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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中国独角兽CEO调研2020

2020年，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新冠疫情的爆发，令全球各国都经受

了巨大的挑战。但是在有力的防控之下，中国展现出了巨大的韧性和

活力，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而数字经济，是其中

的重要推动力。

疫情中出现的更多新业态、新技术和新模式，在远程办公、线上教

育、远程医疗、网络直播和线上消费等领域，都有突出表现，这背后

不乏中国独角兽企业的身影。

普华永道连续三年，密切追踪中国独角兽企业的发展，了解独角兽企

业的发展过程和未来趋势。从2020年发布的独角兽CEO调研来看，

疫情对中国独角兽企业的影响，相对有限。投融资市场在经历了短暂

的停顿之后，迅速得到恢复。在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前，中国独角兽企

业积极求变，持续创新，发挥了非常优秀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格局需要重构，企业也需要重新定义未来，通

过数字化转型，开始“重启”、“重塑”和“重振”。普华永道希望

同中国独角兽企业一起：

• 通过内需市场，激发创新潜能。

• 借助数字经济，把握市场新机遇。

• 将绿色发展的投资理念纳入企业的战略布局。

一直以来，独角兽企业都被看作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创新能力和新经

济发展的风向标。2021年，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

也期待看到更多的独角兽企业，在变局之中开创新局，朝着可持续发

展的方向，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当好新经济发展的未来领军者，为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赵柏基
普华永道亚太及中国主席

主席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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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球经济格局在21世纪前20年经历了巨大变迁，互联网经济的主导地位

日益巩固。单从企业市值格局来看，不难发现短短20年间，世界经济的

主导力量，已迅速从传统制造、石油、银行、通信等行业，转为科技和

互联网巨头占绝对主导。

近20年来互联网行业的兴起，不单改变了市值排名与商业模式，更在重

塑着经济社会运行模式。当购物不再拘泥于百货公司营业时间，而是网

上购物；当出行使用的汽车不再依赖石油，而是基于电能与车联网；当

货币不再以纸币，而是数字形态出现；当办公不再局限于固定场所，而

是远程办公。我们曾经熟悉的社会经济形态，已在短短20年间被互联网

深度改变。

诞生于互联网时代，受益于资本推动的独角兽们，借助全球互联网化与

数字化进程，在各自领域重塑商业模式，在新经济模式建立过程中扮演

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独角兽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

之一。

2020年，虽然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疫情，并且面对复杂的全球贸易及

经济形势，但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进一步迸发，以独角兽为代表的新经

济企业呈爆发式增长。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借助资本市

场改革的红利，中国市场将会涌现出更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巨头。

请跟随我们2020年度对100多家独角兽企业的调研及私募基金投资人的

访谈，近距离观察独角兽企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洞悉独角兽生态圈

的九大趋势和对未来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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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一：更具韧性

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受到重创，中国经济率

先引领复苏。代表新经济发展的独角兽企业在疫情

期间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生机。2020年调研发

现，总体而言，疫情对中国独角兽影响偏向积极，

仅38%的受访企业将其视为重大影响。在将疫情视

为重大或中度影响的企业中，51%的企业认为新

冠疫情带来的积极影响大于负面影响。整体来看，

独角兽企业2020年营收增速依然乐观，57%的受

访企业预估2020年营收增速高达50%以上，相较

疫情前（64%），仅有轻微下调。同时，受益于国

内经济复苏与新经济的兴起，预计2021年营收增

速达50%以上的受访企业比例高达74%，反映出独

角兽企业对未来增长势头保持乐观。

趋势总览

趋势二：聚焦国内

中国经济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

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2020年调研

中，有56%的受访企业认为国内国际“双循环”

发展格局会在未来1-3年给公司发展带来重大或

中度影响。疫情之下，消费者的购物偏好和消费

理念发生变化，跨境海淘热度下降，与此同时，

受直播带货等新渠道助推，越来越多国货品牌成

为潮流新宠。广阔内需市场将继续激发创新潜

力，多元消费市场必将释放更强动能，消费与产

业升级将进一步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资本市

场方面，得益于科创板和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提

速，并考虑到美股上市政策的不确定影响，计划

在境内上市的受访企业占比2020年上升至59%

（2019：43%），选择美股上市的受访企业明显

减少，2020年仅为23%（2019：34%），这一趋

势或将延续。

趋势三：兼顾海外

受新冠疫情叠加国际政经形势影响，独角兽企业出

海节奏有所放缓。2020年，59%的受访企业表示

暂缓或尚未有海外拓展计划，而2019年仅有25%

的受访企业表示暂无海外拓展计划。亚太地区继续

蝉联独角兽海外拓展的首选（36%），其中东南亚

依旧是最受欢迎的区域（47%）。随着《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尘

埃落定，将为区域内创新型企业搭建更广阔的市场

平台，推动中国独角兽企业国际化水平的进一步

提升。

趋势四：科技创新

疫情期间，科技创新在各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企

业的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提速。调研结果显示，技术

依然是所有独角兽企业关注的重中之重，约58%

的受访企业将技术视为核心竞争优势，遥遥领先位

居第二的商业模式。其中2B的独角兽对技术更加

重视，占所有视技术为核心竞争优势企业总数的

60%。从行业分布来看，企业服务、医疗健康、交

通 /汽车行业独角兽更为重视技术。预计“十四

五”期间，随着政策和资本对科技研发投入和支持

的进一步提升，更多硬科技明星独角兽将脱颖而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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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五：赋能转型

2020年国家密集部署“新基建”，为中国独角兽

发展创造了新的契机。2020年调研显示，近半

（49%）受访企业将新基建发展规划视为未来1-3

年对企业有重大或中度影响的外部因素，其中

68%的受访企业表示新基建发展规划将有利于赋

能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如：智能制造、智慧建筑、

智慧农业、智慧物流等）。在人口红利逐年下降、

用工成本持续提高的大背景下，大量传统行业亟需

通过数字化手段来实现降本增效，这将为善用新兴

技术的企业服务类独角兽企业带来巨大市场需求。

趋势六：注重效率

独角兽是风险投资追逐的宠儿，但最终还是要回归

到理性的商业世界中，打造可持续的盈利能力，创

造真正的商业价值。在疫情的助推下，独角兽企业

对此有了更为深刻直观的认识。73%的受访企业

将“提高效率/控制成本/提升盈利能力”列入公司

未来1-3年高优先级战略。在认为新冠疫情对企业

造成重大或中度影响的受访企业中，50%的企业表

示运营效率及成本是未来需要重点关注和加强的领

域，与商业和运营模式并列首位。过去独角兽企业

更为关注的是获取流量和提升估值，他们的重心开

始转向实现盈利、成本控制和业绩提升，专注于企

业长期经营。

趋势七：长期主义

伴随着中国市场的日渐成熟，仰仗流量与营销的发

展模式，已不足以支撑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独角兽企业正在积极转换策略。调研发现，营销投

入占总成本比重在20%以上的受访企业逐年下降至

2020年的35%。对营销投入的日渐理性，反映出

市场流量成本变高的倒逼，也反映出独角兽企业愈

发关注长期发展的因素。与此同时，独角兽企业更

愿意在战略层面优先关注影响公司长期发展的核心

因素，为企业吸引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打造企业文

化/价值观，已连续两年成为独角兽企业最关注的

战略优先事项。从公司日常运营来看，调研显示，

受访企业对估值等短期指标的关注度从2019年的

第一位降为2020年的第六位，而财务数据则跃升

为独角兽日常运营中最为看重的KPI。身处迅速变

革的时代，企业唯有秉承长期思维，不断在提升核

心竞争力上做长期投入，持续关注公司财务健康，

才能成功穿越经济周期。

趋势八：责任担当

独角兽的兴起离不开中国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坚实

基础。随着中国独角兽数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作

为未来中国新经济领军者，独角兽企业的社会影响

力也在不断扩大。调研发现，74%的受访企业选

择“结合公司使命提升社会责任感”作为企业中高

优先级战略。独角兽企业的员工和客户以年轻一代

居多，67%的受访企业的员工平均年龄为30岁以下。

年轻一代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尤其经过疫情考

验后，社会责任感变得更强。短期来看，社会责任

能够让企业树立良好企业形象，形成差异化竞争优

势，吸引优秀员工。长远来看，企业应将环境、社

会和治理（ESG）战略纳入考量，在可持续发展和

绿色发展方面担当领军者。

趋势九：反哺全球

得益于移动互联网和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中国在

电子商务和移动支付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

2C模式创新的影响力已经开始辐射海外。展望未

来，中国独角兽将有望创造出更多的新技术，反哺

全球科技进步，从“Copy to China”变为“Copy

from China”。调研发现，研发投入占总成本比率

40%以上的企业比例逐年上升，2020年高达38%。

在中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大背景下，科技驱动已

被视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依托国内巨大市场需

求，中国企业必将在科技创新的新征程取得更多成

就，并从国内巨大而且多元的消费市场收获其他市

场不可比拟的丰富经验。无论科技，还是商业模式，

相信中国独角兽企业都有无限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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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9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