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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金融活水助力秦创原科技创新
——关于大力发展新区科技金融的思考建议

西咸研究院课题组

融资难是制约科技企业快速发展壮大的重要掣肘因素。为推

动金融资源向科技企业汇聚，北京、上海等先进地区大力发展科

技金融，探索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行之有效的做法。本文借鉴

先进经验，结合新区基础现状，提出以科技金融赋能秦创原发展

的建议，供参考。

一、科技金融概述

（一）科技金融的意义及作用



2

科技创新是一项高成本、高风险活动，大多数科技企业都要

经历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 4 个发展周期，每个周期

的业务模式和融资渠道都有所不同。发展科技金融，就是通过创

新财政投入方式，引导和促进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金融机构

及创业投资等各类资本涌入科技创新领域，为科技企业提供全生

命周期的资金支撑，主要有资金供给和风险分担两方面作用。

资金供给就是发挥金融配置资源的核心作用，对于种子期、

初创期企业，通过聚集天使投资、私募股权基金及政府信贷提供

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所需资金；对于成长期企业，引导鼓励商业

银行、债券市场提供产品研发、市场扩张所需资金；对于成熟期

企业，以银行信贷、资本市场为企业稳定经营提供资金。分担风

险就是综合运用政策性金融、风险投资、金融担保等金融手段，

为科技企业提供担保，既可以分摊化解投资者的投资风险，也能

够分散转移产品的研发风险，让科技企业放下包袱、敢于创新。

（二）科技金融体系构成

近年来，随着商业银行的转型发展与资本市场的日趋丰富，

我国科技金融体系主要有以下 5 类。一是财政资金。包括财政资

金的资本金投入、贷款贴息、风险补贴、税收优惠、绩效补助等。

二是银行贷款。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开发针对性的信贷产品提

供金融服务。三是资本市场。包括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

权等风险投资和新三板、科创板等股权市场。四是担保体系。包

括科技担保和科技保险。五是服务机构。包括企业征信、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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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控、咨询评估及培训等金融服务机构。

（三）科技金融发展趋势

相较于以银行保险为核心的传统金融，科技金融在风险偏好、

估值方法、投融资机制等方面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一是投资重

心前移。风投机构逐步从企业业务向前延伸到创业团队和项目，

甚至再向前延伸到孵化器和实验室的技术研发，雏鹰企业、瞪羚

企业是重点支持目标。二是注重长期发展。以政策性创投母基金

为代表的“耐心资本”纷纷涌现，打破了以往风投基金对项目

3-5 年的投资周期限制。三是金融供给多元。传统金融机构和投

资机构加大互动合作和创新力度，为科技企业提供诸如“投贷联

动”、“股权+债权”等多样化的跨界金融产品服务。

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科技金融起步较早，并结合自身金融

基础，各有侧重地探索创新，积累了一些较为成熟的发展经验。

二、国内各地经验做法

（一）北京中关村探索创新全覆盖式科技金融体系。北京中

关村建立了“一个基础、六项机制、十条渠道”
①
的科技金融体

系。一是建立科技企业信用体系，实施企业信用星级评定计划，

实现信用和信贷联动，信用越好的企业获得贴息贷款的比例越大，

最高可达 40%。二是引导社会资本股权投资。出资设立创业投资

引导资金，与社会资金参股设立创业投资和天使投资子基金，向

①一个基础、六项机制、十条渠道”：“一个基础”指将企业信用体系作为科技金融的基础；“六项机制”指风险补

偿机制、信用激励机制、以股权投资为核心的投保贷联动的机制、银政企多方合作机制、分阶段连续支持机制以

及市场选择聚焦重点机制；“十条渠道”指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境内外上市、代办股份转让、担保融资、企业债

券和信托计划、并购重组、信用贷款、信用保险和贸易融资、小额贷款等十条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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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期科技企业提供股权投资。三是科技金融服务齐全。中关村

引导各类金融资源聚集发展，包含银行、证券、创投、保险、担

保、信托、融资租赁、产权交易等各金融和中介机构，企业各个

阶段的融资需求面面俱到、应有尽有。

（二）上海创新知识产权质押金融产品。一是开发多样化质

押产品。上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有 3 种模式，分别是“银行/其

他金融机构+企业知识产权担保”的直接对接模式和“银行+中间

机构+企业知识产权反担保”、“银行+园区+企业知识产权担保/

反担保”间接对接模式，推出了“科创知产贷”“智汇赢”等一

批知识产权质押金融产品。二是提供高额担保。科技企业将核心

知识产权向浦东科技担保公司质押，公司可提供贷款本息 90%的

担保。同时，上海市成立了担保基金，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较高

比例的本息担保，让商业银行敢向科技企业发放贷款，创新金融

产品。

（三）深圳南山区利用大数据创建科技金融生态系统。深圳

南山区打造“一个平台、一个系统、三个联动、八项产品”
②
科

技金融生态系统，已集聚了全市 80%的私募投资机构、98%的融

资租赁公司、91%的商业保理公司。一是优化企业评级指标，更

加注重将企业创新能力作为科技企业的核心评价指标。二是用大

数据为科技企业精准“画像”。从行业分布、研发投入、专利数

②“一个平台、一个系统、三个联动、八项产品”：“一个平台”指南山科技金融在线平台；“一个系统”指中小科

技企业创新能力评价系统；“三个联动”指政企联动、银保联动、投贷联动；“八项产品”指八项专门科技金融产

品，包括“孵化贷”“成长贷”“集合信贷”“三版贷”“微业贷”“知识产权质押贷”“创新研发贷”“科技保理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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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企业家工作经验及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全方位评价科技企业。

三是联合投资机构共建“虚拟孵化器”，突破地域限制，为科技

企业提供更多投融资、经营辅导等“无形服务”。

三、新区的科技金融概况

（一）新区科技金融现状

经过一年的全力拼搏，新区聚焦秦创原建设，在金融支持上

全面发力，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一是金融机构快速集聚。已有 20 家银行业机构落户新区，

农行创新港支行已开业运行，中国工商银行陕西省分行项目及信

用卡催收中心、外呼中心、制卡中心 3 个全国性金融中后台机构

也落户新区。吸引陕西省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等机构入驻

秦创原，金融聚集效应初显。

二是金融服务逐步增多。围绕秦创原建设，已设立 13 只基

金，总规模超 58 亿元，其中，春种基金已完成投资决策 257 个，

承诺出资 2.287 亿元。与陕投集团发起设立秦创原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联合发起设立 30 亿元的“秦创投”信托基金。国中创投、

凯辉基金入驻秦创原资本超市。建设银行、长安银行等多家金融

机构发布知识产权质押贷、股权质押贷等 42 款科技金融产品，

投放贷款近 2 亿元。

三是资本市场日趋活跃。聚焦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建立了企

业上市政务服务绿色通道，助推同力重工登陆北交所。陕西股权

交易中心“西咸新区企业专区”上线启动，为科技企业提供转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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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股权托管、价值发现、融资融智、规范培育等多位一体综

合金融服务。秦创原科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陕煤私募基金有限

公司等一批投资公司也先后落地，2021 年新区企业获得各类股

权投资 7.43 亿元。

四是投资氛围日渐浓厚。举办了“秦创原走进上交所”、“秦

创原路演”等系列专场活动，召开金融机构走进“秦创原”暨金

融支持西咸新区科技创新发展大会，6 家银行机构分别与新区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获得 10 亿元的首批授信金额。成立秦创原（国

际）路演中心有限公司，建设秦创原（国际）路演中心，打造线

下演播大厅和线上路演网站相结合的投融资资讯门户。

（二）存在的问题

虽然新区科技金融已有一定发展，但受限于起步时间晚、金

融底子薄等因素，仍存在一些发展中的问题。

一是金融机构不多不大。银行是科技金融的主力军，但目前

落户新区的银行数量仍不够多，且没有放贷审批权限，为科技企

业提供金融支持的范围及额度有待突破创新。

二是社会资本撬动不足。新区科技企业融资来源主要是财政、

国企出资的各类基金，社会资本投资运营的天使基金、产投创投

等还不够活跃，供给能力有限。

三是科技金融高层次人才匮乏。对引进高端金融人才的重视

程度有待提高，培养途径也有限，高精尖人才不多，懂金融、懂

科技、又懂实体经济的复合型人才极为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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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区发展科技金融的思考与建议

结合科技金融发展趋势和新区基础现状，我们认为应按照

“科技先导、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思路发展新区科技金融，即

聚焦秦创原建设，培育创新“种子”，新区相关业务部门发挥引

导作用，出政策、搭平台、控风险，吸引和撬动银行，尤其是风

投等社会资本朝秦创原快速聚拢，向研发项目和科技企业注入金

融“活水”，加速科技成果-产品-产业化进程，实现以金融促进

科技创新，带动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当前阶段，建议实施“筑

基”、“引金”、“立信”、“聚风”、“新品”5 大工程，加快推动新

区科技金融聚势成型。

（一）实施“筑基”工程。加强与外部金融机构、金融资本

的互利合作是借力发展的有效手段，但最重要的是布局新区自主

能动的秦创原现代科技金融机构体系。建议积极争取省市支持力

度，探索申请筹建秦创原科技银行、科技证券、科技保险和科技

租赁等金融机构，努力构建全牌照金融体系，把金融基础打稳打

牢。可优先争取设立秦创原科技银行，按照市场化运作、专业化

管理的原则，吸收基金托管存款、企业结算存款、政府扶持资金

及已上市企业募投资金等，创新适合中小科技企业的客户准入、

信贷审批、风险容忍、考核评估相关工作机制，为无法取得一般

商业银行贷款但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科技企业量身定制金融服务。

（二）实施“引金”工程。秦创原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亟需

大量资金供给，要抓紧引进金融机构、资金和金融人才。一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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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金融机构。吸引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全国性城市商业银行在新

区设立分支机构或区域性总部，实现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全覆

盖。利用自贸区优势引导外资银行设立分行支行。广泛引进会计

师事务所、评级评估等服务机构，加快金融业集聚。二是吸引金

融资金。策划举办秦创原•风投产投大会，打造西北风投产投行

业风向标，汇聚资本“目光”。用好秦创原资本超市、秦创原路

演中心等金企对接平台，进一步拓展政、金、企信息沟通渠道和

范围，为各类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牵线搭桥。三是汇聚金融人才。

出台高层次金融人才引进计划和奖补办法，重点引进国际知名金

融机构、国家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管理人才和新兴金融领域的领军

型人才。

（三）实施“立信”工程。借鉴中关村信用体系相关做法，

健全完善新区科技企业信用激励机制。一是建立科技企业信用信

息数据库。在新区产业地图中增设科技企业信用模块，实时征集、

动态更新科技企业的工商、税务、社保、环保、司法以及水电等

信用信息，生成企业信用档案。二是实行科技企业信用评级。借

鉴深圳南山区优化企业评级相关做法，将科技企业创新能力、研

发投入、研发人员和专利数等作为信用评级的重要指标，综合分

析企业信用等级、动态价值等数据，为政府、银行、担保、风投、

基金公司等融资服务机构提供精准全面的决策参考。三是强化科

技企业信用评级应用。突出信用在银行信贷决策和风险管理中的

作用，组织遴选新区信用优秀科技企业，加大银行等金融机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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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企业的融资支持和政策奖补力度，充分兑现信用价值，同时，

对信用不良的科技企业予以披露，引导科技企业以信为本、以信

立业。

（四）实施“聚风”工程。风险投资是科技企业上市前重要

融资渠道之一，要着力培育以风投为核心的科技金融供给模式。

一是打造风投创投集聚区。以能源金融贸易区为空间承载，叠加

金融与科技领域优惠政策，出台风险投资机构办公用房租金及装

修补贴、投资奖励等具有实操性和吸引力的政策，加快打造一个

资本密集、研发活跃的风投创投集聚区。二是培育创业投资主体。

积极探索私募基金工商登记试点，鼓励有实力的民营企业、保险

公司、大学捐赠基金等机构设立投资基金。探索“一人公司”模

式，鼓励具有资本实力和管理经验的个人从事创业投资活动。成

立公益性天使投资人联盟等各类平台组织，不断培育和壮大天使

投资人群体。三是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探索建立备投项目库，

重点包含种子期、初创期科技中小企业以及各级各类创新创业大

赛的参赛项目，通过定向推送、融资对接、业务资源导入等方式

推动“募”“投”两端发力、双向互通。

（五）实施“新品”工程。现有的科技金融产品很难跳出传

统商业银行贷款模式，需要进一步加大产品开发力度，满足科技

企业多样化融资需求。一是创新知识产权质押产品。可借鉴上海

创新知识产权质押金融产品相关做法，研究探索政府、银行、担

保公司、评估机构等各主体的风险分担比例，并探索设立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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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资金池，提升信贷资金的覆盖面，缓解银行

不愿贷，担保公司不敢担问题，评估机构也因风险捆绑，对知识

产权的评估也更加谨慎客观。二是探索推行仪器设备信用贷。引

导鼓励银行为科技中小企业提供购置研发、生产所需仪器设备的

专项信用贷款，购置的仪器设备进行市场化共享服务，实现收益

共享、风险共担。三是开发科技担保产品。借鉴中关村创业保、

知融保、税融保、科融保等小微小额标准化产品做法，推出一批

针对零收入、少收入的种子期、初创期小微企业担保产品，提升

科技小微企业贷款的可得性和贷款额度，完善小微企业产品服务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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