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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瞭望智库与飞象星球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发布《中

国教育科技全球竞争力发展报告（2022）》。 

该报告基于教育与科技深度融合的时代大背景，从政策机制、市

场环境、科技人才、资金投入、科技创新五个维度聚焦我国教育科技

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力发展情况。 

在政策机制方面，政策机制是教育科技发展的基本前提。国外教

育科技多由教育主管部门牵头，而我国把教育信息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政策制定主体从中央到各省区市，以及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形成了系

列的有效规划和落地措施。同时，我国教育科技政策着眼战略性目标，

特别强调“2035 年迈入教育强国行列”，并规划了分步走的实现路径。

我国采用央地协作和跨部门合作的模式，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

在政策中明确规定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重，保证了财政性教育投入

的持续稳定增长。 

在市场环境方面，市场环境是教育科技发展的基础条件。我国今

年来校园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成果显著，已实现互联网全覆盖，各类

软硬件覆盖率明显提升，并已建成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 

在科技人才方面，科技人才是教育科技发展的根本要素。我国人

才培养支持力度不断加强，教育科技基础研究高端人才总体呈增加趋

势，部分领域优势显现。 

在资金投入方面，资金投入是教育科技发展的关键保障。我国连



续 10 年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例“不低于 4%”。同时，

社会资金有效助力，2021 年上半年，我国共有 9 家教育科技独角兽企

业，约占全球总量的 40%，接近其他国家数量总和。 

在研发创新方面，研发创新是教育科技发展的核心内容。近十年

来，中国由美国创新生态 70%水平逐年上升至约 80%，仍处于不断上

升趋势。同时，我国在专利创新成果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十年间，中

国从 2011 年的与美国相持平的专利申请数量。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所公布的教育科技专利数来看，全球教育科技创新能力总体保持逐步

增强态势，现阶段中国在教育科技领域的创新能力位居世界首位。  

通过对比各国教育科技战略实施情况、评估各国教育科技市场环

境、分析全球教育科技人才竞争力、研究全球教育科技资金竞争力发

展现状、归纳教育科技整体创新生态以及科研创新成果转化，报告认

为：我国教育科技发展具有很强的全球竞争力，已经从“跟跑”变成

了“并跑”，并在部分领域处于“领跑”地位。 

此报告一方面厘清了我国与全球各国教育科技发展的战略不同，

为我国有关科研发展和应用的顶层设计提供强有力的事实和数据支

撑，有助于从政策层面把握未来先机，结合国情，切实以教育信息化

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为我国教育科技领域具有竞争力的

企业提供全局性、专业性认识，助其依托我国教育科技的独特竞争优

势、把握难得的发展机遇期，不断推进全球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