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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解决采纳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全文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沪科建复〔2024〕36 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第 0225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汪泓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优化上海科技型企业融资支持的若干举措”

的代表建议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是党

中央赋予上海的重大任务和战略使命。我们高度重视科技金融体

系建设工作，通过构建风险共担机制，着力打造更具活力和创新

性的科技金融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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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续构建政府风险共担的科技信贷产品体系 

为加强政府引导，支持商业银行、保险机构对中小微科技企

业加大信贷产品供给力度，市科委针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资产

轻、融资难的特点，构建了政府风险共担和引导市场增信的科技

信贷产品体系。 

政府风险共担类信贷产品（包括“科技履约贷”“科创助力

贷”“科技微贷通”）通过“政府+银行+担保/保险公司”的风险共

担模式，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帮助金融机构积累服务

科技企业的经验，降低科技企业信贷门槛，同时配套保费补贴政

策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截至 2023 年末，科技履约贷当年

授信约 18.62 亿元，科技微贷通授信约 650 万元；科创助力贷授

信约 10.72 亿元。 

引导市场增信类信贷产品（包括“高企贷”“沪科专贷”“沪

科专贴”“小巨人信用贷”等），结合科技企业认定工作（包括“科

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科技

小巨人企业”），引导金融机构针对各类科技型企业特点，集合银

行信贷、贴现等各类手段给予企业综合授信。截至 2023 年末，“高

企贷”当年为 9729 家高企提供各类信贷支持 3534.78 亿元；小巨

人信用贷授信约 45 亿元；“沪科专贷”“沪科专贴”累计发放专

项资金 330.5 亿元，惠及科创企业 4800 余家，高新技术企业占比

近九成，支持 106 户科创企业首次获得贷款。 

在知识产权金融资源供给方面，2023 年专利商标质押融资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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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1370 笔、登记金额 227.6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64%和 87%，

共涉及专利商标共 6146 件；专利商标质押普惠贷款项目 1064 笔，

占总登记项目 78%，惠及中小企业 1010 家，平均每家企业获得

授信金额为 588.5 万元。 

二、持续扩大科技保险政策覆盖面 

市科委持续大力推动科技保险工作，探索科技保险的新模

式、新产品，加快政策和服务联动，完善风险共担机制。一是现

有科技保险产品继续有效分担生物医药企业及相关机构的研发

风险，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促进重点产业成果转化。二是鼓励支

持金融机构优化和开发适应科技型企业发展特点的科技保险产

品，积极推进创业责任保险等新型保险产品落地。在保费补贴政

策的实施上，2023 年共支出保费补贴 2764 万元，财政性资金的

杠杆撬动作用显著。其中：“科技履约贷”保费补贴，共受理 454

家企业，补贴保费金额 1871 万元，承保风险达到 24.95 亿元；“生

物医药人体临床试验责任保险”保费补贴，审核通过 70 家企业

和机构的 162个项目，补贴保费金额 881万元，承保风险达到 10.51

亿元。 

2023 年首创推出的“科技企业创业责任保险”，通过市区两

级共同补贴保费，由创业者所在的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及相关载

体单位投保，帮助创业者应对创业失败后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

目前已在浦东新区、闵行、杨浦、徐汇、长宁、宝山等六个区开

展试点，试点区域内参保率达 55%，2023 年共有 49 家科技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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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和大学科技园投保，保障在孵企业 300 家，覆盖创业者 816 人，

承保风险 3000 万元，充分发挥科技保险市场化、精准化、覆盖

面广的优势。 

三、积极推动更多“硬科技”企业通过科创板上市 

市科委联合上交所、市委金融办，持续建设“科创企业上市

培育库”（以下简称“培育库”），旨在建立完整的培育服务体系，

加快科技企业改制上市步伐，为科创板提供“源头活水”。培育

库以广泛培育重点服务的理念对入库企业分级分层开展上市培

训、辅导和服务，陆续推出“新智汇”“CTO 社区”“智慧赢”“上

市贷”等品牌活动和专属金融服务产品。截至 2023 年底，累计

入库企业 2004 家，入库服务商 87 家。培育库通过“入库培育+

分层管理+重点推动”的服务模式，积极推动“硬核”科技企业

上市。截至 2023 年末，上海科创板上市企业 89 家，排名全国第

二；市值超 1.5 万亿元，居全国首位。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占比合计达 82%，产业集聚效应和

示范效应持续增强。为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培育库累计推动 40

家企业登陆科创板（2023 年新增 5 家），并持续挖掘、培育更多

“硬核”上市资源。 

四、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作用 

政府投资基金作为重要的政策工具，在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

用的同时，撬动其他方面资金的投入，有效发挥市场化作用。为

充分发挥创业投资促进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我市于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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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分别设立了上海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上海市天使投资引

导基金，是全国最早一批开展“投早、投小、投科技”的政府引

导基金。天使引导基金注重当好“种子基金”，强化对初创投资

团队和初创创新企业的培育。创投引导基金一方面偏重与初具实

力的投资团队的合作和早中期创新企业的支持；另一方面注重对

重点产业领域投资，陆续出资设立集成电路并购基金等一系列市

场化专项基金，从而形成了从“天使投资—创业投资—产业投资

—上市并购”的一整套孵化链条。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引导基金

陆续培养了 200 多个专业投资团队，大部分都是主要聚焦早期投

资领域的创业投资、天使投资企业，支持了超过 2400 家中小创

新企业。 

近期，我们正在按照本市相关工作部署，加快推动上海未来

产业基金设立，旨在引导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硬

科技，集聚一批具有早期定价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的投资机构，

围绕创新源头，发掘成果价值，配置资源，带动形成投资与孵化

协同，投资与信贷联动，服务与赋能融合的科创早期投资生态，

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质效，孵化优秀科技企业。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本市政策体系、优化支持方式、强

化投入引导，综合运用政府投资基金、专项资金、财政补贴等政

策工具，建立健全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完善科技金融体系，

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引导各类金融资源支撑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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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对本市科技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4 年 5 月 22 日 

 

联系人姓名：李  琳                  联系电话：23112576 

联系地址：人民大道 200 号           邮政编码：200003 

 

 

 

 

 

 

 

 

 

 

 

 

抄送：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市人大代表工作处。 

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2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