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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新区成独角兽企业摇篮国家高新区成独角兽企业摇篮
▶ 本报记者 罗晓燕

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近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24全球独角兽

榜》，全球共有 1453家成立于 2000年之后、价

值在 10 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入选该榜

单，其中中国有 340家包含超过 100家国家高

新区企业上榜。国家高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

独角兽企业摇篮。

广州高新区有 7 家企业入选全球独角兽

榜单，为广州各区最多，占广州市总数的

29.2%，分别为文远知行、多益网络、粤芯半

导体、立景创新、奥动新能源、如祺出行和云

舟生物。

文远知行副总经理黄烨华说，文远知行

登上全球独角兽榜单，在7年间能发展成为全

球无人驾驶领军企业，得益于广州高新区以持

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投资环境，为企业靠前服

务、主动服务、精准服务。特别是在自动驾驶

产品场景落地方面，广州高新区支持企业率先

落地运营，使得企业在自动驾驶出租车、小巴

等应用及商业落地方面均为全国首个。

目前，广州高新区正抢抓科创“新风口”，

聚焦电子信息、生物与新医药、航空航天、新材

料等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着力引进

一批隐形冠军、小巨人、独角兽企业和项目；接

下来，将加快推动“2+3+N”战略科创平台集

群创新成果加快转化，力争 2024年落地转化

项目50个，培育独角兽企业5家以上。

苏州工业园区有6家企业登上全球独角兽

榜，包括艾博生物、镁伽、思必驰、智慧芽、新光维

医疗、企查查，占苏州市总数的50%。

近年来，苏州工业园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将培育独角兽、潜在独角兽企业作

为激发新动能的重要抓手。通过深度挖掘、精

准施策、强化辅导、资源链接等方式，多措并举

推进“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瞪羚

企业—独角兽企业—上市企业”梯队企业培育

工作，持续壮大创新型企业集群。

苏州工业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园区将进

一步构建独角兽企业最期盼的开放格局、做强

独角兽企业最青睐的产业质态、完善独角兽企

业最急需的创新生态、优化独角兽企业最渴望

的营商环境，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为建

设开放创新的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注入强劲

动能。

“独角兽企业集中在国家高新区涌现，反

映了国家高新区显著的创新生态优势。”中

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高新区

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创新发展研究院执行

院长朱常海表示，具体而言，包括密集的科教

资源和人才群体、丰裕的资本、活跃的创新型

企业以及一批懂科技、懂产业、懂政策的干部

队伍。

“国家高新区独角兽企业的崛起，不仅彰

显了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成效，也为全球

创新网络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信息协会常

务理事、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高新区作为科技创新

的重要载体，为独角兽企业的孕育和成长提供

了肥沃的土壤。

未来，国家高新区应如何培育更多独角兽

企业？

朱常海建议，首先，国家高新区要更加开

放，这对于独角兽企业快速响应市场变化，把

握市场机会非常重要。其次，国家高新区要深

化改革，“求新求特”，让生产关系匹配甚至引

领生产力的变化，为独角兽企业创造容错和成

长空间。第三，国家高新区要促进自身能力升

级，从“旧三板斧”即开发建设能力、招商引资

能力和压低成本能力，升级到“新三板斧”即创

新促进能力、资本运作能力和生态调控能力。

“这‘新三板斧’才是独角兽企业更加需要的政

府能力。”

朱克力表示，国家高新区可从多个角度协

同着手。一是进一步优化创新生态。继续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服务能力，打造更加开

放、协同的创新环境，促进企业间的资源共享

和合作。二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可通过设

立更多的创新基金、提供更多的税收优惠和财

政补贴等方式，进一步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和

市场风险。三是强化人才培养和引进。应继

续完善人才政策，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职业发展

平台和生活条件，吸引和留住更多高端人才。

四是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通过加强与高校、

科研机构的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新

技术、新产业的发展。五是鼓励企业国际化发

展。支持企业开展国际合作和交流，拓展海外

市场，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

“未来，随着国家高新区的不断发展和完

善，有理由期待更多的独角兽企业在此诞生和

成长，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

点。”朱克力说。

近年来，浙江省诸暨市

陶朱街道积极培育高新技术

企业，招引高新科技产业项

目，打造高新技术特色产业

集群。图为在位于诸暨市

陶朱街道的浙江烨嘉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自动

化流水线上在生产车用光学

镜片。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本报讯（记者 于大勇）近日，商

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等 14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消费品

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在全国范围内组

织开展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和家装厨

卫“焕新”。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表示，

汽车、家电、家装厨卫市场综合体量

大，带动效应强，相当一部分产品使用

年限较长，能耗排放较高，质量安全存

在隐患，换新升级潜力巨大。目前，距

上一轮推动全国范围消费品以旧换新

工作已近 15年，更新需求进入集中释

放期。近年来，部分地区开展汽车、家

电以旧换新，推进家装“焕新”，取得积

极成效，积累了一定经验。

《行动方案》提出，通过加大政策

引导支持力度，力争到2025年，实现国

三及以下排放标准乘用车加快淘汰，

高效节能家电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

升；报废汽车回收量较 2023 年增长

50%，废旧家电回收量较 2023 年增长

15%；到 2027 年，报废汽车回收量较

2023 年增加一倍，二手车交易量较

2023 年增长 45%，废旧家电回收量较

2023年增长30%。

为达成上述目标，《行动方案》作

出了一系列部署。例如，在强化资金

管理和要素保障方面，各地商务主管

部门和财政部门要加强对中央财政支

持汽车以旧换新资金和现代商贸流通

体系、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等相关资金

安排使用的指导监督，抓好废旧家电

等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项目推进工

作，确保“真金白银”的优惠直达消费

者。

在统筹活动促进方面，统筹“2024消费促进年”活动安

排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开展“千县万镇”新能源汽车消

费季、“全国家电消费季”“家居焕新消费季”等系列活动，

推动产供销、上下游、政银企、线上下协同联动，开展联合

让利促销活动，形成政策组合包，激发市场活力，并引导行

业有序竞争。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抓好政策

落实落地，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资金管理和要素保障，统筹

活动促进，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力度，做好督促落实，推动消

费品以旧换新，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

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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