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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发展战略

的核心。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越来越倚重于科技创新能力，而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的

支持和支撑，科技创新链条与金融市场链条的融合创

新、联合创新正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如何促进

科技金融发展，利用金融手段推动自主创新能力的全面

提高，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一直是近年来政府、金融

机构以及科技型中小企业关注的焦点。 

 2016年，合肥市出台《加强科技金融服务促进经济发展

若干政策措施》，助力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与金融的紧密

结合。但相较于其他发达地区在科技金融领域的创新，

合肥市在科技金融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创新产品较少

和政策扶持力度也有待提升。本期将选取北京、武汉和

广州三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出台的科技金融政策为

样本，此外，为保证研究的一致性，均采用标题包含“科

技金融”字样的政策作为研究样本。重点对科技金融政

策展开梳理，综合运用词频分析方法和可视化研究工

具，为合肥市科技金融领域创新提出政策建议。 

 

http://www.xtk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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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融是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金

融制度、金融政策与金融服务的系统性、创新性安排，是由向科学与技术创新活动提

供融资资源的政府、企业、市场、社会中介机构等各种主体及其在科技创新融资过程

中的行为活动共同组成的一个体系，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科技金融政策梳理 

相较于科技金融的参与者主要有政府、企业、社会中介机构等。其中政府在其中

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政府不仅投入巨大的资金直接资助科技型企业、创投公司、设

立不同产业领域的基金，还需要出台相关政策，培育、引导科技金融市场的发展。由

于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战略规划的差异，不同地区出台的科技金融政

策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下面将对部分发展较好地区的科技金融政策进行简单地梳理。 

1、科技金融机构扶持政策 

目前，北京、武汉以及广州等地均对科技金融机构在购房、租房以及基础实施建

设等方面给予一定的财政资金补贴，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科技金融机构支持机制。 

表 1：北京、武汉和广州科技金融机构扶持政策 

区域 政策内容 

北京 

1、租房补贴。按照实际房租费用的 50%给予补贴，支持面积不超过 1000

平方米，单家入驻企业补贴期限不超过 3 年。 

2、电子化平台建设。搭建电子化管理平台、应收账款质押融资服务平

台、资产证券化服务平台、智能资产配置管理平台、智能风险防控平

台等关键性平台。按照不超过平台建设运营费用 50%的标准给予支持，

单个平台最高支持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 

3、基础设施建设。围绕征信、支付、数据、交易等关键环节，支持基

础平台建设，完善金融应用环境。按照不超过平台建设运营费用 50%

的标准给予支持，单个平台最高支持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 

4、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便利性。按照金融科技企业与金融监管机构

或金融机构签署的技术应用合同或采购协议金额的 30%给予企业资金

支持，单个项目最高支持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 

5、支持企业获得相关金融业务资格。对于单家企业获得的单个资质或

牌照一次性补贴 50 万元。   

武汉 

1、鼓励各类金融机构集聚发展。对新设或新迁入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总

部、地区总部给予其注册资本（营运资本）1%的落户补贴，补贴金额

最高不超过 1 亿元。 

2、对新设或新迁入的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总部、地区总部给予其注册资

本（营运资本）1%的落户补贴，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5000 万元。 

3、对新设或新迁入的准金融机构给予其注册资本 1%的落户补贴，补

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 

4、对新设或新迁入的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给予其注册资本 1%的落户补

贴，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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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于各类金融机构在购买、自建自用办公用房的给予一次性补贴，

补贴标准为每平方米 1000 元，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对金融

机构租赁自用办公用房的，连续 3 年按照实际支付租金金额的 30%给

予补贴，单个机构本项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6、鼓励金融服务平台建设。按平台开发费用的 50%给予平台开发企业

最高 200 万元补贴，对其运营费用给予 20%最高 30 万元补贴。 

广州 

1、金融机构落户。根据内资、外资以及合伙制形式设立的股权投资的

金融机构注册资本和管理资金的大小，分别设立 100 万元、300 万元、

500 万元、600 万元和 800 万元不等的奖励资金。 

2、房屋补贴。购买自用办公用房或购买土地自建办公用房，给予 1000

元/平方米的一次性补贴，补贴面积最高不超过 1000 平方米。 

3、经认定的达到一定规模和能级的新设或新迁入金融专业服务机构，

一次性奖励 30-100 万元，并参照其他金融业机构的办公用房补贴规定

给予办公用房补贴。 

4、对引进的金融业机构三年内达到重点金融项目资产规模要求的，给

予招商单位 50 万元奖励。 

资料来源：根据各地区政策文件整理 

2、间接融资奖励扶持政策 

融资难、融资渠道少，一直是制约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推动科技

金融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建立完善的科技金融信贷体系，提升企业间接融资效率。

一方面能够解决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另一方面也能够降低银行、担保等金融机构的风

险，促进科技金融市场可持续发展。 

表 2：北京、武汉和广州间接融资奖励扶持政策 

区域 政策内容 

北京 

1、支持企业通过科技信贷产品融资，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 20%至 40%

的贷款贴息支持。对单家企业同一笔科技信贷融资的年度补贴支持不超

过 50 万元，同一笔科技信贷融资的补贴不超过 3 年。 

2、支持银行、担保等金融机构不断扩大信贷规模。对债务性融资业务，

按照每年发生业务规模的 1%，给予银行、担保公司风险补贴支持，年度

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3、支持担保机构创新服务模式，采取担保附加认股权、期权等方式为企

业债务性融资提供“零担保费”服务。 

4、对合作银行、担保、保险机构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或融资担保业务后

出现的不良贷款或代偿本金部分给予一定比例的风险补偿。 

5、大力发展融资租赁。企业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取得为科技研发和创新

创业服务的设备、器材等，给予企业融资费用 20%的补贴，年度补贴额

不超过 50 万元，企业享受补贴的时限不超过三年。按照每年新增业务规

模的 1%，给予融资租赁机构年度不超过 500 万元的补贴支持，纳入机构

补贴总额的单个企业融资租赁业务额度不超过 3000 万元。 

武汉 

1、鼓励科技型企业参加科技保险，对购买科技保险的企业给予其投保费

用的 60%保费补贴，每家企业每年补贴最高不超过 60 万元。 

2、逐步设立 50 亿元风险补偿资金池，通过与金融机构合作，对其为中

小企业提供科技信贷服务形成的本金损失，给予最高 80%的风险补偿，



     兴泰智库研究报告                                       科技金融政策的梳理与分析 

敬请阅读末页的免责声明 

 

4 

单笔补偿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对合作金融机构每年达到合作协议约定

贷款条件的，按照其每年新增科技信贷规模配 2%的风险补偿金存款存入

合作金融机构。 

3、深化信用体系建设。对于参与评级的企业给予信用评级费用 100%的

资金补贴，每家企业本项补贴最高不超过 4000 元。鼓励提高企业的信用

意识，对每年获得信用星级三星以上企业给予每家最高 10 万元的信用奖

励补贴。 

4、鼓励企业债务融资。鼓励开展各类科技创新信贷，对科技型中小企业

利用信用贷款或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融资的，最高可按人民银行同期公布

的基础利率 80%给予贴息奖励，每家企业每年本项最高不超过 100 万；

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发行私募债及其它新型直接债务融资工具融资，根

据企业募集资金的规模给予补贴，每家企业每年本项最高不超过 100 万。 

5、鼓励科技型企业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取得为科技研发和创新创业服务

的设备、器材等。对企业融资租赁而发生的融资费用给予 20%的补贴。

鼓励融资租赁机构为科技型企业提供服务，按其当年为区内企业提供的

融资总额给予最高 1%的补贴，每家机构每年补贴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广州 

1、设立企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建立健全中小企业银行信贷风险分担

机制，对出现坏账的项目，由补偿资金按本金的一定比例分担损失。 

2、对取得商业银行机构贷款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对贷款成本（包括贷款

利息及担保费用等）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部分给予 50%的补

贴，单笔贷款贴息时间最长不超过 1 年，每家企业每年只享受一笔贷款

贴息（一个贷款合同），贴息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 

3、区域内融资担保公司经营担保业务 1 年以上，无不良信用记录，且上

年度平均担保费率不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 50%，按照其对科技

型中小企业年担保额的 1%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资料来源：根据各地区政策文件整理 

3、直接融资奖励扶持政策 

在直接融资过程中，企业需要支出一定的费用，各地区政府在企业融资过程中为

企业提供部分资金补贴，能够大大降低企业融资费用。 

表 2：北京、武汉和广州直接融资奖励扶持政策 

区域 政策内容 

北京 

1、支持绿色金融发展。支持企业通过发行绿色债融资；给予“绿色企业”

贷款贴息支持。 

2、大力发展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对于开展天使投资的，补贴额度为实

际投资额的 15%，单笔补贴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单家投资机构每年补贴

总额不超过 150 万元；对于开展创业投资的，补贴额度为实际投资额的

10%，单笔补贴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单家投资机构每年补贴总额不超

过 200 万元。 

3、支持企业利用区域性股权市场（北京四板市场）规范创新发展。根据

科技型中小企业在股权市场挂牌、科技信贷融资和发债融资的情况，给

予企业不同程度的补贴。 

4、支持企业发行创新创业债、战略性新兴产业债、双创孵化债、北京四

板市场可转债等进行直接融资，按照票面利息的 40%给予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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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力支持企业改制、挂牌或上市。给予每家改制企业 10 万元资金支

持、每家获准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企业 30 万元资金支

持、每家获准在境内外上市的企业 50 万元资金支持。 

6、支持企业积极开展并购重组。根据企业并购的类型和境内外并购规模

的不同，分别给予企业资金支持；对商业银行为企业开展并购发放的一

年期（含）以上的并购贷款，按照 40%的比例给予企业贷款贴息。对单

个企业的年度贴息总额不超过 50 万元，每笔贷款贴息的时限不超过三

年。 

武汉 

1、大力发展股权投资。对股权投资机构该年投资 2 家以上科技型企业的，

按照其当年投资额给予 1%奖励，每家机构每年本项奖励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对投资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按照当年投资额的 10%给予投

资奖励，每家机构每年本项奖励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2、积极推动科技企业在主板（含中小板、创业板、战略新兴板）、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和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四板”）

融资，支持企业境外上市融资。根据企业上市的情况，给予不同程度的

资金补贴。 

广州 

1、积极推动企业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新三板”挂牌交易以及广州

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交易。 

2、鼓励区内重点企业开展并购重组，对企业并购时实际发生的中介服务

费用，给予 50%的补贴，单个项目补贴金额不超过 30 万元，每家企业每

年补贴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对商业银行机构为企业开展并购发放的一年

期（含）以上的并购贷款，按贷款项目给予年利率 1.5%的贷款贴息，每

笔贷款贴息时间最长不超过 3 年，每家企业每年最高贴息 100 万元。 

3、引导企业利用债券市场融资，对企业通过债券品种进行直接融资的，

债券存续期内按照融资金额给予分档分段贴息。 

4、鼓励股权投资类企业所投企业入区发展，对区内股权投资类企业所投

资的区外企业迁入区内一年以上的，给予其对该家企业累计投资金额 5%

的奖励，对同一家企业投资给予的奖励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每家股权

投资类企业每年的奖励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 

资料来源：根据各地区政策文件整理 

二、词频分析 

词频分析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将词语当作数据，通过对政策文本中词语出现频次的

计算，从而区分出政策文本中每个词语的表现力，反映政策的价值倾向，从而解读和

分析该政策。本文首先选取了北京、武汉和广州近期出台的科技金融政策作为研究样

本，通过扎根理论提取出关键词，统计出各个关键词出现的次数。其次，根据词频（TF），

词的区分能力（IDF），词在文章中的位置因素，以及词在文章中与其他词的语义聚合

程度等指标，测算出权重，即词在政策文本中的重要程度。最后，按照关键词的权重

大小进行排序，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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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北京、武汉和广州科技金融政策高频关键词词频、权重表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权重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权重 

1 金融 170 1 16 金融业 26 0.8317 

2 补贴 122 0.9802 17 投资类 19 0.83 

3 融资 112 0.9723 18 项目 40 0.83 

4 奖励 97 0.9425 19 资本 33 0.8268 

5 机构 116 0.9411 20 挂牌 29 0.8258 

6 股权 68 0.9214 21 办法 35 0.8215 

7 投资 88 0.9131 22 并购 27 0.8194 

8 区内 57 0.9075 23 信贷 27 0.8151 

9 资金 79 0.9052 24 用房 23 0.8124 

10 科技 66 0.885 25 资产 28 0.8094 

11 创新 61 0.8716 26 落户 22 0.8057 

12 贴息 28 0.8439 27 总额 25 0.8032 

13 贷款 39 0.842 28 创业 25 0.7959 

14 租赁 33 0.8372 29 互联网 26 0.7927 

15 担保 31 0.832 30 办公 24 0.7902 

 

关键词的权重是词频、在文本中的作用以及与其他词的语义聚合程度等多项指标

共同作用的结果。权重越高，说明词在文本中的作用越强，越能反映文本的核心思想。

在表 4 中，剔除政策文本中的无效词汇后，共选取了权重 Top30 的关键词。首先，从

权重的角度来看，金融的权重最高，是科技金融政策中最重要的词汇；补贴、融资、

奖励等词汇的权重次之，是政策文本中相对重要的词汇。其次，从关键词的内容来说，

三个地区的科技金融政策主要是运用补贴、贴息等各种奖励手段，为科技型中小企业

在融资、租赁、贷款、担保等方面提供资金支持。最后，从词频与权重的关系角度来

看，词频与权重并不完全呈正相关系。部分关键词尽管出现的频次不高，但是在政策

文本中的作用比较突出，能够体现政策文本的核心内容。在上表中，奖励、股权、区

内、贴息以及投资类等词汇，出现的频次不高，但是权重却远远高于其他高频词汇，

说明了这几项词汇是政策文本中关注的核心焦点。具体来说，奖励是科技金融扶持政

策的主要方法；股权、贴息和投资类是科技金融政策的主要抓手；而区内这一词汇权

重较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几项政策都是区域性政策，政策的覆盖面积是政策文本的核

心关注点，因此，区内就成为政策文本主要关注的对象。各关键词权重的可视化效果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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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北京、武汉和广州科技金融政策关键词重要性可视化图谱 

三、合肥市发展科技金融的政策建议 

2011 年，合肥市被列为首批科技金融试点地区。此后合肥市积极调整扶持政策，

构建了“1+3+5+N”的体系，开展了创新贷、科技小额贷、天使投资等科技金融工作，

为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在科技金融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受制于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等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合肥市的科技金融创新能力和科技政策扶持力度与

其他发达地区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要在发展模式、金融政策等方面有所创新，推动

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促进科技进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1、制定科技金融机构集聚政策 

借鉴北京、武汉、广州等相关政策，进一步细化现有招商引资政策，针对合肥市

高科技企业发展所亟需的科技银行、创投机构、天使投资基金、PE 机构、融资租赁机

构、担保及再担保机构、保险机构等金融机构，制定出台优惠的财政扶持政策，在购

租房补贴、业务扶持、税收扶持等多方面给予更多的财政扶持。 

2、整合、扩大政府扶持资金 

目前，合肥市对科技创新实施财政扶持的主体较多，资金较为分散。从实施效果

来看，各个主体运用有限的资金难以支撑众多科技创新项目。应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

效应，整合若干财政专项资金，建立统一的科技金融发展基金，同时，鼓励科技金融

机构入驻，扩大科技金融产品创新的专项基金池，发挥科技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放大财政资金使用杠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3、制定科学、合理的科技金融战略规划 

合肥的科技金融发展想要实现弯道超车，必须要在战略规划方面具有一定的前瞻

性。例如，可以充分借鉴北京的先进经验，助力绿色金融发展。一方面，绿色科技作

为未来科技发展的主流，要求社会资源向该领域倾斜；另一方面，政府在运用金融工

具推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突出环保的概念，强化社会的环保意识。从而推动

合肥市积极抢占科技金融制高点，提升科技金融发展水平的同时，能够有效改善生态

环境。总之，对于科技金融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合肥来说，需要对标优秀，学习先

进，制定科学合理的战略规划，推动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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