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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资本”陪伴硬科技和科学家“长跑”

□ 本报记者 明 慧 白 雪 邵鹏璐

2024中关村论坛年会开幕式暨全体

会议于4月25日举行，《中关村世界领先

科技园区建设方案（2024—2027年）》、全

模拟光电智能计算芯片、人工智能系列

成果、转角氮化硼光学晶体原创理论与

材料、量子云算力集群、300兆瓦级F级

重型燃气轮机完成总装、第三代“香山”

RISC-V开源高性能处理器核、农作物

耐盐碱机制解析及应用、“北脑二号”智

能脑机系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取得系

列国际领先成果（FAST首次探测迄今

最短轨道周期脉冲星双星系统、“拉索”

发现史上最亮伽马暴十万亿电子伏特光

子、EAST实现世界上最长时间可重复

的高约束模等离子体运行）等10项重大

科技成果发布。

记者注意到，这10项成果既包含农

业、工业制造、新材料等方面，也包含量子

云、脑机接口、天文学等方面。据北京市

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其

中部分成果已在国际杂志期刊上发表，还

有的成果已经开始实际应用。在取得这

些成绩的背后，除了科研工作者们的坚

守，还离不开源源不断的经费供给。

该负责人表示，硬科技成果的培育

转化，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不仅需要十

年如一日甘坐冷板凳的科研工作者们百

折不挠、持续攻坚，也需要长周期“耐心

资本”的陪伴与支持。十年前，鼓励创

新、宽容失败的创业资本以中关村为起

点，掀起了涌动全国的创新创业热潮。

十年后，北京已初步形成了“耐心资本”

供给网络，一批有耐心、重创新的资本沉

下心来，做硬科技和科学家的“长跑”伙

伴。不挣“热钱”“快钱”，围绕重大科技

成果转化、高精尖产业孵化、科技服务平

台构建及创新载体建设等方向重点投资

布局，为北京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提供源

源不断的动力供给。

从“书架”到“货架”

据了解，作为控制机器人运动的核心

部件，RV减速器如同机器人的“关节”。

多年前，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张跃明带领团

队开始攻关，瞄准的就是此前中国常年依

赖进口的RV减速器。在投资行业扎根

多年的陈绍龙多次登门拜访后，与张跃

明共同创立了北京智同精密传动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智同科技”）。

“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三

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八年，这样坚持一

定能做成。”抱着这样的信念，2015年以

来，智同科技累计投入8亿元，研究开发

及生产工业机器人关节用高精密CRV

减速机、新型精密行星减速机。如今，该

公司已建有5.5万平方米研发生产场地，

拥有300余台（套）各类加工设备，具备

CRV减速机、精密行星减速机全工序加

工能力，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

初创企业发展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越是早期的项目风险越大。技术积累、产

品打磨、市场拓展，桩桩件件都对智力、人

力、资金投入和耐心极具考验。因此，社

会资本往往对投“早”、投“小”缺乏动力，

更倾向于布局中后期项目。而硬科技初

创科技企业往往研发投入高、设立时间

短、回报周期长，一旦资金供给难以撑过

前期的积累阶段，就极易坠入“死亡谷”。

好在“耐心资本”力量正在北京进一

步壮大，为越来越多优质企业跨越“死亡

谷”提供“血液”支撑。由北航机器人所名

誉所长、中关村智友研究院院长王田苗

教授发起，集合了清华、北大、北航、上交

大、哈工大、北理工、人大等全国顶级高

校的18位科学家共同发起创立的中关

村智友科学家基金于2020年在京成立，

一期基金规模2.36亿元，二期基金规模

5亿元，同时得到了北京市科技创新基

金、中关村科学城新动能基金、雅瑞资

本、红杉资本、百度风投、普华资本、真格

基金、融道资本等多家机构出资加持。

“北京是国内智力资源最集中的地

区，有非常强的高素质人才优势，在科技

创新创业领域极具活力。”王田苗教授介

绍，中关村智友科学家基金目前累计完

成项目投资28个，累计投资额3.37亿元，

主要瞄准高门槛值、“卡脖子”及支撑未

来新经济的技术与赛道。

包括智同科技在内，科学家基金已挖

掘和投资了技术源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的航空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新型制造项目

航宇制造、拥有全球领先量子精密磁场测

量核心技术平台的心磁与脑磁仪公司未

磁科技、从北京理工大学走出的肺结节穿

刺与消融机器人项目真健康、孵化自清华

大学的新能源电池管理平台公司异能科

技等一大批硬科技项目的成长，见证并助

力了一项项科学家成果的智力结晶，完成

了从“书架”到“货架”的转变。

中科创星也是陪伴硬科技企业的

“耐心资本”之一。在中科创星创始合伙

人李浩看来，硬科技的“硬”，不仅体现在

科技含量高、技术“硬”上，还体现在研发

投入大、周期长、风险大、产业化难等特

点上，是个难啃的“硬”骨头，而“耐心资

本”想要长期陪伴硬科技项目，必将面对

途中的诸多挑战。

据李浩介绍，在提供资金的同时，团

队也为硬科技初创企业提供产业对接、

融资服务、政策咨询、创新人才引进等服

务，帮助他们跨越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

之谷”。截至目前，中科创星已在北京投

资近百家硬科技企业的早期阶段，参与

了其中70多家的第一轮融资。这近百

家企业中，不乏如今已经成长为所在细

分领域领军者的企业，如天科合达、驭势

科技、中科海钠、中储国能、智谱AI、超

维景、瑞莱智慧等。

从“科研人”到“企业家”

“硬科技创业的前五到十年都是投

入期，遵循十分耕耘一分回报的规律，但

是一旦过了拐点，就是一分耕耘十分回

报。”李浩说。如今，在中科创星已投资

孵化的超430家硬科技企业中，北京企

业占比超20%，一批来自北京的创业者

在中科创星等机构的帮助下实现了从“科

研人”到“企业家”的转变。以大模型领先

企业智谱AI为例，今年初，该公司完成

新一轮融资，而此前的2023年10月，其

就曾宣布年度内已累计获得超25亿元

融资，其中包括社保基金中关村自主创

新专项基金、美团、蚂蚁、阿里、腾讯、小

米等多家机构和新老股东的投资。而在

4年前，公司由几位科研人员成立伊始，

智谱AI就已经获得了中科创星、清华

控股等机构的投资。如今，该公司估值

已超百亿元。

培育“耐心资本”，除了做时间的朋

友，具备时间维度的“耐心”外，更要目光

如炬，具备识别出真正具备颠覆性、影响

力的硬核科技的“智慧”。中关村智友科

学家基金的运营模式，就在全国范围实

现了推动长期资本助力硬科技的一次大

胆突破与创新——基金由众多科学家亲

自参与出资，作为各高校院所和专业领

域的知名专家，这些科学家不仅能够协

助项目技术判断与验证并参与投资决

策，同时也将享有投资收益。

这种由科学家出资参与、科学家与

专业投资人共同挖掘和遴选早期项目、

学界和产业界顶尖资源赋能、长期耐心

陪伴项目快速成长的投资孵化模式，已

经进入了收获期。智友科学家基金深耕

北京，无论是从投资项目数量角度，还是

投资金额角度，都超过70%落地北京。

“十年时光飞逝，北京像中国科技创新投

资的一面镜子。”王田苗说，过去十年，我

们见证了在资本助力下无数颠覆性创新

的井喷，优秀科技成果的价值认定、产业

化方式获得了一系列政策的支持，越来

越多青年科学家、优秀创业者脱颖而出，

在解决制造业及上中下游供应链短缺、

帮助企业提质增效等方面大胆创新，

探索着未来硬科技创新创业的“中国

范式”。

“政府之手”牵引“市场之手”

在陪伴科学家、硬科技创业者的耐

心资本“陪跑人”背后，是“政府之手”牵

引“市场之手”，共同引导资本流向科技

创新的努力。

2018年，北京市政府主导设立聚焦

投资硬科技的母基金——北京市科技创

新基金，首期规模200亿元，围绕“投早、

投硬、投小”，秉持“三个引导”：引导投向高

端“硬技术”创新、引导投向前端原始创

新、引导适合首都定位的高端科研成果落

地北京孵化并培育“高精尖”产业。北京

科技创新基金50%投资在原始创新阶段、

30%投资在成果转化阶段、20%投资在高

精尖产业阶段。

科技创新孵化培育周期漫长，少则

数年，多则十年甚至更久，但多数基金投资

的期限相对较短。自设立之初，“耐心资

本”的基因就深植进了北京市科技创新基

金。其注重对科技企业的长期支持，致

力于打造科技创新领域的“耐心资本”，

北京市科技创新基金存续期15年，要求

子基金存续年限在7年以上，并鼓励原

始创新阶段子基金设置更长存续期——

原始创新阶段的子基金平均存续期达

8.2年以上。截至2023年9月30日，科

创基金50%的资金围绕原始创新阶段开

展投资，穿透投资企业投资轮次在种子

轮、天使轮、Pre-A轮、A轮和A+轮的项

目个数合计达到922个，金额合计占比

达53.83%。

“作为国内最早开始推动科研院所

科技成果转化的早期机构之一，中科创

星在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的支持

下在京落地，取得北京科技创新基金的

第一笔出资，并得到保险资金、社保资金

等支持，至今已成立了北京硬科技的三

期主基金，基金规模达51.7亿元。”李浩

说，中关村“科技金融深度融合支持资

金”支持政策也为早期科创机构提供了

一定的风险缓冲资金，首轮投资风险补

贴政策走在全国前列，极大鼓励了“耐心

资本”支持科创体系建设。

在不断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探索之

下，更多力量正向这场需要足够耐心的

“接力跑”汇聚。2020年12月10日，中

国证监会正式批复同意在北京股权交易

中心开展基金份额转让试点。北京率先

作为试点，为私募基金份额转让开辟合

规的新路。2022年4月，北京市科委、中

关村管委会出台政府投资基金出资份额

转让相关实施细则，再次成为“全国独一

份”。基金份额转让这一探索将私募股

权一级市场和证券市场串联起来，平滑

缓释个别资本的退出波动，对科技创新

实现长周期、有耐心、不间断支持。天使

投资基金、VC（风险投资）基金等退出渠

道进一步畅通，也有利于吸引更多资本

“投早、投小、投科技”。

更大的改革动力仍在路上。北京市

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中关村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任务中，北

京率先提出了“引导社保基金、保险资金

等开展对科技创新领域的长期投资”。

为深入落实先行先试改革任务，北京市

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会同北京市金融局、

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多次对接

社保基金会、商业保险机构，共同研究通

过社保基金等长期资本投资北京市优质

科创基金的合作方案和合作模式，并率

先开展了相关试点和实践。

2023年7月，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与北京市进一步深化合作，社保基金

中关村自主创新专项基金设立，首期规模

50亿元。专项基金期限超过10年，将全

力支持北京科创企业自主创新，为北京科

创企业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

为更好发挥财政资金对高精尖产业

的引导支持作用，进一步促进北京人工

智能和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抢抓

生成式人工智能、细胞和基因治疗、数字

医疗等前沿领域发展先机，不久前，北京

市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和北京市医药

健康产业投资基金正式设立，将聚焦人工

智能和医药健康产业前沿和重点领域开

展投资。这两大基金镌刻着浓厚的“耐心

资本”烙印：基金不要求管理机构进行社

会募资，助力企业在关键成长期获得稳定

的资金支持。截至2024年3月底，基金

管理机构已完成人工智能领域首批11个

项目的投资决策，决策金额13.3亿元。完

成出资10.05亿元，包括智谱华章、昆仑

芯、深势科技等项目。已完成医药健康领

域首批16个项目的投资决策，决策金额

14.5亿元。完成出资13亿元，包括和华

瑞博、炎明生物、华辉安健等项目。

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无论是突破

“卡脖子”技术，还是培育未来产业新动

能，“耐心资本”都是科创长跑中极为重要

的稳定支撑。王田苗建议，北京可支持培

育一批长期化、专业化、职业化、市场化孵

化赋能服务生态平台，对长期深耕于“投

硬、投早、投小”的投资机构进行专项支

持与收益让渡。同时，强化北京在科技

成果IP转让方面大胆尝试机制创新，发

挥科学家积极性，探索在中国智能产业

时代北京成为核心科技创新策源地。

李浩表示，一级市场的私募股权或者

创业投资基金，基本的存续期都是7年或

者8年，几乎不可能用一支基金陪伴一个

项目从初创到上市的全周期。因此，除了

呼吁社会对硬科技企业、硬科技基金抱以

更多耐心外，他也希望能看到市场上出现

越来越多优秀的S基金（专注投资于私募

股权二级市场的基金）来丰富硬科技创业

投资的生态，随着生态的不断完善，未来

硬科技创业的环境定会越来越好。

一批有耐心、重创新的资本围绕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高精尖产业孵化、科技服务平台构建及
创新载体建设等方向重点投资布局，为北京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供给

本报讯 记者明慧报道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4年

“投资北京”大会4月25日举办。会上发布“投资北京”招商引资

信息，通过视频形式向全球投资者介绍北京市招商合作项目，向全

球投资者发出邀约，欢迎世界各地的企业来京投资兴业，共享发展

红利。此次发布招商合作项目共231个，招商总额902.21亿元，

涉及园区合作、楼宇合作、土地融资、企业融资4大类，涵盖新一代

信息技术、医药健康、智能制造与装备、科技服务、集成电路、人工

智能、绿色能源与节能环保等重点产业。

“中关村科学城—马来西亚MRANTI科创合作平台”在本次

大会正式揭牌，双方将开启园区建设、创新生态建设、科技企业孵

化、新技术商业转化以及科创产业人才交流等方面的务实合作。

签约仪式上，共有23个重点项目完成签约，签约总额610.06

亿元，覆盖11大产业领域。包括东城区先进智算与大模型应用开

放实验室、房山智算产业园和昌平区艾赛普中国总部的一批聚焦

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科技前沿领域项目，涉及签约金额50.9亿

元；东城区国能风光智能微电网、西城区中煤绿能科技、中关村科

学城国际医谷、丰台区建龙重工创新研发中心、石景山区融和创新

科技项目等8个项目，涵盖碳达峰碳中和、医疗健康、清洁能源等

民生科技领域，涉及签约金额209.2亿元。

顺义区外资企业普洛斯建设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智慧化组装项

目、怀柔区北京福田戴姆勒布局优化建设项目，作为本次大会上智

能制造与装备产业签约项目，投资额共计10.2亿元。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北京燃力能源科技与通州区签约，计划投资建设新

能源相关设备制造及组装生产线。朝阳区坝河北岸8号项目，将

打造区域内首个示范性消费场景的科技公司产业商业融合体。延

庆区中关村领航科技园项目，将建成以无人机产业为主导的综合

创新中心。

此外，围绕城市高品质商业服务需求，大兴区中建国际投资—

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落成后将为临空片区内产业提供高质量园

区服务和企业服务。围绕首都民生保供需求，平谷区首发城市保

供智慧供应链基地，落成后将辐射整个京津冀地区。高质量签约

项目的落地，将进一步加快北京市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

2024年“投资北京”大会邀约全球投资者

本报讯 记者白雪报道 作为2024中关村论坛年会平行论

坛之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技部、北京市政府主办的“科学十

年国际论坛”4月25日在京举办，国内外官员、科学家、智库和科

研机构代表等共同讨论“科学十年”，为相关工作的推进提供参考

和启发，以期在发展历程上留下中国印迹。

据了解，2023年8月，联合国大会通过《2024—2033年科学促

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决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牵头落

实。该决议旨在提高各利益攸关方对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重要性

的认识，动员各方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积极策划相关活动和项目，开

展相关研究工作，向决策者提供制定和有效执行政策所需要的分

析和数据，使人类能够利用科学在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

可持续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多部门地区办公室主任夏泽翰致辞

时说：“‘科学十年’的目标之一是推进科学知识的发展，将其作

为推动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强大力量。中国，尤其是像

北京这样的创新型城市，在履行这一使命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我亲自见证了中国如何利用基础科学来推进环境和社会

的进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门科学政策和基础科学司司长

胡少锋认为，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科学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对基础

科学重要性的认识有限和投入不足、不同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

互补和权衡等。因此，要通过支持科技创新政策和推动科技进步，

以开放科学等方式加强知识共享，提高机构和人员在基础科学、技

术、研究、创新和工程学等方面的能力，让科学造福人民。

世界科学院院长、南非艾滋病研究中心副主任夸拉莎·阿卜杜

勒·卡里姆表示：“经过长期的努力以及通力合作，我们在艾滋病、

新冠病毒等传染性疾病预防以及治疗上获得了大量经验，包括用

科学论证为决策提供指导，以及通过更公平、更可及的方式让人们

了解科学的预防措施以及治疗手段。未来，将继续为决策者提供

科学建议，推动检测、检疫、疫苗接种等相关法律的完善，加强流行

病预防与监测，促进公众沟通与宣传，为全人类可持续的未来促进

国际科学合作。”

据悉，今年是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十周年，恰逢“科学

十年”首年，两者在提升公众科学素养、推动国际科技合作、加强对

基础科学支持等方面高度契合。“科学十年”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

与2024中关村论坛年会“创新：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年度主题

相呼应，也进一步展示了中关村论坛的国际化水平。

科学十年国际论坛探讨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 记者邵鹏璐报道 2024中关村论坛年会平行论坛

之雄安空天产业创新论坛4月25日在河北雄安举办，这是中关村

论坛首次在年会期间于京外举办的平行论坛。

此次论坛中，600位国内外专家学者齐聚雄安，围绕“雄安新

区搭建航空航天公共服务平台”“太空、临近空间、低空领域创新产

品的示范应用展望”“雄安新区空天产业发展机遇”三大方面进行

交流，进一步推动雄安新区空天产业高质量发展。

论坛期间，发布了雄安新区卫星互联网与商业航天产业图谱

等3项政策成果，雄安科技创新载体综合功能服务等5项平台成

果，雄安空天信息研究院地下空间“北斗+”定位技术及应用等2项

技术成果。

在论坛需求发布环节，空天地、通导遥应用场景、未来城市创

新场景等8项需求正式面向社会公开发布，并向全球范围内的科

研团队、创新企业、技术专家等征集解决方案，助力空天产业成果

快速转化落地。

论坛期间还进行了雄安科创基金首批项目签约、雄安新区中

关村科技园空天产业意向入园企业代表签约等活动，为空天产业

的创新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雄安空天产业创新论坛发布三项政策成果

人们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咨询台拍摄仿生人形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任 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