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编号：

白 云 统 计 信 息

〔2020〕18号

广州市白云区统计局编 2020年 12月 21日

科研规模持续扩大 创新动能后劲不足

——白云区全社会 R&D经费投入情况分析

一、白云区 2019年全社会 R&D经费投入基本情况

（一）统计范围

按经费来源分：1.企业，包括规上工业、重点建筑业、

重点服务业的企业、规下工业抽样调查企业；2.高等学校，

简称高校，包括辖内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及附属医院；3.政

府属研究机构，简称科研机构；4.其他，包括国防科技工业

系统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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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指标完成情况

2020年 10月，经上级统计部门最终核定反馈，我区 2019

年全社会 R&D 经费 35.20 亿元，同比增长 26.7%；R&D 投

入强度（全社会 R&D经费投入占 GDP比重）1.59%，比 2018

年提升 0.17个百分点，情况详见下表。

白云区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中，企业 R&D 经费投入

21.71亿元，同比增长 58.0%，占我区总经费比重是 61.7%，

比 2018年提升 12.2个百分点；高校 R&D经费 10.41亿元，

增长 18.2.0%，占 29.6%，比 2018 年下降 2.1 个百分点；科

研机构 R&D经费 2.97亿元，增长 13.2%，占 8.4%，比 2018

年下降 1个百分点。

2019 年白云区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情况

指 标
单位数

（个）

投入经费

（亿元）

同比增长

（%）

比重

（%）
责任部门

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强度（%） — 1.59
0.17 个

百分点
—

—

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 1939 35.2 26.7 100

1.企业 1913 21.71 58 61.7 区统计局

2.高校 18 10.41 18.2 29.6
区科工商信局、

区教育局

3.科研机构 8 2.97 13.2 8.4 区科工商信局

4.其他 — 0.11 -95.7 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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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市 R&D 投入情况

经核定，2019年广州市 R&D经费投入 677.74亿元，同

比增长 12.9%。2019 年全市 R&D 投入强度达到 2.87%，较

2018年强度提升 0.24个百分点。其中，8个区的 R&D投入

强度有不同程度的增长，3个区 R&D投入强度较 2018年有

所下降。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二、特点及问题

（一）研发规模扩大，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差距。

2019年白云区全社会 R&D经费实现较快增长，同比增

速达 26.7%，总体研发规模扩大，位列全市各区第八名，占

全市 R&D经费的比重为 5.2%，较 2018年提升了 0.6个百分

点。另一方面，全区 2019年 GDP 实现 2211.82亿元，在各

区排名中位列第四，占全市比重为 9.4%，处于中上游水平，

且白云 GDP同比增速达 7.3%，全市仅 6.8%；我区研发投入

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匹配度不高，应乘势追击加大研发力度。

（二）企业研发实力增强。

2019年，我区企业在统计平台填报的研究开发费用合计

达 41.98 亿元，上级核定为 21.71 亿元，核定率（核定数与

企业填报数之比）达到 51.7%，较 2018年的核定率提升 13.9

个百分点。这与报表上报前多部门联动、稳扎稳打做好基础

工作是分不开的。同时，比对税、统两部门数据后发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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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两部门填报研发费用的企业有 411家，这四百余家企业

在税务部门申报研发费用 22.22亿元，与国家核定我区企业

R&D经费（21.71亿元）基本吻合，再次印证了税务部门数

据是国家最终核定 R&D经费投入的重要参考依据。

但是，根据市统计局传达上级最新要求，2020 年 R&D

统计报表审核、数据核定时间可能前移至 2021年 5-6月，企

业在这个时间点刚刚完成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申报，明年国

家如何参考税务部门数据尚不明确。

（三）高校和科研机构研发力量相对减弱。

2019 年我区高校和科研机构 R&D 经费增速（18.2%、

13.2%）远均低于全社会的增速（26.7%），导致这两部分在

全社会的占比呈下降趋势（下降 3.1个百分点），相对企业研

发投入而言，两者研发活动投入力度是减弱的。但是，这两

部分数据含金量高，在我区全社会 R&D经费投入中仍举足

轻重，应及时挖掘深层问题，扭转颓势。

（四）高新技术企业潜力有待深挖。

2019年度 R&D统计报表填报时，全区有 1153家高新技

术企业（简称高企），但是其中仅有 338家 R&D纳统企业，

而且三百多家企业中 16 家高企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

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不达 3%，另有 3 家高企研发数据为零。

高新技术企业经认定后，能达到申请税务部门研发费用加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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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优惠政策的标准，又能达到“四上”入库标准的企业数

量很少，同时这也意味着我区高企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应

加大高企培育力度、提升高企研发水平。

三、下一步工作重点

2020年科技统计制度有新变化，统计范围进一步扩大：

1.规模以下工业抽样调查样本增加，新增 R&D纳统企业 184

家（共 344家）；2.将规模以下服务业抽样调查企业中七大行

业（与规上相同）纳入 R&D统计，共 140家；3.新增对未纳

入教育和科技部门统计的三级甲等医院（事业单位）的统计

（我区医院不在第一批纳统名单中）。

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国社会经济发展步伐放缓，研发

活动形势严峻，同时正值“十三五”的收官之年，R&D统计

范围更广、任务更重、要求更高，因此更应下大力气提前准

备、多方联动、上下一心，建议下步做好四方面工作。

（一）加强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重视和指导。

鉴于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全社会研发活动和 R&D 统计中

处于重要地位以及教育医疗行业在疫情中的突出表现，2020

年 R&D 统计的工作侧重点应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尤其是医

药方面相关单位和机构。建议有关职能部门：一是密切与高

校、科研机构的联系，平时多沟通，报表时做好业务指导，

在科研项目立项、经费申请、人才引进方面予以支持；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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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桥梁，运用好开发性 PPP模式，为高校、科研机构、企

业三方穿针引线、搭建平台，走“政产学研用”多位一体发

展之路。

（二）加强财政支持力度。

2020年情况特殊，举国上下共度时艰，许多企业受疫情

影响出现亏损和研发活动战略性收缩，政府部门更应该积极

作为，既要给信心，也要给动力。一是用好已有政策。建议

区科工商信局、区税务局加强研发优惠政策的宣讲，同时抓

好六项惠企政策的落实，加强所得税加计扣除的申报力度，

鼓励企业充分享受政策优惠，走科技强企、研发兴企之路。

二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结合“1358”发展思路，适时出台

扶持政策，以补贴、奖励等真金白银激励产业链上各方，提

升产业园区吸智吸才能力，促进创新研发提质增效。

（三）加强培育科技型企业力度。

企业是创新研发的主力军，也是拉动全社会 R&D经费

增长的主要力量，研发的深入和科技的转化是实现产业转型

升级、优化产业结构的关键。加快培育高新技术“四上”企

业，特别是高科技制造业企业。今年我区将对相关惠企政策

进行修订完善，建议出台支持企业基础研发、技改等项目的

专项政策，叠加相关减税降费的优惠和补贴，对研发规模较

大、投入增长较快的企业，给予激励，形成以“新”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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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性可持续发展道路。

（四）加强横纵联动。

创新研发活动涉及面较广，建议横向部门联动与纵深垂

直传导相结合，构建业务部门指导、职能部门服务、相关部

门参与的体系联动机制。同时，加强向市级请示、汇报与向

镇街（民科园）业务输出和指导传达，既各司其职，又合作

提效。区统计局要加强对企业研发数据的审核，做到应统尽

统。建议区科工商信局尽早制定出 2020年 R&D统计工作计

划方案，细化工作任务，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联动，同时做好

对科研机构的指引和服务，加强对高新科技企业的培育、扶

持和指导；建议区财政局加强对相关政策的转移支付力度；

税务部门数据是国家最终核定 R&D经费投入的重要参考依

据，建议区税务局加强对减税政策的宣传，做好业务指引；

建议区教育局和区卫生健康局加强对辖内高校和医院的业

务指导。

附件：2016 年-2019 年广州市各区全社会 R&D 经费投

入情况

执笔：黄 卉

审核：罗美琼 黄燕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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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 年-2019 年广州市各区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情况

指标

2019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投入

（亿元）

同比

（%）

强度

（%）

强度排

位

投入

（亿元）

同比

（%）

强度

（%）

强度排

位

投入

（亿元）

同比

（%）

强度

（%）

强度排

位

投入

（亿元）

强度

（%）

强度排

位

广州市 677.74 12.9 2.87 — 600.17 12.7 2.63 — 532.41 16.4 2.48 — 457.46 2.31 —

白云区 35.20 26.7 1.59 10 27.78 0.5 1.42 10 27.64 23.5 1.55 10 22.37 1.35 9

天河区 173.32 4.4 3.43 3 166.09 38.1 3.60 1 120.27 20.3 2.81 4 99.97 2.60 3

黄埔区 153.42 29.0 4.38 1 118.96 0.1 3.43 3 118.86 2.9 3.67 1 115.55 3.83 1

海珠区 69.79 12.2 3.61 2 62.20 18.2 3.31 4 52.61 7.9 3.03 3 48.74 3.11 2

越秀区 60.47 10.4 1.93 9 54.78 2.1 1.67 9 53.66 90.1 1.70 9 28.23 0.97 10

番禺区 54.87 12.7 2.64 5 48.68 1.0 2.34 6 48.18 6.5 2.44 6 45.25 2.55 5

南沙区 50.63 0.5 3.01 4 50.39 18.5 3.46 2 42.52 28.2 3.08 2 33.16 2.55 4

花都区 36.58 0.4 2.34 6 36.42 3.7 2.68 5 35.12 22.3 2.72 5 28.72 2.42 6

增城区 22.62 14.2 2.24 8 19.81 0.9 1.76 8 19.64 9.6 1.84 7 17.92 1.70 8

荔湾区 12.74 77.9 1.15 11 7.16 6.9 0.59 11 6.70 -33.4 0.58 11 10.06 0.93 11

从化区 8.12 2.7 2.28 7 7.91 9.7 1.90 7 7.21 -3.5 1.80 8 7.47 1.98 7

注：强度即 R&D 经费占 GDP 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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