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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西方发达国家多是技术创新大国。

当下中国，新常态下亟需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创新型

企业的发展是关键。创新不仅需要技术，需要人才，

更需要金融的支持。然而，现在全国不少地方科技

企业发展还受困于融资难。

中关村以前也不曾例外。但其不等不靠，主动

以新思维进行科技金融创新，成功构建了覆盖整个

创新链的科技金融支持新体系。

求解融资难需要新思维。无论中外，科技创新

的主体是大量的创新型中小微企业。尤其是小微企

业，几乎没有固定资产，而且初期投入大、投入周期

长，风险高，难以得到银行支持。面对现实，怨天尤

人于事无补，必须打破要融资就找银行的传统惯性

思维，用新思维和创新手段开拓新的融资渠道，像中

关村拓展的融资新渠道已超过 10条。

求解融资难需要构建科技金融新体系。首要的

是金融创新，舍此不可能打造出由诸多新金融产品

构成的科技金融新体系。当然，建立这个新体系是

科技企业无法做到的，仅靠资本市场自行发展也不

行，需要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中关村就是将政府

和市场这两只手并用，以政府的政策性引导资金撬

动了各路社会资金跟进，支持科技创新。这是其能

建构起科技金融新体系的要诀。

求解融资难需要积极利用各种新手段。不仅综

合运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创投、债券和担保、租

赁等各类金融资源，还应积极发展互联网等普惠金

融，合力健全无缝覆盖创新发展全过程的资金支持

链条。这也是中关村的又一启示。

多管齐下 创新体系
邢 榕

安诺优达基因科技 （北京） 有限公司曾经为融
资难苦恼不已。

“我们的技术很先进，可是由于经营所需设备
大多数是国外进口设备，投资金额大，回收期比较
长，目前还没有实现盈利。银行不同意贷款，我们
也不愿意过多引入股权投资稀释股权。”安诺优达
工作人员张悦说。

这是一家专注于将最新基因组测序技术应用于
临床检测和个人遗传咨询与健康管理服务的公司，
创建于 2012年 4月。

2014 年，中关村科技租赁有限公司获悉其急
需融资，立即组织力量对未来基因检测市场的前景
进行充分研究，对其研发能力、管理能力、品牌优
势，及技术稳定性、临床可靠性和临床验证等进行
认真评估，很快确定以售后回租的方式，支持企业
长期资金 500万。售后回租是指物件的实际所有权
人将物件售让给融资租赁公司，然后通过与融资租
赁公司签订售后回租合同，以按期交付租金的方式
使用该物件，此举能有效盘活固定资产，提高流动
性。不仅如此，中关村租赁公司与安诺优达确认进
一步的合作意向，表示今后将以直接租赁的方式为
其提供更多的设备，以缓解公司固定资产占用资金
的压力，使其能腾出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研发中来。

得到中关村租赁倾力支持后，安诺优达好消息
频传：2014 年 12 月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2015 年 1 月入选国家卫计委公布的第一批高通量
测序技术临床应用试点单位。获此资质后，安诺优
达将快速在全国范围内拓展业务，中关村租赁将继
续对企业进行融资融物支持。

融资租赁帮我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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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初期，佳讯飞鸿是走相对轻资产
的发展模式，很难通过资产抵押方式获得
银行贷款，直接制约了公司发展。帮助它
解决融资难题的，是中关村科技担保公
司。

“感谢中关村管委会！为促进科技企
业快速发展，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针对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充分利用市场机
制，采用多方合作方式，为企业解决融资
难题。像我们佳讯飞鸿这样融资无门的企
业，就是在中关村科技担保公司的支持
下，才得到了银行贷款。”佳讯飞鸿董事
长林菁说。

中关村担保公司作为政府凝聚资源的
平台，目前已与 36 家在京银行的 600 多
家支行形成有效合作关系，截至 2015 年
3 月底，已累计为超过 2 万家次企业提供
1240 亿元的担保融资，有效帮助企业解
决融资难问题。

“中关村科技金融从来都不是单点的

改革探索，而是系统化、整体化地为企业
提供解决方案。”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杨
建华说，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将金融服务
资源、先行先试政策、政府资金与社会资
金、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直接融资与间
接融资等资源要素进一步有机结合在一
起，为企业提供适宜的金融服务。

除了借用外力，中关村非常注重自有
资金的带动和杠杆作用。政府拿出百亿元
左右的专项资金，希望通过公共政策创新
和科技金融制度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
新，发挥资金的杠杆作用，吸纳带动千亿元
社会资金，形成上万亿元高新技术产业资
产。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引导市场主体

广泛参与；发挥政府资源的推动力，完善
技术和资本高效对接的机制；聚焦中关村
重点产业领域，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加强公共政策创新，推动重大科技金融创
新先行先试。这是平台建设一直遵循的 4
项原则。”郭洪解释说。

政府引导是这一平台的突出特色。包
括设立总规模为 300 亿元、首期规模约
100 亿元的北京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设立规模约 100亿元的中关村园区建设投
资基金，设立中关村境外投资与并购引导
基金，进一步扩大中关村天使投资引导资
金和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规模等。

目前，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已经
与社会知名投资机构合作设立创投子基金

近 40 家，基金总规模超过 200 亿元，已投
资科技型企业 187 家，其中中关村企业
129家，占到了投资项目总数的 69%。

尽管中关村在缓解企业贷款难方面作
了积极的探索，但是贷款难的问题依然没
有得到彻底解决，创新型中小微科技企
业，尤其是初创和成长期企业，有效融资
需求还没有得到充分满足。

未来，中关村将进一步拓宽直接融资
渠道；探索商业银行为科技企业服务的差
异化监管试点；推动民间资本参与金融业
发展，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发起设立民营
银行、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商
业保理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从而更好地
解决科技创新企业融资难问题。

破解融资难

，看中关村如何创新
本报记者

赵淑兰

阅 读

提 示

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小微科技企业占绝对多数，其融资难问题曾经尤为突出。

而今，对于企业融资难这个令全国各地头疼的老问题，中关村有了成功的新“解法”。在这里，一

个以新思维构建的覆盖所有科技企业各个发展阶段的科技金融支持体系，基本成型，正不断完善。

创新型中小微科技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到底在哪儿？中关村科技金融新体系是如何建立的？有哪

些独到之处？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近日来到中关村细探究竟。

“我们公司成立还不到两年，银行一直
不给我们放贷。”北京中斯水灵水处理技术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赵雅利跟记者诉苦。

银行贷款难，是不少小微科技企业的
共同心声。

银行为什么不放贷？“隔行如隔山，我
们很难准确判断许多新技术、新项目的经
济价值与市场前景。并且小微企业基本上
可抵押物少，市场不确定性大，不符合信贷
风险控制的硬性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不
会轻易放贷。”一位商业银行负责人解释说。

2014 年年底，受惠于中关村科技担
保公司的小微小贷“创业保”产品，中斯
水灵在 2013 年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获得
了急需的首笔银行贷款。

“这笔款为我们解了燃眉之急，一些

项目就能如期推进了。”赵雅利说着，脸
上漾起了笑容。

“其实银行只是一种融资渠道，很多
商业银行已经在中关村设立了专门为科技
型中小企业服务的信贷专营机构或特色支
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更重要的原因，是
一道道政策性、体制性和机制性闸门多年
来横亘在科技和金融之间，阻断了两者之
间的联系。只有以创新思维将这些闸门破
除，才能打通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多种
渠道，以金融创新来推动科技创新。”中
关村管委会副主任杨建华说。

杨建华与记者一起梳理了如何运用新
思维破解难题：

成立融资担保公司、设立第一支政府
创业投资引导资金、启动企业信用体系试

点、成立全国首个信用自律组织、启动中
关村代办股份转让试点、成立全国首家互
联网金融领域的行业协会——中关村互联
网金融行业协会⋯⋯

正是这些政策性引导资金、行业协会共同
编织起了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安全网，消除了一
道道横亘在科技和金融之间的政策性、体制性
和机制性闸门。现在，中关村科技企业的融资
渠道拓展到不下 10 条，比如，担保融资、代
办股份转让、境内外上市、企业债券和信托
计划、并购重组、信用贷款、信用保险和贸
易融资、小额贷款、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等。

“中关村科技金融的最大特点是企业
融 资 形 式 全 、 金 融 产 品 多 ， 服 务 方 式
新。”华夏银行发展研究部副总经理沈小
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破解小微科技企业发展难题破解小微科技企业发展难题

今年 1 月，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创业大街”南口，一块为创业者提供免费
展示、推介的大屏幕，一亮相就引来众人
围观。

这块 16 米高的大屏幕，被誉为中国
创业者的“纳斯达克”大屏幕。

“这里提供的不仅仅是资金支持，还
有在中关村创业大街大屏幕上的形象展
示和品牌推广，大大提升了企业的知名
度，最明显的是我们网站的点击量大大
提升。”河马体育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商仁
震说。

这家公司只有核心的原形产品，就很
快通过天使汇拿到了 150万元融资。

竖起这块为创业者提供免费展示、推
介大屏幕的，是一家中关村互联网众筹公
司——天使汇。“这块屏幕是跟深交所联
合打造的全球第一块面向创业者的大屏

幕。”天使汇 CEO兰宁羽说。
天使汇是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的一个代

表。互联网金融能有效并且全方位地为社
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支持和服务的金融
体系，能让普通的个人和广大的小微企业
享受到金融服务。

中关村这方创新创业热土，对普惠金融
的现实需求非常强烈。近年来，中关村互联
网金融风生水起，就得益于这种现实需求。

中关村具有适合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
的土壤和优势。比如，这里已经聚集了一
大批互联网、移动支付、搜索引擎、大数
据、社交网络和云计算等行业的领军企

业，拥有互联网相关产业领先的优势，能
够为互联网金融发展提供良好的技术支
撑；中关村通过信用首善之区建设和国家
科技金融创新中心建设，形成了良好的信
用环境和金融服务体系，形成了有利于互
联网金融发展的生态环境。

互联网金融正在成为中关村大量科技
创新企业参与金融业、进行产融结合的自
觉选择。

中关村以普惠金融理念大力发展的小
贷公司、P2P 小额借贷平台、众筹融资等，
在解决小微科技企业和最初创业者的融资
难问题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互联网金融对传统的资本市场和金
融将产生巨大的冲击。我们始终高度重视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中关村管委会主任
郭洪说。

当下，征信体系的不完善和不开放，是
制约互联网金融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难题。由
于征信体系不能共享，直接导致各家互联网
企业必须独立开发征信体系。同时，由于征
信互相割裂，导致一些企业到不同的互联网
金融机构去融资，增加了风险控制的难度。

中关村有关方面正致力于在现有体系
下，对分散在各个层面的征信资源进行有
效整合，通过市场的机制向社会开放。

互联网金融风生水起互联网金融风生水起

政府与市场两只手有机结合政府与市场两只手有机结合
2014年6月12日，中关村创业大街正式开街。

从2011年4月，草根创业的精神家园——车库咖啡
在这里入驻开始，越来越多的“创客”被这里的创业
文化和创业环境所吸引，期待在这里实现自己的创
业梦想。在这条长不过200余米、宽只有10余米的
大街上，目前已经吸引汇聚了36氪、Binggo cafe、
联想之星、创业家等20余家创业服务机构，入孵创
业团队达400个，其中超过60个是海归团队；超过
230个创业项目已获得融资。

上图为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标志。

下图为创业大街内一小微企业祝贺自己融资成功。 资料图片

下图为中关村创业大街内的企业和街景。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