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想保持国际竞争力，工业发

展必须要依靠创新。

雷纳托·须达·德·卢纳·佩德罗萨、 

埃尔南·塞姆维奇

    这座位于巴西圣保罗州贝尔蒂奥加
的实验室通过脱盐技术来将海水转化成
饮用水。

    照片来源：©Paulo Whitaker/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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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经济衰退会影响到发展所得

在经过近 10 年的发展以及在 2010 年经过从

2008—2009 年的一个短暂的恢复阶段后，巴西 2011

年以后的经济呈现出一个急剧下滑的态势（见图8.1）。

这次的经济下滑主要受到了巴西赖以生存的日益萎缩

的商品市场的影响，再加上针对石油消耗的相应政策

调改也给这次经济下滑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后者最终

导致政府支出大于收入：在2014年，巴西在近16年

里首次出现财政赤字高于国民生产总值0.5%的情况。

这次财政赤字将2013年以来的通货膨胀率提升至6%。

巴西的经济在2014年停滞不前（国民生产总值仅上升

0.1%），并且它在2015年的发展前景甚者更糟，2014

年 4月财务部预计巴西的经济还会继续收缩0.9%。

自 2014 年迪尔玛·罗塞夫再次当选巴西总统以

来，她试图重新整改国民宏观经济政策。巴西财政

部长若阿金·莱维也已经或者预计采取一揽子措施

来削减支出和增加税收，其预期目标是 2015 年取得

1.2% 的财政盈余 A。自 11 月的选举以来，利率已经

经过两次上调升至 12.75% 来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

A 考虑到莱维部长的财政政策获得议会通过的困难，2015 年 7

月基本盈余的目标压缩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0.15%。最近的预测设定

的紧缩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1.5% 或更多。

严重冲击了 2015 年 3 月以前的长达 12 个月停留在

8.1% 的利率。让形式变得更严峻的是，巴西国有

石油企业目前陷入了经营管理不当和回扣腐败丑闻

的泥潭之中。后者在政坛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与数

位政坛大亨都有牵连。2015 年 5 月末，巴西石油公

司最终发布了它 2014 年度报告，其中它承认上一年

度中公司亏损了 500 多亿雷亚尔（R＄是巴西货币符

号“雷亚尔”，大约相当于 157 亿美元），并且其中

近 60 亿雷亚尔的亏损都与腐败丑闻有关联。为了有

效地防止经济衰退和政治腐败，巴西势必要改革它的

国家创新体系，其中也包括对社会制度的创新改革。

社会融合发展缓慢

经济的衰退也会给社会融合带来很深的影响，

这也曾是巴西较为成功的案例之一，特别是在 2010

年之前巴西经历了大宗商品热潮，巴西政府那时致

力于解决巴西贫困和饥饿问题。2005 年到 2013 年，

巴西的失业率由原来的 9.3% 降至 5.9%。

更多最近的资料表明这次发展已经接近结束。

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发表的社

会全景来看，巴西 2003 年到 2008 年的贫困率已经

降低了三分之一，并在 2013 年出现了停止扩大的现

象。更早期的数据还表明极度的贫困可能会增长，

因为它在 2013 年时影响了人口总数的 5.9%，相比

图 8.1 2003 —2013 年巴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来源：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2015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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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一年的5.4%。尽管在脱贫问题上巴西已经领先于

拉丁美洲的绝大多数国家，但是比巴西在这方面做得

更好的国家还有诸如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利等国家。

巴西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

另一项最近的研究 ECLAC，2014b 表明拉美政

府的扩大社会支出没能够换来更好的劳动生产力，

与发达国家的此类发展呈反向发展。但是智利却不

在此行列国家之内，在 1980 年到 2010 年期间，它

的劳动生产力成翻倍增长。

如果我们将巴西与其他新兴国家进行对比，巴

西的境遇有点类似于俄罗斯和南非，自从 1980 年以

来它的劳动力发展就已经停滞不前了。但另外，例

如中国和印度，在过去数十年里显著地提升了他们

的劳动生产力，虽然他们的起步也较晚（Heston 等，

2012）。

虽然在 2004 年到 2010 年间的商业大发展没有

起到多大的作用。部分关于巴西在近些年发展不佳，

或者在少个别情况有稍许发展的解释是巴西的发展

绝大程度地依赖于它对服务行业的发展；这个行业

对于技能的要求并不是很高，所以对于劳动力的需

求也相应减少。

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间接地寻求生产力的

提升。《2011—2020 年的教育规划纲要》提供了对

于发展基本和职业教育的政策：2011 年建立的新项

目资助了低技能工人的职业训练，并且给高等教育

提供了奖学金。

在 2012 年关于公共养老基金和失业保障制度

的改革，再加上劳动所得税的降低，都是旨在鼓励

人们从事常规经济产业，这些产业较之于非常规产

业对创新所做的贡献更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014）。然而，少有实质性的政策是为巴西在前端科

技领域与竞争者进行竞争而特别制定的。因为劳动

力发展水平代表着对于创新产业的吸收和产出，巴

西自身较低的生产力水平表明它没有打算用创新产

业来促进经济发展。A

A  包含生产力在内的关于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现代发

展经济理论和企业研究的关注中心。在阿吉翁和何汇特可以找出对

此更好的解释（1998）。

科学技术与创新的发展趋势

削减繁文缛节，社会组织更加灵活

巴西的公共研究机构和大学遵循着林林总总的

制度规章，这让他们很难去发展。各个州本想发展

他们各自研究机构和大学的机制，但是，因为所有

的规章制度都是对所有国民普适的，所以各个州不

得不遵循相同的规章制度。因此，他们也面临一样

的处境和困难。这些处境包括广泛的官僚机构，去

招募员工的义务，或者，从公务员 , 类似的职业阶

梯和工资系统，不规则的资金流动 , 过于复杂的采

购程序和强大的公务员工会。

随着社会组织的创立，一个结构性变化从 1998

年发展起来。这些私人非营利实体管理公共研究机构

与联邦机构签订合同。他们有自主权雇用（或解雇）

员工，拟定合同，购买设备，选择科学或技术研究

的主题和与私营企业签订研发合同。凭借这些社会

机构的灵活性以及它们的管理方式使得巴西的科技

发展取得成功。如今，像这样的机构一共有 6 所：

 ■ 纯粹和应用数学研究所（巴西理论数学和应用数

学研究所，见专栏 8.1）。

 ■ 亚马孙森林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 国家能源和材料研究中心（国家能源和材料研究

中心，见专栏 8.2）。

 ■ 管理和战略研究中心（研究中心）。

 ■ 国家教学和研究网络。

 ■ 最新加入的巴西研究和工业创新企业。它成立于

2013 年年末，通过提案来带动创新；只有合格的

机构和企业才能进行提案，这样一来就加速了整

个运行过程并且申请者有很大的成功概率；巴西

研究和工业创新企业将要在 2015 年进行估值。

在 1990 年代末 , 随着经济改革启动而采用立法

刺激私人研发。最重要的里程碑是创新的国家法律。

在 2006 年批准后不久，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门发表

一个《科学、技术和创新行动计划》，并且建立了

在 2010 年前要取得的四个主要目标，关于这四个目

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报告 2010》中有详细

描述：

 ■ 将国内生产总值的研发支出从 1.02% 提高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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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热内卢的理论数学与

应用数学研究所作为巴西国家

研究委员会的一个分支成立于

1952 年。从一开始，巴西国家

研究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进行高

级数学研究，培养青年科学家

以及在巴西社会传播数学知识。

自 1962 年起，理论数学与

应用数学研究所研究生计划已

经嘉奖过 400 多个博士生，硕

士奖励人数是博士生奖励数量

的两倍。大约一半的学生来自

国外 , 主要来自其他拉美国家。

50 个教员还包括 14 个不同国家

的公民。

在 2000 年，理论数学与应

用数学研究所获得社会组织的

地位 , 允许它有更灵活和便捷的

资源管理，在招聘员工和职业发

展方面给予其给更大的自治权。

在 2014 年， 理 论 数 学 与

应用数学研究所加入了专属组

织 集 团， 它 的 一 名 员 工 阿 图

尔·阿维拉还获得了该领域的

特别领域奖章，阿维拉在 2001

年从委员会获得了他的博士学

位并且自 2009 年起就成了该研

究所的永久员工。阿维拉是迄

今为止唯一的该领域奖章获得

者并且他所受的教育都是在发

展中国家完成的。

巴西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

研究所与巴西数学学会正在筹

备 2018 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

来源：www.icm2018.org.

专栏 8.1 巴西纯数学与应用数学研究所 

 ■ 将国内生产总值的企业研发支出从 0.51% 提高到

0.65%。

 ■ 增加奖学金的数量（不同层次）从 10 万份提升

至 15 万份，这些奖学金均是由两家联邦机构提供

的——国家研究委员会和高等教育人员能力建设

合作基金会。

 ■ 通过建立 400 所职业发展中心和远程教育中心来

发展社会科技，扩大数学奥林匹克人数至 2 100

万名，给中等教育水平的学生发放 10 000 份奖学

金来促进社会科技发展。

截至 2012 年，国家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 1.15%，企业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0.52%。

这些数值在之前一直没有达到。国家研究委员会和

人员能力建设合作基金会总体上很容易地实现了博

士授予学位数量（在 2010 年前达到 31 000 名，在

2013 年前实现 42 000 名），但在三等奖学金的发放

上没能达标（在 2010 年前达到 141 000）。《2005—

2010 国家计划研究生教育》预计在项目结束前授予

的博士学位数量是 16 000 名。因为在 2010 年实际

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是 11 300 名，并且在 2013 年

授予的博士学位也少于 14 000 名，这一项指标实际

上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在 2013 年国家几乎发放

了 42 000 份博士奖学金。

在另一方面，部分地实现了科普文化教育的目

标。例如，在 2010 年，超过 1 900 万名学生参加了

巴西公立学校的数学竞赛，在 2006 年 1 400 万名的

基础上有所增加。然而，自那以后，这个数值的发

展就停滞不前了。截至 2011 年，有望可以实现远

国家能源和材料研究中心是

巴西历史最久的社会组织。它管

理的国家实验室领域包括生物科

学、纳米技术和生物乙醇。

自 1990 年以来，国家能源

和材料研究中心还管理着拉丁美

洲唯一的同步辐射光源。对于光

源和光束线的设计和安装所采用

的技术都是该中心自己研发的

（见第 210 页图片）。

国家能源和材料研究中心

正在发展和建设一款新型的且极

具国际竞争力的同步加速器，取

名为“天狼星”。它的光束量达

到 40，并且它也是世界上第一

个第四代同步加速器。这个价值

5.85 亿美元的项目将是巴西有史

以来建造的最大的科学技术基础

设施。它将用于拉丁美洲研发项

目，从学术界、研究机构到私人

和公共公司。

典型的工业应用设备将包括

开发方法分解沥青质以抽取高黏

度油；从乙醇催化生产氢基本过

程的解释；了解植物和病原体之

间的交互控制柑橘类疾病；分析

催化纤维素水解生产第二代燃料

乙醇的过程的分子。

国家能源和材料研究中心的

这一举措使得它在结构上成为一

个社会组织，它在项目管理方面

享有自主权。

来源：作者。

专栏 8.2 巴西的能源和材料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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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目标，因为这方面已经开始有

所发展。

巴西第四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 A（2010 年）为

《2010—2015 国家计划研究生教育》奠定了工作基

础，为减少区域和社会不平等的研发工作建立了工

作规划；同时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探索了国家自然

资本；通过创新机制为制造业和出口行业提升附加

值；也同时提升了巴西的国际地位。

在巴西第四届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所提出的议

案都结集在一本蓝皮书中，这本书结集了未来四年

的计划和具体目标，这本计划书被称为《更强的

巴西》。在 2011 年一月这个计划的实施恰逢迪尔

玛·罗塞夫的执政时期。面向 2014 年的《更强的巴

西》中所包含的目标有：

 ■ 提升固定资产投资的水平，从 2010 年国内生产

总值的 19.5% 到 22.4%。

 ■ 企业研发支出从 2010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0.57%

提高到 0.90%。

 ■ 增加已完成中等教育劳动力的比例 , 从 54% 提高

到 65%。

 ■提高知识密集型企业的份额从总数的 30.1% 到

31.5%。

 ■ 创新的中小企业的数量从 37 000 增加到 58 000。

 ■ 多元化出口，国家在世界贸易的份额从 1.36% 增

加到 1.60%。

 ■ 家庭固定宽带互联网从 1 400 万户扩大到 4 000

万户。

到目前为止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目标是最后一项

目标。截止到 2014 年 12 月，几乎有 2 400 万户具

名（36.5%）安装了宽带。固定资本投资已经下降到

国内生产总值的 17.2%（2014），企业研发支出已回

落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0.52%（2012）并且巴西的世

界出口份额下降到 1.2%（2014）；同时，在绝对出

口额方面，巴西已经跌落了三个名次，落退至世界

第 25 位。完成中等教育的年轻人数量也没有上涨，

A  第一届会议召开于1985年，届时是平民政府重新当政时期，

其召开目的旨在建立新的科学技术部。第二届会议召开于 2001 年。

第三届会议，召开于 2005 年，主要为《科学、技术和创新的行动

计划》（2007）奠定了工作基础。

他们也没能够参与到工作中来。我们将在以下的篇

幅讨论出现这种趋势的具体原因。

另一个与《更强的巴西》无关的项目“科学无

国界”得到了官方很多的留心，并且收到联邦研发

基金不少的资助。“科学无国界”项目于 2011 年开始

启动，旨在 2015 年年末前向外派遣 10 万名大学生。

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

私有入学率在高速发展之后呈现放缓趋势

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段开始实施经济稳定

计划以来，高等教育开始呈现非常高的招生率。这

在本科生招生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自 2008 年起本

科生多出了 150 万名。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三的本科

生（730 万）加入了私立教育机构。它们趋向于以

教学为主，但也有极个别情况，例如天主教网络大

学以及很多的非营利进行经济学教学和管理的机构，

比如像瓦格斯基金会。近乎半数的私立高等教育提

升的招生率都得益于远程教育项目，这也是巴西高

等教育一个新兴趋势。

在 2014 年政府用补贴给 200 万名大学生进行

了助学贷款。尽管有补贴的资助，私立高等教育院

校的入学率还是有所下滑，可能是经济衰退的原因，

也可能是学生对于合同债务的意愿下降造成的。只

有 12 万份贷款延续到了 2015 年 3 月，也就是新学

年开始后的一个月。然而在 2014 年学生获得了 73

万份贷款，教育部寄希望于这个数字可以在 2015 年

降到 25 万份。

在公立教育方面，重组和扩张联邦大学计划 B

使得公立大学以及大学和技术学院的数量提升 25%，

学生人数在 2007 年到 2013 年提升 80%（从 64 万名

增长至 114 万名）。研究生教育也慢慢盛行于公立大

学，在 2008 年到 2012 年间授予的博士学位增长了

30%（见图 8.2）。

教育质量比教育周期更重要

提高生产力要求不断进行资本投入并且 / 或者

采用新科技成果。创建、开发和整合新技术需要熟

练的劳动力，包括对那些与创新机制密切相关的人

B  参见：http://reuni.mec.gov.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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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技术培训。甚者在服务行业中，现在服务行业

所创造处的产值占到巴西国内生产总值的 70%，一

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更能推动劳动力的发展。

因此提升巴西成人的平均教育水平被摆放到战

略性重要的位置。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际

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得知，巴西现行的教育

质量是非常低的。在 2012 年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

划考试情况来看，人均年龄 15 岁的巴西公民所取得

的数学成绩要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标准一个标

“科学无国界”是由科学、

技术和创新部门与教育部联合

创立的一个提议，分别通过它

们各自的资助机构国家研究委

员会与基金会来维持运行。

这个项目在 2011 年年初开

始运行并在同年八月向外输出

第一批学生。

截至 2014 年年底，它已经

向国外输出多于 7 万名学生，

主要留学地集中在欧洲、美国

以及加拿大。其中 80% 的留学

生都是本科生，他们要在异国

求学一年以上。

在读博士也可以在国外待

一年以上来做深入研究。

该项目其他的受益人群包

括在国外攻读博士或博士后的

学生，也有少部分的访问教师

和年轻的教员到国外进行交流。

受雇于私营企业的研究人员也

可以申请国外专门培训。

本项目也旨在吸引国外的

年轻研究人员，这些年轻的研

究人员可能想要定居在巴西或

者与巴西的研究人员在一些领

先领域建立合作关系，它们分

别是：

■工程学；

■纯自然科学；

■健康和生物医学科学；

■信息与通信技术；

■航空宇宙；

■药物；

■可持续农业生产；

■石油、天然气和煤炭；

■可再生能源；

■生物技术；

■纳米技术和新材料；

■技术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

■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勘探；

■海洋科学；

■矿物；

■建设工程的新技术 ；

■培训有关技术人员。

关于本项目对于巴西的高

等教育和研究体系有何影响还

未做出具体评估。在 2015 年 9

月，有关部门决定“科学无国

界”项目只到 2015 年。

来源：作者。

专栏 8.3 科学无国界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5 000

10 000

15 000

20 000

8 982

15 287

9 364
9 913

10 705
11 367 11 314

12 217

13 912

图 8.2 巴西 2005 —2013 年获得的博士学位情况

来源：人员能力建设合作基金会；教育部；InCites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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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差，尽管巴西年轻人在 2003 年至 2012 年期间在

数学方面所获得的进步比任何国家都要高 A。但是

巴西青少年在阅读和科学课程方面表现不佳。

最近的一项研究用国际学习成果评估和经济数

据对近 40 年的大部分国家进行研究，表明对经济发

展起作用的不仅仅是教育的年限时长，而是教育能

否培养起所必需的技能（Hanusheck 和 Woessmann，

2012）。运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成绩作为对年轻学

生的能力的评估样本，作者解释道，每 100 分都会人

均地对经济发展起到 2 个百分点的推动作用。

巴西刚刚起草了面向 2024 年的国家教育法。其

中一项指标就是在 2024 年之前取得国际学生评估项

目总分的 473 分。如果巴西过去的发展作为标识的

话，那么它的这项指标可以算是困难重重，从 2000

年到 2012 年，巴西学生平均每年以 2 分的成绩进行

增长，主要涉及科目是数学、科学和阅读；基于这种

发展速度，直到 2050 年，巴西才能达到 473 的指标。

教学质量不是规章制定者所考虑的唯一因素：

尽管在扩张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是中等教育的毕

业者自 2000 年年初以来就一直停在 18 万左右的样

子。这也意味着只有半数的目标人口从中学毕业，

这一趋势不利于今后高等教育的发展。在 2013 年考

入的大学的 27 万名学生中有许多人都是年纪较大的

人员，他们返校只是为了一纸文凭，而且凭借着这

一要求也不会进行长远发展。尽管有相对较小部分

的学生可以完成本科学习（目前约 15% 的年轻的成

年人），但是他们也不能较好地获得高水平的技能

以及内容相关的知识储备，国家的高等教育评估体

系都能为这些现象提供佐证（Pedrosa 等，2013）。

国家颁布一项提议来扩大合格劳动力的比例，

这个项目实施于 2011 年，它主要针对的是中学的职

业和技术教育。政府资料显示，已经有超过 800 万

人口从项目中获益。但更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有人

质疑这个项目大多数接受该项目培训的青少年未能

获取许多新的技能 , 并且用于发展的该项目的资金

可能被挪作他用。其中批判声音最为明显的是大多

数钱被投向私立学校，而私立学校在发展职业教育

时经验是十分有限的。

A  参见：http://reuni.mec.gov.br/.

研发趋势

研发支出的目标仍然难以捉摸

巴西在 2004 年和 2012 年之间的经济繁荣转化为

更高的政府和企业研发支出。国内生产总值中的研发

支出 355 亿美元购买力平价几乎翻了一番（2011 年

的美元汇率，见表 8.3）。大部分的增长发生在 2004

年至 2010 年之间，国内生产总值中的研发支出从

0.97% 增长到 1.16%。自 2010 年以来 , 政府部门就已

经推高了研发强度 , 非政府的贡献已经从 0.57% 下降

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0.52%（2012）。2013 年的初步数

据显示政府开支出现小幅增长以及从业务部门的一

个连续贡献（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从 2015 年开

始企业研发支出可能缩减，直至经济显示出复苏的迹

象。甚至是最乐观的分析家也不指望这点在 2016 年

前发生。固定资产投资在巴西在 2015 年预计将进一

步下降，特别是在制造业。这一趋势必将影响研发支

出的行业。巴西石油危机将在研发、投资产生重大影

响，因为近年来它自己就占全国 10% 的年度固定资

产投资。最近宣布的削减联邦预算和其他紧缩措施应

该也会影响政府对研发支出。

巴西的科研投入 / 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仍然远低

于发达国家和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动态 , 尤其是

韩国（见第 23 章和第 25 章）。同时 , 巴西的发展也

很类似于停滞的发达经济体 , 如意大利和西班牙和

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如俄罗斯联邦（见第 13 章）。但

巴西还是遥遥领先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见图 8.4）。

当涉及人力资源的研发时，巴西和发达经济体

之间的差距要大得多 （见图 8.5）。同样受人瞩目的是

在近些年科研人员在经济领域的雇用率下滑严重（见

图8.6）。这趋势和大多数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国家的

发展是截然相反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研发在高

等教育的扩张以及部分业务部门研发突出的增长乏力。

私营企业研发投入少

几乎所有的非政府研发支出来自私营企业（私

立大学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根据政府的初步数据

显示，自 2010 年以来 , 这种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

所占的份额下降（见图 8.3）；它已经从 49% 减少到

总开支的 45% （2012），甚至到 2013 年减少的 42%。

企业部门在 2014 年之前没有可能把国内生产总值的

0.90% 进行科研投入。

216



第 8章  巴西

第
8
章 

巴
西

巴西的私营研发较低在于国民较低的科学水平
和技术技能，以及缺乏激励措施 , 鼓励企业开发新
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正如我们在上一章节看到
的那样，所有可得的指标都在表明巴西现行的教育
体系还不足以让其国民正常工作在一个技术先进的
社会中，也无法有效地对技术进步做出贡献。

至于巴西的低水平的创新 , 这种现象是根植于
企业和行业的根深蒂固的对于开发新技术的忽视。
当然，也有部分领域技术创新带动兴趣发展，例如，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巴西的飞机制造商；巴西国家
石油公司；以及大型矿业集团淡水河谷，在他们各
自的领域都极具竞争力，都配有训练有素的人员，
且它们的技术 , 工艺和产品都富有创新性和竞争力。
这些创新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主要产
品要么是商品，要么为服务行业所使用，如商业飞
机。巴西的另一个富有创新性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领域是它的农业，同时它也是大宗商品部门。然而 ,
巴西没有一个能在前沿信息和通信技术或者电子或
生物技术领域进行竞争的公司。为什么是这样呢 ? 
在我们看来 , 保护内部市场的长期巴西工业政策对
当地生产的商品（以各种形式）在这一过程中发挥
了核心作用。直到现在我们来意识到仅仅是如何破
坏这种进口替代政策发展的创新环境。为什么当地
的企业要进行研发投入呢？而且一般情况是本地企
业在本地保护主义的庇护下与本地非创新型企业进
行竞争。近些年正如由于该政策的推行致使巴西在
世界贸易所占份额逐渐减少，特别是在对外工业产
品的出口方面，在过去几年中，这种趋势还有明显
加速发展的趋势（Pedrosa 和 Queiroz，2013）。A

这种情况在短期内可能会恶化，最近的数据表
明：2014—2015 年是近几十年来工业发展最糟糕的
年限，特别是体现在制造业的转型上。

目前的经济下滑已经影响到了政府利用扇形基
金来征收税收的能力，因为在许多季度利润下降。
扇形基金成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巴西的扇形基金
是研发的主要资金来源B。每一项扇形基金通过对特
种工业和服务业进行税务征收，例如能源公用事业
公司这样的企业。

A  佩德罗萨和奎罗斯（2013）仔细分析了巴西现今产业政策

以及它们在不同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从石油和更广泛的能源行业到

汽车行业和其他消费品。

B  关于巴西的扇形基金的详细介绍，请参阅《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科学发展报告 2010》。

“巴西式消费”拖公司经营的后腿
巴西现代工业发展因为现代基础设施缺乏而发

展受限，这在物流行业和发电行业体现得尤为明显。
再加上工商登记、税收和破产的程序较为烦琐，这
都使得在巴西经营商业成本较高。后者被常常描述
为“巴西式消费” （Custo Brasil）。

“巴西式消费”不利于巴西商业发展在国际上的
竞争，也有碍于创新发展。巴西的出口水平相对较
低。尽管期间出现过大宗商品热潮，但出口份额在
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在 2004 年至 2013 年从
14.6% 一度下降到 10.8%。单凭不利于发展的汇率
是不能解释这一现象的。

巴西出口的大多数商品都属于基本商品。在
2014 年上半年这些基本商品达到出口总额的 50.8%，
相比于 2005 年的 29.3%。大豆和其他谷物占出口总
额的 18.3%，铁矿石、肉类和咖啡占 32.5%。其中
只有三分之一的商品（34.5%）属于制造业，相比于
2005 年的 55.1% 大幅下降。在制造业出口方面，只
有 6.8% 可以算作高新技术产品，相较之那些科技含
量较低的商品占到 41.0%（相比于 2012 年的 36.8%）。

最近的数据显示了一片暗淡发展局面。2014 年
11 月和 12 月之间的工业产值下降了 2.8%，全年的
工业产值下降了 3.2%。同比，这次衰退在资本商品

（-9.6%）和耐用商品（-9.2%）方面体现得尤为显
著。这也显示了固定资产投资的下滑态势。

大多数政府研发支出涌向大学
多数国家的大部分政府研发支出都涌向了大学

教育（见图 8.7）。在 2008 年和 2012 年之间，这一
投资比例从 58% 略微增至 61%。

在其他领域的研发投入，农业排在第二位，这
也与巴西的历史因素有关，因为巴西是继美国之后
世界第二大食品生产国。由于巴西运用了更多的创
新技术，使得其农业产量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不
断上升。工业研发排在第三位，紧接着是卫生和基
础设施方面的研发投入。剩下其他部门研发投入占
政府开支的 1% 或者更少。

也有一些例外情况，2012 年政府研发 C 开支和
2000 年是持平的。紧随着工业技术从 1.4% 急剧增加

C  请参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报告 2010》第 105 页对

2000 年和 2008 年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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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0亿2011年购买力平价美元为单位及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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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2001 年和 2011 年不同领域全职研究人员所占份额（%）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主要科技指标，2015 年 1 月。

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

21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报告：迈向 2030 年

至6.8%。在 2000年至 2008年，政府研发支出的份额
下降到2012年的 5.9%。空间研发的投入从2000年的
制高点2.3%呈现螺旋式下降。在2000年和 2008年之
间，国防研究支出已经从 1.6% 缩减到 0.6%，但自那
以后又反弹至 1.0%。能源的研究也从 2.1%（2000）
下降到 0.3%（2012）。总体而言，虽然有发展的不足
之处，但是政府研发支出的分配是相对稳定的。

在 2013 年 5 月，巴西与阿根廷公司 INVAP 签订
合同来协助巴西建立一个多功能的核反应堆来研究和
生产放射性同位素，这些技术将被应用至核医学、农
业和环境管理当中。INVAP 已经为澳大利亚建立了
一个类似的反应堆。多用反应堆预计将于 2018 年投
入运行。届时它将建立在圣保罗的海洋技术中心，巴
西公司 Intertechne 将会对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公司创新活动有所减少
根据巴西地理和统计研究所的创新调查表明，

自 2008 年以来巴西所有企业在创新活动方面有所下
降（IBGE，2013）。这项调查涵盖了所有公有和私
营公司的主要部门，也包含涉及科技的服务行业的
公司，例如像电信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或者电力和

天然气公司。2008 年至 2011 年间企业进行创新活
动的比例从 38.1% 下降到 35.6%。

其中电子通信行业的在该方面的下降是最为
明显的，又分别体现在商品（-18.2%）和服务

（-16.9%）的下降上。在 2008 年和 2011 年之间，较
大的公司似乎也开始减少了创新活动的发展空间。
例如，在这一阶段，有着 500 名或更多员工的公司
参与开发新产品的份额从 54.9% 降到 43.0%。根据
统计研究所对于 2004 年至 2008 年间与 2009 年至
2011 年间的创新调查对比表明 2008 年的金融危机
已经对大多数巴西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负面影响。
自 2011 年以来 , 巴西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 这尤
其体现在工业部门。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巴西下一
个创新调查将显示出更低水平的创新活动。

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削减支出
在 2000 年代末，全球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但巴

西却在能源相关行业发展的风生水起，那时巴西对
生物柴油的发展前景应该抱有很多希望。国有石油
巨头在巴西比任何一个单独的公司注册的专利都要
多。而且，发电公司要根据法律规定要拿出它们规
定收入的一部分来进行研发投入（见专栏 8.4）。

虽说能源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门，但也没能阻
止在 2000 年和 2008 年间政府削减其能源研究开支
从 2.1% 降至 1.1%，然后又降至 2012 年的 0.3%。
对于这些削减的开支，可再生能源首当其冲。因为
公共投资越来越多地转向深海石油以及巴西东南沿
海天然气勘探。受到这一趋势主要影响的是乙醇工
业，导致它不得不关闭工厂和削减自己的研发投资。
乙醇行业的部分困境是由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的定价
政策造成的，乙醇行业的主要股东国家石油公司在
2011 年和 2014 年之间人为地压低油价来控制通货
膨胀。这一行径反过来又抑制了乙醇的价格，使得
乙醇生产生困难。这一政策最终蚕食的是巴西石油
公司的收入，继而迫使其削减在石油和天然气勘探
方面的投资。并且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一家就包揽了
巴西大约 10% 的固定资产投资，再加上这一趋势的
发展以及腐败丑闻的影响动摇了整个公司的经营，
这势必进一步波及巴西总体研发投资。

巴西近四分之三（73%）的电能来自水力发电
（见图 8.8）。而且这个贡献率在 2010 年有望达到四
分之五。但是水力发电量也会因为降雨量下降和老
化的水电站设备而大打折扣。

61.20

10.93

10.06

5.91

5.20

2.99

1.01

0.81

0.75

0.54

0.30

0.24

0.06

图 8.7  2012 年巴西政府研发支出的社会经济目标（%）

来源：巴西科学、技术和创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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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化石燃料的集约热电发电站挽回了这一损
失，因为太阳能和风能等新的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
构中所占份额仍然很小。而且，尽管巴西在运输方
面对生物乙醇的使用发展迅速，但是在能源产生的
研究和创新所给予的关注度仍然十分不足，因为这
涉及开发新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问题。根据
上述表述，我们已经不能指望巴西在能源方面的投
入回升到 21 世纪之交时水平，而且在能源这一领域
我们也很难看到巴西之前强劲的国际竞争力。

技术转移到私营部门是创新的关键
尽管巴西公司的整体创新性都处于较低的水准，

但是其中也不乏像巴西航空工业公司这样的例外。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大自然化妆用品公司，一家本土
成长起来的公司（见表 8.5）。

在巴西不论从医药到陶瓷业，还是从农业到深

海石油钻探，国有研究机构的技术转让给私营部门

是创新机制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近几年，两个

关键的研发中心被建立起来，它们是国家农业纳米

技术实验室（LNNA, 建于 2008 年）和国家纳米技术

实验室（LNNano，建于 2011 年）。这一战略投资，

结合国家和州政府在相关领域的具体研究项目的资

助，在具有高影响力的研究和技术移转的影响之下，

使得从事材料科学的研究人员的数量迅速增长。巴

西的材料研究学会（2014）A 公布的一份报告援引米

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的一名研究人员鲁本·西尼斯

特拉的话，他一直致力于研发缓解高血压的药物。

A  参见：http://ioppublishing.org/newsDetails/brazil-shows-that-

materials-matter.

西尼斯特拉信心满满的指出巴西的大学现在在药物

输出方面有能力开发纳米材料，但也指出：“我们国

内制药公司没有内部研发能力，所以我们要与它们

合作，推动新产品和工艺走向市场。”根据有关报

道，在 2009 年和 2013 年之间巴西每百万居民关于

纳米科学文章的数量从 5.5 篇上升到 9.2 篇。根据同

一消息来源，每篇文章的平均引用数量下降了，从

11.7 下降到 2.6。2013 年巴西在纳米科学的文章占

世界总量的 1.6%，一般科学文章的比例是 2.9%。

根据法律规定，巴西电力公
司必须拿出其收入的一部分来制
订发展能源效率计划，来促进国
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FNDCT）
的发展。法律涵盖了国有和私营
公司在发电、输电和配电方面的
工作。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对
大学、研究机构和工业研发中心
的研发进行资助。

类似于这样的法律颁布于
2000 年，且最新修订版出台于
2010 年。

法律要求供电公司在研发

方面投资净营业收入的 0.20%，
在能源效率计划方面投入净营
业收入 0.50%；另外的 0.20% 投
向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

对于发电和输电公司来说，
它们拿出净营业收入 0.40% 进
行研发，贡献 0.40% 到国家科
学技术发展基金。能源效率投
资项目被认为是企业的研发支
出，而对于国家科学技术发展
基金的投入被认为是政府资助。
法律有效期至 2015 年年底，到
时法律将被更新或修订。

根据国家电能机构所言，
能源效率计划在 2008 年和 2014
年之间一共为巴西节约电力 3.6
千兆瓦时，这是一个相当可观
的数字。在 2014 年，巴西在这
些项目上投资了 3.42 亿雷亚尔，
相比 2011 年通货膨胀前的投资
额 7.12 亿雷亚尔减少近一半。

来源：作者。

还请参阅：www.aneel.gov.b.

专栏 8.4 公司在能源效率上的投入——巴西的一项法律义务

各种电力能源比例（%）

图 8.8 2015 年巴西的发电类型

来源：国家系统运营商数据：www.ons.org.br/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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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比出版物发展速度慢

根据汤森路透数据库在 2006 年和 2008 年之间的

文章收录情况来看，由于巴西期刊的数量发展迅速，

自 2005 年以来巴西科学出版物由增加了一倍多。尽

管是人为的增加，自 2011 年以来它的增长速度已经

放缓（见图 8.9）。此外，在人均出版物层面上，虽然

巴西走在多数邻国的前面，但是它仍然落后于那些有

活力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发达经济体（见图 7.8）。

实际上，当涉及影响层面，在过去的十年巴西已经失

去了很多东西。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

中期以来，巴西高等教育入学率的速度已经提升，特

别是学生们所求学的大学制度方面有所调整，其中一

些高校可以招聘没有经验的教师，有些教师甚至可以

没有获得博士学位就可以在大学任教。

根据巴西专利局数据表明巴西的专利申请数量从

2000 年的 20 639 增加到 2012 年的 33 395，提升了

62%。这个发展速度与上年同期的科学出版物数量增长

率（308%）相比就逊色很多。此外，如果单纯统计居

民的专利申请量，在这期间的增长率甚至更低（21%）。

国际上惯用的比较是用美国专利和商标局

（USPTO）提供的专利的数量来间接的考量经济体的

国际竞争力，这种竞争力主要依靠技术创新的基础。

尽管在专利发展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就它

的国家规模而言，它在专利强度方面仍然落后于其

最大的竞争对手（见表 8.1）。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

比，较之于出版物巴西似乎也相对较少关注其国际

专利的发展（见图 8.10）。

大自然化妆用品公司成立

于 1986 年，是巴西在个人卫生

用品、化妆品和香水市场的领导

者。如今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跨

国公司，分布于许多拉美国家

和法国。它在 2013 年的净盈收

是 70 亿雷亚尔（相当于 22 亿美

元）。大自然化妆用品公司的主

要任务是创造商业化的产品和服

务来促进健康生活。它主要通过

直销运营，它旗下有大约 170 万

个女性顾问，这些顾问不通过实

体店而是通过互联网将产品卖给

老客户。其中有三分之二的顾问

（120 万）定居在巴西。

该公司的发展理念是通过

创新性和可持续性将社会环境

问题转化为商机。2012 年，《企

业爵士》认为大自然化妆用品

公司是世界上第二大可持续发

展公司（根据其经济条件）并

且福布斯榜将其列为世界排名

第八位的创新型公司。由于其

企业行为，大自然化妆用品公

司在 2014 年成为了世界上荣获

B-Corp 认证最大的企业。

大自然化妆用品公司雇用

了一支 260 人的团队直接参与

创新，他们中有超过一半的人

获得了研究生学位。公司拿出

自己约 3% 的收入来进行研发；

在 2013 年这笔数值具体数目是

1.8 亿雷亚尔（大约 5 600 万美

元）。其结果是，2013 年公司有

三分之二（63.4%）销售收入都

产自那些近两年发布的创新产

品。其总的经济态势增长一直很

快，并且大自然化妆用品公司

的规模在过去十年里翻了两番。

在大自然化妆用品公司的

创新过程中，巴西生物多样性

起到了关键作用，它的新产品

从植物中提取精华。巴西的植

物赋予企业活跃的生物发展原

则，这同时也需要与亚马孙地区

进行合作，与诸如巴西农业研究

公司（Embrapa）的科研院所进行

合作。其中一个主要的例子是柯

罗诺斯线，它的运作主要用到翅

茎西番莲（百香果）这种植物，

在运作过程中通过使用联邦基金

（FINEP）并与圣卡塔琳娜州联邦

大学发展伙伴关系；从柯罗诺斯

生产线诞生出许多新的专利和合

作研究项目。

大自然化妆用品公司在卡

雅马尔（圣保罗）也发展了自己

的研究中心。它的玛瑙斯创新

中心就坐落于亚马孙州的首府

城市，并与该地区的机构和企

业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在本

地进行研发并将和技术转化成

新产品；这一举动鼓励了其他

公司投资于该地区。

大自然化妆用品公司也参

与了国外的创新发展。诸如坐

落在纽约的全球创新中心，它

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

（美国）、麻省综合医院（美国）

以及法国里昂大学等其他机构

都建立了国际合作伙伴关系。

如今，大自然化妆用品公司

与 300 多个组织进行合作，它们

分别类属于企业、科研机构、资

助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监管机

构，来推送实施 350 多个创新项

目。2013 年时与这些机构的合作

项目数量占到了大自然化妆用品

公司承接项目总数量的 60% 以

上。另外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

2015 年研究人类健康与人类行

为的中心将在 2015 年启动开幕，

届时它将与圣保罗研究基金会合

作（FAPESP），包括研究设施的

新中心设立在国家的公立大学。

来源：作者编撰。

专栏 8.5 巴西创造 : 以大自然化妆用品公司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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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2008年每百万居民的

出版物数量

184
2014年每百万居民的

出版物数量

0.74
2008—2012年巴西出版物

平均引文率；二十国集团
平均水平是1.02

5.8%
2008—2012年最常被引用的文
章巴西论文所占比例；二十国集

团平均水平是10.2%

美国是巴西最亲密的伙伴
2008—2014年主要外国合作伙伴

  第一合作伙伴 第二合作伙伴 第三合作伙伴 第四合作伙伴 第四合作伙伴

巴西 美国（24 964） 法国（8 938） 英国（8 784） 德国（8 054） 西班牙（7 268）

来源：汤森路透社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数据处理 Science-Metrix。

注：未分类的文章总数（7 190）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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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对数坐标轴

图 8.10 2009 —2013 年出版物和专利的强度对比

来源：专利：美国专利商标局；出版物：汤森路透社；人口：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表 8.1 2004 —2008 年与 2009 —2013 年美国专利商标局认可的巴西人发明专利

2004—2008年
专利权数量

2009—2013年
专利权数量 累积增长(%) 2009—2013年

每千万人口

全球平均水平 164 835 228 492 38.6 328

日本 34 048 45 810 34.5 3 592

美国 86 360 110 683 28.2 3 553

韩国 3 802 12 095 218.1 2 433

瑞典 1 561 1 702 9.0 1 802

德国 11 000 12 523 13.8 1 535

加拿大 3 451 5 169 49.8 1 499

荷兰 1 312 1 760 34.1 1 055

英国 3 701 4 556 23.1 725

法国 3 829 4 718 23.2 722

意大利 1 696 1 930 13.8 319

西班牙 283 511 80.4 111

智利 13 34 160.0 33

中国 261 3 610 1 285.3 27

南非 111 127 14.2 25

俄罗斯联邦 198 303 53.1 21

波兰 15 60 313.7 16

阿根廷 54 55 3.4 14

印度 253 1 425 464.2 12

巴西 108 189 74.6 10

墨西哥 84 106 25.1 9
土耳其 14 42 200.0 6

来源：美国专利商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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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趋势

圣保罗州是科技创新的主导

巴西是一个大陆国家，27 个州的发展水平各异。

南部和东南地区的工业化和科学发展水平比北方要

高，其中的一些州在亚马孙森林和河谷之上。中西部

是巴西的农业和养牛业的重镇，近期发展迅速。

这种对比最强烈的例子是东南部的圣保罗州。

巴西的 2.02 亿人口中的 22%（4 400 万）生活在圣保

罗州，它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全国的 32%，与全

国的工业总产值的所占比例相近。它还有强大的州立

公共研究大学体系，这是其他大部分州都缺乏的，还

有一个完善的圣保罗研究基金会（见专栏 8.6）。圣

保罗州负责研发支出的 46%（公共和私人投入）和

商业研发的 66%。

所有的指数都是如此。2012 年巴西约 41% 的哲

学博士毕业于圣保罗州的大学，巴西 44% 的论文作

者中至少有 1 人来自圣保罗州的研究机构。圣保罗

州的科学产出率（2009—2013 年，每百万居民完成

390 篇论文）是全国平均水平（184 篇）的 2 倍，这

一差异化近年还在扩大。在过去的 10 年里，圣保罗

州的科学家的出版物的相对影响力比巴西整体还要

大（见图 8.11）。

圣保罗州的科学产出率的成功有 2 个因素：第

一，是有资助充足的州立大学，包括圣保罗大学、

坎皮纳斯大学和圣保罗州立大学（见图 8.12），它

们都进入了国际大学排名榜A；第二，圣保罗研究基

金会所起的作用（圣保罗研究基金会，见专栏 8.6）。

圣保罗州立大学系统和圣保罗研究基金会都是把州

的销售税的固定比例作为它们的年度预算拨款，并

且对资金使用有充分的自主权。

2006—2014 年，巴西东南部的研究机构的研究

人员在全国的比例由 50% 连续下滑到 44%。同一时

期，东北部的州的比例则从 16% 上升到 20%。判断

这一变化对科学产出的影响还为时尚早，所授予哲

学博士的数量也是这种情况，但逻辑上来讲，这些

指数一直在增长。

尽管有这些积极的趋势，研发支出、研究机构

数量和科学产出率的地区不平等还会持续。研究项

目扩展到其他州或到国外可以帮助这些地区的科学

家赶上他们南方的邻居。

A  在 2015 年《泰晤士报》的金砖 5 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高等

教育的大学排名中，圣保罗大学排名 10，坎皮纳斯大学排名 27，

圣保罗州立大学排名 97。在前 100 所大学中，里约热内卢联邦大

学是另外一所巴西很有特色的大学，排名 67。2015 年 QS 拉丁美

洲大学排名中，圣保罗大学排名第一，坎皮纳斯大学排名第二，里

约热内卢联邦大学排名第五，圣保罗州立大学排名第八。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0.693
0.721

0.673
0.723 0.709

0.753

0.693
0.740

0.695

0.766 0.756
0.816

0.718

0.789

0.675
0.709

0.660
0.719

0.651

0.733

0.653

0.734

0.665

0.740
0.692

0.837

0.684

0.803

图 8.11 2000 —2013 年从圣保罗与巴西方面来看科学出版物的影响

来源：InCites/ 汤森路透社，201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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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保罗州的人均科技支出是最高的

雷亚尔 69.50 
全国人均科技支出平均数

雷亚尔
183.80
圣保罗的人均科技支出

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全国科技支出水平的50%～100%

全国科技支出水平的25%～50%

低于全国科技支出水平的25%

巴西的 10 所研究型大学坐落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
巴西研究型大学 

地区/联邦单位 研究型大学 地区/联邦单位 研究型大学

塞阿拉州 塞阿拉联邦大学 圣保罗州 圣保罗大学

伯南布哥 伯南布哥联邦大学 坎皮纳斯大学

米纳斯吉拉斯 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 圣保罗州立大学

里约热内卢 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 圣保罗联邦大学

奥斯瓦道·克鲁兹基金会 圣卡洛斯联邦大学

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 南里奥格兰德州 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

里约热内卢大学 南里奥格兰德教皇立大学

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 圣卡塔琳娜州 联邦圣卡塔琳娜大学

巴拉那州 巴拉那联邦大学 联邦区 巴西利亚大学

图 8.12 巴西各个州对科学和技术的投入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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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圣保罗州在研发上的公共支出达到
全国总量的3/4

5个州的博士生项目数量超
过了全国总量的一半

22% 
圣保罗州的人口比例

31%
State of São Paulo’s share of 
Brazilian PhD programmes

73%
圣保罗州在研发上公共支
出的份额

0.1 0.2

0.02

1.80.3

85.5

3.8

0.8

0.1

0.2

0.1
4.8

0.2
0.5

0.2

1.9

1.10.1

0.01

31%
圣保罗州的博士生项目占全
国总量的比例

6个州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59%

圣保罗州的高等教育在
R&D上的支出占优势 86%

圣保罗州高等教育在R&D
上的支出占全国总量的
比例

超过总量的15%

总量的10%～14.9%

总量的5%～9.9%

不到总量的5%

数据缺乏

来源：巴西地理统计研究所（IBGE）。

研究型大学数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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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产业必须依靠创新才能巩固国际竞争力

近几十年来，巴西通过制定积极的社会政策在

减少贫困和不平等所取得的成就在全球范围内已经

是有目共睹的事情了。然而随着 2011 年经济增长开

始放缓，社会包容的进展也缓速发展。如今越来越

多的巴西人都找到了工作（截至 2013 年巴西的失业

率已降至 5.9%），现在启动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是

提高生产率。实现这些需要做到两点：科技投入以

及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

巴西的出版物的数量近年来大幅增长。许多的

个体研究人员所做出的努力也受到了认可。以阿图

尔·阿维拉为例，他在 2014 年成为了拉丁美洲第一

个获得著名的菲尔兹奖的数学家。

虽然如此，巴西的科学还有一定的进步空

间。巴西出版物的引用率仍然远远低于二十国集团

（G20）的平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这可能是由于

巴西很多文章还是以葡萄牙语发表在巴西的期刊上，

而这些刊物的出版数量很有限，因此可能国际上对

此还不能给出清楚的界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

可见性的缺乏只是近年来高等教育急速发展所带来

的临时现象。然而，在过去五年时间左右，其他新

兴经济体 , 如印度、韩国以及土耳其的表现远远好

于巴西。因此要提高巴西科研质量和可见性，还需

要共同努力来扩大和拓展巴西的国际合作。

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政治辩论的中心主题。

新教育部长承诺要改革中等教育系统，正如国际学

生评估项目很清楚地表明，当前的主要瓶颈之一是

要提高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新教育法提出了一些雄

心勃勃的 2024 年目标，其中包括进一步扩大接受高

等教育的人数与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

根据美国专利商标局的统计，巴西的另一个瓶

颈是它的专利数量较低。在创新方面，巴西企业仍

然不具有国际竞争力。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巴

西的私人研发支出仍然相对较低。更令人担心的是

自 2004 年和 2010 年之间的大宗商品市场繁荣时期

以来，巴西在短暂的专利注册量增长之后再无任何

进展。无论是在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还

是巴西在对外贸易的参与度方面，特别是在制成品

的出口方面，巴西的投资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上述

提到的都是关于创新的经济的主要指标，而且巴西

的这些指标都处于赤字状态。

新的财政部部长似乎意识到近年来削弱了经济的

瓶颈和畸形发展模式，这其中包括错误的保护主义以

及对于一些大型的经济组织的徇私枉法。他提出了一

系列恢复财政控制的措施，这些措施新的增长周期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这样，巴西的工业是在这样一

个可怕的状态，整个国家在工业和贸易政策方面都需

要进行全面改革A。国家工业部门必须要参与国际竞争

当中并且提倡技术创新是其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A  这则关于腐败丑闻的调查主要涉及巴西的石油巨头——巴西

石油公司。鉴于巴西的监管机构对于一些国际项目的监督疏忽，丑

闻中有大量的补贴资金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BNDES）的

途径而为一些建筑公司所贪污。

圣保罗研究基金会(FAPESP)

是圣保罗州的公共研究基金会，

根据州宪法条款规定，它每年以

国家销售税 1% 来进行可持续融

资。宪法还规定只能用基础预算

的 5% 进行管理，从而限制其滥

用基金。因此，它可以享有稳定

的资金和经营自主权。

圣保罗研究基金会在事务

委员会的协助下，通过同行评审

系统运作；事务委员会根据不同

的研究主题由活跃的研究人员组

成。除了对不同的科学领域进行

资助外，圣保罗研究基金会同时

还支持着四大研究项目，它们

分别是覆盖生物多样性、生物能

源、全球气候变化和神经科学。

2013 年，圣保罗研究基金

会支出达 10.85 亿雷亚尔 ( 大约

3.3 亿美元 )。基金会与国家和国

际研究资助机构、大学、研究

机构和商业企业都维持着合作关

系。它的国际合作伙伴包括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德国研究中

心以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圣保罗研究基金会还为想留

在圣保罗工作的外国科学家提供

多种研究项目。这些项目包括博

士后奖学金、年轻调查员奖和访

问研究员资助。

来源：作者编撰。

专栏 8.6 圣保罗研究基金会：一个可持续的融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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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4 年，巴西 15 岁的学生团体在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

里数学取得 473 分。

■2014 年，将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从 2010 年的

19.5% 提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2.4%。

■2014 年企业研发支出从 2010 年的 0.57% 提

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0.90%。

■已获得中等教育的劳动力数量从 54% 提升到

65%。

■2014 年将知识密集型企业的份额从 30.1% 提

升到 31.5%。

■2014 年将创新中小企业的数量从 37 000 家提

升到 58 000 家。

■多元化的出口贸易，2014 年国家在世界贸易

的份额从 1.36% 提升至 1.60%。

■2014 年将固定宽带网络用户从 1 400 万户提

升到 4 000 万户。

巴西的主要目标

雷 纳 托· 须 达· 德· 卢 纳· 佩 德 罗 萨

（Renato Hyuda de Luna Pedrosa），1956 年出生

于巴西， 巴西坎皮纳斯大学科技政策系副教授。

佩得罗萨先生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

数学博士学位。

埃尔南·塞姆维奇（Hernan Chaimovich)， 

1939 年出生于智利，是一位生物化学家，还担

任圣保罗研究基金会科学理事会（PAPESP）

特别顾问。塞姆维奇经常在期刊、报纸上发表

有关高等教育、科技政策等方面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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