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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通：中国的政府科创综合服务平台 

科创金融研究中心 

【摘要】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参与主体，肩负

着将科研成果产业化的重要职能，因此服务与促进此类企业发展成

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科技型中

小企业的高投入、高成长性特征，决定了其在人才、技术、资金、

企业服务等方面都存在大量需求，但目前企业获取以上资源的渠道

并不畅通。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面临的发展困境，成都市科技局以

政府力量打造“科创通”平台，通过将企业、创新资源（人才、高

校及科研机构）、服务机构有效串联，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全生

命周期的资源支持，形成多种创新要素有机互动的创新平台生态。

本报告聚焦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需求与困境，详细解析了“科创

通”平台在助力企业发展上的具体做法，并给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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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ain participant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technology-

base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shoulder the important 

function of industrializing research outcomes. Thus, serving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enterpris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driving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high investment and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y-based SMEs determine their significant demand for talents, 

technology, funds, and enterprise services. However, the current channels 

for these enterprises to obtain the aforementioned resources are not smooth. 

In response to the development challenges faced by technology-based 

SMEs, the Chengd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reau has leveraged 

government efforts to create the "Kechuangtong" platform. By effectively 

connecting enterprises, innovation resources (talent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service agencies, this platform provides 

comprehensive lifecycle support for technology-based SMEs. It form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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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platform ecosystem with organic interactions among various 

innovation elements. This report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needs and 

challenges of technology-based SMEs, providing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specific measures taken by "Kechuangtong" to support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offering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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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型中小企业与科技成果转化 

（一）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定义及特征 

1、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定义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中小企业中的科技型企业。目前科技型中小

企业的界定标准并无统一，通常认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指依托一定

数量的科技人员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取得自主知识产权并

将其转化为高新技术产品或服务，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中小企业。

国家层面虽然没有科技型企业统一标准，但是工信部、科技部、国

税、证监会等部门出台的相关规定中对中小企业、科技企业科创属

性评价均列有具体判定标准，目前依据的分类标准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研究制定了《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业

和信息化部联企业〔2011〕300 号）。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有利于满足社会需要，增加就业，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生产经营规模属于中小型的各种所有制和各种形式的企业，

行业不同，标准也不同。其中：工业、信息传输业、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等行业标准如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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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科技型企业科创属性。科技型企业从科创属性来看，主要

有三个类别。一是科技部等部门依据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制定下发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规定，科技型中小企业

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所得分值不低于 60 分，

且科技人员指标得分不得为 0分。二是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

办法》（国科发火〔2016〕32 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八大条件；

三是证监会制定的科创属性评价指引。（具体见附表 2） 

三是初创科技型企业标准。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7）38 号）规定。初创科技型企业，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

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成立、实行查账征收的

居民企业；（2）接受投资时，从业人数不超过 200 人，其中具有大

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从业人数不低于 30%；资产总额和年销售收入均

不超过 3000 万；（3）接受投资时设立时间不超过 5 年（60 个月，

下同）；（4）接受投资时以及接受投资后 2 年内未在境内外证券交

易所上市；（5）接受投资当年及下一纳税年度，研发费用总额占成

本费用支出的比例不低于 20%。 

从以上标准可看出，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两层属性：一是中小

微企业，主要从公司的规模、从业的人员、营业收入来进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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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科创属性，主要评价指标包括科研人员的占比、持续的研发投

入及研发费用的占比，以及企业拥有的与主要产品（或服务）的相

关知识产权的类别和数量。其中科创属性是识别科技型中小企业的

关键要素。 

2、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特征 

科技型中小企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是长期稳步提升一个

国家或地区经济实力的根本性保障。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一种特色

且优质的中小企业，首先具有一般中小企业特征，脱离“中小企业”

这一范畴来独立研究科技型中小企业不仅冗余而且毫无意义；但在

中小企业的基础上，科技型中小企业因其科技特性有体现出较为不

同的特征。 

ⅰ.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投入高。科技型中小企业主要从事高新

技术产品的研究、生产和销售，属于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的知识密集型经济实体，由于其提供的产品具有技术上的创新性

和前瞻性，在起步期和成长期需要注入大量的资金、科技人员和技

术设备以维持技术研发，技术研发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生命。相比

较一般的中小企业而言，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要比一般的中

小企业要高上数倍甚至数十倍，主要体现为高新技术及产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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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组份比例高和研究开发费用投入以及科技人员构成比例高等特

点。 

ⅱ.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高成长性。科技型中小企业一般是由一

批高知人才创业，学习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都非常强，同时产品和

服务比较聚焦在战略新兴产业，产品的优势性和竞争性都较强。同

时企业规模较小，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以及先进的创新理念，

能够迅速根据市场调整发展战略和方向，能够迅速切入市场，实现

跳跃式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初创期和成长期发展速度非常快，

能够实现较大型企业几倍甚至十几倍的成长发展速度。 

ⅲ.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高风险性。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受到团

队、资金、知识产权、营商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其生命周期和市

场盈利等都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规模较小，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二是创新的不确定性。

三是团队的不稳定性。特别是创始人是从技术领头人转型为公司领

头羊，创始人的认知迭代能力决定了企业的成长；四是资金的不稳

定性。五是知识产权的风险。 

ⅳ.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高收益性。高收益性是指成功的科技研

发可以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带来更高的产品附加值，产生更高的市场

回报率。如果企业能够在某个领域研发出某种独占的技术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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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导致市场需求旺盛和技术垄断，将为企业带来超额收益，这是

传统的大型企业所无法比拟的。 

（二）科技型中小企业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关系 

科技成果转化是指对有使用价值的科研成果进行后续开发、产

业化应用、市场化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工艺等活动，一般包含成果

的研制和产生、工业化试验、产业化应用三个阶段。科技型中小企

业的发展特点和对新技术的高度依赖，决定了其对科技成果转化的

重视度，并逐渐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主体。 

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实际操作中形成两大类转化模式，即自行转

化模式和合作转化模式。其中自行转化模式包括企业依托自身实力

自主研发并转化的方式，和企业引进技术后再实行转化的途径；合

作转化模式包括以技术联盟、产学研联合体等进行合作技术开发，

以孵化器帮扶企业进行转化，以风险投资支持企业科技成果转化。 

可以看到，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一方面实现了企

业自身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也将源于高校及科研机构早期的科研

成果经过进一步开发和应用形成产业化产品。因此，支持科技型中

小企业的发展，成为助推科技成果转化、实现科技进步与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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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需求与困境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高研发投入、高成长性，决定了其在人才、

技术、资金、硬件设备、企业服务等方面都存在大量需求。但当前

环境下，企业获取以上资源的渠道并不畅通，叠加企业的高风险性

特征，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困境。 

（一）企业研发能力较弱，可接触的创新资源有限 

科技型中小企业具备创新潜力，但也面临整体研发能力较弱、

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数量相对较少、持续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普遍面临人才匮乏的

难题：高素质人才在就业时一般倾向于大型知名企业，中小企业的

规模和知名度偏低、难以吸引高端人才；中小企业的人才获取渠道

也相对有限，招聘通常以网络招聘或委托猎头公司为主，校企合作

非常少。 

另一方面是创新合作困难导致创新动力不足：科技型中小企业

作为原始创新的主体独立开展专利项目的能力略显不足，但是与原

始创新能力较强的高校合作也偏少，导致没有将创新主体的优势利

用起来，专利研究周期过长，研究成本过高；同时企业与其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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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和创新平台之间的横向合作不够，没有形成开放式创新合作；

缺乏设备齐全、建设良好的研发中心。 

（二）第三方服务需求量大，但与市场资源对接困难 

随着科技型中小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在投融资、市场拓展、法

律、税务、惠企政策申请等方面的业务日渐增多，对相应服务的需

求也不断增长。而当前我国存在的主要科技创新平台和创新载体，

如高新园区、重创空间、开发区等，业务重点往往在于注册、评审

和环境管理等，对企业第三方服务需求相应不足，尤其是在知识产

权保护、人才招聘、融资、法律和税务等需求的响应上仍显欠缺。 

（三）金融资本支持不足，普遍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 

充足的资金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创新和发展的基础，融资问

题往往成为其发展受限的核心。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的世界性难题在我国又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

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1、信息不对称，难以被识别 

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高投入、高成长、高风险和高收益的特点，

技术性强，传统金融机构通过财务报表很难发现并识别出有发展潜

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但同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管理者普遍比较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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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于研发和技术创新，而缺乏财务管理和有规划的融资策略，不会

融、融不好、融不到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 

2、轻资产无抵押 

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科技型中小企业偏向拥有专利、技术、

人才等这类轻资产，缺少房屋、土地等这类的重资产。重资产占所

有资产比例较小，这样的资产结构不利于企业融资。因为企业向金

融机构融资，金融机构出于安全考虑普遍会要求企业提供相关资产

作为抵押或担保，而科技型中小企业缺少价值较高的重资产，所以

在对外融资时，难以融到足够的资金。 

3、缺乏早期资金注入 

由于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不确定性因素较多，

风投机构对于早期项目的投资相对较少，国内优秀的天使投资机构

和天使投资人都比较少。虽然近些年，许多优秀的 VC机构开始向早

期迁移，但整体上来讲都较为缺乏。主要表现有：（1）政府引导基

金较少设立天使引导基金，组建的基金投向天使阶段的项目数量低。

据不完全统计，仅有深圳、苏州、南京、成都、重庆等地设置政府

天使投资引导基金，同时设立的天使基金完全投资科技型中小企业

的也占比不高。以 2018 年成立的深圳天使母基金为例，目前规模是

100亿元，截至 2020年 11月 30日，母基金组建的天使基金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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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天使阶段，项目数量 218个，但这个数量和深圳拥有的科技型中

小企业数量相比，仍旧是杯水车薪。（2）天使投资机构集中在北上

深等城市，其他城市拥有的天使机构和天使投资人都非常少。根据

《清科 2020 年中国早期投资机构 30 强》（详见附表 3），前 30 强

基本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 

4、财政政策支持较为单一和有限 

国家向来重视科技创新，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给予了许多的财

政支出，包括财政直接拨款、财政贴息、税收减免等。但是与科技

型中小企业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相比，财政支持远远不够。而且与

国外的财政政策相比，我国的财政政策还存在一些不足。例如英国

伦敦。采用政府直接投资、政府引导资金、税收减免优惠、鼓励企

业市场化融资的政策体系。政策重点是“弥补市场缺失的功能”，

重点以有限的资金，介入高风险的早期、中子期阶段，引导风险投

资。对科技创新直接给予资金扶持，通过研发税收减免、风险投资、

融资担保、公共采购等手段间接推动科技创新活动。同时资助门槛

低且力度大。 

三、科创通：政府力量打造平台，以创新生态助力企业发展 

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面临的发展困境，2014 年 5 月，成都市科

技局以政府力量打造“科创通”平台，由其下属事业单位成都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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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促进中心负责建设与运营。通过将人才、高校及科研机构、企业、

服务机构等创新资源有效串联，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

的资源支持，形成多种创新要素有机互动的创新平台生态。 

（一）以区域内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核心构建创新平台生态 

区域内众多科创企业在“科创通”平台上的聚集是构建创新平

台生态的重要基础。平台的一项基本功能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评价

与入库。入库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亏损结

转年限延长）、政府项目优先立项，同时还可以得到科技企业的资

格认证，在政府采购、市场化招投标享受加分待遇，因此吸引了众

多企业进行入库。截至目前，平台已汇聚科技型企业（团队）近 3万

家并拥有其企业数据，其中：高新技术企业 7911 家、全国科技型中

小企业 8645家、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 42家，成功构建以企业为核心

的创新平台生态。 

第一步，建立完善的企业数据库，形成企业与其他创新资源精

准对接的基础。以“项目申报+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高企技术企业

认定”等为抓手，通过科技金融产品、线下活动等多种渠道，不断

采集更新科技型中小企业科创属性数据。随着平台上企业数据的不

断累积，利用大数据为科技企业画像并实现与机构的精准对接，增

加企业获得感和对平台的信任感；同时，利用平台将企业分散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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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维度的数据碎片进行优化整合，系统化的提炼科技型企业在各发

展阶段所需数据，完成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等数据标签

的匹配；不断完善的平台和体系化的数据也催生出新的服务。 

第二步，在以上数据库的基础上，针对科技型企业实际需求，

提供“集聚、服务、撮合、孵化”等专业化、差异化、精准化服务。

一方面，面向科技型企业提供涵盖投融资服务、技术交易服务、仪

器情报共享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科技评估及财税和法律咨询服务

等为核心内容的科技服务产品，构建覆盖不同企业不同阶段不同需

求的服务体系。另一方面，面向创业服务机构（含投融资机构、技

术交易机构、知识产权机构、科技评估机构及会计师、律师事务所

等）提供市场需求信息及精准的商业机会。目前平台上共聚集双创

服务机构 967家，涵盖投融资、技术转移、检验检测认定、知识产权、

创业孵化、研究开发、科技咨询、财税和法律咨务等科技服务产品

2809 款。 

“科创通”通过建立具备识别能力的企业数据库，并引入各类

科创资源，从而打造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核心的创新平台生态。一

方面，极大的降低了各类资源之间的相互搜寻成本，实现精准对接；

另一方面，通过企业与各类创新资源在平台上的互动，不断加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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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联系、优化迭代核心数据库，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平台生

态。 

（二）对接多种科技创新资源，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为了提高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能力，平台帮助企业链接高

校科技成果、人才、孵化器等创新资源，为企业创新提供充足动力。 

首先，以“校企双进”系列活动对接高校科技成果和产业园区。

系列活动包含“企业家进校园”、“科学家进园区”、“百校千企大对接” 

和“精准对接”四个活动版块，将企业、科研成果、科学家、产业园

区等创新要素进行衔接。截至 2023 年 1 月底，“校企双进”收集高

校院所科研成果 5043 项，企业技术需求 151 项，签约项目 63 项，签

约金额 5.66 亿元。可以看到，系列活动为企业与高校院搭建了高效

沟通的桥梁，以高校和科学家科研力量帮助企业提升研发实力和效

率的同时，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助力创新成果更快走向应用市

场。 

其次，为了解决企业人才短缺问题，平台打造“我要人才”版

块，形成成都首个储备双创人才招募专项平台。在平台上注册通过

认证的企业可发布职位，相关信息会同步到高校和学生，帮助中小

企业打通从高校获取专业人才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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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将企业引入到本地双创载体。截至 2022 年底，成都市共

拥有科技类创新创业载体 272 家，服务在孵企业和团队共计 1.18 万

家。通过“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功能区”全链条孵化体系，

为企业提供物理空间、共享设施和专业化服务的科技创业服务机构。 

（三）完善落实科技创新政策，实现高质量政府供给 

政府依托“科创通”平台，也在不断完善落实科技创新政策。

一是提高惠企政策知晓度，通过定期举办的“菁蓉汇”系列活动，

对参会企业进行重要科创政策宣讲，将政策落到实处。二是探索建

立健全系统的政策支持体系，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适用性、可

操作性强的具体实施细则。如深入研究发达国家和地区推进天使投

资行业和初创期企业发展的成功经验，结合成都市实际，完善有利

于成都天使投资行业和初创期企业的政策环境，进一步加强了“科

技+创新创业+金融”生态构建的政策支持体系。 

同时，不断创新政府服务方式，实现高质量供给。政府依托平

台向企业发放“科创券”，企业在平台上向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购买

创新服务时，可用券抵扣一定比例的服务费用，服务机构将收到的

科创券向政府兑现并获得一定的服务补贴。截至 2023 年 1 月底，累

计已有 9169 家企业申领 12.7 亿元科创券，在政府助力下借助“科创

券”模式实现高质量供给，推动科技服务需求方和供给方有效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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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新开发科技金融产品，解决融资难题 

自 2014 年开始，成都市科技局出台《成都市科技企业天使投资

引导资金管理办法》《成都市科技企业债权融资风险资金池管理办

法》《成都市科技金融资助管理办法》，将原有的财政科技经费由

传统的单一“拨”的模式，转变为“贷”、“投”、“贴”，探索

有偿资助方式，全面撬动银行、保险、证券、股权基金等资本市场

各种要素资源投向科技创新。“科创通”平台开发的科技金融产品

包括“科创贷”、“科创投”和“科创贴”。 

1、“科创贷”：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信用贷款产品集 

“科创贷”是平台联合银行、担保公司、保险公司开发的一种

信贷产品，通过政府资金帮助企业增信，使得这一类轻资产企业可

以在创新创业活动中利用企业信用、股权、知识产权获得银行贷款。 

申请流程上，企业在线申请后，由区县科技部门和成都生产力

促进进行审核后，金融机构尽职调查符合条件的可进行放款。除了

线上申请，平台也定期召集金融机构深入产业功能区开展“科创贷”

银企对接会，为科技企业提供上门服务和精准对接。贷款种类包括

信用融资、股权质押融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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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科创贷”申请流程 

“科创贷”引入政府资金，通过以下几方面机制设计提高银行

放贷的积极性、降低企业贷款成本。一是构建“政府增信+风险共担”

机制，消除银行不敢贷的顾虑。联合金融机构、区（市）县设立债

权融资风险补偿资金池，建立“银行+政府”“银行+政府+担保”

“银行+政府+保险”的信贷融资模式；实行差异化风险分担比例，

政府和银行的风险承担比例上限分别为 60%、40%，形成“多方协

同、风险共担”的债权融资新模式。二是拓展“科创贷”合作银行，

实施动态考评优化管理资金池。根据工作开展情况，对“科创贷”

业务开展成效好的银行加大风险补偿资金池合作规模，对业务开展

较差的机构终止合作或调减合作规模。三是丰富产品条线，优化审

批和利率定价制度。引导银行针对不同阶段科技企业的差异化融资

需求，开发贷款额度从 5 万元到 1000 万元不等、平均贷款利率不超

过 6%的科技金融特色产品，形成了广覆盖、梯度化、低利率的信用

贷款产品集，代表产品包括“人才贷”、“成果贷”、“研发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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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银行建立适合科技企业特点的风险评估、授信审查、尽职调查

和奖惩制度，创新信贷审批制度和利率定价机制。 

“科创贷”成功地以政府资金带动社会资本、银行获得优质客

户、企业取得低成本资金，形成三方共赢局面。截至 2022 年 8 月，

“科创贷”合作的银行已覆盖了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合作金融机构

达 22 家；共从财政科技投入中安排 6.18 亿元风险补偿资金，总资金

池规模达到116.9亿元，累计帮助268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贷款，

累计投放贷款金额超过 200亿元。2021年产品整体不良率仅 0.07%。 

 

图 3-2：2014-2021 年科创贷放款金额与笔数 

2、“科创投”：建立面向中早期的基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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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投”是由政府资金引导社会资本组建各类天使投资基金，

投资于中早期的科技型企业。截至 2022 年底，已累计出资约 6 亿元

组建 24 支、总规模 48.11 亿元的“科创投”系基金，财政资金放大

超过 7 倍。其中，天使投资基金 17 支，总规模 20.20 亿元；知识产

权运营基金子基金 7 支，总规模 27.91 亿元。 

表 3-1：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科创投”运行情况 

 天使基金 知识产权运营基金 合计 

基金数量（支） 17 7 24 

总规模（亿元） 20.2 27.91 48.11 

投资项目数（个/次） 145 75 220 

其中：投资于成都项目数 96 30 126 

投资总额（亿元） 11.67 15.94 27.61 

其中：投资于成都金额 8.16 4.94 13.1 

数据来源：科创通 

“科创投”发挥财政资金对于本土早期企业的支持以外，也促

进了本土早期创投的活力。产品的成功运作源于政府资金的市场化

参与方式，充分发挥引导作用的同时也带动了本土资金参与的积极

性。一是构建“引导+激励”基金组建机制。“引导”体现在遴选优

质的基金管理机构按照政府出资的 2倍组建天使投资基金，优先选择

深耕本区域的基金，共同投资于成都的初创科技型企业，实际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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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资于成都的金额达到 70%；“激励”方式为政府作为 LP，天使

引导基金拥有“四年内本金退出”的让利条款，超出四年期限只象

征性地收取一部分利息，政府投入资金的增值部分都交给了投资机

构进行内部分配。二是建立政府引导基金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在投

资决策上不干涉，只是将绝对禁止的投资标的进行规定，一方面给

予投资机构足够多的自主权，另一方面能引导国有资本真正落地到

本地的早期项目，避免为了完成资产增值却没有发挥早期引导作用

的问题。三是建立快速响应的基金组建决策工作流程。为营造吸聚

创投资本集聚发展的良好营商环境，按照管理规范、风险可控、科

学决策、运作高效的原则优化审批流程、简化审批手续、缩短决策

周期，引导组建更多的子基金。 

3、“科创贴”：提升企业融资能力降低融资成本 

“科创贴”的主要创新点在于优化财政补贴方式，以多元化渠

道进行补贴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加大研发投入。一是构建财金

互动机制。为实现财政资金与金融资本联动，协同支持科技创新，

开发“科创贴”普惠科技金融产品，对获得金融资本支持的科技型

企业给予财政科技经费奖补。二是设立“科创贴”专项资金，对科

技企业融资进行补贴，降低融资成本。如科技型企业在贷款结清后

可获得贷款利息额 30%、担保费用 50%的补助；对于参与科技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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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保险的企业给予保费 30%-60%的补贴。此外，为鼓励科技型企业

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有计划、持续地增加研发投入，2019 年新出

台《成都市鼓励科技型企业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财政奖补资金管理

办法》，办法出台以来，共计奖补企业 1598 家，奖补金额 2.30 亿元，

带动全市企业研发投入增量 34.9 亿元，同比多增 18.5 亿元、增长

113%。 

四、结论与建议 

（一）政府搭建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平台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当前经济转型发展的背景下，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高速成长带来

多方面资源需求，也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带来更多要

求。以科学高效的模式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是当代政府需要履

行的重要公共职能，因此搭建企业专属的服务平台成为首要选择。 

首先，通过搭建平台引入科技型中小企业，可以实现信息数据

整合和共享。通过建立科技型企业库，将企业分散在各个维度的数

据碎片进行优化整合，还原科技型企业服务所需的各项数据，并完

成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等数据标签的匹配。其次，完善

的企业数据库和企业资源成为其他衍生业务开展的基础，包括对接

科创资源、第三方服务、金融资本等，从而形成围绕科技型中小企

业聚集的资源平台，充分满足企业发展各阶段的多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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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平台链接各类资源，形成良性循环的创新生态  

平台建成后，可以围绕科技型中小企业，将政府、企业、金融

机构、高校、科研院所、服务中介机构以各种形式的活动进行精准

对接，形成互动融合。从而构建一个完整的创新生态，围绕科技型

中小企业成长，帮助科技型中小企业对接创新资源、市场服务、金

融资本等。聚集的资源围绕企业开展服务，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汇

聚到平台，企业和资源不断汇集；同时，通过对企业的各类服务，

平台的数据也不断完善，服务对接的精准度和效率得到提升，最终

形成良性循环的创新平台生态。 

（三）政府供给多角度创新，充分发挥政策和资金的引导作用 

除了搭建平台进行资源整合，政府可以利用平台更好地发挥本

身的职能。包括：（1）完善和落实科技政策，结合区域内企业发展

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发展需求的政策；（2）创新服务模式，如以

向企业发放“科创券”的模式促进平台第三方服务的对接；（3）加

大政策与金融产品的融合。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发挥专业金融的专

业能力，建立互利共生的创新投资体系，重点是早期投资体系和可

持续投入的创新投资体系。聚焦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科创属性，帮助

金融机构识别潜在优质客户，利用政府增信，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

短期小额、长期大额的信用贷款。创建社会规范和诚信以降低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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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找到适合发挥补贴资金的作用，将补贴资金融入到连续的投

资链中。 

（四）下一步：加强协同创新和企业间横向合作 

平台生态的最终目标，应该是构建一个完整的创新生态雨林。

未来仍需围绕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将政府、大企业、金融机构、

高校、科研院所、服务中介机构等互动融合，帮助科技型中小企业

对接全球最好的科研，对接全球最厉害的制造，对接最能够接受科

技的市场，从科研到研发、到量产、到市场强强联手。 

另外，除了企业与外部资源的融合，也可以进一步加强企业之

间、产业链上的协同创新。通过加强产业链上不同位置企业之间的

合作，围绕各企业的核心技术和优势开展协作，形成互相促进的产

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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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工业、信息传输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中小企业划分标准 

行业 划分标准 

其中 

中型企业标准 小型企业标准 微型企业标

准 

工业 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

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 

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

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

为中型企业 

从业人员 20 人

及以上，且营业

收入 300 万元及

以上的为小型企

业 

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

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

下的为微型

企业 

信息传输

业 

从业人员 2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

入 10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 

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

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

为中型企业 

从业人员 10 人

及以上，且营业

收入 100 万元及

以上的为小型企

业 

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

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

下的为微型

企业 

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

务业 

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

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 

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

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

为中型企业 

从业人员 10 人

及以上，且营业

收入 50 万元及

以上的为小型企

业 

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

营业收入

50 万元以下

的为微型企

业 

其他未列

明行业 

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 

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的为

中型企业 

从业人员 10 人

及以上的为小型

企业 

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的

为微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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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创板等科创属性指标 

指标类别 科技型中小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 科创板 

科研人员 科技人员数占企业职工总

数的比例不低于 10%。 

科技人员数占企业

当年职工总数的比

例不低于 10%； 

研发人员占当年员工总

数的比例不低于 10%；  

研发费用 研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

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2%或

者企业研发费用总额占成

本费用支出总额不低于

10% 

近三年研发费用总

额占同期销售收入

总额的比例符合如

下要求：（1）最近

一年销售收入小于

5000 万元（含）的

企业，比例不低于

5%；（2）最近一年

销售收入在 5000 万

元至 2 亿元（含）

的企业，比例不低

于 4%；（3）最近

一年销售收入在 2

亿元以上的企业，

比例不低于 3%； 

最近三年研发投入占营

业收入比例 5%以上，

或最近三年研发投入金

额累计在 6000 万元以

上； 

科技成果 必须拥有在有效期内的与

主要产品（或服务）相关

的知识产权。 

拥有对其主要产品/

服务在技术上发挥

核心支持作用的知

识产权的所有权；

近一年高新技术产

品（服务）收入占

企业同期总收入的

比例不低于 60%。 

形成主营业务收入的发

明专利 5 项以上；  

 



   

27 

其他例外 直接确认符合科技型中小

企业条件：（1）企业拥

有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

资格证书；（2）企业近

五年内获得过国家级科技

奖励，并在获奖单位中排

在前三名；（3）企业拥

有经认定的省部级以上研

发机构；（4）企业近五

年内主导制定过国际标

准、国家标准或行业标

准。 

 （1）发行人拥有的核

心技术经国家主管部门

认定具有国际 领先、

引领作用或者对于国家

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2）发行人作为主要

参与单位或者发行人的

核心技术人员 作为主

要参与人员，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奖、国家自然

科学奖、国 家技术发

明奖，并将相关技术运

用于公司主营业务； 

（3）发行人独立或者

牵头承担与主营业务和

核心技术相关 的国家

重大科技专项项目； 

（4）发行人依靠核心

技术形成的主要产品

（服务），属于国 家

鼓励、支持和推动的关

键设备、关键产品、关

键零部件、关键材料

等，并实现了进口替

代； （5）形成核心技

术和主营业务收入的发

明专利（含国防专 

利）合计 50 项以上。 

备注：Ⅰ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含国防专利）、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

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等Ⅱ类知识产权：实用新型专利、外

观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等（不含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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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2020 年中国早期投资机构 30 强 

排名 机构简称 所在地区 

01 蓝驰创投 北京 

02 明势资本 北京 

03 真格基金 北京 

04 联想之星 北京 

05 创新工场 北京 

06 启赋资本 深圳 

07 梅花创投 宁波 

08 峰瑞资本 上海 

09 云启资本 上海 

10 中科创星 北京 

11 阿米巴资本 上海 

12 九合创投 北京 

13 英诺天使基金 北京 

14 青松基金 深圳 

15 险峰 K2VC 北京 

16 安芙兰资本 北京 

17 清流资本 北京 

18 众海投资 北京 

19 德迅投资 深圳 

20 青山资本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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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源渡创投 上海 

22 风云资本 北京 

23 挑战者资本 北京 

24 银杏谷资本 杭州 

25 熊猫资本 上海 

26 初心资本 北京 

27 戈壁创投 上海 

28 国金投资 深圳 

29 零一创投 上海 

30 合力投资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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