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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加坡政府设立科技创新执行与管理部门，部门之间总体上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形成了高效、有序的科技创
新机制；同时，还布局高科技创新产业，加大对高科技新兴产业的资金投入，鼓励科技创新和科技创新型人才的培育，不仅拉
动了新加坡科技的长足进步，形成了新加坡以科技创新型为主的优势产业，也提升了新加坡的科技实力，促进经济产业的良性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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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echanism and Superior Technological 

Industry in Singapore 

Abstract: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has established a department for the execution and manage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th each department performing its own duties and having a clear division of labor, forming an efficient and 

orderly mechanism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lso laid out high-tech innovation industries, 

increased capital investment in high-tech emerging industries, encourag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riented talents. This has not only driven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Singapor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also formed 

Singapore's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mainly focused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t has also enhanced Singapore's technological strength 

and promote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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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加坡是一个东南亚的岛国，其资源匮乏、人口密集，

但科技创新能力强，经济发达，城市交通便捷，环境优美，

有“花园城市”之称，且作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在科技

创新领域领跑东南亚。新兴科技的不断创新推动新加坡的工

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经历劳动密集型、技能密集型、资本密

集型、科技密集型的发展，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新加坡

政府长期的部署和引导形成了高效的科技创新体系，科技进

步与科技产业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1 新加坡科技创新执行与管理部门 

新加坡在科技创新领域建立起以政府为首，科研机构、

研发型大学和企业为辅，自上而下完整的科技创新管理体系，

体现着鲜明的政府主导、协调统一、分工明确的特点。新加

坡科技创新执行与管理部门从整体来看主要分为两大部分：

一是由直接隶属内阁，以创新与创业理事会（Research,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Council）、国家研究基金会（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贸

工部（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为主的管理主体；二是

以企业（包括本土企业和跨国企业）、研发型大学、智库、

科技局所属研究所等为主要执行主体的执行机构和部门[1]。 

第一层级——研究、创新与创业理事会（简称 RIEC）和

国家研究基金会（简称 NRF）。 

RIEC 于 2006 年成立，由新加坡总理担任主席，由内阁

部长以及来自商业、科学和技术界的杰出本地和外国成员组

成，是该体系的最高领导机构[2]。主要目标是为国家研发提供

战略方向，以推动新加坡向知识型社会转型，具备强大的研

究、创新和企业能力。新加坡 NRF 成立于 2006 年 1 月 1 日，

是总理府下属的一个部门，主要任务是制定研究、创新和企

业的政策、计划和战略来确定国家研发方向，还为战略计划

提供资金，协调政府各部门的研发计划，培养研究人才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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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级——贸工部（简称 MTI）、教育部（简称 MOE）。 

贸工部辖下共有 9 个法定委员会和一个政府部门，其中

科学、技术和研究局（A*STAR），经济发展局（EDB），新

加坡企业发展局涉及新加坡科技创新和对外科技合作，工作

范围为推动研究和创新、打造先进的能源等[3]。MOE 负责制

定和实施有关教育结构、课程、教学法和评估的教育政策。

它监督政府资助学校、技术教育学院、理工学院和大学的管

理和发展，负责以教学科研导向为主的科技创新[4]。 

第三层级——学术研究基金（AcRF），科学、技术和研

究局（A*STAR），经济发展委员会（EDB）。 

AcRF 隶属于教育部，于 1994 年设立，旨在支援各类大

学进行学术研究工作，助力各类科技创新型和研究型大学的

课题研究和发展，从而为新加坡高校的学术研究质量的大幅

度提升、科技创新的发展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添砖加瓦[4]。

科学、技术和研究局（A*STAR）隶属于贸工部，于 1991 年

成立，包括生物医学研究委员会（BMRC）、科学与工程研

究委员会（SERC）、A*STAR 研究生院（A*GA）、企业集

团、企业五大部门[5]。其任务是在推进科学发展的同时开发创

新技术，以推动经济增长和改善居民生活；在各类研究所、

更广泛的研究界、行业培养、发展高技术人才和杰出领导者

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5]。EDB 是隶属于贸工部的政府

机构，负责制定战略，提升新加坡的全球商业、创新和人才

中心地位，为新加坡创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充满活力的商

业环境和良好的就业机会。 

第四层级——各类公立或私立大学和科研院所。 

第四层级则是 R&D 计划的各类执行部门和机构，包括各

类公立或私立大学，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各类技术学院、公

立或私立医院、企业研究单位、各类智库、私人实验室、科

技局所属研究所等。这些执行部门和机构主要负责三大类型

的研发任务，分别是“研究者主导型基础研究、任务型基础

研究、应用产业研究开发”，执行部门和机构是科技创新政

策和规划得以落实的主要载体，也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力军；

其中跨国公司尤为突出，相关调查显示，2010 年跨国公司研

发开支占新加坡企业部门总研发开支的 63%；同时，政府通

过设立众多研究计划鼓励大学和研究机构参与国际科技合

作，如国家研究基金会的 CREATE 项目、RCE 项目等[1]。 

新加坡科技创新的管理和执行部门总体上各司其职、分

工明确。新加坡科技创新由政府主导制定宏观战略规划、进

行政策扶持和资金扶助、设立基础研究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

塑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等；执行部门和机构则

在政府的统筹协调下有序开展科技研发、科技创新和技术成

果转化，不断提升新加坡的科技创新能力，助力新加坡成为

新兴的科创中心国家。 

2 新加坡政府的科技创新布局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资金投入下，新加坡具备世界一流

的多元化的研究基地和设备，聚集了前沿的科技研发人才，

具有科技研究成果快速转化的良好环境，形成了以政府为主

导的产、学、研一体的科技创新布局。  

2.1 继续加强生产、生活领域科技创新的投入 

新加坡科技创新以实用主义为原则，以科技创新革新产

业、创造便捷化的国际大都市生活为导向，加强生产与生活

领域的科技创新投入。如由新加坡科技局发布的《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2000》《Research,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2020 Winning the Future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和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2025 Plan》都共同关注先

进制造业；同样由新加坡科技局发布的《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2010》和《Research,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2015》共同侧重电子、信息通讯与媒体领域[6]；以及《Research,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2025 Plan》侧重“城市解决方案和可

持续发展”等[7]。  

2.2 支持 RIE领域的扩展任务 

为解决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造成全球经济的供应链

和生产链问题，新加坡政府在《研究、创新与企业 2025 计划》

中着手研究相关项目，以提高供应链的弹性，如支持 A*STAR

的 ARTC 开发平台技术，使企业能够将其供应链数字化，实

现云端的可视化和重新配置；同时，在供应链转型的基础之

上更广泛地采用增材制造技术（AM），扩大国家制造创新集

群（NAMIC），加强与制造业关键参与者的关系，以增强制

造操作的灵活性和效率、减少材料耗费；除此之外，RIE 投资

计划将与国家总体计划紧密结合，未来经济委员会推动经济

增长和行业转型的工作，支持新加坡构建数字未来的智能国

家计划等[7]。 

2.3 继续加强对人才的培养和世界各地一流人才的

吸引 

在《研究、创新与企业 2025 计划》中，新加坡政府计划

将 22 亿美元用于研究生课程和 I&E 人才培养，约占该计划总

额的 9%[7]。具体表现为加大对培养研发人才的大学和各类研

究所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增加研究生课程的 A*STAR 奖学金，

设置新加坡国际预科研究生奖和东盟博士后奖学金等；培养

创业技能及创新和企业（I&E）人才库，通过 A*STAR 的企

业能力提升技术方案等计划，加强对体验式培训的支持；加

强 RIE 生态系统和行业之间的人力循环，以促成知识转移和

建立强大的专业知识网络，以及将与新加坡全球网络和全球

创新联盟合作，以联系海外人才网络[7]。 

2.4 加强跨学科领域的研究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新加坡面临着海平面上升和城市热

岛效应等问题。为了应对复杂的气候变化和新兴领域的研究，

《研究、创新与企业 2025 计划》表示将增加可再生能源和低

碳技术的使用，如低碳氢和新型碳捕获、利用和存储（CCUS）

技术、开发具有可持续性的建筑材料等；对新兴领域的研究

则在于“抢占先机”，不断向世界科技创新中心靠近，以纳

米电子学为例，它代表了微电子学的发展趋势，并被大众广

泛当作未来数十年将取代微电子学成为信息技术的主体，将

对人类的工作和生活产生革命性影响，对该领域的重点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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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究意味着将在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7]。 

2.5 扩大 I&E平台规模，推动科学技术的转化，

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 

一方面，新加坡在以往 RIE 计划搭建 I&E 平台的基础上，

扩大技术翻译和商业化方面对当地企业的支持和影响，加快

有关企业将科学技术转化为产品或获得解决方案的速度，同

时，这些平台作为一个重要节点，以汇集社区、企业、政府

机构和监管机构，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加强知识、技

术、资金、人才等方面的交流；另一方面，以这些平台作为

基点向高增长的周边市场发展，如集成医疗设备或数字健康，

以促进企业获得跨领域合作伙伴和市场。 

新加坡是世界上首先提出“政府信息化”的国家之一[8]。

从 1980 年开始经历了六个发展阶段：国家计算机计划（1980

—1985 年）、国家信息技术计划（1986—1991 年）、信息技

术 IT2000—智慧岛计划（1992—1999 年）、信息通信 21 世

纪计划（2000—2006 年）、智能国 2015 计划 （2006—2015

年）、智慧国 2025 计划（2015—2025 年），这一系列计划使

新加坡较早踏上了政务信息化的道路[9]。2014 年新加坡政府

启动了“智慧国家 2025”计划，该计划致力于打造更加完善

和便捷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广泛包容的国民文化这两大建设

智慧国家的基础，在此之上构建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

社会三大支柱，从而落实智慧国家六类方案：国家战略项目、

交通、城市生活、电子政务、健康和创业商业。该规划不仅

促进了信息领域、数字领域和通信技术领域的发展，更建立

了优质的信息化、数字化基础设施，使技术要素的流动更加

畅通便捷，加速了技术转移及新加坡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建成。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和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SUTD）联合发布的《2021 年智慧城市指数》报告显示，新

加坡连续三年稳居全球智慧城市排行榜的榜首[10]。 

3 新加坡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与产出 

新加坡对创新科技的投入随着经济发展、市场需求以及

新加坡人民的需求不断变化，以政府为主导，制订宏观的科

技创新计划及加大资金支持，由政府统筹管理和协调科技

创新的发展。 

3.1 新加坡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 

从 1991 年实施的第一个科技五年计划至今，如表 1 所示，

政府在资金方面的投入呈上升趋势。2016 年新加坡制定了《研

究、创新、企业 2020 计划》战略，主要将科技资源投入集中

于生物医药、先进技术制造、城市方案及服务与数码经济等 4

大领域，预算投入分别为 40 亿美元、32 亿美元、9 亿美元、

4 亿美元；同时，依赖 3 大领域横向支撑，分别是学术研究、

科研人才和创新创业，预算投入分别为 28 亿美元、19 亿美元、

33 亿美元；另外，将 25 亿美元投入“白色空间”中，以满足

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求[11]。 

在新加坡最新发布的《研究、创新与企业 2025 计划》中，

科技创新投入预算高达 250 亿美元，约 1/4 将用于扩大现有的

4 个重点研究领域——制造业、人类健康、城市解决方案和可

持续发展、智慧国家与数字经济，并横向支持学术研究、科

技人才和创新创业 3 个领域[7]。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政府

制定一项防范和应对流行病的全国科研项目，增强新加坡抗

击流行病的能力；还有 1/3 将用以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如量子

科技研究等略有斩获的领域深耕；另外，新加坡政府把预算

中的 37.5 亿美元留给“白色空间”，政府配合科学和科技发

展随时进行必要的投资[7]。

 

表 1 新加坡科技计划基本情况 

起止年份 名称 预算/亿美元 重点产业 

1991—1995 《国家技术发展规划》 20 信息技术、微电子、电子系统、制造技术、材料技术、能源与环境、生物

技术、食品和农业、医疗科学 

1996—2000 《第二个国家科技计划》 40 先进技术制造业、微电子、新材料、生物和药品、信息技术、环境 

2001—2005 《科技规划 2005》 60 信息与通信、电子制造、生命科学 

2006—2010 《科技规划 2010：创新驱动的可持续发展》 135.5 电子、信息通信与媒体、化学制品、工程 

2011—2015 《研究、创新、创业 2015：新加坡的未来》 161 电子、生物医药、信息通信与媒体、工程、清洁技术 

2016—2020 《研究、创新、企业 2020 计划》 190 生物医药、先进技术制造、城市方案及服务与数码经济 

2021—2025 《研究、创新与企业 2025 计划》 250 制造业、人类健康、城市解决方案和可持续发展、智慧国家与数字经济 

 

3.2 新加坡科技创新的产出 

首先，新加坡科技创新的显著成效表现在专利、人才储

备、新技术授权收入和研发活动带来的收入 3 个方面[12]。科

技创新成果的多少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即专利数量，其中具体

包含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与专利保有量 3 个指标，如

表 2[13]所示，1994—2019 年新加坡科技创新产出的这 3 个指

标均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在人才储备方面，其研发科学家与

工程师数量（RSEs）也从 1997 年的 11 302 人增加至 2019 年

的 38 887 人，庞大的人才储备为新加坡的科技创新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智力源泉；1999—2019 年这 20 年间的研发总支出

（GERD）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基本呈现稳定上升

的趋势，说明新加坡政府不断通过政策支持和立法，将资金

投入科技创新领域；在技术授权收入和研发活动带来的销售

收入方面，也随着政府对科技研发的政策扶助和资金支持的

不断投入而基本呈上升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技成果

的商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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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加坡科技创新产出情况 

年份/年 
专利情况/件 

GERD/百万美元 GERD/GDP RSEs/人 
创新收益/百万 

申请量 授权量 保有量 授权收益 销售收益 

1994 263 58 204 — — — 52.8 — 

2000 902 285 1 268 3 009.5 1.82% 14 483 74.63 15 577.77 

2010 1 762 653 5 450 6 315.2 1.93% 28 296 32.16 10 900.99 

2017 2 852 1 290 9 784 9 061.6 1.91% 35 389 — — 

2018 2 896 1 356 10 114 9 281.8 1.83% 36 264 — — 

2019 2 592 1 476 9 865 9 656.2 1.89% 38 887 — — 

 

其次，新加坡通过科技自主独立创新步入世界科技强国

的行列，并成为了全球第四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建立起以

电子信息、能源与化工、生物医药、机械制造 4 大产业为支

柱的高科技工业体系。科技带来新加坡国际竞争力的上升及

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如表 3 所示，其科技人才的储备及人

才竞争力都为世界瞩目[14]。 

 

表 3 新加坡的国际竞争力排名 

国际竞争力 
排名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科技竞争力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3 3 1 1 5 

人才竞争力 

（Talent Ranking） 

13 13 10 9 12 

数字竞争力 

（Digital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1 2 2 2 5 

 

最后，科技创新推动了新加坡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促

使其成为新兴科技创新型国家，从而步入了发达国家行列。

2021 年新加坡 GDP 达到了 5 333.519 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相

比，实际增长了 7.6%，新加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升至 7.28 万

美元，实现了 7 万美元的新突破[15]。 

总而言之，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新加坡开始重视对科

技创新的投入，从 1991 年开始连续实施了 7 个科技五年计划。

新加坡政府极为重视对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科技创新能力

因此迅速提升，在生物、医药、科学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科

技成果；其政策规定资助的重点领域既跟随世界前沿技术领

域，又结合本国亟需解决的经济发展问题和优势领域，如清

洁技术、水处理技术、先进服务业等。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

新加坡成为新兴科技创新中心国家，科技创新水平位于世界

前列。在 2021 年 9 月 20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

创新指数报告 2021》中，新加坡在“2021 年全球创新指数”

一项中位列第八[15]。 

4 新加坡科技创新形成的优势产业 

自 1991 年起，在政府的综合部署和引导下，新加坡经过

30 余年的科技创新，在生物技术、生物医药业、电子工业、

精密工程业、电子信息等领域占据了极大的优势，不仅成为

相关行业内的领头羊，更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4.1 生物技术 

新加坡政府始终十分重视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并将

其作为长远的经济增长点，加上新加坡稳定的社会环境、完

善的商业服务设施、申请和注册程序的便捷高效、庞大的人

才储备、优惠的税收政策和优良的营商环境等优势条件，许

多跨国制药公司都选择把总部设在新加坡，进行投资和兴建

工厂，利用新加坡庞大的人才储备成立研发中心，并用优厚

的条件吸引世界各地的生物技术人才，通过调整生物产业结

构和产业链的方式，将新加坡打造成集研究、制造和地区中

心为一体的世界级生物科技基地[16]。 

4.2 生物医药业 

生物医药业是新加坡政府重点扶持的行业。《研究、创

新与企业 2020 计划》、医药创新计划（PIPS）等鼓励性政策

推动行业发展，自 2014 年起，新加坡政府与制药企业联合培

养专业人才，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为生物医药界外商

投资者提供充分的优惠政策支持，帮助其搭建伙伴关系，保

障国际生物制药企业在新加坡顺利落地。经过多年发展，新

加坡形成了医疗制药的 3 大园区，即以医院为中心的诺维娜

健康城（Health city Novena）、以科研为中心的唯一科技城

（One-North）和以医药制造企业为中心的大士生物医药园，

覆盖临床需求、研发转化、生产制造 3 个环节。2020 年产值

184.0 亿新元，占制造业总产值的 5.9%，就业人数 2.44 万人；

中外制药（Chugai）、默克（MSD）、葛兰素史克（GSK）

等国际著名医药公司都将全球制造中心设在新加坡[17]。 

4.3 电子工业 

电子工业是新加坡传统优势产业之一。从 1999 年开始，

西门子、朗讯和飞利浦等跨国公司先后在新加坡投资半导体

工业，发展至今，电子产业已经成为拉动新加坡 GDP 增长的

支柱产业之一。2020 年产值 1 418.6 亿新元，占制造业总产值

的 45.7%[17]。同时，新加坡还拥有丰富的电子产品及其相关

产品的生产中心。不仅纯晶圆代工厂在此设立生产基地，还

有许多其他顶级的外包半导体装配和测试公司。新加坡拥有

亚太地区最多元化的半导体产业，其产品不仅包括半导体，

还包括存储记忆产品、微机电系统（MEMS）、电信及消费

电子产品等，代表企业有伟创力（Flex）、格芯（Global 

foundries）、英飞凌（Infineon）和美光科技（Micron）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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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精密工程业 

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统计，新加坡有超过 2 700 家

精密工程企业提供了生产复杂零部件和设备所需的关键产品

和专业知识，而这些零部件和设备在半导体、医疗科技、海

洋业、近海工程和航空业等领域不可或缺。新加坡的精密工

程企业拥有全套的设计、成形、生产和供应链管理能力。制

造商很容易在这里找到“一站式解决方案”，无需使用多国

供应商。该产业 2020 年的产值约 420 亿新元，主要产品包括

半导体引线焊接机和球焊机、自动卧式插件机、半导体与工业

设备等[17]。 

4.5 电子信息 

新加坡是目前世界上电信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目前

有 40 家电信设备供应商和超过 1 000 家电信服务提供商[17]。

自新加坡 2000 年电信市场全面自由化以来，新加坡资讯通信

发展管理局与众多合作伙伴开展紧密合作，提供丰富的资讯

通信服务、根据市场的需求打造创新服务与增强知识资本、

提升新加坡的经济枢纽地位。特别是正在开启的“智慧国家

2025”的 10 年计划，更是强调将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到各行业，

新加坡信息技术发展和应用领域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

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水平方面，世界经济论坛（WEF）于 2016 年 7

月 6 日发布的《2016 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显示，新加坡“网

络就绪指数”名列前茅[18]。 

5 结束语 

新加坡在不同时期出台国家科技发展计划，呈现出 3 个

基本特点：一是重视科技创新人才的培育和高科技初创企业

的发展；二是强调基础科学研发和发展新科技产业的重要性，

推动知识密集型产业向科技创新型产业发展、转型；三是新

加坡政府、学界和企业之间，以及政府机构内部之间开展科

技创新的密切合作与协作。新加坡国家科技创新计划为新加

坡科技发展指明方向，也提供了制度保障，并通过科技管理

机制创新和科学技术创新，建立起了“开放、多元、动态、

高效”模式，进一步释放科技资源的活力和创造力，不仅对

新加坡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也是其国际影响

力的重要支撑点，使新加坡步入世界科技强国的行列，成为

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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