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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资金额度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广东区域创新能力，建

设更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强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

创新高地，我厅组织实施“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科技金融”

财政事权专项资金使用，具体包括“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创

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奖补”2个政策任务，计划专项资金共 7354

万元，实际下达 9090.79 万元，具体如下：

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2023 年下达的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

专项资金共计 6597 万元，主要采用后补助方式，用于 4个专题，

分别是科技企业孵化器孵化基金后补助 64 万元、科技天使投资

风险补助 4443 万元、科技企业补投贷联动后补助 1650 万元、地

市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中心能力提升计划后补助440 万元。

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奖补：2022 年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奖金

补贴共计 2493.79 万元，其中工作经费 143.79 万元，创新创业

奖金补贴 2350 万元。

（二）资金分配方式

1. “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资金分配方式

（1）科技企业孵化器孵化基金后补助专题

结合省财政资金年度预算安排，对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主体

发起设立或参与设立的创业投资企业，根据实缴出资额，按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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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部分计算给予一次性后补助，核算方式和强度如下：不超过

1000万元（含）的，财政后补助金额不超过实缴出资额的 10‰；

超过 1000万元至 5000万元（含）的部分，财政后补助金额

不超过该部分的 5‰；超过 5000万元以上的部分，财政后补助金

额不超过该部分的 1‰。

本专题中的“实缴出资额”不含政府引导基金等财政资金出

资部分，单家创业投资企业获得的后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100万

元。

（2）科技天使投资后补助专题

结合省财政资金年度预算安排，根据申报单位或所管理的基

金产品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实际投资额，按照不同档次给予一次

性后补助，核算方式和强度如下：初创科技型企业接受投资时设

立时间不超过 2年（24个月）的，财政后补助金额不超过实际投

资额的 10%；初创科技型企业接受投资时设立时间满 2年（24个

月）不超过 4年（48个月）的，财政后补助金额不超过实际投资

额的 6%；初创科技型企业接受投资时设立时间满 4年（48个月）

不超过 5年（60个月）的，财政后补助金额不超过实际投资额的

4%。

本专题中的“实际投资额”不含政府引导基金等财政资金出

资部分。单家创业投资管理企业获得的后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按照上述标准计算，后补助金额在 10万元以下的不予

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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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技企业补投贷联动后补助专题

按照申报企业 2021 年研发费用总额、研发费用总额占销售

收入总额比例、企业估值等三项指标综合计算后进行排名，结合

省财政资金年度预算安排，对排名前 20位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后

补助（符合条件的企业数量不足 20 家，对所有企业给予一次性

后补助），单家企业后补助金额为 150万元（其中，一个地市原

则上支持不超过 5家企业）。

（4）地市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中心能力提升计划后补助专题

根据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对各地市分中心开展动态监

测评估工作，评估采用定性和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计算结果，

其中：定性评估包括建设方向与总体定位、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管理及合作机制等方面；定量评估主要根据各分中心开展科技信

贷、创业投资、上市辅导和其他科技金融活动数据作为依据计算。

根据评估结果，对工作扎实、服务效果好的分中心按优秀、良好

等级一次性分别给予不超过 50万元和 30万元后补助；考核合格

的，不予补助，但继续纳入省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中心管理序列；

考核不合格的，不再纳入省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中心管理序列。

2. “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奖补”资金分配方式

（1）工作经费

工作经费共 143.79 万元。工作经费支出主要用于专家费、

宣传费、会议费、租车费、差旅费、劳务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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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新创业奖金补贴

创新创业奖金补贴总额 2350 万元。主要用于补贴一等奖 9

名、二等奖 16 名、三等奖 42 名，共 67 家获奖单位，补贴标准

按照一等奖补贴 50 万元，二等奖补贴 40 万元，三等奖补贴 30

万元。获奖项目省级创新创业奖金补贴总计2350 万元。

（三）主要用途

1. “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主要用途

（1）科技企业孵化器孵化基金后补助专题

主要用于对开展科技企业孵化器孵化基金的科技企业孵化

器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后补助，目标在于加大力度引导孵化器发起

设立或参与设立孵化基金，优化孵化器发展的金融环境，推动孵

化器内的科技企业发展壮大。

（2）科技天使投资后补助专题

主要用于对开展天使投资的创业投资机构按照一定比例进

行后补助，目标在于引导创业投资机构面向科技企业生命周期更

前端开展天使投资业务，帮助广东境内种子期、初创期科技企业

发展壮大。

（3）科技企业补投贷联动后补助专题

主要用于支持细分行业优质初创科技型企业，目标在于充分

发挥创业资本、信贷资金优势，大力挖掘和培育主营业务突出、

竞争力强、成长性好的细分行业优质初创科技型企业，激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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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积极性。

（4）地市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中心能力提升计划专题

主要用于对科技金融服务中心的运营奖补，目标在于强化广

东省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中心各地市分中心“扶优汰劣”机制，持

续提升各分中心服务能力和水平，激发各分中心服务新动能。

2. “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奖补”主要用途

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奖补的主要用途为补贴省级创新创

业大赛奖金，包括一等奖 9名、二等奖 16名、三等奖 42名，共

67家获奖单位，补贴标准按照一等奖补贴 50万元，二等奖补贴

40万元，三等奖补贴 30万元。

（四）扶持对象

1. “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资金扶持对象

“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资金的扶持对象为：科技企业孵

化器、天使投资创业投资机构、细分行业优质初创科技型企业、

科技金融服务中心。

2. “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奖补”资金扶持对象

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奖补的扶持对象为：获得省级创新创

业大赛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的项目参赛单位。

（五）绩效目标

1. “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资金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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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科技企业孵化器出资设立的基金给予后补助，引导

孵化器孵化资金投入超过 1000万元。

（2）对投资广东境内种子期、初创期科技企业的创业投资

管理企业给予后补助，引导 50家创投机构投资 50家以上科技企

业，投资额超 2亿元。

（3）地市科技金融服务中心累计服务科技企业超过 1万家，

同时获得创投和银行贷款的科技企业单家研发投入平均额 3000

万元以上。

2. “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奖补”资金绩效目标

（1）组织实施全省创新创业大赛工作，通过组织大赛初赛、

地方赛、省决赛等赛事评审，遴选 100 家以上优秀的高成长科技

型创新企业；

（2）鼓励引导广州、珠海、佛山等地市举办市级赛事，争

取地市赛覆盖全省 80%，并指导地市开展宣讲会不少于 20 场次，

发动企业报名数 3000 家以上；

（3）开展企业家集训营不少于 2 场，开展暖企对接服务、

行业论坛、项目成果展、投融资对接、优秀企业回访等活动不少

于 20 场，引导金融机构参与大赛服务，促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

持续跟踪服务好大赛优秀企业；

（4）跟踪报道赛事活动、专访、创新创业资讯不低于 300

篇，推动广东“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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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2023 年“科技金融”财政事权管理规范到位，资金及时下拨，

专款专用，公开透明。各政策任务能够按照计划实施推进，整体

执行情况良好。绩效自评分为 99.5 分，等级为优秀。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1.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奖补”

2个政策任务，计划专项资金共 7354万元，实际下达 9090.79万

元，已全部完成拨付，并按计划支出，实际支出 9090.79，支出

率为 100%。

（1）“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支出情况

本专项资金已经全部及时下达支出共计 6597 万元，主要采

用后补助方式，用于 4个专题支出，分别是科技企业孵化器孵化

基金后补助 64万元、科技天使投资风险补助 4443万元、科技企

业补投贷联动后补助 1650 万元、地市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中心能

力提升计划后补助 440万元。

（2）“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奖补”支出情况

“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奖补”支出包括工作经费和创新创

业奖金补贴，合计 2493.79万元，具体为：

①工作经费 143.79万元。工作经费支出主要用于专家费、宣

传费、会议费、租车费、差旅费、劳务费等。



8

②创新创业奖金补贴总额 2350万元。主要用于补贴一等奖 9

名、二等奖 16 名、三等奖 42 名，共 67 家获奖单位，补贴标准

按照一等奖补贴 50 万元，二等奖补贴 40 万元，三等奖补贴 30

万元。获奖项目省级创新创业奖金补贴总计 2350万元。

2.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本专项资金全部达到绩效预期目标，具体如下：

（1）“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资金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绩效目标：对科技企业孵化器出资设立的基金给予后补助，

引导孵化器孵化资金投入超过 1000 万元。对投资广东境内种子

期、初创期科技企业的创业投资管理企业给予后补助，引导 50

家创投机构投资 50家以上科技企业，投资额超 2 亿元。地市科

技金融服务中心累计服务科技企业超过 1万家，同时获得创投和

银行贷款的科技企业单家研发投入平均额 3000万元以上。

完成情况：对科技企业孵化器出资设立的基金给予后补助，

引导孵化器孵化资金投入 6100 万元。对投资广东境内种子期、

初创期科技企业的创业投资管理企业给予后补助，引导 60 家创

投机构投资 113家以上科技企业，投资额超 10.76亿元。地市科

技金融服务中心累计服务科技企业 15177家，累计撮合科技投融

资规模 263.54亿元，引导创业投资机构开展股权投资规模 10.76

亿元，同时获得创投和银行贷款的科技企业单家研发投入平均额

远超 3000万元。

（2）“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奖补”资金绩效目标完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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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绩效目标：通过组织或鼓励引导广州、珠海、佛山等地市举

办各类赛事及评审活动，遴选一批优秀的高成长科技型创新企

业；引导金融机构参与大赛服务，促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持续

跟踪服务好大赛优秀企业；推动广东“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持

续发展。

完成情况：组织发动 5574家企业参赛。远超过预期目标 3000

家；地市选拔赛共设立了广州、珠海、中山、江门、肇庆、惠州、

佛山、潮州、茂名、湛江、汕头、汕尾、云浮、揭阳等 14 个地

市分赛区；完成了大赛初赛、复赛、决赛等赛事评审工作；遴选

出 200家优秀企业。组织了各类培训辅导、资源对接、产业论坛、

展览展示等活动。据统计，各地方赛及省赛期间共举办培训宣讲

活动、企业家集训营、开展投融资对接活动 100余场，参与活动

人数逾 2万人。依托广东省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体系网络平台，充

分调动包括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广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银行积极性，为参赛企业贷款授信达 784家，

总额超过 219 亿元。吸引 200 余家省内外知名投资机构共 1032

名创投专家参与大赛评审。参赛企业获得 284家创投机构投资，

创投融资总额超过 121 亿元。全年全省媒体宣传频次超过 1000

次，媒体参与数量高达 120家，发布了 300余条宣传推文，开展

了 100 余场线上直播，直播时长 3100 小时，阅读量、在线直播

观看量累计人数达到 200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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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1）“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①推动营造良好科技企业孵化育成融资环境。设立科技企业

孵化器孵化基金后补助专题，共立项 3 项，投入资金 64 万元。

补助期内，3支新设立的孵化基金在广东注册落地，孵化基金实

缴金额共 17120 万元，其中孵化器运营主体出资共 6100 万元，

占基金出资比例 35.63%，3支孵化基金已对外投资 12 家科技型

企业，其中 9家为 3年以内注册成立的初创科技型企业，较好地

助力了孵化器内科技企业发展壮大。

②引导创业投资企业投早投小投科技。设立科技天使投资风

险补助后补助专题，共立项 40项，投入资金 4443万元。引导省

内 60家创业投资企业面向 113家初创型科技企业（成立时间不超

过 5年）开展 131项次投资，投资金额 10.76亿元，其中投向成

立时间不足 2年的科技企业占总量的 53.44%，有力助推了一批种

子期和初创期科技企业快速成长。

③助力科技企业在硬科技领域快速成长。设立科技企业补投

贷联动后补助专题，共立项 11项，投入资金 1650万元。通过补

投贷方式遴选的 11家科技企业补助周期内获得创业投资共 11.19

亿元、科技信贷共 1.52亿元，主要集中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领域。这些企业设立时间均不超过 5年，最近一轮融资

估值平均达 13.01亿元，2021年研发投入平均 3547.18万元，研

发费用占销售收入平均比例高达 48%，体现了高研发投入、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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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性特点。

④激发全省科技金融分中心服务新动能。设立地市科技金融

综合服务中心能力提升计划后补助专题，共立项 12 项，投入资

金 440万元。补助期内，全省科技金融综合服务分中心累计服务

企业 15177家；入驻银行机构 326家、撮合贷款金额 721.68亿元；

入驻创投机构 545家、撮合投资金额 263.54亿元；对 2870家科

技企业进行上市辅导，其中主板上市 37家、新三板挂牌 42家；

开展各类科技金融活动 1579场次，参加培训人次达 29.94万人次，

为全省各地市当地的科技企业提供了有效的科技金融服务。

（2）“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奖补”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①大赛得到各参赛企业认可，营造了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

大赛得到了地市科技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广州、珠海、中山、

江门、肇庆、惠州、佛山、潮州、茂名、湛江、汕头、汕尾、云

浮、揭阳等 14个地市相继举办了市级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把举

办大赛当作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良好氛围的大型活动，充分

展现了我省双创氛围、参赛企业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和活跃程度。

②引导部分地市加大创新创业扶持力度，助力中小企业创新

创业发展。广州、中山、江门、佛山、珠海等地市出台系列政策

措施，加大对创新创业的扶持力度。

③全省科技金融服务中心紧密合作，共同推动科技与金融深

度融合。大赛举办期间，各地市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中心承办了所

在地市的分赛区工作，协助大赛组委会开展创业培训、投贷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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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通车、创投会客厅、大咖面对面等活动，帮助参赛企业最大限

度地获取有用的资源、信息，以最充足的准备组织大赛。

（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一是科技金融财政引导力度不足。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这首篇大文章。省委省政府都非常重视科技

金融工作，科技金融已成为全过程创新链重要一环。推动科技与

金融深度融合需要财政资金进行引导，但目前科技金融专项每年

预算平均约 5000万元，投入不足，引导作用有限。

二是引导带动的社会金融资源类型不够丰富。科技与金融结

合专项主要以引导创业投资、科技信贷支持科技创新为主，未体

现对科技保险、担保、融资租赁等其他类型的金融资源的引导带

动作用。

三是部分资金拨付较慢。创新创业大赛创新创业奖金补贴拨

付进度较慢，特别是下达地市后，拨付到位企业需要周期较长。

三、改进意见

一是加大科技金融财政引导资金投入力度。适当增加每年投

入预算，引导创投企业加大对种子期、初创期科技企业投资力度，

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的放大效应。

二是优化专题设置提升科技与金融结合广度与深度。完善科

技与金融结合专项设置，扩大科技金融结合资金支持范围，把创

业投资、银行、保险、担保、设备租赁等多种金融主体机构纳入

科技金融结合专项支持的范围，推动各类金融机构支持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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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三是建议加快创新创业大赛创新创业奖金补贴拨付进度，帮

助获奖企业尽快获得创新创业奖金补贴支持，纾解企业资金困

难，促进企业健康快速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