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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根据奥巴马 ２０１ ６ 年 ２ 月提交的 ２ ０１７财年联邦政府预算案 ，
分析美国 ２０１７ 财年研发经

费预算的投入结构 、 主要部门经费分布与研发计划 ， 总结 ２０ １７财年研发投入的主要特点和重点以及研

发投入领域 ， 提出一些需要关注的研发投入方向以及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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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美国财政预算程序 ， 总统在每年年初公布础研究预算 ３４４ ．８５ 亿美元 ， 约占总预算的 ２２ ．６％
，

下一财年预算案 ， 经国会审议 、 修改通过后以法较上年增长 ２ ．９％
， 所占比重较 ２０ １６ 财年 （ ２２ ．９％ ）

律形式实施 。 ２０ １６ 年 ２ 月 ９ 日
，
美国总统奥巴马略有下降 ， 但仍维持在较髙水平 ； 应用研究 ３８３ ．

６１ 亿

向 国会提交了总额为 ４ ．
１ 万亿美元的 ２０ １７ 财年预美元 ，

约 占总预算的 ２５２％
，
较上年增长 ８２％ ； 开

算案 （ 执行期 ２０１ ６ 年 １０ 月 至 ２０ １７ 年 ９ 月 ） 。 预发研究 ７６７．０４亿美元 ， 约 占总预算的 ５０ ．４％
， 数额较

算案预测美国经济在面临强势美元 、 疲软油价以及上年增长 ３ ．０％
；
研发设施 ２７．８３亿美元 ， 约占总预算

金融震荡的情况下 ， 在 ２０ １６ 年和 ２０ １７ 年仍将保持的 １
．
８％ ， 较上年增长 ２２％ （参见表 ｌ

ｐ ’
４
］

、 表 ２
［
５
１

） 。

２ ．６％ 的稳定增长
［
１
］

。 预算案凸显 了奥巴马政府在１ ．２ 部门分布

应对气候变化 、 促进经济成果共享 、 推进税制改革美国联邦政府研发经费分布于 ２０ 多个联邦机

以及加强美国国家安全等方面的举措 ， 被视为奥巴构和部门之中 。 ２０１７ 财年联邦研发经费的部门分

马政府的政治宣言
［
２

１

。 同时指出 ， 科技创新是美布如表 ３所示 ， 除国家航空航天局 （ ＮＡＳＡ ） 和商

国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创造就业 、 保障安全充足 务部 ， 其他部门和机构的研发经费预算较上年均有

的食品供应 、 提升民众健康水平 、 发展未来的清洁不同程度的增长 。

能源 、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 保障国家安全的根本途

径 。 在私营部门缺乏投入动力的社会公益领域 ， 联
２

邦研发投人至关重要 。在美国联邦财政研发预算的编制过程中 ， 白宫

科技政策办公室 （ ｏｓｔｐ ） 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协调
１

作用 ，
ｏｓｔｐ 与预算管理办公室 （ ｏｍｂ ） 在 ２０ １５

１ ．１ 投入结构年 ７ 月 发布的
“

２０ １７ 财年科学与技术优先方向
”

美国在 ２０ １７ 财年预算案中 ，
研发预算总计为备忘录 ， 侧重对跨部门研发活动提供指导 ， 确定

１ ５２３ 亿美元 ，
比正在执行 的 ２０ １６ 财年 的 １ ４６ １２０１ ７ 财年的预算优先方向包括 ： 应对全球气候变

亿美元增加 了４ ．２％ 。 从研发活动的类型来看 ， 基化 、 清洁能源、 地球观测 、 先进制造与未来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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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美国 ２０ １ ７财年 Ｒ＆Ｄ 经费投入结构 －

１（ 单位 ： 百万美元 ）



２０ １４ 财年２０ １ ５ 财年２０ １６ 财年２０ １７ 财年２０１ ６
—

２０１ ７财年的变化

实际发生实际发生正在执行 提交审议 占比 （ ％ ） 增减数量 百分比 （ ％ ）

基础研究３２ １８ ７３ １８５４３ ３５ １０３４ ４８５２２．６９７５２
．
９

应用研究３２５４６３４１ ７８３ ５４３９３８３６ １２５ ．２２ ９２２８ ．２

开发研究６８９８ ５６９７ １９７４ ４６６７６ ７０４５ ０．４２ ２３ ８３ ．０

研发设施２６ １ ７２５２７２ 
７２３２７ ８３１ ．８６０２ ．２

资料来源 ： ＯＳＴＰ ，２０ １６ 年 ２ 月



表 ２ 美国 ２０ １ ７财年 Ｒ＆Ｄ经费投入结构 －２
（ 单位 ： 十亿美元 ）



２。 １ ５财年 ２〇 １ ６ 财年 ２〇 １７ 财年

实际发生正在执行提交审议

Ｒ＆Ｄ总量１ ３ ８ ．３１ ４６ ． １１ ５２ ．３４ ．２

国防７ １ ．７７６ ．６８０ ．０４ ．４

非国防６６ ．５６９ ．５７２ ．４４ ． １

研究 （ Ｒ ）６６ ．０６８ ．９ ７２ ．８５ ． ７

国防１０ ．９１０ ．９１ １ ．８７ ． ９

非 国防５５ ．２５８ ．０ ６ １ ．０５ ．２

开发 （
Ｄ

）６９ ．７７４ ．５７６ ．７３ ．０

国防６０ ．５６５ ．３６７ ．６３．５

非国防９ ．２９ ． １９ ． １－

０ ．８

注 ： Ｒ＆Ｄ总量 ＝ 研究 （ Ｒ ）＋开发 （ Ｄ） ＋ 研发设施 （Ｒ＆ＤＥ
ｑ
ｕｉ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

资料来源 ： ＯＳＴＰ
，
２ ０ １ ６年 ２ 月

生命生物与神经科学 、 国家安全 、 信息技术与高性增长了 １９％ ，
是主要研发部门经费增长最快的

一个 。

能计算 、 海洋与极地 、 政府科学决策 、 科学基础设２０ １７ 财年 ， 美国政府继续增加 ３个主要基础

施以及科学 、 技术 、 工程和数学教育等 ， 同时对 《美科学研发机构的预算 ， 即国家科学基金会 （ Ｎ ＳＦ ） 、

国创新战略 》 （ ２０ １５） 提出的先进制造 、 精准医疗 、 能源部下属的科学办公室和商务部下属的国家标准

脑科学 、 先进汽车 、 智慧城市 、 清洁能源与节能技与技术研究所 （ Ｎ ＩＳＴ ） 所属实验室 。 ３ 家机构预算

术 、 教育技术 、 太空探索 、 计算机新领域九大战略合计 １４６ 亿美元 ， 较上年增加 ９ 亿美元。

领域进行了计划部署 。在颠覆性技术研发和资助机构方面 ， 国防部高

从 ２０ １７ 财年预算案来看 ， 美国联邦政府研发级研究计划局 （ ＤＡＲＰＡ ） 预算 ３０亿美元 ，
基本与

预算近几年持续关注以下部门和领域 ：
上年持平 。 能源部模仿 ＤＡＲＰＡ 成立的先进能源研

（ １ ） 重点研发部门究计划署 （ＡＲＰＡ－

Ｅ ） 预算 ５ 亿美元 ，
较上年增长

国防部 、 卫生部 （ 主要投向国立卫生研究院 ） 、 ７２％
， 预算案还建议到 ２０２ １ 财年将该机构的预算

ＮＡＳＡ 和能源部是联邦研发经费投人的主要部门 ，增至 １０ 亿美元。

２０ １７ 财年研发预算中 ， 这 ４个部门 占了 近 ９ 成 。（ ２ ） 重点研发领域

其中 ， 能源部研发经费较上年增加 ２７ ．６亿美元 ，围绕美国创新战略 ，
２０ １ ７财年预算重点研发

— ２
—





？ 国外科技发展最新动向专題 ？

表 ３ 美国 ２０ １ ７财年研发经费部门分布 （单位 ： 百万美元 ）

２０１ ４财年２０ １５ 财年２０ １ ６ 财年２０ １ ７ 财年２０ １６
—

２０ １７ 财年的变化

实际发生实际发生正在执行 提交审议增减量百分比 （ ％ ）

国防部 （ ＤＯＤ ）６６０ １ ８６５５４７７０８７２７２８２５ １９５ ３３

卫生部 （ ＨＨＳ ）３０ ６８５３０ ４５ ３３ １９４２３ ２７ １４７７２２

能源部 （ ＤＯＥ ）１ １ ９９６１ ４３５ ４１４ ４０５１ ７ １６０２ ７５ ５１９

国家航空航天局 （
ＮＡＳＡ

） １ １ ９０６１ ２ １４５１ ２４ １０１ ２０４３－

３６７－

３

国家科学基金会 （ＮＳＦ ）５８ ２７５９４４６ １ １ ７６５２９４ １ ２７

农业部 （ ＵＳＤＡ ）２ ３８０２ ４５ ２２６７４２９２３２４９９

商务部 （
ＤＯＣ

）１５ ５６ １５２４１９ １ ３ １８８ ８－

２５－

１

退伍军人事务部 （ＶＡ ）１１ ０ １１１７８１ ２２０１ ２５２３２３

内政部 （ ＤＯ Ｉ ）８４０８６３９８ １１ ０８２１ ０ １１０

交通部 （ ＤＯＴ ）８５ ３ ８８５９２４１ ０６５１ ４１１ ５

国土安全部 （ＤＨＳ
）１０３２９ １９５７９５ ８５６１

环境保护署 （ ＥＰＡ ）５３ ９５２３５ １ ６５３０１４３

２９７３９６４７２５３０５ ８１ ２

国际开发署 （ ＵＳＡＩＤ ）—２５０２７５２８７ １２４

斯密森学会２２７２４６２５０２７０２０８

教育部 （ ＥＤ ）３ １ ５２７９２４２２４８６２

其他７６３３２０３４６４０２５６１ ６

合计１ ３６ ３３ ５１３ ８ ２７８１ ４６１ ３８１ ５２ ３ ３３６１ ９５４

资料来源 ： ＯＳＴＰ ，２０ １６ 年 ２ 月

领域包括 ： 清洁能源 、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 地球观研究领域的投人将增长 ３７％
， 在能源效率和先进

测 、 先进制造与未来产业 、 生命科学 、 国家安全、制造领域将增长 ２８％
， 在可再生能源创新项 目上

信息技术与髙性能计算 、 海洋与极地等 。将增长 ３４％ 。

为推进清洁能源技术 ， 帮助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为继续推进 《 国家先进制造战略计划 》 ， ２０ １７

实现 ２０ １５ 年巴黎气候大会关于加快全球清洁能源财年预算将向 ＮＳＦ 、 国防部 、 能源部 、 商务部等

创新的 ２０ 国共同承诺 ， 美国政府计划在未来 ５年部门投入总共 ２０亿美元 ， 用于支持先进制造研发 ，

内将联邦清洁能源研发投人翻番 （ 从 ２０ １６ 财年的包括斥资 ２ ．５亿美元继续建设 １ ３家已建成的制造

６４亿美元增加到 ２０２ １ 财年的 １２８亿美元 ） 。
２０ １７业创新中心和 ５ 家新中心

，
以推进国家制造业创新

财年预算中清洁能源研发投人达到 ７７ 亿美元 ， 将网络建设 。

分配给 １２个部门机构 ， 其中 ７６％ 分配给能源部 （ 约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 ，
２０ １７ 财年预算将向 国

５９ 亿美元 ） 。 能源部将其中的 ２ １ 亿美元拨付给下立卫生研究院 （Ｎ ＩＨ ） 拨款 ３３ １ 亿美元 ， 计划新增

属的能源效率和可持续能源办公室 （ ＥＥＲＥ） 。 与１万个新的竞争项 目 ， 以及投人ＮＩＨ 主要参与的
“

脑

２０ １６ 财年相比 ，
ＥＥＲＥ在可持续发展的燃料和车辆计划

”

（ ＮＩＨ计划投人 １ ．９５ 亿美元 ， 较上年增加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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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４５亿美元 ） 和

“

精准医疗计划
”

（ ＮＩＨ计划投入举措。 ２０ １７财年 ，
ＳＴＥＭ 计划的预算为 ３０ 亿美元 ，

３亿美元 ， 较上年增加 １ 亿美元 ） 等研究计划项 目 。 基本与上年持平 。

在农业领域研发主要投向 ３ 个方面 ： 农业部的，

农业与粮食研究计划 （ ＡＦＲＩ ）
， 投入 ７ 亿美元 ，

３ 需旻关汪的
一

些方曲

较上年增加 １ 倍 ；
农业部内部各类研发计划 ， 投人从美 国 ２０ １７ 年联邦政府研发预算案看 ，

以

１ １ ．６亿美元 ； 关键基础研发设施 ， 投人 ０． ９５亿美元 。 下方面需要加 以关注 ：

一是保持财政科技投入稳

此外 ， 为满足水资源紧张地区的用水技术需求 ， 预定增长和精准投向 ， 将大量 、 稳定 、 结构优化的

算还增加 了对能源部 、 内政部 、 ＮＳＦ等部门提 出科技投人作为 国家创新战略的主要保障措施 ， 强

的一些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 低成本的水供应技术调政府在引领创新和通过推动创新激发经济社会

研发项 目 的投人 。发展动力 中 的重要作用 。 在 《美 国创新 战略 》

（ ３ ） 加快面 向未来的产业创新（ ２０ １５ ） 和 ２０ １ ７ 预算案的重大研发任务部署上都

２０ １７ 财年预算将为机器人技术 、 网络物理系充分体现了这
一

思路 。 二是美国政府在加大重点

统 、 大数据 、 材料基因组计划 、 工程生物学等可能部 门 、 重点领域研发投人的 同时 ， 近些年保持投

为未来的产业和就业创造基础的研发活动提供强有人结构 （ 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开发研究等 ） 的

力 的支持 ， 包括 ＮＡＳＡ等部门 １ ２亿美元的商业载相对稳定 （ 见表 ４ ） 。 三是通过多种途径调动社

人航天计划 、 ８
．
２７亿美元的空间技术研究 、 ３

．
２４ 亿会各方面力量 ， 不断创新组织方式 ， 引 领产业创

美元的先进勘探系统研发 ，
以及 ３ ．

１ ８ 亿美元的民新发展 ， 包括建设以 制造业创新中心为代表的一

用网络安全技术研发等 。 此外 ， 预算案还提出通过批公共研发平台 ， 以及借助 ＤＡＲＰＡ 、 ＡＲＰＡ－

Ｅ 等

简化办事程序和扩大研究 、 实验税收抵免范围 ， 来机构 ， 加大对私营部门开展重大技术创新的 引导

支持私营部门 的研发 。力度 ， 壮大具有全球统治地位的髙新技术产业 。

（ ４ ） 跨部门重大研究计划近两年
，
奥巴 马还在不断说服国会批准成立

美国政府继续加大对跨部门的科技计划经费支１ ００亿美元的公私合作制造业投资基金 ， 鼓励更多

持 。 ２０ １７财年重点强调实施一批跨部门研究计划 ，私营部门投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新产品研发和应

包括美国全球变化研究 （ ＵＳＧＣＲＰ
， 计划投人 ２８用 。 四是通过预算制定强调部门协同 ， 避免不必要

亿美元 ） 、 国家战略计算计划 （ ＮＳＣＩ
， 主要 由能的浪费 ， 促进研发资源使用效率的最大化。 同时预

源部投入 ２ ．８ ５亿美元 ，
Ｎ ＳＦ 投人 ０． ３３亿美元 ） ，算编制中还要求加强联邦研发成果公开 ， 要求各部门

以及 网络和信息技术研发计划 （ ＮＩＴＲＤ ） 、 国家有责任确保研究人员 、 公众和创新创业者获取研发成

纳米计划 （
ＮＮＩ

） 等 。果的渠道畅通 ， 为研发成果的后续产品开发和市场

（ ５ ）ＳＴＥＭ（科学 、 技术 、 工程和数学 ） 教育 化创造条件 。 其中
一些做法和思路值得我们借鉴 。

计划＞

２０ １３ 年麵推 出 《联邦 ＳＴＥＭ 教育五年战略
４ 对中国的启￥

计划 》 ，
推进 ＳＴＥＭ 计划 已成为美国一项重要的通过对美国联邦政府 ２０ １ ７ 财年的研发预算

国家战略 ， 是其科技人力资源开发的一项重要战略进行分析 ， 结合我国具体情况 ， 得到以下启示 。

表 ４ 美国 ２０ １ ４—２０ １７ 财年 Ｒ＆Ｄ 经费投入结构 （ 单位 ：
％ ）

２０ １ ４财年２０ １ ５财年２０１ ６财年２０ １７ 财年

实际发生实际发生正在执行 提交审议

基础研究占比２３ ．６ １２３ ．０４２２ ．９７２２ ．６４

应用研究占 比２３ ．８７２４ ．７２２４ ．２５２５ ． １ ８

开发研究占 比５０ ．６０５０ ．４２５０ ．９５５０ ．３５

—

４
—





？ 国外科技发展最新动向专题 ？

（ １ ） 将国家科技创新
“

十三五
”

规划作为创为代表的一批体现国家战略 目标的创新载体建设

新资源配置的总指导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 《

“

十三五
”

规划建

把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发展趋势 ， 发挥科技议 》 明确提出
“

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
一批国家实验

创新对经济发展 、 社会进步 、 民生改善和国家安全室
”

，

“

依托企业 、 高校 、 科研院所建设一批 国家技

的重要支撑引领作用 ， 积极落实国家大数据战略 、术创新中心
”

。 美国 国家实验室 、 国家制造业创新

网络强国战略 、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战略 、 军民融合发展中心的一些建设经验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 以 国家实

战略 、 人才优先发展战略 、 国家安全战略 、 海洋强验室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为抓手 ， 贯彻创新驱

国战略 、

“

互联网 ＋
”

行动计划等重大决策 ， 突出动发展的理念 ， 作为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

与五大科技计划体系的衔接 ， 加强系统部署和谋划 。 内容 ， 产生了新的活力 。

一是对国家实验室和国家

（ ２ ） 在中央财政研发经费投入上 ， 结合科技体 技术创新中心建设进行总体布局 ， 处理好政府与市

制改革 ， 突出
“

优化结构 、 提质增效
”

的发展导向场关系 ；
二是探索新型运作机制 ，

统筹中央及地方

一是把握面向 国家战略需求导向 。 使财政支持公共科技资源 ， 面向国 内外整合和集聚优质创新资

研发更多地为国家战略 目标与经济社会发展长远需源 ；
三是围绕国家实验室和技术创新中心建设 ， 深

求服务 。 我国在经济和科技
“

新常态
”

下 ， 创新驱化产学研创新网络在战略层面的紧密合作 ， 同时加

动发展战略定将面临严峻考验 ， 增加政府科技投人速整合孵化器 、 生产力中心等公共技术服务资源 ，

作为激活经济的财政政策应长期坚持 ， 力求实现财走服务集团化 、 网络化发展道路。 ■

政科技投人的
“

逆周期
”

操作效应 ， 引领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 二是选择重点领域精准参考文献 ：

投资 。 加强技术预测 ， 在前沿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 ［ １ ］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Ｍ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Ｂｕｄｇｅｔ ．Ｂｕｄ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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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重要时期 。 随着更多的领域由
“

跟跑
”

向
“

领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ｖｅｓｔｓｉｎａｍ ｅｒｉｃ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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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
”

和
“

并跑
”

迈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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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６

－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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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途径 。 以基础研究为例 ， 近 １０ 年来 ， 发达国家的 ［５］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Ｐ ｏｌ ｉｃｙ
．ＯＳＴＰ ＦＹ ２〇 ｌ７

基础研究经费增长稳步 ， 并逐渐呈现出
“

社会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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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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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总量维持稳步增长 ， 基础研究的成本与风险分ｒｄｂｕｄｇｅｔｓ ．

摊更加合理多元 。 相比之下 ， 我国财政投人 ， 尤其 ［
６］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 美加澳等国科技创新政

是中央财政投入仍然为基础研究经费的最主要来源。策动向及启示
［
Ｒ

］

． 北京 ． ２ ０ １ ６．

（４ ） 加强以 国家实验室和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下转第 １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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