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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财税金融支持作用促进科技创新

种类单一、规模偏小、结构不完善、创新程度不高等问

题。尤其缺乏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特点量身

定做的特色金融产品。此外，由于专业评估公司不发达，

缺乏为质押物备案、评估、交易、股权转让的交易平台，

目前无形资产质押贷款的推广存在障碍，科技型中小企

业很难获取相应贷款。五是金融环境有待于进一步完

善。目前我国的信用、担保体系不健全，配套的中介机

构服务不到位，科技金融发展环境尚不完善。

为此，笔者认为，为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和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政府、银行、企业、中介等全社会各个主体

应积极配合，多方联手，从政策机制、融资环境、产品

创新等多层面加大财税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力度。

1.政府层面

一是发挥财税优惠政策扶持作用，设立专项资金支

持科技创新。政府应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制定扶持科技

型企业发展的财税优惠政策，在技术和资金方面给予中

小科技企业尽可能大的注入，改变中小科技企业融资难

的现状。同时改革资金投入方式，将传统的无偿拨款变

为政府贴息的科技贷款。实行科技贷款增长奖励制度，

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增加贷款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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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应完善高新

技术园区建设的规章制度，加强对高新区和科技园区的

引导和扶持等。二是设立政策性银行为科技型企业提供

融资服务。鉴于科技型企业发展初期风险较大，政府应

发挥其主导功能，组建政策性银行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

供资金支持。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由政府提供政策性

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资金运用按照银行风险管理的要

求进行，企业需还本付息。政策性银行应不以盈利为目

的，而更多考虑科技型企业的发展前景和潜力，根据科

技项目的未来收益灵活调整贷款条件，适当降低对科技

型企业抵押物、资产规模等方面的要求，从而弥补商业

性金融机构对科技型企业支持的不足。三是设立政府担

保机构为科技型企业提供科技担保。可借鉴北京中关村

科技担保有限公司和杭州天使担保的成功经验，由财政

部门提供部分资金，成立实力雄厚、规模较大、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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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环境不断优化，金融业的蓬

勃发展及相关政策法规的陆续出台，为高新技术产业及

科技型企业发展注入了活力，各商业银行不断加大对科

技型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科技风险投资、创业

投资引导基金、股权投资基金、担保公司等其他金融机

构的支持作用也日益明显。探索建立财税支持、金融与

科技相结合的机制，形成多元化、高效率的科技投入体

系，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坚实保障。

目前来看，我国科技型企业融资困难、科技成果转

化不畅等依然是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科技投入不足，

投入与产出综合效益优势不明显。科学研究与试验发

展（R&D）经费支出及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衡量

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活动规模及科技投入强度的国际

通用指标。以河北省为例，2009年R&D/GDP的数值为

0.78，低于全国1.78%的平均水平，而目前西方发达国

家R&D/GDP 的值在2.5%—3.0%，显然，我国整体科技

投入水平不高，且投入产出综合效益优势也不明显。二

是资金来源渠道较少，信贷资金供给不足。以河北省为

例，对于有研发机构的科技企业，科研资金绝大部分仍

是自有资金，只有实力较强、发展稳定的企业才可能获

得金融方面的资本，且主要是银行贷款。成长型高科技

企业起步阶段规模较小，自有资金不足，技术、产品等

成熟度不高，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未来收益具有不确

定性，银行往往会因回避风险而无法满足其贷款需求。

此外，目前银行发放贷款的主要条件是企业具有厂房和

设备等固定资产类抵押品，而科技型企业主要拥有的科

学技术、专利等无形资产难以满足银行的贷款条件。三

是资本市场发育缓慢，支持力度不足。一方面由于部分

科技型中小企业尚不具备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无法达

到上市融资的要求；另一方面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

主板、创业板上市门槛高、费用高，无法满足其迫切融

资的需求。四是科技型金融产品创新不足，服务质量和

水平不高。目前商业银行、担保公司以及小额贷款公司

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推出了相关贷款产品，但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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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科技担保机构，选择既符合政策条件又具有一定

成长性的企业提供担保服务，以鼓励创业和加快技术

成果转化。

2.金融服务机构层面

一是鼓励商业银行创新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一

方面应推进金融机构的创新。可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经

验，在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下设立科技支

行，同时加快地方中小银行的发展步伐。另一方面应加

快科技型金融产品创新。结合科技项目、科技企业发展

特点，针对不同阶段安排不同的贷款支持。设立企业成

长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农业科技贷款等金融产

品。推动金融机构创新无形资产质押担保方式，扩大对

高新技术活动的信贷投入。鼓励银行积极开发仓单质

押贷款、货权质押贷款、商铺经营权质押贷款、银票质

押担保贷款、信用证担保贷款、企业法人周转经营贷

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等为中小型科技企业服务的贷

款品种。二是鼓励科技型企业扩大直接融资比例。针

对科技型企业制定扶持政策，鼓励科技型企业利用资

本市场融资。简化中小微企业直接融资审批程序，支持

中小微企业发行私募债券，引导创投和私募股权基金

投资中小微企业，提高中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同时

加大金融机构对上市后备企业的支持力度，优先支持

上市时间表明确且有合理资金需求的拟上市企业，引

导其发行票据、融资券和企业债券来筹资。三是引导风

险投资机构设立“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发挥创业投资

机构的作用，吸引国内外具有先进管理经验、较强募集

资金能力、突出投资业绩的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和私募

投资机构以股权投资方式设立“创业风险投资基金”。

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放大效应，增加创业投资资本的

供给，特别要引导创业投资企业投资处于种子期、起步

期的企业，弥补一般创业投资企业主要投资于成长期、

成熟期企业的不足。四是丰富金融市场，发展小额贷款

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

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主体，大力支持和发展小额贷款

公司、村镇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城市

商业银行等地方金融机构，并设立专门的科技银行，以

扩大金融市场资源，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五是开

展科技保险工作，创新科技保险产品。科技创新活动涉

及资金大、周期长、风险高，仅靠商业银行和风险投资

机构承担风险还不够，应大力开展科技保险试点工作，

创新科技贷款保险、科技企业短期出口贸易保险、高新

技术企业小额贷款保证保险、高新技术项目研发失败

保险等新产品、新险种，设立科技贷款保险理赔绿色通

道。六是推动民间技术资金的发展。民间技术资金市场

广阔、资金来源充足，应规范和引导这一领域的资金为

科技企业的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带来强有力的支持。同

时，应考虑建立针对民间借贷和民间技术资金的管理监

督机构，将这一资金技术快速规范化、流程化，将民间

金融机构、担保机构、信用社等进行整合，建立民间技

术资金联合体。

3.高新技术企业层面

一方面应建立以科技型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一体

化体系。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应成为新技术的主要

创造者、产业发展先导技术的引领者和工业产权的主要

拥有者。应明确和强化企业在产学研结合中的主体地

位，保证持续技术创新的实现；另外，企业应准确把握

市场技术需求，在产学研结合中正确把握研发方向，将

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科技资源整合起来，提供有市

场前景的产品和服务，提高产学研结合的成功率和效

益。另一方面应加大科技投入，培育创新人才队伍。特

别是应加大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的投入力度，

提高科技投入和产出的综合效益。建立健全人才引进、

培养、任用和评价制度，优化创新创业人才队伍结构、

完善人才发展的支撑平台。可以通过建立科技人才信息

库，设立留学人员科技园等途径创造优良的创新人才环

境，提高高新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

4.中介服务机构层面

中介服务机构包括科技评估机构、担保公司、信用

评级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师事务所、

券商分支机构等。中介服务机构作为连接科技和金融服

务的桥梁，应扮演推动科技孵化、降低金融风险的角色，

为政府、金融和科技界提供信息咨询服务。一是应鼓励

建立或引进科技评估机构与科技咨询机构，以完善科技

评估机制，疏导科技供需双方交流渠道。二是应提升企

业孵化器的管理水平与创业孵化能力，强化孵化器与社

会资本、金融功能的有机结合。三是应建立健全科技型

中小企业信用评级体系和担保体系。通过建立中小企业

的信用记录体系和中小企业信用咨询机构，探索识别防

范中小企业信用风险的评价方法和制度规范，为银行等

投融资机构提供中小型科技企业信用状况。四是建立集

合竞价制度、拍卖制度等促成交易，搭建起科技成果的

交易平台。

（作者单位：河北金融学院  河北省科技金融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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