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7 请参阅本报告最末重要声明  

 

 

 

 

 

 

 

 

 

作者：刘竹波  

电话：（010）58532877 

邮箱： liuzhubo@xinhua.org 

 

 

 

 

 

 

编辑： 范珊珊 

审核： 张  骐 

 

 

 

 

 

 

破障碍挖存量  “知产”加速变“资产” 

 

当前，我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企

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大量科技型中小企业成为我国经济

增长重要动力源。疫情期间，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仍然强劲，

成为支撑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 

我国不断破除中小企业、双创企业获取资金的“天花

板”和“玻璃门”，深挖 “知产”红利，创新驱动力不断

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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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障碍挖存量  “知产”加速变“资产” 

当前，我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大量科技型中小企

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重要动力源。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尤其要关注巨大的存量“知产”，拓宽

民营小微企业、双创企业等融资渠道。 

一、我国企业创新能力增强 “知产”存量红利待释放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

条约》（PCT）途径提交了 5.899 万件专利申请，超过美国（5.784万件）跃升至第一位，成为提

交国际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国家。Wind数据也显示，我国 PCT 专利申请量全球占比从 2000年的 2.52%

大幅攀升至 2019年的 29.31%，增幅达 10倍以上。“十二五”、“十三五”期间，我国专利申请

数量跃升明显，反映出我国企业产权意识在这一阶段加速觉醒，取得了明显的提高。 

图表 1： PCT专利申请量全球占比（中国） 图表 2：中国 PCT专利申请分布（2019年）  

  

来源： wind、新华财经 

从行业大类来看，我国电器工程、仪器、机械化工占到了专利申请总量的前三甲，合计占比超

过 82%。从细分技术领域来看，数字通信、计算机技术两大领域专利申请量遥遥领先，反映出我国

在信息化等相关领域实现了快速发展，发展数字经济基础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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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中国分技术领域 PCT专利申请量（2019年）  

 

来源： wind、新华财经 

疫情期间，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仍然强劲，成为支撑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据国家知识产权局

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 1月至 4月，国内专利申请 132.3 万件，同比增长 5.7%。分月度看，国

内专利申请同比增速呈现出 V型走势。受疫情影响，2月国内专利申请当月同比下降 33.2%，3月

迅速回升，同比增长 10.5%，4 月增速进一步加快至 15.7%。其中，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当月同比增

速由 2月的下降 29.7%恢复至 3 月的增长 5.9%，4月进一步加快至 8.7%。我国市场主体积极应对

疫情形势变化，以创新赋能转型升级的能力不断增强，为中国经济赋予了强大的韧性。 

高成长的科技型企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成为我国经济动能持续转换的助推器，科技型企

业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然而，科技型企业普遍投入高、轻资产，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在融

资过程中由于缺乏抵押物，在原有的信用贷款审批模式下融资面临障碍。 

相比于传统的有形资产融资，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本身无法产生现金流，以无形资产为基础

资产的融资项目对于企业运营能力依赖度更高，因而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产权登记、确权等认

定和分割、资产处置等仍存在一定的难度。单一的中小科技型企业无法形成多样化的专利池，现

金流稳定性较差。同时，专利的保护性以及与市场的关联度等都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产生较

大影响。由于获取资金的“天花板”和“玻璃门”，我国巨大创新池所产生的大量“知产”红利

仍有待释放。 

二、政策鼓励知识产权融资 助力中小科技型企业发展 

我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相继出台政策鼓励知识产权融资，从破除体

制机制障碍出发，助力中小科技型企业发展。 



 

5 / 7 

2015 年 3月，我国发布《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若干意见》，首

次提出“探索开展知识产权证券化业务”，鼓励资本市场支持技术创新。随后，上海、粤港澳大湾

区等纷纷开展相关试点，利用市场、监管、服务等优势，探索发行相关产品。 

2019 年 8月，中国银保监会联合多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的通知》，

鼓励商业银行对企业的专利权、商标专用权、著作权等相关无形资产进行打包组合融资，提升企业

复合型价值，扩大企业融资额度。通知要求，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指定专门部门负责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工作。鼓励商业银行通过单列信贷计划、专项考核激励等方式支持业务发展，力争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年累放贷款户数、年累放贷款金额逐年合理增长。鼓励商业银行开展内部评估。规定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不良率高出自身各项贷款不良率 3个百分点(含)以内的，可不作为监管部门监管评级

和银行内部考核评价的扣分因素。对经办人员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办理过程中已经尽职履责

的，实行免责。要求知识产权、版权管理部门完善质押登记、信息公示等，联合商业银行探索质物

处置的有效途径。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总额达到 1515 亿元，同比增

长 23.8%。其中，专利质押融资金额达 1105亿元，同比增长 24.8%；质押项目 7060 项，同比增长

30.5%。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已覆盖全国 31个省区市。 

疫情发生后，我国迅速出台并落实支持企业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政策措施，建立质押登记

绿色通道，支持企业快速融资和续贷。数据显示，2020年 1月至 4月，全国企业通过专利质押获

得融资共计 384亿元，同比增长 35.7%。 

针对小微企业的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也加速落地，以上海为例，成功发行了上海首单小微企业

知识产权暨疫情防控资产证券化项目（疫情防控 ABS）——浦东-科创 1期知识产权资产支持专项

计划。该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入池专利客户（底层实际融资人）是 9家小微企业，其中有 8家企业

净资产规模均在 2亿元以下。该资产计划通过国资机构差额补足增信的方式使得小微企业快速获取

低成本融资。 

除此之外，针对民营企业的金融创新产品如 ABS+CDS 等也不断涌现，一系列针对性举措有效地

缓解了企业尤其是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经营资金困难，对于大中小企业协同复工复产、科学防疫发挥

了保障性作用。 

我国还不断加强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先后选取了四批共计 37个创新资源集聚度高、

辐射带动作用强、知识产权支撑区域发展需求迫切的重点城市（地区），开展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

系建设。《关于做好 2020年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指出，重点城市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金额和项目数年均增幅 30%以上，中央财政对每个城市支持 1.5亿元，统筹用于支持知识产

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运营服务体系的建设有助于产业、科技、金融、人才等配套的完善，提

升区域创新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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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城市汇总  

第一批（8个）
苏州、宁波、青岛、郑州、长沙、成都、西

安、厦门

第二批（8个）
北京海淀、上海浦东、南京、杭州、武汉、

广州、深圳、海口

第三批（10个）
台州、济南、上海徐汇、无锡、东莞、石家

庄、天津东丽、重庆江北、大连、泉州

第四批（11个）

北京朝阳、天津滨海新区、山西太原、辽宁

沈阳、吉林长春、安徽合肥、山东烟台、河

南洛阳、湖北宜昌、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

齐

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城市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新华财经 

三、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 “知产”加速变“资产” 

完善专利质押融资风险补偿机制，创新服务模式扩面增量。推广专利质押融资保证保险，由

银行、保险、风险补偿基金和服务机构共担风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放大补偿基金杠杆作用、加

强风险管控、完善追偿机制。引入“政银保”模式，由政府部门通过财政投入风险基金，给予企业

全部或部分比例的保费补贴和贷款贴息，切实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鼓励“混合质押”等多种增

信模式，优先帮助已经自行实施或者许可他人实施其相关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的中小微企业获

得质押融资贷款。整合上线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提升有关知识产权转让、许可、质押融资等相

关运营托管服务水平，开展银企对接等专项服务，切实解决中小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题。 

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证券化水平，拓展无形资产融资方式。鼓励以企业知识产权收益权为支

撑，通过发行可以市场化流通的证券化产品，充分发挥无形资产的杠杆融资作用。相关项目筛查时，

不仅要充分考量底层基础资产性质和质量，未来现金流、交易结构、融资与增信主体的资质等都是

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由于发行主体本身资质较弱，通常需要外部增信，因而间接提高了融资成本，

国资等强信用主体联合背书机制、政策性的担保贴息等激励机制作用亟待发挥。 

完善知识产权评估体系，搭建运营和品牌推广服务体系。推动出台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

产业统计分类，加速搭建知识产权运营平台，引导开发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工具，支持运营服务体系

建设重点城市推广知识产权服务模式、利益联结机制和金融创新范式。鼓励金融机构联合知识产权

有关部门开展市场化评估，加快相关领域专业人才培养。知识产权的价值来源于市场，除了企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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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开发、运用的投入情况外，还要评估市场竞争优势、市场容量以及专利保护效应等。加强区域性

品牌建设，鼓励“投贷联动”支持中小型科技企业发展，通过延伸产业链的方式对区域内行业相关

制造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布局、品牌培育、品牌推广等方面提供专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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