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国际4 2025年4月2日 星期三 本版责编：郭 辉 版式设计：陈 效

JINRIDINGHAI

中国创新指数排名世界第10位
在 3月 31日举行的 2025中关

村论坛年会重大成果专场发布会

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发布《国家创新指数报告 2024》。

报告显示，全球创新格局保持亚美

欧三足鼎立态势，领先国家科技创

新优势突出。中国创新能力综合

排名第 10位，接近欧洲主要发达

国家水平。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

院党委书记刘冬梅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采访时说，得益于近年来我国

创新资源投入持续增加，知识产出

表现突出，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

升，创新环境逐步改善，有力支撑

和引领国家高质量发展。

12年间中国国家创新指
数提升10位

该报告从创新资源、知识创

造、企业创新、创新绩效和创新环

境5个维度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

针对世界40个国家开展创新能力

评价。这40个国家的研发投入总

和占全球 95%以上，GDP 之和占世

界85%以上，人口总数约占世界的

60%。新一期报告对标科技强国要

素特征，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了评价

指标体系。

结果显示，2024年，中国国家

创新指数综合排名世界第 10位，

相比 2012 年的第 20 位提升 10 个

位次，是十余年来进步最快的国

家，也是唯一进入世界前十行列的

中等收入国家。

就具体得分而言，中国国家创

新指数得分为70.1分，超过法国，

与日本、英国、德国等排名5—9位

国家间的差距在 2.4—6.8 分之

间，中国主要指标增速高于发达国

家水平。

“中国创新能力接近人均GDP

在 5万美元左右的欧洲国家，且仍

处于稳步上升的通道。”中国科学

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技术预测与

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玄兆辉研究

员说。

中国创新资源表现亮眼

从国家创新指数 5 个分指数

来看，中国在各个维度均有不俗表

现，中国创新资源、知识创造表现

突出。

其中，创新资源排名第 5位。

从 2022 年数据来看，中国研发经

费投入占全球的20.1%，稳居世界

第2位，相当于美国R&D经费投入

的 49.5% ；R&D/GDP 达 到 2.49%

（2024年提升至2.68%），排名第14

位；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

费支出比重为6.57%（2024年提升

至 6.91%），排名第 34位。自然指

数上榜的顶尖科研机构数量排名

世界第2位。

知识创造排名第 7 位。中国

高被引论文数占世界份额大幅提

升，排名保持世界第 1位；中国有

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335.1万件，

位居世界首位。

企业创新排名第 9 位。中国

三方专利数量占全球总量的比重

快速提高，达到10.4%，PCT专利数

量（进入国家阶段）达到3.8万件，

均排名世界第3位。

不仅如此，我国创新绩效排名

第22位。高技术产业出口额占世

界比重为22.3%，排名第1位。

创新环境排名第20位。中国

创业文化得分排名第2位，企业与

大学研究与发展协作程度排名第

5位，风险资本可获得性排名第 8

位。

领先国家科技创新优势
突出

报告指出，全球创新发展保持

亚美欧三足鼎立格局，领先国家科

技创新优势突出。其中，北美地区

仍是世界创新能力最强的一极。

美国和加拿大两国人口合计占全

球的4.7%，GDP占全球的27.6%，但

两国 R&D 经费投入总量占全球的

40.2%。与此同时，欧洲地区整体

表现强劲；东亚、太平洋地区主要

国家表现优异，上升趋势明显。

值得关注的是，世界各国之

间创新鸿沟依然明显，主要的研

发活动和创新产出集中在前 15

位的第一集团国家。其中，第一

集团国家的人口数量虽然仅占

全球人口总量的 27.8%，经济产

出总量占全球的 63.4%，但其研

发 经 费 支 出 却 占 全 世 界 的

84.5%。排名第 31 位以后的第三

集团国家人口数量占全球人口

总量的 26.7%，经济产出总量占

全球的 11.3%，但其研发经费支

出仅占全世界的3.1%。

“从历年比较来看，领先的第

一集团国家科技创新综合能力优

势突出，2012 年以来创新指数排

名基本稳定。”玄兆辉分析说，15

个国家中，仅有中国综合排名变化

幅度较大，从 2012 年的第 20位快

速上升至2024年的第10位。其余

14 个国家均保持稳定，排名小幅

变动。

报告还显示，美国 2012 年综

合排名第2位，2013年以来一直排

名第 1 位；瑞士一直稳居前三行

列，2024年排名第2位。

（来源：科技日报）

让歪风邪气没有市场
□新华社记者 周以航

中央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

切入口和动员令。当前全党上下

正在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学习教育，要以此为契机，严

肃查处各种违规违纪行为，扫除其

滋生蔓延的社会文化土壤，筑牢自

觉抵制的思想防线，让歪风邪气没

有市场。

作风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近年来，一些“四风”隐形变异

新动向冒头，形式主义花样翻新，

违规吃喝隐蔽化、收受礼品远程化

等新手段浮现。新现象背后仍是

作风问题，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

问题。要将此次学习教育当成一

次政治体检，大病动手术、平时重

预防，实现作风建设“防”与“治”

的辩证统一。

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作风问题，

要露头就打。针尖大的窟窿能透

过斗大的风，要防微杜渐，坚决纠

治作风问题，推进风腐同查同治。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互为表里、同

根同源。堵住蚁穴、打好补丁，下

好整治歪风邪气的先手棋，打好治

未病的主动仗，才能防止从量变到

质变、小节到大错，堵住由风及腐、

风腐一体的传导通道。

在刹住歪风邪气上不能有“疲

劳期”，要反复敲打。诸多隐形变

异新动向说明，作风问题具有顽固

性、反复性，抓一抓会好转，松一松

就会反弹，不能因为已经取得的成

效而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

头。要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对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新表现，对

群众深恶痛绝的特权思想、铺张浪

费等，要精准施治、靶向治疗。

整治歪风邪气，重在风气养

成，重在日常教化。立明规则，破

潜规则，必须在党内形成弘扬正

气的大气候。建立严格、完善的

作风建设法规制度体系，实现作

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每一名党员干部都拧紧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才能

不断充盈新风正气，营造良好的

政治生态。

思想的清泉浸润人心，制度

的齿轮精密咬合，监督的铁腕雷

霆出击，以清风吹散歪风、正气驱

走邪气，就能不断赢得群众支持

和信赖。

（来源：新华网）

秘鲁大力推动旅游业复苏
秘鲁出口和旅游促进委员会

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秘鲁

接待国际游客数量超 325 万人

次。该机构表示，虽然国际游客

数量尚未恢复至 2019年水平，但

旅游业创造的外汇收入已超过

2019 年水平，达到约 50 亿美元。

秘鲁出口和旅游促进委员会主席

里卡多·利莫称，2025年秘鲁有望

接待440万人次的国际游客。

旅游业是秘鲁的第三大产

业，仅次于渔业和采矿业，为秘鲁

国内 11%的劳动力创造了直接和

间接就业机会。近年来，为推动

旅游业复苏，秘鲁出口和旅游促

进委员会发起了“重返秘鲁”活

动，旨在加强宣传力度，率先推动

阿根廷、智利等邻国游客利用假

期或长周末（加上公众假日的周

末）前往秘鲁。秘鲁政府还推出

了面向旅游业小微企业的商业支

持基金，可提供最长5年、最高75

万秘鲁索尔（1秘鲁索尔约合1.98

元人民币）的贷款。这一举措为

秘鲁国内旅游业相关从业者，尤

其是小微企业提供了维持经营活

动的资金。

为进一步提升秘鲁国际和国

内交通的联通性，秘鲁首都利马

的新豪尔赫·查韦斯国际机场计

划于今年正式启用。这一关键交

通基础设施将为国际旅客提供更

多便利，也将吸引更多国际旅

客。据悉，目前新机场及空港城

开发进度已超过90%，正进入最后

收尾阶段。为改善乘客出行体

验，新机场将提供快速巴士交通

服务，大幅缩短旅客抵达机场的

时间，提升出行便利性。秘鲁交

通和通信部部长劳尔·佩雷斯·雷

耶斯强调，这条新通道将显著提

升行人进出机场的效率。

202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

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

间，秘鲁外贸和旅游部与中国等

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分别签署了谅

解备忘录，以加强双边合作，推动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仅APEC会议

期间，秘鲁吸引超过1.5万名国际

游客，有力带动了当地旅游经济

发展。“秘鲁对以文化、自然和探

险为目的的游客有着很强吸引

力，”秘鲁外贸和旅游部部长乌尔

苏拉·莱昂表示，“我们的目标是

将秘鲁打造成高价值、专业细分

市场的主要目的地。”她表示，秘

中合作项目钱凯港的建成，在

2025年将助力秘鲁国际旅游业取

得更大发展。

（来源：人民网）

240间中外艺廊
亮相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
2025年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

会3月28日至30日在香港会展中

心举行。本次展会汇聚来自42个

国家和地区的240间画廊，呈现丰

富多元的全球艺术创意。

今年的展会设有“艺廊荟萃”

“亚洲视野”“艺术探新”“光映现

场”“艺聚空间”及“策展角落”等

展区。其中核心展区“艺廊荟萃”

是汇集知名和蓝筹画廊的主要展

区，“艺术探新”展区聚焦新兴艺

术家的个人展览。

会场内气氛热络。部分参展

艺廊负责人表示，交易成绩十分

亮眼，参观人数多于往年。

有观众专程坐飞机来香港看

展。来自新加坡的艾伦说，香港

艺术氛围浓厚，他们一家可以在

这个中外文化荟萃的城市里充分

感受当代创意文化的魅力。

据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

总监乐思洋介绍，香港和内地藏

家仍是本届展会参与度最高的

群体，东南亚特别是来自新加坡

和菲律宾的藏家参与度大幅提

高。

当日，巴塞尔艺术展首席执

行官诺亚·霍罗威茨在香港出席

一个对话交流活动时说，香港当

代艺术氛围越来越浓厚，蓝筹画

廊和拍卖行数量上升让市场更加

活跃，他为此感到非常骄傲。香

港作为联通内地与世界的国际都

市，为巴塞尔艺术展搭建了理想

的平台。

巴塞尔艺术展1970年始创于

瑞士巴塞尔，2013年登陆香港。

（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