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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and strategy research of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financial	work,	commercial	
banks have improved their support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through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nnovation, rich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strengthening data empowerment. Despite th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f technology and finance business, it 
still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the	lack	of	service	depth,	 the	lack	of	financial	services	in	the	whole	chai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risk	understanding	and	control	level.	To	this	end,	the	paper	proposes	to	build	the	full-cyc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ial	service	
system,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industrial parks, and optimize the risk compensation mechanism, so as to 
better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fina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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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科技金融创新实践与策略研究
罗骏

中国光大银行南昌分行，中国·江西 南昌 330000

摘 要

论文探讨了商业银行在科技金融领域的创新实践与策略研究。论文指出，随着科技金融成为金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商
业银行通过组织架构创新、丰富的产品服务和强化数据赋能等方式，提高了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尽管科技金融业务
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面临服务深度不足、全链条金融服务缺失，以及风险理解与管控水平待提升等挑战。为此，论文提出
构建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加强与政府及产业园区合作、优化风险补偿机制等策略，以更好地支持科技企业发展，促
进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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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十月份举行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对未来金

融行业的走向进行了清晰地阐述，尤其突出了科技金融对于

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角色。科技金融是金融领域

的一个重要主题，它既具备强烈的政治性和民众性，也肩负

起支持全民共富、推动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的巨大使命。因

此，科技金融被视作五大任务之首，成为国家的金融政策的

主要策略焦点。随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阐述需要增加

对于科技进步的扶持程度，特别是在现代化的工业系统构建

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引导角色，以促进工业系统的革新及提

升。该会议指出，利用革命性和前瞻性技术的运用可以产生

新的行业、商业模式和动力源泉，从而引发生产的质量变化

和增速。这种策略思维为我们未来的科学研究和产业发展提

供了明确的路径指引。同时，国务院常务委员会审查并批准

了《加大力度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行动方案》，详细规定了

一系列强化对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贷款援助的策略和方法。另

外，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关于加强科技型企业

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的通知》中强调，应全面提高科技创新

型企业从初创到成熟各阶段的金融服务水平，尤其要关注其

初期研究开发、技术革新、产品推向市场的每一个环节上的

资金需求。

2 科技金融的现状与挑战

银行业金融机构成为科技金融的“主力军”。近年来，

中国的商业银行均已加速布局科技金融业务。各银行通过将

科技金融列为服务实体经济的主攻方向，加大对科技金融的

政策倾斜和资源投入，开发专属科技信贷产品，创新专营信

贷体系，设立专营机构和服务团队，实现差异性、定制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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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支持与服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截至 2024

年 6 月末，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2.9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6.5%；5 月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 2.7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9.2%；全国“专精特新”企业贷款余额 4.1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5.9%，均明显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此外，根

据中国人民银行 8 月 30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 年二季度

末，中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26.17 万家，获贷

率为 46.8%，比去年同期高 0.1 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

本外币贷款余额 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9%，比同期各项

贷款增速高 13.6 个百分点 [1]。

商业银行业在科技金融方面已经取得重要突破，但仍

然面对着一系列难题。首先，当前的科技金融服务在关键行

业的深远影响及广泛应用还不够深入，尤其表现在推动国家

级重大科学技术进步项目、扶持科技小型企业的成长、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的经济效益等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其次，市

场上的科技金融新产品不断增加，但是却没有形成一套全面

涵盖科技创新整个流程和企业全部发展阶段的综合金融解

决方案。因此，很多科技类企业难以得到持续稳定的长久融

资。最后，负责提供科技金融的服务商在激励和惩罚制度上

并不完美，缺少有效的方法去吸引并培育专职人员。同时，

他们对于科技创新的认识程度和评价标准还有所欠缺，需要

更多具有多学科背景的专业人士加入，并且提高他们在科技

项目中识别和控制风险的能力，以保证他们的服务更加精确

和高效。

3 商业银行科技金融创新实践

3.1 创新组织创新，提升科技金融专业程度
即使商业银行业在科技金融方面已经取得重要突破，

仍然面对着一些难题。首先，目前技术金融服务在关键行业

的深度和宽度还不够充分，尤其表现在支撑国家的重大科研

创新项目、推动科技小型企业的成长、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

实际生产力等方面的缺口依然明显。其次，市场上的技术金

融新产品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单个化或部分化的趋势，然而却

没有形成一套涵盖整个科技创新过程及企业全部发展阶段

的一体化金融解决方案。这就导致了很多科技类企业难以得

到持续稳定的长久融资。最后，为科技金融提供服务的银行

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奖励和惩罚制度上还有改进空间，缺少

有效的方法去吸引并培育专职人员。同时，他们对于科技创

新的认识和评价水平也有限，需要更多具有多学科背景的专

业人士加入，并且还需要提高他们在科技项目中控制风险的

能力，以保证他们的服务质量和效果 [2]。

3.2 丰富产品服务，满足科技企业多元需求
为满足科技创新企业多元化的需要，各主要银行为适

应科技小型企业的各个成长时期的财务需求及风险特性，积

极开发出个性化的金融方案，持续改善信用评估程序。这

种新型的科技借款项目为他们带来了更广阔的融资选项。例

如，建行基于科技创新企业的创新实力，建立了一个“技术

流”评级系统，并且发布了包含“纯专利权质押贷款”“政

府科研立项补贴贷款”和“新三板上市扶持贷款”等共计

二十四种专有借贷产品，特别关注科技小微企业的发展；面

对着企业研发时间较长且对资金需求较大的难题，工行提

出“科创研发贷”，此款产品不但包涵了研发过程中的一切

费用开支，还能依据企业研发进展给予全研发周期的贷款期

限。此外，中行针对科技小型企业的“轻资产、少抵押”的

问题，提出了“科技成果转化贷”的产品，并配有一套信贷

风险补充制度，大大地减少了企业获取融资的难度。这一系

列金融创新措施为科技创新企业的融资工作提供了实际的

支持，推动了他们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成果的运用。

3.3 强化数据赋能，探索授信评价模式创新
伴随着中国数字化变革的深度展开，科学金融与数字

金融的结合愈发紧密，科技创新已经迈向了一个全新的发展

时期，成为了引领传统科学金融服务方式转变的主要驱动

力。近些年里，各主要商业银行都大幅度增加了对科技创新

的支持力度，主动同工商、税收、信用评级、关税等多个政

府机构协作，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科技工具

来持续改革金融服务的形态，推出了一系列专门为科技企业

设计的多样化贷款方案及服务。他们还创建了科技金融综合

平台，研发出定量的科技型企业贷款评分体系，成功解决了

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同时也增强了他们的资源整

合能力和全方位的服务水平。例如，工商银行、建行、兴业

银行等就全面整理并量化了科技企业的各种创新能力指数，

建立起了包括顾客接纳、信用估算、危险控制等各个环节的

个性化担保模型，进而优化了对科技型小型企业的金融服务

支援 [3]。

4 商业银行科技金融策略研究

4.1 构建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构建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的关键在于打破传统金

融服务的分段限制，将客户的不同需求贯穿于从初期接触、

资金管理到后期财富增值的每个阶段。以中小企业为例，银

行在其创立初期便可介入，通过金融科技手段，提供实时信

用评估、无抵押贷款等融资服务，使其在资金短缺时能够获

得及时支持。同时，银行通过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

在客户的日常交易、财务流动中提取核心信息，并将这些数

据映射至客户的长期发展需求。在这个过程中，银行逐步构

建出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动态画像，使系统能够在客户资金

需求发生变动时提供灵活的资金支持，还能预判出潜在的金

融服务需求。这种贯穿业务成长全程的金融支持，让银行的

服务不再局限于短期贷款和单一的理财产品，而是转化为一

种全方位、长效的金融生态支撑，帮助客户在多变的市场环

境中稳定发展。而且银行可以通过引入区块链技术，实现供

应链上各方信息的共享与透明化，在客户面临的资金周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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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管理问题上提供更高效的解决方案，如供应链上的上

下游企业可基于区块链的可信数据实现快速融资，银行则通

过智能合约自动控制风险敞口，以降低信用风险 [4,5]。

4.2 加强与政府、产业园区的合作
在加强与政府和产业园区的合作方面，政府部门和产

业园区拥有丰富的政策资源和项目储备，而银行通过与之建

立协同机制，能够更精准地支持园区内的企业融资需求，并

有效分散科技金融中的风险，还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设立专

项科技金融基金，建立与政府风险分担的机制，使银行在提

供金融支持时，享有政府的风险补偿，这既降低了银行的资

金压力，也让园区内的科技型企业在发展初期得到更高的融

资认可度。在这类基金机制中，银行还可以借助政府的信用

背书，为特定企业提供相对宽松的还款周期和优惠利率，从

而提高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期间的资金使用灵活性。与此同

时，银行可以在园区中设立“金融服务驿站”，将信贷咨询、

融资支持、科技金融政策解读等服务一体化配置，直接面对

企业需求，减少企业获取资源的中间环节。更为关键的是，

这一平台在数字化服务的基础上，搭建起企业、银行、政府

的实时沟通渠道，实现业务和信息的高效共享，确保金融服

务的精准对接。尤其在科技创新型项目孵化阶段，银行可以

利用平台提供定向投融资支持，既解决了早期项目的资金难

题，又为企业在其成长过程中的持续金融需求提供了保障。

此外，商业银行以“链式融资”模式，打破以往单一企业融

资难题，通过对整个产业链的多方支持，形成协同增效的服

务体系，这种合作模式使银行的金融资源配置能够促进整个

产业链的健康发展，为产业园区整体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

更坚实的基础。

4.3 优化科技金融风险补偿机制
在优化科技金融风险补偿机制方面，由于科技金融服

务面对的企业大多处于发展初期或快速成长阶段，风险管理

较为复杂，银行需通过差异化的风险补偿模式来抵御潜在

的市场不确定性。为此，银行引入政府增信、保险保障及金

融衍生品等多方力量参与风险补偿，逐步形成由银行主导、

政府支持、市场调节的综合性风险分担框架。例如，在与政

府部门的合作中，银行可借助政府提供的融资担保基金，将

部分高风险项目纳入政府支持范围，通过共担机制来缓解资

金压力。同时，通过引入信用保险、履约保险等产品，银行

将信贷风险的部分责任转移至保险公司，从而在应对企业违

约风险时实现风险的分散。例如，当科技企业面临履约压力

或财务波动时，保险产品的介入可为银行提供及时的赔付支

持，使金融流动性保持稳定。另外，银行在补偿机制中设立

动态的补偿比例，通过科技金融项目的风险等级、企业成长

阶段等因素灵活调整，使风险补偿机制的运作更加精细化，

这种动态调节能力能够精准识别潜在风险，在外部环境或企

业状况变化时及时适应，避免过度风险累积的同时维持了金

融服务的流动性和稳定性。

5 结语

综上所述，商业银行在科技金融领域的创新可以推动

金融服务的转型，为金融生态带来深远影响。通过构建全周

期服务体系，银行在服务的完整性与精准性上得到了显著提

升。而与政府、产业园区的深度合作为银行在风险补偿方面

带来了更加多元的支持渠道，使其得以向科技企业提供更具

可持续性的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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