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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财政科技支出优化研究
乌兰|刘颖

亿元，最低的西藏仅为 4.17 亿元，差距显著。此

外，12 个省区的财政科技支出均未达到全国平均

水平（87.59 亿元）。其次，各地区财政科技支出占

本地区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较低且差异悬殊。12 个

省区中没有一个省区达到 2% 以上，最高的广西为

1.69%，最低的西藏只有 0.41%。第三，各地区人

均财政科技支出也存在明显差距。2013 年人均财

政科技支出最高的新疆为 181.1 元，最低的甘肃为

76.0 元。地区间财政科技支出的差距明显，在一定

程度上也能说明各地区对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的

重视程度不尽相同。

（三）财政科技支出结构不合理，基础研究投

入不足。从科技投入资金来源结构看，政府 R&D

（研究与开发）资金所占比重在逐渐下降。政府

R&D 资金是整个 R&D 经费中最稳定、最重要的资

金来源，而且可以带动各种社会资金流向科技创新

领域。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1—

2013 年间，西部地区政府 R&D 资金比重从 38.3%

降到 34.3%。从 R&D 活动内容看，基础研究投入比

重过低。2013 年，西部地区 R&D 经费中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和试验研究所占比重分别为 6.3%、14.8%

和 78.9%。另外，2013 年，西部地区基础研究经费

占 GDP 的比重为 0.07%，低于全国 0.1% 的水平。在

经济相对落后状态下，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科技支

出较少，在区域创新过程中没有完全承担起应有的

责任。

优化西部地区财政科技支出的对策建议

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持久动力。党的十八大

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好

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当前，

近年来，随着国家区域创新战略的实施，以及

西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西部地区财政支持

科技创新的力度不断加大，财政科技支出规模稳步

提高，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但与发达地区

相比仍差距悬殊。财政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是促进一

个国家或地区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财力保障。在经

济新常态下，如何更好发挥公共财政职能，加大财

政对科技创新的有效支持，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促

使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由“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

和“效率驱动”转变，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西部地区财政科技支出现状及问题

（一）财政科技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但低于中

东部地区。地区财政科技支出是各个地区地方政

府财政总支出中用于促进地区科技事业发展的支

出。财政科技支出是全社会科技经费投入中重要的

组成部分。西部大开发以来，我国西部地区财政科

技支出稳步增加，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逐

渐提高。2001—2013 年间，西部 12 个省区财政科

技支出由 41.66 亿元增加到 391.88 亿元，增加了 9.4

倍。然而，与中东部地区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

以 2013 年为例，东部发达地区财政科技支出达到

1697.88 亿元，是西部地区的 4.3 倍 ；中部地区财政

科技支出达到 430.73 亿元，是西部地区的 1.1 倍。此

外，西部地区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以

及占 GDP 总量的比重也远低于中东部地区。公共财

政科技支出不足严重制约了西部地区区域创新能力

的提升和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

（二）地区间财政科技支出差异性较大。首先，

各地区财政科技支出绝对量差距较大。2013 年，西

部 12 个省区中财政科技支出最高的四川为 6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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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要抓住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契机，将

科技创新摆在地区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通过增强

科技创新意识，创新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好财政科

技领域职能，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走向依靠创新驱

动带来更有质量和竞争力的发展。

（一）增强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意识。西部地区

要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必须要改变多

年来依靠资源推动经济发展的传统思维模式，树立

科技创新理念，加大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受

资源枯竭困境、能源原材料价格不稳定、产业结构

单一、产能过剩、生态环境恶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西部地区资源丰富的传统优势正在消失，因此，依

靠资源优势来缩小与中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显然是

行不通的。必须充分重视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在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

体系建设，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营

造宽松的政策环境，吸引和鼓励社会资源流向科技

创新领域。

（二）加大地方财政科技支持力度，优化支出结

构。一是明确政府与市场分工，转变政府职能，充

分发挥政府在科技领域的引导、支持、推动作用，

继续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地方财政要增加投

入，逐年增大财政科技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和

占地方 GDP 的比重。二是根据当前西部地区财政

科技资源匮乏、投入产出效率整体偏低的现实，优

化投入结构，财政资金要更多地流向基础研究、共

性技术研究，充分发挥财政科技投入“四两拨千斤”

的作用，而在一般性的应用技术研发上更多地发挥

市场的作用。三是加强财政科技资金的管理，改变

经费分散多头管理的现状，整合资金，统筹安排使

用。建立财政科技投入产出绩效评价体系及监督检

查机制，优化财政科技支出方式，促进财政科技资

源的高效配置。

（三）增加对西部地区的财政科技转移支付。伴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地区间经济发展非均衡

问题日益突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虽然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西部落后状态，但是与中东部地区间

的非均衡发展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财政

科技支出的地区差距正是我国区域非均衡特征在国

家要素支出与资源配置层面的重要体现。受地区经

济发展、财政自给能力的制约，缩小财政科技支出

地区间的差距仅靠西部各地方政府的努力毕竟有

限。因此，中央政府要明确财政科技转移支付的目

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西部地区财政科技

转移支付的力度，重点支持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

社会公益和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领域。加大科技

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改善科技创新环境。转移支付

资金也要向西部地区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倾斜，

以此来弥补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人力、物力、财力不

足的缺口。

（四）提高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能力。西

部财政科技投入产出效率总体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科技研发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足，这严重影

响了区域科技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发达国家的科技

成果转化率达到 60%—80%，我国只达到了 10%—

15%，而西部则更低。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明

确指出“着力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

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科技创

新驱动”。因此，西部地区必须推动产学研深度结

合，促进协同创新。在政府的引导支持和政策优惠

下，充分调动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创新积极性

和主动性，以合理的利益驱动机制发挥各创新主体

的优势。构建风险控制机制，尽可能减少科技创新

带来的风险和降低风险造成的损失。通过产学研协

同创新的大平台，改变当前高校热衷于应用研究，

科研机构热衷于试验开发的状况，促使高校和科研

机构成为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领域的主力军，

并积极寻求与企业的合作。要健全科技成果转化的

市场体系，建立行之有效的成果转化机制，促进基

础研究成果向市场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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