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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中银研究 

 

2021 年 12 月 3 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支持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求银行保险机构

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对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助推器作用，按照创新引领、

市场导向、统筹协调、风险可控的基本原则，推动完善多层次、专业化、

特色化的科技金融体系，推动银行业保险业对科技企业金融服务质效提升。

主要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完善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体系契合当前中国把科技自立自强作

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的重大决策部署，加快弥合科创企业融资需求与科技

金融服务水平之间的差距。近年来，中国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

核心地位，创新环境不断优化，创新投入持续增加。但是，科创企业仍面

临融资难问题，迫切需要金融体系的全方位战略性支持。一是科技企业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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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融资渠道活力不足，私募股权市场低位运行，疫情以来科技创新类市场

主体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直接融资大环境不佳，融资成功率偏低。《指导

意见》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通过支持金融机构出资创业投资基金、政

府产业投资基金等，为科技企业发展提供股权融资，促进科技企业直接融

资市场恢复活力。二是科创企业的轻资产运营模式和高不确定性经营状态

使得贷款难度大，间接融资支持科技创新的链条较长，促进创新资本形成

效率有待提升。《指导意见》通过要求开发性、政策性银行合理提高转贷款

业务中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比重，推动商业银行加大科技企业贷款投放力

度，实现支持科创市场主体贷款余额、户数双增长；鼓励商业银行探索科

技信贷服务新模式，与外部投资机构深化合作，提升科技型企业融资可获

得性的基础上提高贷款支持效率。 

第二，《指导意见》汇集各地区各金融机构实践经验，面向科技企业金

融服务针对性不足、适应性不高的问题，加强金融机构协同与区域创新支

持，为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奠定基础。当前全球科技进

步日新月异，科技企业金融需求及其特点快速变化，《指导意见》充分体现

了政策的全面性、适应性和前瞻性，在统筹开发性和政策性银行、商业银

行、保险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等各类主体提供科技金融服务功能的同时

进行多维度差异化安排，促进科技创新的融资支持机制高效规范发展。在

不同的创新聚集区内，科技型市场主体在行业倾向性、企业发展阶段、金

融需求和风险特征等方面各具特色，《指导意见》鼓励银行保险机构在科技

资源集聚的地区设立科技支行或保险试点，在区域创新格局下发挥科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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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体系关键作用，助力形成区域创新增长极。 

第三，银行业保险业以《指导意见》为未来重点工作导向，将服务科

技创新纳入自身战略，在制度建设、产品服务创新、风控保障等方面下功

夫，为形成科技金融重点服务领域做好准备。金融机构作为支持创新经济

增长和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力量，要抓住以《指导意见》为起始点的政策

机遇，强化自身战略执行。大型银行集团应进一步完善各层级的综合经营

协同机制，商业银行主体与有针对性的科技金融专营机构、科技支行、投

资功能子公司充分联动。提升科技金融服务水平，探索以股权投资为抓手

的服务模式，优选服务模式、风险偏好相匹配的外部创投机构建立战略合

作关系，推进投贷联动加快发展，提供覆盖企业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

成熟期的全周期综合性解决方案。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

研结合的人才开发体系，加块培养和储备一批掌握相关产业专业知识的复

合型金融人才，夯实科技金融业务发展基础。此外，适度提高不良容忍度，

探索建立相应的尽职免责机制，完善适合科技企业的贷款审批模型和贷后

管理服务体系，降低融资成本、缩短审批流程、提高审批速度。 

（点评人：中国银行研究院 李晔林）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银行总行一级部门。研究领域涵盖全球经济、国

际金融、宏观经济与政策、金融市场、银行业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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