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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耐心资本”实操
◎ 记者 潘洁

近日， 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母基

金首批 14 支产业专项基金在南京集中

签约，包含 10 支设区市产业专项母基金

和 4 支未来产业天使基金，分布在南京、

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徐州、扬州 7 个

设区市，总规模达到 506 亿元，标志着省

级母基金的总体架构逐步落地， 正式由

“组建阶段”进入“实操阶段”。

构建高效协同体系

“相较于其他地区的类似基金，江苏

这次 500 亿元母基金规模虽不是最大，

但创新之处在于‘母母基金’的定位，以

及精心设计的三类产业专项基金体

系。 ” 一家母基金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

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未来产业天

使基金、设区市产业专项母基金、省属企

业产业专项基金这三类基金各司其职，

共同构成了一个高效协同的生态系

统。 ”

“该基金架构注重与各地市的紧密

合作，通过设立设区市产业专项母基金，

实现了省市之间、政企之间的深度联动，

形成了全省范围内一盘棋的发展格

局。 ”该负责人进一步分析称，这种创新

的基金构架不仅体现了 “资本招商”与

“基金招商”的强大合力，更有望在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以及培育

壮大特色产业方面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和

价值。

按照相关部署要求， 由江苏高科技

投资集团开展省级母基金组建、 管理办

法起草以及首批产业专项基金申报论证

相关工作。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王会清此前表示，按照产业专

项基金在产业子基金中最高出资比例

30%测算， 预计首批产业专项基金可吸

引社会资本放大后形成产业子基金总规

模 1106 亿元，最终首批预计形成产业专

项基金和产业子基金合计规模可达

1612 亿元。

聚焦新兴产业发展

省级母基金如何运作？

据悉， 省级母基金主要投资方向为

江苏 “51010”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

“1650” 产业体系、“10+X” 未来产业体

系，《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

新中心行动方案》 等明确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 以及其他符合国

家和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重点

领域。

另外， 省级母基金采取 “竞争式申

报、分批次组建”的方式，立足各设区市

发展定位、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竞争优

势等情况， 与各地在产业基金领域开展

多层次合作， 为推动各地产业深度转型

升级和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引导和精

准支持。

以常州为例， 江苏常州新能源产业

专项母基金是江苏省首个专注于新能源

领域的专项基金， 总规模高达 50 亿元。

该基金通过省市联动，定位“长期资本”

“耐心资本”“战略资本”， 将重点围绕新

能源汽车、新型电力系统、新一代光伏技

术、氢能、新型储能等产业领域进行投资

布局， 致力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加速培育一批新能

源独角兽企业， 打造江苏新能源聚链成

群的“高地”。

数据显示，2023 年， 常州新能源产

业产值达 7680 亿元，对规上工业产值增

长贡献率达 98.9%， 产业集聚度全国第

三。 今年 1—5 月，常州新能源整车产值

增长 11.86% ，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

39.6%，5 月单月渗透率接近 50%。 截至

目前，共有 89 家新能源上市企业投资常

州，其中本土上市企业 40 家；累计组建

10 支新能源领域子基金，撬动社会资本

投资超 200 亿元。 全市新能源领域私募

股权投资金额超 580 亿元， 投资热度全

国第一。

常州市市长盛蕾表示， 常州将抢抓

风口、善用资本，构建多层次基金体系，

积极发挥母基金杠杆作用， 积极培育本

土基金， 形成新能源产业领域多层次耐

心资本“编队”。

上述母基金研究中心负 责 人 表

示，从母基金行业来看 ，国内引导基金

已迈入 3.0 时代， 从初期的 “粗放式”

1.0 版本，经过精细化运作的深化阶段

（2.0 版本 ），如今正步入集群化 、矩阵

化的新模式。 在这一阶段，引导基金不

再局限于单一设立 ， 而是构建起包括

省级 、 市级甚至区县级在内的多层次

引导基金集群 ，形成强大的合力效应 ，

“正如江苏这次所展现的省市协同基

金集群模式”。

“如今 ，政府逐渐从支持单一国资

投资平台或基金 ， 转向构建基金群的

‘航母舰队’，通过更加专业化和市场化

的运作方式，引导市场资源流向产业发

展与招商引资领域。 ”该负责人进一步

指出，尤其是 ，基金群呈现出高度细分

的趋势 ，既包括综合性 、全周期的基金

组合，也涌现了专注于特定细分领域的

基金群，进一步提升了资源配置的精准

度。

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

据悉，为了明确“耐心资本”定位，江

苏省级母基金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将

更多地从产业培育成效等方面开展考核

评价。

其中， 未来产业天使基金不设门槛

收益率，并设置合理的亏损容忍率。设区

市产业专项母基金、 省属企业产业专项

基金门槛收益率为 2%至 5%。 省级母基

金可依法依规对其他相关出资人实施超

额收益让利、 提前转让退出让利等优惠

措施。

同时，为了聚焦基金投向，省级母基

金管理机构正在编制投资领域目录，明

确具体产业领域。投资运作中，省级母基

金管理机构将对产业专项基金、 产业子

基金拟投资项目进行前置把关， 确保投

资项目属于投资领域目录范围， 不涉及

过剩产能，不属于“负面清单”，更不能异

化为政府招商引资的工具。

据悉， 下一步江苏将要加快推动基

金组建落地，确定设区市出资安排，推进

管理公司设立和遴选， 完成基金设立和

备案。 同时，持续做好基金管理运作，加

大项目储备，加快与头部机构的对接，强

化规范意识， 在基金投资决策、 信息披

露、 重大事项上报等方面形成长效工作

机制。

◎ 记者 潘洁

近日，浙江省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

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意见》（下称《意见》），支持企业“三新

一强”，即打造新动能、攻坚新技术、开发

新产品和强化产业链配套能力， 帮助更

多专精特新企业进入产业链供应链体

系。

优化营商

截至今年一季度， 浙江累计培育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432 家，数量居全

国第三 ； 认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2167 家、 评价创新型中小企业 28553
家。

“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成为挖掘发展潜

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路径。 ”国家

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

任、研究员魏琪嘉直言，扶持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不仅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可

或缺的一环， 更是维持工业经济稳定运

行、 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亟

需充分发挥专精特新企业的倍增效应，

提炼并推广其成功经验与做法， 共同营

造有利于企业蓬勃发展的强大合力”。

此次，浙江拿出“真金白银”鼓励企

业开展研发攻关。 《意见》明确，鼓励有

条件的地区，对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

重 3%以上且研发费用年增长 20%以上

的企业，或基础研究研发费用投入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按上年度研发费用或

基础研究研发费用一定比例给予财政奖

励。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方面，推动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技术需求市场化流

转、解决，引导高校、科研机构以科技成

果“先用后转”方式实施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 支持市县运用创新券对企业投保费

用给予不低于 80%的兑付补助，加速科

技成果产业化落地。

与此同时， 浙江更进一步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 促进专精特新企业释放创新

活力。

《意见》提出，浙江将深化实施专利

导航、高价值专利培育、知识产权强企工

程，开设高价值专利快审优审绿色通道。

创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 开展 “专

利+商标”“专利+信用”等业务，提高融

资额度。 指导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专

利密集型产品、注册商标，争创中国专利

奖、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事实上， 开展数据知识产权制度改

革试点工作、 上线全国首个数据知识产

权公共存证平台、 发放全国首张数据知

识产权存证证书、 落地全国首单数据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浙江此前已出台了

一系列措施，为科技创新“保驾护航”。

“专精特新企业的灵魂是创新，而知

识产权是衡量专精特新企业创新能力和

水平的重要标准， 已成为专精特新企业

梯次认定条件。 ” 赛迪研究院知识产权

研究所分析师李新对《国际金融报》记者

表示，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严格知识产权

保护，将倒逼企业加强研发，有利于进一

步集聚创新要素、促进知识产权应用，助

力广大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发展。

此外， 浙江还将从完善梯度培育机

制、推动提质增效发展、助力拓展国内外

市场、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强化要素服务

保障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培育力度，提升

专精特新企业补链强链作用， 增强产业

链配套能力。

根据《意见》，浙江将深化“链长+链

主+专精特新” 协同机制， 鼓励雄鹰企

业、“链主”企业、制造业领航企业通过产

业纽带、聚集孵化、上下游配套、分工协

作、开放应用场景等方式，将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纳入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带动中

小企业优化生产经营、提升产品质量。

筑巢引凤

事实上，不仅是专精特新企业，随着

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浙江正以开放、服

务、创新、高效的发展环境，吸引更多跨

国公司在华投资布局。

“中国作为世界领先的 PET 生产

国，在 PET 市场和价值链中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 此次工厂的建立， 是 CAR鄄

BIOS 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要里程

碑 。 ” 法国 CARBIOS 公司总裁龙祺

（Emmanuel Ladent）对 《国际金融报 》记

者表示。

据悉，CARBIOS 与浙江正凯集团计

划在中国建立一家应用 CARBIOS 革命

性酶解聚合技术的生物回收工厂， 年处

理能力不少于 5 万吨的 PET 废料回收。

“未来的工厂每年将 至 少 解 聚

50000 吨 PET 废料 ， 并有可能扩大产

能。”龙祺透露，“虽然目前的意向书仅涉

及一家工厂， 但我们期待与合作伙伴建

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以期在未来产

生更深远的影响。 ”

“浙江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

的地区之一，政府通过简化审批流程、提

高行政效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优化税

收政策等一系列举措， 为企业提供了更

加便捷、高效、公平的发展环境。”浙江蓝

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平对 《国

际金融报》记者表示。

“浙江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体现在

对新兴产业的精准扶持和对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的积极引导上。 ” 陈平进一步表

示，“比如，政府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搭建

产学研合作平台、 举办国际交流活动等

方式， 为企业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和服

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瓶颈、拓展市场渠

道。 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体系，为

企业在浙江的茁壮成长提供了坚实的保

障。 ”

浙江再出专精特新新政

通过“耐心
资本”， 根据自
身产业特色和
优势，选择不同
的新兴产业作
为投资重点，推
动优势战略性
新兴产业进一
步高质量融合
集群化发展。

张力 摄

优 化 营
商环境，培育
专精特新企
业，浙江憋着
一股劲。

张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