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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知识价值信用融资新模式

（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提供）

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重庆自贸试验

区）针对科技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积极开展知识价值

信用贷款改革试点，创新性地提出并应用知识价值信用评价

体系，建立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引导激励银行

业金融机构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创业，

推动技术与资本实现高效对接，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主要做法

（一）建立基于企业科技创新要素的知识价值信用评价

体系。

经过前期调研分析，造成科技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主

要原因是：重资产普遍短缺，短期财务指标明显不优，其拥

有的轻资产又难以做出专业权威量化评估。结合科技型企业

的特点，重庆自贸试验区探索并构建了新的科技型企业知识

价值信用评价体系，提高科技型企业信用评价科学性。评价

指标体系共分为两级。一级指标分为科技研发能力和经营管

理能力：科技研发能力包含企业研发投入占企业主营业务收

入的比重等 5个二级指标；经营管理能力包含企业新产品销

售收入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等 5个二级指标。系统使

用功效系数评价法对其指标进行评分，综合结果分为 A、B、

C、D、E五个等级和对应的 80万元到 500万元的授信额度。

把科技型企业的人才、技术、文化、商业模式与治理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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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外资产挖掘出来，实现科技型企业轻资产债权融资、股权

募资及其他领域应用。主要有三个创新点：

一是自动生成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的信用评价结果，并

及时将结果共享给金融机构，实现先期授信、按需贷款。二

是通过建立科技型企业库，实现了知识价值信用评价体系所

需的各项数据“一库尽网”，并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及预测，提

高政府引导能力和金融机构风险控制能力。三是动态完善评

价体系，根据各方反馈信息对评价体系进行动态完善和持续

优化，从制度层面确保整个信用评价体系的活力和准确性。

（二）基于信用评级体系创新知识价值融资新模式。

1.债权融资。将评价额度共享给银行金融机构，参照发

放信用贷款。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科技研发能力和经营

管理能力 2个一级指标，各包含 5个二级指标。知识价值信

用授信额度实行总额控制，企业获得最大授信额度为 500万

元。基本指标得分等级 A、B、C、D、E分别对应 500万、

400万、300万、160万、80万的授信额度。

2.股权募资。鼓励科技型企业在重庆股份转让中心科技

创新板挂牌募资。具体条件：无挂牌的否定性条件，高新技

术企业或高成长性企业的知识价值信用等级为 A级、B级、

C级；无挂牌的否定性条件，满足重大加分项的条件之一。

3.其他领域。知识价值信用评价体系面向类金融机构、

合格投资者、社会管理机构等开放，在用于科技型企业的培



116

育和考核、科技金融的应用等领域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使

用方式。

（三）建立风险补偿基金及风险分担机制。

推动建立轻资产债权融资模式，市区两级财政以 4：6

比例出资建立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基金，

对合作银行在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评价额度范围内发放的“知

识价值信用贷款”进行风险补偿。当贷款企业本金逾期产生风

险后，由风险补偿基金对贷款本金损失的 80%进行补偿，按

最高可贷 500万元最多可补偿 400万元。补偿方式采用先代

偿模式，即本金逾期，银行正常催收后仍未收回，在逾期三

个月内由风险补偿基金先代偿，避免增大银行不良贷款指标。

银行承担剩余 20%的风险，保证银行独立且能审慎进行贷款

尽调审批。

通过风险补偿基金及风险分担机制的建立，保障合作银

行执行优惠贷款政策：一是贷款执行基准利率；二是纯信用，

无抵押、无担保、无保证金、无其他费用；三是支行审批，

提高审贷效率。这三点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科技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融资繁”的问题。

（四）工作推进有力。

1.覆盖面逐步扩大。2019年以来，按照改革扩面要求，

在自贸试验区等“6+1”试点区域基础上，已有渝北、江津、南

岸、沙坪坝等 33 个区县（两江新区、高新区、经开区）纳

入改革范围，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基金达到 3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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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贷款发放稳步增加。截至 2019年 4月底，试点区共有

3016 家提出贷款申请。银行审批通过 1139家，申请通过率

为 38%。已经发放 1005家，金额 26.01亿元（其中知识价值

信用贷款 12.28亿元，叠加发放商业贷款 13.73亿元）。有 265

家企业首次获得银行贷款，金额 2.83亿元，占已获贷企业总

数的 26%。平均单户企业获知识价值信用贷款 122万元，在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充盈企业

流动资金，特别是让一部分从未获得贷款的初创期科技型企

业获得资金支持，得到发展。

3.评价模型不断完善。2018年启动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

信用评价体系的完善工作，组织了高校学者、大数据公司专

家、合作银行进行论证。同时，完成线上管理系统开发并于

2018年 6月初投入运行，实现贷款网上申请、网上审核、网

上管理，贷款信息线上流转、实时共享，极大节省了线下信

息、材料交互时间，为进一步完善考核评价、信用管理、统

计分析等功能奠定了基础。

二、实践效果

（一）助推科技型企业加速发展。

知识价值信用贷款，缓解了轻资产科技企业融资难问题，

提高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积极性，促进企业良性发展。重庆

自贸试验区九龙坡板块最早一批获得知识价值信用贷款的

68家科技型企业在资产规模、业务收入、纳税金额、研发投

入上得到了较大提升：总资产规模由 20.70亿元上升至 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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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长 15%，主营业务收入由 17.68 亿元上升至 20.94

亿元、增长 18%，纳税金额从 7128 万元上升至 3.03亿元、

增长 326%，研发费用支出由 1.46亿元上升至 2亿元、增长

37%，知识价值信用额度由 8520 万元上升至 1.09 亿元、增

长 28%。

一批科技型企业通过知识价值信用贷款解决流动资金

紧缺难题，实现快速发展。重庆赛恩斯环保工程公司在 5个

工作日便获得 80 万元知识价值信用贷款，及时缓解资金压

力，获得了更多业务订单，实现新增营业收入 1865 万元。

重庆辉腾能源公司因不能提供有效抵押物，多家银行拒绝放

贷，但依靠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政策，首次获得银行贷款 120

万元，解决了公司燃眉之急。一年来，公司新增专利 4项，

销售收入、净利润都大幅增长，纳税总额 470万元，2018年

7月在新三板成功挂牌，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评价额度也从 120

万元增加到 280万元。

（二）获得各方认可与关注。

1.企业欢迎度高。试点中，科技型企业看到了知识价值

信用贷款的五个好处，即：看知识价值，不看房地产；注重

人才团队、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产品、创新服务等创

新指标，不注重短期财务指标；实行信用贷款，不需任何抵

押；执行基准贷款利率，不搞利率上浮；贷多少款，用多少

钱，不扣缴保证金。同时，简便、高效的绿色审批通道，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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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企业积极申请贷款。试点区域入库科技型企业约半数提出

贷款需求，贷款额度覆盖了知识价值信用的五个等级。

2.银行积极性高。参与试点的合作银行认为，从近期看，

提升了其对轻资产科技型企业表外资产更科学、更合理、更

有效的辨识度，可以先期获得最优质的市场资源，解除了对

科技型企业融资欲行又止的犹豫，实现其稳定健康发展；从

长远看，可以先期积累轻资产融资经验，探索知识价值信用

评价体系和投贷联动运行模式，为应对未来中国股权融资与

债权融资的整体转型、主动融入现代金融体系和对接现代产

业体系打下基础、赢得先机。为此，工商银行、建设银行、

招商银行、重庆农商行等 14 家银行已积极主动提交合作方

案。

3.社会关注度高。创新性评价体系、知识价值量化模型、

轻资产融资模式作为全国科技金融领域的探索与创举，受到

社会各界和各级媒体的高度关注。

三、下一步工作思路

（一）全面有序推进改革扩面。今年，在重庆市实现有

意愿的区县全覆盖。一方面落实已参与改革区县的资金，包

括北碚、忠县、万盛三地的区县出资部分。另一方面继续推

进区县改革进程，让更多的科技型企业获得改革红利。

（二）推动贷款放量。引导激励银行降低企业准入，提

高对评价体系的认同度，加大贷款投放力度。一方面扩大企

业受益面，让更多企业得到贷款。另一方面提高企业贷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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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加强对民营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今年力争实现累计贷

款 50亿元。

（三）持续优化评价体系。不断优化、不断验证。引入

大数据对企业数据检验和风险判断。

（四）加强风险管理。加强整体风险管理，做好风险项

目代偿与处置。一方面继续做好整体风险控制，发挥改革各

方主动性，进行风险识别、防范、化解。另一方面，对于贷

款风险，打通代偿渠道，如约及时进行风险代偿。落实 3%

预警、5%熔断的风险机制。

（五）总结改革经验。边改革、边优化、边总结。做到

改革有成果、成果促优化，最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

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