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隔七年再度召開的民營企業家座談
會，不僅彰顯了中央政府對民營經濟一以貫

之的重視與支持，而且對民營經濟的定位提升到新的高度，為民營企業合法權
益構築起制度保障。

當前中國經濟復甦既面臨着人工智能時代的重要歷史機遇，也面臨着經濟
轉型的種種挑戰，新時期經濟復甦呼喚新一輪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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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化時代下的世界圖景
國際金融

論 壇 （IFF）
於2024年7月
成立了人工智

能委員會，旨在促進人工智能領域的國
際交流和對話，推動技術創新與合作，
確保AI技術的和平與安全發展，並助力
構建全球AI治理體系。基於這樣的使
命，我們發起了《IFF全球人工智能競
爭力指數報告》研究項目，並對全球人
工智能競爭力指數設定了技術應用、研
究創新、人才發展、政府監管、市場相
關五個研究維度。國際金融論壇
（IFF）於2024年年會期間以及今年
2月剛剛閉幕的法國人工智能行動峰會
上，發布了《IFF全球人工智能競爭力
指數報告》第一部分──技術應用相關
的研究報告。

這份報告以全球人工智能企業為
錨點，向大家展示並比較各個國家在AI
領域的競爭力。我們首先定義了哪些公
司屬於AI公司，即任何提供涉及人工智
能技術的產品和服務的企業，不僅包括
AI初創公司，還涉及現有成熟企業，只
要他們在日常業務中使用人工智能技
術，就納入本次研究。我們一共收集了
5.5萬家全球各地的AI公司數據，他們
分布於全球100多個國家。按照各個國
家擁有的AI公司總數量進行排序，排名
第一的是美國，且大幅領先於其他國
家。目前美國有2萬餘家企業專注於AI
領域，中國則有超過2000家AI公司，
排名全球第六。此外，研究統計了各國
及地區按每百萬人口計算的AI企業密
度，這一數據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排名。
我們驚訝地發現，由於中國香港地區自
身規模體量的限制，在AI企業總數量的
全球排名中不佔優勢，但如果按每百萬
人口擁有的AI企業數量進行統計，中國
香港地區排在全球第十位，這是一個非
常高的排名。

從時間周期角度，全球AI公司的數
量呈現逐年指數級的增長。從2022年
至今，AI領域的發展異常迅猛，特別是
2022年11月底ChatGPT出現後，全球
範圍內掀起了AI技術的發展熱潮，
2023年全球新成立的AI企業數量，相
比2022年，增長了41%。

此外，為了更好地理解AI獨角獸企
業是如何獲得融資以及評估各國家及地
區AI企業的估值增長情況，我們針對AI
獨角獸企業的估值和融資金額，按照時
間維度進行回歸分析。可以發現，美國
AI企業的估值在過去8個年度中的增長

最為顯著，美國對AI企業價值增長的促
進作用更加明顯，香港次之，阿聯酋排
名第三。商湯科技、英矽智能是香港兩
家最為知名的AI獨角獸企業。總體而
言，中國香港與中國在AI企業的融資方
面都表現不錯，但還有較大的增長空
間。

本次報告中也展示了AI在不同行業
中的應用，比如醫藥、市場營銷、自動
駕駛、大模型領域等等。AI已經滲透到
全球的所有行業。為什麼AI對於各個領
域變得越來越重要？很多國家正面臨一
些挑戰，比如人口老齡化、人力短缺、
生產效率低下、道路交通安全等。AI的
核心是實現以人為本的智能，例如為病
患提供標準的衞生保健與醫療服務，減
少現有醫務工作者的壓力。

DeepSeek重構AI研發底層邏輯
剛剛過去的農曆新年期間，中國

的開源AI模型DeepSeek爆火出圈，引
發了全球科技界和公眾的廣泛關注。這
一現象既體現了技術突破的里程碑意
義，也折射出行業生態與用戶需求的深
刻變化。技術突破層面，DeepSeek重
構了AI研發的底層邏輯，通過算法、架
構的創新，顛覆了 「算力即權力」 的行
業法則，打破了AI領域的 「不可能三
角」 （模型性能、訓練成本、硬件規模
難以兼得），被視為對算力霸權的有力
挑戰。DeepSeek也成為了全球最快達
到2000萬日活躍用戶的應用，深受公
眾追捧。在這一現象的背後，更深層次
上，DeepSeek的開源模型讓行業重拾
對通用人工智能（AGI）的信心。

從2022年底的OpenAI到2025年
初的DeepSeek，技術精英的立場分歧
反映了AI發展路徑的多元選擇。無論如
何，AI在全球的發展正不可逆轉的體現
出兩大趨勢，首先是技術的平權和民主
化，開源與低成本模型將加速AI普惠，
推動邊緣設備和小型化應用的發展；其
次是行業發展範式正在轉型，從 「算力
競賽」 轉向 「算法創新」 ，企業需在效
率與倫理、商業化與AGI探索間尋找平
衡。這一現象最終指向一個更深刻的命
題：當技術突破超越物理限制時，人類
如何重新定義智能邊界，並在創新與風
險間構建可持續的生態。

DeepSeek的出圈，或許正是這場
全球變革的序幕。

（作者為國際金融論壇（IFF）研
究院特邀數據專家）

（www.iff.org.cn）

民營經濟定位提升至新高度
這次民

營企業座談
會 ， 總 書

記、總理、政協主席等多位政治局常
委出席，以高規格形式充分彰顯了中
央政府對民營經濟一以貫之的重視與
支持。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歷程，在民
營經濟從無到有的發展過程中，面對
每一次錯誤思潮的干擾，中央政府都
堅定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壯大，提供了
越來越廣闊的發展環境。從鄧小平同
志發表南方談話，提出 「三個有利
於」 的標準，解決了姓 「社」 姓
「資」 的爭論，全面推動民營經濟大
發展；到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體制，江澤民同志提出 「三個代
表」 重要思想，進一步擴大了黨的執
政基礎，也夯實了民營經濟發展的政
治基礎；再到十六大報告提出 「兩個
毫不動搖」 ，並在後續歷屆黨代會報
告中被反覆強調，並不斷豐富內涵，
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
要原則。

高質量發展新階段
本次參會企業代表聚焦科技創新

與消費領域，既體現了國家長期堅持
「兩個毫不動搖」 的決心，更凸顯出
在高質量發展新階段對民企引領創
新、促進內需的戰略考量。參會民營
企業家既有來自信息產業、新能源汽
車和消費電子等領域的代表，也有來
自農牧和消費品行業的企業家，體現
出創新引領和 「大力提振消費」 的政
策傾向。同時，DeepSeek（深度求
索）創始人梁文鋒、宇樹科技創始人
王興興，馬雲、馬化騰、王興等創新
企業和新經濟企業的代表參會，更讓
海內外紛紛解讀其中微妙而明確的積
極政策信號。

總書記在講話中系統梳理了民營
經濟對改革開放的歷史性貢獻，首次
將民營企業地位提升至完善社會主義
基本經濟制度的高度，深刻闡明民營
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內在邏輯關係。人
們通常用 「56789」 來概括民營經濟
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實際
上，浙江、廣東、福建等經濟發達省
份的民營經濟GDP佔比已經接近
70%，稅收貢獻超過70%。民營經濟
還提供了90%以上的新增就業崗位，
成為居民收入增長的重要來源，以豐
富海量的商品和服務提高了居民的生
活質量，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和重要性
還在上升。

同時，民營企業已經成為中國創
新的主要來源，華為、比亞迪、大
疆、深度求索等民營創新公司的成果
增強了中國經濟參與國際競爭的底
氣。民營企業為發展新質生產力、建
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和實現高質量發展

提供了堅實的支撐。
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全方位

參與和推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這一中國基本經濟制度的建立和發
展。無論是商品市場、資本市場、要
素市場，還是人才市場、技術市場，
都是在民營經濟的參與、推動下建設
起來的。會議首次將民營經濟發展提
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這樣
的高度，充分證明只要中國的基本經
濟制度不改變，發展壯大民營經濟就
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長期必然
目標；只有堅定不移地發展壯大民營
經濟，才能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體制。

構築權益保障新標準
座談會講話在客觀分析當前經

濟機遇與挑戰的同時，特別強調落
實要素平等使用、規範涉企執法、
整治 「四亂」 現象等關鍵舉措，為
民營企業合法權益構築起制度保
障。

當前，民營企業在獲取生產要素
時遭遇所有制歧視的現象仍然存在，
亂檢查、亂罰款、 「遠洋捕撈」 等趨
利性執法，仍然在損害着民營企業和
民營企業家的合法權益。這些問題導
致民營企業整體的投資信心仍然偏
弱，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連續兩年
負增長。同時，大量傳統企業面臨需
求不足、轉型緩慢的困難，而創新企
業也要警惕 「表面繁榮掩蓋內功不
足」 的風險。化解這些難題，既需要
民營企業自強不息，還需要更加友好
和支持性的政策環境。

優化營商環境像逆水行舟，不
進則退。例如，在即將二審的《民
營經濟促進法》中，應規定異地執
法獲得的罰沒收入全部上繳中央財
政，徹底杜絕趨利性執法的動機；
還要加大執法監督、行政監督、輿
論監督和投訴處理的力度，消除利
用權力從民營企業牟利，甚至通過
刁難民營企業來顯示權力存在感的
現象；同時還應當改進政府考核機
制、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杜絕政
策執行中 「一刀切」 、寧嚴勿寬，
甚至層層加碼的現象。

在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方面，
由於民營企業 「天然弱勢」 的競爭地

位，簡單強調 「一碗水端平」 難以保
證競爭中性，需要強力糾偏，才能為
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創造真
正公平的競爭環境。例如，可以考慮
在充分評估風險的情況下，為民企提
供確定份額的信貸資源、土地資源，
適當降低民企和中小企業社保繳費負
擔等，提升民企要素的可得性，降低
民企要素成本負擔。

創新發展進入新熱潮
在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下，在各

界人士的呼籲和推動下，當前民營
經濟發展的輿論環境已經有了明顯
好轉，客觀認識民營經濟貢獻，尊
重企業家創業創新活動的氛圍正在
形成。在人工智能、機器人、新能
源汽車等新技術催生下，杭州 「六
小龍」 等創新民營企業呈現井噴式
爆發，民營企業迎來新發展熱潮的
苗頭若隱若現。

民營企業普遍希望能夠將這次座
談會的政策信號和成果，完整內化
在各項政策和工作中，切實體現在
執法實踐中，尤其期待在破除依法
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
競爭的各種障礙方面取得實質性進
展。

這些既立足當前又着眼長遠的部
署，既回應了市場主體的現實關切，
又為民營經濟發展注入制度性動力，
必將有效提振發展信心，助力經濟持
續向好的基本面不斷鞏固。

當前，中國經濟復甦既面臨着人
工智能時代的重要歷史機遇，也面臨
着經濟轉型的種種挑戰。改革開放以
來的若干次經濟周期性波動都表明，
民營企業家潮起潮落影響經濟周期，
每當民營企業家集中湧現，出現創新
創業高潮的時候，很快就會出現中國
經濟繁榮的上升周期。

如果各級政府能夠將會議精神貫
穿在今後民營經濟相關工作當中，借
鑒杭州、成都等地的經驗，為民營企
業打造 「不叫不到、隨叫隨到」 的創
業服務和 「我管陽光雨露，你管茁壯
成長」 的孵化生態，就一定能夠催生
更多的 「創業小龍」 ，助力中國經濟
回升向好，加快復甦繁榮的步伐。

（作者為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
長）

▲民營企業已經成為中國創新的主要來源，華為、比亞迪、大疆、深度求索等民營創新公司的成果，增強了中國經
濟參與國際競爭的底氣。圖為深圳華為專門店內，市民選購心儀的手機。


樓市仍有辣招可撤

去年2月
28日，財政
預算案宣布

樓市全面 「撤辣」 ，其後美國減息及中
央推出穩經濟措施，兩大助力下，樓市
大反彈，成交量創新高。但好景未能維
持，現時樓價更低於撤辣前水平。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去年撤辣
前是145.82點，上星期低見138.34
點，現比撤辣前還要低5%。由此可
見，撤辣後樓市未有預期般上升，證明
辣招對樓市影響不大。事實上，過去一
年短炒個案寥寥無幾，相信佔整體買賣
不足1%。

近日有聲音要求放寬印花稅，但
由於香港面臨千億財赤，印花稅是庫
房主要收入來源之一，相信放寬機會
不大。不過，既然樓市已不存在炒
風、用家主導需求，可考慮在不影響
特區政府收入之下，將印花稅的繳款
時間，由現時簽訂正式買賣合約後30
天內，恢復至原來於物業完成交易
後，有助提高樓宇買賣的流通量及靈
活度，對樓市有正面作用，並以樓花
物業最為受惠。

收樓時才要付釐印費，香港早有
先例。1997年後樓市大跌，時任財政
司司長曾蔭權於1999年公布的《財政
預算案》提及，由於當年炒賣活動大
減，故將印花稅的繳款時間，延遲至完

成交易後，屬當年提振措施之一。
曾蔭權當年亦稱， 「由於真正的

置業者不必在簽訂買賣合約後隨即繳付
印花稅，購買樓宇初期財政短絀的困境
當可減輕。假如因種種理由，有關的物
業買賣最終未能完成，置業者也不必因
為已經繳納印花稅而蒙受損失。」

直至2010年4月，樓市過度熾熱，
特區政府宣布 「加辣」 ，所有住宅物業
交易不論其價值，均不獲延遲繳交印花
稅。該 「辣招」 至今尚未鬆綁。

建議恢復樓花轉售
現時特區政府禁止樓花二手轉

售，屬於 「辣招」 之一。筆者認為，特
區政府可暫時取消這項措施，讓近年樓
市高位入市的市民，萬一 「上錯車都可
以落車」 ，助有周轉需要的樓花業主賣
樓套現。

地產市場養活很多港人，尤其不
少商人將物業抵押作其他投資，但他們
持有物業不斷貶值，對經濟造成惡性循
環。特區政府去年已全面撤辣，但 「最
後的辣招」 尚未撤。筆者相信，若下周
公布的預算案再有利好政策，相信可為
疲弱的樓市 「沖喜」 ，令樓市回穩，市
民重拾置業信心，遲來的小陽春快將出
現。

（作者為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
兼住宅部總裁）

樓市智庫
陳永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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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六年中國民營企業規模和增長概覧（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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