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芽《中国研发指数 CIRD 2022 年度回顾》 

1 

 

 

 

中国研发指数 

CIRD 
 

2022 年度中国研发创新活跃度观察 

 

 

 

 

 

 

 

 

 

 

智慧芽创新研究中心 



智慧芽《中国研发指数 CIRD 2022 年度回顾》 

2 

 

 

 

 

目录 

 

一、 关键指标 .................................................... 3 

二、 表现解读 .................................................... 6 

三、 区域分析 .................................................... 7 

四、 行业聚焦 ................................................... 11 

关于智慧芽中国研发指数 CIRD ........................................ 14 

关于智慧芽 ........................................................ 16 

关于智慧芽创新研究中心 ............................................ 16 

版权声明 .......................................................... 17 

免责声明 .......................................................... 17 

 

 

 

  



智慧芽《中国研发指数 CIRD 2022 年度回顾》 

3 

 

一、 关键指标 

2022 年，中国科技研发活动在经济波动中保持稳健增长，全年中国研发指数 CIRD 累计录

得 113.5，也即，全年各项研发活动综合来看增速达到 13.5%。 

在科技研发活动的各个维度上，过去一年中企业相较政府更积极推动了更多研发投入，以专

利为核心的技术成果则增速平稳。 

在研发投入端，来自政府的投入有所收紧，而企业则表现出加速研发、推动创新的行动。在

政府层面，全国各级财政在“科学技术”一项上的支出首次达到 1 万亿元，年度增速为

3.6%，低于年初财政预算的 7.2%增速，同时也低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整体增速，在全年

的疫情变化冲击中，财政重心有一定调整。而企业层面，从上市公司的前三季度研发支出数

据来看，同比增速达到 18.4%之高，增速达到过去十年来最高水平，相较于同期营收增速也

高出 6 个百分点。 

在研发产出层面，来自企业、科研机构等各类国内科技创新主体的技术产出保持良好增长。

全年国内主体申请的发明专利量达到 170.36 万件，相较去年增长 10.9%，而得到授权的发

明专利量则在 78.87 万件，年度增速达到 16.6%，发明专利的申请和授权增速相比往年有所

回落，但在疫情波动中仍表现出较好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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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研发活跃程度显著高于整体社会经济增长。2022 年全年研发指数相较于 GDP 指

数高出 10.5 个基点，在经济较低速增长的特殊阶段，研发活动走势保持了更快增长态势。

同时，研发活动也更早摆脱疫情影响，从 2020年接近 GDP增速的个位数增长后，保持了高

于 GDP 增速 10 个基点的稳健增长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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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走势来看，研发活动在年内有一定波动，但经历疫情后正回归更稳定的增长。回顾

2022年内研发指数数据，上半年低开高走，在6月和第四季度有两次回落；对比往年数据，

2022 年，中国研发活动经历两年波动后基本回归稳定，增长与活跃程度与 2019 年相当，相

较于 2017-2018 年 20%+的增速略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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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表现解读 

从研发活动各个关键板块的历史增速看 2022 年表现，企业端研发投入是研发活动中最为活

跃的板块，技术成果的持续产出恢复平稳。 

政府财政投入相较往年有所收紧，是各项研发活动中较为紧缩的环节。过去十年间，各级政

府财政在科学技术领域的财政支出平均增速在 10%左右，在 2020 年疫情冲击下首次出现负

增长，而 2022 年的实际增速低于年初规划增速 7.2%，处于十年间较低水平，但仍然保持正

增长。 

企业研发支出的增长达到十年来最高水平，企业对科技创新的追逐与日俱增。过去十年间，

中国上市企业对科技创新的投入保持在 10-15%左右的增长，2022 年增速达到 18.4%，较

2021 年高出 0.9 个百分点，也是十年来最高水平。 

发明专利的申请和授权均呈现中速增长，科技创新成果产出稳健。过去十年间，发明专利活

动增速有较大波动，在 2020年首轮新冠疫情期间出现历史首次负增长，而 2022年发明专利

的申请和授权增速在 10.9%和 16.6%，经历疫情波动后，保持较为稳健的两位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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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区域分析 

从各 31 个省区市的表现来看，按发明专利的申请和授权量拟合的研发规模排序，研发活动

的头部省区市在 2022 年呈现 110-120 左右的研发指数，区域内研发活动的年度增长在 10-

20%左右，大多数较全国增长更快。年度技术成果产出规模（按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综合来

看）排名前三的省市分别是广东、江苏和北京，其中广东省 2022 年共形成 26.9 万件发明专

利申请和 11.9 万件发明专利授权，其研发指数也达到 117.0，增速达到 17%；江苏省 2022

年共形成 21.2 万件发明专利申请和 8.8 万件发明专利授权，其研发指数在 118.8；北京市

2022 年共形成 19.2 万件发明专利申请和 8.9 万件发明专利授权，其研发指数在 120.9，研

发活跃度较去年增长超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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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规划中引领中国科技突破、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北京、上海和

粤港澳大湾区的研发活动在 2022 年经历波折，但正逐步恢复元气、回升到引领全国增长的

活跃水平。 

其中，北京的 2022 年度研发指数达到 120.9，一方面，北京的企业端研发投入从上市企业

样本看增长达到 19.1%之高，另一方面，北京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全年增长 33.2%，拉动整体

研发活动积极向好；粤港澳大湾区研发指数达到 117.0，一方面来自当地企业在研发投入上

增长 21.2%，另一方面，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速达到 18.3%，持续的创新成果也将推动大湾区

进一步转化科技创新；上海的 2022年度研发指数为 111.2，研发活动在疫情波动剧烈的背景

下最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并在 9 个月的相对缓慢阶段后至 10 月实现对全国研发活动增速

的反超，其中，来自财政对科学技术的投入按年初财政预算来看将达到 9%的增长，而发明

专利的申请和授权也分别达到 12.3%和 13.3%的年度增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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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业聚焦 

我们关注的七大焦点科技领域，通信、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新

能源汽车，在 2022年的研发活动活跃度均超过全行业整体表现，持续引领中国科技创新。 

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全年研发活动增长高达34.8%，部分月份增速甚至高达50%以上，

伴随新能源汽车行业销量提前三年完成国家级《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

的 2025 年渗透率目标，新能源汽车相关研发活动格外蓬勃；新能源领域研发活动整体增速

也达到 31.7%，超出全行业均值近 20 个百分点，在全球能源加速转型时期，中国也持续保

持研发热潮；人工智能领域研发活动增速 29.7%，伴随 chatGPT 等 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产品引爆全球社交媒体，中国的相关研发资金在更快速涌入，技术成果也加速更迭；半

导体领域增速为 28.7%，在全球大国纷纷制定国家级半导体规划和补贴时，中国半导体产业

领域力图突破“卡脖子”技术，保持强劲增长；新材料领域全年研发活动增长 23.0%，较全

行业增速超出 10 个百分点左右；生物医药研发活动增速在 18.0%，在集采控费和资本寒冬

的交互中，中国药企研发在波动中前行；通信领域研发活动为 17.1%，在全年的月度指数中，

有少数月份增长低于全行业平均水平，但全年整体表现仍高出全行业 5 个百分点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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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智慧芽中国研发指数 CIRD 

 

中国研发指数 CIRD 是一个多维度衡量中国科技研发活动活跃程度的宏观指数。智慧芽基于

自身研发数据沉淀和人工智能能力推出“中国研发指数 CIRD”（China Index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研究产品，反映中国的研发创新活动在全社会、焦点科技领域和重点科

技区域中的活跃程度，从而传递中国研发风向，捕捉中国创新脉搏，致力于成为中国研发活

跃度的风向标。 

中国研发指数 CIRD采用月度同比方法，以 100为基数反映研发活动的增长情况，可与各类

宏观社会经济指标拉通对比。中国研发指数 CIRD 通过月度同比的方式形成标准化指数，反

映每个周期内研发活动的增长情况和活跃程度，作为一种景气指数，可与经济发展指数、生

产指数等宏观指数以及一系列社会经济指标的增速进行拉通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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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研发指数 CIRD 构建了一整套方法论和指标体系，并全面整合研发相关数据，力图实现

对“研发活动”进程的完整刻画。视角上，采用“研发投入+研发产出”的主流研究视角，

选取政府科技投入、企业研发投入、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科研论文五个指标维度，运用

智慧芽的多维研发数据，对“研发活动”进行完整刻画。内涵上，同时涵盖各个子维度的

“子指数”、焦点科技领域的“产业分项指数”、重点科技区域“区域分项指数”。 

具体指标计算方法请参照中国研发指数 CIRD 的首发报告即《中国研发指数 CIRD 2022 年 7

月月报》。 

 

 

从 2022 年 7 月起，智慧芽创新研究中心以月度为单位更新和发布研发指数的全国及分区域、

分行业数据，持续推出“中国研发指数 CIRD 月报”，并在全年回顾和总结基础上发布年度

报告，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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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智慧芽 

智慧芽是一家科技创新信息服务商，致力于为全球创新企业和创新生态人群提供服务，提供创新数据以洞察信息，提供创新工具促进敏捷

协作，以开放合作构建创新生态，实现“连接创新，突破边界”的使命和价值。

以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 ）等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加工厂 的卓越能力为基础，智慧芽构建起丰富的产品和解

决方案矩阵——面向知识产权人群提供包括专利数据库、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在内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面向研发人群提供研发情报库和竞

争情报库，面向生物医药行业提供新药情报库、生物序列数据库、化学结构数据库等，面向金融机构提供企业科创力评估、产业技术链、

专利价值评估等。此外，智慧芽还打造了智慧芽学社、咨询、创新研究中心等，为广泛的科技创新人群提供无限价值。

截至目前，智慧芽已经服务全球 多个国家超 家客户，涵盖了高校和科研院所、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通信电

子、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等 多个高科技行业。国内客户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科院、中国石化、海尔、美的、小米、宁德时代、

小鹏汽车、大疆、药明康德、商汤科技、华大等；国际客户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陶氏化学、戴森、 等。

关于智慧芽创新研究中心 

智慧芽创新研究中心是智慧芽旗下的研究机构，基于智慧芽的专利、科创、投融资等强大的科技创新全生命周期数据资源，并利用科创力

坐标和研发指数等独家模型产品，围绕科技创新及各个垂直科技领域开展独立研究，形成报告、简报、榜单等多元化研究成果，致力于以

独特视角传递对中国和世界科技创新的持续洞察，连接创新，赋能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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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版权为智慧芽所有，并受法律保护。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以转载、摘编或其他方式使用本报告内容的，必须注明“来源：智慧芽”字样，否则不得进行商业性的原版原式转载，也不得歪曲和

篡改本报告所发布的内容。违反上述声明者，我们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本报告版权归智慧芽所有，报告观点产出及调研数据分析基于撰写者通过调研获取客观数据的理解，本文不受任何第三方授意或影响。 报告参考信息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论文文献、智慧芽全球数据

库及智慧芽 生物医药免费数据库，智慧芽对此类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作尽可能的追求但不作任何保证。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判断仅反映智慧芽于发布报告当日之前的判断。在不同时期，智慧芽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智慧芽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状

态。同时，智慧芽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读者可自行关注相应更新或修改。本报告未经智慧芽事先书面同意，禁止对内容进行再版或重新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