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砥砺奋进的    

. 28 .

5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积极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牢

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科技创新在全

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积极推进“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 +”行动计划，

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持续加快，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新产品新服务快速发展，新兴产业茁壮成长，新旧

动能加速转换，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展，为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不断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一、科技创新势头强劲，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坚持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大力推进技术创新中心和跨区域创新网络

建设，积极引导创新资源要素合理聚集和流动，不断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科技创新环境不断优化，创

新能力明显增强，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加快转变。

一是科技创新投入不断增加。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市场主体创新发展自觉性明显提

高，我国研发投入快速增长，总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2016 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达

到 15677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52.2%，年均增长 11.1%；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 2.11%，比 2012 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财政科技投入不断加大。2016 年，国家一般公共预算中科学技术支出为 6568 亿元，比 2012 年增

长 47.5%，年均增长 10.2%。企业研发投入资金占比大幅提高。2016 年，我国企业研发资金 1.19 万亿元，比

2012年增长 56.4%，年均增长 11.8%；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的比重达到 76.1%，比 2012年提高 2.1个百分点。

2015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为 10014 亿元，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为 0.90%，比 2012 年提高 0.13

个百分点。2016 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共安排 42 个重点专项，1163 个科技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共安排

224 个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资助 41184 个项目。截至 2016 年底，累计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 488 个，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 131 个，国家工程实验室 194 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1276 家。

3 创业创新蓬勃兴起　
新兴产业茁壮成长



. 29 .

从十八大到十九大

 

二是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层出不穷。在增加科技投入的同时，高端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持续加大，高科技

领军人才、优秀科技创新团队脱颖而出，形成了一大批标志性科技成果。基础研究方面，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铁基高温超导、外尔费米子、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热休克蛋白 90α、CIPS 干细胞等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

破。战略高技术方面，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实现自动交会对接，航天员遨游太空 30天；

大推力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发射升空，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首颗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

实验卫星成功发射；采用自主研发芯片的世界首台 10 亿亿次 / 秒超算系统“神威 • 太湖之光”居世界之冠；

海斗号无人潜水器最大潜深达 10767 米，我国成为第三个研制出万米级无人潜水器的国家。重大装备和战略

产品方面，高速铁路、水电装备、特高压输变电、杂交水稻、对地观测卫星、北斗导航、电动汽车等快速发展，

部分产品和技术开始走向世界。

三是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高。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向系统化纵深化迈进，科技资源统筹协调进一步加强，

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机制逐步完善，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明显增加。2016 年，

我国专利申请受理数达到 346.5 万件，比 2012 年增长 68.9%，其中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达到 133.9 万件，

增长 105.1%，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已连续 6 年位居世界首位；我国授予专利权数达到 175.4 万件，比 2012

年增长 39.8%，其中授予发明专利权达到 40.4 万件，增长 86.2%，发明专利授权数占专利授权数的比重为

23.0%，比 2012 年提高 5.7 个百分点。截至 2016 年末，境内有效发明专利 110 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

量为 8.0 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由 2012 年的第 34 位上升

到 2017 年的 22 位，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中第一位。技术交易市场更加活跃。2016 年，全国技术市场成交金

额为 11407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77.2%。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2015 年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到 55.3%，比 2012 年提高 3.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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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涌动，发展活力日益激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不断深化，知识产权保护明显加强，公平竞争市

场环境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与流动机制逐步健全，有效激发了社会创业创新的积极性，市场主体快速增长，

创业带动就业效应明显，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一是创业创新环境不断优化。近年来，国务院先后取消和下放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超过 600 项，提前两

年超额完成本届政府减少 1/3 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中央层面核准项目累计减少

90%；95% 以上的外商投资项目、98% 以上的境外投资项目改为网上备案管理；工商登记由“先证后照”改

为“先照后证”；前置审批精简 85% 以上。商事制度改革成效突出，企业注册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新设

企业完成全部注册时间从改革前的平均 26 天缩短到 14 天。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2013 年以来中国大陆

营商便利度全球排名提升 18 个位次。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和国家科技成果转化

引导基金先后设立，创业投融资和创业服务支持体系不断完善。各类双创支撑平台大量涌现，众创、众包、

众扶、众筹快速发展，目前全国企业众创空间超过 4200 家、科技企业孵化器超过 3000 家，累计服务创业企

业和团队超过 40 万家、培育挂牌上市企业近 1000 家。

二是创业创新活力持续释放。在政府引导和改革推动下，社会创业创新活力得到有效激发，各类人员积

极性不断高涨，新登记市场主体增长迅猛，发展势头良好。2014-2016 年，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超过 4400 万

户，日均新登记市场主体超过 4.0 万户。其中，新登记企业 1362 万户，日均新登记企业 1.2 万户，年均增长

30%。在新设企业中，服务业新增市场主体增长较快，2016 年新登记服务业企业 446 万户，比 2014 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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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服务业企业在新登记企业中的比重达到 80.7%，比 2014 年提高 2 个百分点。小微企业活跃度较高，

2016年初次创业小微企业占新设小微企业的比重为85.8%，新设小微企业周年开业率达70.8%。截至2016年末，

全国共有各类市场主体 8705 万户，比 2014 年末增长 25.6%。

三是创业创新外溢效应明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效带动就业增长，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

推动产业升级发展，支撑了经济稳中向好。2016 年初创企业新增招聘岗位数超过 240 万个，对新增招聘岗位

的贡献率达到18.7%。大学生和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人数大幅增加。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创业累计超过450万人，

2016 年登记的大学生创业人数达到 61.5 万人。2016 年，城镇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就业人员 20710 万人，比

2012 年增长 56.9%，年均增长 11.9%。创业创新推动产业发展向中高端迈进。2016 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

上年增长 10.8%，装备制造业增长 9.5%，均明显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占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 32.9% 和 12.4%，分别比 2012 年提高 4.7 和 3 个百分点。

专栏一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2014 年 9 月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借改革创新的“东风”，在 960 万平方

公里土地上掀起一个“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2015 年 3 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

推动发展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2015年 6月份，国务院颁布了《关

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措施的意见》，强调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培育和催生经

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必然选择，是扩大就业、实现富民之道的根本举措，是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和

创业活力的有效途径。2016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的实施

意见》，系统部署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工作，提出拓宽市场主体发展空间、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加速

科技成果转化、加大财税支持力度、促进创业创新人才流动、加强协同创新和开放共享等重要改革

举措。

随着各地各部门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业创新活力不断增强，新的市场主体快速增长，

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2014-2016 年，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超过 4400 万户，其中新登

记企业 1362 万户，年均增长 30%。目前，全国 28 个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正全面推进，第二批 92

个双创示范基地批复设立，众创空间已超 4200 家，国家高新区“瞪羚”企业超过 2000 家。蓬勃兴

起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不仅对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必将给未来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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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产业新产品快速成长，发展潜力有效释放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积极促进技术与市场融合、创新与产业对接，大力培育面向未来的新兴

产业，全面落实《中国制造 2025》，有效发挥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作用，新兴产业发展亮点突出，

符合市场要求的新产品不断涌现，优化了供给结构和质量。

一是新兴产业发展初具规模。在一系列鼓励和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作用下，我国新兴产业发展

势头良好，规模不断壮大。2016 年，我国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5%，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速 4.5 个百分点。信息产业快速崛起。2016 年，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到 7.1 亿个，比 2012 年增

长 1.1 倍；移动通信基站总数达 559 万个，增长 1.7 倍；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29721 万户，比 2012 年增

加 12203万户，年均增长 14.1%。移动网络覆盖范围和服务能力继续提升。2016年，移动宽带用户 94075万户，

比 2012 年增加 70795 万户，年均增长 41.8%；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 93.6 亿 G，比 2012 年增加 84.8 亿 G，年

均增长 80.6%；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53.2%，比 2012 年提高 11.1 个百分点。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工业机

器人等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据统计，2016 年我国智能手机销量在世界市场的总占有率超过 20%；新能

源汽车销售 51 万辆，位居世界第一。

 

二是幸福产业发展方兴未艾。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了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

等幸福产业迅猛发展。国内旅游和出境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2016 年，国内旅游 44.4 亿人次，比 2012 年

增长 50.2%，年均增长 10.7%；国内旅游总花费 39390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73.5%，年均增长 14.7%；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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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旅游 1.2 亿人次，比 2012 年增加 3887 万人次，年均增长 10.1%，稳居世界第一。文化和体育产业发展

欣欣向荣。2016 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 30254 亿元，比 2012 年名义增长 67.4%，年均名义增长

13.7%，占 GDP 的比重为 4.07%，比 2012 年提高 0.59 个百分点。2015 年，体育产业总产出 1.7 万亿元，增

加值为 5494 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0.8%，其中体育服务业总产出和增加值分别为 5714 亿元

和 2704 亿元，占比分别为 33.4% 和 49.2%。2016 年，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80314 亿元，

比上年增长 7.5%，增速比上年加快 0.6 个百分点。

三是新产品层出不穷。市场主体开发新产品热情高涨，供给创新不断加大。2015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开发新产品经费支出 10271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28.4%，年均增长 8.7%。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新产

品快速增长。2016 年，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产量 914 万辆，比 2012 年增长 3.6 倍；集成电路 1318 亿块，比

2012 年增长 69.1%。2016 年，智能电视 9310 万台，增长 11.1%；智能手机 15.4 亿台，增长 9.9%。在航空航

天、轨道交通装备、高档数控机床、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等领域涌现一大批战略性新产品。C919 大型客机

首飞成功，长征五号大推力运载火箭、载人航天、全球首颗量子卫星发射成功，高精度数控齿轮磨床等产品

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中国标准动车组成功完成 420km/h 交汇试验。

四、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新机遇，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加快数字中国建设，

大力推动“互联网 +”行动计划，促进互联网与社会各个领域融合发展，积极打造新的竞争优势，新业态和

新模式不断涌现，分享经济渗透力持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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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新业态发展步伐加快。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广泛运用，传统产业与“互联网 +”加快融合，推动产业链、

供应链和价值链重塑，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加快，电子商务等新业态异军突起，网上零售成为消费增

长新引擎。2016 年，网上零售额 5155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6.2%，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41944 亿元，增

长 25.6%。2016 年“双十一”当天，仅阿里巴巴天猫平台成交额就超过 1200 亿元，比 2015 年高出近 300 亿元，

专栏二   “互联网 +”行动计划

“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

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

会发展新形态。2015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到 “互

联网 +”, 明确提出制定“互联网 +”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

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2015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阐述“互联网 +”

的深刻内涵，制定发展目标，部署“互联网 +”融合创业创新、现代农业、电子商务等 11 项重点行

动，涵盖制造业、农业、金融、能源等多个产业，涉及环境、养老、医疗等与百姓生活品质息息相

关的公共服务领域，形成了完备的顶层设计，为我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积极发挥

我国互联网已经形成的比较优势，加快推进“互联网＋”发展，有利于重塑创新体系、激发创新活力、

培育新兴业态和创新公共服务模式，对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

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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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超过 30%，其中无线交易额在总交易额中占比达到 81.9%，覆盖 235 个国家和地区。网络销售火爆带动

了快递业等相关行业增长。2016 年，快递业务量为 313 亿件，比 2012 年增长 4.5 倍。跨境电商、社交电商、

智慧家庭、智慧交通、远程教育医疗等新业态快速涌现，数字化、智能化生活方式步入寻常百姓家庭。2016

年末，在线教育用户数达到 1.4 亿人，比上年末增加 2750 万人，年增长率高达 25.0%；互联网医疗用户数达

到 1.95 亿人，比上年增长 28.0%。

二是新模式迅猛发展。随着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不断加快，线上线下融合进程加快，互联网金融、

移动支付、城市商业综合体等新商业模式迅速涌现。2016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处理网上支付业务 462亿笔，

金额 208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7.0%和 3.3%；电话支付业务 2.8亿笔，金额 17万亿元，笔数同比下降 6.6%，

金额同比增长 13.8%；移动支付业务 257 亿笔，金额 158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85.8% 和 45.6%；非银行

支付机构累计发生网络支付业务 1639 亿笔，金额 99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99.5% 和 100.7%。2016 年末，

我国网上支付用户数达到 4.75 亿人，比 2012 年增加 2.54 亿人，年均增长 21.1%。我国网民使用网上支付

的比重达到 64.9%，比 2012 年提高 25.8 个百分点。城市商业综合体快速发展。2016 年末，全国共有商业

综合体 1231家；2016年全年客流量 96.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28%；全年商业综合体中商户销售额 6308亿元，

比上年增长 13.8%。

三是分享经济广泛渗透。网络预约拼车、房屋共享、车辆租赁等分享经济快速发展，渗透到社会生活各

领域，创造了新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根据相关机构估算，2016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3.5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 103%，其中知识技能分享增长 205%，房屋住宿分享增长 131%，交通出行增长 104%；分享经济

融资规模约 1710亿元，增长 130%；参与分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 6亿人。网络租车用户快速增加。2016年末，

网络预约出租车用户规模达 2.25 亿人，较 2016 年上半年增加 6613 万人，网络预约出租车用户在网民中的占

比为 30.7%；网络预约专车用户规模为 1.68 亿人，比 2016 年上半年增加 4616 万人，增长率为 37.9%。共享

单车快速崛起。据国家信息中心估算，2016 年末共享单车注册用户规模约 200 万人，日订单量超过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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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看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坚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不断优化政府服务，大力完善支持政策，积极调整监管方式，努力强化支撑保障，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支持引导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发展壮大，有效促进新动能茁壮成长，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动力。

但也要看到，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面临着结构性矛盾突出、传统增长动能减弱等多重

困难，要突破传统发展方式面临的瓶颈制约，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激发社会创新活力和创造

潜能。下阶段，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强化改革创新，以改革增强发展动力，以创新厚植发

展优势，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向

着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前进！

报告撰稿：付凌晖  房汉国

专栏撰稿：马  丽  房汉国

专栏三   分享经济

分享经济是指将社会海量、分散的闲置资源，平台化、协同化地集聚、复用与供需匹配，从而

实现经济与社会价值创新的新形态。在 2015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指出，“双创”是发

展分享经济的重要推手，分享经济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子。2015 年 10 月，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

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

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在 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

成长，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支持分享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2017 年 7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就如何进一步营造

公平规范市场环境、促进分享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等进行了部署。随着政策引导作用逐步增强和互联

网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分享经济已经广泛渗透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货车帮等物流平台提高了社

会物流效率，摩拜单车、滴滴出行等出行共享平台为人们出行带来更多便利，“猪八戒”“知乎”

等知识服务平台开创了服务技能交易、知识变现和知识分享的新渠道，蚂蚁短租、小猪短租等房屋

分享平台提高了空置房使用率，陆金所等 P2P 网贷平台拓展了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分享经济的快

速发展将有效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便利人民群众生活，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进一步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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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出以来，我国形成了良好的“双创”氛围，创业创新蓬勃兴起，新

兴产业茁壮成长。图为武汉光谷六大园区之一的武汉未来科技城，园区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程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