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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研发活跃度表现如何？ 

2023 年，中国科技研发活动仍然保持平稳增长，全年研发指数录得 109.9，也即 2023 全年

的研发创新活动相比上年增速在 9.9%左右。 

相比 2022 年，研发指数下降 3.6 个基点，对比过去五年，2023 年的研发指数表现略好于

2020 年疫情年，但整体处于较低位。但相比于同年 5.2%的全国 GDP 增速而言，研发活动

仍然保持相对活跃态势，基本接近两位数增长，仍然体现研发活动在整体经济活动中持续发

挥的引领作用。 

 

 

 

政府端研发投入明显提升。 

2023 年全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政支持中的科学技术项达到 1.08 万亿元，同比增速达到

7.9%，是疫情以来的增速最高点，也超出当年财政支出整体增速。 

展望 2024 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均在产业链加速重构背景下加强自主科技创新，通过强化财

政投入来支持和提升研发，中国在“科技创新强国”的长线发展目标和“全力支持打好关键

核心技术攻坚战”的年度财政部署下，预计政府财政对科学技术和研发创新仍然保持较为积

极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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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端研发投入相对谨慎。 

上市公司的 2023 年前三季度研发投入同比增长 9.4%，虽然略高于政府端财政投入增速，但

比其 2022 年的 18.4%高增速下降近半，放眼过去十年也是相对较低的增长水平。 

在智慧芽于 2023 年 4 月调研并发布的《2023 全球企业知识产权创新调研报告》中，600 多

家中国科技企业样本也呈现了类似的增长态势，近七成受访企业表示当年研发投入增速将在

0-5%和 5-10%的区间，超过 20%增速的样本仅占一成，这是企业研发投入自多年高速增长

以来的明显收紧态势。但寰球不同凉热，汽车行业受访企业是最乐观的类别，预计20%以上

高速增长的企业占比高达 28%。 

预计 2024 年，企业在经营压力下仍将收紧研发创新，凝心聚力保障核心技术投入，研发投

入增速整体保持较低的水平，并在不同行业持续出现较大差异。 

研发成果产出维持平稳。 

2023 年，中国各类技术创新主体的发明专利申请量为 184 万件，增速在 5.8%，发明专利授

权量则为 93万件，增速达到 15.5%，这两个维度的增速相较 2022年均略有放缓。这也意味

着，伴随近年来政策聚焦专利质量提升而弱化专利数量积累，专利申请逐渐告别 30-40%超

高速增长的时代，走向稳步提升。 

对比包含发明、实用新型、外观三大类的专利大盘来看，2023 年的所有专利申请从上一年

的 534 万下降至 467 万，增速为-12.6%，可见其中实用新型和外观专利显著收缩，发明专

利是唯一平稳正增长的专利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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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哪些技术领域正在加速发展？ 

在中国整体研发活动相对企稳的 2023 年，新兴技术的研发仍在不断加码，新能源汽车、新

能源和生物医药保持两位数增长。 

在我们长期监测的前沿技术领域中，大多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均超过全行业增速。其

中，新能源汽车、新能源产业和生物医药产业在发明专利申请上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尤其

是新能源汽车，2023 年共提交 5.19 万件发明专利申请，增速达到 21.9%之高，引领各个主

要技术领域。此外，人工智能和通信领域也保持 9%左右的增速。仅新材料和半导体呈现不

足 5%的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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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看到中国也正在很多前瞻性技术主题上着力突破。 

2023 年，智慧芽基于专利数据发现了在过去一年间全球层面正快速突破的 10 大技术领域，

包括 6G、CCUS、多模态大模型、可持续航空燃料、类器官芯片、麦克烯、通感一体化、像素

电路、虚拟数字人、无源物联网，其中，中国在多个领域有引领性表现，详情可参见《2023

年度全球十大技术关键词》。 

展望 2024 年，全球主要科技大国都出台各项专项政策，扶持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新领域，

而中国也在 1 月发布《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部署“未来制造、未来信

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的六大方向，突破“百项前沿关键核心技

术”，形成人形机器人、量子计算机、脑机接口等“百项标志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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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个区域研发创新有何变化？ 

从 31个省区市的发明专利申请来看，各地涨跌不一，京沪表现活跃，川闽等地加速赶超。 

在 31 各省区市中，广东、江苏、北京、浙江和山东和上海这六个省市依然是发明专利申请

量最高的技术产出第一梯队，2023年发明专利申请总量达到99.5万件，占全国比重高达2/3

（部分专利没有省市信息，因此此处申请量和占全国比重均为部分样本）。 

在这六个头部研发创新省市中，北京和上海两大直辖市增速达到 8.8%，保持活跃增长，一

改 2022年相对落后于其他省市的表现。而广东、江苏、浙江和山东这 4个省市则仅在 1-3%

上下较低速增长。 

此外，在发明专利申请量较多的省市中，四川和福建表现亮眼，增速分别达到 16.3%和

18.9%。重庆、河北、江西等地也均达到两位数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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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集到从三大城市群来看，京津冀在 2023年的研发创新活跃度更为突出。 

在规模体量上，长三角 2023 年的发明专利申请体量最大，达到 25.2 万件，接近大湾区和京

津冀的总和。但从增速上来看，京津冀整体活跃程度更高，全年增速接近10%，而长三角和

大湾区则增速相对较缓，均为 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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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谁在引领技术出海？ 

2023 年，中国各个行业均开始加速出海，但从专利看技术海外布局，则整体增长呈现出平

缓态势。 

中国申请人在海外的专利总申请量在 32.1 万件，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5.4%，剔除疫情波动影

响，相比于 2019 年的四年均增速在 6.8%，整体技术出海活动均保持平缓。 

如考虑 PCT 专利作为代表性出海专利，2023 年中国申请人申请的 PCT 专利量为 7.3 万件，

年度增速 1.9%，剔除疫情波动影响，相比于 2019 年的四年均增速则达到 8.7%，表现出在

疫情年份间持续稳健的“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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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面向不同区域的技术出海活跃度差异显著，2023 年，欧洲区域快速提升，超越亚洲和美

国，成为最大的技术目标市场。 

中国技术出海的重点目标市场是欧洲、亚洲和美国，2023 年中国申请人在这三个区域申请

的专利总量为 22.8 万件，占全球（按 32.1 万件海外专利申请去除 PCT 专利计）的 92%。 

其中，在欧洲申请的专利总量达到 8.0 万件，首次全面超过亚洲和美国。从增速看，其

2022-2023 年增长达到 24.2%之高，如剔除疫情波动影响，2019-2023 年年均增速也达到

11.7%之高。而对比来看，向美国申请的专利增长趋缓，1 年和 4 年专利增速分别为 5.9%和

4.9%，而面向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申请甚至趋于停滞，1 年和 4 年专利增速分别为 0.7%和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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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领域的技术出海进程差异显著，新能源汽车一骑绝尘。 

在我们长期监测的前沿技术领域中，海外专利申请的增速差异更为显著，有超过50%，也有

负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出海一骑绝尘，全年海外专利申请 1.03 万件，增速高达

54.9%。新能源领域全年申请海外专利 0.71 万件，同比增长也超过 20%。这两大技术领域

虽然海外专利申请的体量不大，但增长表现均突出。配合新能源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和太阳

能电池这“新三样”产品的出海热潮，“技术走出去”进程也高歌猛进。 

此外，生物医药和新材料的海外专利申请在 1.64 万件和 1.34 万件，也保持近 10%的增长，

保持不错的技术出海势头。通信和半导体领域的海外专利申请虽然数量上达到 3.68 万件和

4.13 万件，但整体增速均在 5%以下。而人工智能领域与其整体发明专利申请量高达 9.1%

的增速不同，面向海外的专利申请甚至达到-12.9%的大幅下降，在全球新一轮大模型技术

演进下，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仍需更多学习和追赶。 

进一步渗透到企业颗粒度，我们还看到有多家公司在技术出海道路上实现了翻倍狂奔，是技

术出海的加速赶超者。如宁德时代，2023年海外申请的专利总数达到 4.6千件，同比增速达

到 167%；荣耀终端海外专利申请总量在 2.1千件，增速达到 117%；比亚迪的海外专利申请

也增长了 104%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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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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年度同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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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