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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实力的重要指标。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有其自身特点和规律，尤其离不开专业化、市场化的金融保障和支持。近年来，江西省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自主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与中部其它省份相比，金融支持

力度不够制约了江西省高新技术产业的深度推进。江西要进一步提升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质量，提高竞争力，需要

加大金融支持，建立多元化的金融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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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一系列机制体制的支撑，加快科技创新，金融支持首当其冲，高新技术产业高投入、高风险和

高回报的特点决定了资本要素投入及金融服务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江西作为欠发达省份，如何通过金融与高新技

术产业有效融合，保证产业发展过程中升级与创新的资金需求，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是江西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亟需研究

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江西省高新技术产业及金融支持现状 

（一）产业规模分析 

近年来，江西经济增速保持全国领先，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着力推动创新发展，加快建设具有江西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

系。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积累，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新材料、电子信息

四大支柱产业。根据江西省科学技术厅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一季度，这四大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的 92.4%，电子信息领域、

航空航天领域、光机电一体化领域增加值增幅分别达到 23.0%、22.5%和 12.5%，推动了全省新制造经济的发展。目前，江西省

共有 9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建成 27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江西省高新技术产业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

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为重要载体，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实现了平稳较快发展。 

2016年江西省高新技术产业全年实现增加值 2346.52亿元，比上年增长 10.8%，较 2013年增长 67.9%。从表 1中可以看出，

主营业务收入方面，增长趋势明显，2013 年江西省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为 2289.6 亿元，2017 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主营

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万亿大关，达 10318.6亿元。利润方面，效益明显提升，2016年利润总额达 282亿元，较 2013年增长 80.7%。

高新技术企业主体进一步增加，由 2013年的 696户增加到 2017年的 2138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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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R&D经费投入分析 

R&D 经费，是指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包括实际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对高新技术企业来说，

技术创新是实现持续发展的根本，R&D经费投入是技术创新的体现，能直接反映一个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力。 

由表 2 可以看出，江西省 R&D 经费投入近几年呈增长态势，2011 年 R&D 经费投入为 96.8 亿元，2017 年则为 255.8 亿元。

同时，江西 R&D投入强度也在不断增加，从 2011年的 0.83%增长到了 2017年的 1.23%，但仍在全国平均线下。 

 



从表 3中可以看到，2017 年，江西省高新技术产业 R&D经费为 42亿元。通过省际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出，江苏省作为高新技

术产业大省，2017 年高新技术产业 R&D 经费达到 416.1 亿元，而同样位于中部地区的湖北省与湖南省的 R&D 经费分别为 113.7

亿元、78.8亿元，江西省只有湖北省的一半不到，江苏省的十分之一左右。 

 

（三）R&D经费投入的资金来源分析 

对于高新技术产业而言，R&D经费投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科研水平以及在行业竞争中的地位，而 R&D经费来源很大程

度反映了金融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高新技术产业的科技活动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支持、企业自筹、金融机构贷款、资本

市场融资及风险机构投资等。 

江西省高新技术产业 R&D 经费投入从 2011 年的 164477 万元增加到了 2016 年的 300891 万元，七年增加了 1.8 倍。但是，

政府投入资金有波动不稳定，与 2011年政府投入 37214万元相比，2012年明显下降，2013 年有所回升，2014年达到最高的 42453

万元，随后又连续两年减少。企业资金投入保持了持续增长，从 2011 年的 123061 万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287941 万元，增加了

1.3 倍。企业资金占整个 R&D经费的比例从 2011年的 74.8%增加到了 2016年的 84.3%，而政府资金占比呈下降趋势，2011年为

22.7%，2016年则是降到了 2.6%。从江西省高新技术产业 R&D经费投入的资金来源分析，R&D经费主要来自于企业自有资金，而

来自政府、金融机构以及国外的资金相对较少。 

 

（四）政策环境分析 



为了鼓励和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破解中小科技企业融资困境，江西省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如《江西省战略

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11）、《江西省科技创新促进条例》（2013）、《江西省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管理暂

行办法》（2015）、《江西省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攻坚行动方案》（2016）、《江西省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17-2020年）》、

《关于加快科技创新平台高质量发展十二条措施》（2018）、《江西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管理暂行办法》（2018）。同时，在

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实践。一是设立了江西省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以参股方式引导社会资金设立

科技创业投资子基金。二是设立了江西省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开展“科贷通”业务，增强了对银行科技型中小

企业贷款的政策引导作用。三是江西省科技担保公司针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特点先后推出了合作融资担保、订单融资担保、

“担保换期权”等新型担保业务模式。四是 2017年 8月成立了江西省科技金融管理服务中心，旨在加强科技金融对接，专家咨

询、科技金融政策和产品研究等工作。 

二、江西省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支持途径单一，企业过度依赖自有资本 

从 2016年江西省高新技术产业 R＆D经费投入的资金来源分析，84.3%的资金来自于企业自身，外部融资很少，这也说明了

江西省高新技术产业获得的金融支持非常有限。政府一般通过设立帮扶性贷款基金以及财政拨款来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行

资金支持，虽然近年来江西省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投入强度呈现不断上升态势（例如，2017 年江西研发经费投入 255.8 亿元，

比上年增长 23.4%），但从研发投入总量和强度看，江西省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中部省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此外，江西省高新技

术产业大多是中小民营企业，具有轻资产、重成长的特点，而这些企业在成长中的信息不对称、财务不真实、缺乏有效抵押担

保资产、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加剧了金融部门的逆向选择。因此银行对于这类企业在贷款意愿上存在或多或少的偏见，更加降

低了高新技术企业贷款的可获性。 

（二）资本市场相对滞后 

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投入、实现盈利周期较长的特点，而良好的资本市场环境是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成长壮大的温床。 

从资本市场中介服务机构现状来看，江西省目前发展相对落后，机构数量偏少、规模偏小。以证券公司为例，截至 2017年

底，全省拥有法人证券公司两家，分别是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占全国 131 家的 1.5%；从上市公司的规

模分析，截至 2017年底，全省 A股上市公司 39家，全国排名第 20位，上市公司数量明显落后于湖南（101家）、湖北（96家）、

安徽（102家）。由于主板上市的门槛限制，近年来新三板受到了很多企业的青睐。截至 2017年底，江西省新三板挂牌企业 159

家，但数量也是明显落后于湖南、湖北等省份。总体来说，江西资本证券市场发育缓慢，而创业板、中小板、新三板是中小企

业进入证券市场的主要渠道，但是由于受到资本规模、经营年限、盈利情况等条件限制，对很多高新技术企业来说，利用资本

市场直接融资难度不小。 

（三）风险投资发展缓慢 

风险投资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在美国有 90％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按照风险资本的模式发展起来的。江西风

险投资起步较晚，发展也比较滞后。2002 年，江西成立了第一家（国有控股）创业风险投资机构——江西高技术产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目前，江西省的风险投资机构仅有江西高技术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世纪创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南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这几家，机构数量少，管理资金总规模十个亿左右，规模小，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 

三、江西省金融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对高新技术企业来说，单一的资金供给方式是难以满足其长期发展的资金需求的，因此必须建立多元化的金融支持体系，

构建风投、担保基金、地方性金融机构、保险、股票以及债券市场在内的多层次融资平台，大力推动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模式和

产品的创新，对高新技术产业提供差别化、特色化的金融支持。 

（一）加大政府投资引导 

以引导基金为引领，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导向和资金扶持功能，不断提升政府在高新产业方面的投入。

一是通过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高新技术企业奖励基金等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财政部门可以将预算内政府资金向高新技术

产业方向倾斜。二是对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政策优惠，要加快资源对接，对优质的、有放大效应的落地技术转让项目，应支持其

组团建设产业基地或产业园区，并实行差别化的供地、税收和公共服务绿色通道等政策。 

（二）创新优化信贷体系 

以银行信贷为示范，增加科技信贷投入。目前，商业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依然占据主导性地位，如果缺少商业银行的支

持，高新技术产业难以获得快速的发展，但是贷款成本高、抵押难、贷款流程慢等问题仍是当务之急。而商业银行有从事投资

咨询、融资理财、项目评估、资本市场运作等方面的优势，能够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一是要优化科技信贷

结构。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行业分类、规模大小及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需求，各银行金融机构要建立多元化抵质押方式和风险防

范机制，开设针对性的产品和信贷方案，如将知识产权、产品品牌、技术成果等无形资产作为抵押物的贷款，重点帮扶一些高

科技、前景好的企业。二是利用地方性银行为高新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资金。以本地产业现状为依据，发挥政府科技部门资源配

置以及与金融机构项目融资的优势，为本地高技术企业的发展搭建贷款平台。 

（三）大力发展风险投资 

以风险投资为核心，壮大创业投资规模。从国内外成功的实践经验看，相比银行贷款，风险投资是更加适合高新技术创新

和产业化的模式。一是要大力发展风险投资机构，培育风险投资市场。针对目前江西省风险投资市场不成熟的情况，重点发展

风险投资公司和风险投资基金，鼓励地方、企业、金融机构、个人、外商等各类投资者积极参与风险投资事业。二是完善风险

投资市场的退出机制。要创造顺畅的撤出渠道，以便吸引更多社会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保障风险投资的良性循环。比如依

托江西省产权交易所，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融资等活动，协助高新技术企业进入新三板、创业板、中小板、主板等多层次

资本市场，为高新技术产权流动和风险资本的进退提供平台。 

（四）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以服务平台为依托，构建金融服务体系。一是培育发展中介服务体系。重点发展以资产评估、投资咨询、科技项目评估、

审计监督为主的中介服务机构，提高中介服务水平和质量，充分发挥中介服务机构在高新技术企业、金融机构之间的纽带作用。

同时，要适当简化优化中介机构的注册登记流程，为金融中介等各类市场主体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二是进一步完善信用和融资

担保体系，优化融资信用环境。在高新技术企业集中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推进征信体系建设的示范试点应用，打造统

一的园区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和信用平台，规范市场秩序和企业的行为。将担保支持重点放在信用好、贷款使用效益高的企业，

不断创新担保机构产品和业务模式。三是加强人才培育。实施高层次人才开发工程，大力培养具有金融、保险、科技和企业管

理、创新风险投资等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积极营造良好的留才环境和工作环境，深化政校企合作办学，加快本土金融专业人才

的培养与高端金融人才引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