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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勤光谷高科技成长项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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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高科技高成长项目背景

“全球高成长企业的标杆” ----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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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高科技高成长项目背景

中国20/50强

客观权威 ----“科技界的奥斯卡奖”

• 三年审计报告

• 收入>100万

• 德勤专家审核

• 营收增长率排名
明日之星 • 创始团队

• 细分排名

• 创新能力

• 融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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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高科技高成长项目背景

20/50强&明日之星 --伟大公司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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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光谷经济与科技环境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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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产业进一步集聚，战略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
创新前沿阵地，内陆地区经济转型缩影

8.3%

470.26亿元

三新企业增加值占GDP

5家

2018 年上半年GDP

招商引资规模

新增上市企业数量

73.8%

五大主导产业进一步集聚*

Note*: 2016年数据；数据来源：武汉统计局、武汉科学技术局、科技部火炬中心

GDP增速

8.3%

8.2%

7.8%

6.0%

7.0%

8.0%

9.0%

2016 2017 2018H1

光谷 武汉市 湖北省

44%

9%
10%

11%

26%

光电子信息

生物产业

环保节能

高端装备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

园区收入连续三年蝉联全国高新第三

5.3

1.5
1.2 1.1

0.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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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7全国高新区营业收入对比

中关村 上海张江 光谷 西安高新

（万亿元）

成都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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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改革30条”，为发展新经济打造最优的招商、创新创业土壤
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完善创新生态体系

“招商十条”

• 每年安排100亿元专项资金，支持招商引

资和招才引智

• 对符合条件的新落户企业，给予最高1亿

元的奖励
“新黄金十条”

• 试水科技成果所有权混合所有制改革；

• 支持科技成果发明人及团队，与高校共

同按“三七开”重新分割确权

“政务十条”

• 简政放权，加快企业审批手续，减少制度

性交易成本，营造更有吸引力的国际化、

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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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规模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亿元 1 2350.81 3314.7

高新区企业营业总收入/亿元 11368.8 5743.9

创新基础设施

高新技术企业总数 2 1848 1058

全年新增企业数量 3 14640 34747

R&D经费支出/亿元 249.8 125.1

企业产学研合作研发经费/亿元 11.7 12.5

R&D人员全时当量/千人年 37.4 30.2

科技企业孵化器数/家 44 45

众创空间数/家 66 32

创投机构当年对企业的风险投资总额/亿元 28.81 6.59

上市企业数 45 32

创新产出

发明专利申请量 4 15010 15085

万人授权专利量 197.2 143.1

技术合同成交总金额/亿元 193.8 140

东湖高新 成都高新

注1、2、3、4为2017年数据，其余均为2016年；数据来源：《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7》、科技部、东湖新区管委会、成都高新区

创新指标节选

两大中西部高新区各具优势，光谷领先在研发投入强度、创新效率和产业
化能力；成都高新在创业孵化和创新活力表现抢眼

科研成果外溢，占领创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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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光谷20强上榜企业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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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4%

6%

8%

2%

32%

36%

2%

2%

10%

5%

0%

10%

0%

5%

5%

40%

20%

5%

光谷20强和全国50强企业对比

光谷20强企业上榜概览（行业分布）
上榜企业中以软件、生命科学和通信企业为主；互联网、金融等行业覆盖率
低于全国水平

智能制造

生命科学

软件

清洁技术

金融

通信

硬件

物流服务

媒体

互联网

光谷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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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谷20强企业上榜概览（营收规模）
上榜企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其中营收5000万以下规模企业占比超过
60%；大中型及以上规模企业占比相对较小

10%

55%

15%

15%

5%

20%

20%

44%

16%

1000万以下

1000-5000万

5000万-1亿

1-5亿

5亿以上

光谷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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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谷20强企业上榜概览（增长率）
相较全国平均水平，光谷20强企业营收增速多集中在200-1000%之间

12%

18%

14%

18%

26%

12%

0%

0%

0%

10%

0%

5%

10%

5%

30%

40%

光谷20强和全国50强企业对比

200-500%

500-1000%

1000-5000%

2000-3000%

3000-5000%

5000-10000%

10000%以上

1500-2000%

光谷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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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光谷高科技企业首席执行官调查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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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谷高科技高成长企业调查概览

问卷目的

优势和挑战

运营和管理

未来规划 • 并购/融资计划

• 国际化运营

• 未来增长引擎

• 股权融资、上市安排

• 出口、海外投资、设分公司

• 效率 or 成本

• 数字化能力建设

• 领导力/组织框架

• ICT部署进程及所获成效

• 战略和执行、人员培训、内部
晋升通道、员工激励

• 高增长的驱动力

• 阻碍高增长的制约因素

• 核心竞争力

• 内外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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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续的技术和商业创新是企业在竞争中的最大优势

绝大部分受访企业认为“领先的产品与
服务、清晰核心价值与战略制定”是其
实现高速增长背后的关键所在

在该选项上，光谷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这也体现光谷高成长企业在其所在细分
领域展现出极强的竞争实力；

与此同时，光谷企业还将“精细化管理
和运营、全员激励、灵活和开放的组织
模式”等作为构成其核心竞争护城河的
重要部分

87%

57%

29%

29%

28%

29%

15%

9%

2%

94%

49%

34%

31%

25%

22%

19%

6%

1

领先的产品与服务

清晰核心价值与战略制定

精益化管理与运营

全员创新精神与激励机制

高效客户管理和市场营销

数字化与新技术应用

灵活组织模式与开放企业文化

并购与战略合作等资源整合

其他

光谷 全国

Q1：当前拥有的最大优势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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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留住人才和提升运营效率是摆在企业面前的首要难题

49%

47%

40%

35%

30%

13%

22%

15%

1%

54%

49%

45%

33%

28%

16%

16%

9%

0%

人才招募、保留与培养

进一步提升运营管理效率

建立高效营销渠道与网络

洞察新兴市场与创新方向

转型与扩张需要的融资

并购与联盟等战略布局

提升管理团队领导力

应对监管与政策的变化

其他

光谷 全国
光谷几乎和全国高成长企业面临相同的
挑战，即如何吸引、留存和培养人才，
使其成为公司今后的核心要素资源；随
着竞争领域的升级，高技术人才的储备
直接影响企业未来能否占据产业链高点

与此同时，提升企业运营效率、精准触
达客户/消费者，也是困扰光谷高成长企
业的一大重要难题

Q2：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 2018。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中国。 19

3. 数字化战略落实相对充分，但仍有提升空间

21.4%

38.8%

25.7%

33.6%

15.6%

14.4%

12.7%

4.4%

6.5%

30%

28%

25%

22%

18%

16%

12%

6%

0%

光谷 全国

业务与IT系统结合度低

与外部数字生态化连接不充分

数据安全及隐患

数据分析与洞察经验不足

不适用/未实现数字化管理

原有架构不具备整合和可扩展性

预算或投入不足

其他

数字文化缺失

在部署数字化战略上，光谷企业准备相
对充分，无论是“数据分析和洞察”、
“与外部数字化生态的连接”上都取得
较好成果；

但也有约三成的受访企业认为，信息化
系统和当前业务的结合度仍有较大提升
空间

Q3：在部署数字化管理过程中最大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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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层视野和战略远见决定企业的增长边界

52%

36%

36%

35%

39%

19%

18%

0%

55%

46%

36%

33%

30%

18%

7%

0%

光谷 全国

提升战略定位与扩大视野

增强变革管理能力

洞察产业发展方向

投资人才发展战略

领导人才培养与继任

加强协作与信任关系

激励全员士气

其他

超过一半的企业认为，随着外部市场环
境的变化、企业所处产业的变革、新兴
技术的涌现，企业领导层最大的挑战在
于对公司的战略定位做出相应的动态改
变，并且展现出对未来的预判和远见；

这也是目前全国高成长企业所面临的共
同难题：即如何随着企业进入生命周期
的不断阶段，找准合适的发展战略；

Q4：在领导力方面需加强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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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平衡人才战略的“尖度”和“厚度”

光谷 全国

61%

37%

43%

34%

21%

27%

12%

10%

0%

60%

42%

36%

31%

27%

25%

7%

4%

1%

完善人才队伍结构

推行长期激励机制

增加培训提升员工技能

提升绩效管理

建立新型组织模式

增强人才需求预测能力

提高员工忠诚度

提供更多跨界工作机会

其他

随着高成长企业步入成熟期，人才问题
成为制约企业规模化发展的关键：包括
对高尖端人才的招募和留存、对现有人
才的梯级培养、全员激励机制的建立及
完善、员工技能的培训等等

约6成的光谷受访企业认为，人才队伍
结构的完善是摆在当前首要位置的难
题，尤其是对基层、中层、高层员工的
梯队构建和后备干部培养上，关系着企
业的长足发展；

Q5：在人力资源方面亟需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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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企业风险识别和内部风控能力有较大改善空间

61%

51%

40%

38%

26%

5%

6%

0%

67%

52%

45%

37%

13%

4%

3%

1%

加强和完善内部控制建设

将风险管理纳入企业总体战略

建立风险管理培训、沟通、监督机制

实现风险智能管理

建立专门人员或团队进行风险管控

加强暂不考虑更多风险管理与信任关系

引入第三方风险管理专业服务机构

其他

光谷 全国
超过半数的受访企业认为，未来一年提
升企业风险管理能力最重要是要将风险
管理纳入企业整体战略中去，这意味着
将风险识别融入进企业的决策机制、组
织流程中

Q6：在提升企业风险管理方面最看重哪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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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未来一年企业发展以研发和销售为重心

80%

61%

37%

46%

24%

14%

3%

3%

1%

82%

61%

40%

34%

30%

6%

6%

4%

0%

新产品/服务开发

以客户为中心的销售和营销

生态圈业务战略合作

借助平台实现业务倍增效应

国际化市场拓展

构建数字化供应链降本增效

外包非核心业务

并购

其他

光谷 全国
约8成的企业都表示，未来一年企业的
战略重心放在新产品/业务的开发，以
及围绕消费者为中心拓展其销售网络和
渠道；

此外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则聚焦在打造
生态圈的战略合作网络或借助平台实现
业务倍增效应

Q7：未来一年，进一步提升营收的策略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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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际化运营以扩大营销触点为主要目标

57%

31%

30%

29%

22%

12%

5%

5%

2%

66%

31%

28%

25%

21%

12%

4%

3%

0%

光谷 全国

扩大营销市场

获得当地市场渠道

获得技术/技能资源渠道

不适用/还没有全球化

投资新兴市场

从当地优惠政策中获益

控制/降低物料成本

控制/降低劳动力成本

其他

不少企业也开始将目标瞄向海外市场，
并建立海外分销渠道；在“走出去”战
略的制定过程中，企业最主要的目标在
于扩大营销市场，其次是获得当地市场
渠道、技术和技能资源

Q8：哪些因素促使贵公司开始国际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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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根据企业自身发展情况选择外延式并购时机

46%

38%

30%

27%

28%

15%

5%

5%

1%

48%

31%

30%

27%

25%

12%

6%

6%

0%

暂时没有并购计划

实现市场扩张

增强品牌影响力

生态圈布局

提升技术研发实力

提升整体效率

进入新的行业

提升产能

其他

光谷 全国
一半企业表示未来两年并无并购计划；
而有外延式发展打算的企业，则将扩大
市场份额、提升品牌影响力视为其并购
战略的主要驱动力

Q9：未来2年内是否有并购计划？最看重哪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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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15%

17%

17%

6%

5%

30%

25%

17%

22%

1%

0%

10. 积极融入资本市场

光谷 全国

暂无计划

0-3000万元

1亿-5亿元

3000万元-1亿元

5-10亿元

10亿元以上

和全国平均相比，光谷受访企业中对资
本市场较为积极，且融资需求也较为集
中，7成企业表示未来一年有股权融资
计划；这也一定程度反应光谷企业发展
势头良好，并且为下一步扩张备足粮草

Q10：未来一年，是否有股权融资计划？



© 2018。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中国。 27

光谷高科技企业特点

领先的产品和服务 核心价值与战略制定

精益化管理与运营 信息化系统和企业结合度

全员创新精神与激励机制 国际化市场拓展

增加培训提升员工技能

建立生态圈战略合作伙伴的意愿 内部风险控制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通过并购获得技术/技能资源渠道

对内重研发和

创新，优化组

织结构、激励

员工积极性

国际化拓展步

伐较慢、缺乏

外延式增长动

力、内部风险

控制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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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光谷高科技企业发展展望



© 2018。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中国。 29

光谷企业从“独角兽”到“千里马”综合建议

回归底层技术研发、巩固竞争基础

• 加大对前沿技术的投入，并承受短期可能没有经济受益的风险

• 不遗余力地投资、招徕和留存人才，加大对于引入高尖端人才的奖励，形成高端产业集聚高端人才的
良好生态

合理发挥资本杠杆

• 继续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撬动社会资本，引导私募股权、风险投资、产业基金对成长性
企业的支持

• 开展对拟上市企业的上市前辅导，落实上市支持政策、对接优质券商机构

内外兼修，寻找新的增长点

• 重新审视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和协作机制，识别潜在风险

• 积极扩大对外开放，用全景式战略眼光审视企业所处行业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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