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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区金融服务办公室 

杨金两会〔2023〕17号 

 

 

 

对区政协十五届二次会议 

第 B013 号提案的答复 
                                                                   

                                         

杨浦区工商联： 

你们提出的 B013号“关于解决后疫情时代杨浦区中小企业融资难

问题的若干建议”的提案收悉，非常感谢你们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关心

和支持，现将提案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提案办理概况 

提案提出了后疫情时代中小企业面临的资金缺口大、成本上升、

政策落实不够、企业应对能力和创新性不足等发展困境，并提出三点

建议：提高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建立中小企业信用评级系统、推

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提案从中小企业实际问题出发，

提出了客观中肯的建议。我办会同区发改委、区商务委，对相关问题

及建议认真研究，并结合工作实际整理了回复意见。 

二、提案建议答复 

（一）提高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 



1.加强金融惠企服务。建立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科技金融支持机

制，积极探索更具特色的科创金融产品和服务，设立长阳秀带产业发

展资金，重点支持在线新经济产业集聚、创新项目落地。增强市区两

级政府风险补偿的增信机制，持续推进园区“批次贷”、市区联动“科

技履约贷”和“科创保”产品。深化普惠金融服务，建立政银对接机

制，推进与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合作，扩大“批

次贷”项目合作银行范围。联合商业银行设立“杨浦区助企纾困专项

融资贷款”额度，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最高 2000万元的贷款支持。 

2.发挥引导基金作用。出资组建 8 只引导基金，共撬动社会资本

规模超过 500 亿元。首期募集资金 100 亿元的科技部国家重大专项成

果转化基金、规模达 500亿的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规模达 20亿的

上海双创孵化母基金均落户杨浦，为杨浦创新创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强后盾。推进企业全生命周期投融资服务链，针对企业从种子期、

初创期、成长期到成熟期不同阶段的融资需求和风险特征，定制不同

类型的金融产品。启动“星火燎原”计划，设立杨浦区高校科技成果

转化引导资金，探索政府财政资金支持早期科研成果转化的创新模式。

科技园区联合创业投资基金设立运作，完成 GP公司注册，通过资本投

入支持具有发展潜力的科技企业迅速成长，为高校和科研院所实现科

技成果市场化指明方向。 

3.创新金融支持方式。杨浦将不断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模式，用好

张江资金、创新基金等专项政策，拓展政府财政资金支持早期科研成

果转化之路，推出针对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的新一轮政府引导基

金，探索“政府引导+市场参与+多方合作”的新型管理模式。围绕丰



富政策性金融产品供给、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优化贴费贴息支

持方式、完善对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和激励机制等方面，

精准施策帮扶企业，打造适合中小企业成长的金融环境。 

（二）建立中小企业信用系统 

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在市发展改革委、市信息中心的指

导支持下，2022 年，区发展改革委、区金融办、区商务委、区科委、

区大数据中心等部门联合启动区信易贷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平台荣获

2022 年上海市信易贷区子平台特色创新奖。目前，已完成主体功能框

架和特色主题模块的设计开发、内部上线测试等工作，今年上半年将

正式上线运行，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1.一站式金融产品“云超市”。针对银企信息不对称，缺乏权威公

益的信用融资服务平台的问题，开发一站直达的金融产品云上专区，

已汇集商业银行、担保公司、投资基金、科技园区、平台机构、行业

协会等六类 23家合作机构，以及 95 款特色金融产品，涵盖创业就业、

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外贸服务等多个领域，银行贷款、股权投资、

融资担保、小额贷款等多种方式，以及供应链融资、知识产权融资、

人才贷、绿色融资等多样类型，其中，信用类贷款产品占 50%。 

2.指尖上的政策工具箱。针对惠企政策分散在不同部门，企业查

询难、对接难的问题，对本区出台的尚在有效期的惠企政策、综合规

划类政策进行集中梳理和动态更新，围绕政策落实链条，对每项政策

细化标签分类，配置政策原文、政策解读、申报指南、培训资讯等核

心要素，绘制政策“导航图”和“全景图”，方便企业快速查找并对接

所需政策。目前，已集成在有效期内的区级政策 56项，涵盖稳增长提



信心、科技创新、金融服务、信用服务、综合规划计划等十二类 110

多条政策信息。同时，基于企业信用画像和政策标签分类，为企业快

速匹配适合的政策，并推送关联政策信息。 

3.信用惠企服务“一件事”。针对企业反映的信用贷款资源对接难、

信用修复政策不了解、合规证明报告获取烦的问题，整合企业关心的

信用服务关联事项，为企业提供打包办、掌上办便利服务。在信用贷

款产品“一窗集成”的基础上，集成信用修复政策及操作指引、培训

机构“白名单”、申请入口等核心要素，实现信用修复办理“一点直达”，

降低企业信息对接成本，帮助企业重塑信用，激发活力；设置企业专

用信用报告快速查询以及政策解读功能，实现专用信用报告“一键获

取”，为企业以专用信用报告替代有无违法记录证明提供便利，减轻企

业多头盖章、多头对接负担，助力企业在申请上市、银行贷款、资金

扶持等办事场景一路畅通，切实提升守信企业获得感。 

下一步，在完成面上功能框架搭建并试运行的基础上，将围绕银

行管用、企业有用、政府实用的目标，强化信用数据深度赋能，推进

特色增信数据开发，着力打造信易贷特色产品，做深做实平台特色功

能。重点要聚焦专精特新、小巨人、高新技术企业等重点对象，加强

对表彰评优、资金扶持、资质认定等区级特色增信数据的深度开发，

联合相关金融机构建立适合本区科创企业特点的特色增信指标框架，

同时争取市发展改革委、市信息中心的指导支持，将杨浦纳入长三角

数据模型实验室合作单位，接入跨区域多维度信用数据，支持金融机

构优化创新企业信用评价机制，在区信易贷平台开发杨浦专属的特色

金融产品，促进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区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 



（三）推动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 

1、促进梯度培育。依托“上海市企业服务云”平台和重点中小企

业服务专员队伍，建立健全从“创新型中小企业到‘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再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数据

库，完善企业画像，加强动态管理，精准排摸企业需求。不断培育壮

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队伍，并积极促进其向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成长。 

2、提升培育质效。固化部门协同配合、共同推动的工作机制，落

实“专精特新百企行”活动，为每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配备 1 名

服务专员，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开展“一企一策”精准培育。

优化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促进区域内服务机构提升服务能级和专业

化水平，积极指导其向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发展。着力支

持服务机构开发针对“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服务项目和服务产品，

并重点围绕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综合实力提升

和融资效率提升等三方面内容，开展精准服务对接活动。深化企业公

益服务延伸，制定发布《杨浦区企业发展“志愿服务园区工作站”培

育工作规则》，倡导区域内“上海志愿服务园区工作站”和“上海公益

基地”为中小企业免费提供涵盖政策咨询、法律支持、人力资源等中

小企业所需的服务。 

3.加强金融服务。依托杨浦区文创服务金融工作站，以及《杨浦

区文化金融服务工作站信贷服务清单》、《杨浦区文化金融服务工作站

信贷机构清单》、《杨浦区文化金融服务工作站政策清单》、《杨浦区文

化金融服务工作站点清单》四张清单。联动市文创办等相关部门，为



辖区内中小企业搭建金融服务平台，解决企业融资、政策知晓难问题。 

 

 

                                         杨浦区金融办   

                                              2023年 5月 25日 

 

 

承办单位地址：惠民路800号2号楼16楼  邮政编码：200082 

承办人姓名：朱安琪          联系电话：25032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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