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科技进步奖是我国科学技术领域的最高奖项之

一，是为鼓励推广先进科学技术成果而设立的，授予在技

术研究、技术开发、技术创新、推 广 应 用 先 进科 学 技 术 成

果，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以及完成重大科学技术工程、计

划等过程中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中国公民和组织。国家科技

进步奖反映了我国科学技术和技术创新的最高水平，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高水平创新的发展态势。笔者从国家

科技部网站获取了 2000 年以来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公开数

据 ，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整理分析，发现近年来我国高水平

技术创新呈现以下几方面的发展态势。

1 企业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日益巩固

在引导企业开展高水平的自主创新、重视科技成果的

应用等方面，政府科技奖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与强调科

技成果的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不同，科技进步奖应当

更重视自主创新，即自主开发的科技成果经过市场竞争的

考验并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因此，在科技进

步奖中，企业应当成为主体。
2000 年以来，共有 2 400 多家单位参与完成国家科技

进步奖获奖项目， 其中企业单位有 1 100 多家， 比重为

46.9%，远远高于大学（10.3%）和科研院所（24.8%），如图 1
所示。 2000—2007 年，企业占当年度获奖单位的比重平均

达到 35.2%， 且 近 3 年 来 该 比 重 持 续 提 高 ，2007 年 达 到

42.6%，明显高于大学（24.2%）和科研院所（25.9%）的平均

比重，如图 2 所示。同时，企业主持或参与完成项目的比例

呈稳步上升趋势， 基本保持在 50%以上，2007 年更 达 到

64.3%，如图 3 所示。我国高等学校在国家科技奖励中的作

用也不断提高，有学者分析我国高等学校在国家三大奖中

大约占 40%左右［1］，但高校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基础研究，
即体现在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上， 在以实现科技成果

应用与获得效益为目标的科技进步奖中， 特别是工业类的

科技进步奖励项目中，企业占有明显的优势。为了加强对企

业创新的引导，一些地方还采取了许多具体有效的措施，例

如北京市就设立了“北京科技奖企业创新专项”。近年来，企

业获得北京科技奖励数量占获奖总量比重逐年增加，其中，
获一、二等奖的数量占获奖总数的比例由 2002 年的 11%增

加到了 2005 年的 42%，增加了 31 个百分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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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2007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各类获奖单位比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企业 大学 院所 政府 其它

图 2 2000—2007 年各类单位占当年度获奖单位比重

从国家科技进步奖看我国技术创新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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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科技进步奖是我国科学技术领域的最高奖项之一，它反映了我国科学技术和技术创新的最高

水平。 通过分析2000年以来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的相关数据，揭示了我国企业、大学、科研院所、东中

西部地区技术创新的若干现状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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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0—2007年各类单位主持或参与项目占当年度获奖项目比重

上述数据表明，随着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和“以

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

企业已经成为我国高水平技术创新的主体，成为国家科技

奖励的主体，并且其主体地位日益巩固。

2 一大批技术创新龙头单位逐渐显现

从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单位可以看出，2000 年以来，

一大批技术创新的龙头企业、 大学和科研院所逐渐显现。

在企业单位中，能源领域的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神华

公司、国家电网、华能集团、兖矿集团、潞安煤矿、晋城煤矿

等，冶金和有色领域的宝钢、马钢、包钢、天津钢管、武钢集

团、首钢总公司、中铝公司、云南铜业等，机械和装备制造

领域的哈电集团、东方集团、西电公司、一汽集团、长安汽

车、沈阳鼓风机、哈飞等，电子通信领域的华为公司、中兴

通信、北大方正、金山软件、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建筑领

域的中建总、中铁工、中铁建、中交集团、三峡总等企业均

多次主持或参与完成获奖项目，这些行业的技术创新龙头

企业已经成为我国产业自主创新的领军企业，最有希望发

展成为我国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在高等学

校中，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南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华

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四川大学等主持或参与的获

奖项目均达到 10 项以上， 体现出雄厚的应用研究与成果

转化实力，以及较强的技术创新贡献能力。近年来，我国高

等学校主持或参与完成的获奖项目比例有明显提高，保持

在 50%以上，表明我国高校的办学理念正不断转变，不仅

重视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高创新能力团队的建设，也重视

重大创新和科技成果的现实转化能力的提高，让初级研究

成果不断转化为生产力。在科研院所中，中国科学院、中国

农业科学院、中国林业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钢铁研究

总院、北京矿冶研究总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等单

位, 主持或参与完成的获奖项目均达到 10 项以上。 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工业类科研院所逐步由事业单位向企业转

制，成为我国创新型企业的新生力量，而在农业、医疗卫生

等非工业类创新活动中，科研院所的主体地位依然稳固。

3 合作与联合成为高水平创新的基本形式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获奖项目由两个以上单位合作完

成（见图 4、图 5）。 在 2000—2007 年间的 1 362 个获奖项

目中， 两个以上单位合作完成的项目为 872 项， 比重为

64%。 在由两类单位合作完成的项目中，企业与大学、企业

与院所、企业与企业、大学与院所之间的合作成为主要的

合 作 形 式 ， 占 由 两 类 单 位 合 作 完 成 项 目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36.4%、18.3%、10.8%、10.2%。 同时， 由三类以上单位合作

完成的获奖项目为 234 项， 占合作项目的比例为 26.8%，
占全部获奖项目的比例为 17.2%。 在技术创新活动中日益

广泛的联合与合作，表明各种社会主体正积极参与自主创

新活动，也充分反映出在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中，人才、技

术、信息、资金、实验条件，以及创新服务等创新资源的充

分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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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0—2007 年合作项目占当年获奖项目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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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0—2007 年各形式合作项目占当年合作项目比重

4 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的合作创新能力逐

步提高

大学 和 科 研 院 所 是 我 国 高水 平 创 新 的 第 二 大 主 体 ，
2000 年以来， 大学和科研院所主持或参与的获奖项目比

重分别达到 51.5%和 43.5%。近年来，大学和科研院所与其

它单位合作完成的项目逐渐增多，2007 年科研院所 参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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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项目占其参与项目的比重更达到 90%以上，如图 7
所示。同时，企业参与的合作项目的比重也有显著增长。数

据表明，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合作创新能力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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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00—2007 年各类单位主持或参与项目占全部获奖项目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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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00—2007 年企业、大学、院所参与完成的合作项目占其当年

主持或参与项目比重

5 政府等行政事业单位在我国高水平创新

中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政府在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既

是国家创新体系的管理者，也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具体实

施者。 政府职能部门参与创新活动，能够通过动态的调控

来协调各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保证各创新主体的创新行

为与国家创新目标相一致，特别是对于重大技术创新和技

术推广类项目。 近年来，政府直接参与完成的获奖项目比

重始终保持在 8%左右，而且均为合作创新项目。 同时，其

直属或主管事业单位在农业、医疗卫生等关系国计民生的

非工业领域，始终保持着创新主体的地位。

6 东部地区仍处于我国高水平创新的主导

地位，中西部地区差距明显

2000 年以来，在全国 2 400 多家获奖单位中，东部地

区有 1 480 多家，占 61.9%，远高于中部地区（21.2%）和西

部地区（16.6%），其中，北京、上海、山东、广东和江苏 5 省

市获奖单位数量居全国前列，均在 130 家以上。 同时，2000
年以来， 东部地区获奖单位比重一直保持在 60%以上，而

中西部地区获奖单位比重尚未有明显增长。东中西部地区

获奖单位主持项目数占当年获奖项目数的比重也表现出

同样的趋势和特点。 上述数据表明，东部地区集中了我国

大部分的创新资源和能力，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在高水

平创新方面仍存在明显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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