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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分析产业化资金的用途着手，对资金的使用进行分解和分析 ，提出了在 目前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我国，利 

用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用存量资产投入于产业化过程，带动产业化资金链构成和滚动，以解决成果转化过程中的 

融资困难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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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目前我国科技成果产业化转化率依然 

低下 ”有数据显示，目前科技成果能够签约 

转化的不到 30％，转化后能产生经济效益的 

又只占被转 化成果 的 30％。因此 ，最终 只有 

约 10％的成果能取得经济效益 一”i z 其 中一 个 

很重 要的 原因是产 业化主 要瓶 颈之一 的转 

化过程中融资困难迟迟没能解决 

金融 资 产作为经 济运 行中最 基 本的战 

略资 源 ．已经 广泛 、深 刻地 渗透 到社 会经 济 

生活中的各1、方面，在市场资源配置中起着 

核心作用 因此 ，充分利用 已有资源 来完 善 

技术成果转化所需的资源配置机 制 、中勾建切 

实可行的融 资链 ，是进一 步提高我 固科技 成 

果转 化水平的迫切需要 利用企 业现有的存 

量 资产 与科技成 果整 合 ．则是解决转 化过 程 

中融资 问题 的有效方 法之 一 ，具 有一定的现 

实意义和可操作性、 

l 流 行观念 ：科技 成果产 业化=成 

果+资金 

1．1 科技成果方在启动产业化 时 ，通常的做 

法是寻找投资方 

笔者 2004年收集的 l7份科技成果产 

业化可行性报告中 ，有高新技 术，也有传统 

行业，但 100％是寻找投资者一确实，绝大部 

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实现是在相应资金的 

注 入后 才得以实现的 ，比尔 ·盖 茨有 今天的 

微软也 不例外 另一方 面，在技术市场 中的 

技 术输 入方 ，也习惯地把 自己放在出资 者的 

位置 。同时 ．政府在鼓励 和推动科技成果转 

化时，同样也主要是以资金支持的方式进 

行，如各类资助、贷款贴息等。长期以来，在 

涉及科技成果 产业 化圈内 ，早 已形成 了”‘成 

果+资金 ’是产业化进程 中必经之道 ”这一较 

固定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成果方、出资方以 

及政府均无例外。 

1．2 产 业化融资 获得的资金 主要 用于固定 

资产的投入 

科技 成果产 业化 实质 是把成 果转 变成 

市场上受欢迎的商品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 

可分为中试 、批量生产和营销，其 中进行商 

业化生产的投入是产业化进程中所需全部 

投入占据比例最高的部分。笔者从手头 5份 

不同行业的产业化可行性报 告看 ，与批 量生 

产有关的资金量占整个投入的80％以上，需 

求投 入总量从 几十万到上千万不等。 

进一步分析，商业化生产所需资金的用 

途 ，也大致可分成 3块 ，即产业化研发 、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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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投入和流动资金，其中固定资产投入又 

是三者中最大的部分 ，即融资得来 的资 金大 

部分被用于生产场地 和设备配置 上面 5份 

报告显示，固定资产的耗费均超过融资量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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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 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投资比例示意图 

1．3 以固定资产投入为主的融资，加大了成 

果产业化 融资难度 

(1)从大量科技成果 产业 化进程缓慢或 

天折的原因分析看，资金不足和融资困难是 

公认的 以高校研发经费作比较，可从一个 

侧面反映我国转化经费 的缺乏 。“科技 经费 

严重不足是制约高校科技创新的瓶颈。1999 

年各国投入高校的研发经费，美国为 340亿 

美元，日本为 170亿美元，德国为 86亿美 

元 ，我 国 为 l2亿美 元 。我 国只 有美 国的 

3．5％．日本的7．1％，德国的 13．9％ ”尽管这 

几年我国这方面的投入有所增加 ，但 在世界 

的排名变化不 大。 

(2)同时期整个社会投资无方向、游资 

无处去也是 公认的 。仅从前几年银行利息不 

断下调但存款余额仍持续增长便足以证明。 

附表为5年统计数据。 

附表 

年份 存款余额(亿元)存贷款差值余额(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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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5年存款余额增长示意 

(3)银行存金如山不敢贷 、无法贷也是 

公认的÷图 3显示同样的 5年里，存、贷款差 

值余额 (即当年存进来没贷出去的金额数) 

也持续快速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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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5年银行存贷差额统计 

国家金融管理部 门甚 至已有“中国经济 

敲响资本过剩警钟”的提法 。 

(4)从贷款结构看 ，银行从来没有过“科 

技成果产业化贷款”栏 目，即使近几年增长 

的贷款，也多在房地产方面。按理，“技术创 

新给企业带来的高增值性 ，增强了其产权的 

流 动性 ，扩大 了金融支 持介入 的理 由与空 

间。”131理应得到投资者的兴趣和青睐。但事 

实并非如此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 

在投资新产品生产的传统做法中，必定包含 

固定资产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风险高， 

使得有资金的不敢投、不愿借。 

2 以存量资产投入替代固定资产融 

资。启动产业化过程中融资链的构筑 

2．1 全社 会有大量存量资产闲置 

现有存量资产中，绝大部分是固定资 

产 。仅 就国有资产而言 ，截止 20世纪 90年 

代末，我国累计投资形成资产总量达 8．22万 

亿元 ；而今已超过 9万亿元 。据统计 ，现有 国 

有资产中充分利用的不到 2／3，即约有 3万 

亿元的资产量闲置，加上其他所有制企业的 

资产存量．总量还要大 如按上海的经济份 

额 为全国的 10％计 ，则闲 置量 已达 0．3万亿 

以上 ，而上 海 2o03年实现 的 GDP值 仅 为 

0．625万亿元 ，闲置资产 已 占当年上海 全年 

GDP的一半 ，数量之 巨大可见 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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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上海闲置存量资产量与 20o3年 GDP关系 

从社 会进 步角度看 ，产业 结卡勾调整 和梯 

度转移将持续进行。在这过程中，必定有新 

的 固定资产被淘 汰和闲置 ，形 成存量 资产不 

竭 的来源。 

2．2 利用存量资产带动流动资金融资 。构筑 

产业化资金链 

数量庞 大 、来源充沛且持续 的闲置存量 

固定资产，为科技成果产业化提供了另外一 

种方式融资的客观条件。 

(1)先看企业的闲置存量资产。这些资 

产中绝大部分是价值较高的房屋 、场地和仪 

器设 备。当企业处于停产或开 工不 足时 ，那 

些专用的资产成为弃之可惜 、嚼之无味的鸡 

肋 ，卖掉不值钱，搁着则不断折 旧、继续贬 

值。闲置的厂房场地中，大多与房地产投资 

者合作 ，开发建造成新楼盘租售；中小规模 

的 ，则 大多低 水平 出租 (基本上 是 旧房)，而 

从企业 户数上看 ，中小企业 占绝大多数 ，至 

于那些专用设备更是束之高阁，有的甚至 

“风餐露宿”。这些资产都处于残值利用阶 

段 ．如无新的资源与之整合 ，要正常发挥其 

作用是不再可能了。造成残局的主要因素是 

企业长期缺乏适当的科技成果的注入，使得 

新产品上不来老产品遭淘汰，企业逐步从其 

原行业退出，只能守着越来越萎缩的剩余残 

值低水平维持。 

(2)其次看科技成果。科技成果要实现 

产 业化 ，必 须有产 销能力 的匹配 ，而产能 的 

形成 ，需有相应的固定资产的投入。前面已 

分析了现实中为科技成果产业化很难筹措 

到资金来购置固定资产，如把相应的闲置存 

量资产与特定的科技成果整合，那么不必新 

增投资或只需新增少量投资就可较现成地 

获得生产能力 ，填补产业化融资中需要解决 

的最大的、也是最难得到的一块资金的缺 

额 。 

(3)再看资金方 不管是出借或是投资， 

出资人都以资金安全为底线 ．以赚取利润为 

目的的 抵押贷款是符合保证出资人资金安 

会 原则 、从银行 获得资 金最 常用 的方法之 

一

： 以此方式为例．当闲置存量资产作为残 

值低水平利用时，企业和银行均无意作抵押 

借款和贷款 企业在没有预期可以获利的新 

项目时，一般不会以存量资产作抵押借款， 

因为此时的存量资产不是产生利润的工具， 

而是折旧后只剩残值、且还将继续缩水的资 

产。此时企业将资产抵押给银行借款，既借 

不到 多少钱 、又把可能有 机会发挥更 大效 用 

的最后一部分资源的所有权抵押出去，形同 

杀鸡取卵。而银行对这类借款、贷款的兴趣 

也不高 ，因为生产型资产没有 用于正常生产 

就发挥不出应有的效用，贷出去的款很难收 

。  



回 ．风险很大 ：尽管有抵押 ，到还不 了款时去 

拍卖追 款 ，也 只是 无奈之 举 ，决不 是银 行乐 

于想做的买卖。同理，其他出资者也无意掏 

钱“济贫”： 

(4)当科技成果与存量资产有机结合时， 

情况出现了令人鼓舞的景象。随着闲置固定 

资产在科技成果带动下 的启 用 ，原来现值 已 

很低的资产可以较大幅度地提高其价格，因 

为这时的固定资产成了产生利润的工具，使 

用价值大幅提升。以这些开动 的设备 、用于 

生产的厂房和场地向银行作抵押 ，可以较 容 

易得到流动资金的贷款。因为流动资金在产 

业化融资中仅占较小比重 ，数额不大；而企 

业正常经营体现着还贷能力的存在 ，科技成 

果的产业 化应用 又蕴 含着高利润的 可能 ，银 

行贷款的积极性得到调动。这时．科技成果 

产业化过程所需的产业化研 发 、批 量生产和 

营销所需的物化与金融资源已经基本具备： 

进一步．随着产 、销的实现，资金链逐步构 

成．也 为扩大产业化规模 、提高产业化质量 

的融 资链 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由以 上分析可见 ，整合前科技 成果 、存 

量资产与银行资金相互独立．彼此间构不成 

增值关系 而整合后，图 5中实线显示产业 

化环节的贯通，加入虚线后显示产业化资金 

链的构成 资金链为提高产销能力和后续研 

发提供 了保障 ，此 时相应 的研发 、转 化 和产 

业 化进入 良性循环状态 ，后续 融资条件也 已 

具备 

／  

／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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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整合形成的资金链示意 

3 对策与措施 

3．1 观 念更新 

(1)要打破“唯有融资成功，才能实现产 

业化”的狭隘观念。在我国信用体系脆弱 、以 

国有资金为主的风险投资大量失败、银行坏 

账比例仍较 高的今天 ，要取得数 额较大 的产 

业化资金，难度比以前更大。国家谨慎，民企 

挑剔 ．银 行不敢 ，个人无 力。固守“成果产业 

化=资金+成果”的模式 ，使产业化道路充满 

荆棘 ，甚至走向死胡同。 

(2)要认识到适 当的“物 ”在产业化 过程 

中与“财”具有同等的价值。由于产业化融资 

中很大一部分将用于添置 固定 资产 ，由此 提 

高了融资难度。如能找到现成的，相应的存 

量资产与科技成果有效结合，则“物”可以替 

代“财”。从某种角度看，在产业化过程中使 

用这 类“物 ”，有 比获 得“财 ”有更 多的好处 。 

比如可以缩 短投产周期 ，又比 如出物者远 比 

出资者的要求为低，等等。 

(3)产业化过程 中的合作 ．不仅仅是科 

研方为企业提供新产品 和新 技术 ，更是科研 

方发展自己的需要。现实中有些科研人员过 

分看重自己的科研成果，过高评价 自己在产 

业化合作 中的地位 ，认 为产业化 主要 是企业 

的需要 ，因此对 合作 条件 要求苛 刻 ，眼睛 只 

盯着资金 ，没有资金投入不放成果、不实施 

转化 ，更谈不上主动寻找和创造能使成果尽 

快产业化的非资金资源与条件。孰不知“当 

今世 界科 学技术 发展之快 是不 以人 的意志 

为转移的 有人形象地 把科研成果 比做一块 

冰 ，如果 总是把成 果 ‘捂 ’在 手里不放 ，这 块 

‘冰 ’很快便会融 化而变得 一文不值 。”[51所 

以 ，科研人 员同样 应该 对尽快产业化施 以千 

方 百计 。 

3．2 方法创新 

要利用企业存量资产构建产业化融资 

链 ，启动点是要寻找 到与相应成果匹配 的 、 

有整合可能的实物存量资产；落实点是建立 

科研方与企业的“双赢 ”机制 

(1)科研人员带着成果找 企业 。这里 的 

找企业不是去卖成果或 向企业要项 目要 钱 ， 

而是寻找有合适的存量资产的企业与之合 

作 一个项 目立项研究 ，要么是本 领域 有新 

知识 、新技 术或新 材料可 以应用 ，要么是 接 

受委托 ，要 么是预见到了市场潜在 的需 求。 

不论是什么 原因立项研 究产生的成果 ，科研 

人员一定对相关行业有所了解、与部分企业 

有所联 系 因此带着成果找企 业是具备基本 

条件的 

(2)通过各类中介完成科技成果与存量 

资产的整合 这里指的中介主体主要有 3种 

类别：社会中介机构、科研机构中的有关部 

门、非专门的组织和个 人：科研人 员与企业 

家都有各 自的社会定位 和专 长 ，两者有机的 

合作需要桥梁，而中介服务便是这一连接两 

头 、且使双方走到一起 的桥 梁。 由于科技 中 

介担负着技术扩散、技术评估、信息采集与 

整合 、资源配置等职能，其本身属于知识密 

集 型服务 ，因此形成 了有别 于科研与经营 的 

专门技能。通过中介完成科技成果与存量资 

产的整合是开展社会专业化分工的有效方 

法 。 

(3)可 以充 分利 用 各类 “平 台 ”实现 整 

合。现在各类协会，信息发布会，技术市场等 

提供给科研方与企业相互交流的场合很多， 

互联网也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但按“科技成 

果产业化=成果+资金”这一观念，成果方寻 

找的是有资金的企业，而经营状况不佳、处 

于主业停产 、半停产的企业同样在流行观念 

的影 响下 ，很少 主动寻 找成果方 ，更没有 在 

“科技成果产业化=成果+资金”框架下来发 

布或交流有何种、有多少存量资产的企业。 

因此 ，科研人员要实现科技成果与存量资产 

的整合，同样应利用合适的“平台”寻找资 

源，以获得可利用的存量资产 由于存量资 

产对 象面 大 、情 况 复杂 ，而且 没有现成 集 中 

显示具体情况的渠道，并且它还是个变数． 

因此利用好适当的“平台”不失为多、快 、好、 

省的方法 。 

4 结论 

提高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水平对我国促 

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 

的新 产品与 新技术 的产生 有着 十分重要 的 

意义，利用现有存量资产与科技成果整合， 

在科技成果产业化融资困难的情况下，不失 

为一种具有双赢 意义的 、有现 实可操作性 的 

方法。通过这种整合，使得科技成果产业化 

要素得到合理组合，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可 

以大大加快成果转化的步伐 ，突破融资困难 

的瓶 颈 ，走 出一 条提升 科技成果产业 化水平 

的新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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