的分析 

综合上述各种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有 

如下结论 

(1)基础研究的成果的层次性不同，则 

与基础经费的相关性不同。具体来说，层次 

较低的成果与基础研究经费的相关性较强， 

比如国内论文数量等，能够随着地区基础研 

究经费的投入较快地增加。而层次较高的成 

果则与基础研究经费的相关性相对较弱。 

(2)低层次的研究成果与经费相关性强． 

并不能说明高层次的研究成果与研究经费 

无关，而是说明了高层次的研究成果需要长 

期积累，相对于经费增长而言，高层次的成 

果的增长比较慢。这恰恰说明了发展基础研 

究需要长期的稳定的投入。 

(3)从高层次成果随着经费投入增长而 

增长比较缓慢的现象说明，对于国家级奖项 

等这样的突出成果，基础 

研究经费只是众多影响因 

素中的一个，作为长期的 

相对稳定的因素的科学家 

队伍的素质水平，对高层 

次的成果有相当大的影 

响。因此，研究经费增长只 

是高层次成果增长的一个 

因素。这说明，科研成果的 

层次越高，影响因素越多， 

系统性越强。 

如果考虑到基础研究 

是以理论研究和创新为主 

要特征的性质，所以真正 

体现基础研究水平的主要 

是高层次的成果。因此，发 

展基础研究必须长期坚 

持，综合发展，才能收到良 

好的效果。 

3 基础研究效率与地 

方经济文化发展水平 

呈正相关 

借鉴国际上评价基础 

研究水平的指标(OECD， 

UNESCO and Atlaseco，ISI 

(scI and Compumath)。 

INPL,'EPO and USPr0． 

0ST and CHI—Research 

treatment)，可以某一地区 

一 年发表的论文与当年 

GDP的比值作为基础研究 

附表 国际论文／GDP 

数据来源：{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的产出指数，来衡量各地工的基础研究的效 

率(见附表)。 

从产出指数分析的结果来看，对于中国 

各地区的基础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各地的产出指数有很大的差别，即 

中国各地基础研究的效率有很大的差别。为 

了直观，可以粗略地把全国的基础研究产出 

指数分为5个等级。 

(2)一般地说，越是文化发达和经济发 

达的地区，基础研究的产出指数越高。这可 

能与文化发达或经济发达地区的研究队伍 

比较有规模、基础研究的设备和资金比较充 

分有关系。比如，在上述分析结果中。北京处 

于第一级，上海、陕西的产出指数处于第二 

级，这些都是我国文化教育事业较发达的地 

区，并且经济也相对比较发达。 

(3)由上述分析可见，越是综合条件好 

的地区．基础研究效率越高。这说明，较高的 

基础研究效率实际上是各种因素系统作用 

的结果。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发展基础研 

究需要重视条件的系统性。 

附表就是各地区的产出指数与排序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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