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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普惠政策成效显著，推动湾区科技金融服务创新

日前，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 2021 年知识产权运营数据，全市专利商标质

押融资总额达 114.64 亿元，累计 600 余家中小微企业获益。去年 9 月发布的《深圳市

2020 年知识产权白皮书》也披露，深圳 2020 年专利质押金额 96.71 亿元，同比增长 2

倍，充分表明知识产权对普惠金融业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知识产权也被

称为“知识所属权”，指“权利人对其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享有的财产权利”，一

般只在有限时间内有效。各种智力创造比如发明、外观设计、文学和艺术作品，以及

在商业中使用的标志、名称、图像，都可被认为是某个人或组织所拥有的知识产权。

根据斯坦福大学 Mark Lemley 教授观点，广泛使用“知识产权”这一术语是在 1967 年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立后出现。以广州、深圳、香港为先行代表，粤港澳大湾区正加

速构筑全链条知识产权金融服务体系，“无形知产”正在变为“有形资产”，不仅为

区内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更促进了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与双向融合，从而

打造更为全面的技术创新体系。主要关注点如下:

第一，知识产权是我国普惠金融政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1995 年颁布并实施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就对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可用于权利质押

作了明文规定，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2006 年以来，国家

为促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制度的发展和健全，从中央部门到地方政府都陆续出台了大

批配套政策规定，涉及知识产权资产评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注册商标专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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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权登记、专利权质押登记、著作权质权登记等方面。2013 年，原银监局出台了《关

于商业银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13〕6 号文），引导和规

范商业银行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充分利用知识产权的融资担保价值，支持企

业创新。2019 年，银保监会联合知识产权局、版权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工作的通知》（银保监发〔2019〕34 号文），政策的亮点和意义体现在四个

方面：建立专门融资服务体系、鼓励融资产品形式创新、健全完善风险管理机制、综

合保障破解处置难题。2020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提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

基地带动作用进一步促改革稳就业强动能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0〕26 号文），

提出在有条件的区域示范基地设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基金，对无可抵押资产、

无现金流、无订单的初创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实施风险补偿。2020 年，国家知识产

权局出台了知识产权业务便利化办理、期限放宽与权利恢复、质押融资促进、专利信

息服务、服务窗口管理等一系列具体的措施。在支持企业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上，

国家知识产权局还设立了质押登记的绿色通道、组织地方开展质押需求和存量项目的

摸排、加大政策的集成和工作创新的力度。除了中央政策外，北京、上海、深圳等城

市也结合地区产业特点出台了知识产权方面的支持政策，包括风险补偿、贷款贴息等

方面。从历史政策的演变不难看出，我国无论是中央部门还是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

知识产权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工作，对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不良率允许更高的容忍度，

不作为监管部门监管评级和银行内部考核评价的扣分因素。因此也可以预计知识产权

会在我国“十四五规划”大局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第二，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全球领先的知识产权及技术创新示范区。《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中对科技创新方面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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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着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同时对推进湾区科技创新走廊建设等也提出了相

关要求。发明专利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根据 GDI 智库报告，

粤港澳大湾区 2016~2020 年发明专利公开量达 149.84 万件，远超其他三大湾区，年复

合增长率达 17.23%。大湾区市场主体近年创新仍然活跃，新增专利在全球处于领先地

位，2020 年大湾区发明专利公开量约 36.59 万件，为东京湾区的 2.39 倍，旧金山湾区

的 5.73 倍，纽约湾区的 7.85 倍。2020 年境内 9市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 2.8 万件，

占全国的 39%，商标有效注册量 455.5 万件，占全国的 15%。2021 年，大湾区境内 9

市的研发支出超过 3600 亿元人民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5.7 万家，华为等广东 9

家企业 PCT 专利入围全球企业 50 强。在知识产权领域，港澳具有先进的创新文化基础，

知识产权保护较好。而深圳、广州具备优质的高科技制造业基地，知识产权储备更是

丰富，也是大湾区高校和科研院所创新机构的主阵地。粤港澳三地知识产权合作在不

断深化，截止 2020 年已开展粤港合作项目 239 项，粤澳合作项目 43 项。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两年居全球第二。

展望未来，湾区三地将在知识产权层面开展更加紧密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打造尊重知

识产权的环境氛围，构建全球一流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交易体系，让大中小企业都能够

借助知识产权的力量，为湾区经济增长持续赋能。

第三，知识产权为商业银行的科创金融市场开拓了新的蓝海。近年来，国内银行

积极试水知识产权质押业务，并开发出多种新产品和服务。一是采取多种质押物组合

的方式提供融资。由于银行不了解所质押的知识产权是否属于企业的核心知识产权，

是否是企业大量投入的结果，在贷款时不局限于单一品种的知识产权质押，而是以专

利、版权、商标等多种押品组合质押的方式，提升贷款企业的违约成本，减少信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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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风险。二是选择银、政、担多方合作融资模式。银行提供融资，地区政府提供补

贴，第三方担保公司（或保险机构或风险补偿基金）为借款人提供保证担保，企业以

知识产权为质押为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这种融资模式可以降低集中度风险，提高授

信获得成功率和效率。三是设计投贷联动解决方案。面向技术前景好，具有较大发展

空间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银行以知识产权质押作为辅来提高违约成本，通过股权投资

协议的签署来约束企业的道德风险，与企业共担创业风险，并分享未来上市收益。四

是资产证券化产品模式。以深交所为例，以小额贷款债权为基础资产，知识产权作质

押发行 ABS 产品，将多家企业债权打包入池，增加债务人的分散度，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截至 2020 末，大湾区已累计获批 16 个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已发行产品规模 26.7

亿元。此外，也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融资模式。在美国，硅谷银行采用

跟投的模式为各种新成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对象为风险

投资已经提供融资的企业，若企业无法偿还贷款，则知识产权归银行所有。美国还有

一种保障资产收购价格的知识产权融资模式，由美国 M-CAM（专利顾问公司）为企业提

供信用担保，但不直接提供贷款服务，当企业无法偿还贷款时，M-CAM 公司可以根据合

同中的收购价格收购贷款企业的知识产权。在德国，主要采取的是风险分摊模式，将

贷款风险分摊给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其中联邦政府承担 39%的贷款风险，州政府承担

26%的贷款风险，商业银行承担 7%的贷款风险，而担保机构则承担 28%的担保风险。在

日本，科技型中小企业主要是通过将知识产权质押给政策投资银行从而获取贷款，政

策投资银行主要为日本的基建、欠发达地区企业和国家重点扶持的科研项目提供优惠

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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