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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创新资本

向“新” 力

当前，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 与此同时，我国

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5日提请审

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科技创新，促进产业

优化升级，突破供给约束堵点，依靠创新

提高发展质量。 促进创业投资发展，创新

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 将成为推动创新

发展的重要动力。

一方面， 科技创新企业发展离不开

创新资本的支持， 加速以创业投资为代

表的创新资本凝聚， 将点燃更多新兴产

业与创新产业的希望。 另一方面，以创投

为代表的创新资本需要拥抱新机制、新

模式，立足自身专业性与产业敏锐度，激

发科技创新的内生动能， 并在此过程中

贡献、创造价值。

作为新型的金融产品供给， 以创投

为代表的创新资本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

道，发力专精特新企业成长，能有效地弥

补银行等间接融资渠道缺少对初创企业

支持的短板， 在支持科技创新中发挥着

日益重要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作为积

极拥抱风险的创新资本， 与科创企业紧

密结合共生共荣，持续推动产业链、供应

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助力实现科技、产

业、金融良性循环。

截至2022年1月底，创业投资和私募

股权基金管理产品总规模突破13万亿

元， 为资本市场培育了大量优质企业和

专精特新“小巨人” ，为实体经济输送了

源源不断的弹药，如半导体、新能源、医

疗器械、 通信设备等高新科技领域的中

小企业， 目前吸引了业界众多优秀的投

资机构和管理人。 数据显示，这些领域也

成为近年来退出高回报项目的集中诞生

地， 以创业投资为代表的创新资本深度

服务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成长和新兴产业

发展，在助力硬科技自主自强的同时，也

分享了产业发展的红利。

中长期来看， 中国市场和中国的科

技创新仍将是最具投资价值的资产方

向， 以创投为代表的创新资本具有巨大

发展空间和新机遇。 不过，行业发展仍面

临一些挑战，如机构良莠不齐，募资市场

缺少真正的长钱。 具体来看，促进创新资

本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从多方面推进：

一是依法加强有效监管， 进一步完

善分类和差异化监管， 扶优限劣， 支持

“专业化、规范化” 的优质机构通过创新

不断做优做强。

二是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引入更多

源头活水。 引导保险基金、社保基金等积

极进入， 适用更符合市场特性的考核办

法，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吸引更多优质

长期投资者参与。 如可研究出台支持性

政策，鼓励银行及理财子公司、险资通过

产品创新等方式， 逐步扩大对创新资本

的投资范围，建立可持续出资机制。

三是引导行业更好地服务国家战

略， 引导资金投向专精特新等符合国家

战略需要的行业和企业， 实现正确的市

场导向和资源优化配置。 如推出配套政

策， 鼓励创新资本参与和分享科技创新

突破、绿色低碳经济、专精特新等领域大

量、长期、可持续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