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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4浦江创新论坛——全球创业投资大会（WeStart）以“重构·新生”为主题，来自国

内外各领域知名专家围绕全球创业投资的现状、新挑战、新趋势等展开深入研讨。本期专报基于

全球创业投资大会嘉宾报告整理而成，供参考。

2024 浦江创新论坛专报之九

构建创业投资新范式 激发科技创新新动能

“创业投资”不仅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壮大的助推器，也

是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黏结剂。2024 年，全球创业投资

市场加速重塑，机遇和挑战并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新方向，创业投资也将

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和广阔前景。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同全球相比，

我国创业投资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新形势与新挑战，但也孕育着新

机遇，要在挑战中寻求破局，重构中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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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创业投资面临的挑战

一是全球资本向美欧转移趋势显现。在当前国际竞争中，新

兴市场正面临资金流失和创新动力不足的双重压力，在全球创新

和创业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前英国国际贸易部首席投资官

乔·麦克指出，风险投资是全球经济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截至

2023年，全球风险投资规模已达到 4450亿美元。美国依然是全

球风险投资市场的领先者，其创业企业吸引到 2300亿美元的风

险投资，占比超过全球一半。投入美国的风险投资中，约 60%

的金额是由投资超过 1亿美元的风险投资人提供的。欧洲创业企

业也吸引到 120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远超疫情之前。相较之下，

中国等新兴市场的资本吸引力明显不足。

二是国内投资市场环境面临深层次调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

模式的转型，股权投资市场正面临诸多的挑战。投资机构传统的

投资策略、募资模式和退出机制已不适应当前快速变化的经济环

境。缺乏一体化的投融资平台和协调机制，导致资本无法高效流

向最需要支持的科技领域，从而限制了科技创新对经济转型的推

动作用。君联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李家庆指出，随着人口

红利的逐渐消失，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科技创

新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需要投资机构适应新的发展模式，

加强募投管退各环节把控，并构建一体化平台以支持科技创新和

产业升级。

三是科技投融资体系中资金供需不匹配问题突出。如何实现

科技创新投资与银行金融体系的资源有效配置是当前面临的重

要课题。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指出，虽然科技创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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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企业对风险投资和 PE投资的需求巨大，但投资结构的多元

化仍不足，导致资金流向集中于部分行业，形成“资本扎堆”现

象。同时，由于退出渠道不畅，投资者对高风险领域的投入积极

性降低，资本循环受阻，进一步加剧了资金的供需失衡。此外，

私募股权市场持续遇冷。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单俊葆指

出，2024 年上半年，中国私募股权市场基金募资规模同比下降

23%，募资总金额同比下降 39%，退出案例数同比下降 64%。募

资难、投资审慎、退出渠道堵塞，形成了全链条的瓶颈，限制了

资金的高效循环和创新动能的释放。

二、创业投资未来战略方向

一是锚定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战略目标。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

经理王红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优化科技金融

服务，证监会不断健全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制度机制。近年

来，科创板突出“硬科技”特色，有效促进了新质生产力发展。

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总裁戴敏敏指出，耐心资本是支持科

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柱，科技创新往往风险高、投

入大、周期长，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

二是积极转变投资机构角色、方向和策略。李家庆指出，在

新发展格局和环境下，投资机构角色已发生显著变化。投资机构

不仅要提供资金支持，还需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中发挥更积极

的作用，通过提供更专业化的服务，打造系统化服务平台，助力

构建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设施。浦发银行总行科技金融部

副总经理葛亮指出，投资机构应整合全金融要素资源，覆盖科技

企业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以增强其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性。梅花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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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创始合伙人吴世春指出，投资机构在筛选投资对象时，应将“独

角兽”区分为“独角虎”和“独角猪”，重点遴选具备高成长性

和创新力的进行创业投资，避免资源浪费在潜力不足的项目上。

三是培育长期资本、优化科技需求与金融供给配置。深圳市

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陈玮指出，构建银行、保险、社

保、母基金等多层次的长期资本供应体系至关重要，国有资本应

率先发挥耐心资本的作用，推动政府引导基金与市场化母基金协

同发展。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激励社会资本长期参与创业投资，

并大力推动 S基金的发展，建立多元化、畅通、便利且高效的创

投基金退出机制。屠光绍强调，需促进科技需求与金融资源的精

准匹配，确保金融服务与科技企业发展阶段和需求相一致，做到

风险与收益平衡，定位与功能协调。通过加强金融产品创新、优

化金融机构协同机制，提升金融体系服务科技产业的整体合力。

三、构建创业投资新范式的具体举措

一是进一步发挥科创板纽带作用。王红指出，继续发挥科创

板试验田功能，强化科创板“硬科技”定位，优先支持突破关键

核心技术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优化科创板上市公司

股债融资和并购重组制度。深化系统化、立体化服务，推动形成

促发展合力。丰富股票、债券、基金、REITs等多元化产品体系，

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壮大“耐心资

本”，大力发展指数化投资，优化与创投机构的常态化对接机制。

二是提高国有资本核心竞争力。戴敏敏指出，要充分发挥国

有资本的功能性作用，主动贯彻国家战略，加速布局前瞻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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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性新兴产业，掌握前沿核心技术，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发挥

国有资本“风向标”作用，勇于承担技术攻关组织者、创新资源

整合者、产业布局主导者的责任，通过市场化方式，整合内外部

资源，加快强链补链，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从投资、接续、

退出等方面助力耐心资本落地，陪伴企业跨越周期。

三是构建科技创新与风险投资的生态体系。屠光绍指出，要

大力发展股权投资特别是风险投资，扩大科技投资规模，提升科

技投资能力，支持各类投资主体，引导更多长期资金。中科创星

创始合伙人米磊指出，要构建“研究机构+早期投资+创业平台+

投后服务”等特色鲜明的科技创业体系，建立“硬科技”创新创

业的雨林生态。沪硅产业总裁助理方娜指出，充分的风险投资能

够支持企业持续研发投入，并通过资源整合带来技术突破。具有

相同底层逻辑和长期战略共识的投资人才能和企业携手共进，也

才能在企业长期发展中成为真正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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