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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26日举行的2024中关村早期

投资论坛上，创投圈诸多知名人士就百

年未有大变局下，如何推进我国新型工

业化，早期投资的新策略，展开了热烈探

讨。

投资稀缺性和关键技术

“投资难，募资难，退出难。从业 20
多年来最难的时刻，现在要怎样做才能

投资成功？”梅花创投创始合伙人吴世春

在一次次自我拷问后认为，适应时代和

环境，穿越经济下行周期才能真正走向

成功。

“大变局带来流动性缺乏困局，中国

企业没有穿越下行周期的经验，缺乏处

于产业链主导地位的科技公司。”英诺天

使基金创始合伙人李竹在谈到穿越周期

的投资策略时表示：“虽然这是最艰难的

时刻，但也是改变的最佳时机。”

“坚持长期主义是唯一答案。”吴世

春给出了早期创投的两个结论：坚持以

退定投，以单定创；坚持长期主义是“华

山一条路”。

李竹认为，投资人需要转换投资逻

辑采用新策略，才能穿越周期。对于企

业发展而言，他建议选择“创新+出海”的

并行战略。

“在资本依旧缺乏的市场，支持勇立

潮头的创业者；投资产业链关键创新，往

上游走，往前沿走；提高投资标准，重质

重于量，重仓未来的链主企业。”在李竹

提出的应对之法中，关于防守与进攻的

投资策略选择，他强调注重企业的创新

能力与专注度，坚持小即是大，少即是多

的投资“相对论”。

在吴世春提出的 7条早期投资忠告

中，他着重强调了投资未来稀缺性，敢于

在非共识的无人区里独行的重要性。他

还提醒同行“有什么资源，打什么战”，投

资不要加杠杆，不要高负债。

投资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

在具体投资方向上，李竹分析认为，

投资人眼中最“落后”的新材料领域，

2023 年，该领域却实现了大幅增长。

2024 年，新范式仍会为该领域带来新机

会。投资人眼中最前沿的 AI 领域，在

2024年仍值得期待：尽管在最高端的AI
智慧领域，中国需要追赶国际前沿科技

创新的脚步，但在大模型、具身智能落地

以及消费电子和新终端、智慧医疗等方

面，可能会出现反超局面。

“2023年是大模型元年，2024则会是

应用元年。大模型在这一年会走向成熟

和稳定。”在一场关于“穿越未来之门：探

讨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主题探讨中，创

新工场总裁、合伙人陶宁认为，基于大模

型基座上的 to B和 to C应用，大模型会

在 2024年下半年走向应用阶段，并且至

少未来5年左右将处在百花齐放阶段。

“人工智能的热度将持续10-20年。”

陶宁判断说。

投资有商业思维的科学家

2024 年，哪些早期创业者和企业会

受到投资人的偏爱？在关于“寻找明日

之光：早期投资的艺术与实践”探讨中，

与会者各抒己见。

中关村资本董事长孙次锁坦言，自

己是一位技术偏好型的天使投资人。“我

喜欢技术、市场、团队硬的创业企业，也

喜欢有商业思维的科学家。”

“投资边界要放得小一些。”常见投

资创始合伙人夏朝阳也表达了同样的偏

好，表示更愿意在熟悉的领域投资，喜欢

投偏技术背景的CEO、有大产业化梦想

的科学家。在投资方法上则更偏向选择

合作投资模式。

启航投资管理合伙人马建平同样也

更愿意拥抱科学家，看重走出实验室、走

向产业化，搞科研行、搞企业也行，对行

业理解有一定深度，学习能力强，能爬坡

过坎的科学家和创业者。

紫辉创投创始合伙人郑刚坚持用“万

金油”理念去找相对合适的创业企业。

明智资本创始合伙人彭英芳偏重信

息化硬科技项目。注重赛道确定后创始

人的初心是否坚定，团队的创新能力是

否能支撑企业走得更远。

“创新源于科技、助于投资、成于人

才、聚于产业。”中关村发展集团副总经

理、中关村天使投资联盟主席贾一伟希

望，面向未来，聚合各方力量，顺势向上，

共同助推早期科技投资实现良性、快速

和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于大勇） 近日，工业

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

九部门联合印发《原材料工业数字化转型

工作方案（2024-2026 年）》，瞄准目标要

求，紧抓发展机遇，以数字化转型促进原

材料工业高质量发展，提升行业核心竞争

力和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为加快推进新

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工作方案》提出，到 2026年，原材料

工业数字化转型取得重要进展。

应用水平明显提升。打造 120 个以

上数字化转型典型场景，培育 60 个以上

数字化转型标杆工厂，形成一批数字化转

型标杆企业，重点行业关键工序数控化

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等指标显

著提升。

支撑能力显著增强。突破一批数字

化转型急需的关键核心技术，制修订一批

先进适用的数字化转型标准规范。推广

应用 100款以上优秀产品，培育 100家优

秀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

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建设 1 个新材

料大数据中心、4个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

推进中心、6个以上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

台等。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原材料工业增加值占我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30%左右，是推进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主力军。近年来，我

国原材料工业数字化转型不断走向纵深，

部分行业龙头企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但

仍面临对数字化转型认识不够、数字化转

型基础差异大、建模仿真难度高、人工智

能等数字技术融合应用不深入等问题。

据了解，《工作方案》坚持规划引领、

问题导向、系统部署、分类推进，以提质升

级、降本增效、绿色安全为最终目的，着力

夯实数字化转型基础，深化数字技术赋能

应用，强化软硬协同，完善支撑保障体系，

加快推进原材料工业高端化、绿色化、安

全化、高效化发展。

《工作方案》围绕强化基础能力、深化

赋能应用、加强主体培育、完善支撑服务

等4个方面提出14项任务。

其中，在强化基础能力方面，将夯实

数字化基础，提升数据采集、数据汇聚和

数据质量管理等能力。完善网络化基础，

构建泛在感知网络环境，开展内网改造、

打造高质量外网，推进工业互联网标识解

析二级节点建设和应用。强化智能化基

础，加强重点行业智能装备、算力设施、模

型算法的建设部署和推广普及。

在加强主体培育方面，将培育数字化

转型标杆，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场

景、标杆工厂、智能矿山、标杆企业。推动

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支持龙头企业和

“链主”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市场、平台等

资源，强化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的专业化

协作，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

点。推进产业园区智慧化建设，加强重点

行业园区数字化基础能力升级和公共服

务平台建设。

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充分发挥标杆对

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引领带动作用，打造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可宣传的典型案例和经

验做法，立足原材料工业特点和数字化转

型需求，依托智能制造典型应用场景和示

范工厂、工业互联网、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制造业融合发展等现有试点示范工作基

础，在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等

领域开展原材料工业数字化转型标杆选

树行动，打造一批更高水平、更高集成、更

高标准的数字化转型典型场景、标杆工

厂、标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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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工业数字化转型“路线图”确定

近年来，地处中俄边境

的黑河市以中国（黑龙江）

自由贸易试验区黑河片区

建设引领对外开放，赋能地

方经济发展。2023年，该自

贸片区对外贸易再创新高，

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完成

244.82 亿 元 ，实 现 增 幅

56.9%，引进外资企业 16家，

直接利用外资 127.3 万美

元，同比增长27.3%。

新华社记者

谢剑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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