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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张娟娟

日前揭晓的 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奖中，250个项目脱颖而出，上市公司

作为科技创新“排头兵”，在推动我国科

技进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本次评选

中共计有107家A股公司参与项目获奖。

四个行业获奖公司
在10家及以上

据证券时报·数据宝不完全统计，

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中，

涉及107家A股公司（以下简称“获奖公

司”）。根据获奖项目梳理发现，这些项

目涉及人工智能、芯片、5G、新能源、新

材料、化学等多个领域。

从 107家获奖公司行业分布来看，

电力设备、机械设备、建筑装饰及电子

行业公司数量在10家及以上，其中电力

设备公司多达 16家，获奖项目超过 20
个。通信设备行业有 5家公司的 10个

项目获奖，分别为中兴通讯、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华测导航。

从获奖公司情况来看，中国移动、

中兴通讯获奖项目最多，均有5个，共同

参与的获奖项目有第五代移动通信系

统(5G)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高效可靠

的海量数据存储系统关键技术及应

用。中国交建、中国铁建、中国中铁等

公司参与的获奖项目均有3个。

获奖公司研发支出
占A股近三成

获奖公司始终坚持原始创新，持续

加码研发投入。据数据宝统计，上述

107家获奖公司的研发投入不断向上突

破，由 2019年的 2300亿元左右提升至

2023年的 4434亿元以上，研发投入总

额接近翻倍，占A股全部公司研发总额

由 2019年的 24%左右上升至 2023年的

近三成。

从单家公司来看，18 家获奖公司

2023年研发支出超百亿元，比亚迪、中

国移动、中国铁建均超过 300亿元。比

亚迪2023年研发支出近400亿元，今年

一季度研发费用首次在历史同期突破

百亿元，公司有3个项目获奖，其中牵头

完成的“新一代电动汽车关键部件及整

车平台自主研发与大规模产业化”项目

获得 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该项目推动我国汽车产业实现从

“模仿追随”到“自主创新”再到“引领全

球”的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从研发强度来看，107家获奖公司

自 2019 年以来平均研发强度均超过

5%，并保持逐年上升趋势，其中2023年

平均高达6.54%，18家获奖公司2023年

研发强度超过 10%。易华录、精测电

子、恒瑞医药、中兴通讯 2023年研发强

度均超过 20%；易华录参与项目“多源

异构数据湖的聚存算关键技术及应用”

获得202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公司2023年研发强度高达30.54%。

专利数量
较5年前增长超50%

在研发成果加持下，获奖公司专利取

得累累硕果。据数据宝统计，截至2023
年，上述107家获奖公司（含子公司）专利

数量合计52.66万件，创过去5年同期新

高，较2019年增加超过50%。

与此同时，上述 107家获奖公司的

专利数量贡献度（专利数量占全部A股

比值）也稳步上升，2019年占比 18%左

右，2023年达到 20.21%，创过去 5年最

高水平。

截至 2023年，中兴通讯、美的集团

专利数量均超过6万件，海尔智家、浪潮

信息、京东方A及比亚迪均超过2万件。

17家公司
技术处全球领先地位

统计发现，不少获奖公司拥有的技

术在同行、国内乃至全球领先，旗下产

品在国内或全球均保持较高的市场占

有率。据数据宝不完全统计，以上 107
家获奖公司中，有17家或以上的公司相

关业务或产品在国内乃至全球领先，主

要分布在电子、通信、电力设备等行业。

从公司规模来看，上述17家公司最

新市值普遍超过百亿元，中国移动、宁

德时代、比亚迪位居前3名，其中宁德时

代参与项目“全过程优化的锂电固废高

效低碳处理技术与应用”获得2023年度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7月 4日，比

亚迪第 80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成为

全球首家达成第80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

线的车企。

从机构一致预测数据来看，这些公

司今年、明年的业绩也将持续向好。赢

合科技是全球唯一一家能够提供动力

电池智能化数字工厂解决方案的企业，

机构预测其 2024年净利润增幅或超过

85%；兴森科技是国内最大的印制电路

样板小批量板快件制造商，机构预测其

2024 年、2025 年净利润增幅有望达到

66.58%、52.01%。

数据看2023年度国家科技奖获奖上市公司

研发投入占A股近三成 专利数量稳步上升

证券时报记者 梁谦刚

科技创新既是上市公司迈向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衡量上市公司

内在价值的关键因素。上市公司在硬实

力方面大力投入，研发投入规模占全国

的比重持续上升，成为各行业科技创新

的领头羊。

中国科技创新实力
快速提升

近些年来，中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新产业新

产品增势良好。科技创新已成为带动经

济转型升级、增强经济活力的重要力量。

放眼全球，中国的整体创新实力和

科技竞争力正在快速提升。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我

国排名已从 2012年的第 34位快速上升

到2023年的第12位，进入创新型国家行

列，且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

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一。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

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 2022—2023》显

示，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上升至第 10
位，较上期报告提升3位，是唯一进入榜

单前15位的发展中国家，向创新型国家

前列进一步迈进。

科技创新,一靠投入,二靠人才。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 33278
亿元，同比增长 8.1%，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比例为2.64%。

人才在科技创新中扮演着至关重要

的角色，是推动科技进步和发展的重要

资源。中国 2023年研究与试验发展人

员全时当量为660万人，稳居世界首位，

占全国城镇就业人数的比例达到1.4%，

创20年来新高。

上市公司
成为研发创新主力军

对上市公司而言，科技创新既是迈

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衡量

上市公司内在价值的关键因素。当前，

上市公司在科技创新方面下足了功夫，

研发投入规模和强度稳步上升，硬实力

持续增强，成为全国科技创新的主力军。

据证券时报·数据宝统计，2023年A
股上市公司研发支出合计达到1.82万亿

元，占全国 R&D 经费支出的比重达到

54.75%，占GDP的比例为1.45%，这三项

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2023年A股公司研发支出合计占营

收比例为 2.51%，研发强度为历年新

高。 2023 年 A 股研发人员合计达到

331.2万人，占A股公司员工总数的比例

达到 10.87%，占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人

员总量的比例首次突破50%。

新兴产业研发力度加大

从行业角度来看，2023年合计有 8
个行业研发支出超千亿元，包括建筑装

饰、电子、汽车、电力设备、医药生物等。

2023 年建筑装饰研发支出 2445.51 亿

元，连续9年夺得行业第一，中字头央企

带头作用明显。

从研发强度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

相关公司显著高于传统产业。据数据宝

统计，2023年计算机、国防军工、电子、

机械设备、医药生物、通信六大行业研发

支出占营收比例均在5%以上，这些行业

均有大量公司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如

电子、计算机行业，有超过50%的上市公

司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

计算机行业研发支出占营收比例最

高，达到 10.58%，该行业聚集了一大批

信息技术龙头公司。如海康威视，公司

致力于将物联感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技术服务于千行百业，目前公司自建的

海康观澜大模型已达到百亿参数的规

模，公司 2023年研发支出 113.93亿元，

排名行业第一位。此外，科大讯飞、用友

网络、中科曙光、三六零、四维图新、中国

软件等研发支出占营收比例均超10%。

2023年研发支出占营收比例与 10
年前相比，计算机、医药生物、电子、国防

军工、机械设备5个行业提升3个百分点

以上。

高研发提升竞争力

据数据宝统计，上市时间满 10 年

的公司中，截至 2023年末，过去 10年研

发支出金额持续增长的有 78家。与 10
年前相比，研发支出增长幅度最高的是

长江电力，10年前公司研发支出仅 0.19
亿元，2023年研发支出达到 20.68亿元，

增幅达到 106 倍以上。长江电力自上

市以来营收和净利润整体保持增长态

势，公司股价也节节攀升，今年以来多

次创新高。

持续的高研发投入保障了上市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也带来了业绩高成长。

数据宝统计，这78家公司10年间营业总

收入复合增速全部为正值，智飞生物、隆

基绿能、上海钢联、东方财富、阳光电源、

同花顺、汇川技术等 9家公司营收复合

增速均超30%。

以隆基绿能为例，公司是全球最大

的单晶硅生产制造商，10年前公司研发

支出仅1.56亿元，到了2023年研发支出

增长至 77.21 亿元，增幅达到 48.48 倍。

在此期间，公司营收规模从 22.8亿元增

长至1294.98亿元，增幅达到55.8倍。由

于在前沿技术方面的长期投入，隆基绿

能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领先全球。

上述78家公司盈利能力方面同样不

俗。数据宝统计，合计有65家公司过去

10年来净利润复合增速为正值，占比超

过八成。11家公司净利润复合增速超

30%，包括东方财富、隆基绿能、长电科

技、同花顺、智飞生物、太极实业等。

以长电科技为例，公司是全球领先

的集成电路制造和技术服务提供商，10
年前公司研发支出仅 3.14亿元，2023年

研发支出增长至14.4亿元，增幅达到3.59
倍。在此期间，公司净利润从 0.11亿元

增长至 14.71亿元，增幅达到 132.73倍。

截至2023年末，公司拥有专利3013件。

对长期持有的投资者而言，投资上

述 78家公司的回报相对可观。数据宝

统计，截至 7月 4日收盘，2014年以来，

这些公司股价平均涨幅达到 231.24%，

其中超七成跑赢同期上证指数。

上市公司成创新主力军
强研发投入助力业绩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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