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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融资渠道孵化科技资源 

——重庆高新技术开发区融资情况调查 

陶 晶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 北京 100872) 

【摘 要】:重庆高新区是全国 53 个国家级高新区之一,近几年发展速度较快,在融资方面有一定的创新。本文对

重庆高新区的主要融资模式可以借鉴的经验,以及高新区在开展中小企业融资等方面的举措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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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高新区成立于 1991年 3 月,规划面积 23平方公里,现实际管辖 70平方公里,包括三镇一街道。高新区成立之初,没有启

动经费,主要依靠土地出让金滚动发展。经过 10多年的发展,技工贸总收入、工业总产值、税收分别由 1991年的 1.27 亿元、1.12

亿元、0.047 亿元增长到 2002 年的 235 亿元、180 亿元、10.5 亿元,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65%、60.49%、68.94%,成为重庆市经

济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高新区内登记注册的中小科技企业从 1991 年的 200 家发展到 2002 年的 4000 余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

350家。基本形成电子信息、生物生化制药及医疗器械、新材料及节能与环保、汽车摩托车配套新型产品等四大产业群。 

一、财政投入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快速发展中的作用 

重庆高新区从 1995年建立财政以来,在高新区的发展过程中财政资金的投入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引导作用。 

(一)财政资金向高新区建设发展倾斜 

从表 1 可以看出,高新区财政在这几年的财政预算安排中始终把建设放在首位,财政资金向高新区建设发展倾斜。在高新区

成立之初,通过财政最早投入的 100 万注册资金成立了渝高公司开始石桥铺高新技术园区的征地建设工作,以后采取滚动开发模

式,累计投入 4亿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引来了 50亿元的项目投资,现石桥铺高新技术园累积开发建设面积 250万平方米,竣工建

筑面积 230万平方米,形成了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环境优美,功能齐全的高新技术园区。 

(二)培育“担保专项资金”、“产业发展基金” 

为有利于招商引资,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高新区,设立了“担保专项资金”、“产业发展资金”等。从 1993 年开始,高新区投

入 100 万元资金,与金融部门合作,吸收了 92 户企业 120 万元资金,设立了“担保专项资金”,到 2000 年为止,共为 64 户企业担

保744笔,担保金额21208万元;2000年后为规范融资行为(主要是担保行为),由高新区财政又投入200万元新成立了“担保中心”,

为 3 户企业担保 4 笔,金额 1100 万元,为企业前期开发向银行融资提供了信用支撑。同时高新区财政还投入产业发展资金 1505

万元支持了 28 户企业的产业发展,为杜克公司、重医贝尔等企业直接提供资金支持。 

为引进高技术人才,高新区财政还出资 502 万元,购买专家公寓,并投入装修、购置资金近 100 万元,为高新区的尖端人才提

供了一个好的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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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高新区财政还投入人民币近 2 亿元,修建标准厂房 13 万平方米,成功地引进了中国联通、移动通讯等通讯企业。现进

入标准厂房的企业已经有 87 户,2001年销售收入达 7.24亿元,税收达 8181万元。 

 

二、重庆高新区主要融资模式 

在重庆高新区管委会下主要有以下几家机构:土地储备中心,其资金主要用于征地和基础设施建设;高科集团公司,是重庆高

新区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此外,渝高公司对二郎开发区进行总承包,渝兴公司代建北部新区。目前高新区的融资主要通过以上

这几个机构进行,融资的方式主要有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 

(一)直接融资首选发行债券 

直接融资的主要方式是发行债券。过去高新区曾在债券市场还不规范的情况下发行过企业债券。1992 年以改制前的渝高公

司为主体发行了 2000 万元的企业债券。在资本市场逐渐规范的情况下,重庆高新区的直接融资也经历了由非规范到规范的金融

创新过程。高新区的渝高公司在 1998 年参与了科技部组织捆绑发行的企业债券,发行了 3000 万元的企业债券。2003 年,重庆高

新区在科技部组织捆绑发行的国家级高新区企业债券中,又发行了 1亿元的企业债券。 

(二)间接融资方式灵活 

1.由高科公司进行担保向股份制银行,如浦发、光大、交行、民生等银行申请小额贷款,并且通常利率可下调 5～10%。 

2.间接融资中最主要的,也是重庆高新区根据高新区开发的特点所进行的创新融资方式就是通过土地储备中心进行融资。

2002 年 10 月高新区成立了土地储备中心,此后主要依靠土地储备中心将土地收益权进行质押,同时由财政进行承诺(也即财政兜

底),以向银行贷款为主要的资金来源。 

目前高新区最主要的贷款(包括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均通过土地储备中心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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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土地储备中心以土地收益权质押进行贷款融资是重庆高新区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来,并大胆进行的创新。这一融资模式

目前运作得比较成功,成为高新区主要的资金来源。 

三、创业孵化基金、担保基金助推重庆高新区发展 

重庆高新区建立的创业孵化基金主要是为获得科技部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的企业提供财政配套款。科技企业若获得创新基金,

高新区财政会根据规定以 1∶1 的比例落实财政配套款。同时对于孵化基地的该类企业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并且对该类企业给

予贷款贴息。2003年 4 月 2日重庆高新区创新服务中心申报全国首批创新基金小额资助依托试点单位获得成功。此后,仅在上半

年创新服务中心就引进了 15 个项目,主要集中在软件产品开发与生产,以及通讯软硬件方面。   

针对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现状,重庆高新区主要建立了“担保专项资金”和“产业发展资金”,通过财政手段缓解中小企业

的融资困境。“担保专项资金”在前文已经介绍,通过担保基金使中小企业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给予了中小企业信用支持。产业基

金主要是高新区财政投入 1505万元支持高新区主导产业企业的发展。自这两项基金建立以来,已经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受惠,并使

部分中心企业逐渐发展壮大,成为高新区的支柱企业。   

重庆高新区建立了具有特色的以土地储备中心为主的融资模式,在财政投入方面加大力度支持高新区建设,支持中小企业融

资,建立担保基金、产业发展基金等等,促进了高新区的建设,推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一)多管齐下拓宽园内企业直接融资渠道 

园内企业融资渠道比较狭窄,主要是依靠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方式,直接融资方式使用得较少。高新区在今后的发展中可以

从拓宽融资方式方面入手,大胆创新,勇于实践,尽可能开辟新的融资渠道。例如,可以尝试通过 IPO的方式为科技企业获得资金。

此外,针对中小企业信用级别低的特点,可以采取将园区内资质好的中小企业进行打包,提升其信用等级,由银行对其进行整体授

信。 

(二)激活创业投资 

园内创业投资不活跃,中小企业主要依靠担保从银行获得资金,获得产业发展基金,很少从创业投资基金或企业获得资金。今

后在高新区内应给予创业投资企业一定的优惠政策,鼓励创业投资的发展,为中小企业拓宽融资渠道。 

(三)摆脱对土地中心的依赖 

以土地储备中心为主要融资渠道,以土地收益权质押从而获得银行贷款的方式具有一定的政策风险。一旦政策有所变动,园

区将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巨大风险。因此,开辟新的融资渠道显得十分重要。 

(四)理顺多元投资体制 

在高新区从石桥铺高科技园区到二郎科技新城开发期间,通过渝高公司、渝兴公司和土地储备中心,财政投入 8.3 亿元,土地

回收资金 4亿元,公司负债 10亿元,以 22.3 亿元的自有资金引导社会资金近 200亿元。但是这种放大力度显得还不够,社会资金

融入还不够。 

因此,在高新区大规模开发建设期,要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积极探索国家高新区多元化投资体制,充分调动投融资主体的积

极性,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充分利用外资、国内贷款、高新区的自由资金。同时还应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民间资金投于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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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应该理顺产权关系,将国家高新区自有资金投资于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将银行贷款、外资和民间资本

转向赢利性的基础设施,以确保资金使用安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五)搭建银企合作平台 

高新区在搭建银企双方对接平台方面还有所欠缺。今后应该为高新区的融资开辟长期、稳定的绿色通道,发挥高新区金融机

构服务好、期限长、额度大、利率较低的优势,搭建银企双方对接的平台。对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的中小企业的项目提供信用

贷款,以优良的科技资源激活金融资本,用好的资源、好的项目与金融机构合作,同时实行全程跟踪,建立良好的诚信社会风气,形

成高新区区域内的信用安全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实行基础利率由企业负担,浮动利率由财政承担。 

(六)大力发展担保 

成立“担保专项资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园内中小企业因为信用等级不高而面临的贷款难问题,但是我们也发现该项

资金自 1993 年建立到 2000 年仅为 64 家企业提供了担保。2000 年以后又为 3 家企业提供了担保。这个数目与目前园区内 4000

余家中小科技企业数相比,显然远远不够。担保资金的使用面还可以进一步拓宽。 

通过调研,我们从重庆高新区融资情况的变化中可以看到金融创新和规范运作的重要作用。由高新区最初的非规范的债券融

资到规范的债券融资、规范的间接融资,高新区实际上经历了工具创新、组织创新,以及由直接融资到间接融资的过程。通过金

融创新,一步步扩大了高新区的融资渠道。而且通过逐渐规范的运作提升了高新区的信用级别,反过来使融资渠道更加通畅。但

是在今后高新区的发展中,还需要进一步进行金融创新,通过利用资本市场等方式,开辟更广阔的融资渠道,以优良的科技资源激

活金融资本,用金融资本孵化优良的科技资源,成就高新区进一步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