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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培育独角兽企业的对策建议 

——以无锡市为例 

周天捷 

独角兽，一种神话动物，被风险投资行业用以指代创立 10年左右、估值超过 10亿美元、获得私募股权投资的未上市企业。

该概念由美国风投专家艾琳·李（Aileen Lee）于 2013 年 11 月提出，一经问世，便迅速得到全球科技和投资界的认可，并受

到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近年来，我国独角兽企业发展迅猛，在经济增速下行的情况下，对引领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升级以及经济结构调

整等起到了重要作用。独角兽企业的培育对于区域经济创新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一个区域独角兽企业越多，其吸纳和整合

创新资源的能力就越强，创新人才、创新项目就更集中。无锡市正在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独角兽企业的培育和发展是

创新发展的重要突破点，因此，如何培育和发展独角兽企业是一项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无锡独角兽企业的发展概况 

2018 年 3 月，长城战略咨询联合科技部火炬中心发布了《2017 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对独角企业的定义为：估值

在 10亿美元以上，创办时间相对较短（10年以内），获得过私募投资且尚未上市的企业。截至 2017年底，全国共有独角兽企业

164 家，其中 2017年新晋独角兽企业 62家，139家集中在北上深杭四地，占总数的 84.8%，76.2%的独角兽企业分布在国家高新

区。 

榜单中，无锡仅有一家独角兽企业上榜，即排名第 107 位的华云数据。2018 年 5 月，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不再符合独角兽企业的标准，但在这之前，该企业一直被视为生物医药领域独角兽企业的典型代表。2018 年 9 月，无锡

市科学技术局下发《关于公布首批无锡市雏鹰、瞪羚、独角兽企业培育入库企业名单的通知》，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等 5 家企业成为首批无锡市准独角兽培育入库企业。为全面分析无锡独角兽企业的培育基础，本文将独角兽企业、准独角兽企

业均纳入研究范围。 

（一）当前无锡独角兽企业的特点 

1.数量少，估值低 

与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省市相比，江苏独角兽企业数量总体偏少。在省内与南京（上榜 3 家，准独角兽 16 家）、苏

州（上榜 1家，准独角兽 31家）等城市相比，无锡独角兽和准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也偏少。此外，无锡独角兽企业估值较低，华

云数据作为唯一上榜的独角兽企业，估值仅达到 10亿美元的门槛，与蚂蚁金服（750亿美元）、滴滴出行（560亿美元）等超级

独角兽企业无法相提并论。 

2.行业分布较为集中 

无锡独角兽和准独角兽企业行业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和大数据等方面，其中 4 家企业属于制造业的范畴，这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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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当前的产业结构是相一致的。在云服务、旅游、电子商务、文化娱乐等独角兽企业发展快速的行业，无锡企业尚未有所突破。 

3.尚未形成集聚效应 

无锡的独角兽和准独角兽企业空间分布较广，没有呈现出独角兽企业的集聚特性。虽然有 2 家企业都位于滨湖区内，但其

所处位置和依托的平台都不同，这反映出无锡的独角兽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吸纳和整合创新资源的能力较弱。 

（二）无锡培育独角兽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1.互联网经济不发达 

互联网经济是诞生大量独角兽企业的领域。无锡软件行业发展有一定的传统和规模，但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并没有显著

优势。从腾讯研究院《中国互联网+指数报告（2018）》来看，“互联网+总指数”无锡仅位列 29 位，数字经济指数位列 28 位，

与武汉、成都、长沙、苏州等城市相差较大。 

2.缺乏平台型独角兽企业平台型企业是独角兽企业培育的重要载体，如以阿里巴巴为平台孵化的独角兽企业有滴滴、美团

点评、蚂蚁金服、饿了么等 14家。从无锡当前的情况看，尚未出现规模较大、影响力较强的平台型企业，因而难以形成适合独

角兽企业成长的产业生态圈。 

3.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有待加强无锡制造业企业虽然较多，但真正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型企业并不多，企业重大原

始性创新成果偏少，创新能力不足。从福布斯发布的《中国大陆城市创新能力排行榜》来看，无锡从 2014年的第 6位下滑到 2018

年的第 15位，城市创新能力亟需加强。 

二、无锡培育独角兽企业的基础 

1.较好的智慧产业基础 

独角兽企业大多集聚在新兴产业。近年来，无锡在大数据、智慧产业发展中有不错的表现。“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

实现全球超算 500强榜单四连冠、应用成果获“戈登·贝尔”奖，无锡在全国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选中连续五年名列前茅。 

2.不断优化的创新创业环境 

近年来，无锡众创空间快速发展，截至 2017年，全市拥有省级众创空间 36家和创业示范基地 24家，新增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22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23家、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1家。2018年 5月，无锡推出“独角兽成长计划”，在科技创新

创业大赛、独角兽峰会、准独角兽榜单、独角兽产业基金等方面共同推进，努力打造一个全力助推产业强市的“创业生态圈”。 

3.持续加力的人才引培 

无锡人才引进培养力度和推进产学研用的势头在逐年加大。截至 2017年，全市已推动企业与 140多家高校院所建立校企联

盟 910家，建设产学研合作新型研发机构 21家、院士工作站 139家。2018年，实施“太湖人才计划”升级版 2.0，通过举办高

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无锡交流大会、“百企千才高校行”和青年企业家基业长青“百千万工程”等活动，新增各类人才 7.49万人、

院士工作站 1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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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锡培育更多独角兽企业的思考 

在经济新常态和产业转型升级中，无锡需更加重视独角兽企业作为一种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所带来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积

极培育独角兽企业。 

1.制定培育机制，系统化推进独角兽发展 

一是对无锡准独角兽、瞪羚和雏鹰企业进行全面摸底，制定培育标准和淘汰机制，明确阶梯式培养路径。二是建立科技、

发改、经信等多部门联席会议制度，从财税优惠、金融支撑、人才集聚、产业对接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三是及时跟踪独角

兽企业榜单，依托主流媒体加强企业宣传，发挥示范效应。 

2.加快平台经济发展，聚焦优势产业领域 

一是重视平台型企业在渠道、资源整合等方面的巨大作用。深入推进与阿里巴巴、腾讯等成熟平台企业的战略合作，结合

无锡在物联网、旅游、游戏、文化娱乐等产业方面的特点，挖掘流量、整合资源。二是依托良好的制造业基础，培育无锡制造

业企业平台，寻求生产与服务模式的新突破，借助互联网技术，打造更加完整的产业链。三是聚焦未来无锡可能产生独角兽企

业的行业，如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智慧交通等领域，鼓励相关企业技术创新、抢抓机遇。 

3.发挥孵化器作用，培育“创业生态圈” 

一是提高高新区、创业基地、众创空间等载体自身的创业创新环境和服务水平，吸引国内外创业创新资源集聚，为创业者

应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培育新业态提供更好的服务。二是鼓励创新，提高成果转化率。鼓励全市企业加强与

国内外一流高校合作，支持在锡高校自主培育独角兽企业，增强风投基金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持力度。 

4.建立风控制度，规避潜在风险 

缺乏市场需求、被竞争对手淘汰、忽视消费者、资金不足、商业模式缺陷等都是导致独角兽企业最终失败的常见原因。因

此，无锡在大力培育独角兽企业的同时，也要警惕潜在的风险。要完善风险防范的市场制度，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保证信息

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对虚假信息、坏账等不规范的行为进行监管。建立风控制度，由政府相关部门或专业机构在技术、产品、

金融、经营等方面提供精细化服务，为独角兽企业的培育提供良性的成长环境。 

（作者单位：无锡市信息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