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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直以来政府在科技创新融资（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STI”）中发挥关键和决定

性的作用。政府主要通过政策激励使政府能够选择优先投资领域，而财政激励使市场能够决定哪些领

域是未来成功的最大机会。大多数国家选择同时提供这两种激励措施。研究表明，各国应优先考虑采

用更具效率的财政激励措施来刺激各国的创新，而这些国家更倾向于采用更具效率的财政激励措施来

刺激经济。随着科技创新成本的上升和政府预算的缩减，研究和创新变得更加合作化和网络化。纯粹

和简单的政府补助金和补贴开始让位于使用更复杂的资助方式。其中，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在

STI中越来越受欢迎，PPP项目通常通过项目融资安排进行融资。本文讨论了政府改善创新融资的不同

手段和激励措施，对科技创新融资的现状及未来趋势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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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vernment has always played a key and decisive role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STI) 

financing. The government mainly uses policy incentives to enable the government to choose priority investment areas, 

and financial incentives enable the market to determine which areas are the greatest opportunities for future success. Most 

countries choose to provide both incentives. Research shows that countries should give priority to adopting more 

efficient fiscal incentives to stimulate innovation in countries, and these countries are more inclined to adopt more 

efficient fiscal incentives to stimulate the economy. As the cos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creases and government 

budgets shrin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have become more collaborative and networked, and pure and simple 

government grants and subsidies have begun to give way to more complex funding methods. Among them,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STI, and PPP projects are usually financed 

through project financing arrangement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means and incentives for the government to 

improve innovation financing, and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trends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fin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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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科技创新融资的重要性

和复杂性日益增加，许多国家创新系统方

法的发展在科技创新领域已成为普遍现

象。同时，还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制来引

导STI的活动。政府继续在科技创新融资

方面发挥关键和决定性的作用。然而，随

着科技创新成本的上升和政府预算限制

的增加，单纯和简单的政府拨款和补贴开

始让位于使用更复杂的工具。政府现在也

开始联合民营单位进行投资，认识到“研

究和创新越来越具有合作性和网络性”。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在STI中越来越

受欢迎，PPP项目通常通过项目融资安排

融资。在这种情况下，全面了解一个国家

的国家创新体系对于确定提高创新绩效

和整体竞争力的杠杆点至关重要。本文在

简要论述科技创新融资的概念、起源和发

展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政府为改善创新

融资所采取的不同手段和激励措施。 

1 科技创新融资的起源与发展 

早期的创新模型是以线性方式发展

的创新概念，主要是以设计、工程和制

造到营销和销售的线性发展。因此，科

技投入主要是以技术的创新数量作为主

要依据，科技创新基金通常也遵循简单

化、线性化的方式来进行。创新过程的

初始阶段（基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公共部门的资金，而传播过程（营

销和销售）几乎完全依赖于民营企业，

而中间过程（应用研究、开发和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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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由政府和民营企业共同供资。 

随着技术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转变，创

新过程不再被视为一个连续的模式：结束

完前一个阶段之后再进入下一个阶段。创

新实际上是可以来自技术创新过程的任何

阶段。因此，创新是几个利益相关者之间

复杂互动的函数，并反馈循环贯穿始终。

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合作和竞争的公司、

政府和民营研究机构、大学和转化机构，

它们在区域、国家或国际上相互作用。随

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变得更加密集，

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民营企业、政府部门

和学术界）参与创新的生产和传播，从这

些机构收集和利用知识的有效性便成为一

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科技

创新融资的复杂性和范围也在增加，并不断

纳入创新绩效等新的概念，同时也认识到区

域、国家和国际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和合作，

以及知识和知识流动的经济重要性。 

2 STI融资工具 

近几十年来，科技创新的融资变得

更加全面和复杂，手段也越来越多。包

括政府措施（如税收政策和政府补贴）；

政府和行业组织的长期项目资助；政府

拨给大学、研究所、图书馆和其他参与

学习和创新的组织的创新研究经费；由

国际和区域组织管理的资助计划；由专

门机构（如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基金会）

管理的目标资金；以及通过项目融资提

供单一项目资金等。政府在科技创新融

资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并

将继续发挥这一重要作用。但纯粹和简

单的赠款和补贴正在让位于更复杂的工

具。随着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和运营成本

的上升，各国政府开始与民营企业进行

联合投资。公私伙伴关系（“PPP”）在全

球变得越来越普遍，PPP项目通常通过项

目计划进行融资。因此，在讨论了利用

创新的政府激励措施之后，本节探讨了

一种科技创新融资工具——项目融资。 

2.1政府科技创新融资。政府可以通

过奖励机制、财政支持或两者兼而有之

来支持创新。财政奖励机制包括赠款、

补贴、低息贷款、担保计划和风险投资

计划。财政支持则直接降低了企业开展

创新活动的成本，主要包括税收优惠、

税收抵免、资产折旧、资本利润的全部

或部分免税以及股息减免等。下表总结

了政府经常使用的科技创新融资手段： 

表1  基本政府科技创新融资工具 

奖励机制 财政支持

赠款、贷款、财政补贴

风险投资

股权投资担保

信用担保

减免税额

税收抵免

特殊折旧

免税和延期税收
 

2.2奖励机制。 

2.2.1政府贷款。政府可以通过低

息、长期或免息的贷款向风险资本或中

小创新企业提供资金。低息贷款向借款

人提供低于市场水平的补贴利率。长期

贷款或长期贷款旨在缓解初创公司的资

金压力。免息贷款提供给存在创新失败

风险的战略研发项目或借款人。由于违

约风险具有周期性和不可预测性，政府

贷款可能对国家财政造成压力。 

2.2.2风险投资计划。政府的风险资

本计划可以设计成帮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

的公司，为企业的启动、早期发展、扩张

甚至重组提供资金。然而，研究表明，风

险投资主要是为启动资金不足的企业进行

投资。风险资本通常比大多数其他形式的

融资风险更大，流动性更低。政府可以通

过创建国家资助的风险投资基金或建立公

共孵化器，或通过改善风险投资行业的基

础设施来间接推动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

下表总结了欧洲地区和国家实施的措施： 

表2  支持风险资本市场的政策措施 

需求侧措施 供应方措施

直接干预 公共孵化器 公共（赞助）风险投资基金

间接干预

促进企业和企业家发展

调配人力资源市场

创业园区、科技园区和集群税收优惠

下侧保护方案

上行杠杆计划

基金的运营成本计划

退出机制

税收优惠

商业天使基金  

2.2.3保障机制。保障机制可以被定

义为“如果责任方未能按照预期履行义

务，则承担偿还债务或履行某些义务的

责任”。担保工具包括股权投资担保、出

口信用担保、政治风险保险和信用担保。

股权投资担保和信用担保尤其对初创企

业和技术型公司更为重要。股权担保计

划旨在减少投资者对高风险投资的厌

恶。这类计划对规模较小的风险资本基

金很重要，在这些基金中，注销相当一

部分投资组合可能会“将剩余经营资金

的水平降低到可行的限额以下”。股权担

保计划“可以作为一项已制定的公共支

持保险计划实施，也可以作为国家分担

投资成本的一项措施”，然而，股权担保

的一个潜在隐患是，风险资本家可能不

太愿意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 

信用担保计划可用于风险投资业尚

未发展的国家。在这样的经济体中，金

融机构和商业银行可能是初创企业和技

术公司的唯一融资来源。由于这些公司

很少有信用记录或担保来支持银行贷

款，信用担保会在银行违约时对其进行

补偿，从而降低其整体交易风险。作为

回报，政府通常会收取额外费用。政府

的主要作用是，信贷担保限制了直接预

算拨款的需要，因为它们被用来刺激借

款人向早期企业提供资金；潜在借款人

的评估完全或部分转移给贷款人。与信

用担保相关的主要问题是借款人可能不

太愿意遵守贷款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并

且过于容易地要求担保。 

2.3财政支持。政府可以确定与创新

相关的具体活动，并引入适当的税收激励

措施来支持这些活动。欧盟委员会的一项

研究发现，一些国家的政府选择了以下活

动作为有针对性的财政激励支持。 

一些旨在支持一般商业环境的税收优

惠措施也可以通过减少创新过程中的障碍

来间接促进创新。这些激励措施可以促进

与创新相关的方面，包括员工培训、研究

人员签约、企业与研究机构或大学之间的

合作、创新企业的创建或融资以及鼓励创

新企业的股份制。大多数创新活动的税收

优惠都包含在每个国家的公司税制度中。

公司通常被允许将研发的所有经常性支出

从支出当年的应税利润中冲销。为了进一

步降低创新成本，还采用了以下激励措施：

额外的税收优惠，允许企业从税基中扣除

超过100%的创新支出，税收抵免以及特殊

的折旧等。税收减免是允许公司从其税基

中扣除一定比例的创新支出。在以数量为

基础的（统一费率）计划中，一个财政年

度内发生的所有支出都将被视为信贷。在

增量计划中，只有超过预定水平的支出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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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才有回报。特殊的折旧则是允许更大金

额的与创新相关的资产价值在其使用寿命

之前注销。免费折旧允许公司立即扣除其

资产价值的100%。加速折旧可使资产价值

的较大比例在前几年注销公司。 

3 科技创新融资实践与未来发

展趋势 

本文所讨论的融资工具在实践中的适

用范围和应用等级可以在两个选定的具有

复杂和复杂国家创新体系的国家（如英国

和巴西）得到揭示。虽然专家们一致认为，

对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和努力进行建模和筹

资的线性方法在创造新的知识和专门知识

来源以及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方面已不再

适当和有效，但还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

以充分发展系统的模型和做法。 

在科技创新融资中，不同参与者的

大部分注意力和优先次序仍然遵循线性

模型，即公共资金主要用于基础研究，

而企业支出则用于研发开发和商业化。

只有通过税收和补贴，企业研发支出才

与基础研究相关。 

此外，基础应用开发的不同阶段越

来越相互依赖和重叠。为了克服这些困

难，一个主要的动力将是将科技创新的

阶段、环境、行动者和赞助者纳入专门

的方案，处理具体的产品，而不是一个

中心主题。在这里，集群、卓越节点和

价值链的概念将发挥重要作用。欧洲联

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联

合国各专门机构的研究支助方案就是这

种系统方法趋势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3.1政府通过赠款和财政激励发挥战

略作用。政府仍将是科技创新发展的主要

支持者。首先是保护公众的责任和文化。

在这里，主要的公共职责是确保国家可持

续创新体系的必要制度和基础设施到位。

人们和企业都应获得科技创新成果，包括

其成果。第二个问题涉及国家动员科学和

技术知识以解决人民普遍福祉问题的责

任。这种公共责任应继续作为分配政府预

算、维持税收和其他非财政激励措施以支

持科技创新举措的有力理由。 

3.2国际资金和科研项目。虽然科技

创新的国际化变得非常重要，但建立的国

际筹资机制很少，国家之间的协调仍然滞

后。制定一些机制，如《京都议定书》和

《蒙特利尔议定书》，可以成为进一步建

立和扩大全球筹资计划的一个有趣的载

体。科研项目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领域。

鉴于准确预测科技创新成果（包括其经济

效益）的困难，以及国内外投资者、银行

家和赞助人的严格要求，STI项目开发商

和管理者越来越多地寻求融资，以支持投

资前阶段的项目准备。认识到这一趋势，

国际金融机构（IFI）如世界银行（15家）、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和亚洲开发银

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已经创建

了专门的项目准备设施（PPF），以支持利

益相关者。扩大使用公共和私人采购来授

予研发专用资源，也将进一步加强这种日

益增长的需求。 

3.3民间融资与管理。蓬勃发展的科

技型产业的出现为组织和管理科技创新

工作带来了新的形式。加强私人实验室和

公私实体之间的合作计划就是这种趋势

的证据。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会

（“The Fraunhofer Model”）总部设在德

国，但在国际上很活跃，其经验也可以证

明是未来的一个成功范例。该组织直接或

与公立和私立大学及其他研究机构合作

经营研究所和研究单位，主要通过与行业

或特定政府项目签订合同赚取收入。 

3.4投资银行业务。由于不断寻求有

希望的突破性创新投资，越来越多的金融

机构致力于支持和投资研究实验室、技术

公司和创新发展项目。许多银行设施已可

用于结构良好的科技创新项目和方案，如

开发银行的软贷款、银团安排的夹层债

务、长期债务要约、信托基金、成熟的研

发再融资或债务股权交易的杠杆作用。 

3.5公私合营。在公共和商业共同关

心的许多领域，购买力平价过去的成功

经验将使其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应用增

加。在许多国家和国际上，在各国之间，

都有建立或改进合同和法律框架的明显

趋势。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

参与为将来在科技创新中更广泛地使用

购买力平价铺平了道路。英国使用的PPP

模式证明了STI领域的成功方法和方案。 

3.6知识产权质押。技术密集型产品

和服务的显著发展应促使基于知识产权

安排的研发承包。在全球范围内保护知

识产权，可以在建立一致的研发商业化

合同时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知识产权

作为股权和债务融资协议的担保。 

4 结束语 

目前，在科技创新成本上升，政府的

预算缩小的情况下，科技创新领域变得更

加复杂化、合作化和网络化，民营企业也

越来越依赖创新来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

这种环境需要更强有力和更复杂的解决

方案，将公共和民间融资结合起来。从风

险投资到公私伙伴关系的工具在支持科

技创新方面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基金项目： 

重庆市知识产权软科学研究项目

“创新型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评价模

型研究”（项目编号：CQIPO2019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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