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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竞争格局下中国企业家的优势
邓锋

邓锋

北极光创投创始人

董事总经理

中国科技创新迎来历史性机遇

过去的一年，很多人都来问我，中国做科技创新

行吗？现在是好的时间吗？大家最大的担心是经济的

不确定性，包括像全球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战和科技

战导致对未来的担忧，科技是不是受到了一些封锁，

以及人才的问题等等。

我自己在思考，也跟行业同仁聊，大家的共识是

中国经济短期有不确定性，但对中长期的发展相当看

好。而对于我们所从事的行业——科技创新和科技创

新的投资，无论是短期中期长期，我们都非常看好。

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机遇点，今天在中国做科技创

新和科技创新投资，是前所未有的好机会，这是时代

赋予我们的机遇。

为什么这么说？一个是疫情发生后，产业格局发

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带给我们一些机会。中美关系的

不确定性让我们更加认识到中国需要自己的科技创新，

相对于过去商业模式创新来说，科技创新的机会更大。

我自己是做科技早期投资的，前十年基本是商业模式

创新比较多，在今天的环境下，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

科技创新，也看到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企业在科创板、

创业板上市，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除了刚刚讲的市场环境以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原因，未来的十年、二十年科技本身都会持续发展，

而且是加速发展。一方面是市场拉动，一方面是技术

推动，比如健康医疗、生物医疗、检测系统等领域，

都有技术的推动。从过去的癌症筛查，到未来感染微

生物的测序等等发展非常快，可以想象这个趋势在未

来五年、十年应用会很大，这些都是由于技术本身在

推动整个行业发展。

做创新最重要是要有市场，以前我们的产品要跟

全球大企业去竞争，现在是两个趋势：

第一是中国市场本身增量很大，以消费市场举例，

可以算得出来我们会超过美国市场。

第二是中国本土市场孵化了很多企业，企业发

展更大的机会在全球。大家可能觉得现在中美贸易战

使中国全球市场的机会变少了，其实不然。我认为疫

情之后，全球对中国的依赖、对制造业供应链的依赖

会更大，也许在某些行业某些领域确实由于国际政治

的因素，降低了对中国产业的依赖性，但是在更大领

域——举例来说，在医疗器械领域，中国现在生产的

医疗器械在全球市场都有相当的竞争力，比欧美的企

业更强。就像我们的迈瑞医疗，以中国为立足之本，

同时面向全球发展的医疗器械企业未来五年、十年会

非常多。我非常看好中国的企业继续在全球市场有越

来越多的份额。

结合我们自己，包括像科创板、创业板实行注册

制监管，不断有利于科技创新企业和专注于科技创新

投资基金的政策陆续出台，科创板开放到现在一年多

的时间，市场反馈非常好。尽管仍有不完美，但一直

在不断调整，不断完善措施。监管层面经常跟行业的

人开会，听取像我们这样活跃在一线的行业人士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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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精神一定可以把中国的科创板做得更好。很多科

技企业能够上市在资本市场融资，这可以带动整个科

技创新的发展。我们的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比如

成都出台了很多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不仅如此，在

服务意识上，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深入了解企业、了

解企业的需求，不是在很高层面讲一些精神理念，而

是有具体的方法、具体的做法，非常快速地响应企业

的需求，在这方面中国是做得最好的。

今天科技处于加速发展的长周期中，我很看好在

中国做科技创新能够给资本带来的回报，这也是为什

么今天仍然有很多国际资本愿意到中国投资，愿意在

中国从事早期、中期到后期各阶段的投资。这个趋势

没有改变，虽然有中美关系的影响，但资本对中国长

期的投资趋势都是看好的。

 快速变化带来创新机会 

机会都在哪儿呢？先不说哪个行业，我的观点是

看社会是不是在快速变化。如果社会已经很稳定，市

场很成熟，你很难再找机会。其实投资创业往往是因

为变化，有很多信息不对称、各种资源不对称带来投

资的机会。今天的中国还是存在快速变化的，也带来

了很多机会，除了刚才讲的科技正处在加速发展的长

周期以外，还有代际的变化。新的一代现在叫 Z 世代，

代际的变化也不再以 10 年来划分，而是 5 年一代。

今天的老年人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我们讲“银

发经济”，大家可能还关注在健康医疗服务上，其实

今天更大的机会在于中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比如很多

老年人退休后“报复性”旅游，这就会带来很多投资

机会。代际的变化同样体现在消费上，今天的老年人

消费能力跟过去不一样，今天的年轻人、做父母的也

不一样，他们都是与互联网一同成长起来的，所以他

们对孩子的教育完全没有上网的障碍，这是为什么这

几年线上教育发展很快的原因，就是因为每一代人都

在发生变化。新的国潮在崛起，新一代人对国货的青睐，

不是因为价格便宜，而是对中国产品的质量、品质非

常有信心，这是我们看到很多本土品牌崛起的原因。

中国的企业家是一个对市场变化反应速度非常快

的群体，这就是为什么在世界竞争格局下我们有优势

的原因。不仅是反应和感觉的变化快，做事速度也非

常快。别人做一件事需要一年，我们半年就做出来了，

这种快速变化也会带给我们机会。

创新有几大类：

第一类机会是跨界创新。大家现在都说医疗器械、

器械的诊断，但今天看来它的创新点还有光机电和芯



18

前沿观察

片、材料、计算机、人工智能的算法、医疗技术等，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产业，已经不能简单的说医

疗器械就是医疗，而是综合起来了，所以很多都称为

AI+，已经不是过去专注在某一个算法上，对人才的需

求也不一样了，未来的这些创新在于的跨界的创新。

第二类机会，由于整个行业、产业、企业的数字

化转型，数据在企业提高效率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包

括 IoT 物联网，靠传感器带来数据，背后再加上 AI。

讲 AI 已经不止是人工智能，AIoT 就是因为它后面的

数据重要性，由此带来新一波的创新机会。

像 5G 带来更多的数据，导致了所有的基础架构、

云、网络、存储、计算都跟着变化，这又带来巨大的

变化机会。

我们讲文件系统，过去的文件系统用了几十年，

后来发现跑不动了。如今面临的文件数可能是按几十

亿来算，有这么多摄像头、这么多采集器，原有的文

件系统都要重构，这又带来信息安全问题，所有这些

都是跟数据相关的。

第三类是由于地缘政治带来的国产替代机会。中

国制造逐步迈向中国智造，在未来十年都存在大的机

会。台下同仁很多是企业家，无论是企业家也好，地

方政府也好，都意识到创业投资对经济发展有巨大作

用。投资就是把资源向先进的生产力集中，这个资源

首先是资本、是钱，但它远远不只是钱。我们认为代

表未来的企业，当你有了资本，很多其他的资源都会

跟着涌上来，包括人才、好的技术，都会向更优质的

企业集中，这个从根本上来说是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这是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对

企业也是一样，过去创始人说没有钱了，可能会稀释

自己的股权，但如果你的竞争对手比你先拿到钱，你

就面临生存问题了。今天的社会，快慢已经决定企业

的生死，不是大鱼吃小鱼，而是快鱼吃慢鱼的时代，

它处于螺旋上升阶段，如果你比竞争对手领先半个身

位，未来就有可能领先一个甚至十个身位。

2019 年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里，VC、PE 的渗透

率达到了 80%，这是非常高的比例，未来也会非常高。

如果按市值来说，全球十大公司跟十年前十大公司比，

有七家是科技公司，而十一二年前大概只有一个是科

技类的。过去的能源、银行类企业已不在内，所有这

些上市的公司包括我们的腾讯和阿里，都是被 VC、PE

迈瑞呼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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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整个科技企业已经决定了世界经济的主要步

伐，而且背后都有 VC、PE 的支持。

具体到北极光所看的方向，首先大消费是很好的

主题，新的消费不分线上线下，都是线上线下综合的，

从私域流量到供应链的整合，所有消费都在整合；第

二就是硬科技，芯片、材料、AI、物联网、5G 所有这

些都是硬科技，最主要就是信息，ICT 可能是硬科技里

最主要的一块；第三是医疗健康，包括生物制药医疗

设备诊断，包括数字医疗等方面，这几个方面在未来

肯定是整个风投行业最关注的。

 投资人看好什么样的企业家  

首先看创始人的经验，特别是科技领域不像互联

网模式的创新，在科技领域创业必须经过行业的多年

历练。

比经验更重要的是能力，我们需要的是综合能力

很强，特别是快速学习能力非常强的企业家。随着企

业成长，他能够迅速提升自己，包括对产品的理解、

技术的理解、营销的理解、财务的理解，以及企业管理、

资本市场管理等等综合各个方面。

比能力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的价值观，你有没有比

财务回报更大的理想。做企业初心是什么，有没有随

着企业的增长而日益增大的责任感，有没有对自己、

对家人、对伙伴、对投资人、对客户、对供应链负责

任的态度，有没有宽大的胸怀，可以在企业有问题的

时候自己担着，有荣誉的时候分享给共同的伙伴，这

都是企业家的价值观。归根结底，企业家的价值观决

定了企业能走多远、做多大。

最后是坚毅的品质。创业会面临很多槛儿，遇到

槛儿创始人能不能带领团队迈过去？

很多人觉得科学家有了很多科学发明就可以去创

业，其实科学家跟企业家完全不是一回事，不是说做

科学强就一定能做企业家。现在许多科学家已经理解

了这件事，他们愿意跟企业家合作，特别是新一代海

归回来的生物科技、医疗器械领域的企业家们，跟科

学家们合作得好一些。我相信这个趋势会越来越好。

另外，有产品不等于有好的技术，有好的技术不

代表能做出客户喜欢的产品，组织建设好也不等于有

很好的管理人。我们看人的时候看的是能够建立组织、

能够做好产品、同时对技术有一定深入了解的企业家。

 什么样的企业是好企业 

技术是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企业面临的市场是

谁，客户是谁，你所做的产品是不是刚性需求，能给

市场解决什么问题。

团队很关键，特别在早期投资领域，投资主要就

是看团队。

所有的创新都要有壁垒，你的壁垒在哪儿？是靠

科技还是靠模式？在商业模式上我们关注的是：第一

能赚钱，或是未来一定要能赚钱，第二还能赚大钱，

第三是能可持续地赚大钱，这三点都满足，才是一个

风投或者说一个股权投资关注的企业。

总结一下，科技正处在高速发展的长周期中，希

望我们共同把行业做大做强。

【本文为邓锋在2020 DEMO CHINA创新中国总决赛上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