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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结合，是中央对科技工作和

金融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近年来，从获批全国科技金

融试点城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城市，到科技保险

试点城市、专利保险试点城市，再到形成以“政策+平

台+系列产品”为核心，集“集聚、服务、撮合、孵化”于一

体的科技金融生态服务体系……四川省成都市围绕

“改革创新、转型升级”总体战略，加快建设国家创新型

城市，通过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改善科技金融环境等破

题科技型企业，特别是科技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

共性命题，取得一系列实践成果。为解读建设国家创

新型城市建设中，成都科技与金融结合的新局、新为，

科技日报记者走近成都，近距离观察，深度调研。

生态之一：
创新财政科技投入配置方式

10月 16日, 成都市科技局、市财政局联合召开的

全市创新驱动发展科技金融工作专题会上，成都万维

图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为成都科技金融创新产品

“科创贷”受益的首批 16家企业之一。

当日，市科技局、市财政局联合出台《成都市市级

科技企业债权融资风险补偿资金池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成都市科技创业天使投资引导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两个政策，“科创贷”正是根据前者，由市科技局联

合金融机构，为成都科技型中小企业量身创新的运用

知识产权、股权以及信用实现贷款的产品。

用万维图新总经理杨霖的话来说，“政府资金帮

助企业增信，解决了企业高技术、轻资产融资遇阻的

‘常见症’，心里悬着的石头落地了。”

破题科技型企业，特别是轻资产、高成长、高风险

的科技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共性命题，让企业

“悬着的石头落地”，力促科技与金融结合，全面深化

改革的成都创新，拉开这场渐进式改革之举，并不止

于此。

“无形之手”为企业“增信用”为
机构“增信心”

同样是受益科创贷的 16家企业之一，四川鱼鳞图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典型科技型企业，其研

发的全国首个基于 GIS 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

系统，眼下已占领了国内同领域核心市场，企业入选

2013 年成都高新高成长 20 强、德勤亚太高新高成长

500强企业。

但盛名之下，融资之路依旧艰辛。“此前，我们

也接触了多家银行，很受挫。”提及曾遭遇的“闭门

羹”，鱼鳞图公司副总经理罗旭斌说，“我们压箱底

的就是技术和信用，没有固定抵押物，很多东西谈

不下去的。”

随着《风险补偿资金池资金管理办法》出炉，鱼鳞

图收获了一场融资“及时雨”：通过“科创贷”中政府资

金帮助企业增信，从申请到获批仅一个多月，近期 500

万元银行信用贷款即将打入企业账户。

表面上，这是一家科技企业融资之路从梗阻到贯

通。其背后，则是一座城市持之以恒对破解科技型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不断完善、创新科技金融扶持链条

“无形之手”的助推。

“政府引导，创新合作模式，构建债权融资风险资

金池，可谓是切中要害。”成都银行科技支行行长黄春

感触良多：在既往几年时间里，这个“主攻”科技企业

金融服务的支行，虽已享受总行在对科技支行评价体

系中作出的倾斜，“但科技中小企业‘轻资产、高成长、

高风险’的特征，仍然是很大风险。”

然而，随着《风险补偿资金池资金管理办法》的出

炉，“风险”将不再由金融机构单独承担。该《办法》首

次在成都尝试构建债权融资风险资金池，通过创新合

作模式，引导区（市）县、金融机构参与共建风险资金

池，当科技型中小企业发生贷款逾期损失时，风险补

偿资金对合作银行给予单笔贷款最高 60%的贷款损

失补贴。无需固定抵押物，通过风险补偿资金帮助企

业增信，利用知识产权和股权质押，同一企业一年内

累计信用贷款金额最高可达 1000万元。

“风险共担，等于最大程度的减负；轻装上阵，自

然更敢拿出真金白银。”黄春透露，成都银行已与成都

市生产力促进中心、成都中小担、高投担保签署合作

协议，放大 4000 万元风险补偿资金，授信 3.6 亿元，定

向为成都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股

权质押贷款和信用贷款。

“以一博十”财政科技投入从“直
投”到“放大”

成都是全国科技金融试点城市，试点的核心就是

创新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共同参与支持

创新创业。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新政将以往以“撒

花椒面”方式为主的直接补助，变为整合社会资源

的“ 药 引 子 ”，建 立 科 技 资 源 市 场 配 置 机 制 ，成 为

“撬”动银行、担保、创投机构合力的支点，发挥财政

资金的“杠杆效应”，以一博十，甚至更大比例地放

大财政资金，同时，通过科技金融机制创新，财政资

金更及时找准科技金融“市场失灵”的环节，为“缺

位”寻求“补位”。

针对科技企业债权融资，成都市首期市级科技企

业债权融资风险资金池已组建，市科技局、市财政局

通过设立 1 亿元的债权融资风险补偿资金，引导银行

机构、担保公司以及区（市）县合作共建了授信资金规

模达到 19亿元的科技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押及

信用贷款产品体系，财政资金放大比例近 20 倍：通过

三种模式“整合投融资机构、区（市）县政府”扩大债权

融资规模，成都生产力促进中心与成都中小担、高投

担保、成都银行、交通银行分别签署合作协议，授信金

额 8 亿元；与武侯区、青羊区、双流县、成都银行分别

签署了合作协议，授信金额 9 亿元；与民生银行签署

合作协议，授信金额 2亿元。

针对科技企业股权融资，成都市投入 2 亿元，设

立首期“成都市科技创业天使投资引导资金”。该引

导资金一方面通过引导性参股，联合创业投资机构共

同出资设立天使投资基金，投资成都市内初创期、种

子期的科技型企业；另一方面通过跟进投资，联合创

业投资机构对初创期、种子期科技型企业进行共同投

资。该引导资金将按照“政府让利于社会资本”的原

则不以盈利为目的，并明确退出机制——参股 4 年内

退出，“零收益”转让；参股 6 年内退出，转让价格为

“原始投资+逾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参股 6 年仍未

退出的，与其他出资人同股同权在存续期满后清算退

出。目前，成都生产力促进中心出资 1000万元天使投

资引导资金，联合技术转移集团、盈创动力等创投机

构发起成立的成都市首只引导性参股基金——成都

盈创兴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已正式成立，通过财政

资金“放大”撬动社会资本，其基金规模达 1 亿元，财

政资金放大比例达到 10倍。

“解决科技金融体系问题、行业问题，着眼点非常

准。”在日前召开的首届中国科技金融年会上，江苏高

科技投资集团副总裁董梁评价认为，成都在科技金融

领域公共财政资金配置的变革，对投资机构来说重点

在于“改变了风险特征”，使风投机构在高风险领域能

够获得政策更有力的支持。“从“直投”到“放大”的模

式转变，为不同投资主体提供了不同的引导和支持，

形成良好的金融生态，使科技金融的各个主体得到非

常好的激励和激发。”

生态之二：
创新科技金融服务组织形式

10 月 21 日，成都天府软件园。手游企业酷游互

动科技公司掌门人刘俊和团队正在进行新游戏开发，

“才来成都创业，很多融资、扶持政策都不甚了解，投

融资机构也需要前置对接。”然而这一切，刘俊不需要

往返于政府部门、窗口之间，打开电脑或手机，他所需

的咨询，都能“一扫而尽”。

同一天，成都高新孵化园，专为 IT 企业提供检测

服务的成都信息处理产品检测中心周鹏程，正为两家

互联网公司进行系统评测，接受服务的科技企业，凭

借市科技局全新开发的“科创币”，无需到窗口报备审

批，只需网上平台申请，在支付的同时，政府 20%补助

资金，分分钟就能“省现”，直接拨付给检测中心。

不同的科技企业，不同的涉猎领域，不同的服务

范畴，刘俊和周鹏程，却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

平台——成都科技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科创通”。

7149 家成都科技型企业、251 家科技服务机构、

809 个科技服务产品、78 家创新创业载体……这个被

媒体誉为成都科技服务“天猫商城”的科创通平台

（www.cdkjfw.com），在今年 5 月从“零”起步，正式开

通投用不足五个月的时间里，已成为互联网时代之

下，成都科技服务的第一平台。这个基于互联网、兼

具“集聚、服务、撮合、孵化”功能的科技金融平台，正

从创新服务的纬度，整合各类资源为成都创新创业企

业所用。

打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如何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和市场的决定作

用，促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成都市在不断探索与

实践。“长期以来，我国金融和中介服务体系的发展有

较强的制度建构和政府推动因素，各机构间缺乏内生

的相互关联，信息不共享、规则不相容、流程不对接问

题普遍存在。未来科技金融工作的重点，应聚焦整体

服务效率，不断推进系统集成，政府应牵头组织企业、

科技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建立协作平台，推动金融

（服务）机构间制度化协作，搭建企业和中介机构间信

息资源共享平台，促进信息共享、规则相容、流程对

接，提高科技服务业整体服务效率，打造有利于企业

创新发展的生态环境。”成都市科技局局长唐华表示。

10月 19日，见到成都生产力促进中心副主任曾蓉

时，她正与在北京的清科互动董事总经理张妍妍电话

沟通将于本月底在蓉举行的“科创通——投资界系列

沙龙”。这是市科技局推进，由成都生产力促进中心打

造，基于“科创通”平台的科技创新服务互动品牌之一。

“政府推进搭建专业化科技服务平台、团队，并运

用专业化、市场化的手段，吸引积聚各方资源要素延

伸‘服务’的宽度，这也正是清科集团所看重，并愿意

全程参与其中的重要原因。”对于此次以“科创通”为

平台，与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牵手，张妍妍说。

定位于“集聚、服务、撮合、孵化”四大功能的“科

创通”平台，作为市科技局支持，成都生产力促进中心

建设运营的创新资源共享平台，通过整合以往“条块

分割”的创新资源，“并联”构建起涵盖科技政策咨询、

投融资、知识产权、检验检测、文献信息、技术转移、孵

化培训等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产品体系，打造覆

盖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全过程、差异化需求的科技

中介服务共享系统。

“‘科创通’面对的是知识密集型的科技企业及服

务机构，这个平台本身，也需要有‘高智商’。”据介绍，

运用互联网思维构建的“科创通”，采用 OTO 模式，创

新科技服务的方式，通过网站、科创通 APP、手机报、

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渠道，构建起了“线上网络+线下联

动”的科技服务品牌。线上，基于“线下信息线上化”

理念，对科技型企业和科技服务机构进行信息推送服

务；线下，打造科创汇系列活动，通过沙龙、培训会、项

目对接会、智库产品、天使投资平台等活动、品牌搭

建，为科技企业、科技服务机构、科技人才、产品与技

术等创新要素搭建起无缝对接“零距离”的双向平台。

一个平台引路“钱往哪儿去”

在成都市“三个政策，一个平台，两个产品”的科

技金融生态体系中，“科创通”是一个平台、是一个渠

道，更是一种汇集。

“成都此次试水的债权融资风险补偿资金池，很

好地引导了金融资源向科技领域的倾斜配置，实现了

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的有效对接。问题又来了：政府

引导资金放大后，‘等米下锅’需要融资的科技中小微

企业，又在哪里？”问号背后，“科创通”平台的作用呼

之欲出——78家创新创业载体、7149家成都科技型企

业，这个掌握庞大科技资源的大数据库，不再仅仅只

是一堆沉默的数据，而是被“激活”变成了最直观的科

技金融数据支撑。

在这个平台中，以数据为支撑，政策咨询、金融对

接、成果转化、孵化载体、人才招引等创新要素能在一

个平台之下，通过双向甚至多向集聚、撮合，实现政府

引导、各方参与之下自由选择与流动。参与平台建设

运营的曾蓉介绍说，为了让“科创通”平台建好并用

好，在前期企业大调查中，对每家进入“科创通”数据

库的企业，都会根据企业自身诉求偏好贴上不同的

“标签”并归类，从而打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比

如，某家新成立的手游公司，他们期望短期获得风险

投资，那‘融资诉求’的标签就会动态跟随它，并通过

平台资源为其服务、对接，直到企业最终获得融资。”

据悉，“科创通”平台投运以来，每个月企业增加

数平均保持四位数增长，其效果也明晰可见——今

年，成都银行各类科技贷款规模不断扩大，仅成都银

行科技支行就新增科技贷款 6 亿元。全市科技保险

额度达到 505 亿元，实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近 10 亿

元。此外，市科技局共支持新三板改制上市企业 28

家，其中 14 家企业成功挂牌，一批本土科技型中小企

业快速成长，推动软件、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

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科创币”试水科技企业服务

企业与机构“配对”，仅仅是“科创通”共享平台服

务企业的第一步。紧接着，成都市科技局因循互联网

应用的便捷化特征，创新出“你服务、我补贴”的“科创

币(科技企业创新券)”。如同“淘金币”一样，“科创币”

可在企业检测机构服务时直接“省现”，单笔 20%的企

业服务补贴，最高可达 5 万元。同时，双向补贴方式，

还将以单笔 10%比例，补贴科技服务提供方，从而“盘

活”全市科研检验检测资源，为成都科技型企业服务。

“就在前些天，我们才在检测机构完成了我们的项

目检测。通过‘科创币’申请，我们获得了5万元扶持额

度。”指着刚刚完成测试的节能环保装备，依米康公司

负责人黄存勇算了笔账，此次 17万元的检测经费，“科

创币”直接抵扣了3万多元，企业每年最高5万元、单笔

20%比例的补贴，能持续为企业节省下一笔研发投入。

“科创币”是成都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之中的又一核

心“产品”之一。作为一种事前补贴企业、事后兑现服

务的政府购买方式和需求导向的新型创新政策工具，

政府通过平台向企业发放“科创币”，企业在平台上向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购买创新服务时，用“科创币”抵扣

一定比例的服务费用，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将收到的“科

创币”向政府兑现并获得一定的服务补贴。据最新统

计数据显示，“科创币”启动仅一个月时间，已有近百家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功申请，申请总金额达465万元。

“成都市科技金融改革足以引发很多理论思考。

科技金融本身具有公共属性和商业属性，把政府公共

财政资金通过引导、放大，用于促进创新，符合科技金

融的基本逻辑，也是未来改革的一个方向。”四川大学

中国科技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

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在评价成都科技金融改革

时认为，更多通过“金融手段”支持创新，将是未来我

国政府在科技金融发展领域的重要课题。

（本版内容由成都市科技局协助提供）

图① 成都：政府帮助企业增信解决融资难
图② 成都“科创通”服务平台
图③ 成都“科创通”服务平台聚集科技服务产品

财
政
资
金

财
政
资
金

财
政
资
金

财
政
资
金
﹃﹃﹃﹃
让
利
让
利
让
利
让
利
﹄﹄﹄﹄
往往往往
后
退
一

后
退
一

后
退
一

后
退
一
步步步步
，，，，
社
会
资
本

社
会
资
本

社
会
资
本

社
会
资
本
﹃﹃﹃﹃
担
纲
担
纲
担
纲
担
纲
﹄﹄﹄﹄
向
前
进
一
步

向
前
进
一
步

向
前
进
一
步

向
前
进
一
步

—
—
成
都
促
进
科
技
与
金
融
结
合
构
建
创
新
生
态
系
统

■关注成都科技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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