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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江创新论坛中心 2024 年 9 月 10 日

编者按：2024浦江创新论坛——独角兽创新发展论坛以“聚焦独角兽企业发展 ‘浦’写新质生产

力华章”为主题，来自独企业、投资机构、新经济智库和政府部门的专家学者围绕独角兽企业发

展经验及培育路径等展开深入研讨。本期专报对独角兽创新发展论坛嘉宾观点进行梳理，供参考。

2024 浦江创新论坛专报之十

打造独角兽企业发展的稳定政策与良好市场环境

独角兽企业以科技创新为内核，以高水平人才、高能级资本

为驱动，能够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深度融合，

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在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引领未来产业

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会嘉宾一致认为，要聚焦应用场

景牵引、科技金融赋能、政策制度优化等方面，为独角兽企业提

供全生命周期的政策制度保障，推动区域经济产业发展，谱写我

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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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独角兽企业发展新态势

纵观全球形势，独角兽企业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力量。全球创业网络主席 Jonathan Ortmans表示，独角兽企业

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不断突破边界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的角色，

同时也是衡量一国创新创业整体水平的重要指标。工业和信息化

部高新技术司副司长柏杰指出，独角兽企业作为新经济、新业态、

新模式的代表企业，具有发展速度快、成长性高等特点，已成为

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生力量。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上海市政

协副主席、上海市工商联主席寿子琪指出，独角兽企业在产业链

中已处于核心地位，通过自身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带动整个产业

链转型升级，形成产业发展核爆点。

立足时代发展，中国正成为全球独角兽企业发展成长的主要

承载地。长城战略咨询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追踪报告

（2016-2024）》显示，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量从 2016年的 131

家增长到 2023年的 375家，总估值从 2016年合计的 4876亿美

元增长到 2023年的 12383亿美元。为中国经济增长、产业发展

贡献了重要力量。Jonathan Ortmans认为，放眼全球，中国独角

兽企业发展具有引领性，发展速度领先于大多数国家，在全球

700个独角兽企业中，中国占 370个以上。2023年，中国新独角

兽企业全球份额增长了近一倍，全球近 75%的独角兽企业分布在

中美两国。

引领科技前沿，独角兽企业正成为推动颠覆性创新的主力军。



3

国仪量子技术董事长贺羽指出，当前量子技术已成为全球前沿科

技探索和未来产业升级的重点发展方向，量子精密测量技术将为

高端科学仪器行业的换道超车带来变革性机遇。星环聚能首席执

行官陈锐提出，可控核聚变技术的突破，不仅会改变能源行业，

还会对种植业发展、环境修复、气候变化、航天航空等各行各业

产生颠覆性影响。汇禾医疗创始人兼 CEO林林提出，汇禾医疗

通过血管介入方法代替外科开胸手术，可以不经开刀手术实现心

脏瓣膜修复，推动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实现突破。

二、当前独角兽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一方面，全球“资本寒冬”对独角兽企业发展带来了严峻挑

战。华创资本创始合伙人熊伟铭指出，全球范围内资本市场募资

端、退出端等各类交易均呈下降趋势。截至 2023年 3月，全球

VC基金年收益率为-13%，中美两国都面临创业企业支持资本稀

缺的挑战。长城战略咨询董事长武文生提到，中国新晋独角兽企

业增速和融资情况都有所下滑，新晋独角兽企业数量从 2022年

的 98家降至 2023年的 72家，独角兽企业新获融资数量从 2022

年的 137家下降至 2023年的 106家。熊伟铭同时指出，我国资

本市场的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加剧了独角兽企业融资困境。2020

年 A股市值前 10名仍以能源、金融、酒水行业为主，同期美股

市值前 10名主要为苹果、微软等一众科技类公司。

另一方面，政策保障性不足极大影响独角兽企业高速成长。

镁信健康首席财务官祁磊指出，生物制药产业不缺少场景和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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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但缺乏医疗保障体系的稳定支撑，病人负担不起创新药物的

高昂成本，严重制约着创新药企的创新意愿，生命健康领域的创

新离不开医疗监管、金融监管等政府部门的包容与支持。熊伟铭

认为，过多的窗口指导和短期性政策可能会扭曲市场定价和社会

预期，造成政府、机构、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定位紊乱，影响独

角兽企业茁壮成长。

三、推进独角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建议

一是以稳定的顶层设计壮大耐心资本规模。我国创投市场与

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诸多问题。熊伟铭提出，一方面需要建立更

加多元包容的资本市场，解决退出问题，以引导基金撬动更多社

会资本；另一方面，要建立有利于耐心资本发展的市场环境，在

审查制度上实现真正松绑，并通过稳定的制度和政策设计代替短

期的窗口指导，为面向“硬科技、卡脖子、替代性技术”的耐心

资本在 GP、LP等各个层面上提供税收激励，鼓励更多社会资本

积极参与中国大科创生态的早期投资。

二是以应用场景加速牵引独角兽企业成长。趣链科技创始人

兼 CEO李伟指出，好的应用场景和政府先行先试对初创企业尤

为重要。美克生能源创始人兼董事长魏琼指出，政府对企业的支

持应更多集中在应用场景方面，而不是直接的资金补贴。优质的

初创企业往往非常缺乏好的应用场景，场景支撑能让优质企业跑

出真正的量化数据，向市场证明企业价值。贺羽提出，量子精密

测量有诸多应用场景待开发，如心磁图仪、超灵敏体外检测、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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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医疗成像、航空航天、暗物质探究等领域。非夕机器人联合创

始人胡晓平指出，颠覆性创新企业的主要特点在于应用场景新，

需要政府加大应用场景支持。

三是以政策及时共享和数据互联互通改善企业成长环境。在

政策推广普及方面，九天睿芯联合创始人袁野提出，中小企业在

享受政府政策方面不如上市公司，海归人才相关政策解读宣传不

足，需畅通相关部门沟通渠道，提升沟通主动性。拓攻机器人首

席执行官张羽提出，大量独角兽企业是理工科背景的创始人团

队，迫切需要更为包容、积极主动的创新服务环境。在数据共享

方面，中科摇橹船联合创始人梁良指出，政府需要在顶层设计上

推动数据治理更加体系化、规范化和开放化，强化分享机制、获

利机制等方面的治理规范，支持企业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兴领

域和汽车等重点行业开展数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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