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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河北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的思考 
苗绘|李海申

起步阶段，规模小，资金实力弱，主要

投资资金需求量小、风险低、回报快的

项目，很难满足科技产业长期、大量的

资金需求。

（三）科技金融产品创新不足，服

务质量和水平不高。目前科技金融产品

种类单一、规模偏小、结构不完善、创

新程度不高，缺少为科技型企业量身定

做的特色金融产品。科技型企业大多没

有厂房、大型设备作为固定资产抵押，

需要大力推广商标、专利权等无形资产

质押贷款。但我国目前专业的无形资产

评估公司并不发达，无形资产价值难以

评估确定，科技型企业很难获取相应贷

款。此外商标、专利权等无形资产的交

易、流转市场不发达，无形资产变现困

难，银行难以承担科技贷款风险。部分

银行只接受流通股权质押，且贷款额度

不超过企业净资产的 80%。同时科技型

企业的进口设备 5 年内无法进行抵押，

在此期间由海关监管这些设备。

（四）科技金融投入与产出综合效

益优势不明显。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科

技投入强度及科技活动规模的国际通用

指标为 R&D 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国家科技部公布的《2013 

全国及各地区科技进步统计监测结果》

显 示，2012 年 河 北 省 R&D/GDP 的 数

值为 0.87%，低于全国 1.98% 的平均水

平，而西方发达国家 R&D/GDP 的值在

2.5%—3.0%。因此，河北省 R&D 经费投

入较全国总体水平在增速上和强度上有

较大差距。此外，河北省科技金融投入

产出综合效益优势不明显。依据《2013

年度全国及各地区科技进步统计监测结

果》数据，2013 年河北省科技活动投入

指数为 44.26%，在全国排序第 19 位 ， 低

于全国 63.81% 的平均水平 ；科技活动

产出指数为 15.55%，在全国排名第 26

位，远低于全国 59.22% 的平均水平 ；综

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在 39.07%，远低于

全国 60.30% 的平均水平，被划分为第四

类（全国省份共分为五类）。

（五）科技金融环境不够完善。目前

河北省虽然有了科技金融服务平台，但

其信息采集和传递效率仍需大大提高。

缺乏服务于科技成果评估、定价以及对

知识产权进行认定的专业机构，使得科

技金融发展出现了断层。此外，河北省

信用担保和征信体系不健全也制约了科

技金融的纵深发展。目前银行对企业的

信用查询只能通过人民银行征信系统这

一条途径，很难掌握企业负责人的实际

财务状况和信用水平，且许多中小企业

不珍惜自身信用记录，弄虚作假时常存

在，社会信用环境恶劣。 

促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发展的对策

建议

（一）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和税收优惠

力度。政府应发挥引导作用，出台财政补

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在技术和资金方面

给予中小科技企业尽可能大的注入。改

变财政资金单一投入的方式，发挥其融

资杠杆作用，引导民间资本、外国资本

等社会资本投入科技事业。商业银行向

科技机构提供一定额度的科技贷款后，

政府可通过配套贴息的方式进行资金支

近年来，河北省不断优化政策环

境，创新科技与金融融合机制，推动了

全省重点优势产业的技术升级，高新技

术企业数量规模不断增加，自主创新能

力持续提升。截至 2014 年 6 月，河北省

高新技术企业达 2000 多家，其中经国

家认定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高新技术

企业超过 800 家。这些企业有力促进了

新材料、生物和新能源、电子信息、高

端装备制造五大主导高新技术产业的发

展。近 3 年来有 2220 个项目列入国家重

大科技专项、国家863、973 等科技计划，

取得科技资金超过 53 亿元。但从河北科

技与金融融合发展的现状来看，仍存在

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科技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资金来源渠道较少，信贷资金

供给不足。目前科技型企业的资金来源

绝大部分是自有资金，外筹资金比较困

难。这主要是由于科技型企业具有投入

高、风险大的特性，且没有厂房和设备

等固定资产类抵押品，很难满足银行贷

款条件。尽管一些银行为科技型企业开

辟绿色通道，提供了一些特色的金融产

品和服务，但基于自身收益考虑，提供

的信贷资金十分有限。

（二）资本市场发育缓慢，对科技金

融的支持有限。目前大多数科技型中小

企业的公司治理不完善，距离上市融资

的标准差距较大。主板、创业板上市门

槛高、费用高，如企业申报发行债券时，

净资产规模必须达到 7—8 亿元以上，一

般企业难以企及。而风险投资行业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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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并不断完善科技贷款增长的奖励机

制。设立风险补偿专项资金，补偿银行

在支持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的贷款损

失，实现政府、银行、企业共担风险。

（二）建立担保机构或政策性银行。

借鉴北京中关村科技担保有限公司和

杭州天使担保的成功经验，政府财政

提供部分资金，成立实力雄厚、规模较

大、专业性强的科技担保机构，以政府

政策为导向，以鼓励创业和加快技术成

果转化等为目标，选择那些既符合政策

条件又具有一定成长性的企业提供担保

服务。同时可参照日本、德国等发达国

家做法，设立政策性银行专门为科技型

企业服务。资金来源以政府财政及其他

公共部门出资为主，运营主体为银行体

系，资金使用需要还本付息，但在科技

贷款规模、客户资信条件的评估方面可

以采取比银行更为灵活的条件。这将增

加科技贷款市场的有效供给，在一定程

度上弥补科技贷款市场缺口。

（三）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商业银

行应学习美国硅谷银行的经验设立科技

支行，如光谷科技银行、科技金融集团

等，推进科技金融机构的创新。创新无

形资产质押担保方式，扩大对科技活动

的信贷投入。鼓励银行为科技企业创新

贷款品种，如企业成长贷款、农业科技

贷款、商标专利权质押贷款、法人信用

贷款等。鼓励银行针对处于不同发展阶

段的科技企业提供个性化融资产品，降

低融资门槛。

（ 四 ） 加快培育资本市场。建立政

策支持体系，提供专项资金，引导、推

进科技型企业上市。不仅要培育主板市

场，而且要大力培育创业板市场，力争

为初创期科技中小企业提供上市融资机

会。对成长迅速、市场前景好的科技企

业应给予特别政策扶持 ；建立拟上市

科技型企业储备库，有计划地进行重点

资助和辅导，推进其进入资本市场并挂

牌交易，也可以先引导、鼓励发行企业

中长期债券、中期票据融资和短期融资

券，待条件成熟再发行股票。

（五）建立风险资本退出机制。发挥

河北国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引领示范

作用，吸引国内外投资业绩突出、资金

募集能力强的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私募

投资机构等设立“创业风险投资基金”，

重点为处于初创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

供创业基金、风险投资补助基金等。同

时，为实现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

应完善风险资本退出路径。如，在市场

公开转让股票收回企业风险投资 ；创业

者自己继续保留创业企业的股份，变风

险投资为长期投资。鼓励有条件的科技

企业到资本市场上市，并壮大河北省产

权交易市场。

（六）完善中介机构服务体系。应尽

快完善社会中介机构服务体系，重点发

展科技评估机构、评估师事务所、信用

评级公司、担保公司、券商分支机构等，

为科技型企业、银行、政府提供信息咨

询服务，以完善科技评估机制，疏导科

技供需双方交流渠道。同时提升企业孵

化器的管理水平与创业孵化能力。目

前，河北省已有 8 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公

司，今后应进行准确的业务定位，构建

适合本省科技型企业发展的孵化模式，

强化孵化器与社会资本、金融功能的有

机结合。此外还要重点加强科技型企业

信用评级体系建设。通过建立科技型企

业的信用记录体系和信用咨询机构，探

索识别防范科技型企业信用风险的评价

方法和制度规范，为银行等投融资机构

提供科技型企业信用状况。建立集合竞

价制度、拍卖制度等，搭建河北省科技

成果交易平台。

【基金项目 ：河北省科技金融重点
实验室 2014 年度开放基金课题“河北省
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发展对策研究”（项
目编号 HBTFKL201409）】

（作者单位 ：河北金融学院  河北省

科技金融重点实验室）
责任编辑  张敏

 科技金融体系图：资金结构视角

风险资本循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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