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夯实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动能

2024 年 1-9 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展现出积极复苏态势，制造业与基建投资都

是正向增长，但是房地产投资面临调整，私人投资信心需进一步提升。在研发投

资方面和专利方面，我国上市公司在研发领域的投入持续攀升，研发经费所占比

重日益增大；其创新活动频繁，专利授权数量蔚为壮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企业的研发成本呈现出逐渐提高的趋势，整体研发质量和效率还有进一步提升的

空间。

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张，投资结构持续优化

2024 年 1-9 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展现出积极复苏态势，相较于去年实现了

显著提升。具体而言，2024年1-9月期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达到了3.4%，

这一增速明显高出去年全年 3.0%的水平，而且这是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连续

多个月下滑以后首次止跌回稳。在三大支柱领域中，制造业投资表现尤为亮眼，

其累计同比增长率高达 9.2%，大幅超越了去年同期的 6.5%，持续领跑；基建投

资增速则累计同比增长 4.1%，显示出持续蓄势待发的潜力；相比之下，房地产

开发投资则面临一定挑战，累计同比增速为-10.1%，这个降幅比 2024 年 1-8 月

份略有收窄，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且从市场情况来看房地产市场交易已趋于活

跃，房地产销售面积、销售金额虽然还是在调整，但是累计降幅在收窄。

（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稳定，制造业和基建投资稳定发力

1.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投资增速较为稳定

2024 年 1—9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78978 亿元，同比增长

3.4%，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191001 亿元，下降 0.2%。从环比看，9月份固

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 0.65%。



图 3.1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累计值与累计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制造业投资增速稳定上升

2024 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在 9%以上，1-9 月份增速略

有上升，为 9.2%。

图 3.2 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3.基建投资继续保持较高速度增长

基建投资方面，1-9 月份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同比增长 4.1%。

图 3.3 基础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4.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相对不足，发展潜力较大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变化趋势相似，都

是从 2023 年年初逐渐下降，并在 2024 年年初出现了反弹。2024 年 1-9 月份，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191001 亿元，同比下降 0.2%。目前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为

50.4%，低于去年同期水平。所以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图 3.4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占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总体上看，投资目前保持了规模扩张、结构优化的发展态势。从一些结构性

数据看，当前投资运行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制造业投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制

造业投资增势持续向好，前三季度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9.2%，快于整体投资 5.8

个百分点。二是高技术产业投资比较活跃。近年来，我国着力培育和打造新质生

产力，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积极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高技术产业投

资增长比较快。三是大项目支撑作用突出。1-9 月份，计划总投资亿元及以上项

目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7.1%，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3.9 个百分点，有力发挥了投资

增长“压舱石”作用。四是设备更新效果持续显效。在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推动

下，设备工器具投资快速增长，对投资增长拉动作用明显。总体来看，虽然受到

第三季度极端天气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增速有所回落，但当前投资量增

质升的特点比较明显。从下阶段看，随着超长期国债、政府专项债等发行和使用

进度加快，“两新”政策作用进一步强化，“两重”建设加快落地和推进，资金

保障和项目支撑有望逐步改善，未来固定资产投资有望保持平稳增长。

5.房地产市场面临挑战但显示积极信号

2024 年 1—9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78680 亿元，同比下降 10.1%，降

幅有所收窄。1—9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 70284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7.1%，。

新建商品房销售额 68880 亿元，下降 22.7%。1—9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



金 78898 亿元，同比下降 20.0%。

图 3.5 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值与累计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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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房地产投资、商品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自 2024 年 5 月中旬起，相关部门及地区对房地产政策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

与优化，我国房地产市场随之展现出一系列积极的转变。根据最新数据，2024



年 1月至 9月期间，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 17.1%，相较于 1-7 月份降幅收窄 1.5

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下降 22.7%，降幅收窄 1.6 个百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

下降 22.2%，降幅收窄 1个百分点。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面积、销售额以及房屋新

开工面积的同比降幅均有所缓和，这一趋势无疑给予了市场积极的信号。从这些

变化来看，当前房地产市场继续处于调整中。从未来发展看，中国城镇化进程持

续推进，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加快构建，房地产市场仍然具有较大潜力和空间，要

继续坚持因城施策，加快各项政策落实，促进房地产市场逐步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住房需求发挥更好作用。

（二）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问题和相关政策建议

在 2024 年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可概括为以下三

个方面：

首先，房地产投资持续低迷，承受较大的下行压力，进而对整体固定资产投

资的增长构成了显著的拖累。尽管房地产作为关键驱动力的地位不言而喻，但其

当前困境却成为阻碍经济复苏的一大障碍。

其次，政策效应的充分释放尚需时日。尽管相关部门和地区已对房地产政策

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与优化，但政策的全面积极影响仍需时间的逐步累积和市场

的深入调整。目前，房地产市场仍处于深刻的转型期，政策效果的全面显现还需

耐心等待。

再者，信心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从宏观经济形势来看，当前经济下行压力

依然显著，尤其是民间投资因信心缺失而显得动力不足。这一问题不仅影响了固

定资产投资的增速，还对其稳定性构成了挑战。

因此，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提出以下建议：首要任务是积极贯彻落实中央的

各项房地产调整政策，努力推动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同时，要持续加大基础设

施投资力度，确保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得以保持；最后，要积极优化营商环

境，提升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信心和动力，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二、我国研发投资、专利数量与研究成本

（一）研发投资：上市公司研发支出持续增长，研发占比不断提升

我国上市公司研发支出逐年增加。虽然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和资产总计也在

逐年增加，但研发支出增速更高，上市公司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研发支

出占资产总计的比重不断增加。

图 3.7 上市公司研发支出情况

数据来源：国泰安数据库

图 3.8 上市公司研发支出占比

数据来源：国泰安数据库



（二）专利申请：创新活动活跃，专利授权量巨大

我国 1-8 月份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共授权 2510448 件。其中国内三种

专利的授权数量分别为 664089、1356556、394993 件，国外三种专利的授权数量

分别为 75786、3574、15450 件。

图 3.9 分国内外专利授权状况

数据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从分专利权人来看，企业有效专利数量最多，且远远超过其他机构所拥有的

有效专利数量。企业、事业单位的有效专利多为实用新型专利，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的有效专利多为发明专利，而个人的有效专利多为外观设计专利。



图 3.10 分专利权人类型国内有效专利数量

数据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二）企业研发成本逐步提高

本报告使用国泰安数据库中已授权专利数与研发支出（亿元）之比，也即企

业每亿元研发支出所能获得的专利数来刻画企业的研发的平均成本。从图 3.11

可以看出近年来企业的研发成本持续加大，这充分说明了近年来我国企业的技术

发明已经不断靠近技术前沿，导致了不断提高的研发成本。

图 3.11 上市企业已授权专利数/研发支出

数据来源：国泰安数据库



（三）研发投资和专利申请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企业等微观主体层面数据的分析发现，我国在研发投资和专利方面的

主要问题如下：第一，研发投资占比仍有待提升。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和资产总

计的比重仍然相对较低，研发投资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仍有待进一步提升。第二，

研发投资长期持续性和稳定性问题。长期稳定的研发投资对于持续创新和竞争力

而言至关重要。第三，我国上市公司研发成本逐渐提高。随着我国企业日益逼近

技术前沿，进一步提升了研发成本。第四，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待加强。数据表明

我国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还有待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需要更多企业积极参与

到技术创新中来。

针对我国在研发投资和专利领域面临的种种挑战，以下提出了一些具体政策

建议，旨在全面优化研发投资与专利环境，推动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稳步增强：

第一，为了优化研发投资结构，推动均衡发展，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积极

鼓励并支持中小企业及新兴领域加大研发投资力度。

第二，提升研发投资占比，须将其置于企业运营的核心地位。

第三，为确保研发投资的长期稳定性和持续性，政府需建立健全研发投资长

效机制，包括科学制定长期研发规划、设立研发储备基金等。

第四，在研发补贴方面，政府需进一步完善分配机制，确保补贴资金能够精

准地投向具有潜力的研发项目和高成长性的企业。

第五，强化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激发其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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