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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
“

新常态
”

，
这将是一个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

的持续过程 ，
也将是

一

个艰难的体制机制改革深化过程 ， 并非仅是
一

个经济增长进入中

高速阶段就可简单理解。

破解路径是实施党的十八大明确确立的创 尽管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

新驱动发展战略 ，
其核心就是要加快经济社会 很大差距 ，

社会上对中国科技发展和创新也不

发展的动力机制转换 ， 其基本特征 ， 就是全社 时有一些质疑
，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经过三＋

会持续的知识积累 ， 创造和应用成为获取国民多年的发展和积累 ， 中国的科技发展Ｂ发生了

财富的基本方式 。 以企业为主体形成官产学研两个根本性转变 ，

一

是全社会对科技创新的有

用的创新生态 ，
促进各类要素的新组合 ，

创造效需求发生了根本变化 ；
二是中国科技总体的

出新财富和新就业 。 崇尚立信 、 包容多元和诚踉进能力大幅度提高 。 近期完成的国家新
一

轮

信致富等创新精神深植社会 。 这个定义体现了技术预测分析 ，
对国家

“

８６ ３
”

计划的各技术

三个层次的 内涵 ，

一

是社 会财富获取 的形态 ，领域 ２ 千多项主要技术与美国对标比较 ，
得出

二是财富获取的动力和体制机制 ，

三是创新的的结论是 ， 中国 目 前已形成了 领跑 、 并跑和跟

社会环境和精神基础 。 这为科技金融发展带来跑并存的新格局 。 如此基础 ，
既为各类创新活

了重大机遇和作为 的空间 。动提供了大量知识、 人才和要素新组合更多的

中国全社会 的研发投入继 ２ ０ １ ３ 年 突破万可能 ，
又对科技金融提出了 巨大需求 。

亿元之后继续保持着快速增长 。 科学论文 、 发目前 ，
科技部 与

“
一

行 三 会
”

联合推动

明专利和研发人员总量等现在均已排在世界前的科技金融试点工作已全面启动 ， 首批确定的

位
，
全社会的知识积累和创新活动的总规模达１ ６ 个试 点地 区已颁布了 ３ ５０ 多项具体的科技

到了空前水平 ，
凸显出 中国创新的规模化效应 。金融政策 。 截止到 ２ ０ １ ４ 年底 ， 各级政府出资

３ ２高科技与产业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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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达 ３ ６３ ． ２７ 亿元 ， 带了资本和融资服务的易得性和投融资效率。

动 的社 会资本规模 已超过 １ ８ ００ 亿元 。 各商业因此
， 科技金融已在加快 由过去的工具性

银行设立的科技支行已有 １ ７４ 家
，
各类金融机政策供给向 具有

＂

多样性 、 共生 、 互动和融合

构 向中小微企业的贷款累计 占发放企业贷款的演进
”

为特点的科技金融生态体系转变 。 ２ ０ １ ６

６ ３ ． ５％ 。 中国科技型 中小企业创业 引导基金已年将是
“

＋三五
”

规划 开局之年 ，
也是包括创

有 ３ ０ 多支 ， 创业投 资基金 、 天使投资基金近新驱动发展在 内的各个国家战略开始展幵具体

百支
； 国家科技成果转化 引导基金设立了重点部署实施之年 。

投入前端的创业投资子基金 。 ２ ０ １ ４ 年 ，
中 国具体到科技金融发展 ， 政策 的预期重点将

创业风险投资机构达 １ ５５ １ 家
，
管理的 资本总会进一步聚焦 以下几个方面 ：

一

是加强宏观政

量近 ５３ ００ 多亿元 。 到 ２０ １４ 年底
，

中 国创业策之间的协调 ， 将财政政策与科技 、 产业 、 金

板上市公司 ４ ０６ 家
，
新三板启动 后

，
在全国中融

、
人才 、 政府采购 、

知识产权等政策有效衔接
，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 已达 １ ５７２ 家 。形成聚焦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环境 ；
二是建立

这些数据说明
，
中国科技金融发展 已进入更有效的政府与市场之间 的合作关系 ， 增强基

一

个高度活跃的时期
，
它在不断地寻觅着新的投金等投融资平台的能量

，
形成财政投入与社会

资机会 ， 也在创造 出新的投资热点 。 特别值得资本协 同投入的机制
；

三是按公共财政与技术

关注的 ，

一

是政府财政的科技投入正更多地采中性原则分类完善支持方式 ，
扩大对原创性创

用基金的方式
，
如 ２０ １５ 年分别设立 了总规模达新创意的支持力度 ； 四是围绕供应链整合和创

４００亿元的国家新 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和新链扩展的需求 ， 建立各类科技金融服务平台 ，

６００ 亿元的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 ，
不仅为创创新金融产 品和服务 ，

强化金融支持功能 ；
五

新过程和参与主体提供了更加具有适配性的投是利用创业投资机制 ， 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 ，

融资平台
，
而且也在增强财政投入的杠杆效应 ；激励创业投资机构向创新前端投资 ，

为 创新和

二是相当 多新浦入的创新创业者已开始具有了成果转化项 目 提供股权或债权资本 ；
六是制定

初期资本的垫付能力 ，
为起步的创业活动提供引导银行业金融资本参与科技创新特别是支持

支持 。 这在
一

定程度上改变了投融资需求和初中小微科技型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
七是充分

期公司的治理结构 ，
并为获得天使投资创造了利用资本市场特别是创业板市场 为创新型企业

更具有信用保障的条件 ；
三是越来越多的大型扩大融资规模 ； 八是在逐步扩大 金融体系改革

科技型企业开始建立 自 己的企业孵化器 ，
通过试点和科技金融试点 的基础上 ，

积极推进互联

开放知识和技术平台 ， 利用融资和经营网络等 ，网金融的发展
，

将基于大数据 、 云计算的新技

吸引众多创新创业者加入供应链各个环节 ，
形成术手段与金融创新更好地融合 ；

九是探索深化

了更加盘根纵横的网络化产业创新链条 ，
同时

，
保险业等支持创新的新机制和新途径 ； 十是进

也催生着以知识产权收购为主要方式的战略投
一步放开二板 、 三板准入门槛

，
放大市场容量

，

资人的成长 ；
四是互联网 ＋ 金融的发展 ，

极快打通主板、 二板和三板市场之间的通道。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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