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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北京智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

院、苏州泰莱微波技术有限公司、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德禄、武文生、马宇文、王胜男、叶如意、刘碧松、刘珍珍、董丽萍、杨小波、

何惠明、卢晨晨、黄平、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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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伴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并列为新时期的生产要素之

一，企业成长路径发生改变，涌现出一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高成长企业。

瞪羚、独角兽企业是高成长企业的典型代表，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已

有３０余个省、市、高新区在持续开展瞪羚、独角兽企业培育计划，相关研究及培育工作急需一套符合我

国国情且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甄别标准。为此，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并归口制定本文件，为相关工作

提供规范基础。

高成长企业分类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高成长企业分类示意图

　　由于瞪羚类企业和独角兽类企业分类所采用的指标不同，同一个企业可能会同时满足两类企业的

分类条件。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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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长企业分类导引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成长企业的基本条件、瞪羚类企业和独角兽类企业的分类依据。

本文件适用于瞪羚类和独角兽类高成长企业分类的界定。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高成长企业　犺犻犵犺犵狉狅狑狋犺犲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

由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驱动发展的营业收入、雇员人数或估值高增长的企业。

３．２

瞪羚企业　犵犪狕犲犾犾犲犲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

商业模式得到市场认可、收入或雇员人数达到一定规模、已成功跨越创业死亡谷并进入高速成长期

的高成长企业。

３．３

独角兽企业　狌狀犻犮狅狉狀犲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

价值获得投资机构高度认可、估值仍有提升空间的高成长企业。

３．４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　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犪狀犱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犲狓狆犲狀犱犻狋狌狉犲狊

统计年度内实际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总额。

注：包括实际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人员劳务费、原材料费、固定资产购建费、管理费及其他费用支出。

３．５

估值　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

通过投资机构注入企业的资金额和所对应的占有权益计算得来的公司内在价值评估。

３．６

基期年　犫犪狊犲狔犲犪狉狅犳犱犪狋犪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分析某一特定时间段内的数据变化情况时，用作比较基准的年份。

注：如分析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９年企业营业收入变化情况，基期年是指２０１６年。

３．７

截止年　犲狀犱狔犲犪狉狅犳犱犪狋犪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数据分析时间段的最后一年。

注：如分析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９年企业营业收入变化情况，截止年是指２０１９年。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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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基本条件

遴选为高成长企业应同时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ａ）　在我国境内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非外资控股企业；

ｂ）　守法经营，最近四年内没有严重失信违规和经营异常情况；

ｃ）　属于国家鼓励的新兴产业，具有创新创业特征，非企业集团下属的生产基地、销售公司、贸易公

司、投资公司。

５　瞪羚类企业分类依据

５．１　指标和类别

在符合第４章要求的基本条件前提下，瞪羚类企业依据成长性指标（包括增长率指标和创新投入指

标）进行遴选和分类，按照成长性指标符合情况，瞪羚类企业可细分为瞪羚企业和潜在瞪羚企业两小类。

５．２　瞪羚企业

５．２．１　增长率条件

瞪羚企业增长率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ａ）　企业成立时间距基期年不超过１０年（不含基期年），基期年营业收入达到１０００万元且三年复

合增长率达到２０％，且截止年正增长；

ｂ）　企业成立时间距基期年不超过１０年（不含基期年），基期年雇员总数达到１００人且三年复合增

长率达到３０％，且截止年正增长；

ｃ）　企业成立时间距截止年不超过５年（含截止年），截止年营业收入达到５亿元，且３年内营业收

入无大幅下降；

ｄ）　企业成立时间距截止年不超过１０年（含截止年），截止年营业收入达到１０亿元，且３年内营业

收入无大幅下降。

注１：本文件中成立时间均以注册时间为准。

注２：犖 年复合增长率通过犖 年内总增长率的犖 次方根求得。

注３：３年内营业收入无大幅下降是指３年内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均不低于－３０％。

注４：营业收入或雇员人数三年复合增长率、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等计算公式见附录Ａ。

示例：若遴选２０２０年瞪羚企业，计算营收或雇员人数三年复合增长率需要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９年四年数据，则基期年为

２０１６年，截止年为２０１９年，企业成立时间距基期年不超过１０年是指成立时间不早于２００６年，成立时间距截止年不超过

５年是指成立时间不早于２０１５年，成立时间距截止年不超过１０年是指成立时间不早于２０１０年。

５．２．２　创新投入条件

瞪羚企业近四年平均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投入强度需达到２．５％（注册时间不足四年的，根据实

际投入年份数据计算）。

５．３　潜在瞪羚企业

５．３．１　增长率条件

潜在瞪羚企业增长率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ａ）　企业成立时间距基期年不超过６年（不含基期年），基期年营业收入达到５００万元且两年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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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达到２０％，且截止年正增长；

ｂ）　企业成立时间距基期年不超过６年（不含基期年），基期年雇员总数达到５０人且两年复合增长

率达到３０％，且截止年正增长；

ｃ）　企业成立时间距截止年不超过３年（含截止年），且截止年营业收入达到１亿元且无大幅下降；

ｄ）　企业成立时间距截止年不超过５年（含截止年），且截止年营业收入达到３亿元且无大幅下降。

注１：截止年营业收入无大幅下降是指截止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不低于－３０％。

注２：营业收入或雇员人数两年复合增长率等计算公式见附录Ａ。

示例：若遴选２０２０年潜在瞪羚企业，计算营收或雇员人数两年复合增长率需要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９年数据，则２０１７年为

基期年，２０１９年为截止年，企业成立时间距基期年不超过６年是指成立时间不早于２０１１年，成立时间距截止年不超过

３年是指成立时间不早于２０１７年，成立时间距截止年不超过５年是指成立时间不早于２０１５年。

５．３．２　创新投入条件

潜在瞪羚企业近三年平均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经费投入强度需达到２．５％（注册时间不足三年

的，根据实际投入年份数据计算）。

６　独角兽类企业分类依据

６．１　指标和类别

在符合第４章要求规定的基本条件前提下，独角兽类企业依据估值规模指标进行遴选和分类，按照

成长性指标符合情况，独角兽类企业还可细分为独角兽企业、超级独角兽企业、潜在独角兽企业和种子

独角兽企业四小类。

６．２　独角兽企业

独角兽企业应满足以下条件：

ａ）　成立年限不超过１０年；

ｂ）　获得过专业投资机构的私募投资，且尚未上市；

ｃ）　最近一轮融资的投后估值超过（含）１０亿美元（根据需要，可按融资完成当年平均汇率换算成

人民币或其他国家货币单位），且累计融资额超过（含）５０００万美元。

６．３　超级独角兽企业

超级独角兽企业应满足以下条件：

ａ）　成立年限不超过１０年；

ｂ）　获得过专业投资机构的私募投资，且尚未上市；

ｃ）　最近一轮融资的投后估值超过（含）１００亿美元，且累计融资额超过（含）５亿美元。

６．４　潜在独角兽企业

潜在独角兽企业应满足以下条件：

ａ）　成立年限不超过９年；

ｂ）　获得过专业投资机构的私募投资，且尚未上市；

ｃ）　成立５年之内最近一轮融资的投后估值超过（含）１亿美元，且累计融资额超过（含）５００万美

元；成立５年～９年最近一轮融资的投后估值超过（含）５亿美元，且累计融资额超过（含）２５００

万美元。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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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种子独角兽企业

种子独角兽企业应满足以下条件：

ａ）　成立年限不超过５年；

ｂ）　获得过专业投资机构的私募投资，且尚未上市；

ｃ）　最近一轮融资的投后估值超过（含）１亿元人民币，且累计融资额超过（含）５００万元人民币。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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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

相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犃．１　近三年营业收入或雇员人数复合增长率

近三年营业收入或雇员人数复合增长率按式（Ａ．１）计算：

犚１＝（
３

犞１

犞０槡 －１）×１００％ …………………………（Ａ．１）

　　式中：

犚１———近三年营业收入或雇员人数复合增长率；

犞０———上一年度为第犖 年，犞０ 为第（犖－３）年的营业收入（元）或雇员人数（人）；

犞１———上一年度的营业收入（元）或雇员人数（人）。

犃．２　近两年营业收入或雇员人数复合增长率

近两年营业收入或雇员人数复合增长率按式（Ａ．２）计算：

犚２＝（
犞１

犞０槡 －１）×１００％ …………………………（Ａ．２）

　　式中：

犚２———近两年营业收入或雇员人数复合增长率；

犞０———上一年度为第犖 年，犞０ 为第（犖－２）年的营业收入（元）或雇员人数（人）；

犞１———上一年度的营业收入（元）或雇员人数（人）。

犃．３　营业收入或雇员人数同比增长率

营业收入或雇员人数同比增长率按式（Ａ．３）计算：

犚３＝（
犞１

犞０
－１）×１００％ …………………………（Ａ．３）

　　式中：

犚３———营业收入或雇员人数同比增长率；

犞０———上一年度为第犖 年，犞０ 为第犖 年的营业收入（元）或雇员人数（人）；

犞１———第（犖＋１）年的营业收入（元）或雇员人数（人）。

犃．４　研究与试验发展（犚牔犇）投入强度

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投入强度按式（Ａ．４）计算：

犚４＝
犜

犢
×１００％ …………………………（Ａ．４）

　　式中：

犚４———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投入强度；

犜 ———年度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经费支出（元）；

犢 ———年度营业收入（元）。

犃．５　四年平均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强度

四年平均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强度按式（Ａ．５）计算：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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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５＝（犜犖 ＋犜犖－１＋犜犖－２＋犜犖－３）／（犢犖 ＋犢犖－１＋犢犖－２＋犢犖－３）×１００％………（Ａ．５）

　　式中：

犚５ ———四年平均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强度；

犜犖、犜犖－１、犜犖－２、犜犖－３———上一年度为第犖 年，犜犖、犜犖－１、犜犖－２、犜犖－３分别为第犖 年（即上一年

度）、第犖－１年、第犖－２年、第犖－３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经

费支出（元）；

犢犖、犢犖－１、犢犖－２、犢犖－３ ———上一年度为第犖 年，犢犖、犢犖－１、犢犖－２、犢犖－３分别为第犖 年（即上一年

度）、第犖－１年、第犖－２年、第犖－３年的营业收入（元）。

犃．６　三年平均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强度

三年平均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强度按式（Ａ．６）计算：

犚６＝（犜犖 ＋犜犖－１＋犜犖－２）／（犢犖 ＋犢犖－１＋犢犖－２）×１００％ ………………（Ａ．６）

　　式中：

犚６ ———三年平均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强度；

犜犖、犜犖－１、犜犖－２———上一年度为第犖 年，犜犖、犜犖－１、犜犖－２分别为第犖 年（即上一年度）、第犖－１

年、第犖－２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经费支出（元）；

犢犖、犢犖－１、犢犖－２ ———上一年度为第犖 年，犢犖、犢犖－１、犢犖－２分别为第犖 年（即上一年度）、第犖－１

年、第犖－２年的营业收入（元）。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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