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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问题关系着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

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红河州），科技型中小企业普遍规模较小，缺乏

有效抵押物，融资业务具有“短、小、频、急”的特点，导致当地科技型

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较大。

为解决企业发展短板和急难愁盼问题，红河州加速推动科技与

金融融合发展，积极推进金融机构与科技型企业开展合作，用金融

“活水”为科技型企业攀高发展注入新动能。

针对州内科技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现状，红河州科技局主

动作为，召开科技型企业融资恳谈会，开展“一对一”精准培育，邀请

专家解读科技金融政策，帮助企业有效运用科技创新券、科创融资贷

款贴息补助等政策“减压解难”，确保企业对政策有全面、深入的了

解，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

在服务企业方面，红河州科技局划分了 4个责任片区，深入科技

企业和小微企业开展定向服务活动 50余次，不仅摸排了企业的融资

需求，还为其准确申报科技项目和申请银行贷款打下基础。

为满足不同企业的金融需求，红河州科技局积极推动“善新贷”

“科知贷”等 10余个金融产品落地。其中，华夏银行红河分行与弥勒

羚羊能源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共识，企业通过名下的两项发明专利权

进行质押担保，获得流动资金贷款 500万元，实现了发明专利权质押

科技型贷款的“零”突破。

此外，红河州科技局还积极搭建银企交流融资平台，组织金融机

构进园区、进企业 10余次，精准推送相关金融产品，通过与银行业的

紧密合作，完善服务渠道、优化业务流程，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全周

期、全方位的综合科技金融服务。

相关数据显示，2023 年红河州银行业前三季度对科技型企业贷

款增幅达 76.85%。截至 11 月，红河州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同比增长

47.76%，超额完成年度任务指标数。

未来，红河州科技局将继续深化科技与金融融合，推动更多创新

金融产品落地，为科技型企业提供优质金融服务，助力全州科技产业

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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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覃代猛 覃安柳 记者

刘昊）记者 3 月 29 日获悉，广西壮族自治

区河池市科技局、中国人民银行河池市分

行围绕“科技金融助力有色金属产业转型

升级”主题，近日举行了 2024 年第一季度

科技金融会商活动。12 家有色金属新材

料科技型企业、10家金融机构以及河池市

金融办、金融监管局等单位参加会商。会

议签订了《科技金融合作备忘录》。

近年来，河池市科技、金融部门建立

“月份征集、季度会商、年度评估”科技金融

融合发展模式，切实解决科技型企业融资

难题，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河池市

探索科技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政策措

施，建立重点有色金属产业链企业调研监

测制度，从企业规模、行业类别、发展质量、

对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等维度考量，选取南

丹南方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等企业作为监测

对象，全面掌握有色金属企业生产经营、投

融资活动、营商环境等方面信息需求和建

议，有针对性完善科技金融支持政策。

中国人民银行河池市分行副行长赵合

金介绍，截至目前，河池市有色金属产业贷

款余额 53.4 亿元、新增贷款 12.78 亿元、余

额同比增长 31.46%。其中，有色金属采选

业贷款余额 5.8亿元，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贷款余额 47.58亿元，贷款主要投向

有色金属重点科技型企业，综合运用贷款、

保理、信用证、金融衍生品等多种金融工具

支持有色金属企业全方位的资金需求。

“公司科技成果的及时转化应用，得

益于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南丹南方有

色金属有限公司技术部刘旭升说。作为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西高新技术百强企

业，南丹南方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每年研发

投入近 6 亿元，目前公司研发立项达 32

项，其中产学研项目“挥发窑富氧熔炼技

术应用”的研发成果属国内首创。

河池拥有丰富的锡、铅、锌、锑、铟等有

色金属矿产资源，是中国著名的“有色金属

之乡”。近年来，河池市委、市政府将有色金

属产业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产

业布局，培育河池千亿生态环保型有色金属

产业集群，促进有色金属产业与新技术、新

业态融合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通过探索创新科技金融融合发展模

式，河池市形成政策性资金、科技项目补

助资金、创投基金和银行贷款互为补充的

产业资金保障体系，有色金属产业及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发展强劲，行业在深层和复

杂矿体集约化采矿技术、多金属矿产资源

高效综合回收技术、高纯及超高纯有色金

属材料提纯技术等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持续取得突破，在助力有色金属产业

转型升级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近年来，河池有色金属企业参与申

报实施国家、自治区重点或重大科技专项

14项，项目资助资金达 1.2亿元，有力撬动

和激励有色金属企业自主创新。”河池市

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田寒露说。

广西河池：科技金融助有色金属产业升级

3月 28日，在山东省临沂市新时代药业现代化中药提

取智能制造车间里，甘草、茯苓等中药码放在托盘上，

AGV搬运机器人往来奔忙，正与机械手配合照方抓药。

机器人“照方抓药”背后，既是公司数字化改造的一

个成果，也是打造新质生产力的一个侧影。

山东临沂是著名革命老区。近年来，该市聚焦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技术需要，大胆探索，构建科技成果转化

推进工作机制，强化主体、渠道、平台、人才、服务五个支

撑，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临沂连续多年保持

经济总量和研发经费投入稳居革命老区 20个重点城市首

位，走出了一条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新

时代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新路。

老区涌现众多“全省首创”

酸相关疾病为消化科常见疾病，抑酸成为治疗关

键。目前临床常用的强力抑酸药物为质子泵抑制剂，但

不能满足治疗需求。山东省首个 1 类化学创新药——替

戈拉生片解决了上述痛点。这也是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罗欣药业）“十年磨一剑”的结果。

1类创新药研发过程很艰难。罗欣药业的突破，源于其

坚持走科技创新之路。罗欣药业董事长刘振腾说：“作为临沂

药品研发生产的龙头骨干企业，我们建成了15个科技创新平

台，13个项目被列入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以高能级平台激活创新“裂变”，让更多的企业参与

到科技创新中，这是上述案例带来的启示。据了解，临沂

依托“链主”企业、创新领军企业，建成省级及以上科技创

新类平台 207 个，有研发活动的规上工业企业占比达到

45.7%，在全国革命老区 20个重点城市中位居前列。

“我们实施经济发展科技‘翅膀工程’，加快现有企业

的技术改造、两化融合、市场开拓；同时，还规划建设沂蒙

新质产业园，集中打造光伏储能、氢能、新能源商用车等

标志性产业，力争使新产业占比提高两个百分点以上。”

临沂市委书记任刚在接受采访时认为，要坚持抓好科技

创新引领，加快平台建设，推动成果转化，引进科技项目，

为临沂经济高质量发展插上“科技翅膀”。

在上述思路下，越来越多的“全省首创”正在临沂大

地上出现。临沂是全国最大的人造胶合板生产出口交易

基地，传统产业如何实现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在科

技部门牵线下，由临沂本土企业牵头众多高校联合研发

的世界首台套可饰面胶合板自动化连续生产线获得成

功，从而为山东木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路径。

据了解，临沂聚焦制约全市产业发展的技术难题，采

取“企业出题、高校院所解题”的办法，在战略新兴产业、

机械、医药等产业领域实施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重大科技

应用示范工程，成功突破一批重大关键技术，诞生了众多

“全省首创”的创新成果。

打造产业高地带动经济发展

没铺红毯也不挂彩旗，甚至连主席台也没有。在 2024

年春季临沂高质量发展重大项目建设现场推进会上，两辆

不显山不露水的挂车成了众多“主角”之一。

该挂车的铝框架车身由高强韧合金生产，比传统钢

铁车身减重 30%以上。临沂因其发达的商贸物流网络

和市场集群而闻名，老区人知道轻量化对行业意味着什

么——车身轻了，可装更多的货。

在车身上下功夫，是临沂竞逐新能源商用车新赛道

的战术之一，寄予了临沂人的雄心。

“我们在临沂打造‘轻量化材料制造及循环利用—汽

车零部件制造—新能源商用车整车制造—绿色智慧物流’

全产业链条。”世界 500 强企业山东魏桥创业集团商用车

事业部总经理宿佳敏介绍，在技术和产业的示范带动作

用下，关联企业纷纷入驻，共同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商

用车基地。

对临沂老区人民来说，科技是生产力，更是凝聚力，

将吸引更多优质项目和顶尖人才前来“淘金”。

据了解，当地坚持“实好多快”招商引资，突出招大引

强，聚焦先进工业，拓展现代农业、服务业和民生等领域，

提升招商引资质量。2023 年，该市高新技术产业固定资

产投资累计占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 48.53%，增

幅位居山东第一。

据了解，在上述现场推进会上，307 个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其中有 227个属于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质

生产力项目，占比达到 74%，新动能、新结构正在培育全市

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对我们而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推动

优势产业向高而攀，有效聚集各类要素，向规模、链条、研

发、品牌发力。”临沂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宝亮认为，要在

此基础上，抢抓机遇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培育光储氢、新

能源商用车等标志性产业集群，提升产业辨识度。此外，

还要承接更多优质科技成果转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数字化让企业换了“新活法”

作为“中国物流之都”，临沂顺应数字化、智能化发

展趋势，推动传统商贸物流业数字化转型，孵化出了一

批细分领域的头部垂直电商和现代物流平台。新明辉

安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明辉）是该市孵化的王

牌企业之一。

从表面上看，新明辉是一家安全防护用品行业的供

应链平台企业。事实上，其集合了全球 10余个国家、2000

余家著名企业的优质产品，成为劳保行业的翘楚。

新明辉当家人李辉向记者介绍，数字化技术的应用，

让仓储发货效率比传统的仓储提升了 60%。公司每天处

理的订单量超过了十几万单，客户数量也从 10 年之前不

足 70家，增加到了现在的 20万家。

拥抱数字化，老区企业换了“新活法”。而大数据、

AI、物联网技术的介入，也让众多企业受益。

在山东顺和国际智慧物流园里，少见工人走动。这

得益于北斗技术的加持，让货物的精准定位、实时感知、

智能决策等一系列动作实现了智能化。记者在这里采访

时，山东商贸物流产研院顺和分院院长曹松荣博士透露

了很多细节：他们借助“北斗+5G”，实现了数字枢纽、智慧

安防、智能分拨、智能交通、智慧仓储、智能停车。

新技术的深度应用，改变着“中国物流之都”临沂的

面貌。

据了解，2023 年，临沂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 8000 亿

元，居山东省首位；八大传统产业产值增长 11.4%，千亿级

产业达到 3 个、百亿级企业达到 10 家；光伏、新型储能、新

能源商用车相继破题起势，光储氢一体化集群入选山东

省未来产业集群……

靠什么挺起城市的“脊梁”？临沂既有少而精的大企

业，更有多而壮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临沂市科技局局长徐文明表示，将坚持梯次培育的

思路，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升、高新技术企业

培育、科技创新型领军企业领航“三项工程”，壮大创新主

体力量。目前，全市全社会研发投入总量达到 129.6亿元，

重点科技创新指标均位居全国革命老区 20个重点城市首

位，连续 2 年入选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百强，并获得山东省

委省政府 2023年度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成

效明显督查激励市。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山东临沂走出老区振兴发展新路

科技日报讯 （实习记者李诏宇 通讯员孙嘉隆 黄宁）记者 3 月

29 日获悉，江苏省无锡市 2023 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同比分别增长 5.4%、8.7%，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升至

3.4%左右；获批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74 家、企业技术中心 113 家；布

局建设市重点实验室、创新联合体 80家。

近年来，无锡市全力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和产业强市主导战

略“两大战略”，重点做到“五强化、五提升”，通过强化科创企业培育

与科创平台建设，深化梳理、动态跟进“卡脖子”技术风险清单。无锡

市完善“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新型组织方式，每年部署实施 100 项

左右产业前瞻及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关键技术攻关项目，着力攻

克一批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瓶颈，培育出了一批标志性重大战

略性产品。

据了解，无锡市围绕打造国内一流产业科技创新高地的目标，推

出人才“引育用留”一揽子政策，实现与国家首批高校未来技术学院

合作全覆盖。近三年，无锡市共认定“太湖人才计划”创新创业人才

（团队）项目 773 个。同时，该市还切实加大科技风险补偿贷款投放

力度，近三年累计发放“苏科贷”“锡科贷”达 295亿元。

2023年，无锡市规上工业产值突破2.5万亿元，增加值突破6000亿

元，同比增长7.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首次超万

亿，工业对全市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达46.1%，工业投资同比增长9.6%，

全年规上营收规模超2000亿元产业集群达6个，比上年增加4个。

下一步，无锡将以推进新型工业化为主线，实施中小企业科技成

果赋智、质量标准品牌赋值、数字化赋能“三赋”行动；动态完善重点

企业、重点项目、重大平台、核心技术“四张清单”；加快布局未来产业

新赛道，在通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合成生

物等领域积极建设一批产业创新平台；加速开放应用场景，开创新格

局，为无锡持续注入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加快形成增长新动能。

江苏无锡2023年

获批百余家省企业技术中心

3 月 28 日，在山西省大同市左云县鹊

盛活性炭有限公司宽敞的生产车间内，机

器声隆隆，记者看到工人们开足马力加速

生产。4 座 16 层多膛活化炉、大型中速立

式磨粉机、全自动大型压块机等生产设备

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景象……鹊盛活性

炭有限公司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煤基

活性炭生产企业，也是全世界单体最大的

活性炭企业。

大同市左云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于海滨介绍，大同市“冬

季行动”中，总投资 12.81 亿元的 8 个项目

已开工。当前，左云县重点实施产业项目

13 个，总投资 32.32 亿元。另有储备项目

12个，计划投资 23亿元。

据介绍，大同市近年来主动出击、紧

锣密鼓抓招商，真抓实干推项目；积极加

强与京津冀特别是北京市的双向联系，全

生命周期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

效，以招商引资和深化融入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实际成效，为进一步加快全方位转型

提供硬核支撑。

2023 年以来，该市派出由 190 名精兵

强将组成的 16支招商小分队，奔赴京津冀

地区开展招商推介和对接工作。2023 年，

大同市共签约招商引资项目 368 个，签约

金额 1326.67 亿元，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

类项目 84 个，占比 22.2%，大项目、好项目

占比超过 70%。

今年一季度，大同市紧紧围绕科技创

新和先进装备制造、能源新技术及制造产

业、文旅康养产业，积极对接龙头企业和专

精特新科技创新企业，发挥以商招商、配套

招商的“葡萄串效应”，牵引上下游相关产

业落地发展。截至目前，该市共签约招商

引资项目45个，签约金额214.43亿元。

同时，大同市牢牢抓住在谈重点项目

和重点产业链这个“牛鼻子”，为经济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夯实基础。目前，全市各县

区在谈拟签约项目 106个，拟投资金额 560

余亿元，涉及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

文旅康养等多个产业领域。

大同经济技术开发区医药工业园区

已有 13 家药企入驻，总投资 65 亿元。数

字经济、医药产业、通航产业以及能源装

备等十大重点产业链，已形成产业链式集

群发展格局。

“当前，大同市集政策、资源、人口‘三

大优势’于一身，正处于各种要素聚集的战

略机遇期，处于提升空间巨大的快速发展

期。”大同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到大同

投资兴业的企业和个人，大同将全力做好

服务保障工作，为企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山西大同：招大引强聚势 转型发展提速

科技日报讯 （记者江耘 通讯员王雯）记者 3 月 28 日获悉，近日

在浙江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的高层次人才综合服务中心，一场两个

小时的直播吸引了全球 20 多万人次的围观。这场直播并不卖货，

“卖”的是岗位——之江实验室、良渚实验室、天目实验室等 9家高能

级科研平台、企事业单位集中推出无人机集群算法工程师、专职科研

岗、嵌入式软件工程师、通信算法工程师等 45个科研技术岗位，展示

了浙江对人才的求贤若渴之心。

前不久，浙江省委召开全省持续推动“八八战略”走深走实大会，

全力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高水平创新型人才和企业家队伍、高素养

劳动者队伍。实施“人才强省”战略 20 年来，浙江人才引进数量、新

增就业大学生人数等排名均居全国前列，全省人才总数增长超千万，

为浙江发展提供了强大动能。

当天举行的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博士（博士后）人才引进专场直

播，正是浙江各地在加快推进人才队伍建设的一个缩影。“我们针对

各个层面都推出了相应的岗位，希望有更多的人才来到城西科创大

走廊。”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管委会科技和人才服务局局长潘学冬介

绍，去年大走廊就组织了人才引进的专场直播，共收到了数百份简

历，为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事业单位推介了众多优秀人才。

今年这场直播，数据依然喜人：9 家科研机构和头部企业在线推

荐了 45个科研技术岗位，均面向博士、博士后，实时收到简历 156份，

应聘人才专业背景与用人单位需求匹配精准。

“今年我们对有相关工作经验的高端科研人才需求量很大。政

府部门就推出这样的引才平台，很精准也很有效。”对于专场直播的

效果，杭州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招聘负责人表示十分认可。

浙江云端直播求贤

引20余万人次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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