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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晶晶

5月14日，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

监管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加快构建科技

金融体制 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

若干政策举措》（以下简称《政策举措》），提

出要加快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

融体制，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强国

建设。这份靶向精准、举措务实的政策文

件，对于完善科技金融全链条政策环境和

管理制度，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

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资本是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的重要力量，发展科技金融是促进科技创

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必由之路。近年

来，我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力度不断加

大。数据显示，过去5年，高技术制造业中

长期贷款余额年均保持30%以上的增速；

科技型中小企业获贷率从14%提升至47%；

科创票据累计发行8000亿元；超过1700家

专精特新企业在A股上市；创业投资基金

管理规模达3万亿元。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

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不少投资机构注重

中短期盈利，以“为卖而买”的心态参与投

资，耐心资本不足。我国实体经济的融资方

式长期以追求安全性、盈利性的间接融资为

主，与科技型企业的高风险、长期性存在天

然矛盾。科技、金融、财政等多部门之间协

同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科技金融政策合力有

待进一步加强。

《政策举措》的出台，有助于促进科技金

融在支持我国科技创新活动中发挥“顶天立

地”的作用。“顶天”，就是保障国家重大科技

任务的实施，加强对国家实验室、科技领军

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金融服务。“立

地”，就是为广大科技型中小企业纾困解难，

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科技型企业全生

命周期金融服务。

《政策举措》明确引导更多金融资本流

入科创领域，统筹推进创业投资、银行信贷、

资本市场、科技保险、债券发行等政策工具

为科技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金融

服务，这有助于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

的科技投入格局，为科技创新提供源源不断

的金融“活水”。

《政策举措》提出设立国家创业投资引

导基金，将促进科技型企业成长作为重要方

向，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未来产

业。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将推动重大科技

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培育发展新质生产

力；同时如同强力引擎，也将拉动大量社会资

本跑步入场，孵化更多科技型企业。在银行

信贷方面，建立银行信贷支持科技创新的专

项机制，鼓励商业银行设立科技金融专门机

构、开展科技企业并购贷款试点，为科技创新

开辟了专属资金通道。科技保险领域亦有动

作，通过打造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保

险产品和服务体系、以共保体方式开展重点领

域科技保险风险保障等举措，能让科技保险成

为支持创新的减震器和稳定器，让科技型企

业更加放心投入创新活动。

科技领域专业性强、技术门槛高，为了

解决金融界“看不懂”的困扰，此次《政策举

措》提出要建立科技型企业识别标准和推荐

机制，便利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机构精准有效

提供支持。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创新

积分制”，并对创新积分评价核心指标予以

优化，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精准画像。这些举

措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让金融机构有能力

洞察科技型企业的真实潜力，为更多科创

“幼苗”输送金融“养分”。

《政策举措》提出优化国有创业投资考

核评价机制，对国资创投机构按照整个基金

生命周期进行考核，能够避免短期考核对投

资决策的不当干扰，引导国有资本成为长期

资本、耐心资本。鼓励“长钱长投”的同时，

《政策举措》也着力打通“退出”堵点，提出开

展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实物分配股票试点、鼓

励发展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等举措。这

些措施多管齐下，有利于健全创业投资退出

渠道，推动资金更顺畅地循环起来。

科技金融涉及部门多、领域广，加强政

策之间的协同尤为重要。《政策举措》强调建

立科技金融统筹推进机制，加强科技金融工

作的部门协调、政策联动和信息共享，对各

部门出台的科技金融重大政策开展宏观政

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科技创新一致性审查和

金融政策一致性评估。此举能有效汇聚多

部门政策合力，促使各部门既各司其职，又

协同配合，共同打出高效有力的科技金融

“组合拳”。

我们期待，甫出台的《政策举措》能释放

巨大的导向效应，推动金融资源从粗放式投

入转向精准化配置，推动科技创新从技术突

破迈向产业升级，助力我国在全球科技竞争

中崭露头角，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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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单科技创新债券成功发行

本报讯（记者 张伟）

5 月 11-12 日，2025 年京津

冀党政主要领导座谈会审

议 通 过 京 津 冀 三 地 科 技

部门联合牵头制定的《促

进 京 津 冀 区 域 科 技 成 果

转化的若干措施》（以下简

称《措施》），标志着京津冀

协同创新在科技成果转化

领域迈入新阶段。

《措施》旨在通过六大

方面的19项具体举措，全面

提升区域内科技成果的转

化效率和比重，为京津冀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措施》实施中将聚焦

成果供给加快技术攻关。

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氢

能、合成生物制造等重点领

域，推动京津冀高校、院所、

企业等创新主体联合攻关，

产出一批符合区域共性需

求 的 标 志 性 研 发 创 新 成

果。同时，建立常态化研发

成果对接机制，定期梳理形

成可转化的项目清单，为科

技成果转化提供源头活水。

《措施》实施中将聚焦

转化通道贯通跨区域服务

链条。为打通科技成果转

化的“最后一公里”，《措施》提出提升智

能供需对接服务能力，增强概念验证服

务水平，为科技型企业提供概念验证、中

试熟化等全方位服务。同时，围绕区域

产业升级和未来产业培育，联合梳理应

用场景，加速成熟科技成果在京津冀区

域的精准对接和有效转化。例如，京津

中关村科技城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

点平台，与北京中关村共建共享，创新性

提出“北京研发+宝坻转化”的合作模式，

为推动《措施》落实，将200余项创新服务

“移植”到京津中关村科技城，为科学家、

创业者、企业家和区域政府提供科技成

果转化全站式的服务，打造包括人力资

源、科技金融、企业服务、公共实验检测、

线上社区、科技成果转化等在内的十大

服务平台。截至目前，京津中关村科技

城累计注册经营主体已达1870余家。

《措施》实施中将聚焦专业能力推进

跨区域转化生态建设。《措施》强调提升

技术转移机构市场化能力，提升知识产

权管理服务水平，释放科技金融“源头活

水”作用，大力推动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

做大做强，更好发挥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

中心作用，吸引国内外前沿技术和颠覆性

技术成果在京津冀区域转化落地。开展

技术转移人才专业能力提升培训，完善技

术经理人相关职称评定机制和互认机制，

打造一批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和

承载区，集中开展科技成果展示、推介、评

估、交易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专业化服

务。例如，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作为京

冀两地政府指导设立的科技园区，将深

入贯彻落实《措施》的有关要求，围绕新

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主

导产业已集聚科技型企业 180家，累计

对接1万余家国内外创新资源，组织150
余项新技术、新产品路演发布，进一步构

建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打通科技成果转

化内外双循环，赋能企业创新基因释放，

助力更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本报讯 近日，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亦庄国投”）成功

簿记发行“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2025年度第一期科技创新债券”，此为

全国首批、北京首单股权投资机构科技创

新债券。

据悉，今年 4月 25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召开会议，正式提出在债券市场创新设

立“科技板”，旨在强化对科技创新领域的

金融支持力度。随后，中国人民银行与中

国证监会于 5月 7日联合发布《关于支持

发行科技创新债券有关事宜的公告》，通

过畅通融资渠道、优化资金投向等举措，

促进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同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同步出

台《关于推出科技创新债券 构建债市“科

技板”的通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正式推

出科技创新债券，从产品设计、风险分担、

配套机制等多维度发力，全面提升金融对

科技创新的服务效能。

亦庄国投作为头部私募股权投资机

构、创业投资机构，迅速响应国家战略部

署，凭借多年深耕硬科技投资形成的产业

生态优势，首批登陆债券市场“科技板”。

本期科技创新债券发行规模5亿元，期限5
年，募集资金将用于亦庄国投向科技创新

领域的出资，投向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

术和大健康、新能源智能汽车、机器人和智

能制造等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

“北京经开区”）主导产业。本期债券发行

利率1.94%/年，创亦庄国投发行债券以来

同期限最低，有效降低了融资成本。

亦庄国投作为北京经开区专业化、市

场化、价值化的产业赋能型投资平台，自

成立以来，围绕北京经开区四大主导产业

和六大未来产业，以金融手段服务产业发

展，有效壮大了北京集成电路、智能制造、

商业航天、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刘琴

5 月 14 日，由公安部主办的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警用装备博览

会在北京首钢国际会展中心开

幕。本届警博会以“新技术、新装

备、新质战斗力”为主题，展期 4

天，展区总面积6.4万平方米，规

模创历史新高，共有来自12个国

家和地区的835家企业参展。

图为在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警

用装备博览会智慧化无人装备展

区拍摄的特巡用无人AI侦测鸟。

新华社记者 殷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