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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企業

字節跳動
SpaceX
OpenAI
螞蟻集團
Shein
Stripe

Databricks
Canva
幣安

微眾銀行

市值

15600
12800
7100
5700
4600
4300
3050
2800
2400
2350

市值
變化
+1420
+3050
+5680
-2840

0
+780
+850
+1280
+990
0

國家

中國
美國
美國
中國
中國
美國
美國
澳洲
馬耳他
中國

行業

社交媒體
航天

人工智能
金融科技
電子商務
金融科技
大數據
軟件服務
區塊鏈
金融科技

成立
年份
2012
2002
2015
2014
2012
2010
2013
2012
2017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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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創長足發展 科技金融成關鍵

大公報記者 倪巍晨上海報道

首席論談

今年7月30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強
調，有力有效支持發展瞪羚企業、獨

角獸企業。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長、廣開首席產業研究院院長兼首席經濟
學家連平向《大公報》表示，中國正通過

積極投資 「八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九大未來產業」 ，大力提升
新質生產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獨角獸企業、瞪羚企業不
僅是創新型企業的典型代表，更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力
量，從中央政策布局看，未來料持續疏通堵點，提升科技金融
質效，引入更多金融活水，潤澤科創發展。

中國引金融活水 潤澤科技創新
連平籲吸外資創投基金 鼓勵社保長期投資

胡潤研究院今年4月發布的 「2024全球獨角獸榜」 顯示，過去一年，美國
獨角獸企業數量增加37家，達到703家，全球列首；中國獨角獸企業增加24
家，達到340家，位列全球第二。

連平認為，獨角獸企業新增數量放緩，表面或與宏觀經濟走向有關，但直
接誘因，實是近年風投創投市場與股票市場的低迷。據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
投資市場錄得9388宗案例，同比下滑11.8%；披露投資金額同比下降23.7%至
6928.26億元（人民幣，下同），連續兩年下跌，若剔除國資，創投
市場投資降幅更大。另一方面，近年監管部門加強整頓金融
業，提高了首次公開招股（IPO）的門檻和不確定性，去
年中國僅267家有風險投資（VC）或募股權投資基金
（PE）投資背景的本土企業實現IPO，數量和金
額同比分別下降24%和36%。

「8+9」領域孵化獨角獸機會高
中共二十大後，中國加快發展新質生

產力，而獨角獸企業、瞪羚企業恰恰是發
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力量。新一輪科技
革命與產業變革，正重塑全球經濟結
構，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已成為
各國競爭的新賽道。

「新形勢下，中國正通過大力提升新
質生產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連平
表示，去年中資企境內外IPO中，近半數企
業和57%的融資額集中在機械製造、半導體
及電子設備、化工原料與加工這三大領域。近
年，中國大力倡導並投資 「八大戰略性新興產業、
九大未來產業」 ， 「8+9」 領域的獨角獸企業成功率
也較高。

連平指出，若以投資獨角獸的成功率來衡量，前十
大龍頭企業風險投資（CVC）機構中，表現最優
的3家機構依次為比亞迪、聯想創投和哈勃投
資（華為旗下），成功率分別達31.3%、
27.7%和27.1%， 「相當於每投資5家公
司，至少有1家將成長為獨角獸企業。」
他續稱，儘管過去兩年創投市場表現
不振，獨角獸企業數量增速有所放
緩，但 「8+9」 領域獨角獸企業的成
長依然良好，表明中國未來的戰略方
向正發生重要變化。

支持舉措料陸續有來
連平坦言，科創企業通常處在企

業生命周期的初創期，風險投資是最主
要的金融支持手段。他認為，風險投資支
持的主要對象是高新技術企業，以及有良
好市場發展前景，但缺乏啟動資金的企業
家，其功能是解決科創成果轉化，及其產業化
所需的短期資金問題。

今年人民銀行推出5000億元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再
貸款。6月召開的國常會也圍繞 「新質生產力」 提出一系列政
策舉措，釋放了對VC和PE行業的針對性支持信號。連平相信，人行再
貸款資金大致可拉動銀行體系約5000億元配套信貸，而國常會釋放的政策信
號，充分表明中央對風險投資、創業投資的高度重視。

連平預計，未來決策層料加大政策針對性和實施力度。他建議，從六方面
入手不斷提升金融服務科技質效，引更多金融活水潤澤科創發展。一是圍繞
「募投管退」 全鏈條，優化支持政策；二是鼓勵保險資金、社保基金等開展長

期投資；三是積極吸引外資創投基金；四是拓寬投資退出渠道，完善併購重
組、份額轉讓等政策；五是針對創業投資實施差異化監管，落細稅收優惠政
策，支持專業性機構發展；六是處理好政府性基金和市場化基金的關係，充分
發揮創業投資 「投早、投小、投硬科技」 的作用。

人物名片：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長
廣開首席產業研究院院長兼首席經濟學家

連平

▲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已成為各國
競爭的新賽道。

特點：具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成長性、
產業輻射面廣等特點，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和

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主體力量
行業細分：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
裝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民用航空、船舶與海
洋工程裝備

「銀行資金大部分為
個人和企業的存款資產，出於規

避風險考量，銀行通常向成熟企業提
供信貸支持。」 連平指出，銀行資金
所具有的 「厭惡風險」 特質，使之不
能承擔較高風險，更何況為風險投資
提供資金，因此實力雄厚的銀行系
統，難以全面有效匹配科創金融需
求。他強調，為有效支持科技創新，
推動新質生產力快速發展，應刻不容
緩促進風險投資、創業投資、上市融

資等「直接融資」進入良性發展軌道。
中國金融結構仍以 「間接融資」

為主。連平指出，銀行信貸融資約佔
全部融資比重62.3%，且仍續增強。
儘管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大力
提倡發展 「間接融資」 ，但股票市場
發展尚不理想，風險投資行業發展雖
快，規模卻有限。

長遠需改革創新
連平表示，中國股市推出一系列

針對科技創新融資需求的制度安排，
但積極效應仍有限。風投行業方面，
過去30年來，發揮了支持科技創新的
重要作用，但受民營經濟發展相對偏
緩影響，難以有效滿足科創融資的需
求。

連平建議，在有效保障投資者利
益基礎上，未來應加大力度恢復股市
融資功能，尤其是針對科創型中小民
企的融資功能，藉此帶動風投行業的
持續發展，推動銀行業進一步改革創
新，加大力度發展科技金融，努力構
建新質生產力發展所需的金融支持體
系。

獨角獸企業、
瞪羚企業均指高增
長型的科技型企
業。

獨角獸企業通
常指成立不足10
年、估值逾10億美
元，且尚未上市的
科技類公司，此類
企業代表着科技創
新的活力、方向和
領先性，反映的是
一個國家未來的核
心競爭力。

瞪羚企業指跨
過創業初期後，在
技術、商業模式、
產業組織形式等方
面均有強大創新能
力的企業，是最有
望晉級獨角獸企業
的科技公司；從認
定標準看，要求企
業成立不超過5年，
且近3年的複合增長
率不低於20%。

話你知

何
謂
獨
角
獸
與
瞪
羚
企
業

連平認為，
「科技金融」 是

通過金融創新，提供服務於科技創新的
金融產品、金融服務、金融機制，它須
以創新的產品、服務和機制，為科技研
發、科技成果轉化，以及科技創新企業
等提供全方位和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
持。連平強調，科技金融已成為推動科
技創新發展的一大關鍵要素。

「科技金融」 廣義上可理解為金融
業對科技創新的支持體系，狹義上則指
銀行業。連平表示，2023年中國的高
技術製造業中長期信貸同比增長

34%；同期，科技型中小企業信貸餘
額同比增長21.9%， 「專精特新」 企業
信貸同比增長18.6%，總體看，近年來
中國科技型企業信貸始終保持較快增
長。

科技金融質效有提升空間
連平提醒，儘管銀行業在支持科技

創新方面，做出不小貢獻，但科技金融
服務質效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一方
面，目前科技金融領域存在產品針對性
不強、覆蓋面不廣、風險評估和防範能
力不強、服務體系不健全，以及直接融

資渠道不暢等堵點；另一方面，科技型
企業的研發風險高、投入大、周期長，
各發展階段的風險特徵不盡相同，傳統
信貸保險產品恐難滿足其實際需求。

連平提出多項建議：其一，完善銀
行業對科技企業的評價體系，通過對科
創能力、成果轉化潛力等的有效評估，
為金融支持提供精準依據和指引。其
二，銀行業應在依法合規前提下，獲取
更多科技企業信用數據或其他可代替數
據，推動金融機構建立專業的科技企業
信用評價模型，並針對性推出創新產品
與服務。

其三，充分運用創新技術賦能，加
大對科技企業的風險識別和監測力度，
提高風險防控的及時性、有效性。其
四，建立科技金融專營機構，更好評估
投資風險，進一步完善科技型中小企業
信貸風險分擔體系，探索政府對創業企
業增信和風險補償機制。其五，不斷增
強科技金融專才培養，提升金融機構的
服務能力和產品創新能力。其六，持續
推動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結合科技
型企業發展規律與特點先行先試，研發
專屬的金融產品，為科技型企業提供全
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務。

重中之重

風投助科創融資 補傳統金融短板

加快改革

▲銀行業正努力構建新質生產力發展
所需的金融支持體系。

▲在支持科技創新方面，科技金融服務質效仍有
提升空間。圖為中國獨角獸企業字節跳動。

新製造業構建新質生產力
含金量高 連平認為，

由戰略性新興產
業和未來產業共同構成的 「新製造

業」 ，是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主陣
地。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要充分發揮中國

產業體系完備、市場規模巨大，以及擁有集
全國之力辦大事的體制優勢，多管齊下加快
培育新質生產力。

提升生產服務業佔比
連平強調，較之傳統生產力，新質生產

力更重視科技創新、技術進步和智力資源等
對生產方式、生產效率和生產質量的全

面提升，簡而言之，是一種集 「創
新+質優」 於一體的先進生產力。
他說，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
業，均以重大技術突破、重大發
展需求為基礎，其知識密集度
高，物質資源消耗少，有巨大
的成長潛力和發展空間。

連平分析，與傳統產業相

比，戰略性新興產業具有高技術含量、高附
加值、高成長性、產業輻射面廣等特點，去
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在中國GDP中的比
重已超過13%，2025年該比重有望超過
17%。他續稱，未來產業屬於產業發展的新
趨勢，具有依託新科技、引領新需求、創造
新動力、拓展新空間等「四新」特點，其涉及範
圍更廣、成長不確定性更大，培育周期也更長。

服務與生產密不可分。連平表示，美
國、歐盟的生產服務業在GDP中佔比分別約
56%和39%，多數G20國家的比重也在40%
至50%之間，中國的佔比僅17%至18%。他
認為，新質生產力需要有新服務，要通過培
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提升生產服務業在服
務業、終端商品，以及GDP中的比重。

連平說，中國整體服務業在GDP中的比
重若提升至60%，其中，若生產服務業佔比
提高至50%，在GDP中的比重將達30%。若
服務貿易佔全部貿易總量的比重翻一番，達
到25%，高端製造中生產服務價值就能達到
終端製造產品總體附加值的40%至45%。

新製造業構成及特點新製造業構成及特點

特點：具依託新科技、引領新需求、創造新動力和拓
展新空間，涉及範圍更廣、成長不確定性更大，培育周期
也更長

行業細分：元宇宙、腦機接口、量子信息、人形
機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物製造、未

來顯示、未來網絡、新型儲能

九大未來產業

大公報記者倪巍晨整理

大公報記者倪巍晨整理

註：括號內為去年排名 「*」 為新進前10名

▲獨角獸是高增長型的科技
型企業。

八大戰略性新興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