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3月 31日 星期四8 调 查

成都“科创通”服务科技企业 3万余家——

春 雨 如 油 润 青 苗
本报记者 钟华林

去年底去年底，，AA 股市场股市场““成都军团成都军团””创下新纪录创下新纪录——上市公司数量突破上市公司数量突破

100100 家家。。与此同时与此同时，，多家来自成都的科技型企业正在接受上市辅导多家来自成都的科技型企业正在接受上市辅导，，还还

有大批专精特新有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小巨人””企业作为企业作为 AA 股股““后备军后备军””茁壮成长茁壮成长。。在这些科在这些科

技型企业快速成长的背后技型企业快速成长的背后，，几乎都少不了几乎都少不了““科创通科创通””的有力支持的有力支持。。作为作为

一个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资金一个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资金、、人才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的公共服务技术等创新要素的公共服务

平台平台，，成都成都““科创通科创通””究竟强在哪儿究竟强在哪儿？？

采访中有两个关键词给记

者留下深刻印象。

第一个是“死结”。说的是

初创期的科技型小企业因为没

有抵押物，很难在银行取得贷

款；因为贷不到款，企业很难发

展也没有征信记录；反过来，没

有征信记录就很难贷款⋯⋯

第二个是“革命”。这个词

是成都市科技局局长丁小斌讲

的，大意是“科创通”的创立，就

是科技局等相关政府主管部门

的“ 革 命 ”，“ 自 己 革 自 己 的

命”。一是从前手上的无偿拨

款审批权“作废了”。如今，几

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的贷款，

贷款一次两次三次⋯⋯均是网

上提交、网上审批，企业不需要

看别人脸色——得到了贷款的

企业，可能连科技局、“科创通”

平台的人都不认识一个。二是

“ 权 ”没 了 ，责 任 却 比 以 前 大

了。从前，财政拨款大多拨给

已经稳定发展的好企业，风险

很小甚至几乎没有风险，更没

有多大责任；现在不同了，多数

中小创业企业仍在沙漠中跋

涉，能不能创业成功还是个未

知数，责任压力不言而喻。

然而，政府部门的责任不就在于帮助企业纾困解

难吗？如果政府部门遇到困难绕着走，对企业生存困

境、营商环境“梗阻”不闻不问，只想“躺平”，那社会经

济发展也可能“躺平”了。多家企业创始人向记者坦

陈，如果没有“科创通”在关键时刻给予贷款支持，企业

很可能要走一些弯路，甚至发展步伐要慢下许多，不可

能有今天的发展成果。要知道，在科技日新月异、市场

瞬息万变的今天，落后一步可能步步落后，最终可能被

淘汰出局。

因而，只有解开“死结”，才能吸引住人才，留得住

企业，发展好经济。“科创通”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改

革是解开“死结”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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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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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华林

春日里，走进位于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清溪

街道的南溪苑社区，只见家家户户阳台上的不锈

钢护栏反射着明媚的阳光。“这是我们送给所有搬

迁居民的‘礼物’。”清溪街道工作人员宋长菊告诉

记者，南溪苑社区去年实施了阳台美化亮化安全

防护工程，为所有居民的阳台安装了不锈钢护栏。

南溪苑是花溪区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2019 年 6 月，来自辖区 7 个乡镇的 290 户 1060 名

群众陆续入住，开启新生活。经过不懈努力，如

今的南溪苑基础设施完善，小区环境整洁，居民

生活面貌焕然一新。

“我们为居民办了三件大事：一是建成了‘新

市民·追梦桥’活动中心，孩子们有地方活动了；二

是建成了日间照料中心，困难群众吃饭更有保障

了；三是解决了就业，年轻人能在家门口挣钱了。”

南溪苑社区党支部书记程华强自豪地告诉记者。

在南溪苑“新市民·追梦桥”活动中心，不时传

来阵阵音乐，十几个孩子正在学习舞蹈《红星闪

闪》。这是南溪苑社区“雏鹰计划”的学习内容，负

责老师是“益馨社”的志愿者陈平。“益馨社”是清

溪街道自主孵化的社工组织，居民入住之初，志愿

者们便同步进驻，帮助孩子们快速融入新生活。

南溪苑社区共有 242 名未成年人，适龄孩子

均在花溪区民族中学的中、小学部学习。农村孩

子 学 习 基 础 薄 弱 ，刚 进 学 校 时 ，不 少 人“ 跟 不

上”。为帮助孩子们赶上学习进度，社区组织学

校老师举行了多次座谈，研究解决方案，最后陈

平所在的“益馨社”成了主力军。

“我们一放学就去陈老师那里补课，周末和寒

暑假也一样。”12 岁的陈莹在社区帮助下收获满

满，不仅学会了跳舞、演讲，还在期末考试中拿了

搬迁孩子中的第一名。有了课后的“开小灶”，南溪

苑孩子们的学习成绩稳步提高，愈加开朗自信。

“‘雏鹰计划’除了提高孩子们的学习成绩

外，还聚焦他们的行为习惯矫正、兴趣培养、知识

面扩展等。”陈平告诉记者，“益馨社”陆续推出了

课后 4 点半课堂、特色课堂等项目，惠及 7250 人

次。用程华强的话说，“孩子们能顺利成长起来，

南溪苑才有未来”。

南溪苑低收入人口多，清溪街道为此引进了

制衣厂，就建在距离社区不到 2 公里处。每天，

李婷与社区工友们一起上下班，朝九晚五，不仅

能兼顾家庭，每月还能领取 3000 元工资。

“有收入，大家才能安心住下来。”程华强告

诉记者，解决就业是南溪苑面临的大问题。

南溪苑社区把能就业的居民划分为三类：有

一定技能的，社区鼓励在原岗位原地就业；无技能

身体健康的，社区帮助开展技能培训；年纪较大

的，社区充分利用政策开发公益性岗位。

“在教授她们一门手艺的同时，希望我们的民

族文化也能传承发扬下去。”王启萍是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花溪苗绣”传承人，去年受邀在南溪

苑开设苗族刺绣技能培训班，帮助大家掌握就业

技能。目前，花溪区已组织南溪苑社区居民开展刺

绣、蜡染、家政、厨师等创业就业培训课数十次，不

少像李婷一样的社区群众通过培训成功就业。

此外，社区还引进了藤编厂和家政服务公

司，并签订相关就业协议。“目前，南溪苑具有劳

动能力的 440 余名群众已基本实现就业全覆盖，

有劳动力家庭确保 1 人以上实现稳定就业。”程

华强说。

87 岁的王幺妹身体硬朗，每天中午准时到南

溪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吃午饭，“吃饭不收钱，

大家像一家人一样，热闹得很”。王奶奶口中的

“免费午餐”计划始于 2020 年 6 月 13 日，“社区很

多年轻人早出晚归，家里的老人、孩子中午吃饭

成了问题。”于是，程华强通过街道申请了民政资

金，建立了日间照料中心，并通过爱心企业募捐，

启动了“免费午餐”计划。如今，平均每天有 70

多名老年人、残疾人和儿童前来就餐。对于行动

不便的老年人与残疾人，社区党支部还组织党员

志愿者送餐上门。

社区还组织成立了帮扶小组，适时开展上门

服务，帮助独居老人、残疾人等打扫卫生，开展爱

心陪伴；成立了舞蹈队、芦笙队等，丰富居民文化

生活；坚持实行文明家庭星级评定制度⋯⋯如

今，搬迁群众成功经历了从“农民”到“市民”的身

份转变，在南溪苑落地生根。

新 市 民 乐 享 新 生 活
——贵阳花溪区持续开展易地搬迁后续扶持

本报记者 王新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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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经过几

年的建设，成都天

府国际生物城已成

为国际生物产业创

新要素聚集区。

（资料图片）

右图 四川升

和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在包装

产品。

新华社发

随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一

系列支持政策出台，大批海内外高科技人才汇

聚成都创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拔

节而长。

然而，“春雨贵如油”。对于许多创业者来

说，初创之时均面临着一道企业发展难题：启

动资金消耗殆尽之后，该如何筹措到“续命”之

水？经济日报记者深入成都采访发现，当地通

过推出“科创通”公共服务平台，先后服务科技

企业 3 万余家，成功为许多初创公司送上及时

雨。目前，成都市已有高新技术企业 7821 家，

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 7016 家。

把水送给最渴的人

“科技型创业公司的困境在于轻资产。对他

们而言，最宝贵的资产是自身掌握的科技知识，

记在脑子里，存在电脑里。”成都市科技局局长

丁小斌告诉记者，“在没有资产抵押的情况下，

他们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

长期以来，成都市都高度重视对科技型中

小企业的扶持。然而，过去的财政扶持资金主

要实施“无偿拨款”方式。这种沿袭多年的传

统模式虽“稳而准”，弊端却显而易见：一是“僧

多粥少”，成千上万科技型创业企业嗷嗷待哺，

财政投入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二是对于政府部

门来说，“锦上添花”固然没有风险，但更多创

业企业需要“雪中送炭”，怎么办？

“一个人在沙漠里跋涉很久，绿洲近在眼

前，水却快耗完了。这时如果递来一瓢水，他就

可能成功走出沙漠，走进绿洲；反之，则可能前

功尽弃。”丁小斌分析说，“问题是把水递给谁？

是递给已经身处绿洲的人，还是递给仍在沙漠

最渴的人？这对政府扶持资金如何有效分配提

出了巨大考验——要不要改革？怎么改革？”

答案是明确的。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高

技术、高风险、轻资产、无抵押物的特点，成都

市积极创新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将过去单一的

“财政无偿拨款”转变为“投、贷、贴”相结合，充

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引导银行资本、创

投资本、保险资金等多元化资本共同支持科技

企业创新发展。

2014 年，以互联网思维创立的“科创通”

平台应运而生。在这个平台，只要是科技型企

业，并在科研实力、专利授权、人才结构等方面

满足相关条件，就可能申请到所需资金。该平

台正式上线后，成功构建了政府政策、科教机

构、科技企业、金融机构、创新平台、双创载体

与非营利性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创新

生态体系。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科创

通”平台已累计为 2407 余家企业提供“科创

贷”信用贷款，共计逾 162.98 亿元。

缓解燃眉之急

位于成都的锐成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立之初就确立了一个宏伟目标——成为世

界级集成电路 IP 提供商。这家诞生于 2011 年

的高科技公司，由 4 位 IP 专家创立。通过不懈

努力，他们已与全球 20 多家企业建立了合作

伙伴关系，服务海内外数百家集成电路设计公

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智

慧城市、车联网、智慧工业等众多物联网领域。

其中，超低功耗模拟 IP 是锐成芯微系列产

品的一大亮点。以智能手环为例，如果采用了

锐成芯微自主研发的超低功耗 IP 技术芯片，其

待机时间是同类产品的 3倍以上。然而，这项全

球领先的技术，在公司早期研发过程中饱受

“缺水”之苦，一度因研发资金不足难以为继。

在最困难的 2014 年，锐成芯微通过“科

创通”平台获得 300 万元银行贷款。“当时，对

于我们仅有 10 个人的

小团队能否成功研发出低功耗技术，外界充

满质疑。对我们来说，这 300 万元不仅仅是

一笔资金，更是肯定、信任和鼓励。有了这笔

钱，研发工作才得以继续。”公司创始人、董事

长向建军回想起当年卖房创业的经历感慨万

千，“虽然创业之初我们做了充分准备，但在

公司快速成长期，仍深感力不从心。企业搞

研发要敢于去想、敢于去做，如果这时资金不

充足，很多事情是想都不敢想的，更不用去奢

谈未来的长远发展。”

功夫不负有心人，锐成芯微此后一路披荆

斩棘，快速发展壮大——2020年，被工信部评为

全国专精特新“小巨人”。结合这些年的经历，向

建军进一步表示，“科创通”平台的贷款价值不

仅体现在资金本身，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府支持，

帮助企业建立了良好信用。“对于初创期的中小

企业来说，信用是一种十分宝贵的资本。有了

信用，就拥有了打开融资之门的金钥匙。”

锐成芯微只是众多从“科创通”获得宝贵

“一瓢水”的公司之一。

海创药业是一家专注于癌症和代谢疾病

的全球化创新药企业，于 2013 年创建，核心研

发团队由多位海内外知名药业专家组成，目前

正开发多个新药。“新药研发周期长、投入大，

每一种新药的临床试验都要花费数千万元。”

海创药业资深副总裁杜武告诉记者，他们通过

“科创通”平台获得超 1500 万元融资。特别是

2018 年底，海创核心产品即将进入Ⅲ期临床，

公司面临巨大资金压力，多亏通过“科创通”获

得 300 万元贷款，解了燃眉之急。“目前，我们

先后获得众多知名机构投资，总额已超过 14

亿元。”杜武说，“‘科创通’的贷款在总额中占

比不大，却有着强有力的支持引导作用。”

“初创期的科技型企业既无抵押资产，又无

信用记录。然而，在审核贷款资格时，银行更看

重财务报表，至于企业科研实力如何，发展前景

怎样，银行工作人员并不一定知晓，不敢放贷很

正常。”成都市科技局科技金融处工作人员袁洪

彦表示，“通过‘科创通’平台有了第一次‘贷款—

还款’经历后，企业就有了基本信用记录，以后

无论是通过银行贷款还是获得其他模式的投

资，都方便多了。对于这些成长较快的科创企

业来说，‘科创通’就像一块‘敲门砖’。”

引来满渠活水

改革了传统的“无偿拨款”模式之后，财政

扶持资金怎么投？投给谁？有限的财政扶持

资金如何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针对企业寻求“首投”“首贷”难的问题，成

都市出台天使投资政策，引导社会资本组建天

使投资基金，重点投资种子期、初创期的科技

型企业；出台债权融资政策，针对科技型中小

企业轻资产、重知识产权的特征，对科技企业

利用信用、股权质押、知识产权质押获得的银

行贷款，政府帮助银行分担最高 60%的风险，

化解银行不敢贷的顾虑。为促进科技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降低融资成本，缓释创新风险，成

都还创新科技金融产品，开发出“科创贴”“科

创保”等金融产品，通过贷款贴息、担保费补贴

等方式帮助企业发展⋯⋯

一系列改革组合拳出台后，财政资金的杠

杆作用充分激活，撬动多元资本投资科技创新

企业。其中，成都财政出资 5.87 亿元引导组建

“科创投”系列基金群，总规模达 43.07 亿元，财

政资金放大 7.67 倍；联合银行建立起总规模

97.24 亿 元 的 风 险 补 偿 资 金 池 ，撬 动 银 行 为

2407 家 科 技 企 业 发 放“ 科 创 贷 ”信 用 贷 逾

162.98 亿元，财政资金放大 27.48 倍。

负责具体运营管理“科创通”平台的成都

市科技局生产力促进中心副主任张弛告诉记

者，近年来，银行“科创贷”这款产品的放款量

年均增长 30%，已成为科创企业贷款的首选产

品，也成为银行面向企业发放贷款的拳头产

品，形成了政府激活更多社会资本、银行掌握

更多优质客户、企业解决贷款难题的三赢局

面。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

“科创通”平台新增贷款仍同比增加 98%，2021

年 增 幅 超 过 60%。“ 还 有 一 个 令 人 振 奋 的 现

象。起初，我们设计这款产品的不良率可以达

到 2%，实际上仅为 0.07%。”张弛说。

“低不良率的背后是改革设计的科学支

撑。”丁小斌分析说，“过去无偿拨款模式下，把

钱投给谁是政府部门说了算；如今，企业的贷

款申请在‘科创通’平台线上提交之后，平台线

上专家库中的各行业专家们会给出专业分析，

并有社会资本对市场进行精准判断，这比从前

要科学得多。”

经过近 8 年发展，“科创通”平台汇聚了科

技型企业和团队近 3 万家，一批高科技企业实

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蜕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