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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德勤深圳高科技高成长 20

强榜单 

排名 公司 logo 公司中文名称 所属行业 近三年营收增长率 

1 

 

深圳创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清洁技术/新能源 11421.2% 

2 

 

深圳欧税通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云计算 4429.3% 

3 

 

深圳广联数科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车

联网 

2995.1% 

4 

 

深圳粤十互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软件/大数据 2043.1% 

5 

 

诚天国际供应链（深圳）有

限公司 

跨境物流 1965.0% 

6 
 
中保车服科技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泛

互联网平台服务 

555.5% 

7 

 

深圳市快金数据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铁路货物运输 455.7% 

8 
 

深圳渊联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 447.9% 

9 
 

深圳市星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硬件/车载及出行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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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深圳市英飞诺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电

子商务 

396.9% 

11 

 

深圳聚瑞云控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395.3% 

12 
 

云镝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 394.1% 

13 
 

深圳好电科技有限公司 清洁技术/新材料 286.8% 

14 
 

深圳市德沃先进自动化有限

公司 

高端装备/智能制造 240.1% 

15 

 

深圳市猎芯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电

子商务 

232.5% 

16 
 

深圳美丽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生命科学/生物制品与

技术 

216.9% 

17 

 

深圳市元鼎智能创新有限公

司 

硬件/机器人 191.3% 

18 

 

深圳市元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软件/商用软件 162.3% 

19 

 

深圳市魔数智擎人工智能有

限公司 

软件/泛 AI 软件 156.7% 

20  深圳市东信时代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泛

互联网平台服务 

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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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德勤深圳明日之星榜单 

（按照拼音首字母排序） 

序号 公司 logo 公司中文全称 所属行业 

1  昂士特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新材料 

2 
 

广东鲜食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 

3 

 
红石阳光（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和相关服

务 

4 
 
华清智美（深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命科学-生物制

药与技术 

5  华瑞指数云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软件/云计算 

6  帕西尼感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硬件/机器人 

7 

 

深圳法大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和相关服

务-泛互联网平台

服务 

8  深圳汇芯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生命科学/高端医

疗设备及数字化

诊疗技术 

9  深圳纳欣科技有限公司 硬件/消费电子 

10 
 
深圳锐盟半导体有限公司 

硬件/半导体/元

器件 

11 
 
深圳瑞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硬件/半导体/元

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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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深圳十沣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工业仿真软

件 

13  深圳市安冠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物联网软件 

14  深圳市倍思科技有限公司 硬件/消费电子 

15  深圳市成者创想科技有限公司 硬件 

16  深圳市汉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车载智能 

17 

 
深圳市金石三维打印科技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智能制

造 

18 
 

深圳市九天睿芯科技有限公司 
硬件/半导体集成

电路/光芯片 

19   深圳市每开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清洁技术-新能源 

20 
 
深圳市魔方卫星科技有限公司 航空航天 

21  深圳市携客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商用软件 

22  深圳市中科光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硬件/半导体集成

电路/光芯片 

23 

 

深圳微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生命科学/高端医

疗设备及数字化

诊疗技术 

24  
深圳先阳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清洁技术-新能源 

25  深圳咸兑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物联网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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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深圳英美达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生命科学/医疗设

备-专用制造设备

行业 

27 
 

深圳元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和相关服

务-软件 

28 
 

深圳泽安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生命科学/生物制

品与技术 

29  深圳中科欣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命科学/生物制

品与技术 

30  万勋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硬件/机器人 

 
  



 

7 
 

德勤高科技高成长项目背景 

项目背景 

德勤深圳高科技高成长 20 强（简称“深圳 20 强”）和德勤深圳明日之星（简称“深圳明

日之星”）评选项目是德勤中国高科技高成长 50 强系列评选之子项目。本届评选项目获

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作指导单位，由德勤中国与深圳市商业联合

会共同主办，深圳市深商总会、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联盟承办，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农业银

行深圳宝安支行、国信证券、深高新投、东方富海、松禾资本、新一代产业园特别支持，

旨在发现和表彰深圳高速成长、持续创新的卓越企业。深圳 20 强企业将自动成为德勤中

国 50 强及亚太 500 强项目的候选企业，深圳明日之星企业将自动成为德勤中国明日之星

候选企业。 

 

德勤高科技高成长项目创办于 1995 年，每年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举办，被誉为“全

球高成长企业的标杆”。历届榜单中涌现出许多行业翘楚，如：腾讯、阿里巴巴、百度、

京东、字节跳动、中芯国际、大疆创新、苹果、微软、谷歌、特斯拉等。因为企业入选时

通常处于早期阶段，该榜单又被誉为“伟大科技企业的摇篮”。德勤中国 50 强项目是德

勤亚太地区高科技高成长 500 强评选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 50 强入选企业将自动成

为亚太地区 500 强评选的候选企业。 
 

德勤高成长项目——伟大科技企业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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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标准 

“2023 德勤深圳高科技高成长 20 强”评选项目根据企业过去三年收入增长率评选出深圳

20 强企业。参选企业不限制行业，但要求必须符合以下标准： 

• 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并且该项技术为企业带来显著的营业收入； 

• 提供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三年审计报告，2020 年营业收入不少于二百万人民

币； 

• 企业总部在深圳。 

 

 

“明日之星”评选项目旨在表彰在细分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拥有独具创新的技术和商业模

式的卓越企业，是“高科技高成长”评选项目的姊妹项目，参选企业无需达到“高科技高

成长 50 强/20 强”项目的参选条件。入选城市明日之星的企业将自动成为“中国明日之

星”的候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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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与科技环境概览 

经济复苏领先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GDP 贡献持续扩大 

2022 年，深圳市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影响，发展稳中提质，基本盘稳固，新动能增长。2022 年经济总量达 3.24 万亿元，同

比增长 3.3%，显著高于全国全省（图 1），首次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和全口径工业增

加值全国城市“双第一”。在“经济要稳住”的前提下保证增速持续向好，体现了深圳经

济发展“提质增效”的潜力和优势。 

2023 年上半年，深圳 GDP 增速强劲，达到 6.3%，高于广东省的 5.0%和全国的 5.5%，形成

了持续向好的态势；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1.5%，货物出口总额增长 14.4%，均居于

全国领先地位1。 

图 1 ：近两年深圳、广东省与全国 GDP 增速对比 

  

资料来源：万得，德勤研究 

在坚持“工业立市、制造业强市”的理念指引下，深圳市创新引领力稳步提升，主动塑造

产业竞争新优势，在高技术产品产量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群化、规模化发展上显著发

力。深圳市出台“20+8”战略性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行动计划，优化战新产业集群治理模

 
1 深圳市统计局，“2023 年上半年深圳经济运行情况”，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tjsj/tjfx/content/post_107429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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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产业政策精准度和战略思维上与时俱进。二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七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7%，规模达 1.33 万亿元，占 GDP 比重突破 40%，同比增长 6.9%，

高于 GDP 增速 3.6 个百分点2。其中，智能网联汽车（45.6%）、新材料（21.4%）、新能

源（15.9%）、软件与信息服务（14.6%）、高端医疗器械（12.4%）、海洋经济（11.4%）

等六个战新产业集群保持两位数增长，为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带来“新动能”。全社会

研发投入 1,682 亿元，占 GDP 比重达 5.49%，其中企业贡献了研发投入的 94%3。不过，以

市场化牵引科技创新的发展模式在深圳仍为主流，使得其基础研究的起步时间较晚，企业

和社会主体的基础研究投入增长空间显著。 

图 2：历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亿元） 

 

资料来源：万得，德勤研究 

以“20+8”产业集群为载体，提升产业竞争力和科创效能 

以“20+8”产业集群政策为基础，深圳加快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着力建设全球规模的

科技创新中心，提升产业竞争力与科创效能。近年来，深圳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

进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成效显著，积极筹划攻克制造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提升产

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2022 年 6 月，深圳出台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

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见》，细化更新了“十四五”规划

（下称“规划”）中的科技和产业战略，系统论述了“20+8”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

 
2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圳市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3 年计划草案的报告”，

http://www.sz.gov.cn/zfgb/2023/gb1278/content/post_10484082.html 
3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圳市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3 年计划草案的报告”，

http://www.sz.gov.cn/zfgb/2023/gb1278/content/post_104840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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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发展路线。同时，在 2023 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深圳重点强调了增强现代化产

业体系核心竞争力与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工作任务。 

在增强产业体系核心竞争力方面，规划将过往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细分为 20 个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并提出布局 8 个未来产业发展方向。通过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

链、人才链四链协同融合，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在产业政策的扶持上更有针对性，坚持一

个产业集群对应一份龙头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清单、一份招商引资清单、一份重点投

资项目清单、一套科技创新体系、一个政策工具包、一家战略咨询支撑机构，精准高效推

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为企业创新提供制度保障，综合完善产业空间保障体系、市

场主体培育体系、财政金融支持体系、创新支撑体系、市区联动推进体系等方面4。2022

年，深圳 20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已初见成果，已规划建设 20 个先进制造业园区5。8 个

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中，合成生物、区块链、细胞与基因、空天技术等四个未来产业处于扩

张期，已初具规模，5 至 10 年内有望实现倍数级增长；脑科学与类脑智能、深地深海、

可见光通信与光计算、量子信息等四个未来产业处于孕育期，规模较小，10 至 15 年内有

望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坚力量。6 

图 3：深圳市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及 20 大产业集群 

 

资料来源：深圳市人民政府，综合开发研究院 

 
4 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见”， 

http://www.sz.gov.cn/zfgb/2022/gb1248/content/post_9918806.html。 
5 南方日报，“深圳将连续 5 年每年建设不少于 2000 万平方米‘工业上楼’空间”，

https://www.gd.gov.cn/gdywdt/dsdt/content/post_4047365.html 
6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培育发展未来产业行动计划（2022-2025 年）”，

http://stic.sz.gov.cn/xxgk/kjgh/content/post_98613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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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深圳八大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资料来源：深圳市人民政府，综合开发研究院 

在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方面，深圳科技创新动能持续强劲发展。近年来，深圳加快建设

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有 24 个重大科技创新载体相继落户光明科学城，综合粒

子首栋建筑竣工，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二期开工建设，鹏城云脑Ⅲ列入国家“十四五”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项目7。2022 年，深圳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145,958 件，同比增长

20.81%，约占全国总量的 11.03%；发明专利授权量 52,172 件，同比增长 15.42%；PCT 国

际专利申请量 15,892 件，约占全国总量的 22.99%，连续 19 年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8从

不同类型企业 2022 年发明专利授权情况来看，高新技术企业和规模以上企业获得发明专

利授权最多；大型企业和独角兽企业的平均发明专利授权最高，体现出大型企业的引领作

用和独角兽企业的创新先锋作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创新发明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未

来，深圳市将继续投入国家重大科研任务，构建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并完善知识产

权保护制度体系，为创新驱动发展保驾护航。 

 
7 深圳特区报，“深圳：世界一流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轮廓初现”，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zwdt/content/post_10310342.html。 
8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圳市 2022 年度知识产权数据统计分析报告”，

http://amr.sz.gov.cn/attachment/1/1300/1300133/1060416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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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22 年按企业类型分类的发明专利授权情况 

 

资料来源：深圳市 2022 年度知识产权数据统计分析报告，德勤研究 

综上所述，深圳市将发挥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整体效应，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

业发展需求，推动政产学研深度融合。“20+8”产业集群政策推动深圳进一步发展以先进

制造业为主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为加快巩固深圳实体经济根基提供

重要动能。创新基础能力的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完善，为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

展提供了政策和技术根基，创新生态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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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科技企业首席执行官调查

概览 

企业科创发展前景广阔，增长空间较大 

企业积极推动研发投入对全社会创新驱动力的提升具有显著带动作用。深圳聚集了大量先

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为核心的企业，在科创领域的发展呈现分化，27%的深圳受访企业

研发投入占比在八成以上，但同时也有近一半的受访企业研发投入占比在 20%以下。在深

圳积极推动完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的政策利好背景下，企业提升科技创新的趋势愈发显

著，在加大研发投入领域还有着很大的增长空间。 

图 6：2022 年贵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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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建设先天条件优越，政策扶持十分关键 

深圳市数字经济的规模和质量居于全国首位。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数字技术

和制造业深度融合，不断颠覆传统产业形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大势所趋，先进制

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也在不断加大数字化建设投入。超过 60%的深圳受访企业的数字化建

设投入占比低于 20%，相较全国受访企业更低。 

图 7：2022 年贵公司数字化建设投入占长期资产投入（包括在建工程、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等）的百分比是多少？ 

 

 

深圳受访企业对数字化建设的支持政策需求较高，将“相关政策支持较少”作为最重要的

数字化挑战（58%），远高于全国受访企业平均水平（36%）。2022 年，深圳市政府印发

了《深圳市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十四五”发展规划》等数字城市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完

善政策顶层设计。同时，仅有 36%的深圳受访企业认为“数字化成本较高”是企业面临的

数字化挑战，低于全国受访企业（45%）。这可能是因为，深圳发达的数字经济和先进的

数字化技术水平相对降低了企业的数字化建设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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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贵公司面临的数字化挑战有哪些？ 

 

 

 “企业整体 ERP 系统”（44%）和“后台管理”（41%）是未来深圳受访企业的数字化投

入重点领域，同时将“数字化基础设施”投入和“数据安全和网络风险”视作重点领域的深

圳受访企业比例（分别为 27%和 24%）要显著低于全国受访企业（分别为 35%和 33%），

说明深圳较强的数字经济优势和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更好地协助深圳企业持续推动数智赋

能。2022 年，深圳加快“两地三中心”一体化城市大数据中心建设，已建成深圳城市大

数据中心一期，为企业提供了较先进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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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未来两年内，贵公司在数字化建设方面的投入主要在哪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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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和上市目的地青睐中国大陆 

深圳受访企业对融资前景较为乐观，有超过半数的深圳受访企业的计划融资金额在 1 亿元

以上，较全国受访企业平均水平更高。在 IPO 目的地方面，A 股市场受到大部分深圳受访

企业（56%）的青睐。在广阔国内市场和浓厚科技创新氛围的背景下，在 A 股融资和上市

是深圳受访企业的首选。 

图 10：未来两年内，贵公司是否有私募融资计划？金额多少？ 

 

图 11：贵公司对私募融资的币种是否有倾向性？如有，请选择具体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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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未来两年内，贵公司是否有计划启动 IPO？目标市场在哪里？ 

 

选址尤为看重营商环境 

半数以上的深圳受访企业倾向于在大湾区和长三角等东南沿海地区设立总部或分支机构。

有 10%的深圳受访企业在京津冀地区有设立计划，高于全国的 4%。在选址考量时，深圳

受访企业最关注营商环境、市场获取和补贴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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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未来两年内，贵公司是否有计划在其他地区设立总部或分支机构？如有，首选区

域是哪里？ 

 

图 14：在选址过程中，最关键的考量因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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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产业数据洞察需求显著 

深圳市“十四五”规划重点指出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并对产业

园区的创新发展做出了进一步部署，强调要高水准建设各具特色的高新园区。目前深圳产

业园区数量已经超过 3,000 个，本次调查针对性地收集了受访企业对政府和园区工作的主

要期待。深圳受访企业最期望从政府或园区获取产业大数据（86%的企业提到这一点），

包括经济、规划、土地等内容。在深圳市以园区为载体推进战略型新兴产业发展的总体思

路指引下，可以预见政府和园区将为企业的核心诉求提供日渐成熟的解决方案。此外，绝

大部分深圳市受访企业与全国企业一样，看重政府为企业提供的研发和租金补贴。 

图 15：从数据要素角度，贵公司期望从政府或园区获取哪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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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贵公司期望获得的政府或园区补贴类型是以下哪些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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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挑战及发展建议 

针对重点产业需求，完善投融资渠道 

 

挑战： 

作为科技创新高地，深圳高科技及战略型新兴产业规模大、发展前景广阔，企业积极扩展

自身业务范围。问卷调查和企业实地走访显示，深圳受访企业的融资需求较大，涉及到产

品和技术研发、销售渠道扩展和开展并购等多方面领域。高质量发展带来大规模融资需

求，亟待进一步金融支持，投融资领域挑战与机遇并存。然而在当前背景下，传统金融对

科技型中小企业支持力度较小，中小微科创企业还存在一定的融资缺口，信息共享和风险

控制相对滞后。 

建议： 

政府以中小微科创企业为主体，探索科技金融创新模式。例如，鼓励符合条件的“20+8”

产业集群企业发行科创债券；针对重点产业中小微科创企业的研发投入，可以开辟科创贷

款绿色通道，推出专属信贷产品。此外，以投资机构为主体，政府可以主动引导风投创投

机构与企业对接交流，减少信息差，鼓励其投资具有显著需求的科创企业，加大投资供需

之间的匹配程度。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推动产学研对接 

 

挑战：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深圳打造科创高地的过程中一直以来遵循着以市场化牵引科

技创新的模式，并未按照传统的“基础研发-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发展路

径。虽然深圳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已经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但由于起步时间较晚，基础

研究水平目前为止与产业发展需求还存在差距，“产学研对接”推动技术产业化有较大发

提升空间。企业在部分关键高技术领域的长周期、高付出研发投入仍较难获得融资，对

“卡脖子”问题的支撑力度略显不足，制约了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尖端技术产业化。 

建议：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既需要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有效对接，也需要强大基础研究

能力来支撑重大核心技术的突破。面对创新主体多元、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的基础研

究和关键技术领域，我们建议政府进一步整合资源，在现有的科技创新产业化措施的基础

上，建立健全公共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疏通产学研对接通道，联合企业、高校、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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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行为主体，举办技术交流活动，利用大湾区科研区位优势，活跃创新生态，由点及面，

推动前沿基础研究与重大核心技术攻关与推广。科创企业在鼓励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的利好

条件下，主动与政府、高校、研究机构合作，积极提升自身的关键核心技术竞争力，克服

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 

 

促进企业国际化、数字化、绿色化高质量发展 

 

挑战： 

在推动企业“走出去”的政策背景下，深圳科创企业国际化的需求日益增加。然而，部分

中小型科创企业可能受制于规模和资金，探索国际市场亟需行业或区域协会等集体力量的

加持。此外，在国际专利布局、申请和维护方面，成长期企业很可能因经验有限而难以应

对。同时，部分中小型科创企业数字化水平较低，制约企业创新的效率和可持续性。虽然

企业对于“数字技术能降本增效提质”基本都有共识，但在实践过程中企业“不敢转不会

转”的缺口仍旧存在。 

建议： 

在国际化方面，可以发起国际化相关的专题研讨会，向企业提供跨境投资合作指南、海外

市场调研、数据安全合规、国际专利布局等市场资讯，组织企业一同参展国际展会、开展

海外商务考察。在数字化方面，考虑以财政手段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如提供企业所

得税减免等税收优惠政策。在绿色化方面，可在深圳科创企业中，开展“绿色标杆企业”

申报遴选工作并发布企业名单，在政府采购中获得优先机会，也可对“绿色标杆”企业提

供更优惠的奖补政策，从而鼓励企业加快绿色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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