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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车新进展无人车新进展

百度加快无人车商业化进程百度加快无人车商业化进程
来自美国硅谷的激光雷达公司 Velo-

dyne LiDAR 日前获得百度与福特公司 1.5
亿美元的共同投资，三方将围绕无人驾驶领
域展开全方位合作，降低激光雷达的价格，
加快无人车商业化进程。

来自美国硅谷的技术公司 Velodyne成
立于 1983 年。今年 Velodyne 将核心业务激
光 雷 达 部 门 剥 离 ，成 立 新 公 司 Velodyne
LiDAR。该公司开发的 LiDAR 传感器已经
成为行业标配，被谷歌等涉及自动驾驶的公
司广泛使用。目前的激光雷达价格非常昂
贵。Velodyne LiDAR 创始人兼 CEO Da-
vid Hall 认为，百度和福特的投资将会加速
降低生产成本，使激光雷达能够广泛应用在
全自动驾驶汽车上。

VRVR 新应用新应用

摩托罗拉为警察研发摩托罗拉为警察研发VRVR头显头显
摩托罗拉在日前举行的 APCO 大会上

让用户体验了一款将应用于辅助警方行动
的新头显。佩戴上这款头显之后，身处远程
指挥部的专家和警官将能通过无人机的视
角鸟瞰某个人员密集的特定区域，找出其中
的可疑人员；他们也可以通过地面执勤警员
随身佩戴的摄像头看到来自地面的视角。
头显的佩戴者只要转动自己的头部就能环
顾 警 员 所 处 的 区 域 ，就 像 真 的 身 处 现 场
一样。

摩托罗拉的首席技术官 Paul Stein-
berg 表示，这款 VR 头显可以让无人机和机
器人取代传统的体力执法工作，可以提升警
方的工作效率，而不是为了完全取代警察。

“人类的直觉、经验和知识是无可取代的。”
Steinberg表示，“这只是一个帮助他们交流
和决策的工具”。

太空领域新突破太空领域新突破

美国航天局推进美国航天局推进““捕星捕星””任务任务
近日，美国航天局批准“捕星”机器人任

务部分进入设计研发阶段，这标志其小行星
捕捉任务又向前推进一步。“捕星”任务正式
名称为“小行星重定向任务”，共分机器人任
务和宇航员任务两个部分。在机器人任务
部分，美国航天局将于 2021 年 12 月发射无
人飞船，从一颗小行星表面采集一块巨石，
然后将其挪至月球附近。在宇航员任务部
分，美国宇航员将于 2026 年乘坐“猎户座”
飞船，前往探索这块巨石。

美国航天局副局长罗伯特·莱特富特在
一份声明中说，“这项任务不仅动用了全航
天局之力，还将测试一系列正在研发中的新
技术”。“捕星”任务从 2013 年开始实施，美
国航天局认为这一计划对美国实现本世纪
30年代载人登火星的目标至关重要。

医学领域新发现医学领域新发现

日本发现诊断食物过敏新方法日本发现诊断食物过敏新方法
日本国立成育医疗研究中心等机构的

研究人员最新发现，尿液中含有的某种物质
可作为诊断食物过敏及判定病情的依据。
研究人员发现，引起食物过敏反应的免疫细
胞会产生大量的名为 PGD2 的脂质。通过
动物实验确认，食物过敏症状越严重，尿液
中含有的由 PGD2 分解而来的物质也越
多。他们对在国立成育医疗研究中心就诊
的约 140 名儿童进行的检查进一步印证了
动物实验结果。今后有望通过对尿液中的
物质进行检查，诊断食物过敏。

研究人员表示，虽然目前还不能通过尿
检查出过敏源，但是尿检将使食物过敏诊断
变得更为方便快捷。

科技与资本，要“蜜恋”也要“空间”
牛 瑾

有了资本助力，科技能掌握

足够资源，将创意落地变成实

践。但科技如果完全被资本所俘

获，容易迷失发展方向。要想让

科技与资本既相亲相爱又保持适

当距离，要靠双方的操守与自

律，更要依赖政府主导下的体制

与制度，促进科技与资本的有效

对接。

在里约奥运会的赛场上，当中国跳水

运动员秦凯在玛丽亚·伦克水上运动中心

单膝跪地的那一刻，全世界都见证了他与

何姿的蜜恋。而在经济领域，也有这样“一

对”，它们的“蜜恋”同样被所有人期待，它

们是科技与资本。

实际上，正是科技与资本的结合，使得

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在过去几十年中独步天

下。在我国也是一样，从新浪、搜狐、腾讯

到阿里巴巴、京东商城，这些随时代崛起的

互联网领域巨头的背后，都有国际资本的

影子。

科技对资本充满向往。因为只有获得

了资本的襄助，科技才能掌握足够的资源，

才能将头脑中的想法变成落地的实践，从

而推动经济持续发展。

资本对科技满怀期待。因为科技能将

技术变成金钱，为投资者带来丰厚回报。

数据显示，若以 10 亿美元作为标杆，2013

年上市的社交网站推特成立 3 年就达到了

这一估值，而享誉全球的哈雷摩托车、芭比

娃娃的制造商美泰儿公司和著名运动品牌

耐克则分别用了 86 年、25 年和 24 年才迈入

“10 亿美元市值俱乐部”。科技公司火箭般

的发展速度，足以获得资本的青睐。也正

因为如此，科技与资本密不可分。

但是，即便再亲密的情侣，也要懂得为

彼此留有空间的道理。科技在自身不强硬

时，没有立场紧追资本不放。更重要的是，

科技不能完全被资本所俘获，那样只会迷

失发展的方向。

随着创新驱动上升为国家战略，科学

技术的突破往往意味着更广阔的市场和更

强大的影响力，吸引着资本大规模涌入。

但若让资本成为主宰，其逐利的本性就会

被放大，造成的结果只会是科技研发背离

了初衷或在投资人的急于求成之下漏洞百

出。我国影视行业已经吃了这方面的亏

——充足的资金迅速催熟了本来还稚嫩的

市场，创作因此被资本“绑架”，数据造假现

象时有发生，各种“雷剧”频现荧屏，科技研

发不能再重蹈覆辙。

而要想让科技与资本既相亲相爱又保

持适当距离，要靠双方的操守与自律，更要

依赖政府主导下的体制与制度，促进科技

与资本的有效对接。当下，在我国，有一种

现象必须引起重视。众多资金尤其是民间

资本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持币观望的做

法严重影响着经济活力。与此同时，广大

科技企业特别是中小型科技企业则因没有

资金注入而延滞了创新脚步。这就需要相

关部门搭建平台，创造双方互相了解的机

会，使“情投意合”的科技与资本“牵手”成

功。其实，我国的新三板就是这样的一个

平台，科技创新项目在此可以真正实现“创

新链”“资金链”“产业链”和“政策链”的

融合。

此外，还要靠加强监管硬约束。每一

次科技突破都代表又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

域。既然是全新的领域，就说明老办法已

经失效了，必须跟上发展节奏、创新监管模

式才行。唯有如此，才能对资本进行必要

且及时的监管，才不会因其被放大了的逐

利本性而导致某一领域陷入无序发展的

泥沼。

当然，就算持币观望的情况明显，就算

投资人把钱看得越来越紧，科技领域还是

有很多仍被看好的“风口”。只要创新更具

有前沿性，还是有可能与资本成就一段“佳

话”的。

瞪羚企业：期待更广袤的“草原”
本报记者 董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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瞪羚，一种善于跳跃和奔跑的动物。
有这样一群创新型企业，他们成功跨越创
业死亡谷，实现爆发式增长，被称为“瞪羚
企业”。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和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近期联合发
布 的《国 家 高 新 区 瞪 羚 企 业 发 展 报 告
2016》显示，2011 年至 2014 年国家高新区
瞪羚企业营业收入三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51.1%，呈现突出的成长性。2014 年爆发
式增长的瞪羚企业共有 225 家，这个数量
比 2013年增长了两倍以上。

这群创新“瞪羚”们究竟如何在市场上
迸发出“洪荒之力”？《经济日报》记者进行
了调研采访。

超常规的成长

瞪羚企业一般成立时间不长，但

能够实现几倍、几十倍甚至百倍的增

长 速 度 ，相 比 传 统 公 司 更 快 地 做 大

做强

究竟什么样的企业能被称为“瞪羚”
呢？长城战略咨询所合伙人马宇文介绍，

“瞪羚企业”作为学术概念于上世纪 90 年
代诞生于美国，最初是指“既能快速增长又
创造了大部分新增工作机会的极少数中小
企业”。后来，界定进一步细化，即“1990
年的销售额不少于 10 万美元，且其销售额
在随后 5 年内每年均有 20％以上的增长
率”。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欧美等发达
地区开始持续关注瞪羚企业现象。美国

《硅谷指数》一度将“瞪羚企业数量”作为反
映硅谷经济景气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综合比较国外对于瞪羚企业内涵和
特征的研究成果，我们提出了新经济‘瞪羚
企业’等定义。”马宇文说，就是指成功跨越
创业死亡谷之后，商业模式得到了市场认
可，进入爆发式增长的创新型企业。瞪羚
企业的科研活动投入经费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一般大于 2.5%，不包括外企生产基地、销
售公司、资本运作型公司、垄断型行业企
业、区域分公司等。

专家指出，瞪羚企业具有四大典型特
征：成长超常规，跨越死亡谷后成长轨迹呈
现出非线性的爆发式增长；成长历程短，普
遍成立时间不长，在试错成功后就能实现
几倍、几十倍甚至百倍的增长，比传统企业
更快做大企业规模；业态创新活跃，无论是
在技术、商业模式还是产业组织方面，都具
有强大创新能力；区域性聚集，瞪羚企业更
容易出现在创新创业活跃的区域和产业集
群内部。

“国家高新区瞪羚企业主要分布在制
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
行业，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民营企业是
瞪羚企业的主体。”马宇文指出，当前瞪羚
企业呈现集约化、国际化、轻资产化、员工
高素质化以及科技活动日益活跃化等五大
发展趋势。

“瞪羚企业并不是在任何产业的任何
时期内和任一区域中都能出现，而是需要
相对特殊的‘新经济土壤’。目前硅谷和中
关村都已经出现了瞪羚企业集中爆发的态
势。”马宇文说。

目前，国家高新区共有 1888 家企业符

合瞪羚标准，全国高新区整体瞪羚率达到
2.54%。根据经合组织（OECD）统计，国际
上大部分国家的瞪羚率基本在 2%以下。
国家高新区瞪羚企业分布在 16 个行业门
类，其中制造业的瞪羚企业最多，达 1185
家，约占总数的 63%。

“瞪羚企业积极推出新产品的同时，新
技术开发与应用活跃，走在创新发展前
列。”马宇文说，2014 年，瞪羚企业新产品
产 值 和 销 售 收 入 增 幅 分 别 为 40.7% 和
41.3%，技术收入与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增幅
分别为 46.8%和 38.8%。2011 年至 2014
年，瞪羚企业申请的发明专利数、申请总专
利数、授权发明专利数和拥有有效专利数
的三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44.3%、32.1%、
30.7%、32.4%。

多类型的“跳跃”

瞪羚企业作为新经济的代表，在

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等不

同层面实现“跳跃”，引领产业创新

虽然同样具有“洪荒之力”，但瞪羚企
业的“跳跃”路径却不尽相同。长城战略咨
询所的专家们举例分析——

有的瞪羚企业靠不断更新产品把握新
增长点，实现快步增长。比如，北京暴风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更新经历了 3 个阶
段，从软件产品迭代升级，到手机移动端和
桌面入口，再到进军虚拟现实，相继推出虚
拟现实眼镜和虚拟现实拍摄机。快速的新
产品迭代使得公司近 5 年营业收入取得显
著增长，由 2011 年的 1.7 亿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6.52 亿元。不断完善的新产品为瞪羚
企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成长动能。

有的瞪羚企业通过“修炼”核心技术深
耕市场。珠海全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轻资产技术平台型公司，成功在新智能硬
件创新浪潮中获得一席之地。他们手握核
心芯片技术，芯片设计时间短、扩张性强，
进一步提升了产业链快速反应和服务能

力。依托优质技术，全志成为全球平板电
脑、高清视频、移动互联网设备以及智能电
源管理等市场领域的主流供应商之一。再
如，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膜
技术为国家治理水环境、开发新水源、保障
饮水安全以及城市生态建设提供整体解决
方案。其“低能耗膜·生物反应器污水资源
化新技术”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超低压选择性纳滤膜也在我国实现首
次应用。新技术引领下，碧水源营业收入
从 2011 年的 10.26 亿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52.14亿元。

有的瞪羚企业不断探索新模式、新业
态抢得发展先机。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主营游戏开发、代理发行和运营，在商
业模式上有两方面创新：打造跨平台游戏
研发发行运营平台；打造“内容开发代理+
多渠道发行平台+持续精细运营”的新模
式。在产品研发上，吸纳优秀研发团队，拥
有跨平台跨语言游戏引擎开发能力；在精
细化运营方面，利用先进的实时监测系统，
运营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

再如，北京车网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以
自己研发的车载终端产品为基础，实现车
主、汽车制造、4S 店、汽车租赁、保险业、物
流行业的产业融合，并积极探索物联网领
域，创造新的业态。传神联合（北京）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利用“互联网+语音处理”首
创类电网的“语联网”平台模式，聚集了全
球 60 多万名译员和 1000 多家翻译公司，
提供日均 1000万字的翻译服务。

须完善的环境

瞪羚企业尚未能充分享受到国家

相关税收优惠，对这些企业培育和扶

持的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

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相关专家告诉记
者，虽然我国瞪羚企业成长迅速，但增长速
度和利润率有所下降。2014 年数据显示，
高新区瞪羚企业中约四成企业利润率不到

5％，瞪羚企业群体平均利润率为 7.4%，有
占比 5.61%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净利润
在 1000 万元以下的瞪羚企业最多。净利
润率超过 30%的瞪羚企业仅占比 6.73%。

“瞪羚企业未能充分享受到国家相关
税收优惠，对瞪羚企业培育和扶持的环境
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相关专家表示，这群
瞪羚们正在呼唤更大的“草原”。据了解，
当前国内 18 个区域出台了瞪羚相关政策，
其中 13 个区域出台了具体政策，5 个区域
仅出台了顶层设计政策，尚无具体实施
政策。

“区域瞪羚政策一般包含遴选标准与
扶持政策两部分内容，各区域瞪羚企业遴
选的标准各不相同。”相关专家说。比如，
营业收入指标起点最高的是河南省，要求
入选瞪羚企业上年度营业收入达到 1 亿元
以上；起点最低的是南通市，高科技创新企
业上年度收入达到 300万元即可参选。

相关专家指出，各区域瞪羚扶持政策
主要围绕拓展发展空间、提高融资能力、强
化创新能力、提升管理水平和引进培育人
才等方面展开。根据定量分析，大部分出
台瞪羚扶持政策的高新区，瞪羚数量有明
显提升，企业群体增长更快。比如通过对
比瞪羚企业数排名前 20 的高新区，出台过
相关政策的高新区内瞪羚企业营业收入三
年复合增长率远高于未出台相关政策的高
新区内瞪羚企业。

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企业咨询副总监
陈卿介绍，今年 7 月 21 日，长城战略咨询发
布的中国瞪羚服务云平台上线，将聚合区
域内瞪羚企业、服务机构、投资机构，以及
政府部门、园区管委会，形成促进瞪羚企业
成长的服务生态体系。

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表
示，瞪羚企业既是“双创”的成果，也是检验

“双创”成功与否的标准，同时还是新经济
的典型代表，对当前高新区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和作用，应该给予更多关注和
扶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