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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金融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银行如何提升综合能

力，疏通在服务科创企业中存在的

诸多“堵点”？记者近日在江苏苏

州、无锡、常州调研发现，三地的

多家银行作出了积极尝试：委托第

三方机构评估知识与人才价值，与

保险、私募等机构合作拓展融资渠

道，完善风险补偿机制等。

银行在服务科创企业的过程中，需要更加

精准发力。

一是方向更为精准，要对重要领域和关键

技术的科创企业加大倾斜力度，将有限的信贷

资金用在“刀刃”上。既要支持经过市场考验

的高成长性科创企业类型，如科创板企业、高

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也要支持技术

先进、市场前景好的初创企业，包括独角兽企

业、瞪羚企业、科技型高层次人才创业企业等。

二是服务和产品更为精准。要根据科创

企业特点设计产品，努力做到一企一策，丰富

产品体系，构建覆盖科创企业全部生命周期的

金融服务。对于科创企业初创、成长、成熟等

不同生命周期的融资、融智需求，银行要在信

贷政策、信贷授权、

产品创新和风控机

制 等 方 面 ，提 供 更

具差异化的服务。

服 务 须 更 精 准 发 力
陆 敏

银企信息严重不对称是银行在服务科创企

业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堵点”。“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

体系。服务科技创新，银行业金融机构和管理部

门还可以做什么？在服务科创企业的过程中，还

存在哪些难题待解？经济日报记者近日在江苏

省苏州、无锡、常州三地展开调研。

信用贷款解燃眉之急

在位于江苏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的机光

电工业园内，陈扬指着眼前 2340 平方米的厂房

告诉记者，“那边是铝镁压铸生产线，还有一条焊

接生产线，最近企业从老厂房刚搬到新厂区，有

几台自主研发的设备正在调试”。

8 年前，陈扬和几个合伙人刚刚创办无锡

朗贤轻量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只有

300 万元，那时，为筹措资金他可是颇为发愁。

陈扬说，“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农行用我们的

3个实用新型专利提供了 500万元的知识产权质

押贷款，解了燃眉之急”。

为什么大多数银行不敢贷，农行却敢给企

业贷款？“初创期的科创企业往往存在轻资产、无

抵押的情况，从银行的角度来看，其真实技术水

平很难判断，银企信息不对称的情况非常普遍，

这也让大多数银行不敢贷、不愿贷。”农业银行无

锡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沈勇军分析说，“当时给

企业发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时，银行委托了第三

方机构对公司专利进行评估，同时也参考了企业

的生产经营、资金流水等情况，综合判断之后才

给企业提供了贷款。”

从“知识”到“资本”，并非是不可逾越的鸿

沟。无锡银保监分局副局长黄贤君认为，无锡有

大量的科创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要千方百

计打破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更大范围内推

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发展，让更多“知识”变

为“资本”。

据介绍，无锡市自 2019 年获批全国知识产

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城市后，启动了知识产

权金融赋能工程，无锡银保监分局联合无锡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规划部署了《无锡市知识产权金

融赋能工程三年实施方案（2020—2022 年）》，明

确了完善知识产权金融服务体系等 9 项重点任

务，其中关键的一项就是创建公共服务平台，提

供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

知识产权估值等专业化服务。

除了实现对知识产权的估值之外，对人才的

评估也被运用到银行的相关信贷产品中，实现了

对科创企业的融资支持。“没想到 800 万元的信

用贷款这么快就批下来了。”常州第六元素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秦国华说，由于受疫

情影响，公司去年流动资金紧张，交通银行常州

分行给企业迅速审批了 800 万元“人才贷”信用

贷款。

“人才贷”为江苏首创，银行可以通过江

苏人才金融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对接企业融资

需求。除了常州积极推动“人才贷”之外，无

锡“人才贷”累计投放也已突破 5 亿元，苏州

更是在去年推出了全国额度最高的 5000 万元

“人才贷”。

陈意桥博士所带领的苏州焜原光电有限公

司是首个获批中国银行苏州分行“中银人才贷”

的企业。受疫情影响，该公司一度面临订单充足

而流动资金紧张的局面。当得知银行推出这一

金融产品后，立即沟通申请，很快获得 1000万元

授信，并且当天拿到 300 万元首期贷款，专项支

持企业复工复产。

苏州的“人才贷”包含了两方面内容：一个是

针对人才个人纯信用、免抵押无担保贷款，最高

300万元，另外一个是对人才创办的企业，给予无

抵押信用贷款，最高 5000 万元。中国银行苏州

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负责人姚红良介绍，陈意桥

博士先后获得“江苏省双创人才”“姑苏创新创业

领军人才”等称号，其企业主要从事半导体薄膜

新材料的生产，从这两方面来说，均符合“人才

贷”的发放要求。

江苏银保监局普惠金融处处长朱明韬认

为，科创企业要实现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和“人才

贷”等信用贷款，最关键的环节是要有权威评估

机构，给“知识”和“人才”定价，银行往往缺少相

关评估能力，因此需要与第三方机构加强合作，

才能打破银企之间的信息屏障，更好服务科创

企业融资，目前苏锡常三地都有较为成熟的做

法和经验。

呼唤综合服务能力提升

信用贷款更适合于初创期的科创企业，对于

一些进入快速发展期和成熟期的科创企业来说，

他们要想在行业内保持技术的领先优势，必须持

续投入研发资金，仅靠银行的贷款融资，远远

不够。

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医药产业园内的信达生

物制药有限公司是一家生物医药领域的高新技

术企业。“2020 年产品销售收入 23.7 亿元，但公

司研发投入高达 18.5 亿元。”信达生物财务执行

总监朱传洪坦率地告诉记者，“生物药特别是创

新生物药的研发投入很高。我们公司现有 23

个在临床阶段研发的用于治疗肿瘤、代谢疾病

等重大疾病的创新药物，每年都需要投入一定

的研发资金。银行对企业的贷款现在基本都集

中在建设项目方面，研发投入则需要企业自有

资金去解决。”

“不同发展阶段的科创企业需求并不相同。”

苏州银行董事长王兰凤认为，仅靠银行贷款服务

科创企业是不够的，伴随着科创企业发展壮大，

银行的综合服务能力一定要及时跟上。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多家银行正在采用更多

方式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例如帮助企业发债，在

资本市场实现融资等。

位于国家级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光电产业

园内的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不久前成功

研发了防窥显示屏。该公司财务总监王涛在公

司展厅向记者介绍，“5.5英寸全高清智能手机显

示屏是用于手机的，13.3英寸宽窄视角防窥屏则

是用于笔记本电脑的。刚研发出来时，是全球首

款”。据介绍，该公司建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承

担各类省级和国家级重点项目 100多项，公司每

年都投入大量研发资金。

王涛告诉记者，企业需要多渠道筹措发展资

金，建设银行苏州分行在了解企业需求后，与东

吴证券合作，帮助企业发行了 4 期“创新创业公

司债券”，共计融资1.5亿元。

常州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王文卓认为，

银行还可以进一步加强与市场各方的合作，如与

保险、私募等机构合作，完善风险补偿机制。“从

国际成熟市场的经验来看，要支持科创企业发展

壮大，银行要与股权基金开展合作。”

借助金融科技，也能进一步提升银行的综合

服务能力。原来，科创企业很难向银行证明自身

的生产经营情况。企业拿到贷款后，有没有将资

金真正用于生产，购进了多少原料，产品出货情

况如何等多个问题，银行也无法准确获知。如

今，在物联网金融和大数据助力下，这个难题在

苏锡常地区得到了部分破解。

“没想到物联网技术帮了企业大忙。”苏州昌

久机械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苏州银行帮助

企业提供了全线上的采购融资，背后主要依赖的

就是物联网金融技术。

苏州银行物联金融专员闻博告诉记者，运用

工业物联网技术，银行能通过掌握工业企业的生

产数据，将金融服务融入企业的生产经营中。据

介绍，苏州银行自 2019年 3月与无锡物联网金融

研究院开展合作，协同推动物联网金融创新试点

以来，通过该技术目前已向智能电子、精密机械

等领域的115家企业发放贷款13.74亿元。

此前，动产质押一直面临一物多属、一物多

押等情况，为了“看住”抵押物，银行客户经理三

天两头往企业跑。“应用了物联网金融，客户经理

就拥有了‘千里眼’，动产质押业务也加上了助推

器。”无锡物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刘海涛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介绍，截至目前，通过物联网金融技

术，他们已经成功完成 12000 多笔业务，服务了

近2400家企业。

物联网金融技术将企业“动产”变“资产”，极

大地帮助了银行对科创企业开展流动资金贷款

业务。同时，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在金融业务中也

日益普遍。这有助于进一步改善科创企业的信

用，提高企业获得信用贷款的概率。

“有条件的银行可以利用大数据建立科创企

业评价体系，用量化指标评价企业的持续创新能

力，为企业增信。”工商银行常州分行副行长周青

认为，银行要提高综合服务能力，有关机构要进

一步完善征信平台建设，推动银行积极与工商、

税务、海关等相关部门开展合作，更多地掌握企

业生产经营数据。

另外，银行在服务科创企业过程中，常常

感到“力不从心”，没有专业人才队伍也制约了

银行服务科创企业能力的提高。“银行员工大多

是金融专业毕业，看不懂高精尖技术。”浦发银

行苏州分行行长詹定国认为，银行可以通过建

设线下科技金融专家库、开展项目评荐会等方

式，探索破解服务科创企业面临的专业人才不

足问题。

期待更多体制机制创新

为更好地服务科创企业，苏锡常三地银行

业金融机构探索了不少新模式。“我们发现，

不少银行尝试对初创期科创企业提供的投贷联

动服务取得不错的成效。”王文卓告诉记者，

“这相当于银行系的私募基金参与科创企业早

期的发展，未来企业发展壮大之后就会退出，

不 会 稀 释 企 业 股 权 ， 因 而 受 到 不 少 企 业 的

欢迎。”

2020年6月18日，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在深交所成功挂牌。这家公司也是江苏

银行无锡科技支行首笔投贷联动业务服务的企

业。江苏银行无锡科技支行行长宗亮说，“我们

采取‘先贷后投’模式，2016年以信用贷款 700万

元联动股权投资 160 万元，两年时间不到，该小

微企业销售收入突破 4 亿元，估值从 1.6 亿元增

长到10亿元，实现爆发式增长”。

江苏银行无锡科技支行的投贷联动业务在

当地开展得有声有色。宗亮自豪地说，“我们支

持的企业已有 7家实现了挂牌上市，企业家都邀

请我去参加敲钟仪式！2020年末，江苏银行无锡

科技支行科技型贷款 625 户、贷款余额达 35.02

亿元”。

服务科创企业，银行需要创新。除了业务创

新，科技银行本身也是一种创新。科技银行正是

专门为服务高科技企业设立的银行。2009年，经

监管部门批准，我国设立首家科技银行，由于不

是独立法人，因此作为商业银行的分支，在各地

往往被称为科技支行。

“商业银行之所以要开展投贷联动业务，是

因为银行传统的标准化产品无法适应不同科创

企业的个性化需求。不同科创企业技术门类千

差万别，如果一企一策，银行成本又覆盖不了。

因此需要创新业务模式。”黄贤君分析说，一些具

有核心技术的企业在度过初创期后，会迎来业务

的爆发式增长。这也让银行开展投贷联动业务

有了更多动力。

记者也发现，一些大型银行的投贷联动业务

开展得并不顺利，主要原因在于股权投资退出时

间较长，银行贷款业务部门很难在短期内获得股

权投资退出的收益奖励。另外，科技型中小企业

贷款业务，相对传统模式的企业贷款，风险偏高、

预期收益偏低，银行一线员工的积极性有待进一

步激发。

宗亮认为，要服务好科创企业，银行必须建

立一整套针对员工激励、制度配套、产品设计和

不良容忍度的办法。这“一整套办法”还包括单

列科技金融考核体系，把科技贷款投放列入班子

考核，将“苏科贷”“人才贷”等地方专门服务科技

企业的信贷产品单列指标考核并配置营销费用，

将科技金融发展与支行及客户经理考核直接挂

钩等。

只有创新体制机制，配套完善相关办法，才

能解决银行服务科技创新中存在的诸多“堵

点”。不少科创企业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

曾表示，银行还有不少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期待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企业研发加强支持力度，

开发“研发贷”等产品。

某大型银行科技支行的行长表示，科技支

行的相关配套制度也需要进一步完善，虽然成

立时间较早，但总感觉科技支行的业务有些迈

不开步子。“根据我们内部信贷管理要求，小微

企业不得办理专利质押贷款，而地方关于设立

科技支行的指导意见则授权科技支行可以办理

专利质押贷款。”该行长建议，进一步创新管理

办法，并在全国范围内做好科技支行的顶层设

计，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并更好地与各部门的

监管办法相衔接。

浇灌“科创苗”，银行能做啥
——江苏苏锡常金融服务科创企业调研

本报记者 杨国民 陆 敏 郭子源

图为无锡朗贤轻量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经过8年的发展，该公司目前已拥有厂房2340平方米，

并拥有多台自主研发设备。 本报记者 郭子源摄

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产品测试。该公司目前已获得 77项授权

专利。 本报记者 郭子源摄

图 为 江 苏 银 行 无 锡 科 技 支 行 的 客 户 经 理 正 在 解 答 企 业

客户的问题。 本报记者 郭子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