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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我国当前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科技型中小企业是重要的经济主体，但科技型中小企业受制于其高成

本、高风险的特点，一直面临融资难、融资贵，其创新发展是不得不面对的挑战。我国众多普通城市并

没有很好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存在着风投体系不完善和政策宣传不到位的问题。要解决

这些问题，应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生命周期特点，多层次构建科技金融创新支持体系，推进政府领导、

政策覆盖，在与监管互相协调的条件下利用创新金融工具纾缓融资困境，以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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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China’s current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based smal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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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um enterprises are important economic agents, but science and technology-based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have been facing difficulties in financing and expensive financing due to their 
high-cost and high-risk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s a challenge they have 
to face. Many ordinary cities in China do not have a good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difficult fi-
nancing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based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and there are problems 
of imperfect venture capital system and inadequate policy promotion.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 
should build a multi-leve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ial innovation support system accord-
ing to the life cycle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based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promote government leadership and policy coverage, and use innovative financial tools to alle-
viate financing dilemma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mutual coordination with regul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based small and medium enter-
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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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实施创新引领发展战略促进科技创新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其中的摘要载体——科技型中小企业主要特点是“轻资产、高风险”，这也导致对于传统金融渠道对于

这类企业的资金支持较为谨慎，这一问题极大地制约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时也拖慢中国经济发

展的步伐。 
科技金融主要在于科技产业与金融产业的融合。其本质是创新活动的体现，是识别创新、支持创新、

应用创新、推广创新的过程，它既能帮助各领域的创新动力与资源配置的良好协调，又能促进金融体系

与前端信息技术的结合[1]。科技金融已被广泛认可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技金融包括三种类型：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及两者的结合。商业金融的配置依赖于市场套利，

其特点是收益和风险的匹配，例如天使投资和风险资本。政策性融资主要是为热门产品的研究提供拨款

援助，如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第二种类型是科技金融的资源配置，是政策和商业的结合。而商业性和

政策性的结合主要是利用大众融资政策支持一些商业金融不愿意投资的种子项目，利用风险投资引导基

金鼓励商业金融投资科技型初创企业，利用风险平衡鼓励商业金融投资科技型初创企业的发展，利用政

策担保和鼓励商业金融投资科技型初创企业的发展的政策性担保和财政补贴。科技金融是科技和金融资

源的产物，二者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补充。 

2. 科技金融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 

2.1. 科技金融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资金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其他因素，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可能会因为担心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高风险水

平而减少信贷资金或拒绝向其贷款。这导致了这些企业很难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从而难以开展创新研

发活动，限制了其创新发展。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3.13305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黄珂 
 

 

DOI: 10.12677/fin.2023.133059 581 金融 
 

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可以从政府、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等多渠道入手。政府主要通过

政策支持来帮扶科技型中小企业，引导社会资金向这些企业倾斜。此外资本市场也可以及时为科技型中

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提高科技融资效率。越来越多的上市科技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资金支持，有效

保障了企业的研发和创新活动。同时，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优化信贷筛选机制，对投资

标的进行更好的识别，为发展前景好的企业提供更多贷款资金。 

2.2. 科技金融优化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环境 

建立良好的信用环境对于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深化科技金融的发展，可以将企业的资本

结构、经营状况和市场前景等信息纳入信用评估体系，从而建立更加健全的信用体系，提高信用环境质

量，使企业更容易获得外部融资支持。政府由此可以择优帮扶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研发和创新活动。资

本市场的投资者可根据企业的财务报表和发展规划等信息，综合评估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标的进行投资。

金融机构利用科技手段对中小型科技企业进行信贷评估，确立合理的信贷操作条件，进一步优化信用环

境，提高科技融资效率。 

2.3. 科技金融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有效的监管服务 

监管服务是保障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创新的重要一环。政府可通过科技部门的监管和支持，确保

资金利用和研发活动的质量，从而保障企业的发展。监管机构主要通过对董事会决议和股票报价的监管

来实现对公司的约束。金融机构也可利用技术手段，关注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发

现和解决潜在信贷风险问题。 

2.4. 政策性、银行类和资本市场的金融支持 

1、加强优惠政策信息的公开透明度，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政府在惠企政策的解读上更加明晰，如

研发费用税前扣除、企业研发投入财政补贴等各种优惠政策，各政策落实情况及时公布，这都为科技型

中小企业创造了更好的环境。 
2、创新科技金融信息公开，解决融资难问题。官方可通过科技部门门户网站、微博、微信等网络平

台创新信息公开渠道，及时公布相关受理备案通知和结果信息以及科技成果转化融资的相关信息。 
3、积极争取高层科技资金支持，引导资金向科技领域倾斜，加快推进股权融资，助力科技型企业对

接多层次资本市场。 

3. 科技金融创新问题的分析 

3.1. 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体系不完善 

创业初期的投资资金对于企业走上正轨是非常重要的推手，但是又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风险高的特

点，使得资金通常难以认为其以后能产生可靠、稳定的回报。这主要是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高成长

性、高风险和无形资产大于实物资产的特点，这类企业重心在于技术，其实物资产也是服务于技术发展。

相比于传统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技术、人才和知识产权，对于厂房机器等投入较少。

这些特点导致其在获得融资时收到一定的限制。 
相较于国外的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国内银行主导型的风险偏好低，债券型融资占大部分。根据全

国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报告，我国中小型企业创造的产品和价值、纳税额以及发明专利和产品开发占据了

半数以上，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的中小企业贷款覆盖率却相当低。除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本身风险

高的原因之外，对于专门服务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供应方也很少。我国市场虽已有中小企业板块，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3.133059


黄珂 
 

 

DOI: 10.12677/fin.2023.133059 582 金融 
 

但是准入条件较高，使很多虽不符合上市条件但自身发展尚好的企业无法获得足够资金。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是其核心竞争力，但专利技术或知识产权作为抵押物向银行申请贷款时，抵

押条件和价值评估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抵押担保行业发展缓慢是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的科技担保

机构发展状况参差不齐，担保体系的作用有待加强。一方面担保机构实际担保能力有限，行业整体资信

水平较差，在于银行议价时承担了超出自身能力的贷款风险；另一方面对于专利技术的交易市场不完善，

专利技术等担保物的及时变现有困难，阻碍了担保业务的发展。政府相关部门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方面

合作也不充分，缺乏健全的协调机制[2]。 

3.2. 信贷管理无法满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根据零壹智库发布的小微金融创新报告显示：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多种原因，中小企业融资的需求方

和供给方始终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中小企业融资缺口较大，贷款覆盖率处于较低水平；另一方面，

供给侧担保模式在服务小微客户方面存在困难。小微企业的数据缺失导致的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银

行等资金提供方在提供贷款时处于信息弱势方无法真实全面地了解企业的发展状况从而无法评估企业真

实情况，使得信用贷款难以实现规模经济。这使得科技型中小企业难以获得金融服务，形成制约发展的

瓶颈[3]。 

3.3. 科技金融政策宣传力度不足 

尽管各级政府都出台了相关的科技金融政策来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但仍有许多科技型中小企业在

疫情下面临融资困难，科技金融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是一个原因。例如，一些科技型中小企业对科技金

融政策的理解不到位，不清楚自身是否符合申请“租金减免”等优惠政策的条件；一些科技型中小企业

也在网上申请操作环节存在苦难，对科技融资政策中的疑问和争议问题也缺乏答疑渠道，从而影响了科

技融资政策的实施效果。 

3.4. 缺少科技金融发展效率的评估方法 

要良好地衡量科技与金融结合以及共同发展程度需要一个有效的指标，但目前还没有形成完善的金融

科技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现有的评估主要是通过整理数据的分析，合理的定性分析不足，存在一定的

区域适用性，因此有必要探索合理的促进科技金融发展效率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指标体系[4]。 

3.5. 数据隐私及安全性问题 

金融业涉及大量的敏感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财务信息等，而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这种重于知

识技术的企业而言，隐私性和安全性更加敏感，这些信息的泄露会对包括用户和企业在内的行业状态造

成很大的伤害。当前更加重视利用的大数据技术、信息电子化等，使得信息在传播互通的同时更容易有

泄露风险，而这也意味着原本资金就并不充裕的中小企业可能还需要另外增加在信息保护方面的资金开

支，这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无疑是更重的负担。 

3.6. 科技金融综合人才匮乏 

专业人才是技术发展创新的核心动力，但综合型的科技金融专业人才的匮乏制约了科技与金融的协

调发展。这不仅需要人员掌握相关领域的专业技术性的知识，还要了解金融知识，对于人才素质要求较

高。在过往的发展中，我国偏向于注重科技金融产业的发展速度，而忽视了抓好人才的培养，对于相关

领域缺乏完善的培育体系，导致目前市场人才需求与培养和供给的数量产生了矛盾，这是导致科技、金

融、创新互相融合受限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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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金融创新与监管契合不佳 

科技金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金融工具的创新，这诱发了新的金融监管缺口，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风

险增加[5]。科技企业对于传统金融行业的改变正在逐渐颠覆金融行业的一些底层规律，大量科技金融的

数字化行为游离于传统的监管体系之外，无法在现行的体系之内得到有效的协调，由此加剧的科技金融

风险带来了监管系统难以匹配好的管控尺度，不仅使企业遭受风险的冲击，也阻塞资金融通的路径和意

愿。 

4. 建立科技金融创新的支持体系建议 

科技创新的风险多样性和对资金的持续需求，使得当前金融工具已经不能满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

展需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应从市场、政府、银行、企业等多个层面，通过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工

具的创新组合，建立一个多元化、可持续的科技金融创新支持体系。 

4.1. 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 

1、加大财政优惠政策扶持。近年来，中小城市财政科技投入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政府应通过合理

引导，优化财政结构，保持财政科技投入的相对稳定。除了直接财政支持外，政府采购政策也可以起到

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作用。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是解决中标供应商履行合同过程中资金问题的有效途

径。为此，可以建立“银企”对接的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平台，鼓励金融机构推出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措施。

在政府采购过程中，推进采购意向公开，增加采购透明度，促进企业及时准确获取信息。此外政府还可

以通过信贷贴息、缓缴社保、减免租金等方式，缓解企业经营压力，形成在政府领导下的，以银行、保

险、基金和担保公司等辅助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 
2、放宽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格条件，扩大科技金融政策的覆盖范围。降低对在孵化企业获得政

策援助的限制，保护企业创新和创业精神。避免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歧视”，减少对国有企业的

“家长式”政策倾斜，防止资源配置中的马太效应，确保金融政策的相对公平，并确保民营科技型中小

企业正常运行。 
3、加强政策宣传内容。只有充分宣传和解读科技金融政策，才能更好帮助科技型中小企业全面深入

理解政策，完成与资本的对接[6]。在宣传政策的同时，还要注重对政策的解读，并对存在的问题和争议

做出具体的解释，以帮助科技型中小企业更彻底地了解这些政策。扩大科技金融政策宣传，采取多渠道、

多平台宣传，在省市科技厅、科技局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等互联网上开设独立的宣传窗口。

充分发挥平台的特色，提高传播效果。 
4、深化科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一方面，根据科技金融的发展特点，需要考虑区别于传统监管风格

的差异化科技金融监管模式，提高监管对于科技金融创新特质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协调科技金融监管

的技术手段升级，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形成应对新型风险的能力，构建与科技金融相匹

配的监管模式。 

4.2. 间接金融支持体系 

1、多角度完善科技融资体系。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银行要完善对科技信贷的支持。首先，可以考

虑建立为创新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如专门的知识产权质押机构。知识产权是企业拥有的重要无形资产，

但无法有效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因此设立专门机构有利于促进市场对知识产权的接受，优化投融资环

境。另外也应放宽金融机构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门槛，提供优惠的贷款利率，开展信贷直通车，减

少贷款审批环节，提高信贷审批和提款效率。对成熟期企业，经济效益较则可适当提高授信额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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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便捷的服务。对发展前景好、成长潜力高的创新项目，尝试以“科技 + 金融”方式提供创新金融支

持。 
2、大力发展科技保险。如今科技保险的运作模式也在不断发展和演变以适应市场需求，在当前“互

联网+”的背景下，应尝试政府牵头建立“科技企业 + 保险公司 + 银行 + 中介机构”的新型科技保险

运作模式[7]，政府通过公开招标选择优质的金融服务机构参与科技保险项目的运营。同时，政府应对技

术创新活动进行监督和控制。保险公司和银行根据企业的需要，实施科技保险和科技信贷，中介咨询机

构也可协助科技企业制定风险管理和预警体系。 

4.3. 直接金融支持体系 

1、针对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不同阶段的融资策略。科技型企业的发展周期可分为种子期、初

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种子期，政府可引导风险投资机构和天使基金参与种子基金，并培育引进风

险投资、风险投资机构和人才。在创业阶段，企业的各种风险因素降低，可以为其吸引有一定积累能力

的风险投资机构参与资助企业。在成长阶段，企业资金需求增加，需要引导风投和私募基金等投资机构

为企业提供更多支持。在成熟期，企业的发展规模稳步提升，上市成为非常重要的融资手段。由于主板

上市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来说难度较大，可考虑推动帮扶科技型企业在“新三板”“科创板”上市，对成

功上市的企业进行资金奖励以激励企业自身博取更大发展空间。 
2、众筹模式。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众筹模式已经成为一种有效的融资途径。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

特别是通过社交网络，宣传自己的筹款项目并完成筹款。众筹模式为一些企业家、小企业主甚至个人提

供了展示自己想法和项目的机会，吸引投资者的关注和支持。众筹模式门槛低、多样化、依赖公共机构、

强调创意，是基于技术的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筹集资金的理想选择。众筹平台的出现加速了企业融资，降

低了融资成本，拓宽了融资渠道，丰富了金融支持的多样性，但也仍然面临着一些风险。 
3、供应链金融。近年来供应链金融也在解决融资需求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为产业供应链

的上下游企业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如预付账款、商业票据、存货等，以加速资金流动并稳定供需关系。

银行应更多将重点放在处于产业链核心位置的信用度高、有融资需求的中型企业上，尝试“动产质押融

资 + 金融科技”，以应提高企业融资能力，创新供应链金融。金融监管部门可以依靠信息技术构建大数

据平台，有权威数据库以及区块链技术的协助下金融机构可以更方便开展供应链金融，且对于金融风险

的防控也能做到更加及时和准确。 

5. 结论 

科技金融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随着技术不断革新和应用的扩大，科技金融正逐步深入

到传统金融的各个领域，为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我国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主体，其健康良好的发展在目前的问题下需要更加科学全面的体系建设支持。建立丰富多

样的科技金融支持体系，不仅能够为科技企业提供更加全面的金融服务，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促进科技

企业的发展。政府扶持与监管、金融机构资金支持及信息技术的升级，在各方应对新机遇的行动下，才

能打造良好的投融资及生产环境，助力我国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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