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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韩国《第四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设定了 2040 年科技创新发展的未来愿景、发展目标和具

体指标。其指标设定以对科技创新现状和未来社会的认知为依据，侧重不同创新主体的差异性和协同

性，强调科技创新的结构、效率和质量，关注指标的量化评估和实现过程的阶段性。韩国在这一领域的

经验值得我国研究，并在科技创新规划中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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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是亚洲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其科技创新能

力的持续提升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科技规划的引导。

为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韩

国政府设立了五年一期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作

为国内级别最高的科技规划，为韩国科技发展设定方

向和目标。2018 年初，韩国政府颁布了《第四次科学

技术基本计划》，预测和分析未来社会的变化趋势，

勾画出韩国迈向 2040 年的科技创新发展蓝图。

目前，已有部分文献对韩国《第四次科学技术

基本计划》的内容进行介绍和分析 [1, 2]，但其关注

点在于该科技规划制定的短期内的重点战略、重点

任务、技术方向和政策走向等方面，对规划制定的

目标指标研究较少。本文将对韩国《第四次科学技

术基本计划》的目标指标设定情况进行分析，总结

目标指标设定的主要特征，以期为我国制定面向未

来的科技创新目标指标提供借鉴。

1　韩国科技规划目标指标设定的背景

1.1　韩国科技发展状况

韩国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是亚洲科技创

新的重要力量。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近

年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2016 年以来，韩国

排名基本在第 11 位或第 12 位，在东亚排名稳居第

1 位 [3-6]。

韩国科技创新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研发投入和

专利产出方面。在研发投入方面，2017 年，韩

国 R&D 经费投入为 697.0 亿美元，R&D 经费占

GDP 的比重达到 4.29%，是世界上 R&D 经费投

入强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94.3%，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每千名就业人

员中研究人员数达到 14.4 人年，高于多数欧美

发达国家，为科技创新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

础 [7, 8]。具体到企业研发投入，2017 年，韩国企

业 R&D 经费与增加值之比达到 5.31%，而其他

主要发达国家在 3% 左右，企业研究人员占全国

研究人员的比重达到 81.3%，远高于其他国家 [7]。

在专利产出方面，2017 年，韩国国内发明专利授

权量为 9.0 万件，平均每亿美元经济产出的发明

专利数达到 5.9 件，远高于日本的 2.8 件、中国

的 2.7 件和美国的 0.7 件 [9, 10]。

但是，韩国在科学发现、产业创新和创新环

境等方面仍存在短板。一是科学论文产出效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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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影响力有待提高。2017 年，韩国发表 Web of 

Science 论文 6.1 万篇，平均每万人年研究人员论文

数仅为 1601.8 篇，大约是美国的 1/2 和英国的 1/3；

前 1% 高被引论文占比为 1.07%，明显低于欧美多

数发达国家 [11]。二是企业创新效率和产业竞争力有

待增强，2017 年，在全球创新机构百强中，韩国企

业仅有 3 家，与日本的 39 家、美国的 36 家相去甚

远 [12]；在制药、航空航天等研发密集型产业中，韩

国所占的市场份额不足 1%，远远不及美国、英国、

德国等发达国家 [7]。三是创新文化和环境尚待优化，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2018 年初的调查，韩国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位列世界第 47 位，中小企业风

险资本可获得性列第 53 位，创业文化列第 50 位 [13]。

1.2　未来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

科技创新是支撑世界各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

作、塑造国际关系和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当前，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加速发展，科技创

新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发

达国家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保持竞

争力优势的有效手段，发展中国家把科技创新作为

实现跨越式发展、追赶竞争力前沿的有效方式。在

此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出台指导科技创新的科技

创新规划，如《美国创新战略》、日本《第五期科

学技术基本计划》、欧盟“欧洲 2020 战略”、“德

国 2020 高技术战略”等，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

持力度，鼓励创新主体参与创新创业，推动高技术

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力图在世界科技创新舞台中

占据有利位置。

科技创新对国内经济社会具有重要的支撑作

用，是解决经济社会重大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的重要手段。韩国《第四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指

出，在未来社会中，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

广泛扩散将带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产业结构和

就业环境将发生变化，世界市场整合和城市集中程

度将进一步加深。韩国将面临着低生育率和人口老

龄化、气候异常和生态破坏、能源资源争夺激烈、

安全问题越发不确定等挑战，与生活质量、环境等

相关的国民意识也将发生变化，国民将更加重视工

作和生活的平衡、追求生活质量、关注可持续发展。

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社会贡献抱有极大的期望，特别

关注卫生医学、环境、信息通讯等领域的科技发展

以及与创造就业、培养人才相关的科技政策，但不

同的经济社会主体对未来科技创新的认识和期待存

在差异，研究人员、企业和国民对科技政策的需求

存在不同。

基于国际和韩国国内的科技创新现状，2018 年

初，韩国政府颁布了《第四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在对未来社会变化趋势进行预测和分析的基础上，

勾画出韩国迈向 2040 年的科技创新发展蓝图，力

图在保持其科技创新优势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弥补

短板，增强科技创新的效率和质量，提升韩国科技

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2　韩国科技规划的目标指标

2.1　未来愿景与目标设定

基于对未来社会的预期和韩国科技发展现状，

韩国《第四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对未来愿景和发

展目标进行了规划和设定。

《第四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目标是利用科学

技术提高国民生活质量、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到 2040 年，实现富饶、便利、幸福以及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世界。具体目标围绕经济社会的主体和主体间

关系展开，一是在自由的研究环境中，研究人员能进

行科技创新、创造知识；二是在商业友好的环境中，

企业将引领全球市场的发展；三是通过享受科技成果，

国民将享有更高的生活质量；四是创新生态系统实现

应对挑战、快速成长的良性循环。

2.2　规划指标构成

为实现 2040 年的未来愿景，该计划从四个方

面分别设立了具体的目标和指标，并给出了这些指

标在 2022 年、2030 年的阶段性目标值和 2040 年

的长期目标值。

一是在以研究人员为主体的科学研究方面，要

保证研究人员在自由的研究环境中提高创新绩效。

包括要加强对具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的基础研究的支

持，推动研究人员开展引领世界的创造性研究；要

大幅减少关于填写研究表格 、精算、评估等不必

要的行政负担，构建适用于所有研发部门的同一法

律、制度和系统，营造可以使研究人员全身心投入

研究的稳定环境；培育能够主导创新、引领发展的

世界一流研究机构。基于此，提出了 9 个具体指标

及目标值（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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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以研究人员为核心的指标及目标值

注：部分指标数据来自国际组织或其他机构，其中，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人员数和世界创新 25 强政府研究机构数来自汤

森路透，研究机构质量排名来自世界经济论坛，世界 100 强大学数来自 QS 大学排行榜。

指标维度 指标 现值 2022 年 2030 年 2040 年

基础研究 1. 前 1% 高被引论文占总论文数的比重（%） 0.79 1.0 1.5 2.0

2. 以 5 年为周期的论文篇均被引次数（次） 5.6 6.6 7.4 8.0

3.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人员数（人） 28 40 80 100

4. 基础研究课题受惠率（%） 22.6 50

研究环境 5. 研发时长占工作总时长的比重（%） 36.3 50.0 60.0 70.0

6. 研究管理系统集成数（个） 17 1

研究机构 7. 研究机构质量排名（位） 34 28 22 15

8. 世界 100 强大学数（所） 4 10

9. 世界创新 25 强政府研究机构数（所） 1 3

二是在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方面，要实

现在商业友好型环境中引领全球市场。包括要培

育具备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提高中小企业的研

发投入和创新力量，推动中小企业成长为拥有优

秀技术和人才的大中型企业，发展以中小企业为

主导的创新经济；推动智能制造、制造与服务相

融合的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推动超级链接和超

级智能社会相关产业的发展，使韩国再次跃升为

全球产业强国。基于此，提出了 9 个具体指标及

目标值（见表 2）。

表 2　以企业为核心的指标及目标值

注：部分指标数据来自国际组织或其他机构，其中，人均工业增加值排名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制造业竞

争力指数来自美国竞争力委员会，网络就绪度指数排名来自世界经济论坛。

指标维度 指标 现值 2022 年 2030 年 2040 年

中小企业 1. 中小企业研发经费与销售额之比（%） 2.41 2.8 3.0 3.2

2. 中小企业技术水平（最高 =100） 75.5 77.6 80.5 84.0

3. 中小企业附属研究机构平均研究人员数（人） 5.6 6.4 7.6 9.2

4. 中小企业优秀专利的比例（%） 15.3 18.0 20.0 25.0

产业 5. 人均工业增加值排名（位） 16 12 10 7

6. 技术出口额与投资额之比（%） 12.6 15 20 27

7. 制造业竞争力指数（位） 5 4 4 4

8. 网络就绪度指数排名（位） 13 10 8 5

9. 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技术专利占有率（%） 18.0 20.0 22.5 25.0

三是在以国民为主体的社会生活方面，要推动

国民享受科技成果、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包括通过

持续改革创造出让科技人员满意的工作岗位，推动

教育制度、工作环境、企业文化与工作岗位的变化

相适应，大力培养科技人才；强调科技创新对安全、

环境、健康等民生问题的作用，使国民在舒适宜人

的生活环境和安全包容的社会中生活，实现所有国

民平等地使用数字技术，培养对科学技术具有浓厚

·创新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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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和充分了解的国民群体。基于此，提出了 14 个 具体指标及目标值（见表 3）。

表 3　以国民为核心的指标及目标值 

注：部分指标数据来自国际组织或其他机构，其中，科学家和技术人才排名、技术可接受度排名、数学和科学教育质量排

名均来自世界经济论坛，科学兴趣度排名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大学教育与经济社会的

契合度排名来自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

指标维度 指标 现值 2022 年 2030 年 2040 年

工作 1. 理工科人才的工作满意度（最高 =5） 3.5 3.7 3.9 4.1

2. 科学家和技术人才排名（位） 39 33 26 20

健康与环境 3. 人均寿命（年） 73.2 76.1 79.5 83.8

4. 健康老人占全体老人的比重（%） 21.1 25.0 30.0 40.0

5.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比重（%） 6.61 20.0

6. 首尔雾霾平均浓度（μg/m3） 26 18 15 10

安全和福利 7. 灾害安全领域技术水平（美国 =100） 73.5 80.0 85.0 90.0

8. 政府研发经费中用于社会秩序和安全领域的比例（%） 0.7 1.2 3.0 5.0

9. 边缘群体数字信息化水平（普通国民 =100）（%） 58.6 64.0 71.3 79.6

文化和教育 10. 科学技术关注度（分） 37.7 42.6 50.4 57.8

11. 科学兴趣度排名（位） 26 24 21 17

12. 技术可接受度排名（位） 28 23 19 14

13. 数学和科学教育质量排名（位） 36 29 21 15

14. 大学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契合度排名（位） 55 40 32 24

四是在各主体协同互动的创新生态系统方面，

要实现挑战和增长并存的良性循环。包括要建立一

个开放式的创新平台，加强企业、研究机构、大

学等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通过大学和研究机

构的研究成果增强产业竞争力；为创新型企业家提

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培育青年、大学和研究人员等

主体的创业意识和挑战精神；加强中央和地方的合

作，推动实现区域专业化，构建有利于创新和增长

的区域创新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造和利用

卓越的知识产权引领全球技术创新。基于此，提出

了 11 个具体指标及目标值（见表 4）。

此外，在对 2040 年未来愿景和目标指标进行

规划的基础上，韩国《第四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也设立了到 2022 年的四大战略——为应对未来挑

战而增强科研实力、构建有助于创新的科技发展环

境、发展科技先导型新企业和创造新就业岗位、利

用科学技术创造美好生活，并为每个战略设定了

3 个主要目标和 4~5 项重点任务，设立了 11 个领域、

43 个分领域以及 120 项重点技术任务。

3　韩国科技规划目标指标设定的特点

《第四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为韩国 2040 年

科技创新前景设定了详细的目标指标，确定了韩国

科技创新发展的方向，具有指引性的作用。韩国科

技规划目标指标的设定有如下特征：

第一，以对科技创新现状和未来社会的认知

为依据。韩国科技规划预测了未来韩国经济社会

的发展前景和可能面临的挑战，为预见技术发展

趋势、评估未来社会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需求奠定

了基础，从而提出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为目

标指标的设定提供了依据。同时，科技规划要致

力于弥补现有的科技发展不足。韩国科技规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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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韩国的科学研究缺乏原创性和挑战性，企业

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新的增长引擎来引领全球市

场，国民对健康、安全、清洁等生活质量的满意

度不高，产学研合作与创新型企业存在明显不足，

因此，韩国科技规划针对每个方面的不足，分别

提出了相应的目标指标。

第二，关注不同创新主体的差异性和协同性。研

究人员、企业和国民等创新主体对科技发展有不同的

需求：研究人员需要长期稳定自主的研究环境，企业

需要允许失败、公平良好的商业环境，国民需要提高

生活质量的科学技术。因此，韩国科技规划针对不同

创新主体提出了差异性的目标，以提高研究人员的科

研能力、企业的创新能力以及科技服务国民的能力。

同时，规划也意识到科技创新是一个具有系统性和网

络性的过程，是一个各创新主体彼此互动、集体行动

的过程，因此致力于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

和文化氛围，实现各创新主体之间的高效协同互动，

形成良好运转的创新生态系统。

第三，强调科技创新的结构、效率和质量。

韩国科技规划设定的科技创新投入指标多为相对

指标和结构指标，如中小企业附属研究机构平均

研究人员数、政府研发经费中用于社会秩序和安

全领域的比例、地方政府研发经费投入占总预算

的比重等。而且相较于科技创新投入，韩国科技

规划设定了更多的科技创新产出指标，特别是产

出的效率、质量和影响力指标，比如关注论文的

被引用情况，而非论文产出规模，关注优秀专利

的比例、核心技术专利的占有率，而非专利的绝

对数量。同时，韩国科技规划把科技创新作为一

种手段，支撑经济和民生发展、提高国民生活质量、

构建美好社会才是科技创新的最终目的，因此，

设定了制造业竞争力指数、人均寿命、边缘群体

数字信息化水平等指标。

第四，关注指标的量化评估，并体现指标目

标值实现过程的阶段性。韩国科技规划不仅围绕研

究人员、企业、国民和创新生态系统设定了具体目

标，而且尽可能针对每个目标设置了相应的指标，

形成共 43 个可以量化测度的具体指标。规划还提

出了每个指标要实现的目标值，不仅有利于展开

评估和进行政策反馈，也有助于增强规划的执行

力度和目的性。同时，各个指标目标值的实现并非

是一蹴而就的，因此，规划不仅设定了每个指标在

2040 年要实现的长期目标值，而且还设定了 2022 年

和 2030 年要实现的阶段性目标值，有利于后期进

表 4　以创新生态系统为核心的指标及目标值

指标维度 指标 现值 2022 年 2030 年 2040 年

开放与协作 1. 政府和大学研发经费中来自企业的比重（%） 6.57 7.5 9.0 10.0

2. 每千名研究人员产学研共同专利数（件） 2.3 3.0 4.0 5.0

3. 每千名研究人员国际合作专利数（件） 0.7 0.9 1.1 1.3

4. 大学平均每件技术的转让收入（百万韩元） 17.6 50.0 100 200

创业环境 5. 创新型企业占比（%） 21 30 40 51

6. 世界企业家精神排名（位） 27 20 15 10

区域创新体系 7. 地方政府研发经费投入占总预算的比重（%） 1.07 1.63 2.6 4.2

8. 地方研发人员比重（%） 28.8 32.5 37.6 42.2

知识产权 9. 专利质量指数（PQI）优秀专利比例（%） 10.8 20*

10. 世界三大标准化组织中的标准专利比例（%） 6.4 9.3 13.7 18.5

11.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排名（位） 27 23 18 13

注：* 要求 2021 年实现该目标值。部分指标数据来自国际组织或其他机构，其中，创新型企业占比和世界企业家精神排名

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三大标准化组织中的标准专利比例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排名来自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

院（IMD）。

·创新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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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跟踪监测、实时评估和政策调整，使科技创新向

着既定的目标稳步、持续前进。

4　对我国科技创新目标指标设定的启示

《第四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在对韩国未来社

会预测评估的基础上，制定了详细的目标指标，为

2040 年的科技创新描绘了蓝图、指明了方向，这

对我国制定科技创新规划目标指标具有重要的启示

意义。

第一，目标指标的设定要符合国家发展战略。

规划目标将为未来的科技创新提供奋斗指引，必须

要与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和趋势相一致，推动科技

创新在实现国家战略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一方面，

确立规划目标要瞄准我国在全球的科技竞争力，致

力于发挥科技创新的传统优势，弥补科技创新的薄

弱短板，推动我国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

另一方面，我国在世界科技创新格局中的地位和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规划目标也

要体现我国的国际化视野和大国担当意识，推动解

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应对全球挑战、实现人类

共同发展和繁荣。

第二，要更加强调科技创新的效率、质量以及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在过去十几年间，中

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巨大成就，一个重要优势在于

创新要素规模巨大，但随着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积

累和科技创新规模的扩大，发展潜力将更多地体现

在科技创新效率和质量的提升上。因此，规划指标

应更加注重科技创新的结构、效率和质量，规模指

标不宜过多。同时，要更加关注科技创新的作用，

强调科技创新对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在

强调创新过程的基础上，纳入科技创新对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影响指标。

第三，要更加关注创新系统的构建和运转。创

新活动的有序开展离不开创新系统的良好运转，这

就需要创新过程中各要素和各主体有效互动和高效

协作。科技创新规划应从要素、主体及创新生态建

设等各个维度设立相应的目标指标，一方面，应关

注不同创新主体作用的发挥，提出与科研机构、企

业、国民等各创新主体相契合、具有差异性的指标，

提高各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要推动各

创新主体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加强产学研合作，

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生态，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

力。

第四，要确保指标数据的持续可获得性。韩

国科技规划中有大量指标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世界经济论坛、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等国际组织或研究机构，但由于这些机构会根据

科技发展态势的变化而调整或删减指标，这就难

以确保中长期内可以持续获取这些指标的数据，

比如“数学和科学教育质量排名”指标，2018 年

世界经济论坛已不再发布该数据，这为后续监测

和评估指标目标值的实现程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因此，这一情况要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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