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历了去年的“生死时速”般的抗

疫、复工历程，代表中国新经济势力的

独角兽企业数目有何增减，地域和产业

分布有何变化？近日，在天津举办的

2021年中国高成长企业发布会上，北京

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发布了《中国独

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1》。

《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独角兽企

业为 251 家，总估值首次超万亿美元。

相较于前一年，2020年新晋独角兽企业

72 家，其中 26 家由潜在独角兽企业成

长而来。上市已“毕业”独角兽企业 24
家，创立时间超 10年毕业独角兽企业 4
家。2020年中国超级独角兽企业（估值

超百亿美元）12 家，估值占比超五成。

字节跳动、滴滴出行、京东科技、商汤科

技等在列。

“北上杭深”
仍是独角兽高地

2020年独角兽企业分布于 27个赛

道、88个细分赛道。

“与前四期独角兽企业分布的赛

道相比，2020 年新出现商业卫星等 9
个新赛道，其中创新药与器械赛道新

晋独角兽企业数量最多，为 11 家。独

角兽企业在引领新业态、开辟新赛道

方面成绩卓著。”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

研究所副所长、长城战略咨询总经理武

文生表示。

据了解，2020年的独角兽企业分布

于 29座城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成渝地区有近九成独角兽企业集聚。

其中北京 82家，上海 44家，杭州 25家，

深圳 20家，广州 12家，南京 11家，天津

9家，青岛8家，成都5家，西安、济南、重

庆、香港、武汉、苏州、常州均为 3 家。

长春、常州、渭南 3 座城市首次出现独

角兽企业。

独角兽企业上市步伐加快

疫情没有改变独角兽企业受资本追

捧的热度，与2020 年互联网相关企业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一样，

独角兽企业的融资、上市之路呈现红

火姿态。

《报告》显示，2020年新获融资独角

兽企业为127家，远超2019年（为82家）。

“互联网教育、新能源与智能汽车、

创新药与器械等为融资热点赛道。”武

文生说，其中互联网教育赛道融资活跃

度高，2020年新获融资总额居首位，且

资本呈现向头部企业集中的态势；汽车

全产业链均有独角兽企业布局，新能源

与智能汽车赛道独角兽企业新获融资

企业数领先；新冠肺炎疫情和政策利好

生物医药领域企业，创新药与器械、数

字医疗赛道新获融资企业数、上市企业

数量领先。

头部投资机构仍是独角兽企业背

后主要的投资力量，重点布局新零售、

创新药与器械和企业数字服务等赛

道。红杉资本、IDG资本、经纬中国、高

瓴资本、华兴资本、云锋基金、五源资本

（晨兴资本）、中金资本、启明创投、

Temasek淡马锡、顺为资本、真格基金、

中信产业基金、鼎晖投资、华平投资、

GGV 纪源资本、招银国际、SIG 海纳亚

洲、创新工场等 19 家头部投资机构参

投独角兽数量均在15家及以上。

2020 年共有 24 家独角兽企业上

市，中国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利好效应

正在独角兽企业中凸显。12家独角兽

企业选择美股上市，8家选择中国内地

资本市场上市，4家为港股上市。2019
年以来，注册制在科创板与创业板相继

落地，不仅完善了资本市场基础制度，

还进一步拓宽了独角兽企业上市目的

地的选择范围。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已有 6 家

独角兽企业登陆科创板，1家独角兽企

业登陆创业板。上市的 24家独角兽企

业主要分布在创新药与器械、新能源与

智能汽车等赛道。

独角兽企业实现高速成长

长城战略咨询在今年的《报告》中，

描画出独角兽企业5年来的变化轨迹。

武文生表示，根据长城战略咨询对

独角兽企业的追踪研究发现,2016-
2020年，独角兽企业的数量由 131家攀

升至 251家，新晋独角兽企业数量呈现

波动性上升。近四年共有 64家独角兽

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上市企业

占比逐年提升，由2017年的3家增长至

2020年的 24家。拼多多、宁德时代、小

米、快手等5家独角兽企业上市后市值

超千亿美元，12 家独角兽企业上市后

市值超百亿美元，字节跳动、猿辅导、

商汤科技、SheIn、满帮集团等 5 家超

级独角兽企业估值实现倍增，12 家独

角 兽 企 业 2020 年 营 收 同 比 增 幅 超

100%。

区域创新活力提升，近五年独角兽

企业分布的城市渐趋广泛。2016-2020
年独角兽企业分布的城市由 16个增加

至 29 个。“北上杭深”独角兽企业数量

占比逐步下降，由 2016年的 87.8%下降

至 2020 年的 68.1%。各区域创新活力

持续提升，广州、南京、青岛、天津四个

城市 2020年独角兽企业数量相较 2016
年增加了6家及以上。

平台型企业不断扩大生态圈，投资

孵化独角兽企业数量逐年增加。新经

济平台企业腾讯、小米、百度、京东

2016-2020年合计投资孵化的独角兽企

业数量分别为87家、40家、30家和21家，

赛道逐渐扩展、生态逐渐完善、格局逐渐

清晰。大企业也加速发力独角兽培育，

2018-2020年合计孵化的独角兽数量分

别为10家、31家、45家。

“互联网平台企业投资孵化了 54%
的独角兽企业，投资孵化独角兽企业成

为平台型企业构建生态圈的重要途

径。”武文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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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争粉

本报讯（记者 叶伟） 中国银

保监会近日发布的《关于2021年进一

步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高质量发

展的通知》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

展主题，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整体效能。

《通知》明确，要继续将单户授信

总额 1000 万元以下（含）的普惠型小

微企业贷款作为投放重点，2021年努

力实现此类贷款较年初增速不低于

各项贷款增速，有贷款余额的户数不

低于年初水平的“两增”目标，五家大

型银行要努力实现普惠型小微企业

贷款全年增长30%以上。

《通知》提出，大型银行、股份制

银行要发挥行业带头作用，努力实现

2021 年新增小型微型企业“首贷户”

数量高于2020年；大型银行要将小型

微型企业“首贷户”占比纳入内部绩

效指标；开发银行、政策性银行要进

一步健全完善转贷款业务治理体系，

强化对合作银行的准入管理，立足职

能定位稳步加大转贷款投放力度，为

小微企业提供较低成本的信贷资金。

《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着

眼小微企业融资“痛点”“弱点”，补齐

信贷业务短板。要进一步创新完善

针对小型微型企业法人的信用评价

模型、风险管控技术和批量授信审批

机制，扩大信贷服务覆盖面；继续加

大小微企业首贷、续贷、信用贷款投

放力度，重点增加对先进制造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的中长期信贷

支持。

《通知》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完

善“敢贷愿贷”内部机制，不折不扣落

实普惠金融类指标在内部绩效考核

指标中权重占比10%以上，大型银行、

股份制银行内部转移定价(FTP)优惠

力度不低于50个基点等政策要求。

《通知》还就规范融资服务收费、

做好惠企纾困政策平稳衔接、深化信

用信息共享机制、强化监管督导和外

部环境建设等方面作出了具体安排。

科技日报讯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

日发布的《2020 年中国专利调查报

告》显示，2020 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

产业化率为 34.7%，专利转移转化日

趋活跃，专利保护成效显著、助力营商

环境持续优化，专利研发投入较大提

高、合作创新成为企业重要创新方式。

调查表明，我国专利转移转化水

平稳中有进，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

持续稳定在三成以上。其中，企业有

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 44.9%。“十三

五”时期，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

稳定在 30%以上，企业有效发明专利

产业化率均在40%以上。

此外，我国有效专利转移转化活

动日趋活跃。2020 年我国专利转移

转化指数（PTI 指数）为 54.7，比 2019
年提高 3.6。PTI 指数以 50 作为荣枯

线，高于 50 时，反映专利转移转化活

动活跃；低于 50 时，反映专利转移转

化活动萎缩。

调查显示，近八成企业对未来专

利收益情况有明确预期，在这些企业

中，49.5%的专利权人预计未来一年专

利实施收益将有所增长，45.5%预计收

益基本不变，仅 5.0%预计收益将有所

下降。我国企业专利权人总体看好未

来专利实施收益增长。

调查表明，我国专利权人遭遇专

利侵权的比例为 10.8%，较 2015 年调

查数据下降 3.7个百分点。我国企业

专利权人遭遇侵权后采取维权措施的

比例为 73.9%，较 2015 年调查数据提

高11.1个百分点。

调查称，专利侵权违法成本不断

提高。“十三五”时期，我国专利侵权诉

讼法院判定赔偿、诉讼调解或者庭审和

解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比例为7.3%，

较“十二五”时期增长4.4个百分点。

调查还显示，专利权人加大研发

力度、积极开展合作创新。2020年我

国有效发明专利研发投入在100万元

以上的比例为 16.5%，比 2019年高 4.4
个百分点。有效发明专利研发投入在

10万元以下的比例较上年减少 1.2个

百分点，降至43.4%。 操秀英

本报讯（记者 戈清平） 国家

税务总局日前发布一季度税收数

据。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

度 ，全 国 企 业 销 售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50.5%，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7.2%，两

年平均增长12.8%。

制 造 业 是 实 体 经 济 的 重 要 基

础。今年以来，一系列支持制造业发

展的税费优惠政策落地见效，有力促

进了制造业发展。全国制造业销售收

入同比增长49.7%，比2019年同期增长

20.2%，两年平均增长9.6%。其中，装备

制造业同比增长59.7%，两年平均增长

10.8%，快于制造业平均水平。

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

副司长赵连伟介绍，一方面，今年一

季度，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成效持续显现，国内外市场需求

回暖，加之今年春节期间，多地倡导

就地过年，企业员工到岗情况明显好

于往年，有力促进企业生产加快；另

一方面，去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各

项指标基数较低，带来了今年一季度

各项指标增幅较高。

此外，今年一季度，全国新办涉

税市场主体为 279.2 万户，同比增长

86%，比 2019年同期增长 34.9%，两年

平均增长 16.1%。国家税务总局征管

和科技发展司需求与标准管理处处

长王岩青表示，全国新办涉税市场主

体不断增加，市场活力有效激发。“从

以上税收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一季度

新办涉税市场主体总户数在不断增

加，市场主体活力也在不断增强，为

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积蓄了基本力

量。”

新华社讯 在日前举行的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登记

注册局副局长郑冠兰表示，我国已经建成全

国统一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建立了全国电

子营业执照库，为全国全量市场主体生成了

电子营业执照。

郑冠兰说，今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继

续推进电子营业执照跨区域、跨领域、跨层级

的应用，完善电子营业执照身份验证和证照

信息共享功能。同时，继续试点推动电子营

业执照和电子印章的联合发放应用，为市场

主体提供更加便利的网上办事服务。电子营

业执照已应用于各地登记全程电子化、网上

年报、公章刻制、税务、社保、公积金、不动产

登记、公共资源交易、银行开户等各领域。

各类市场主体可以随时随地使用安装了电

子营业执照程序的移动终端在线出示营业

执照、验证身份。截至目前，全国市场主体

已下载并使用电子营业执照办理身份认证、

在线登录、电子签章等业务 7000 多万次。

为提升企业开办服务水平，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等六部门已于 4 月 16 日出台《关于进

一步加大改革力度 不断提升企业开办服务

水平的通知》，从 6 个方面 13 条改革措施进

一步加大改革力度。从问题出发、从实际出

发、从企业的期盼出发，这些改革措施中既

有对全国各地适用的“规定动作”，又有支持

和鼓励具备条件的地方大胆探索的“自选动

作”，主要内容包括：

提高“一网通办”平台使用效率。实现企

业线上完成开办所有事项的一网填报，并探

索将企业变更、备案、注销等高频事项“全程

上网”，减少企业跑动次数。

推动企业开办要素电子化。将电子营业

执照作为企业开办相关业务的合法有效身

份证明和电子签名手段，在新办纳税人中实

行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今后企业在经营

场所中可以用展示电子营业执照的方式替

代悬挂纸质营业执照。

提高企业开办身份验证服务水平。在确

保身份信息真实、防范虚假登记的前提下，优化

企业开办实名验证方式，减少重复验证。

优化社保费和住房公积金账户代扣代缴服

务模式。探索在线推送银行预约账号，允许企业

通过“一网通办”平台填写开户申请信息，通过平

台推送给税务、社保、公积金管理部门，减少

企业开户等待时间和跑动次数。

推进企业开办标准化规范化。在部分地

方试点基础上，制定国家标准，建立企业开办

标准化规范化指标体系。 赵文君

我国建成全国统一
电子营业执照系统

引领新业态 开辟新赛道
我国独角兽企业达251家 总估值超万亿美元

银保监会发文进一步推动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

税收数据显示市场活力有效激发

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4.7%

近日，2021上海合作组织国际投资贸易博览会暨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青岛论坛在青岛举行。博览会主要

包括开幕式、青岛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国家驻华使节推介暨企业投资贸易洽谈会等板块。图为与会嘉宾在各国形象

馆展区参观。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近日在香港举行的“5G新世代应用展馆”揭幕仪式上，“大湾区5G产业

联盟”展出了一款智能塑料瓶回收机。该回收机通过 5G技术，可辨认出塑

料瓶的形状，进行自动分类，方便回收处理。

新华社记者 张雅诗/摄

本报讯 （记者 李洋） 日前，高标准技术市场建

设生态大会暨技术交易服务生态网络启动会在上海技术

交易所举办。

会上，举行了技术交易服务生态网络首批科技市场

入网仪式。以上海技术交易所牵头组建的技术交易服务

生态网络迎来了昆山市技术转移中心、宁波市生产力促

进中心、常州产业创新技术服务中心、合肥技术转移公共

服务平台、太仓市生产力促进中心、浙江富阳科技大市

场、扬州市技术产权交易市场、盐城市技术产权交易市

场、浙江新昌科技大市场、浙中科技大市场等 10家第一

批联合服务机构。这些服务机构将与上海技术交易所一

起，充分发挥自身市场优势服务能力，整合技术要素资

源，共同促进技术交易服务的规范化。

同时，上海技术交易所联合上海教育委员会科技发

展中心、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科创中国试点平台三大机

构共启技术交易服务生态网络赋能中心。赋能中心启用

后，三大机构将为技术交易要素市场联合提供全方位的

支撑与链接，从人才、高校成果、创新企业与创新载体 3
个方面实现技术要素资源的赋能与优化配置，推动技术

要素市场高质量发展。

其中，科创中国试点平台由百余名院士挂帅，拥有

137家学会，279家地方科协、105个科技服务团，将为赋

能中心的科技专业人才提供保障。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

拥有 30000家创新企业、17012家高新技术企业、2157家

科技小巨人企业和 500余家创新创业载体，这些资源都

将赋能于技术交易生态网络，推动企业技术的转移转

化。上海教育委员会科技发展中心则拥有全国最为集

聚的高校科研成果，承担着 60 多所上海高校科技管理

工作，30 多所本科高校学科体系建设和科技发展动

态，以及 18 所理工农医类本科高校推进技术转移体系

建设，将为赋能中心源源不断地提供技术成果方面的

各项资源。

此外，上海技术交易所与博士科技、迈科技、科创

帮、绿丞科技、新诤信等五家技术市场合作伙伴联合发布

《高标准技术要素市场建设上海宣言》，标志着高标准技

术要素市场的建设有了统一的行动机制与目标。

据悉，此次大会的举办，标志着上海技术交易所向高

标准技术要素市场的建设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技

术交易服务生态网络的建立，也为上海技术交易所及联

合服务机构搭建了资源共享、协作共赢的平台。未来，上

海技术交易所将吸引更多科技市场与创新资源进入生态

网络，共同推动高标准技术要素市场的建设与发展。

上海技术交易所牵头搭建
技术交易服务生态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