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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融是通过银行、证券、保险、创业投资、抵押、担保

等金融方式和服务，支持科研、成果转化和科技型企业发展的金

融模式。《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决定》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

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长期

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这项重要改

革举措对于促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实现科技、产业、金融三

者的良性循环，建设科技强国和金融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面对科技强国建设和国际竞争的严峻形势，强大的科技投入

是支撑人工智能、信息技术、量子、生物等前沿科技领域和未来

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从科学研究到成果转化再到产业化，每一

步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目前，我国的科技投入总量相对不足、

结构不尽合理，急需更多金融投资进入科技创新领域，加快形成

多元化投入格局，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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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融要迎难而上、聚焦重点；引导金融机构健全激励约束机

制，统筹运用好股权、债权、保险等手段，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

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近年来，科技管理部门会同金融管

理部门和金融机构陆续制定了一批科技金融政策措施。但同时还

存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社会融资模式与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需求

不匹配、金融机构支持科技创新的内生动力需要提升、金融监管

刚性要求对科技创新融资形成抑制等问题。发展科技金融，构建

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需要着重抓好以下几点。

第一，加强对科技企业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对于

种子期和初创期的科技企业，其规模小、资产轻、估值难而资金

需求度高，可加强天使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的支持。对于成

长期的科技企业，具备一定商业模式和盈利能力的，可加强专利

权质押融资、商标权质押融资、订单融资等科技信贷服务。对于

成熟期科技企业，可支持其在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等资本市

场获得更多融资机会。

第二，加大对国家科技重大任务的金融支持。对事关国家发

展与安全的重大科技任务，加强银行信贷、资本市场、科技保险、

创业投资、债券以及财政引导等多项政策联动，重点对国家科技

重大任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等给予全方位

金融支持。支持承担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

重大突破的科技领军企业上市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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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构建丰富的科技金融产品体系。强化科技政策性贷款，

常态化实施科技创新再贷款政策，提高在再贷款中的结构比例。

建立专门机制，推动商业银行将支持科技创新作为主要政策性业

务。对天使投资和专注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创业投

资机构进一步给予支持。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拓宽金

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资金来源。壮大耐心资本，探索社保基金、保

险资金、年金资金等长期资金支持科技创新的机制。

第四，打造科技与金融良性互动的生态。加强科技咨询、科

技创新评价标准、知识产权交易、信用信息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

为各类金融服务更加标准化、精准化提供支持。完善风险分担机

制，有效发挥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的增信、分险和引领功能，着

力解决市场的科技创新风险规避问题。充分考虑科技金融的发展

规律，强化科技创新的金融风险防范，提高监管的包容性。优化

政府引导基金的考核，采取“长周期”、“算总账”等的考核办

法，带动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文/省驻沪单位党委编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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