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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曾刚 

科创企业是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其繁荣发展离不开金融“活

水”。从长远来看，不断加强对科创企业的金融支持，对于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科创金融是指服务于科创企业

的金融体系，通过将信贷、债券、股权等金融资源进行整合，为科创企业

提供符合生命周期的融资，实现金融资源与科技资源的有效对接，激发企

业的科研活力，推动科学技术产业化，成为驱动科创企业发展的必需动力。 

过去一段时间中，在政策的积极引导下，我国科创金融在产品体系、

业务模式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经形成较为完整、丰富的生态体系。 

 

一、我国科创金融发展取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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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元化金融工具，畅通融资渠道 

一是银行信贷。开发专利权、商标权质押融资、订单融资、商票保贴、

税务贷、补贴贷等更加灵活的融资类服务；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

等解决科创企业信息不对称问题；设计“科技+”系列产品，满足科创企业

各发展阶段的融资需要。根据国新办公布的数据，2021 年全国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金额达到 3098 亿元，融资项目 1.7 万项，惠及企业 1.5 万家，其中

1000 万元以下的普惠性贷款惠及企业 1.1 万家，占惠企总数的 71.8%。到

2022 年末，全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额进一步增长到 4869 亿元，同比增

幅达到 57.16%。 

在风险补偿上，商业银行与地方政府利用业务贴息、利差补贴、风险

补偿等激励政策，设立科创企业信贷风险准备金，为企业提供无抵押、免

担保信用贷款。此外，银行还加强与保险公司、担保公司的合作，为科创

企业的信贷提供批量担保和个案担保。 

二是债券融资。近年来针对科创企业的创新债券品种不断涌现，在银

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已经发行或政策鼓励探索的工具包括：创业投资基

金类债券、双创孵化专项企业债券、双创专项债券、长三角集合债券、双

创金融债券、创新创业公司债和私募可转债以及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收益债

券等多种类型。 

除前述这几类债券外，知识产权证券化也是一个新兴的科创企业融资

渠道。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全国累计获批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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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架）60 单，获批规模 630.82 亿元，其中储架获批共计 46 单，储架规模

合计 578.00 亿元。全国共发行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 101 单，累计发行规

模 246.48 亿元。 

三是权益融资。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一直是科创企业融资最重要

的工具之一相关数据显示，2022 年末，基金业协会登记的存续私募股权及

创业基金管理人 14303 家，存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31550 只，规模 10.94

万亿元；新备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3330 只，备案规模 2445.58 亿元。存

续创业投资基金 19354只，规模达 2.83万亿元；新备案创业投资基金 5395

只，备案规模 2020 亿元。在促进我国创新资本形成、支持科创企业发展

和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也加快推进。2019 年以来，围绕服务科技

创新，资本市场改革持续推进：上交所新设科创板，突出“硬科技”特色，

发挥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作用，截至 2022 年末，科创板上市公司突

破 500 家，总市值约 5.8 万亿元，板块市值占比达到全部 A 股的 7.3%。；

深交所改革创业板，聚焦“三创四新”，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并合

并主板与中小板；新三板设立精选层进而设立北交所，建立转板机制，聚

焦“专精特新”，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截至 2022年 12月末，

有近 150 家公司于北交所上市，成立以来保持了较快的扩容速度。 

（二）创新服务模式，覆盖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 

一是设立科创金融专营机构。科创金融专营机构的成立有助于优化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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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信贷资源配置、强化风险隔离，推动科创金融服务体制机制进一步革新。

现阶段我国科技银行体系仍以科技支行为主、科技小贷为辅，科技金融专

营机构建设仍有待进一步推进。据银保监会金融许可证系统显示，截至

2023 年 1 月末，国内商业银行共设立科技支行 487 家，其中国有大行、

股份制银行与城商行三者约占设立总量的 80%。科技金融专营机构方面，

商业银行1家（汉口银行科技金融服务中心）、保险业1家（太平科技保险）。 

二是投贷联动，创新业务模式。科创型企业的投融资需求较为复杂多

元，不同周期、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科创型企业融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

投贷联动业务在科创企业的成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实践中，商业银

行积极探索多种投贷联动实践：一是组建投资子公司（内部投贷联动）；二

是外部投贷联动；三是产业投资基金模式；四是投贷联动生态圈建设。 

（三）科技保险产品不断丰富，完善科创金融体系 

科技企业具有与一般企业不同的运营特点，更容易发生设备资产损失、

员工意外伤害、知识产权侵权赔偿、项目研发中断和融资困难等各种有形

和无形的风险，这些都可以统称为科技风险。如何预防和降低科技风险，

提高科技项目落地转化和推广应用的成功率，是科技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和获取相对竞争优势的关键。 

在实践中，我国科技保险体系结构基本建立，形成“政府引导，商业

运营”的发展模式，总体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一是经营主体不断增加；

二是险种日益丰富，保障范围不断扩展；三是政府支持力度逐步加大；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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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府与市场协同，提升政策效力；五是企业投保意愿不断增强；六是科

技保险的保障水平和能力不断提高。此外，科技保险还通过保险资金运用，

为科技企业提供长期的资金支持。 

截至目前，我国科技保险险种已发展到 30 多类。保障范围包括人身、

财产、责任、信用、研发、融资、环境和知识产权等方面，基本覆盖企业

各环节的科技风险。相关数据显示，2017-2020 年间，科技保险为企业提

供风险保障超 1.79 万亿元，累计支付赔款超 22.63 亿元。 

（四）数据、技术要素体系建设持续推进，夯实科创金融基础 

一是数据要素体系建设。信用信息互联互通稳步推进，国家和地方层

面纷纷出台了社会信用信息共享体系建设的相关政策文件。社会信用信息

共享体系建设得到逐步发展，已经建成以国家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为“总枢

纽”的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体系和以信用中国网站为“总窗口”的政府

信用门户网站集群为主，以各地方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行业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以及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为辅的社会信用信息共享服务体系。 

根据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末，全国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已联通 46 个部门和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归集 1.6

亿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超 730 亿条；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络（全

国信易贷平台）已联通 31 个省级节点、160 多个地方各级融资信用服务平

台，入驻金融机构 2.2 万家。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26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