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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金融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在促进创新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和

推动产业升级等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科技金融通过聚合金融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并通过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支持科技创新项目。其对“一带一路”倡议、

绿色发展等重大战略也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在中小企业融资、农村金融服务等方面有着积极的正向影

响。面对当前科技金融监管的不足,应加强立法和依法监管,并在特定地区先行先试,以确保可持续性发

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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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ology finance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laying a key role in promoting innovation,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driv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Technology finance aggregates financial resources,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capital use, reduces the financing 

costs for enterprises, and suppor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jects through a variety of financi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such as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supportive role in major strategies 

lik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green development, and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financing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rural financial services. In the face of the current shortcomings in the regulation 

of technology fi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legislation and regul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w, and to pilot in 

specific areas to ens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advance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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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决定》的发布为金融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确立了深

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功能,制定金融法以及优化对外

开放金融体制等一系列重要指导方针。科技金融是通过银行、

证券、保险、创业投资、抵押、担保等金融方式和服务,支持科

研、成果转化和科技型企业发展的金融模式。随着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快速发展,科技金融在推动科技创新、加速成果转化,

提高金融效率,降低成本,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因此,积极推动科技金融的发展,健全多层次金

融服务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 科技金融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科技金融促进创新发展。科技的创新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

持,新科技的研究立项、实验研究、成果孵化、投入使用等需要

消耗大量资金,没有健全稳定的金融支持体系,科技创新的步伐

就会停滞不前,科技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就难以实现[1]。按

照金融体制深化改革的要求,要构建与科技创新协同的科技金

融体制,支持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完善对早期

和小型企业及硬科技领域的投资政策。科技金融通过金融助力

科技创新,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资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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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降低创新成本,加速成果转化；助力初创科技企业成长,促进

技术突破,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科技金融优化资源配置。科技金融通过有效聚合和调配金

融资源,确保资本能够高效流向科技创新项目和高新技术企业,

以此提高资金运用效率,并强化市场导向型资源配置体系,确保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关键作用。科技金融提供的多样化金融

产品和服务,例如大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有效

地降低科技企业在筹资过程中的成本,并且更精确地识别和支

持具有潜力的创新项目和企业,从而优化资源配置。通过资源整

合,科技金融将资本投向科技创新领域,提升资本效率,利用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等创新产品,降低科技企业的筹资难度和成本,

推动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发展。 

科技金融推动产业升级。科技金融推动产业的资金积聚,

加速了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行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传统产业

的技术革新。风险投资、股权投资和科技贷款等金融工具的使

用,能够为创新型企业提供关键的资金支持,减少其在研发和市

场推广阶段遇见风险的可能性,并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近年来,

中国多个制造业基地,通过科技金融完成了产业升级,比如苏

州、东莞等,借助科技金融手段,利用大数据筛选出优质的小微

型企业,提供用于短期生产经营周转的信贷业务。企业在手机银

行上就能完成信息录入、系统审批、合同签约等流程,能在极短

的时间内获得贷款。这种创新的科技金融有效地降低企业融资

成本,助力其加速转型升级。 

2 科技金融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

支持 

科技金融对“一带一路”倡议、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

绿色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大战略有着重要的支持作用。在“一

带一路”方面,金融科技服务机构整合各类数据,开发出多种有

利于国际合作的项目。在数实融合方面,科技金融提供资金和技

术支持。在绿色发展方面,科技金融引导资金流向环保和可持续

性的项目。在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方面,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和

产业升级,为继续深化改革提供助力。以“一带一路”战略为例,

科技金融为沿途国家提供稳固的资本援助和卓越的金融服务,

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协作,深化区域内的经济纽带和科技

互动；通过推出专门债券、创建投资基金等多元化途径,科技金

融机构为关键项目提供坚实的资金后盾,有效降低跨国投资风

险,提高项目的可行性和成功概率。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

与金融的结合,极大地增强了金融服务效能,更加有效地实现政

策协调、设施互联、贸易无阻、资本流动以及人文交流等目标。 

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

务创新等重点领域有着重要的支持作用。在科技创新方面,一方

面通过改进长期资本投资的机制,鼓励早期和小规模的持续性

投资,特别关注那些专注于核心科技的领域,缓解科技企业的资

金压力,促进研发和技术创新；另一方面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和提

供贷款担保等措施,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

增强它们的发展动力。在产业升级方面,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

务,支持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帮助这些产业在新时代保

持竞争力。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科技金融通过政府引导基金

和融资租赁等方式,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如5G网络和物联

网等[2],借助基础建设债券和基金,为城市交通系统、智能化城

市发展、新能源基础建设等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在金融服务

创新方面,利用科技信贷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帮助产业升级

换挡,在设备升级和工艺流程优化等方面取得突破,进而推动传

统产业的现代化转型[3]。 

科技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农村金融服务、绿色低碳转型、

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薄弱环节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科技金融

为中小企业提供定制化服务,缓解融资难题,增强市场竞争力和

创新能力。普及的移动支付和在线信贷提高了金融服务覆盖率

和便利性,推动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在绿色低碳领域,通过不断

创新绿色金融产品,支持绿色科技创新,挖掘绿色项目投资机遇,

为实体经济提供精准高效的绿色资金支持。这些措施缓解了薄

弱环节融资难题,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以绿色低碳

转型为例,科技金融通过支持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产业发展,加

速传统产业向绿色产业转型。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机制,运用

绿色新技术和管理举措改造传统产业,提升绿色科技的转化效

率。同时,科技金融的创新产品和服务为绿色技术企业提供了必

要的资金支持,促进了绿色技术市场的形成和发展[4]、[5]。 

3 进一步全面加强和完善科技金融监管 

由于科技金融发展的日新月异和法律法规出台的谨慎严谨,

这就会产生监管上的矛盾, 主要体现在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和监

管的滞后。目前,我国仍然缺乏专门针对金融科技的法律法规,

现有的法律框架多分散在不同法律中,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监

管的滞后性使得科技金融的发展超出了现有法律框架的调整范

围,导致金融行为中蕴含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亟须法律的进一步

跟进[6]。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定》中,强调了法治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这

也适用于金融制度的深化改革中：一是制定专门的金融科技法

律法规,对现有法律框架进行系统性的补充和协调,确保法律法

规的健全性和适用性；二是加强监管的前瞻性和有效性,建立与

科技金融发展相适应的动态监管机制,及时识别和应对潜在的

金融风险。三是促进法律法规与监管政策的协同,确保金融创新

的合规性,为科技金融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通过法

治手段推动科技金融的规范发展,将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注入

新的动力,实现经济与法治的良性互动。 

为了完善科技金融法律制度,促进科技与金融有效融合,建

议制定《科技金融基本法》以提升立法规格,克服现有政策性法

规的缺陷,为科技金融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7]。需要对当前的科

技金融法律法规进行全面且系统的梳理与评估,及时对那些已

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法规进行修订和完善。这一过程不仅要求

深入剖析现有法律框架的缺陷与不足,还需广泛吸纳业界与学

术界的意见和建议,以确保修订后的法规不仅能够有效规范市

场秩序,更能推动科技金融的创新性发展。这包括及时修订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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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产品的监管规则,以强化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并优化反洗

钱等相关规定,使之与金融科技的最新发展趋势相适应。同时,

密切关注国际金融监管的最新动向,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

以增强我国科技金融监管的国际竞争力。 

在科技金融领域,由于其固有的复杂性和动态变化性,应选

择具备特定条件的地区进行先行先试,以探索和确立有效的科

技金融监管模式。目前,科技金融试点工作已经取得显著进展,

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区,这些地区通过实施科技金融

结合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8]。科技金融领

域的先行先试策略体现了机制创新、合作拓展和产品体系创新

的多维发展。通过设立科创普惠金融,建立专门的科技金融服务

体系,并采取“点面结合”策略完善专营机制,深化银政、银投、

银担、银协等多方面的合作。在产品创新方面,金融机构应推出

特色贷款产品,满足不同阶段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帮助科技企

业渡过难关,提升科技金融的影响力。随之而来的是快速升级监

管模式,构建体系,将科技金融新的业务范围纳入监管,深化科

技金融应用,探索新模式和产品,为科技型实体经济提供更全

面、专业的金融服务。 

为进一步全面加强和完善科技金融监管,具体的改革措施

应包括“立、改、废”等方式,制定具有前瞻性的法律法规[9]。

结合我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修改和制定相应的

法律法规,确保金融牌照的发放和持有受到严格管理,查处不法

行为。同时,监管框架的完善应注重功能监管和混业监管的结合,

提升金融科技跨市场交叉性风险的监管能力。发展监管科技,

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高监管。加强国际合作与

经验借鉴,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形成全球监管共识,有效防范

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些措施共同构成了一个全面、协调、高效

的科技金融监管体系,旨在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和科技创

新的健康成长。 

4 结束语 

本文在深入探讨当前政策的基础上,分析了科技金融的发

展趋势,清晰地界定科技金融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地

位及其面临的诸多挑战。提出了一系列增强和优化科技金融监

管的策略,包括法律制定、监管强化以及试点推行等手段,目标

是深化科技与金融的紧密结合,激励经济的优质增长。预期将为

科技金融在激发创新活力、优化资源配置和推动产业升级等方

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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