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创资本推进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

导读：高质量推动制造强省建设，关键是推动科技创新资本合理、有序地流

动，包括产业流动、区域流动、国际流动

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是推动金融、科技、产业高质量循环

发展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提升产业链整体

水平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广东省是科创金融深度融合的最佳实验

田，辖内金融机构服务科创企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截至 2023 年

5 月 20 日，广东省新增科创板、创业板上市公司共 181 家，在全国

排名第一，首发累计融资规模 1922 亿元，总市值为 1.35 万亿元。当

前，广东省正聚焦“制造业当家”战略，着力打造制造业强省，这就需

要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保证制造业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扩张；二

是在尖端创新方面逐步掌握主动权，占领前沿；三是制造业要实现转

型升级和结构优化。

“制造业当家”要求加快科创资本有序流动

一是资本的产业流动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广东省开展制

造业强省建设，要求形成根植性和竞争力强的制造企业群，培育若干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战略性产业集群，这就要求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转型。

因此，金融支持制造强省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推动科创资本流向战

略性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形成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盘和

稳定器；同时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不断开创新的经济



增长点，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新焦点和新引擎。近年

来，资本市场发展环境不断优化，有效汇聚创新资本，聚焦服务战略性

新兴产业企业和科技创新企业。特别是 2019 年注册制改革试点以来，

资本市场结构优化、质量提升、融资功能进一步增强。广东省新增 215

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约占同期全省新上市公司总量的 78%，IPO 融资

合计 1907 亿元。其中，2022 年广东省新增深市上市公司中 86%是战

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此外，广东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枢纽作用，延伸专

业化、在地化服务链条，深化对蓝筹企业和科技创新企业培育服务。如

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托自身科交中心、科融通、培育通、报辅通和成长通

等平台作用，打造“从 IP 到 IPO 再到上市后做优做强”的全生命周期培

育服务体系，更好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畅通科技、资本和产业良性循

环。

二是资本的区域流动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平衡配置。科创资本的区

域流动是一个要素空间再配置过程，对区域增长和地区差距格局的变

化有重要影响。这一过程不仅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要条件，也

是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协调的关键途径。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更好承

接国内外特别是珠三角地区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产业融合、协同

发展，必然伴随着科创资本的跨区域流动。在区域金融资源配置方面，

广东省全力用好多元直接融资渠道，发挥地方政府债、公司信用债、

资产证券化、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等融资工具作用，提高广东省直接

融资比重，支持在粤企业拓宽融资渠道、盘活存量资产。2023 年上



半年，粤西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10.3%，明显高于珠三角地区 4.4%

的增速，资本在区域间流动逐渐恢复有序转移。

三是科创资本的国际流动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化跃升。制造业强省

建设，要求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独特优势，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制造业对

外开放水平。所以，要在资本的国际流动中，向创新驱动转变，向全

球价值链中高端转移。在此过程中，作为支持制造业升级和创新的关

键要素，高效、开放、富有活力的金融将推动资本的国际流动，为建

设制造业强省提供有力支撑。2023 年上半年，广东省制造业实际使

用外资 312.0 亿元，同比增长 43.9%，占全省实际使用外资的 32.2%，

占比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9.9 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

448.8 亿元、同比增长 46.7%，占全省实际使用外资的 46.4%，体现

了外资正加速流向优势明显、效率高能的广东省制造业。

资本支持科技创新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一是金融服务适用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广东省中小科技企业众多、

创新创业活跃、融资需求旺盛，但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生命周期特点的

融资服务链条还需进一步完善，融资服务水平和深度亟待提升。在政策

鼓励下，金融机构将科技型企业作为金融支持的重点，制定了一系列制

度办法，成长期和成熟期科技企业较好地实现了与金融的融合，但有最

迫切资金需求的初创期科技企业往往难以获取资金支持。



二是科技、金融与产业的对接平台亟待进一步打通。目前政府相

关监管部门虽然在实践操作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信息资源和数据，但

难以实现与金融机构及企业间的信息资源共享，缺乏整合政府、金融

机构、企业、中介组织之间信息的共享平台。如由于金融机构难以及

时提供科技成果的资本化和证券化产品服务，许多好的科技成果无法

及时实现产业化。

三是体制机制亟待探索创新新模式、新举措。虽然各类金融服务

体系已逐渐认识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性并开始关注科技型中小企业

融资问题，但促进科技金融产业三融合的政策、体制机制建立、运作

时间较短，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实现政策机制精准对接。以政府为主

导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设计仍不完善，无法有效调动社会资金，资金

导向作用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

引导资本有序流动的实践路径

广东省引导科创资本有序流动支撑制造强省建设，不仅需要从宏观

层面引导资本流动到战略性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全省形成合

理布局，并在开放创新的环境中向产业链高端转移，而且要在微观层面

引导金融机构自觉融入制造强省建设，创新更多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

品，形成良性互动、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第一，增加资本供给，提供全周期、立体式、全方位资金支持。

一是以产品与模式创新，拓宽融资渠道。鼓励支持金融机构积极开发



符合行业特点的特色化、定制化金融产品，增强“融资+融智”的综合

化服务能力。支持企业采取银行跨境直贷、关联企业借款、境外发债、

上市等方式，多渠道引入境外低成本资金，支持制造业企业兼并重组。

二是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制造业企业直接融资比重。鼓励设立

先进制造领域的地方政府产业投资基金与引导基金，通过政府增信、

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基础研发领域。鼓励支持私募

股权基金、保险定向资金、各类资管计划等参与投资先进制造业项目。

加大力度支持优质科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在科创板、北交所等上市

融资。探索在广东股权交易中心下成立专精特新专板，丰富多层次资

本市场对制造业融资的支持。支持有条件的先进制造业上市公司发行

公司债券，推动成长型、科技型、创新型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债券和中

长期企业债券等，鼓励符合条件的先进制造业中小企业发行中小企业

集合债券、集合信托和集合票据等。创新保险资金运用方式支持制造

业发展，鼓励保险资金设立成长基金、并购基金、新兴战略产业基金、

产业投资基金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加大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

等非银金融机构的合作，开展多元化探索，进一步尝试“走出去”开展

境外融资。

第二，把握资本流向，引导资本流入关键平台、关键产业、关键

环节。一是引导资本流向关键平台，聚焦产业园区主体，打造差异化

金融服务。加大对产业园区建设的资金投入，积极运用再贷款工具、

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



股权投资、长期信贷资金等方式，参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用好绿色

金融债等金融产品，重点支持产业园区绿色转型、危废处理等清洁生

产产业，推动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等基础设施绿色升级。

二是引导资本流向关键产业，大力发展产业链金融产品和服务，稳定

制造业投资规模。进一步全面梳理选择一批市场空间大、发展潜力强、

符合国家重大战略和产业政策要求的细分行业清单，鼓励社会资本积

极参与，通过项目推介会和平台等公开发布项目信息，帮助社会资本

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先进制造业项目实施。鼓励民营制造业企业优化发

展模式，通过盘活存量资产，在不增加负债率的基础上加速资金周转、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积极参与盘活国有企业存量资产，并将基础设施

REITs 作为投资退出渠道之一，努力形成双赢局面。三是引导资本流

向关键环节，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助力传统企业向产

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源集聚优势，推

动投资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支持有条件的大企业设立产业创投基

金，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股权融资。鼓励境内外优秀投资机构在

广东省设立天使、创业、股权投资基金，积极探索开展合格境内有限

合伙人（QD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试点，撬动更多资

本投向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

第三，畅通资本流动渠道，建立政银企长效合作机制。一是以多

种形式开展政银企融资对接。探索设立风险补偿基金等，提高对重点

领域、重点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设立更多政府引导基金，撬动社会



资源、组建专业团队，前移政策支持节点，厚植制造业发展土壤。二

是强化政策协同。鼓励金融机构发挥融资融智优势，提前介入重大项

目规划，协助地方政府整合资源要素，制定整体融资支持方案或综合

金融服务方案，有力有序推进项目融资工作。完善融资担保体系，加

大商业银行、金融租赁、融资担保、私募基金等机构之间的合作力度，

为制造企业提供投贷联动、租贷联动、财务规划等全方位服务，提升

金融供给的能力和水平。

第四，健全风控体系，为资本有序流动“保驾护航”。一是建立健

全金融风险处置机制。探索建立金融风险监测和预警平台，加强对转

移制造业产业整体运行分析，提升行业信息报送和监测系统管理水

平，加大对制造业核心企业和上市公司的监测力度，提升金融风险预

警和防范处置能力。二是建立产业风控与信审管理机制，提高风险识

别能力。探索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根据产业和企业特点，差异化建立

细分行业风控体系。同时优化科创企业等轻资产主体的行业分析和风

险识别能力，有效解决产业转移主体融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信审

的科学性、精准性、前瞻性，筑牢金融安全风险处置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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