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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金融与发展论坛 
  

郭戎： 

大家下午好。今天大会的主办方让我介绍中国的

创新型企业融资的政策问题，从两个方面：第一，简单

介绍创新型企业的分类。第二，融资的促进政策，主要

从三十多年来开创的特有名词，也可以叫特有的融资体

系——科技金融方面来做一个介绍。时间有限，我主要

讲现在的一些变化、特点和趋势。 

从政策含义来看，韩教授发言也提到了中国创新型

企业认证的问题，我们把创新型企业放在全体企业里来

看有这样几个层次。广大的中小企业，现在法人制的中

小企业 1100多万家，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基数。在这里

面去掉低技术相关的企业，我们得到了另一个概念，科

技型中小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是两种，一种是基于科

技的企业，还有一种是和科技高关联度的企业，这个数

量有多大？大概在 2000 年前后统计，全国有 16 万家，

之后这项统计缺失，但是现在这个数字肯定是非常庞大

的，我注意到有几个省、直辖市，比方说天津，它的科

技型中小企业达到 6 万家，在全国来看这个数量是非常

巨大的。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这是国家认证的，这种

企业主要是从高新行业角度、领域角度，但是它是一个

比较宽泛的概念，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也是从中小企

业里面又剥离出一部分带有很强的高关联度的，特别是

基于科技的和快速成长的这些企业，因为在快速成长阶

段，企业在初始阶段有大量的研发和投入，在快速成长

阶段，账面有盈利，但企业还没有达到盈亏平衡点，这

个时候给予一定的税收支持，这个数量有多大？截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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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有 7.9 万家的高新技术企业。再往上是优秀创新型企业，这是高新技术

企业里面的代表，也是技术型企业已经成功的结果。有些中小企业你可以判断

它很有潜力，像一些神童和天才很有潜力，但是还没有考上大学，也没有进入

到少年班。已经取得成功的优秀创新企业，我所在的研究院有一套指标体系评

价，全国有 1500 家左右优秀创新型企业，构建创新企业的分布结构。 

每一年从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来看，从 2012 年之前，这个数字每年平均能

够新增加高新技术企业 1 万家左右。在 2012 年之后，高新技术企业的政策、标

准有所变化，它的认定、定义和之前不完全一样，我大概了解了一下，2012 年

到 2016 年之间这个数字在逐渐增加，每一年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可能达到 2

万家。从领域来看，有几个非常集中的领域：光机电一体化、航空航天、环境

保护、新能源及高效节能、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与信息。 

关于中国政府的融资促进政策。从财政资金方面，2013年中央财政支持中

小企业的资金规模达到 150亿人民币，这是一个节点，实际上它很显著的含义

是，比 2008年增加了 3 倍，这两年增加了吗？我的回答是，增加的更加迅速，

但是方式大有变化，过去中小企业的支持资金，中央财政都是直接拨付到企业。

现在第一个变化是投入的方式进行了整合，国家层面不再直接用财政资金投到

企业里面去，而是形成了几大类的引导基金：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引导基金、新

兴产业创新引导基金、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每一只基金总规模都远远

大于 150亿。同时引入新的机制，现在有 PPP的机制，实际上它是一种合作，

在科研领域很早就用这种机制，与引导基金和政府直接拨付企业资金有一个很

大的区别，就是政府资金交给专业化机构，与专业化机构之间形成合作伙伴关

系进行投入。还有就是科技成果权益改革，中国的情况可能和韩国比较类似，

它的科研机构和科研资源，甚至科研人员的国有属性非常高，这和美国，和其

他西方国家有比较大的差别。所以政府的资金以及这些院所资金形成的科技成

果就是国有科技成果，按照国有资产来管理，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一直在做

一项工作，怎么样在国有资产管理体系里单划出管理国家科技资产、知识密集

型国有资产这样一个体系，实际上这个体量也是非常巨大的。通过权益改革我

们建立新的激励结构，让院所、科研人员能够更多的分享权益，能够分享科技



 
 

3
 

成果转化带来的收益，我刚刚讲了，中央财政层面有一个独立的基金体系，国

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存量和流量之间相得益彰、互相配合。 

税收政策，一个是直接普惠型的，我刚才画的宝塔图，塔基的部分就是普

惠型的，普惠型的也有直接和间接，主要介绍一下直接型的。直接型的我们现

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而且条目比较多的税收支持体系，主要有高新

技术企业的税收政策，它的机理，包括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经过了几次修订，

2015年、2016 年又一次修订，扩大了研发加计扣除的政策力度，这两项的优惠

比所得税的优惠大概每一年超过 1000亿人民币，而且在快速增长。我们有一个

估算，税收的优惠可能在未来几年接近于财政直接投入，它是后补助性的，在

这里面，我们相对于操作上能够做到比较公正的标准。还有就是技术转移。间

接性的支持重点政策（对创新型企业重点支持的政策），主要是对创新型企业、

孵化器等。我的感觉，现在国家的导向正在从直接型的税收政策转向间接型的，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投资者现在正在研究天使投资税收制度的优化。这是中央已

经公布的条目，财政、税务、科技部门会相应在合适的机会推出。 

创业投资来讲，现在市场的统计不一，差距非常大。我们的统计，有活跃

的创业投资活动，比较关注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基金是 1700 多个基金。因为这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法律类型，总量资金在 6400 亿人民币左右，比去年增加 1200

亿。这是去年的情况，今年可能远远不止这个数量了，在总量增长和基金数目

增长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创业投资业内部的结构正在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天使

投资机构和天使的各种组织在快速增长。投资+孵化的新兴孵化机构，过去有孵

化器，主要是提供物业、空间，现在是新兴的孵化业态快速出现，这两天正在

深圳举行双创周，大量的新的孵化业态都有所展示。产业型企业，刚才韩国的

教授也介绍了，特别是优秀的标杆型的大型创新企业设立创业投资基金。前不

久中国政府宣布央企设立了央企的创业投资基金，各大中央直属企业联合设立

创业投资基金，规模是 3000 亿人民币，明年再统计创业投资的资本量又会增加

得非常快。 

科技银行，这并不是特别准确的说法，我们想形容银行在科技创新方面能

够有哪些作为。新兴的科技专营机构快速出现。从 2008年到 2015 年全国共成

立支行和专营机构超过 300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浦发硅谷银行，这是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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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银行合资的一家外资银行，在上海正式运营，我们了解到，这也是中国的

银行监管机构自 1997 年以来批准的第一家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它的总部体量非

常小，批准的时候只有几十亿美元，引进它不是看中它的资金量和外汇掌握量，

它有惊人的服务创新企业的能力，2012 年到 2015年就有了人民币的经营业务，

这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事件。中小企业的诚信内部机制，很多中小企业在全行

的战略上，把科技金融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业务领域，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有

了专门的战略，而且按照银监会科技部的一些文件规定，设立了独立的评审、

独立的部门、独立的核算、独立的会计、独立的激励机制等。同时专利、版权、

股权、订单这些过去不太为金融机构所认可的资产，过去金融机构或者不认可，

或者给你打很低的折扣，这些资产的抵质押量在增加。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中

国现在特别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科技型中小企业比较集聚的地方，都设

立了大量知识产权投资运营机构，和银行合作进行专利方面的运营。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投贷联动机制，这是一个新的借鉴美国的 SBIC经验，今年推出的一项

非常重磅的融资政策，允许银行设立独资的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于科技型的企

业，在五个区域，主要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十家银行机构，包括各种类型，

有国有的、政策的、外资的、中资的、大型银行、小型银行，都在这个试点里

面。 

资本市场简单讲一下，韩国专家讲到的组织资本，我们现在的资本市场对

科技成果的估价在不断的上升，不是组织资本，是一项重要的治理资本，科技

成果入股制度得到优化。2006年科技创新大会之后新三板的第一项配套政策，

在中关村试点多年，2015 年推广到全国，现在挂牌数量已经超过 9000 家，区域

性股权交易市场和技术交易市场的服务能力迅速得到提升。 

科技保险方面，中国今年有了第一家科技保险公司，在保监会批准下设立

的。同时推出了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保证保险等一系列工具，也试点了国产首

套设备责任险，现在叫重大装备产品责任险。 

互联网金融，从创新来讲，分享经济、智能经济需要新的金融模式支持，

特别像众筹、P2P 平台，还有一些其他的由金融科技构成的金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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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几点展望。对一个创新国家、一个创新企业来讲，钱不是万能的，没有

钱是万万不能的。在金融博物馆开这个会，尤其体会到这样的特点。 

第一，促进与科技创新阶段相适应的金融产品、服务和业态发展。这是在

今年出台的“十三五”科技规划和金融规划里面提出来的这句话。 

第二，搭建综合性的科技金融服务平台。现在各地成立的科技金融服务集

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做法。 

第三，金融业应该加快引进新一代的信息技术。金融企业变成科技企业，

这似乎是现在很多金融机构在关注的问题。 

第四，健全与科技金融创新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监管非常重要，怎么样做

到保住底线又支持创新，这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权衡工作。 

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