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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指数报告（2018）》研究总结 

2018 年，在国务院国资委“政府购买服务”经费支持下，

我部与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合作开展了《全国工业技术

创新能力指数研究（2018）》工作。目前国内从微观层面准确测

度企业技术创新过程技术创新能力指数尚属空白，这使得国家

对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动态信息掌握不足，在当前实现创新

型国家的关键时期，亟需建立一套理论科学、操作简便的指数

计算体系，对全国重点企业的创新活动和创新能力进行动态监

测和评价，真实测度和反映全国各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整体层

面和企业层面的创新能力进步情况，为政府相关部门在制定科

技创新相关政策和决策中提供动态、及时信息，同时也有利于

社会各界了解我国重点行业和企业整体技术进步情况，还可以

让企业了解行业、自身和同行的技术创新能力进步状况，从而

推进本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 

课题组基于《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2009-2016）、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17》等统计资料，按照自主开发的企业

技术创新能力定量测评体系，测算了 2012-2016 年我国整体、

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变化情况，撰写完成了《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指

数报告（2018）》。主要完成的工作如下： 

一、录入数据，完成数据测算 

2017 年 11 月 10 日，课题组购买获得数据来源：国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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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2009-2016）、国家统计局社

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和科技部创新发展司共同编辑《中国

科技统计年鉴 2017》。2017 年 11 月-2018 年 1 月，按照中国科

技统计年鉴 2017》录入 2016年的数据，形成中国工业企业技术

创新能力从 2008-2016 年的序列数据，分别以 2012 年和 2009

年为计算基准，试算 2012-2016年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形成两个计算结果。 

二、确定课题报告提纲，改进计算方法 

2018 年 2月，课题组召开座谈会讨论试算形成的两个结果，

对计算方法形成一些共识：一是两个计算结果在稳定性方面存

在显著差异，以 2009 年为计算基准的结果稳定性更好，在时间

序列上的奇异变化少；二是 DEA 效率计算方法，比较了整批换

数据和单个数据替换的计算方法，发现按数据单个计算，而不

是按年的批次计算；三是规模指数的调整方法：如何在计算结

果中考虑随着时间的发展、我国整体技术创新规模的影响，在

指数计算中予以考虑。同时，课题组讨论确定了课题报告的基

本结构，从我国整体、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

所有制五个层次计算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数值，并系统分析

不同维度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指数变化的特点和原因。 

经研究讨论，形成如下计算方法：基于指标体系，以 2009

年为计算基准，计算 2012-2016年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计算第 N 年的技术创新能力时，需要用到第 N 年、第 N-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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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008年的数据，即每年的计算都要用到四年的数据；

在计算每一年创新潜力和创新实力的相关指标时，都以当年全

国工业企业整体作为基准来进行分产业、分区域、分类型的计

算；而在计算每一年创新效率的相关指标时，则以 2009年的所

有产业及区域数据作为统一基准、每次增加当年相应产业、区

域或类型的一组数据来进行计算；由于各指标的计量单位均不

相同，需要对这些指标进行效用换算，然后用效用值来计算各

个层次的各个维度，从而得到三个一级维度的绝对值；最后，

本报告描述为自比指数，能够看到各个计算单位的变化情况。

本报告将每个计算单位（全国整体、每个区域、每个行业）2012

年的创新潜力、创新效率和创新实力分别设为基数 100，通过相

应比例的线性换算，得到每年每一行业、区域或类型企业创新

潜力、创新效率和创新实力的自比相对值，再加权平均得出工

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指数。 

三、撰写研究报告，召开专家验收会 

2018 年 3月-6月，完成《全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指数

报告 2018》研究报告的第一稿。联合课题组通过讨论形成报告

修改意见。 

2018 年 6 月-10 月，完成《全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指

数报告 2018》研究报告的修改和定稿。 

2018 年 12 月 28 日在中国企业联合会召开专家验收会。来

自国防企协、轻工企协、化工企协、纺织工业联合会、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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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联等单位的专家认为，课题研究成果为新时期开展企业技术

创新能力评价提供了科学方法，为全国企联系统开辟相关工作

提供了良好支撑，一致希望加快成果的推广应用。我会企业创

新工作部、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有关同志参加了本次评

审会。 

四、向社会公开发布 

该指数的发布将对于企业制定下一步发展计划、让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进入良性发展循环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通过中国

企业报、中国企业网等相关媒体向社会发布。中国企业联合会

企业技术进步工作委员会和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联合发

布了《全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指数报告（2018）》，这是 2016

年以来第三次发布。运用科学方法对全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

力进行跟踪分析，是中国企业联合会推动企业落实国家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新举措，得到了国务院国资委的大力支持。为定

期检测和评价全国及其各地区、各行业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进展情况提供一套科学有效的方法。通过定期发布我国工业企

业技术创新能力指数，旨在为社会各界客观把握企业技术创新

能力变化情况，为政府部门和各行业、各企业推进技术创新工

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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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指数定量化测评体系 

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以研究开发为基础、运用新

技术为用户创造价值的能力，这些新技术可以是来自于企业内

部的研究开发，也可以来源于外部。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包

括创新潜力、创新效率以及创新实力三个一级维度。创新潜力

从存量和增速两个方面来度量 R&D 经费、研究人员、仪器设

备的投入。创效效率包括经济效率和专利效率两个方面，经济

效率由研发投入与新产品产出相关指标计算出来，专利效率由

研发投入与专利的产出相关指标计算出来，投入和产出之间有

1 年的滞后。创新实力由核心技术实力、系统技术实力、创新

组织实力构成。核心技术实力是指企业对于核心产品或关键零

部件的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能力，企业在发明专利、新产品出

口、获得政府资金投入于基础技术研究方面的累积能体现企业

对核心技术的掌握程度，因此，用这些指标来测度核心技术实

力。系统技术实力是指企业对于单一或系列产品的总体研发设

计和总装方面的能力，总装能力包括生产装配和工艺技术能

力，企业在技术改造、技术购买、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实用新

型和设计专利、新产品销售收入比例方面的累积能体现企业对

系统技术的掌握程度，因此，用这五个指标来测度系统技术实

力。创新组织实力是指企业组织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人力资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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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技术创新方面的能力，对内部研发人员的平均年薪和对外

部研发经费的支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体现企业在这方面的能力，

因此用这两个指标来测度。指标体系的具体构成如下图所示。 

 

 

 

 

 

 

 

 

 

 

 

 

 

附图 1  指标体系的具体构成 

基于该指标体系，采用《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

（2009-2016）、《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17》的数据，以 2009

年为计算基准，计算 2012-2016 年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计算第 N 年的技术创新能力时，需要用到第 N 年、第 N-1 年、

2009 年、2008 年的数据，即每年的计算都要用到四年的数据。

在计算每一年创新潜力和创新实力的相关指标时，都以当年全

国工业企业整体作为基准来进行分产业、分区域、分类型的计

技术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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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而在计算每一年创新效率的相关指标时，则以 2009 年的所

有产业及区域数据作为统一基准、每次增加当年相应产业、区

域或类型的一组数据来进行计算。由于各指标的计量单位均不

相同，需要对这些指标进行效用换算，然后用效用值来计算各

个层次的各个维度，从而得到三个一级维度的绝对值。最后，

将每个计算单位（全国整体、每个区域、每个行业）2012 年的

创新潜力、创新效率和创新实力分别设为基数 100，通过相应

比例的线性换算，得到每年每一行业、区域或类型企业创新潜

力、创新效率和创新实力的自比相对值，再加权平均得出工业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指数。本报告描述为自比指数，能够看到各

个计算单位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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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全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指数报告（2018）》摘要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引

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加强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

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实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的转变对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本报告

旨在分析我国工业企业 2012 年以来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变化，

以便对于制定企业下一步发展计划、让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入

良性发展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从全国工业企业整体来看，技术创新能力稳步增长、呈现

加速发展趋势，并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技术创新投入意愿强

烈，创新潜力增长最快；创新效率总体下降，回升势头明显；

创新实力增长明显，创新投入的作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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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制造业企业整体来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稳步上

升，2016 年出现大幅增长，并且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创新潜

力增速最大，直线稳定增长；创新效率连年下降，2016 年迎来

回升；创新实力保持增长，增速呈现回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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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在 2012-2016 年均持续增

长。除港澳台企业，其余所有制企业在 2016 年创新能力的增长

幅度均恢复到正常范围内（与 2015 年之前增长幅度基本一致），

甚至有些大于之前几年的增长幅度。这种稳定增长且增长幅度

有所上升的趋势对创新能力的进一步增长是个积极的信号。港

澳台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从 2015 年开始连续两年下降，2016 年

增长幅度的继续低迷主要与创新投入同年增速的下降有关。保

持创新投入的增长幅度和港澳台企业的创新热情有助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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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企业的创新能力。此外，私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4 年总

的增长幅度是最大的，主要是依靠创新潜力的拉动，外资企业

总增幅是最小的，主要是由于创新效率的下降。对各种所有制

的企业，创新潜力都是拉动创新能力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三个

子维度中，创新潜力的增长幅度最大，其增长模式也对创新能

力的增长模式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四种所有制企业的创新实力

在 2015 年增速均有所下降，甚至出现下滑，但 2016 年基本恢

复了之前增长幅度。这对创新实力的发展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而言，下降是创新效率的整体趋势，但除港

澳台企业，其余三种所有制企业创新效率均在 2016 年出现回

升。这可能意味着大多数企业累积的创新投资已经达到一定水

平，投入的边际产出已经进入递增阶段。相比之下，港澳台企

业创新效率的持续下降对创新效率的发展是一个消极的信号。

其应该更多的注意投入的利用方式，提高投入的边际产出。 

本报告还将企业按照所在省市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工业

企业。 

东部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增长幅度总体较低，但增长前

景较好。除河北，辽宁和广东外，东部省市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增幅均低于全国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此外，大多数区域企业

增长前景比较乐观。大多数东部省域工业企业的创新能力 2016

年增速上升，这传递的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也有少数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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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北京、上海、浙江，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2016 年增速降低，

这传递出的是一个不良信号。东部省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增幅

较低可能是因为东部是我国最发达的部分，其企业技术创新能

力也相应较高。一般来说，创新能力增长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

因而较高的创新能力导致提高创新能力的成本增加，增速减

缓。此外，因为东部企业自有资金相对富裕，得到的社会资源

较多，导致创新效率上升动力不足，阻碍创新能力的提高。与

创新能力类似，东部省市工业企业三个子维度增幅也较小，但

前景乐观。创新潜力是大多数东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增长的最

大动力。除河北、浙江和广东外，其余省市企业的创新潜力增

长幅度低于全国工业企业增长幅度。除天津、上海和广东外，

其余企业创新潜力均稳定增长或 2016 年出现增幅的上升、恢

复，让人对其进一步增长更有信心。创新实力和创新效率的增

长幅度也较低，但大多数企业的增长前景较好。 

中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创新潜力和创新效率增幅也较

大，前景良好；创新实力增幅较小，但其未来仍有较大增长可

能。除山西，吉林和湖南，其余省市创新能力增幅均超过全国

平均水平。主要的推动力仍然是创新潜力。此外，中部企业创

新潜力有良好的增长前景。2016 年一些中部省市企业创新潜力

增幅达到 4 年最大值，也有些从之前的下降中恢复增长，这都

表明创新热情的高涨。饱满的热情，不断增长的创新潜力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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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的提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东部企业不同，中部

企业创新效率增幅较大，不少企业都在 4 年中实现了总体正增

长。甚至在有些省市，创新效率的增幅超过创新潜力，成为推

动创新能力增长的主要力量。这可能是因为中部企业资源相对

较少，获取资源成本较高，提高创新效率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虽然大多数中部省市企业创新实力增长幅度较小，但因为创新

效率的提升可以成倍的增加产出，所以已经处于上升状态的创

新效率为创新实力的提升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前景。西部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增长幅度差异较大。增幅最大的是青海省工业企

业，其 4 年内创新能力增长 1.5 倍还多。还有一些其他省市虽

然增长幅度大大小于青海省，但仍在全国各省市中处于领先位

置。比如四川省企业增长幅度达到 47%，广西省企业达到 46%。

还有一些省市增长幅度较小。最小的是甘肃省企业，创新能力

下降超过 10%。云南省，陕西省等省市的工业企业增幅也均在

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这一较大的差异可能是各省市对创

新的态度的差异导致的。西部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

地区，其创新能力可能也相对较弱。但不同省市企业可能采取

了不同的态度。一方面，甘肃省企业可能因为创新能力较低，

享受创新收益需要的固定成本较高，而降低了创新积极性，导

致创新能力增幅较低。青海省企业可能目光更长远，意识到创

新能力的经济价值，投资积极性较高。对于创新能力尚处于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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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阶段的企业，投入的边际产出往往较高，从而推动创新能力

较快发展。与创新能力类似，西部企业创新潜力，创新实力和

创新效率增速差异均较大。此外，与东部和中部省市企业相比，

西部更多省市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及其三个子维度表现出波

动较大的特点。这些波动主要集中在创新潜力和创新能力。较

大的创新潜力的波动不仅不利于制定长期计划，优化资源利用

方式，也会增加企业的风险。因而稳定创新投入水平对西部一

些企业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 

装备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增长幅度差距较大，但大多

数行业前景较好。增长幅度最小的是金属制品业企业，其创新

能力仅增长 10%；增长幅度最大的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虽然创新潜力是拉动装备

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增长的主要动力，但使得这两个行业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涨幅高于其他企业的推动力除创新潜力外，

创新实力和创新效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大多数装备制

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4 年中均保持上升状态，增长比较稳定。

有些企业在 2015 年增长幅度有所减缓或者出现下降，但均在

2016 年有所恢复。从这一比较稳定的增长状态来看，装备制造

业的企业创新潜力进一步增长仍让人期待。创新潜力是造成装

备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增长幅度差异的原因之一，也是让

创新能力增长前景更光明的原因之一。金属制造业企业创新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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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增长幅度最低，仅为 2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创新潜力

增长幅度最大，接近 70%。此外，大多数装备制造业企业创新

潜力仅在 2015 年，全国工业企业创新潜力增速放缓的一年，增

幅有所下降，其余时间增长幅度基本保持稳定，甚至呈现出递

增趋势，这对创新潜力的增长是一个积极信号。创新实力的增

长幅度低于全国工业企业平均水平。除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创新实力增幅较大外，其

他行业创新能力不仅增长幅度低，而且部分子行业的增长幅度

也没有增加的趋势。这一点值得引起注意。在创新效率方面，

虽然大多数子行业企业创新效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其大多数

在 2016 年表现出了增长的趋势。这可能是投资的规模效应形成

的标志。 

高耗能行业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总增长幅度偏低，其创新

实力和创新效率均没有达到全国工业企业平均水平。其创新实

力不仅增长幅度偏低，而且大多数子行业企业创新实力在 2016

年出现负增长，甚至有些行业 4 年间创新实力整体呈下降趋势。

这一创新实力的低迷主要是因为其系统技术实力增长幅度小。

创新效率虽然总增长幅度较低，但大多数子行业创新效率在

2016 出现回升。这可能是因为其调整了资金使用方式等，提高

了投入的产出率。在创新潜力方面，高耗能行业企业的不同子

行业总增长幅度差距较大。增长幅度最小的是有色金属冶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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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延工业，创新潜力 4 年间下降约 12%；增长幅度最大的是电

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4 年增长约 33%。 

本报告还将企业按照规模分为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大型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增长幅度略低于中型企业，其创新能力水平

的波动也较小。这一波动大差异主要来自创新实力。这可能是

因为中型企业规模更小，抵抗风险的能力更弱，因而波动更大。

两类企业创新潜力均持续增长。但中型企业的增长幅度几乎是

大型企业的两倍。而且，大型企业的增幅逐年降低，而中型企

业的增幅逐年升高。这可能是因为大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更

高，已经基本进入稳定发展的成熟阶段，创新投入增速逐渐降

低，创新潜力随之降低。两期企业创新效率均有所上升，但大

型企业回升的幅度更大，这可能也与大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更

高，积累的创新投入更多有关。总体来说，对大多数企业来说，

创新能力 4 年中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增长幅度有差异。在三个

子维度中，创新潜力仍然是拉动创新能力的主要力量，增幅最

大；创新实力增幅次之；创新投入已达到一定水平，投入的边

际产出递增，创新效率开始回升。但仍有些企业面临着增幅较

慢，甚至负增长；目光短浅，创新积极性较低；波动较大，抵

抗风险能力差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改善。



 18 

附录三  2012-2016 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计算结果 

1．全国整体 

附表 1  全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年份 创新能力 创新潜力 创新效率 创新实力 

2012 100.0 100.0 100.0 100.0 

2013 106.0  112.8  94.4  109.0  

2014 113.7  125.7  95.1  117.3  

2015 116.3  137.6  88.3  118.7  

2016 127.7  154.0  95.9  128.3  

2．分所有制 

附表 2 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内资企业 港澳台企业 外资企业 私营企业 

2012 100.0 100.0 100.0 100.0 

2013 106.6  105.8  105.4  110.6  

2014 115.2  119.7  109.3  115.5  

2015 117.2  124.1  113.8  122.5  

2016 130.0  124.2  122.5  136.6  

附表 3 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潜力 

年份 内资企业 港澳台企业 外资企业 私营企业 

2012 100.0 100.0 100.0 100.0 

2013 113.7  106.6  113.5  119.7  

2014 128.0  131.0  117.1  127.3  

2015 138.4  146.3  133.0  143.1  

2016 158.1  145.6  145.8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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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 

 内资企业 港澳台企业 外资企业 私营企业 

2012 100.0 100.0 100.0 100.0 

2013 96.1  95.0  90.4  101.3  

2014 99.3  95.5  87.2  96.5  

2015 91.2  94.8  81.3  94.6  

2016 100.6  90.2  85.4  96.7  

附表 5 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实力 

 内资企业 港澳台企业 外资企业 私营企业 

2012 100.0 100.0 100.0 100.0 

2013 107.5  116.0  110.4  108.5  

2014 114.9  132.3  120.3  119.9  

2015 116.1  129.8  123.0  124.8  

2016 124.8  135.7  131.8  144.5  

3．分规模 

附表 6 不同规模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全国工业企业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2012 100.0 100.0 100.0 

2013 106.0  106.4  105.3  

2014 113.7  111.2  117.6  

2015 116.3  119.2  116.4  

2016 127.7  128.3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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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不同规模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潜力 

 全国工业企业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2012 100.0 100.0 100.0 

2013 112.8  111.0  112.7  

2014 125.7  122.0  127.0  

2015 137.6  131.6  143.2  

2016 154.0  136.9  171.2  

附表 8 不同规模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 

 全国工业企业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2012 100 100 100 

2013 94.4  93.2  93.6  

2014 95.1  96.0  90.2  

2015 88.3  95.1  82.1  

2016 95.9  105.1  87.6  

附表 9 不同规模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实力 

 全国工业企业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2012 100 100 100 

2013 109.0  110.7  107.8  

2014 117.3  111.7  132.6  

2015 118.7  123.6  117.4  

2016 128.3  135.3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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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区域 

附表 10 各区域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北京 100 101.7  112.0  104.7  106.3  

天津 100 106.4  113.7  117.4  108.9  

河北 100 112.5  121.2  119.3  132.1  

山西 100 105.9  106.5  96.8  113.5  

内蒙古 100 124.7  122.7  124.7  129.1  

辽宁 100 116.8  121.4  104.9  134.1  

吉林 100 77.3  83.9  90.0  119.2  

黑龙江 100 102.5  119.0  112.7  130.0  

上海 100 107.0  113.2  118.3  121.3  

江苏 100 101.9  114.1  114.4  122.2  

浙江 100 108.1  116.0  121.8  126.6  

安徽 100 106.2  113.9  122.2  140.4  

福建 100 101.2  102.8  106.3  119.3  

江西 100 124.9  136.3  125.2  137.4  

山东 100 106.8  107.6  109.9  118.7  

河南 100 139.7  142.7  140.4  148.0  

湖北 100 109.4  112.1  115.4  135.3  

湖南 100 116.3  121.5  127.4  126.1  

广东 100 106.2  114.1  128.5  144.0  

广西 100 116.8  117.4  110.7  145.9  

重庆 100 110.2  127.2  142.7  135.6  

四川 100 98.4  108.7  109.5  147.2  

贵州 100 101.4  104.0  110.7  120.0  

云南 100 93.9  101.9  118.5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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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100 107.5  115.2  110.5  114.5  

甘肃 100 97.5  111.2  96.7  82.8  

青海 100 125.6  147.8  102.5  252.2  

宁夏 100 111.7  107.8  112.9  127.4  

新疆 100 114.2  145.3  127.8  129.0  

附表 11 各区域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潜力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北京 100 110.2  133.4  131.5  137.3  

天津 100 111.4  127.8  144.5  139.5  

河北 100 123.8  136.5  145.7  158.6  

山西 100 126.2  129.8  110.3  149.3  

内蒙古 100 120.4  121.1  134.0  137.1  

辽宁 100 128.0  133.2  105.2  146.2  

吉林 100 85.3  89.2  90.7  137.1  

黑龙江 100 119.5  140.9  126.4  156.9  

上海 100 117.0  121.4  145.9  139.9  

江苏 100 110.1  122.9  136.4  149.2  

浙江 100 117.5  135.9  154.5  166.3  

安徽 100 108.0  129.2  136.8  176.5  

福建 100 103.8  116.1  117.0  131.5  

江西 100 144.5  161.7  163.4  193.2  

山东 100 111.4  115.9  128.8  139.4  

河南 100 123.7  131.5  132.8  148.5  

湖北 100 113.3  122.0  127.3  148.6  

湖南 100 124.7  137.8  156.7  160.5  

广东 100 105.5  122.8  152.5  165.5  

广西 100 115.0  121.2  105.6  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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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100 120.7  146.0  151.9  159.1  

四川 100 98.0  114.6  110.8  202.8  

贵州 100 115.5  110.5  124.4  145.4  

云南 100 93.9  126.4  161.4  152.4  

陕西 100 116.1  122.4  123.2  123.9  

甘肃 100 92.8  125.2  107.3  107.9  

青海 100 148.6  168.6  68.6  262.3  

宁夏 100 105.7  127.5  116.6  172.8  

新疆 100 134.5  161.9  166.1  163.8  

附表 12 各区域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北京 100 90.3  87.6  74.5  75.1  

天津 100 102.9  98.4  83.3  73.8  

河北 100 92.4  88.7  79.8  89.6  

山西 100 109.3  89.0  84.2  94.3  

内蒙古 100 99.0  86.9  84.3  97.5  

辽宁 100 111.9  102.1  75.3  102.5  

吉林 100 43.8  56.8  54.7  78.9  

黑龙江 100 104.5  103.1  92.6  109.6  

上海 100 93.0  95.1  82.4  88.1  

江苏 100 87.0  92.4  86.6  91.2  

浙江 100 98.7  95.2  92.0  89.6  

安徽 100 98.4  86.9  112.3  114.7  

福建 100 88.0  81.8  85.1  89.7  

江西 100 122.5  117.4  105.0  133.7  

山东 100 95.8  91.6  90.9  97.4  

河南 100 171.9  173.4  165.9  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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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100 98.3  90.7  91.0  113.4  

湖南 100 101.0  86.9  87.4  81.2  

广东 100 99.5  100.5  99.8  110.2  

广西 100 124.6  111.7  106.3  148.4  

重庆 100 89.8  111.7  147.3  121.6  

四川 100 95.6  92.0  88.1  90.1  

贵州 100 95.0  99.0  91.8  97.6  

云南 100 81.5  82.6  85.0  86.8  

陕西 100 101.9  94.9  81.3  84.8  

甘肃 100 85.5  86.2  61.7  57.9  

青海 100 155.0  136.1  162.6  339.3  

宁夏 100 110.1  78.3  87.8  92.9  

新疆 100 141.0  172.7  157.8  152.6  

附表 13 各区域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实力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北京 100 107.9  123.2  118.4  118.6  

天津 100 104.4  112.9  119.5  108.4  

河北 100 116.2  131.6  121.2  136.7  

山西 100 86.5  98.1  93.6  95.6  

内蒙古 100 150.7  151.5  139.9  139.8  

辽宁 100 110.5  125.2  126.8  146.9  

吉林 100 103.1  106.4  127.2  139.4  

黑龙江 100 88.3  108.2  110.2  117.0  

上海 100 108.1  118.0  119.8  127.6  

江苏 100 105.3  122.3  113.3  118.2  

浙江 100 107.0  114.9  116.0  120.4  

安徽 100 110.5  119.9  115.9  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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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100 108.7  104.7  111.2  129.3  

江西 100 110.8  128.8  108.3  95.1  

山东 100 108.6  108.3  100.3  108.4  

河南 100 136.1  133.5  130.5  131.4  

湖北 100 112.8  116.0  119.1  135.4  

湖南 100 119.7  132.1  128.8  126.0  

广东 100 112.6  116.6  128.6  150.9  

广西 100 112.0  118.2  119.7  130.0  

重庆 100 115.6  122.4  131.7  125.6  

四川 100 101.5  118.7  129.1  141.9  

贵州 100 93.0  102.3  115.2  115.7  

云南 100 106.0  96.7  109.1  98.7  

陕西 100 101.2  119.4  113.7  121.8  

甘肃 100 109.2  115.4  110.1  77.4  

青海 100 85.2  130.1  111.1  198.2  

宁夏 100 121.1  129.3  146.3  126.5  

新疆 100 83.1  116.5  81.9  89.5  

5．分行业 

附表 14 各行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农副食品加工业 100 109.3 106.2 105.4 122.4 

食品制造业 100 102.2 108.6 113.9 121.1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00 95.6 112.6 99.9 121.0 

烟草制品业 100 108.4 106.5 116.9 129.2 

纺织业 100 112.6 121.8 136.3 135.0 

纺织服装、服饰业 100 112.7 110.0 135.4 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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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00 89.3 95.4 104.1 109.0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00 105.7 101.8 113.7 111.6 

家具制造业 100 102.5 117.0 105.2 146.2 

造纸和纸制品业 100 104.1 112.6 116.1 139.8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00 101.9 109.4 110.4 133.7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00 99.8 91.8 97.8 111.2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100 103.4 124.1 105.5 130.3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00 107.3 116.9 117.0 120.6 

医药制造业 100 109.8 116.3 116.0 117.7 

化学纤维制造业 100 115.1 121.4 126.4 132.1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00 103.6 112.5 108.1 126.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00 122.4 116.2 115.7 128.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00 96.5 103.3 93.0 101.0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00 98.3 110.4 110.0 104.2 

金属制品业 100 92.6 89.4 103.1 110.1 

通用设备制造业 100 104.4 113.1 111.5 123.4 

专用设备制造业 100 108.6 109.2 112.4 117.9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00 107.7 118.0 121.6 134.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00 109.1 118.4 121.6 133.5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00 104.6 117.9 126.0 134.2 

仪器仪表制造业 100 111.1 121.1 120.3 131.6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00 112.7 112.1 113.2 124.8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100 115.6 134.6 118.6 144.6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100 97.4 136.4 112.2 109.6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00 62.3 61.1 67.6 88.4 

非金属矿采选业 100 101.0 157.8 134.5 150.9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00 114.9 114.2 135.8 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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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00 103.3 142.4 75.3 120.4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00 64.5 87.4 78.2 86.5 

附表 15 各行业企业技术创新潜力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农副食品加工业 100 118.3 116.4 114.0 147.8 

食品制造业 100 103.7 115.5 131.9 145.8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00 95.8 125.7 103.7 141.6 

烟草制品业 100 104.0 90.7 113.4 154.6 

纺织业 100 135.3 153.6 187.4 191.3 

纺织服装、服饰业 100 104.9 88.2 135.4 146.5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00 82.6 96.7 117.2 126.4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00 120.1 124.2 159.6 164.2 

家具制造业 100 103.7 134.3 103.2 185.7 

造纸和纸制品业 100 115.2 117.5 134.6 161.6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00 107.1 126.0 130.7 173.8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00 102.4 83.0 96.7 113.4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100 92.6 143.0 121.7 167.2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00 116.4 129.2 145.8 147.2 

医药制造业 100 114.4 123.4 135.6 136.4 

化学纤维制造业 100 124.4 141.3 155.7 162.1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00 94.1 116.0 124.4 147.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00 141.7 141.3 152.9 173.2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00 92.7 107.9 97.6 115.6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00 97.2 114.0 125.2 128.1 

金属制品业 100 92.6 93.3 117.8 128.1 

通用设备制造业 100 109.1 131.5 133.5 144.5 

专用设备制造业 100 115.4 119.5 126.1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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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00 122.5 127.6 135.3 153.3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00 119.3 135.0 149.6 168.1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00 105.8 127.4 143.5 152.1 

仪器仪表制造业 100 117.1 135.8 137.6 158.2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00 132.8 132.6 145.2 226.3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100 133.1 186.0 134.1 191.7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100 117.5 172.9 140.1 142.9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00 57.1 67.2 70.7 108.9 

非金属矿采选业 100 115.6 220.8 158.7 209.3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00 131.1 98.7 175.1 164.1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00 210.4 299.3 130.1 275.1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00 44.0 83.4 83.4 82.3 

附表 16 各行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农副食品加工业 100 90.1 82.8 81.1 89.5 

食品制造业 100 85.4 86.1 77.7 79.3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00 89.5 93.7 79.8 97.7 

烟草制品业 100 106.0 101.7 104.5 108.2 

纺织业 100 100.5 101.2 105.5 94.5 

纺织服装、服饰业 100 86.5 86.7 98.5 84.3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00 91.3 85.6 87.6 85.7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00 86.6 81.2 77.4 66.3 

家具制造业 100 97.8 96.2 96.7 105.7 

造纸和纸制品业 100 86.7 93.2 85.6 102.4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00 98.1 92.9 95.8 104.9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00 89.9 89.9 89.9 90.0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100 107.3 123.4 93.0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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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00 97.2 94.7 85.1 95.6 

医药制造业 100 93.6 93.6 72.3 69.7 

化学纤维制造业 100 111.4 102.8 93.4 93.2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00 97.5 88.7 78.7 93.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00 109.1 91.1 79.4 84.0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00 87.2 89.0 75.6 81.8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00 86.1 87.0 81.9 86.4 

金属制品业 100 80.1 73.6 75.5 76.8 

通用设备制造业 100 98.9 93.3 86.2 97.2 

专用设备制造业 100 100.7 94.6 94.1 93.6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00 83.4 97.5 95.7 105.7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00 98.8 100.3 96.5 105.0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00 95.6 102.6 104.1 102.3 

仪器仪表制造业 100 99.8 99.1 95.9 98.2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00 79.5 78.3 65.1 52.6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100 141.1 139.9 169.3 228.5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100 86.7 98.6 93.5 91.7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00 37.6 28.8 37.8 60.0 

非金属矿采选业 100 108.4 186.0 154.2 137.3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00 108.9 110.1 110.6 110.4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00 43.4 84.4 31.4 43.4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00 76.4 86.2 57.9 60.9 

附表 17 各行业企业技术创新实力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农副食品加工业 100 120.0 120.6 123.3 124.0 

食品制造业 100 116.1 120.4 124.1 127.2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00 99.0 107.8 107.4 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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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制品业 100 114.2 122.9 132.6 133.5 

纺织业 100 102.9 112.5 118.7 123.6 

纺织服装、服饰业 100 229.4 261.5 263.7 268.4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00 98.1 110.7 110.3 119.5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00 118.4 104.6 108.1 112.5 

家具制造业 100 107.9 122.6 121.8 148.2 

造纸和纸制品业 100 106.4 126.5 121.6 148.1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00 97.9 102.6 95.1 103.5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00 109.4 111.1 111.6 138.1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100 109.9 108.4 100.1 118.7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00 105.0 120.0 109.0 109.9 

医药制造业 100 113.0 120.0 116.6 121.3 

化学纤维制造业 100 106.5 111.0 115.3 124.3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00 124.8 131.2 112.4 126.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00 112.8 114.4 111.9 123.4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00 107.8 108.6 100.7 98.7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00 108.2 122.9 112.7 89.7 

金属制品业 100 106.6 100.8 110.3 118.4 

通用设备制造业 100 102.9 106.0 103.8 117.1 

专用设备制造业 100 105.9 106.8 108.5 107.5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00 104.9 118.2 120.3 129.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00 105.9 114.0 110.9 118.3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00 110.8 120.4 125.5 141.7 

仪器仪表制造业 100 110.6 117.1 114.6 120.7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00 110.4 109.8 107.8 76.1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100 101.1 101.7 101.8 103.4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100 86.7 145.2 103.2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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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00 98.9 86.7 95.3 84.9 

非金属矿采选业 100 80.7 72.7 95.1 101.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00 109.4 135.2 138.9 140.3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00 101.7 95.5 94.2 103.7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00 105.0 101.4 97.4 1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