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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双创”平台蓬勃发展政府服务需细化升级

崇明调查队

为更好了解崇明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下简称“双创”）平台及企业发展情况，国家统计局崇明调查队于 3 月上

旬专门展开了“双创”平台及企业发展情况调查。调查主要以走访座谈的形式展幵，调查组分别走访了长兴海洋装备产业园区

创客基地、崇明工业园区创客基地以及富盛园区创客基地。现场就本区“双创”平台及企业发展现状、面临问题与 20家“双创”

企业负责人及 3 家园区创客基地管理方进行了座谈。调查结果显示，崇明区“双创”平台正向着成熟规范方向发展，“双创”

企业则朝着高端化、多元化方向迈进。不过，也要看到，崇明“双创”平台及企业由于资金实力不足，竞争不强，发展还面临

许多实际困难，需要政府相关部门进一步细化升级服务举措，助推崇明区“双创”平台跨越式发展。

一、总体情况

崇明以生态立岛，正大力发展生态主导型产业。而以绿色科技著称的“双创”企业则是符合这一产业导向的一支生力军，

值得重点关注、重点扶持。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区委、区政府于 2015年 5月结合崇明实际提出了以“生态与科创，未来与

梦想”为主题的“汇创崇明”活动，旨在通过“生态+”和“互联网+”等手段，在生态农业、数据产业、海洋装备、休闲旅游、

体育等产业方面为广大创新创业者搭建创业平台。平台搭建具体由区科委牵头，以本区各产业园区（公司）为抓手，搭建符合

各自园区特色的创客基地，并初步形成了六大创客基地。截至 2017年年底，工业园区创客基地、长兴海洋装备产业园区创客基

地以及富盛园区创客基地已经基本投入使用，而其他三大创客基地仍在建设之中。

二、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资金问题

调研发现，目前入驻园区创客基地的“双创”企业大多处于产品研发初期或者事业起步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来维持

运营运作。但由于这些企业大多是轻资产公司，缺乏担保资产，所以很难仅凭一个方案或一项专利就从金融机构中获得创业资

金，资金成为制约部分“双创”企业发展的最大难题。对此，上海青履新能源企业负责人表示，从去年 5 月份到现在，已经陆

续投入 30 万元进行产品研发，且 30 万元均为企业股东一次性投资。“由于企业产品还未投入市场，所以很难从银行等金融机

构中获得融资，企业下一步发展面临资金瓶颈”。上海星医软件是一家从事医用软件幵发的 IT企业，负责人也表示，企业拥有

很好的医用软件开发设计方案，“由于我们没有资产担保，银行不愿意放贷给我们。而我们也不愿意用 VC/PE 的钱，一是成本

高，二是会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产生影响。”

（二）与客户不对称问题

与目标客户不对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地位不对称，导致难沟通、难洽谈；二是信息不对称，往往导致‘好产品对不上

好客户”。

在地位不对称上，不少“双创”企业的研发设计产品目标客户为大型国企、央企，甚至为省部级政府机关。要想打开产品

销路，必须首先和这些大型国企、央企取得沟通，获得认可才行。但是座谈中不少“双创”企业负责人表示，由于自身企业处

于“创新创业”初期，往往规模和知名度均较小，在与大型国企、央企沟通洽谈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与他们（大型国企、

央企）谈生意往往门难进、脸难看，生意根本谈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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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不对称上主要指部分“双创”企业目前知名度小，市场的知晓度和认可度还很低。“虽然有好的产品，但目标客户

并不知道我们产品的存在；反过来，我们也欠缺目标客户信息”。研发生产警用器械的上海初研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如此表示。

（三）政策空白问题

“双创”企业开拓的产品和领域往往较新，政府相关部门在其中的政策制定有时相对落后，不能满足“双创”企业对于政

府政策的个性化需求，这也是在本次调研中不少企业集中反映的问题。如上海睿潘智能科技是一家从事电动助力自行车生产研

发的科技型企业，生产研发的电动助力自行车是一种以人力为主、电力辅助的高科技自行车，在安全性、实用性方面与纯电模

式电动自行车均有着一定区别，其产品在欧美市场很受欢迎。不过，由于政策细化不到位，此类产品也被一并划为电动自行车，

不能投入共享自行车市场，致使企业在国内市场不能有效开拓市场。又如上海骄牧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热气球

飞行观光的体育旅游型企业，非常契合崇明生态旅游发展主题。不过由于崇明没有热气球飞行观光的先例，企业经营配套的热

气球飞行观光场地、消防设施以及燃气供气机制均缺乏，亟待政府相关部门协调解决。

三、相关建议

（一）金融支持激励企业发展

目前，区相关部门已经能为在本区注册的“双创”企业提供为期 1年的 30万元“双创”发展贷款。不过，针对这笔贷款，

不少受访企业认为还存在“数额小、时间短”的弊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视项目发展情况推出数额更大、时间更长的贷款项目。

另外，除了政府自身设立的贷款外，也建议政府大力支持自主创新风投机构的发展，逐步形成投资机构与企业“项目共建，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风投机制。政府也可以做中介和载体，强化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密切配合，规范企业诚信评价体系，改

善“双创”企业融资环境。

（二）基础平台搭建为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在“双创”企业产品技术进入市场过程中，政府要当好“店小二”，逐步建立中介服务机构的管理网络和公共信息网络，

促进中介结构信息沟通、资源共享，要成立科技评估、咨询、成果推广中心，为“双创”企业提供全方面、“一条龙”的政府

中介服务。尤其是在与大型央企、国企的沟通中，崇明区相关职能部门要发挥自身人脉优势，真正帮着企业技术和产品走出去。

（三）政策制定要与时俱进

相关职能部门要在摸清本区“双创”平台和企业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制定更新出符合“双创”企业发展的新政策、新办法，

真正为“双创”企业排忧解难，促进其发展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