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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政
部联合发布 《2020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
公报》。数据显示，2020 年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经费投入总量突破2.4万亿元，延续
“十三五”以来两位数以上增长态势。《公
报》 显示，去年中国 R&D 经费投入再创新
高，投入强度持续提高，其中企业的拉动作
用进一步增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创新
动能。

R&D经费投入强度提高

R&D经费投入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科
技活动规模与强度的重要指标。《公报》数据
显示，2020 年中国 R&D 经费投入总量达到
24393.1亿元，比上年增长10.2%。

由于 R&D 经费增速比现价 GDP 增速快
7.2 个百分点，R&D 经费投入强度 （与 GDP
之比） 达到 2.40%，比上年提高 0.16 个百分
点，提升幅度创近11年来新高。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R&D经费投入也呈
现稳中有进态势——

总量稳定增长。2020 年，我国 R&D 经
费总量约为美国54%，是日本的2.1倍，稳居
世界第二；2016—2019 年，我国 R&D 经费
年均净增量超过 2000 亿元，约为 G7 国家年
均增量总和的60%，成为拉动全球R&D经费
增长的主要力量。

增速全球领跑。2016—2019 年，我国
R&D 经费年均增长 11.8%，增速远高于美国

（7.3%）、日本 （0.7%） 等科技强国。
强度追赶加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

我国 R&D 投入强度水平已从 2016 年的世界
第16位提升到第12位，接近OECD （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 国家的平均水平。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
长刘向东对本报记者表示，近年来，我国研
发费用投入不断加大，创新被摆在现代化建
设全局的核心位置。从过去“引进、消化、
吸收、再创新”到如今越来越重视原创性、
基础性研究，这将有利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
中向中高端迈进，助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企业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全国R&D经费投入创新高，区域之间协
调发展态势也进一步巩固。

从省份看，R&D经费投入超过千亿元的
省 （市） 有 8 个，分别为广东、江苏、北
京、浙江、山东、上海、四川和湖北。

分区域看，中西部地区研发投入增势良
好。2020年，东、中、西部地区R&D经费分别为
16517.3亿元、4662.9亿元和 3212.9亿元，分别
比上年增长 9.2%、12.0%和 12.4%，中西部地区
增速连续4年超过东部地区，追赶态势明显。

在各类活动主体中，企业拉动作用进一
步增强。2020 年，企业 R&D 经费 18673.8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0.4%；占全国 R&D经费的
比重达76.6%，对全国增长的贡献达77.9%。

其 中 ，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R&D 经 费
15271.3亿元，比上年增长9.3%；投入强度为
1.41%，比上年提高0.09个百分点。重点领域
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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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在刘向东看来，当前企业发展面临新的
市场环境，要想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就需
要依靠创新，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企
业要在行业赛道上攻坚克难，有所突破，才
能不被轻易替代。不少企业意识到创新的重
要性，正加入到重视研发投入的队伍中来。

创新支持政策取得实效

鼓励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全社会重研发重科创的氛
围，离不开良好的政策环境。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统计师张启龙介
绍，相关政策支持效果不断显现。2020 年，
规模以上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
金额为2421.9亿元，比上年增长29.4%。规模
以上开展研发活动企业占比为 28.4%，比上
年提高2个百分点。

“相关部门明确将制造业企业研发加计扣
除比例由75%提高到100%，有望带动企业进
一步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高技术能力和产
业链供应链水平。”张启龙说。

根据全国财政决算数据，2020 年国家财
政科学技术支出为10095.0亿元。张启龙表示，
未来，在继续扩大经费投入规模的同时，还需
进一步优化经费投入结构，提高投入质效。

具体包含三个方面：优化政府资金投
放，在保增长基础上，进一步向经济社会发
展最迫切的重大需求集中、向重点领域关键
行业倾斜，改进经费预算管理和拨付方式，
发挥好“指挥棒”作用；发挥企业主体作
用，鼓励企业进一步加大对原始创新和自主
攻关的投入，通过组建创新联合体等方式强
化产学研合作，提升“主力军”战力；健全
全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完善社会捐赠、风
险投资、金融科技产品等资金来源渠道，大
力发展新型研发机构，营造“多元化”生态。

总量世界第二 增速全球领跑

全国科技经费投入再创新高
本报记者 李 婕

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8.4%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8.4%

本报北京9月23日电（记者孔
德晨） 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
动启动仪式日前在京举办。

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是全国质
量月活动的重要内容，今年的主题
是“加快检验检测发展 促进产业优
化升级”。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将在9
月份集中组织检验检测机构向社会
开放，通过各种形式走进企业、学

校、社区，开展便民检测、科普讲
座、专家问诊、中小企业帮扶等活
动，积极宣传检验检测在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全国质量月期间，市场监管总
局还将组织开展“检验检测机构诚
信 守 法 倡 议 ” 活 动 ， 目 前 已 有
13600 余家检验检测机构自愿签署
了承诺书。

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启动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启动

9 月 23 日，第七
届中国 （山西） 特色
农产品交易博览会在
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
开幕。本届农交会以

“品牌引领拓市场、
绿色转型蹚新路”为
主题，共设农业高新
技术展区、黄河流域
特色农产品展销区、
电商直播展销区等12
个展区，展示展销总
面积 3 万多平方米，
参 展 企 业 超 过 1500
家。图为参观者在博
览会上品尝小米深加
工产品。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摄

本报北京9月
23 日电 （记者邱
海峰） 记 者 日 前
从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举行的 9月份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
今年以来，国家发
改委加快推进电价改革，近期出
台的一系列电价改革措施将有效
拉动抽水蓄能、风电光伏、新型
储能建设和电解铝行业节能技改
等领域的投资，今后几年预计可
带动上下游产业新增社会投资数
万亿元。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一
级巡视员彭绍宗介绍，围绕电价改
革，国家发改委近期出台了4大重
点改革措施，得到各方面高度关
注、积极评价。

一是创新抽水蓄能价格机制。
明确以竞争性方式形成抽水蓄能电
量电价，将容量电费纳入输配电价

回收，同时强化与电力市场建设发
展的衔接，释放出清晰强烈的价格
信号，给投资者吃下“定心丸”，
为抽水蓄能加快发展注入了强劲动
力。新的抽水蓄能价格政策将引导

“十四五”时期抽水蓄能新开工建
设规模可能超过1亿千瓦，考虑上
下游产业，将带动新增社会投资规
模超过1万亿元。

二是出台新能源平价上网政
策。明确从今年开始新建风电、光
伏发电进入平价上网阶段，今年执
行燃煤发电基准价，能保障新建项
目实现较好收益，将有力推动新能
源产业加快发展。

三是优化峰谷分时电价机制。
对电力系统峰谷差超过 40%的地
方，明确峰段电价、谷段电价之比
原则上不低于 4∶1，还要求各地
建立尖峰电价机制，在高峰电价基
础上对尖峰电价进一步加价 20%。
这能充分发挥电价信号作用，引导
电力用户削峰填谷，促进新能源消
纳，推进储能在更大空间上发展，
将对保障用电高峰电力稳定供应、
提升电力系统整体利用效率发挥重
要作用。

四是实施更严格的电解铝行业
阶梯电价制度。2025 年前，对电
解铝行业，分三步提高能效水平要

求，对达不到要求
企业的用电实行累
进加价，向电解铝
这个年耗电量超过
5000 亿 度 的 高 耗
能行业发出明确警
示信号，持续倒逼

企业节能增效、降低碳排放。
“上述电价改革措施，对立足

当前、着眼长远，加快构建以新能
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具有重要
意义。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持续
深化电价改革。”彭绍宗说，“近
期，新的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
格定价办法已完成公开征求意见程
序，即将出台。我们还正在加快研
究健全绿色电价体系、完善核电价
格形成机制、深化目录销售电价改
革等措施，将抓紧完善政策并推动
落实，进一步发挥电价信号和杠杆
作用，优化电力资源配置，服务绿
色低碳转型发展。”

电价改革措施将有效拉动投资
预计可带动上下游产业新增社会投资数万亿元

本报北京9月23日电（记者汪
文正） 财政部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
年前8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0088 亿元，同比增长 18.4%，财政
收入呈现恢复性增长。

数据显示，前 8 个月，中央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70467亿元，同比增长
18.9%；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79621亿元，同比增长 17.9%。全国税
收 收 入 12962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9.8%；非税收入 20461亿元，同比增
长10.4%。

本报北京9月 23日电 （记者王
俊岭） 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正式发布

《 中 国 银 行 卡 产 业 发 展 蓝 皮 书
（2021）》，从银行卡产业发展、规范
运营、产品与服务、数字化转型、风
险管控、责任与贡献等多个方面介绍
了 2020 年我国银行卡产业各项工作

举措和工作成果。
《蓝皮书》 提供的最新数据显

示，截至 2020 年末，全国银行卡发
卡量累计89.8亿张，当年新增发卡量
4.5 亿张，同比增长 5.3%；全国银行
卡交易金额合计 792.8 万亿元，同比
下降 3.6%。截至 2020 年末，全国受

理商户累计 2894.8 万户，同比增长
22.5%；受理机具累计 3833.0 万台，
同比增长24.1%。

《蓝皮书》 显示，随着人工智
能、生物识别、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等
金融科技的探索应用，数字化思维理
念与经营方法正全方位向银行卡产业
融合。总体来看，各商业银行布局金融
科技，提速条码支付互通进程，逐渐打
通市场上各类条码支付的服务壁垒，
提升了我国居民日常消费的便捷性。

全国银行卡发卡量累计89.8亿张

本报电 （潘龙、赵勇） 9 月 23
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农业农村部、
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农
民歌会暨“唱支山歌给党听”大家唱
群众歌咏成果展示活动在安徽滁州激
情唱响。

第八届中国农民歌会采用“1+3”
模式，即由 1场主题演出和 3个系列

活动组成。主会场设在滁州职业技术
学院体育场，分会场设在凤阳小岗
村、全椒县大墅龙山、来安县池杉
湖、南谯区井楠村等4个地点，主会
场以大型文艺演出为主，分会场突出
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庆祝丰收，组织
农民歌手走进乡村、走进田野，展示
新农村和田野文化风采。

主题演出围绕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主
题，以“农民唱、唱农民”的歌曲为
主，汇聚各方歌手 40 多名，致力为
广大观众呈上一台乡风浓郁、特色鲜
明的高水平文化盛宴。

歌会期间，滁州市还同时举办
了招商推介会和项目签约仪式等，
集中签约项目 10 个，计划总投资
195亿元，单体项目总投资均超10亿
元，其中 20 亿元以上 4 个，50 亿元
以上 1 个。

第八届中国农民歌会在滁州唱响

本报北京9月23日电（记者廖
睿灵）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
至 8 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
22.8 亿千瓦，同比增长 9.5%。其
中，风电装机容量约 3 亿千瓦，同
比增长 33.8%；太阳能发电装机容
量约2.8亿千瓦，同比增长24.6%。

1—8月份，全国新增发电装机
容量8196万千瓦，比上年同期多投

产2024万千瓦。全国发电设备累计
平均利用2560小时，比上年同期增
加 112 小时。根据全国新能源消纳
监测预警中心发布的数据，1—8月
份，全国风电利用率为 96.8%，光
伏发电利用率为 98.1%。电力投资
完成情况方面，1—8月份，全国主
要发电企业电源工程完成投资 2704
亿元，同比增长5.8%。

本报北京电（记者邱海峰） 国
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8
月份我国外汇市场运行保持平稳，市
场主体结售汇意愿基本稳定，主要渠
道跨境资金流动合理有序。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
言人王春英介绍，从主要指标表现
看，8月份银行结售汇和非银行部门

涉外收支均延续小幅顺差格局，规模
分别为136亿美元、220亿美元，主要
源于进出口运行在较高水平，货物贸
易保持一定规模的顺差。

“货物贸易和直接投资仍为资金
净流入的主要项目，体现了国内经
济稳步恢复、生产供应链稳定有序
的支撑作用。”王春英说。

8月我国外汇市场运行保持平稳

截至8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22.8亿千瓦

近年来，江西省
高安市工业机器人及
自动化设备领域生产
企业抢抓制造业数字
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新
机遇，积极加大研发
与应用，相继推出了
高端装备、智能家
居、新材料等产业所
需的机器人产品，在
实现自身发展壮大的
同时也助力制造业转
型升级。图为 9月 22
日，高安市华士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
在调试焊接机器人。

周 亮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9月 23日电 （记者
丁怡婷） 23日，我国首个海上油田
群岸电应用项目——渤海海域秦皇
岛—曹妃甸油田群岸电应用示范项
目投产，这也是全球海上油田交流输
电电压最高、规模最大的岸电项目。

按照规划，岸电应用工程分三
期实施，将在河北、山东、辽宁区
域建设 5 个陆地开关站，8 个海上
供电枢纽平台，搭建起总接入规模
达 980 兆瓦、覆盖渤海 7 个油田区
域150余座生产设施的电力网格。

图为秦皇岛—曹妃甸油田群岸
电应用示范项目的电力动力平台在
海上安装。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供图

首个海上油田群岸电应用项目投产首个海上油田群岸电应用项目投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