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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科学技术国际地位与影响报告2010》浓缩汇总了2009年度分散于国际上主要科技指标工具
书、科技管理数据库、各类型统计年鉴，以及各国政府科技黄皮书中有关描述、评价中国科学技术发
展状况、趋势的指标数据，并使之有序化和系统化。
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科学技术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科学技术人员的国际化发展、中国科学技术产出的
国际地位、中国科学技术创新研发能力的国际比较、中国科学技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中
国信息与通信产业发展的国际水平、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态势，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国
际影响等。
　　通过《中国科学技术国际地位与影响报告2010》，可以方便、快捷地横向比较和纵向浏览国际上
重要的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指标数据，全面了解中国科学技术在国际环境中的发展概貌和突出优
势，分析对比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显著差距和发展瓶颈，寻找发现我国科学技术发展重点跨越的突破
口和重要机遇。
本报告的出版将为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科技管理人员、各级政府领导提供基于科技指标分析的中国
科技发展基础数据，成为了解中国科技发展现状与趋势、制定科学技术政策与规划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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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科学技术的国际竞争力一、《世界竞争力年鉴2009》述评1.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关于世
界竞争力评价的研究2.《世界竞争力年鉴2009》及其指标体系3.IMD的《竞争力路线图20092050》4.世
界竞争力年鉴近5年总体排序情况5.中国在世界竞争力年鉴评价体系中的地位6.中国科学技术的国际竞
争力评价7.中国与相关国家评价指标的比较二、《全球竞争力报告20092010》简析1.世界经济论坛及其
影响2.全球竞争力报告及其指标体系3.《全球竞争力报告20092010》总体述评4.中国在全球竞争力评价
中的地位5.中国与相关国家评价指标的比较第二章 中国科技人才的国际化比较一、人才的定义二
、R&amp;D人员指标1.《主要科学技术指标》：R&amp;D人员全时当量2.《主要科学技术指标》：每
千名员工中R&amp;D人员全时当量3.《主要科学技术指标》：企业R&amp;D人员全时当量及其占全
国R&amp;D人员全时当量的比重三、教育/高等教育与培训指标1.《人类发展报告》：教育指数2.《全
球竞争力报告2009-2010》：高等教育与培训指标体系3.《世界竞争力年鉴2009》：高等教育表现指标4.
对中国大陆在教育/高等教育与培训指标表现的分析四、高学历毕业生指标1.新增大学毕业生2.新增博
士生3.中国高学历人才培养取得丰硕成果五、中国科技人才的国际流动1.美国科学基金会(NSF)：在美
国就读的外国学生2.《记分牌2009》：外国学者在美国的分布六、中国科学家与全球同行合著论文的
情况第三章 中国科学技术产出的国际地位一、专利数量评价及国际比较1.专利产出2.发明专利的国际
比较3.专利密度指数4.国际专利数量评价二、国际科技论文评价与国际比较1.国际科技论文生产力2.科
技论文被引用情况第四章 中国科学技术创新研发能力的国际比较一、研发支出的国际比较二、研发构
成的国际比较三、研发强度的国际比较四、研发人员的国际比较五、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发情
况1.中国大学研发支出和重点2.中国研究机构的研发情况六、基于三螺旋模型的中国创新能力研究七、
创新评价指数1.创新评价指数比较分析2.各类创新指数评价结果及中国的地位第五章 中国科学技术促
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一、科学技术提高工业产出1.科学技术促进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提高2.科技
研发投入不断增强，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强3.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二、科学技术促
进农业发展1.依靠科技创新确保粮食安全2.科学育种3.农业科技增强农村资源环境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开
发利用能力4.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5.中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在国际上的地位三、科学技术对
交通运输业发展的促进1.“十一五”期间交通科技发展成就2.科技进步使交通运输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四
、科学技术促进能源效率及能源产量的提高1.利用科学技术大力发展能源资源开发2.中国能耗、能源生
产率等的国际比较3.科学技术支撑低碳经济的发展4.可再生能源容量的国际比较五、科学技术促进人口
健康水平的提高1.中国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2.医药研发与创新水平的国际比较3.各国政府对生命科学与
生物技术政策及投入的比较第六章 中国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的国际水平一、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的测
度与评价二、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指数(IDI)1.IDI指数的发展变化2.IDI指数的指标体系3.IDI指数的评价
结果4.中国IDI指数各个评价指标得分及其国际比较三、全球信息技术报告2008-2001.网络准备指数及其
指标体系2.2008-2009年网络准备指数评价结果3.中国网络准备指数排名情况四、全球IT行业竞争力基准
评估200第七章 中国制造业与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化态势一、制造业产出规模1.发达国家仍占据全球制造
业的主导地位2.中国是世界制造业中正崛起的新星二、高技术产出发展概况1.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现
状2.分行业高技术产业发展概况3.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在国际的地位4.高技术产业分行业国际比较
三、高技术产品进出口状况分析1.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概况2.高技术产品进出口的横向国际比较3.分
领域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四、高技术产业研发强度1.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强度2.高技术产业研发强度的国
际比较第八章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国际影响一、各国政府对中国科技实力的评价1.美国《科学与工程
指标》有关中国科技发展的分析2.欧盟《欧洲竞争力报告》关于中国科技发展的评估3.日本政府关于中
国科技发展的分析4.韩国先进化财团的《G20综合国力评估》报告二、国外智库对中国科技实力的评
价1.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大西洋世纪》报告2.德国弗朗霍夫协会：《文献数据研究：对中国
当前研究体系的评价》3.汤姆森·路透：《全球研究报告：中国篇》4.美国竞争力委员会与著名咨询公
司德勤：《2010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三、世界著名传播媒体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评价1.中国
科技成就斐然2.中国科技发展依然存在很多障碍3.对中国科技的其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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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金砖四国”竞争力提升的挑战世界市场的竞争，既是对一个经济体竞争力的
考验，也是进一步增加其经济表现的机会，所以理解国际市场快速变化的趋势是非常关键的。
在这种情况下，迅速改变其竞争力地位的所谓“金砖四国”脱颖而出。
全球经济危机直接导致“金砖四国”对外贸易的紧缩，而更令人担忧的是，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倾向
更支持区域的工业发展，如“购买中国产品”的倡议等。
预计“金砖四国”赶超的进程仍将持续下去，这为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欧盟国家创造新的机会和挑
战。
尽管被标以统一的名称，但“金砖四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是非常不同的。
“金砖四国”共同的特点是人口众多，经济快速增长，导致市场不断扩大。
然而，“金砖四国”中的每个国家都有其各自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例如，巴西是面向国内服务的经
济；俄罗斯的经济很大程度依赖于能源出口；印度的经济本质上是以由出口支持的服务为主导；而中
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是制造业出口和投资。
关于能源，可能上升为竞争需求的来自中国和印度，特别是石油，以及天然气。
但另一方面，俄罗斯和巴西是能源的供应商。
（2）中国已经显示出技术升级的明显迹象报告指出，自2000年以来，世界3个超强经济体——欧盟、
美国和日本，已经将其全球市场的份额损失于“金砖四国”，特别是中国。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2大产品出口国。
尽管欧盟成功地保持了相对比较高的市场份额，但它与印度以外的所有“金砖四国”的贸易都呈现逆
差。
欧盟以技术驱动的行业越来越多地从中国进[1产品。
2007年，这些行业从中国的进口份额，已经高于在欧盟内部国家的进口。
同时，在2000年至2007年期间，高技能行业所占的份额迅速提升，这表明中国的技术已开始逐步升级
。
此外，中国（以及印度，甚至俄罗斯）已在高技能行业的价格竞争中取得成功，并在欧盟市场获得份
额。
从长远的角度看，关于“产业升级”的争夺，引发了对于欧盟保持其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竞争优势的
最严重的挑战。
几个因素促成中国强劲的出口表现。
其中之一是，来自欧盟、美国和日本的贸易和投资，为中国提供了必要的资本货物、技术，以及多样
化专门知识，促进了中国国内产业升级，提高了其出口能力。
中国贸易另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它越来越多地参与进全球的供应链当中。
此外，外国投资企业完成了中国出口份额的一半以上。
事实上，很多证据表明，中国的双边贸易表现出平衡或者相对占有优势，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华外国
公司对外出口的竞争力。
（3）欧盟面临挑战，加强与“金砖四国”的经济联系报告认为，进一步推进与“金砖四国”的经济
贸易关系，无论是从进入到一个大的和快速增长的市场，还是从获得更好的全球劳动力储备来说，都
为欧盟提供了巨大的商业机会。
但是，欧盟对于“金砖四国”每一个国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不相同。
概括地说，对欧盟政策的最大挑战涉及：与中国的制造业、印度的服务业、巴西的农业（包括生物燃
料），以及与俄罗斯的能源（特别是天然气）之间的关系。
然而，在与印度、巴西，甚至俄罗斯的关系中，制造业也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同时，在与中国的关系中，服务外包业也将显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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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科学技术国际地位与影响报告(2010年)》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编，是继2008版报告之后
编辑出版的系列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国际地位与影响报告(2010)》参照现代国际科技指标评价报告的体例格式、内容范围
、指标选择、数据采集，以及研究策略等，结合中国的实际背景和具体情况，针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
与国际相关领域存在的主要差距，选择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进行重点分
析研究。
本报告浓缩汇总2009年度分散于国际上主要科技指标工具书、科技管理数据库、各类型统计年鉴，以
及各国政府科技黄皮书中有关描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变化趋势的指标数据，并使之有序化和系
统化。
在全面反映我国科学技术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水平、地位和影响的基础上，进行客观准确的国际横向
比较，定量化的动态趋势分析，正确的优先领域及关键技术判断，以及科学的宏观发展战略选择等。
主要方法是基于科技指标的统计分析，利用图、表的直观显示，以及数学模型的定量化分析推导，得
出有关我国科技发展变化趋势的结论，深入探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潜在规律，定量化预测我国科学
技术发展的总体方向，并提出解决相关问题的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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