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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缺乏知识产权价值评估、风险识别以及交

易流转等专业化的公共服务平台，尚未建立适应科技型

中小企业授信特点的贷款审批、风险管理、激励机制、

人才培训和内控机制，未能将银行的信贷产品、资金结

算、理财产品、电子银行等产品与科技型企业的发展特

点有效结合。

3、科技企业融资担保不健全

大部分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完成了基础性研究，即完

成了从0到1的突破（概念验证），而从1到10到100这个

阶段（小试、中试阶段）更需要融资担保产品支持，但

初创企业多为轻资产企业，可用于抵押的机器设备、厂

房和其他抵押物等资产较少，商业银行在这个阶段基本

上没有可匹配的融资担保产品。

（四）秦创原运行机制有待提升

1、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资源统筹能力不强

西咸新区、西部科技创新港是秦创原总窗口，但限

于职能边界和授权，无法统筹集聚全省科技创新资源，

示范带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功能仍显不足。个别园区和

大型企业对秦创原建设认识把握不到位，泛化秦创原概

念，创新工作不聚焦不深入，存在流于形式的隐患。

2、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缺乏标准化、规范化服务体

系

秦创原平台缺乏明确的建设指南和服务标准，包括

“三器”“三支队伍”建设指引等。对平台运行机理研

究不够深入，对秦创原建设及“三项改革”成效的评估

和分析尚不全面。

相关建议

（一）大力破除“三项改革”机制运行障碍

1、建立科学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

围绕概念验证、种子项目、天使项目三个阶段，确

定边界条件，分阶段搭建科技成果评价指标体系。可参

考浙江省做法，在建设技术交易市场方面制定出台《科

技成果公开交易规范》等相关标准和规范，在制度层面

对科技成果公开交易的基本原则、交易流程、评价与改

进机制等进行明确，进一步规范科技成果交易秩序，实

现科技成果交易规范的闭环。

2、建议由高校牵头政府支持，搭建轻量化概念验证

平台

学 校 可 利 用 互 联 网 思 维 ， 牵 头 搭 建 可 复 制 、 可 推

广 、 集 成 化 、 智 能 化 的 概 念 验 证 线 上 平 台 。 跨 界 整 合

政、产、学、研、金、介、贸、媒、用等创新要素于一

体，通过要素间协同整合，实现轻量化概念验证、线上

创业团队搭建、线上创业过程跟踪、财务信息透明、市场

需求有效对接、创业投入及时止损等精益化创业目标。

3、做深做实成果转化路演

建议由秦创原创新促进中心联盟牵头，建立总窗口

和各地市路演网络共享机制，扩大路演受众面，推动更

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建立路演项目跟踪服务机制，由

科技经纪人主动跟踪对接服务，确保活动取得实效；整

合秦创原路演公司、全景网等市场化专业路演机构，建

立不落幕的线上路演平台，全天候滚动推介成果项目，

链接更多优秀创投机构。

4、建议推出科技成果转化专项保险产品

参考浙江省做法，对“先用后转”等形式的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推出“先用后转”专项保险产品，进一步

降低转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违约和侵权风险，破解在科

技成果转化中“高校不敢放、企业不敢投”的问题。

（二）构建产业技术服务创新体系

1、打造研发产业，支持企业技术创新

参 考 借 鉴 江 苏 省 产 业 技 术 研 究 院 模 式 ， 由 秦 创 原

创新促进中心牵头，联合行业龙头企业共建企业联创中

心，深度对接企业、高校院所等资源，挖掘凝练企业技

术需求，将企业技术难题凝炼成精准的科技语言。依靠

科技经纪人在省内外高校院所寻找优秀项目团队，条件

成熟时设立产业技术研究所，解决企业技术难题，产出

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成果。

2、大力推广“校招共用”，解决企业研发人员紧缺

问题

推广秦创原总窗口“校招共用”“三池一机制”模

式，支持省内重点高校院所充分利用人才、教育、科研

资源优势，按照“高校聘、企业用、政府助”的思路，

与 产 业 链 上 下 游 企 业 围 绕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 共 性 技 术 攻

关、创新人才引培等方面加强合作，将人才“蓄水池”

向各领域、各市场主体、用才主体开放，各种人才通过

“三池”对接机制的纽带与桥梁连接，按市场需求进行

精准匹配。

3、建设科技型企业家培养平台，激发创新主体热情

通过与国内外顶尖创业导师、团队、领军企业家、

科学家、投资人等进行多维度合作，设立进阶式、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创业课程体系及培训内容，精准招引和选

拔一批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进行定向培训并提供创业

实践环境和应用场景，开展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的深度

培养和全面赋能，使其快速成长为科技型企业家，打造

“发现-服务-培训-投资-落地”全链条、一站式的创新

创业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