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举办之日起，接力基

金创始合伙人祁玉伟就成为创新创业大赛舞

台上发掘千里马的伯乐。

从第一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开始至今，十

年间，祁玉伟见证了无数企业从蹒跚学步到扬

帆起航。从雪中送炭到锦上添花，作为投资人

的他，目标瞄准硬科技领域的创新企业，特别

是关键新材料的创新创业企业。

材料强国任重道远

“一代材料、一代产业”。材料是产业发展

的基础，从材料的应用历程可以看出，每一次

生产力的发展都伴随着材料的进步。作为长

周期的重资产行业，新材料行业的增速并不

稳定，对新材料企业的投资要分析企业核心

技术能力及未来的应用前景。

祁玉伟说，新材料行业高投入、高难度、高门

槛，需要长研究周期、长验证周期、长应用周期。

“近些年，我们通过创新创业大赛平台欣喜地发

现，在一些关键材料的细分领域，国内企业开始崭

露头角，并一步一步向国际领先水平迈进。”

接力基金成立于 2009年，专注于投资科技

类创业企业，重点关注新材料、医疗健康、智能

制造及科技服务等领域。接力基金创立的初

衷，是帮助那些创业项目顺利渡过早期艰难时

光，而后平稳对接后续的VC和PE，起到承上启

下作用，故取名为“接力基金”。目前，接力基金

规模逾15亿元，已投资了百余家早中期科技类

创业企业。

祁玉伟回忆说，接力基金设立初期，愿意

投资新材料领域的投资人很少，当时业界曾调

侃新材料领域“门前冷落鞍马稀”。过去十几

年的发展过程中，接力基金坚守硬科技投资，

走出了一条少有人走的投资之路。

愿意投新材料的投资人，都是愿意长时间

“坐冷板凳”的人。“这个时间会很久，5-8年都有

可能。”祁玉伟说，前几年，许多投资人都扎堆在

互联网项目，而很少关注新材料。因为投资互

联网项目，经常可以看到一个项目好几百倍的

收益，时间周期也比较快，而新材料领域的投资

要实现百倍收益比较难，时间周期也没那么快。

然而，对于企业而言，都去“赚快钱”，就没

有人啃“硬骨头”，就难以实现突破性创新。“中

国的关键材料大概有 170多种，30%左右亟需国

产化替代，你说这个机会大不大？”祁玉伟说，难

走的路从来都不拥挤。接力基金的定位就是

“在少有人走的路上，行稳致远”。

投资早期与科创

“聚焦科创，专注早期，接力未来”。记者

采访期间，祁玉伟多次强调接力基金的这一理

念，这一理念构成了接力基金的力量底色。

作为早期科技投资机构，接力基金独辟蹊

径，专注早期，投资了一批中试末期和量产早

期的项目。

“我们倾向于选择那些处于中试末期和量

产早期的企业。”在祁玉伟看来，这个时期的

企业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产品，刚刚开始走向

市场。很多创业者在产品研发上有着极高的

天赋，但在市场化方面却十分薄弱，这十分考

验项目的创始人从科学家到企业家的转变、

产品从实验室到商业市场的转变。这就需

要老练的投资人与其同行。基于十余年的

耕耘与布局，接力基金将会继续坚持与更多

这类创业者和创业企业同行。

“新材料行业，从配方到工艺，你做出来

了，别人一般难以模仿，容易形成‘壁垒’。”

祁玉伟认为，小荷才露尖尖角，要想“立上

头 ”，就 需 要 对 项 目 做 进 一 步 的 跟 踪 和 观

察。“如果我们发现了人才，我们愿意付出并

提供持续帮助，到最后投资便是水到渠成。

我们喜欢这种顺势而为、瓜熟蒂落的投资。”

自成立开始，接力基金始终不变的投资

方向便是早期与科创。纵然市场风口不断

涌现，各式各样的浪潮变幻起伏，但接力基

金一直坚守的价值观是不做盲目追风的人。

“事为先，人为重”。“我们要投的是开了窍

的读书人。”祁玉伟坦言他会把创业者的抗风

险能力放在第一位，而评判的标准往往来自对

他们此前人生经历的考察。“我投资的很多人

都是技术能力强，同时有很强的快速学习能

力，以及超越功利的创业理想。”

对被投资对象，接力基金也秉持 3 个判

断。第一，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早期创业，都

面临各种挫折与磨难，失败了要能爬起来。第

二，有悟性。摔倒爬起来后，要能吃一堑长一

智，快速学习、在犯错中成长。第三，有远大

抱负。有韧性的创业者生命力强，有悟性的创

业者能赚钱。但对于投资人来讲，创业者不赚

大钱，投资人不会有好的回报。那些追求小富

即安的创业者对投资人来讲是有风险的。

“例如，来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工作

者，他们考上了很好的大学，在技术上取得了

成就。这样的人必定是经受住了大量的挑战

才生存下来的，抗风险能力很强。这些人身上

既有科学家精神又有成为企业家的潜质。应

该把他们的科研力量融入企业家的市场眼光，

把研究资源变成产业优势。”祁玉伟表示，唯

有让科学家与企业家有机结合，才能成为科技

事业发展的领跑者。要有意识地去发现和培

养具有领导力潜质的复合型人才，着力培养科

学家中的企业家。同时，要在机制体制的创新

上厚植沃土，使科学家们专心致志地做好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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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洋

作为国内科技领域层次最高、规模最大、辐射最广、影

响力最强的品牌赛事，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自 2012 年创办

以来，先后吸引了数十万企业和创业团队参加。在这个舞

台上的参赛企业，不仅获得了政府的关注，还获得了创业投

资机构的青睐，一批高成长性、有潜力的企业获得了创投的

投资支持，实现了快速发展。启明创投就是参与和支持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的创投机构代表之一。

“我深度参与了四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深刻感受到大

赛在推进创新创业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

营造创新创业氛围，以及为创新创业企业争取对接投资资

金、政府支持、商业合作、人才配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启明创投主管合伙人胡旭波表示，“创新创业大赛是

一个窗口，通过大赛可以近距离了解创新创业新动向、技术

研发新趋势，从而挖掘出优秀企业和创业项目。”

支持初创企业壮大

2006年，启明创投成立，先后在我国上海、北京、苏州、

香港，以及美国西雅图、波士顿和旧金山湾区设立办公

室。截至目前，启明创投已投资超过 430 家高速成长的创

新企业，有 40 多家企业成为行业公认的独角兽和超级独角

兽企业。

正是在 2006年，胡旭波加入启明创投。2015年 7月，他

晋升为启明创投主管合伙人，与启明高层共同领导医疗健

康行业的投资。

“自 2006 年启明创立开始，我们一直努力提高投资能

力，投资能力的一个核心是支持初创企业生长出成为大公

司的能力。”胡旭波介绍说，“每个初创企业往往都是从一

个美好愿景开始，在一个想法的基础上如何开发出好的产

品、好的服务体系，以及可以长期自我进化、自我成长，将

是创始人长期需要专注的问题。而我们是将自己定义为陪

伴者。在创业者需要的时候，我们提供包括产业洞察、决策支持、行业资源对接等一系列支

持。同时，我们很高兴我们的数百家被投资企业覆盖了产业的不同链条。我们对被投资企业

和创始人的长期持续支持和服务，将可能帮助我们的被投资企业实现创业梦想。”

自加入启明创投起，胡旭波参与了数十家创业企业投资，其中一些已经成为行业的领军

企业，如泰格医药、艾德生物、惠泰医疗、三友医疗等。

与大赛理念不谋而合

创新促进发展，创业成就梦想。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经过十年的发展，已经发展成为国内

最具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品牌活动，也成为国内最大的众创空间和最强的众扶平台。

胡旭波说：“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吸引了大批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行业的创新

型创业企业，这些参赛企业质量很高，不管是在研发的前瞻性方面，还是在团队科研能力方

面。我深切感受到了我国大量的创新企业在硬核科技创新、重大疾病治疗等方面的热情和潜

力。”

同时，胡旭波表示：“启明创投主要投资于早期的突破性创新，希望在创始人开始创业时

就能给予其支持。”这一投资理念与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的理念不谋而合。启明创投鼓励所投

资的企业参加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例如，启明创投投资的杭州启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获得第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生物医

药行业总决赛企业组第一名；投资的德琪(浙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在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生物医药行业总决赛上获成长组一等奖。

“创新创业大赛每年举办一次，而企业的对外交流可以持续进行。”胡旭波建议，创新创

业大赛可以考虑配套做一个 APP 或小程序，把参赛企业的信息放上去，定期发布新的信

息，这样可以让创新创业的参赛企业持续获得投资者和地方政府的关注，也可以提高企业

的参赛积极性。

助力创业企业走出国门

胡旭波说，未来 10-15 年都会是医疗健康投资的好时间段，专注重大需求和创新技术的

本土企业都会有很好的发展机会。启明创投将继续坚定地对突破性的技术和好的服务模式

加以投资，支持开发创新技术。

“中国正在成为生物医药行业的大市场，只有大市场才有可能产生大公司，中国很有可能

培养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胡旭波认为，与美国相比，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研发成本比较

低，仅占美国的 1/3 左右；在人才方面，过去 5-10 年中，有大量的海外人才回到中国创业。此

外，中国在CRO(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行业的发展，也为生物医药企业发展提供助力。

当前国内医疗行业的迅猛发展离不开资本的强劲助力。在胡旭波看来，中国医疗市场需

要投资推动发展，但投资的作用是要支持企业家做更好的产品及服务，而非追逐短期热潮。

胡旭波进一步表示，投资人的心态要沉稳一点，不能太过浮躁，也不能把短期利益看得太重。

“我们喜欢与我们投资的企业合作。我们有一个理念，喜欢与相互比较了解，在价值观

上、理念上、驱动力上谈得来的人一起合作。而且，在同一行业跟多个朋友一起讨论也会产生

更全面的认知与判断，同时也能风险共担。因此，这样的合作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好的合作。”

胡旭波直言。

“一直以来，启明创投的投资偏好都是聚焦重大创新，并且产品最好具有全球竞争力。在

团队的判断上，启明创投会重点选择那些有诚信、做事有激情的企业家。”胡旭波说。

“科技在医疗场景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包括器械、创新药、医疗服务等各个赛道。”

胡旭波说，在人类面临很大挑战时，最终会发现能帮忙解决问题的工具是新技术。因此，市场

对新技术会给予更高的期待。

“启明创投持续看好中国市场，看好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潜力。例如，在医疗健康

领域，期待中国企业能够真正拥有创新力，通过自主研发将中国创新推向全球、惠及世界。”胡

旭波表示，“未来我们将继续与创始人和团队一起努力，我们有使命和动力把好的产品带到全

球市场去，让更多的消费者受惠于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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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我们不仅展示了公司的亮点，还加强了和

同行之间的交流。”2022 年，捷思英达医药技

术有限公司参加了第十一届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并获得优秀企业荣誉。公司董事长兼 CEO
张劲涛博士说起这次参赛经历感慨颇多。

从美迪西到捷思英达

在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攻读博士

学位期间，张劲涛师从蒋锡夔院士，不仅出色

地完成了博士论文，其研究成果获 2002 年度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此后张劲涛曾在美

国一家上市医药公司工作。

在这家公司工作的 7 年中，作为一个部门

的负责人，张劲涛主要负责新药研发外包项

目的管理工作，这项工作要求管理者不仅要

掌握药品研发技术，还需要和销售人员一起

外出拓展业务。在这项工作过程中张劲涛逐

渐了解了市场规律。

2004 年，张劲涛回国，作为联合创始人在

上海张江科技园创办 CRO 公司——美迪西。

张劲涛至今仍记得初创美迪西时的艰苦

岁月。一切从零开始，从实验室搭建到员工

培训，都需要亲力亲为。“CRO 公司是服务型

企业，要有很好的业界人脉，为客户提供高质

量的服务，所以要特别注意细节。”张劲涛说。

2010 年，张劲涛离开美迪西，创立了捷思

英达医药技术公司。该公司以临床需求和最

新转化医学研究为驱动，致力于小分子抗癌

新药研发，拥有包括新药设计、药物化学、生

物分析实验室等资源。

谈起创办捷思英达的动机，张劲涛说，

“这几年是国内新药创新的最好时代，是历史

赋予我们做新药开发的一个良机。一方面，

有各地科技园区和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做

早期新药研发有成本优势和 CRO 资源优势，

而且国内有更多的资金愿意支持早期新药研

发，这是创新药研发成功的开端；另一方面，

近年来生物和化学新技术蓬勃发展，人们对

药物作用机制的理解和最新转化医学研究成

果给新药研发带来很多新的机会。”

谈及 CRO 公司和新药研发公司有很大

不同，张劲涛说，如果说 CRO 公司业务的主

要特点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人马越多越

好，客户越多越好，那么，新药研发公司的特

点则像是一支由多个领域专家组成的特种部

队，精准快速高效完成阶段性任务。“CRO 公

司有现金流，可以支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而

新药研发则需要通过融资和产品开发权益授

权出让获得资金，最终把产品推上市场。”

创新药要“出海”

“做创新药是合作共赢的过程，靠一家公

司单打独斗不行。要做自己最擅长的那部

分。1+1=2 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但是 1+1>2 有

协同效应则会更好；合作共赢，应该是新药研

发的主旋律。”张劲涛认为。

“捷思英达是一家由转化医学研究驱动

的新药创新公司，专注于做新一代肿瘤精准

治疗。”张劲涛对捷思英达这样定位，他要做

差异化、能解决临床问题、填补临床空缺的新

药。目前该公司在耐药性肿瘤药物开发、

DNA 损伤修复领域以及 RAS/MAPK 突变的

肿瘤新药开发等方面均走在国际前列，涉及

的适应证包括肺癌、乳腺癌、黑色素瘤、肝癌、

胆 道 肿 瘤 、甲 状 腺 癌 和 移 植 物 抗 宿 主 病

（GVHD）等。

从捷思英达创立伊始，张劲涛立志做中

国原创的、有全球市场意义的创新药研发。

“创业不是谋生手段。”对于创业心得，张

劲涛分享说：“创业要有理念，有想法，有资

金，有团队，有环境，不能用谋生的想法去创

业。创业要有愿望，并为之不断付出努力。

不管做什么工作，一旦确定了目标便数年如

一日地坚持，要争取成为行业的领导者之

一”。

捷思英达走得比较稳健，也经历了几轮

融资，募集了近 3 亿元的资金。张劲涛说，

“我们做研发比较节约，而且有非常明确的目

标，2023 年我们开展了多个临床 2 期研究，取

得很好成果；2024 年，将准备开展关键性临床

研究，我们期望有更多的投资人以及合作伙

伴参与新药研发。创新药研发坑多、水深、风

险高、投入大。在解决国内外病人的未满足

的临床需求、让国内外病人受益的同时，我们

将给投资人带来更好的回报。”

从创立捷思英达开始，张劲涛即瞄准了

全球市场。张劲涛表示，作为新药研发的小

型生物医药企业，公司 IPO 解决融资渠道和

投资人退出问题，产品在中国获批上市销售

可以解决公司长期现金流问题，产品出海则

可以解决国内外病人临床未满足需求，同时

给投资人带来更好的回报。

▶ 项铮

胡
旭
波
：
助
力
创
业
企
业
走
向
全
球

祁玉伟：在材料强国路上行稳致远

张劲涛：专注小分子抗癌新药研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