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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专  利 

是专利权的简称，是对发明人的发明创造经审查合格

后，由专利局依据专利法授予发明人和设计人对该项发明创

造享有的专有权。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反映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和设计成果情况。 

 

研究与试验发展（R&D） 

指为增加知识存量（也包括有关人类、文化和社会的知

识）以及设计已有知识的新应用而进行的创造性、系统性工

作,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种类型。基础研究

和应用研究统称为科学研究。R&D 活动应当满足五个条件：

新颖性、创造性、不确定性、系统性、可转移性（可复制性）。 

基础研究  指一种不预设任何特定应用或使用目的的

实验性或理论性工作，其主要目的是为获得（已发生）现象

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规律和新知识。其成果通常表现

为提出一般原理、理论或规律，并以论文、著作、研究报告

等形式为主。包括纯基础研究和定向基础研究。纯基础研究

是不追求经济或社会效益，也不谋求成果应用，只是为增加

新知识而开展的基础研究。定向基础研究是为当前已知的或

未来可预料问题的识别和解决而提供某方面基础知识的基

础研究。 

应用研究  指为获取新知识，达到某一特定的实际目的

或目标而开展的初始性研究。应用研究是为了确定基础研究

成果的可能用途，或确定实现特定和预定目标的新方法。其

研究成果以论文、著作、研究报告、原理性模型或发明专利

等形式为主。 

试验发展  指利用从科学研究、实际经验中获取的知识

和研究过程中产生的其他知识，开发新的产品、工艺或改进

现有产品、工艺而进行的系统性研究。其研究成果以专利、

专有技术，以及具有新颖性的产品原型、原始样机及装置等

形式为主。 

 

R&D 人员 

指参报告期 R&D 活动单位中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和试验发展活动的人员。包括直接参加上述三类 R&D 活动

的人员，以及与上述三类 R&D 活动相关的管理人员和直接

服务人员，即直接为 R&D 活动提供资料文献、材料供应、

设备维护等服务的人员。不包括为 R&D 活动提供间接服务

的人员，如餐饮服务、安保人员等。 

 

R&D 人员全时当量 

指报告期 R&D 人员按实际从事 R&D 活动时间计算的

工作量，以“人年”为计量单位。为国际上比较科技人力投入

而制定的可比指标。 

 

技术市场 

从狭义看，是指在一定时间、地点进行技术转让和技术

商品交易的场所。目前统计反映的是企业购买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项目的合同数和成交额。 

 

创  新 

指本企业推出了新的或有重大改进的产品或工艺，或采

用了新的组织管理方式或营销方法。此处的“新”是指它们

对本企业而言必须是新的，但对于其他企业或整个市场而言

不要求一定是新的。 

产品创新  指企业推出了全新的或有重大改进的产品。

产品创新的“新”要体现在产品的功能或特性上，包括技术

规范、材料、组件、用户友好性等方面的重大改进。不包括

产品仅有外观变化或其他微小改变的情况，也不包括直接转

销。此处的“新”是指该产品对本企业而言必须是新的，但

对于其他企业或整个市场而言不一定是新的。 

工艺创新  指企业采用了全新的或有重大改进的生产

方法、工艺设备或辅助性活动。工艺创新的“新”要体现在

技术、设备或流程上；它对本企业而言必须是新的，但对于

其他企业或整个市场而言不一定是新的。不包括单纯的组织

管理方式的变化。此处的辅助性活动指企业的采购、物流、

财务、信息化等活动。 

组织（管理）创新  指企业采取了此前从未使用过的全

新的组织管理方式，主要涉及企业的经营模式、组织结构或

外部关系等方面。不包括单纯的合并或收购。组织（管理）

创新应是企业管理层战略决策的结果。此处的“新”是指它

对本业而言必须是新的，但对于其他企业而言不一定是新

的。 

经营模式方面组织（管理）创新的例子有首次使用供应

链管理、质量管理、信息共享制度等；组织结构方面组织（管

理）创新的例子有首次使用机构设置、职责划分、权限管理、

决策方式等；外部关系方面组织（管理）创新的例子有首次

使用商业联盟、新式合作、外包或分包等。 

营销创新  指企业采用了此前从未使用过的全新的营

销概念或营销策略，主要涉及产品设计或包装、产品推广、

产品销售渠道、产品定价等方面。不包括季节性、周期性变

化和其他常规的营销方式变化。此处的“新”是指它对本企

业而言必须是新的，但对于其他企业或整个市场而言不一定

是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