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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对象调研 □ 分析师会议 

投资者关系 □ 媒体采访 □ 业绩说明会 

活动类别 □ 新闻发布会 □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 其他： 

 

时间及参与单

位名称 

2025年6月25日 13:30-16:30 

中信建投证券、国盛证券、浙商证券、中金公司、国泰海通、招商证券、国信证券、中信

证券、兴业证券、开源证券、银河证券、汇丰前海证券、东北证券、光大证券、中泰证

券、华创证券、长江证券、国投证券、中银基金、山西证券、南方基金、平安资产、国泰

基金、汇添富基金、博时基金、华安基金、泰康基金、万家基金、汇丰晋信基金等分析师

和机构投资者。 

地点 浦东张江模力社区 

接待人员 
董事会秘书姚晓岗、董事会办公室、投资银行部、授信审批部、张江科技支行、徐汇支行

等相关负责人员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6月25日，公司举办了以“科创筑梦 智链未来”为主题的科创金融投资者开放日活动，

投资者参观了模力社区展厅，交流环节问答内容如下： 

1、当前，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都在科技金融领域积极布局，竞争日趋激烈。请问公司

如何应对竞争，持续巩固自身优势？ 

面对市场竞争，公司从六条路径出发，聚焦“早小硬”科技企业成长痛点，目标打造以

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服务型银行： 

一是客群早。公司贯彻“向早”“向小”“向科技”的政策导向，避开成熟科技型企

业的红海竞争市场，将服务重心下沉至“早小硬”初创期科技企业，勇入企业初创期的“无

人区”，积极对接上海优质孵化器，着力解决入孵企业发展痛点、难点，做科创企业的伙伴

银行。此外，公司联合上海市融资担保中心推出鑫孵担保贷专属产品，面向孵化器企业适当

放宽准入要求，“小额、批量、标准化”地为早期科技企业提供授信支持。这两年，公司累

计合作孵化器超 250家，为孵化期企业提供贷款支持。另一方面，公司通过与投资机构深度

绑定，根据一定规则实行你投我借贷，为早期被投企业提供个性化融资方案，并着力搭建投

融资对接赋能平台，实现信息共享、资源互通和业务协同。 

二是机制专。公司在市场化运作、条线化管理、专业化经营、差异化考核、创新型发

展等方面制定配套支持政策，比如，在差异化考核方面，公司倡导“做小做散”，淡化收益

指标，同时总行对专营机构条线人员设置考核保护期，营造“敢贷、愿贷、能贷”的良好氛

围；在尽职免责方面，公司制定科技金融尽职免责工作指引，明确在不存在道德风险和利益

输送，不存在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等前提下，进一步提高减责免责力度，激发科技金融条线

员工积极性；在专业化审批方面，公司的科技金融审批团队专门审查“早小硬”科技企业贷

款业务，看重科技型企业的团队，科技研发，产品市场，科技迭代，用未来的价值审批理念

来评价客户。 

三是人员专。目前公司已建成一支专业化、专职型、覆盖前中后台并兼有创新意识、



研究能力、开拓思维的科技金融人才队伍。总行层面，在投资银行部下设科创金融管理中

心，配置专业科室。同时在授信审批部内部设立科技金融专职审批团队，并按行业维度培养

专业审查审批人才。分支机构层面，公司依托科技金融事业部、科技金融特色支行、科技金

融特色团队等专营组织，建立一支专职、专业的科技金融客户经理、产品经理、审查审批队

伍。截至目前，全行科技金融专职团队人数已超过 200人，专做科技金融。 

四是研究专。公司围绕上海“3+6”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有一支超 300人的专业

型、复合型行业研究人才队伍专门开展行业研究。公司更侧重实用主义的研究，通过对细分

赛道的深入研究，更好地判断企业的发展前景，分析潜在的风险，从而形成一系列行业图

谱、重点企业清单、专项审查审批标准和众多原创可复制的行业服务方案，更有针对性地服

务科技型企业。 

五是产品新。公司以“客户视角”作为产品创新及优化的理念，以企业“核心人才+

核心技术+核心优势”为衡量坐标完善产线，逐步构建科技型企业全成长周期产品链条。1）

推出认股权贷款、远期共赢利息贷款产品，为业务模式未成熟，经营性收入少的早期科技企

业提供中长期类信用贷款；2）推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知识产权并购贷，推动已形成知识

产权的科技企业实现知识产权价值转化；3）推出“鑫动能研发贷”，重点为成长期科技企

业提供相对大额的中长期研究用途专项资金；4）创设行业属性创新产品。推出面向特种气

体行业的“气站贷”、面向创新药研发企业的“临床贷”“License 贷”、面向集成电路及

人工智能行业的“芯片贷”“算力贷”、面向 CGT等先导产业的专项服务方案。此外，公司

在监管单位指导下率先推出科创企业员工持股贷、知识产权证券化、科创票据、科技创新债

券等投行产品，并形成一批典型案例，体现了公司在科技金融领域守正创新、先行先试的魄

力。 

六是赋能全。2018年公司正式启动“鑫动能”战略新兴客户培育计划。2023年构建

开放生态圈，形成以客户为中心，汇聚政府、园区、高校、孵化器、科研院所、投资机构合

力的“1+N”平台服务模式，为“鑫动能”客户提供资源整合、政策对接、创投引荐、专业

咨询、人才服务、成果转化等全方位支持。2024年，公司举办超百场产业链对接会、上市

问诊会、银基创接汇等“鑫动能”领航活动，依托其丰富的创投基金库及产业链伙伴为百余

家“鑫动能”客户成功牵线股权资金，并助力数十家科技企业获评“专精特新”等科技称

号，推动超百家科技企业获得专项贴息。 

 

 

2、初创企业天然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请问公司，对于科创企业的审批，在理念和具

体思路上，与传统企业有哪些关键差异？ 

科创企业和传统企业在审查审批的思路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不同之处在于，科创企业的产品技术专业性较强，较多科创企业处于发展的早期、初

期，尚未形成成熟稳定的商业模式，技术能力的强弱、未来的经营前景判断难度较大。在审

查审批思路上，需要重塑对企业的风险评价逻辑，摒弃传统银行单纯依赖抵押物和财务报表

的评估模式，对于企业的创始团队背景、股东投资人构成、技术路线、行业前景、市场容量

等展开全面分析，做出风险决策。 

相同之处在于，对于贷款的底层判断逻辑，还是要回归常理、常识、常情，要能回答好

贷款做什么用？用什么还？还不上怎么办？这三个问题。科创企业前期发展可以依靠股权融

资及部分金融机构的贷款支持，仅仅依靠股权融资烧钱是无法长久维系的，最终需要成长起

来形成稳定的商业模式，形成稳定、正向的经营性现金流。 

面对一些创新的科创产品，无抵押贷款或者知识产权类贷款，在缺乏强担保的第二还款

来源的情形下，唯一的抓手在于第一还款来源，即企业自身的经营，风险管控不仅仅在于审

批，需要从贷前、贷中、贷后三个阶段的信贷全流程管控。贷前需要加强尽职调查能力，贷



中需要加强行业研究能力，根据企业所处阶段和经营特征，设定阶段性提款条件，贷后需要

加强企业回访频次，抓住企业资金流动这个“牛鼻子”，发现风险及时预警并采取相应的措

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