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被列入全国首批 16 个开展促进
科技和金融结合的试点地区以来，通过
政策与服务体系双轮驱动，已初步构建
出一个立体化、多元化的科技金融服务
体系，形成了种子基金、天使投资、创
业投资、担保资金和创投引导资金、产
业基金等全链条金融体系，来覆盖创新
型中小企业整个生命周期的成长。目
前，深圳共有各类科技型企业超过 3 万
家 ， 4700 多 家 国 家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
1000多个重点实验室等创新载体。

发展科技金融，首先要破除信息障
碍。近几年，深圳相继挂牌成立了科技
金融服务中心、科技金融联盟、科技金
融促进会等多个机构及组织，旨在促进
科技金融领域各创新要素的聚集，搭建
科技企业和资本对接的舞台。同时，为
了延伸科技金融的服务触角，在区级科
技金融服务中心建立后，深圳科技金融

联盟又分别在龙岗区大运软件小镇、宝
龙高新区、中海信科技园、龙岗天安数
码城、光明新区留学生创业园、高新区
弈投孵化器等地设立了多个科技金融联
盟工作站。这些工作站相当于科技金融
的“毛细血管”，深入贯穿至科技企业、
投资机构与政府之间。

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是深圳科
技金融深度结合的重要驱动力。2013 年
底，深圳出台 《科技研发资金投入方式
改革方案》 一揽子计划，在银政企合
作、科技保险、天使投资、完善科技金
融服务体系和股权有偿资助五个方面，
将银行、担保、保险、创投、技术、企
业、服务形成联动机制，以此撬动全社
会的资源投入科技创新。《方案》 出台
后，2014 年，深圳通过 4000 多万元的
贴息，撬动社会对中小微型科技企业的
投入资金 20 亿元，有效地达到了“四两

拨千斤”的作用。
“抵押物少致使融资难”是科技型小

微企业一直以来的成长痛点。成立于
2011 年的深圳市资福技术有限公司是一
家生产医疗诊断检查设备的生产企业，
苦于资金压力迟迟不能完成首批订单。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通过调研发
现，该企业以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为
技术依托，聚集了一批海内外专家，取
得了 29 项发明专利，具有较强的核心竞
争力。为此，高新投以集合担保信贷模
式为其提供了 200 万元的信用贷款担
保，解决了该企业一时的资金之难。

仅 2015 年上半年，深圳高新投集团
以企业发展预期为主要依据的纯信用贷
款项目已达到 205 个，担保贷款资金超
过 10 亿元，以企业发展预期为主要依据
的纯信用担保企业已占到高新投集团担
保企业总数的 66%。高新投成立以来，
已扶持了 143 家境内外上市企业，其支
持的华为、比亚迪、大族激光已经成为
国内乃至国际知名企业。

而完全不用抵押和担保，就向银行
申请急用资金贷款，是过去企业不敢想
的事。据华夏银行深圳分行小企业业务
部专职审批人史明航介绍，为配合深圳

科技金融结合试点工作的展开，华夏银行
深圳分行在 2013 年初创新推出了“高新
技术信用贷”。这是专门针对深圳范围内
正在成长期的高新技术企业所设的，无需
抵押和担保的纯信用贷款。只要企业有
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年销售收入 2000 万
元以上，经营年限 3 年以上，即可申请该
业务。目前，“高新技术信用贷”最高额度
为 1000 万元，且审批最快一周即可放
款，很好地解决了企业的融资需求。

2015 年 9 月 25 日，深圳正式印发
《科技创新券项目实施办法 （试行）》，
为创新创业者发放“科技创新券”。这是
深圳专门针对中小企业设计发行的一种

“创新货币”，企业凭政府发放的创新券
向科技服务的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和科技服务机构购买科研服务，服务
机构持创新券到政府财政部门兑现。

随着深圳科技和金融的不断深入结
合，越来越多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向深圳
走来。深圳科技创新委员会有关负责人
介绍，2015 年深圳引进的 18 支“孔雀
团队”涵盖生物与新医药、生命健康、
软件及网络通信、微电子、新能源、新
材料、先进制造等多个领域，共获资助
资金 4.2亿元。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
血脉，科技与金融的相
互融合形成了经济发展
的现实动力。2015 年 5
月，上海发布 《关于加
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 科 技 创 新 中 心 的 意
见》，在科技信贷、风
险投资、科技保险以及
资本市场等方面出台多
项 举 措 。 2015 年 8 月
21 日，上海发布 《关
于促进金融服务创新，
支持上海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的实施意见》，进
一步推进科技与金融的
深层次融合，支持科创
中心建设。在“科技+
金融”方面，上海取得
了 不 少 令 人 欣 喜 的
突破。

历经一年多筹备的
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科技创新板”日前鸣
锣开盘。首批挂牌企业
共 27 家挂牌交易。上
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总
经理张云峰告诉 《经济
日报》 记者，“科技创
新板”目前定位为服务
科技型、创新型中小微
实体企业的专业化市场
板块。在服务内容上，
注重利用互联网综合金
融服务平台提供多元化
融资服务。在服务区域
上 ， 以 上 海 张 江 一 区
22 园为主阵地，根据
试点情况逐步拓展，横向上与传统及新兴金融业态
紧密联动，纵向上与相关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
对接。

“此次能成为首批挂牌企业，表明国家相关政
策及资本市场对我们的认可，挂牌后能更好地帮助
我们发展，有利于加深市场对我们的了解，对我们
也是一种督促，同时也可以和资本市场有效对
接。”首批挂牌企业之一的来谊金科 CEO 徐海光对
记者说。

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屠光绍认为，“科
技创新板”建设既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
内容，也是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举
措，将致力于为科技型、创新型中小微实体企业，
提供融资、交易、重组并购等综合金融服务。

在推动“科技创新板”开板、打造多层次金融体
系扶持实体经济的同时，上海利用“互联网+”，努力
让金融为中小微科创企业提供贴身服务。

上海积极升级科技金融信息服务平台，新改版
的上海市科技金融信息服务平台 2015 年 8 月上
线，平台在适应时代步伐利用新手段服务企业之
际，同时开通了上海市科技金融信息服务平台的微
信公众号，据统计，自平台改版上线以来，访问人
数截至 2015 年 10 月底已经突破 40 万人次，累计
访问人次突破 840 万。上海还积极推进具有互联网
特色的新型科技信贷产品体系建设，推出了“创投
贷”等新产品，截至 2015 年 10 月底，累计为上海
全市的 349家企业提供科技贷款超 12亿元。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注意到，上海在科
技金融建设方面，还存在各类金融主体与科技企业
融资需求适配性不强、科技金融创新的软环境支撑
力不足、企业和社会信用体系不够健全等一系列问
题。”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强告诉记者。

陈强表示，今后上海在科技金融方面还需要继
续努力，争取国家有关监管部门支持，率先设立民
营化、区域性的科技银行，实施多种形式的“股
权+债权”的融资服务方式，重点支持科技型中小
微企业成长发展。同时，上海应抓住上海自贸区等
重大改革良机，搭建更加开放的协同创新平台，促
进多元主体之间产生“化学反应”。上海还应强化
对企业信用征信、评级等服务机构的引导和扶持，
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更多科技金融产品。

深圳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

构建立体化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本报记者 杨阳腾

近期，科技部办公厅、中国人民银
行办公厅、中国银监会办公厅、中国证
监会办公厅、中国保监会办公厅联合发
布通知，启动第二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
合试点的申报工作，将选择 10 个试点城
市，推动科技金融政策和创新举措在地
方落地。

2011 年，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等
5 部门确定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天津市、上海市、深圳市、江苏省
等 16 个地区为首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
试点地区。如今，首批试点工作取得了
怎样的进展？在试点地区，科技金融如
何推动创新创业？《经济日报》 记者专访
了科技部相关负责人。

争先探索新路径

试点地区出台 350 多项科技金

融政策，设立了总量近 40 亿元专项

基金

科技部资源配置与管理司技术创新
引导处 （科技金融处） 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他们对首批 16 个促进科技和金融
结合试点地区的工作进展情况开展了调
研，结果表明，试点地区“高度重视、
积极响应、勇于探索、大胆尝试”，涌现
出许多成功经验和创新做法。

在工作机制上，试点地区普遍成立
了由政府主要领导牵头，科技、财税、
金融办以及“一行三局”等部门共同参
与的试点工作协调推进机制。比如，天
津市科委、陕西省科技厅等专门设立科
技金融处；国家开发银行在北京、上
海、武汉分支机构中专门设置了科技金
融处。

据初步统计，试点启动以来，试点
地区密集出台了 350 多项科技金融政策
文件。试点地区不断创新财政科技投入
方式，加强对金融资本和民间投资的引
导和带动。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
导基金已与地方政府、民间投资共同成
立了近百家创投基金，基金注册资本总
额超过 130 亿元。江苏省市、区、县三
级科技部门共同出资设立科技成果转化
贷款风险补偿金，每年为近千家科技企
业获得超过 20 亿元的贷款支持。16 个
试点地区中已有江苏、深圳、武汉、青
岛等 12 个地区设立了科技金融专项资
金，总量近 40亿元。

试点地区还搭建了新型科技创新投
融资平台，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企业提
供多样化的投融资服务。如苏州工业园
成立元禾控股集团公司，管理基金规模超
过 220 亿元，业务范围覆盖股权投资、科
技担保、科技小贷、融资租赁等；重庆市科
委成立了集“投、保、贷、补、扶”为一体的
科技金融集团公司；天津市科委成立了科

技投融资集团等。

完善科技金融生态

试点地区出台一系列政策推动

科技金融基础持续强化，创新产品

和服务不断涌现

“试点地区不断优化科技金融生态环
境，夯实科技金融发展基础。同时，在
资金引导和政策鼓励的带动下，符合科
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规律和特点的新型
科技金融产品、组织机构和服务模式不
断涌现。”相关负责人说。

上海市、江苏省建立了科技金融信
息服务平台，都汇聚了数千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信息和各类投融资信息；天津、
武汉、成都等开发了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数据库；北京、上海、江苏、浙江、陕
西创新开展科技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科
技金融专员服务和科技金融服务热线

等；中关村科技园区实施瞪羚计划，将
信用评价、政府资助和企业融资相结
合；天津市、武汉市、江苏省与当地人
民银行共建科技企业贷款统计制度。

在推动科技金融产品、组织和服务
创新方面，投贷结合、银保 （险） 结合
等交叉融合性金融产品快速发展，银行
创新开展的订单融资、应收账款融资、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信贷业务的规模不
断扩大。2014 年全国专利质押融资达到
498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92.5%；试点
地区已设立 30 多只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设立科技分 （支） 行等科技金融专营机
构超过 170多家。

中国人保财险苏州科技支公司获得
了保监会颁发的经营许可证,全国首家科
技保险支公司在苏州落地；江苏省认定
12 家单位为首批省级科技金融服务中
心；天津市认定 13 家机构为第一批科技
金融服务对接平台；四川省高新技术产
业金融服务中心在全省建立了 11 个分中

心，将科技金融服务由省会城市向地市
县延伸。

直面挑战扎实前行

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工作还面

临许多问题，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决

定性作用和政府支持引导作用

尽管我国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工作
取得了突出成效，但依然面临问题和挑
战。相关负责人坦言，政府用于财政科
技金融的投入方式大部分以直接补贴为
主，效率有待提升，引导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的杠杆效应有待进一步放大，直接
投入尚未与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政策
形成协同。财政引导金融资本和民间资
本不够，财政金融资金未形成市场化运
作，某些体制机制障碍限制了民间资本
顺畅进入科技创新领域。

“此外，试点地区的示范带动作用也
有待进一步发挥，试点工作在各个地区
发展不均衡。”相关负责人说，试点地区
原有的经济、科技、金融发展基础差异
较大，发展的类型和起点各不相同，造
成试点成效有所差别。要加大政府投
入，探索财政支持方式多元化。引导和
带动各级地方政府进一步采取风险补
偿、引导基金、后补助、保费补贴等多
种方式，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
的杠杆效应，引导带动金融资本和社会
资金更大力度支持科技创新。

“此外，要完善政策措施，调动金融
机构的积极性。”相关负责人说，比如，
研究提出依托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设立
科技创业银行的方案，提出鼓励和支持
商业银行设立科技支行的政策措施；推
进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银行以及商业银
行在产品、服务及对接模式上创新，探
索建立科技创新专项贷款；支持科技项
目开展股权众筹、P2P 等融资，积极探
索和鼓励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在保险
领域，推进科技保险综合改革试点，积
极参与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
制定科技企业综合保险方案。

近期，科技部、财政部制定的 《国
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贷款风险补偿
管理暂行办法》 公布。对于该办法出台
的意义，相关负责人表示，贷款风险补
偿是通过对合作银行发放的科技成果转
化贷款给予一定的风险补偿，引导银行
业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转化
科技成果的信贷支持。“目前，银行贷款
是企业融资的主渠道，但由于科技成果
转化风险较大，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
转化投入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难以从银
行获得信贷支持，需要政府发挥必要的
引导作用，利用财政资金为企业获得银
行贷款增加信用，提供支撑。”相关负责
人说。

伴随着改革的深入，2016 年的中国
科技金融势必打开新局，继续加速“系
统升级”。

首批 16 个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地区工作成效显著——

科技金融加速“系统升级”
本报记者 董碧娟 上海开展综合金融服务

—
—

中小微科创企业领政策红包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深圳已初步建立起一个以基础研究为引领、产业及市场化为导向、企业为主

体的创新载体体系。深圳科技创新蓬勃发展的秘诀是什么？在深圳，科技是第

一生产力，金融是第一助推力，科技和金融的深度融合形成了第一竞争力

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科技创新板科技创新板””

日前开盘日前开盘，，这是上海实施金融支持科技创这是上海实施金融支持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的重要举措新中心建设的重要举措。。在打造多层次金在打造多层次金

融体系扶持实体经济的同时融体系扶持实体经济的同时，，上海制定系上海制定系

列政策列政策，，努力让金融为中小微科创企业提努力让金融为中小微科创企业提

供贴身服务供贴身服务

图为扶植互联网创业和科技金融服务的浙江杭州市“梦想小镇”里，一家创业企

业员工正在进行 3D 打印相关技术服务。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当前，路演已成为推动科技和金融结合的重要

方式之一。图为一位创业者在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进行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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