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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加快信贷创新助力科技企业融

资，写深写实科技金融大文章

2024年，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将“抓实抓好以科技创新

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为首要工作任务进行部署，坚

持创新驱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成果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化，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是科技创新的重要资源保障，山东省多部门协同形

成合力，将科技金融工作各项要求落实到位，持续完善科技

金融政策体系，写深写实科技金融大文章。在多部门协同指

导下，山东探索出初创期科技型企业融资新模式——科融信

贷。依托科融信综合服务平台，山东积极探索“政策引领+

产业认定+科技增信+金融超市”的科技金融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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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加快信贷创新助力科技企业融资，写深写实科技金融大文章

金融是科技创新的重要资源保障。山东省多部门协同形成合力，将科技金融工作各项要求落实

到位，持续完善科技金融政策体系，写深写实科技金融大文章。在多部门协同指导下，山东探索出

初创期科技型企业融资新模式——科融信贷。依托科融信综合服务平台，山东积极探索“政策引领

+产业认定+科技增信+金融超市”的科技金融新机制。

一、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做好适应科技创新的科技信贷服务

科创企业根据生命周期所处阶段的需求决定其融资方式和期限，试图达到最佳资本融资结构。

初创型科技企业普遍都有“四高一轻”的特征，即高技术、高成长、高风险、高收益和轻资产，渴

求中长期资金支持，支撑科技研发到成果转化的全过程。

政策和市场都在推动金融机构开发多元化、差异化的信贷产品与服务，引导投贷联动，提供“耐

心资本”，将金融服务置于科技创新全生命周期的偏早期阶段。为了更好地服务初创型科技企业，

银行转变传统的信贷思维，以创投思维从“看报表、看规模、看过去”，转变成“看产业、看技术、

看未来”，创新信贷产品和审批模式，为初创企业科技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2024年5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关于银行业保险业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

将“科技金融”摆在突出位置，强调进一步增强针对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显著提升

对研发活动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资金和保险保障水平，持续优化科技金融风险分担机制，努力形

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指导意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银行保险机构结合科技型企业

发展规律和特点先行先试，研发专属金融产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大信用贷款投放力度，有

效满足制造业中长期融资需求。

10月，中国人民银行、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重点地区科技金融服务的通知》，指导和推

动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广东、重庆、四川、陕西、深圳十三个重

点地区做好科技金融服务。《通知》从资源整合、支持力度、服务模式等方面引导这些地区率先构

建适应科技创新的科技金融体制。为做好科技信贷服务，银行应当整合各类政策资源支持科技金融

发展，完善企业科创属性评价、投融资对接、风险分担补偿等机制；提升金融支持传新强度和水平，

用好用足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扩大辖区科技型企业贷款投放；探索

科技金融新模式，聚焦“贷款+外部直投”、并购贷款等重点业务，打通业务堵点，提升科技金融

服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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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东形成初创期科技型企业融资新模式——科融信贷

2024年，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将“抓实抓好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为首要工

作任务进行部署，坚持创新驱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成果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

6月，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与山东省科学技术厅联合发布《关于推广“科融信贷”业务 加

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支持力度的通知》，推广“科融信贷”。“科融信贷”是按照“政府引导、财

政支持、市场运作、风险共担”四原则，根据科融信平台出具的科技增信评价授信额度，金融机构

向初创期科技型企业发放的“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贷款，用于支持企业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产

业化及其他科技创新活动。依托科融信综合服务平台，山东积极探索“政策引领+产业认定+科技增

信+金融超市”的科技金融新机制。

山东推广“科融信贷”的一个创新亮点在于信用评价机制方面的突破。通过搭建山东省科融信

综合服务平台，挖掘企业科技数据的金融价值，为银行提供更全面、客观的授信依据。对科技企业

增信的前提是先进行产业认定，科技部门联合创新创业共同体，作为产业认定专家，从产业需求、

布局、发展等方面对科技企业进行技术先进性、成熟度、市场前景论证，帮助金融机构识别高潜能

客户，有效过滤技术低、前景差且不符合产业政策要求的项目。

山东各市科技局加强信息共享和政策协同，提供相关企业的科技数据，协同税务、工商、社保、

司法等部门，激活政务数据，接入科融信平台，作为科融信平台授信模型的数据源。科融信平台利

用多维大数据评价模型，从科技创新、经营效能、成长潜力、综合风险、社会价值五个维度对科技

企业进行精准画像，重点从企业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参与的重大专项、获得的创新平台和资质荣誉、

科研投入和技术水平等“科创元素”评价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帮助银行精准识别潜在客户，并对其

进行价值分析。当地银行将科融信平台数据与行内信贷数据整合归集，多维度挖掘科技数据的金融

价值，让科技企业的“本领”成“本钱”、“知产”变“资产”，为初创期科技企业提供信贷支持。

山东推广“科融信贷”的另一个创新亮点在于风险收益配套政策保障有突破。面对初创型科技

企业普遍存在的“四高一轻”特征，银行难免有不愿贷、不敢贷的情况。为消除后顾之忧，“科融

信贷”从财政、金融政策保障出发创新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具体来看，风险端，针对“科融信贷”

本金损失的省、市政府风险补偿比例最高可达90%，同时配套给予贷款企业实付利息40%、最高50

万元的一次性补贴；收益端，将央行资金与“科融信贷”有机结合，在支农支小再贷款项下设立100

亿元科创引导专项额度，为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政策资金，激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初创期科技型企业

优惠贷款投放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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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融信综合服务平台是山东初创型科技企业的金融超市

除了产业认定、科技增信功能，山东省科融信综合服务平台还有一个信贷产品专区，入驻金融

机构为山东初创型科技企业提供“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贷款，具备政策性、纯信用、低利率、审

批快等优点。

山东省科融信综合服务平台官网显示，目前已有84家金融机构入驻服务平台金融专区，上架157

款初创期科技型企业专属的金融产品，已对2101家企业完成增信评估，金融机构通过平台为企业提

供授信112.96亿元。入驻科技企业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

现代海洋、医养健康、高端化工、现代高效农业等产业。

青岛银行是山东省首家上市银行、全国第二家“A+H”上市城商行，在山东省科融信综合服务

平台上为各级专精特新及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科创快贷”服务。科创快贷业务是指青岛银行与第三

方大数据信息服务公司合作，运用大数据技术构建企业信用综合评价体系，以政府科技成果转化贷

款风险补偿机制作为风险分担机制，向借款人发放的用于企业科技研发、成果转化或产业化的标准

化授信业务。申请“科创快贷”的企业是具有持续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能力的各级专精特新及

高新技术企业。

7月15日，青岛银行成功为山东深蓝科技发放“无抵押、无担保”贷款200万元，标志着山东省

科融信综合服务平台最新打造的专属产品“科融信贷”正式落地。深蓝科技产品覆盖北斗导航、智

能物联、无人系统、通信传输、信息化系统、特种装备等市场技术领域。青岛银行以科融信平台的

专业评估作为授信依据，确保了贷款的精准投放和风险可控，根据平台出具的建议授信额度，仅用

一天时间便完成了科融信贷审批放款。依托科融信平台的产业认定、科技增信和需求对接功能，青

岛银行加大对科技企业的服务力度，支持科技企业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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