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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泽望：独角兽培育要从创新源头抓起

编者按：倪泽望，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董事长，兼任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创业投资基金专委会”联席主席等职务 ，曾多

次获得清科集团年度“投资界 TOP100 投资人”等十余项行业重要

奖项。2021 年 4 月 28 日，他在第五届万物生长大会上发表主题演

讲，笔者梳理提炼了主要内容，以飨读者。

独角兽企业，通常指成立不超过 10年、估值超过 10亿美元的

企业。它们常常是新经济的开拓者，拥有独创性或颠覆性技术、难

以复制的商业模式。

如今，独角兽企业的多寡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营商环

境、创新能力与创新生态的重要风向标。

一、关于“独角兽”的 7 个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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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独角兽榜单统计口径有所差异吗？

不同研究机构的统计结果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而不同。如：CB

Insight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3 月底，全球独角兽企业有

610 家，其中美国 304 家，中国 143 家；IT 桔子数据统计，截至 2020

年底，全球独角兽企业有 641 家，其中中国 264 家，美国 240 家。

虽然数据有差异，但中国、美国在各个榜单都是独角兽分布最

多的两个国家。

2、独角兽企业都来自哪？——创新中心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中心和北京隐形独角兽

信息科技院联合发布的《数字经济先锋：全球独角兽企业 500 强报

告（2020）》，独角兽企业的诞生地非常集中，超过 70%的独角兽

来自全球创新创业中心城市，基本集中在北京、旧金山、上海、深

圳、杭州、纽约。全球独角兽企业 500 强名单中，中国、美国独角

兽企业合计占比 81.6%；美国独角兽企业中，来自加州、纽约的企

业占比超过 70%；中国独角兽企业中，来自北京、上海、深圳、杭

州的企业合计占比 76.5%。

3 独角兽企业分布在哪些领域？

60%以上的独角兽企业都是硬科技企业。

硬科技独角兽广泛分布于大数据、智能硬件、云计算、人工智

能、新能源、新造车、智能医疗、新材料、信息安全、芯片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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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科技独角兽企业的典型特征是需要长期研发投入，对生产生

活具有颠覆性影响，具有极高的门槛。

4、独角兽企业团队有什么特质？

综合来看可以发现，独角兽的团队具有一些鲜明特质：高学历、

名校、连续创业、头部企业经历、10年以上工作经验。

相关研究显示，中国独角兽企业 CEO 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约

78%。一项对 2005 年以来在美国创立的 195 家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

的初创企业的调查显示，创始团队中，50%的创始人有 10年以上工

作经验，医药类通常有 28 年工作经验；创始团队中，有连续创业

经历的占 60%；有连续创业经历的创始人中，70%的人有过至少一次

成功的创业经历。这些研究反映了独角兽成长的一些要素。

5、独角兽企业的产品一定是完全开创性的吗？

差异化、有场景、有资源导入，是独角兽企业产品的要求。

首先，要通过足够差异化的产品与现有企业竞争。通常而言，

一开始就做颠覆性产品，难度极高，因为需要培育市场、教育消费

者。现实是，65%以上的独角兽产品只是从别人手中分一杯羹，并

没有创造新的市场，也就是说，是在存量市场中重新创造机会。如

何通过产品这一核心获得竞争优势？那就是要足够差异化。

其次，开创性的技术需要找到应用场景。光有技术不够，好的

技术需要好的商业模式，“技术+场景”的组合已是硬科技独角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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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利器。以前几年很热的风口——人工智能、AR、VR 为例，在

人工智能领域中真正能够落地的、独角兽能够持续成长的、最成功

的场景是安防。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安防市场，实际上

安防市场支撑起了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但是在其他领域相对

来说就很难了，因为人工智能一定是在与大数据、与相关政策紧密

关联的一些应用场景才有可能很好地应用。AR 和 VR 领域，三四年

前的热度非常高，但很难找到落地的应用场景，或者说技术还没有

进步到那一步。所以说，开创一项技术，一定要找到当下的应用场

景，“技术+场景”才是硬科技独角兽成长的秘籍。

再次，起步阶段需要适度的资源导入。产品要获得好的发展，

必须要有产业配套资源导入，上下游配套产业基础同步发展。例如，

自动驾驶的发展，需要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5G网络的同步推进。

同时，还要有市场资源导入。再好的项目、再好的产品没有市场资

源，也很难推广。所以，前期依托创始人、股东单位等导入市场资

源、支持公司发展十分必要。

6、独角兽能离开资本的支持吗？

统计显示，多数独角兽企业，在初期融资阶段并不乐观；少数

潜力独角兽企业，初期融资规模较大；但超过 90%的独角兽企业通

过风险投资获得资本支持；多数独角兽企业持续获得资本支持，融

资金额多在 2至 4 亿美元，医药类、互联网类融资金额可能高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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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以上。

7、独角兽会一直是独角兽吗？

除了 IPO、并购等正常退榜形式，独角兽也会因其他原因退出

榜单。根据 IT 桔子统计数据，2020 年度，有 27%的独角兽企业因

P2P 爆雷、经营不善、被收购、经营困难、破产倒闭等原因退出榜

单。

二、从创新源头上支持独角兽

1、抓人才。培育创业精神，吸引创业人才。

培育独角兽，首先要抓人才建设。这里面有两个维度：

一是在高校里培育创业精神。培育创新创业人才最成功的是斯

坦福大学，硅谷的发展和崛起与斯坦福大学密不可分。来自

pitchbook 关于美国各大学毕业生创业及获得风险投资情况的数据

显示，2006 年到 2018 年 6 月，斯坦福 1178 位毕业生创办了 1015

家企业，融资总金额 288 亿美元，居于榜首。其中，仅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8 月，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创办企业并筹集 100 万美元

以上资金的初创企业数量就达到 195 家。相比而言，国内高校的差

距很明显。

二是创造环境吸引优秀的创业人才。包括吸引跨国公司高管人

才、世界顶级公司人才、连续成功创业者等，这些人才往往能够成

为独角兽企业的缔造者。要努力吸引这些顶级人才，借助其经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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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创造和培育独角兽企业。

2、搭平台。搭建科技成果云平台，建立职业经理人市场。

科技成果转化是个大课题，存在很多瓶颈和障碍，如能成功破

题，将对各地经济发展、产业发展意义重大。

中国的创新源头——高校，这个发动机还没有真正启动。如果

这个发动机启动了，我们的科技创新、科技转化将取得更好的效果。

可以探索搭建科技成果云平台，将高校科技成果上云，云平台由专

门团队运营，通过会员的形式吸纳上市公司、企业、创投机构等；

通过平台运营方分析、遴选有商业价值的科技成果，对接给平台会

员进行科技成果转化，这是可探索的路径之一。

此外，要加强职业经理人培养，建立技术转化中心。这方面，

国外有很多成熟的方法，我国也很重视，但是效果还不明显。

3、给政策。针对独角兽特点，提供足够的政策支持。

一是鼓励加大科技研发。通过提高 R&D(研究与开发)费用扣除

标准、提高设备折旧率来加速高新技术企业收回投资。政府的引导

能够为科技创新企业发展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二是鼓励科技成果转化，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提高重点产业市

场准入的便利化水平。

三是对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产品给予政府采购支持。例如，上

世纪美国国防部购买航空产品、电子产品，促进了半导体等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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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独角兽企业在规模还不大时，其创新产品如何获得初始订单

至关重要。如果参加政府采购招投标，它们常常会因为规模小等原

因无法入围。在市场采购方面，政府给予一定的关注、支持，这对

潜在独角兽企业的成长会很有帮助。

四是设立专项扶持资金。例如，为促进生化产业(含生物工程、

医药)发展，美国马萨诸塞州政府设立 10亿美元专项扶持资金，支

持高等院校开展相关技术研发，并以税收优惠形式支持生化企业发

展。在中国的很多城市，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

4、用资本。借助资本的专业判断力去培育扶持独角兽企业。

在培育独角兽方面，资本的嗅觉是敏锐的，资本的专业判断能

力也是值得肯定的。因此，要大力支持创业投资的发展。

一是加大创业投资资本供给。确保已设立政府引导基金的出资

到位，实现政府引导资金的预算化、常态化管理。

鼓励银行、保险、家族办公室投资创业投资基金。探索养老金

出资创业投资基金。

二是优化创业投资税收体系。降低创业投资的税负有助于更多

资本进入创投领域。创业投资成二败八，独角兽企业都是万里挑一，

征税方式应契合创投行业特点。

三是进一步深化注册制改革。注册制增强了投资机构挖掘独角

兽的信心，但目前仍有窗口指导，存在一些问题，有继续完善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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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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