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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灿坦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
对企业质押的专利、商标和版权更
了解，而且作为政府部门信用无需
担心，所以经过他们筛选，进入湖
北省专利投融资综合服务平台的知
识产权质押企业一般是发展前景较
好、信用度较高的企业，这些企业
更容易得到贷款。

据统计，湖北省专利投融资综
合服务平台推出后，汉口银行四天
就可完成一笔知识产权质押审批，
截至 2012 年 7 月末，该行科技金融
服务中心受理融资申请 175 笔，融

资需求合计 34.59亿元。
“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市

场对这类融资模式需求很大”。国
家开发银行湖北分行科技金融处副
处长叶昊也表示，有了这个专利投
融资综合服务平台，该行将进一步
加大产权质押融资放贷力度，目
前，该行授信额度已达 50 亿元，
还将出台针对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科技型企业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的指导意见，在风险可控的前
提下，降低适用知识产权质押准入
门槛，增加可用于质押的知识产权

种类，放宽知识产权质押率控制边
界，创新质押担保模式。

“ 下 一 步 ， 湖 北 将 继 续 深 化
‘专利+股权’双质押模式，打造示
范全国的‘知识产权特区’”。湖
北省知识产权局局长王东风表示，
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出台 《指导全省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的指导意
见》， 通 过 推 动 设 立 风 险 补 偿 基
金、建立重点质押项目跟踪机制等
措施，强化平台功能建设，延伸专
利投融资综合服务产业链，建立和
完善全省知识产权服务体系。

专利权质押融资最高纪录的背后
本报记者 魏劲松 通讯员 廖 玲 刘小仆

作为无形资产的知识产权，其质押融资贷款

被认为是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和发展方向，但由于其专业性强、价值评估难、交

易对象有限、变现能力较弱、贷款的风险大等因

素，金融部门在开展知识产权质押信贷业务时往

往顾虑重重。虽然知识产权具有价值已经得到

认可，但难以通过融资贷款得以体现。不久前，

从武汉传来消息，一个规模不大的科技型公司凭

借手中的与新兴产业有关的多项专利获得了数

额不菲的贷款，创造了国内单笔专利权质押融资

额度的最高纪录。这为破解当前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难题提供了可借鉴的案例，也为新兴产业中

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启发。

“知识产权绝对是中小企业的
核心资产，专利可谓是为企业发
展 提 供 不 竭 动 力 的 ‘ 发 动 机 ’。”
荆门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长许开华说这番话时难掩心中的
喜悦。

在大多数中小企业正为融资难
寻求破解之道时，专利质押融资却
风生水起，吸引了公众的视线。在
不久前举办的湖北省专利权质押融
资项目签约会的现场，26 家企业
凭借手中的专利成功获得银行 10.8
亿元贷款，将“知本”转化成为

“资本”。
在此次项目签约会上，格林美

公司凭借 39 件专利，获得了国家开
发银行湖北分行高达 3 亿元的专利
权质押贷款协议，打破了国内单笔
专利权质押融资额度的最高纪录。

“荆门格林美从当时只有一栋
厂房，占地面积几十亩地的小企业
发展成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这无
不得益于知识产权的有效利用以及
政府对企业专利权质押融资的重
视。”许开华告诉记者，2007 年，
为了缓解资金紧张的局面，在湖北
省知识产权局的协助下，公司利用

“硒的回收”、“镍粉的制造方法”
等 6 件专利获得国家开发银行湖北
分行 3021 万元贷款，这也是湖北
省第一笔以专利权质押融资获得的
贷款。

在 知 识 产 权 质 押 贷 款 的 支 持
下，荆门格林美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其注册资本 5 年间增长了 90
倍，总资产增长了 23 倍，销售收入
增长了 10倍；其母公司——深圳市
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还于
2010 年 1 月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块
上市，成为国内循环经济与低碳制
造的领军企业之一。

“湖北省十分重视对企业专利
权质押融资的需求，已对全省有知
识产权 （专利权） 投融资需求的企
事业单位进行了摸底调查和信息采

集工作。”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局长
王东风介绍说，2011 年 8 月，湖北
省知识产权局与武汉光谷联合产权
交易所携手，发挥双方在政策、资
源、网络和平台的优势，共同建设
全国首家专利投融资综合服务平台
——湖北省专利投融资综合服务平
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全过程都
能在这个平台完成。

据 介 绍 ， 湖 北 省 专 利 投 融 资
综 合 服 务 平 台 建 立 了 集 专 利 交
易、专利质押融资、中介、公共
咨询、培训于一体的专业性、多

功能专利投融资服务体系，面向
社会开展专利推介、交易、质押
融 资 、 代 理 、 评 估 、 担 保 、 托
管、专利信息检索、备案、政策
资源、政务办理以及信用评价等
业务，实现了各类业务线上、线
下的即时跟踪、查询与交流，为
专利转化与投融资提供“全程一
站 式 ” 服 务 ， 还 在 武 汉 、 宜 昌 、
襄阳设立了专利技术展示交易中
心，开设“专利超市”。

经过 1 年的运行，平台共整合
全省各类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
200 余家、交通银行等大型金融机
构近 10家，专利权质押授信总金额
达 153 亿。截至 8 月，已累计促成
各类知识产权及专利集合质押贷款
近 15 亿，涉及专利权 60 项、著作
权 9项、商标权 1项。

创造专利权质押融资的纪录

知识产权的价值评估是质押融
资的关键，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
所技术产权交易部经理张杲给记者
算了一笔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
成本账：“以前科技型中小企业找有
资质的评估机构要花几万元、几十
万元或者是银行贷款的百分之几作
为评估费用，融资成本过高，现在通
过湖北省专利投融资综合服务平台
2000 元至 5000 元就能完成有效评
估，而且进入平台的各类中介机构
都是资质比较好的，也降低了企业
的风险。”

“这是公司成立以来我们拿到
的第一笔银行贷款。”谈起通过知识
产权质押获 1000 万元贷款授信的
过程, 武汉玛雅动漫公司总经理
陈薇直言:“虽然来得晚了点儿，但
这笔钱绝对是雪中送炭。”

武汉玛雅动漫公司因为没有用

于抵押的房产和设备，有的只是创
意、剧本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无
形资产，一直难以得到资金的支持，
其产品动画电影《闯堂兔》差点流
产。通过湖北省专利投融资综合服
务平台，汉口银行针对玛雅公司的
特点，向该公司发放播映权及美术

作品著作权质押贷款 1000 万元，使
玛雅动漫公司顺利完成《闯堂兔》的
制作并上映，引起业界轰动。

“湖北省专利投融资综合服务
平台是降低银行贷款风险的一道防
火墙。”汉口银行科技金融服务中心
负责人杨灿告诉记者，如何筛选有

价值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是银行开展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面临的首道难
题。杨灿说，科技型中小企业往往
处于初创期，其核心竞争力比如“专
利权”在市场中难以变现，创新工
艺、创新产品尚在研发阶段未经过
市场检验，前景不明朗。同时，这些
企业“人脑+电脑”的轻资产结构意
味着几乎没有固定资产做抵押。“对
银行机构而言，向科技型中小企业
贷款风险大，将相关政府部门作为
审贷‘外脑’是快速介入科技金融业
务的有效方法。”

降低银行贷款风险的“防火墙”

降低知识产权质押准入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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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际经济的复杂局面和严峻态势，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培育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是当前能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的重要措施，也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

结构的迫切需要。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和战

略型新兴产业的主力军，它们中不少都是

手握专利，拥有“知本”利器，但苦于资

金匮乏，发展受限；而金融机构又因知识

产权的专业性较强，价值难以认定，且交

易对象相对有限，变现能力较弱，贷款的

风险相对较大，在开展知识产权质押信贷

业务时顾虑重重。

从全国范围看，很多地方都打通了专利

权质押贷款渠道，但据统计，2006 年 1 月至

2011 年 6 月，全国累计实现专利权质押 3361

件，而同期累计授予专利权 202.8 万件。也

就是说，只有约 0.17%的授权专利成功获得

了信贷资金支持。

在这个背景下，湖北省 153 亿元的专

利质押授信额度带给人们不小的震撼。正

值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把有限的金融资

金用在刀刃上，这是雪中送炭。我们可以

试想，当这笔资金投向中小企业，将促进

多少专利的转化，盘活多少企业的发展。

当然，受益的一定是拥有核心技术专利的

科技型中小企业。

而搭起从具有技术“前景”到具有产业

“钱途”的桥梁的，是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和

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这样的知识产权中

介机构，它们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这反

映出政银合作、银企合作对专利投融资的重

要意义。

集专利交易、专利质押融资、中介、公

共咨询、培训于一体的专业性、多功能专利

投融资平台搭建了创新与产业之间的桥梁，

实现了第一生产力与第一推动力的有效结

合。通过这个平台，政府部门推动高新技术

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无形之手和经

济发展、市场需求推动的有形之手紧紧握在

了一起，形成了合力。

对政府主管部门而言，专利投融资综合

服务平台是将政府部门的政策导向、专业资

源和公共服务落实到了关键节点，补上了产

学研创新体系的缺口。

对金融机构而言，专利投融资综合服

务平台是降低贷款风险的一道防火墙，科

技金融业务有利于积累优质客户资源，改

善传统银行客户结构，打造独具中心特色

的客户结构。

而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专利投融资

综合服务平台更是拓宽了融资渠道，降低了

融资成本，并且可以在知识产权质押的每一

个环节选择合适的中介机构和优质的服务。

据湖北省银监局提供的数据，全省银行

业金融机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余额近 3 年保

持 80%的增长速度，而且探索出了“政府职

能部门＋银行+担保公司”、国家创新基金

搭桥贷款、贷投联动等多种知识产权融资模

式。一次高于一次的金额表明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已逐步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的新途

径。我们有理由相信，知识产权资源与金融

资源的有效整合，将为“知本”插上“金翅

膀”，为创新撑起更加广阔的天空。

为“知本”插上

“金翅膀”

□ 柳 洁

一个小公司的39件专利和3亿元贷款

“创新驱动”并非我国独有，当今

各主要国家都着眼于此，各国高度重

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推

动发展的产业领域也高度重叠。而在

新一轮更高层次上的竞赛中抢占先

机，关键在于积极创造和有效运用知

识产权。

趋势相当明显，在新兴产业领

域，知识产权已成为各国竞争的焦

点。近五年来，世界范围内战略性新

兴产业领域的专利数量激增，发明专

利申请量增速显著加快，是同期传统

产业领域发明专利申请平均增速的3

至 4 倍，移动通信领域每半年发明专

利申请量的增幅在 50%以上。国际金

融危机以来，一些新兴产业领域的发

明专利申请量增速超过 10%，而同期

全球其他发明专利申请总量却无明

显增长。

知识产权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显

然有着密切的关系。高强度的研发投

入依赖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化来化

解重大投资风险；知识产权在战略性

新兴产业中的有效运用会极大促进

产业发展；只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才能确保企业实现创新收益，进而实

现创新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创新资源

的有效利用；同时，国际化发展和全

球化竞争也必然要求知识产权的前

瞻性全球布局。

正是由于融入了大量专利，增加

了高新技术的应用，提升了产业竞争

力，“中国制造”才得以不断提升，“中

国创造”才显得格外耀眼。截至目前，

我国 1100 多件新型材料专利中 80%

是在空间技术基础上自主研发的，有

近 2000 件空间技术专利应用于经济

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在移动通信技术

领域，国内企业正是在发明专利不断

增长的基础上，才实现了“1G 时代看

着跑，2G时代跟着跑，3G时代齐步跑

，4G时代领先跑”的转变。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企业围绕

知识产权的竞争与合作形式更加复

杂。无论是苹果和三星的专利之争，

还是和 HTC 的和解，有关知识产权

的纠纷陡然增加，影响也愈发扩大。

一方面，多方甚至多国共同完成创新

的合作模式成为共性关键技术实现

突破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新技术

突破和市场策略变化致使知识产权

纠纷愈加频繁，知识产权诉讼成为影

响市场竞争格局的重要手段，我们应

做好应对的准备。

发明专利是知识产权中最说明

创新能力的指标，近年来我国发明专

利申请数量上升很快。但是在国际专

利PCT申请量前十名的技术领域中，

如通信、电气设备、医疗技术、计算技

术、医药等，美国、日本、德国等国企

业在欧洲专利局获得授权专利的数

量约占申请专利总数的 25%，而中国

企业目前只有 515 件获得授权，通过

率仅为 3%。新兴产业领域的发明专

利，我们在国际上还处于追赶状态。

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企业、研

发机构，都需要充分认识到知识产权

对于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的重要意

义，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

加快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成

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转动知识产权之钥 开启新兴产业之门
韩 霁

核 心 提 示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

制造业健康发展”，同时指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并将其置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之中，

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知识产权都被作为加快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

新兴产业已成为各国竞争的制高点，图为

瑞士最大的楼顶太阳能发电站。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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