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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9 月 18 日电 （记者刘志

强）日前，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

政部联合发布了《2022 年全国科技经费

投入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公

报》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全社会研究

与 试 验 发 展 经 费（以 下 简 称“ 研 发 经

费 ”）投 入 总 量 突 破 3 万 亿 元 ，达 到

30782.9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0.1% ，延 续

较快增长势头。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统计师张启龙

表示，我国研发经费投入从 1 万亿元提

高到 2 万亿元用时 8 年，从 2 万亿元提高

到 3 万亿元仅用时 4 年，充分体现了近年

来我国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加快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成效。

总量迈上新台阶的同时，投入强度

持续提升。2022 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

强度（研发经费与 GDP 之比）为 2.54%，

比上年提高 0.11 个百分点，提升幅度为

近 10 年第二高。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水

平 在 世 界 上 位 列 第 十 三 位 ，介 于 欧 盟

（2.2%）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国家（2.7%）平均水平之间，与 OECD 国

家差距进一步缩小。

企业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企业、

政府属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是我国研发

活动的三大执行主体。2022年，三大主体

研发经费分别为 23878.6 亿元、3814.4 亿

元和 2412.4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11%、

2.6%和 10.6%。其中，企业对研发经费

增长的贡献达到 84%，比上年提升 4.6 个

百分点，是拉动研发经费增长的主要力

量；占全国研发经费的比重为 77.6%，比

上年提高 0.7 个百分点，创新主体地位进

一步稳固。

重点领域投入持续扩大。2022 年，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 19361.8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0.5%；投入强度（与营

业收入之比，下同）为 1.39%，比上年提

高 0.06 个百分点。重点领域研发经费投

入强度稳步提高，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和产业基础能力提升创造了条件。规模

以 上 工 业 中 ，高 技 术 制 造 业 研 发 经 费

6507.7 亿元，投入强度为 2.91%，比上年

提高 0.20 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研发经

费 11935.5 亿元，投入强度为 2.34%，比

上年提高 0.15 个百分点。

基础研究投入取得新突破，占比延

续上升势头。分研发活动类型看，2022
年我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

经费分别为 2023.5 亿元、3482.5 亿元和

25276.9 亿 元 ，分 别 比 上 年 增 长 11.4% 、

10.7%和 9.9%。其中，基础研究经费增

速比研发经费快 1.3 个百分点，继续保持

较快增长；总量首次突破 2000 亿元，规

模位列世界第二位；占研发经费比重达

到 6.57%，延续上升势头。高等学校和

政府属研究机构对基础研究经费增长的

贡献分别达到 44.8%和 38.3%，是我国开

展基础研究活动的主力军。

财政科技支出稳步增长，有力保障了

资金需求。根据全国财政决算数据，2022
年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为 11128.4 亿

元，比上年增加 361.7亿元，增长 3.4%。其

中，中 央 和 地 方 财 政 科 技 支 出 分 别 为

3803.4 亿元和 7325 亿元，占全国财政科

技支出的比重分别为 34.2%和 65.8%。

创新支持政策更加多元。 2022 年

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和高新

技术企业减免税政策优惠的规上企业

分别比上年增长 16.3%和 11.7%。企业

家 问 卷 调 查 显 示 ，2022 年 规 上 企 业 对

研 发 费 用 加 计 扣 除 税 收 优 惠 政 策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所 得 税 优 惠 政 策 、企 业 研

发 活 动 专 用 仪 器 设 备 加 速 折 旧 政 策 、

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收入免征增值税和

减 免 所 得 税 优 惠 政 策 、金 融 支 持 相 关

政 策 等 5 项 创 新 资 金 支 持 政 策 的 平 均

认可度达到 83.4%。

张启龙表示，下阶段，一方面要进一

步完善研发经费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大

财政经费支持力度，拓展研发支出税费

减免等其他方面政策成效，完善直接融

资、引导基金等金融支持体系，鼓励地方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另一方面，要聚焦

对关键技术和重点领域的精准支持，持

续加大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投入，着力

提高资金利用效能。

《202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发布

去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突破3万亿元
基础研究经费总量首超2000亿元，规模居世界第二

本报济南 9 月 18 日电 （记者侯

琳良）第十九届中国（梁山）专用汽车

展览会近日在山东济宁梁山县开幕。

本届展会会期 3 天，由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山东省汽车行业协会主办，汉阳

专用汽车研究所、山东省物流与交通

运输协会等协办。 50 余家专用车企

业、10 余家国际品牌企业、400 余家零

部件企业与会。

本届展会设置了专用汽车展览会

开幕式、新产品发布会、投资环境说明

会暨项目签约仪式等活动。展会吸引

了专用汽车行业全产业链参与，涵盖

主机厂、专用汽车以及零部件企业，展

品涉及车桥、轮毂、轮胎、油缸、机器人

焊接、新材料等领域。

第十九届中国（梁山）专用汽车展览会开幕

本版责编：林 琳 吕钟正 韩春瑶

本报拉萨 9月 18日电 （记者袁泉）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财政部门获悉：今年

1—8 月 ，西 藏 全 区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153.3 亿元，同比增长 30.3%。其中税收

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 50.5%，占比提升

到 67.6%，比去年同期提升 9 个百分点，

是全区经济企稳回升、稳中向好的直接

体现。

今年以来，西藏把发展经济的着力

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优化一产、壮大

二产、提升三产，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

展文化旅游、清洁能源、高新数字、通用

航空、绿色工业等重点产业，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坚持从配套能力、要素保障、市

场空间等方面着手，为企业提供良好的

投资软硬件环境，加快构建体现西藏特

色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

财政收入指标是经济发展的重要

体现和风向标。西藏各级财政部门狠

抓财政收入管理，着力挖掘增收潜力，

全面落实各项退税减税降费政策，持续

实施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减免政

策，顶格执行小微企业“五税两费”减免

政策；加大中小微企业融资扶持力度，

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

帮 助 经 营 主 体 减 负 纾 困 ；大 力 引 导 汽

车、家电等大宗商品消费，延续和优化

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全区

财政收入实现了量的明显增长和质的

有效提升。

西藏各级财政部门加强财政资源统

筹，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优化

支出结构，增强重大战略任务和重点民

生保障，持续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

环节和关键领域投入，保持必要支出强

度，强化财政预算管理，加快预算执行，

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回升向好。1—8 月，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50.6 亿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 17.2%。其中与民生相关

的教育、农林水、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

卫生、文化、节能环保等重点支出增幅高

于全区平均水平。

今年以来，西藏各级财政部门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

展 格 局 ，着 力 助 推 高 原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

事”，安排资金 504 亿元，加快基础设施

建 设 ；安 排 资 金 136 亿 元 ，深 入 实 施 乡

村振兴战略，大力支持高标准农田等农

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整合设立自治区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特色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安排资

金 165 亿 元 ，加 快 推 进 美 丽 西 藏 建 设 ，

建 立 健 全 生 态 补 偿 制 度 、生 态 补 偿 体

系 ，加 大 重 点 生 态 功 能 区 转 移 支 付 力

度；安排边境地区转移支付 69 亿元，支

持补齐边境地区公共服务设施短板，改

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前8月西藏财政收支实现双增长
助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北京 9 月 18 日电 （记者杜

海涛）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

布：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

开始陆续上市。截至目前，主产区收

购夏粮超 6300 万吨。

今年夏粮上市以来，市场购销活

跃，面粉加工、饲料、储备等企业抢抓

粮源，满足生产经营需要；贸易企业积

极采购，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农民择

机择价售粮，小麦市场购销两旺。国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度显示，主产

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小麦超过

5700 万吨，早籼稻超过 600 万吨，收购

量较去年均有所增加。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随着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

地也做好了秋粮收购的准备。秋粮产

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 3/4，是全年粮

食收购的大头。目前，中晚稻已零星

上市。

主产区收购夏粮超6300万吨
秋粮开始陆续上市

本报北京 9 月 18 日电 （记者林

丽鹂）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会

同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信用监管

机构研究京津冀信用监管联动举措，

探索信用监管区域协同机制，明确推

动京津冀信用监管一体化、推动信用

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本路径。

《“十四五”市场监管现代化规划》

明确提出，推行重点区域市场监管一

体化。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

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信用监管机

构，加快推动企业信息公示、信用信息

共享、信用约束、失信惩戒、信用修复、

信用激励、“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企

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等信用监管各项

工作。

市场监管总局推动京津冀信用监管一体化
探索信用监管区域协同机制

本报长沙 9 月 18 日电 （记者颜

珂、王云娜）第二届湖南旅游发展大

会近日在湖南省郴州市举行。本届

大会设置了文旅项目观摩、开幕式晚

会及推介会、旅游产业发展推进会议

等活动，以及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绿

色发展（国际）论坛、2023 湖南文化旅

游产业博览会、第二届湖南非遗博览

会、2023 中国美食旅游报告发布会、

2023 湖南文旅产业投融资大会等配

套活动。

据介绍，第二届湖南非遗博览会

分为沉浸式情景非遗展演和非遗集

市两大板块，将展区和街区相融合，

采用沉浸式展演形式，吸引游客参与

互动。

第二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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