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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加速推进高质量发展，“两会”强力助推科创企业崛起——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相关解读 

——联合资信 工商评级一部|宁立杰 崔濛骁 

【摘要】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

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

产业，支持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发展，让更多企业在新领域赛道跑出加速度。科创

企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相关政策将推动科创企业的快速发展和崛起，为我国

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优化科创企业融资环境，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 

科创企业具有高科技、高成长、市场前景广阔等特征，是我国新质生产力重要组

成部分，但由于其高风险性、轻资产、融资渠道有限等因素，致使其融资较为困难。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加快多层次债

券市场发展。3 月 6 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经济主

题记者会上表示，科技创新活动复杂多元，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的风险特征和金

融需求有很大差异，金融供给的适配性要进一步提升。人民银行将会同证监会、科技

部等部门创新推出债券市场的科技板，支持金融机构、科技型企业、私募股权投资机

构等三类主体，发行科技创新债券，丰富科技创新债券的产品体系。国家发改委主任

郑栅洁表示，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国资委将组建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带

动地方资金、社会资本合计近 1 万亿元，聚焦硬科技、坚持长周期、提高容错率，通

过市场化方式投向科技型企业；同时，完善并购重组、份额转让等政策，鼓励发展并

购基金等，畅通创业投资退出渠道，更大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中国证监

会主席吴清表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企业不只有上市一条路也不只有股票一种工具，

债券、可转债、优先股、资产证券化、期权、期货等产品和工具也可以有所作为，能

够提供接力棒式的融资支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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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科技-产业-金融”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投入是科技创新

的基础，持续的、高强度的科技投入能够加速新技术的研发、转化与应用，推动产业

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科技投入为科技创新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健全、高效的金融

服务体系能够确保科技投入的有效利用，促进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和商业化。2024 年

以来，中国证监会先后发布实施“科技十六条”“科创板八条”“并购六条”等政策文

件，不断完善支持科技创新的监管体系和市场生态。2025 年 3 月 5 日，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推动做好“五篇大文章”，加快

建设金融强国。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也出台多项配套政策，例如江苏省金融监管局会

同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聚焦

科技金融短板弱项，提出具体工作举措。北京农商银行明确提出为科技型企业生态提

供“一站式”“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的战略定位。 

债券市场“科技板”促进科创债券市场进一步扩容发展。为进一步加强债券市场

对科技创新领域的精准支持和资金直达，近年来债券主管部门进一步推动产品创新，

加强对科创企业或科技创新用途的服务与支持，先后推出了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科创

票据、混合型科创票据等。2024 年，银行间市场全年累计发行科创票据超过 6042 亿

元，同比增长 49%，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截至 2024 年末，我国科创债券存量余额 1.61

万亿元。发行主体主要包括科技型企业、金融机构以及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等，金融机

构的参与进一步丰富了科创债券市场的参与主体，提升了市场的活跃度和融资效率。

债券市场“科技板”的推出将进一步丰富科创债券产品，促进债券市场进一步扩容发

展，引导募集资金支持科创企业发展。 

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进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

效能”，坚持创新引领发展，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筑牢中国式

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3 月 6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的民盟、民进、教育界委员，并在参加联

组会时提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教育、科技、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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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

动局面。人才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在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多方

面均需要人才的驱动，是企业技术发展的核心基石。近年来，全球高层次科技人才以

中美两国占据主导地位，中国顶尖科学家数量从 2020 年的 18805 人上升至 2024 年的

32511 人，占比从 2020 年的 16.9%上升至 2024 年的 27.9%，跃居全球首位。未来，

预计我国科技人才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特别是在高端芯片、人工智能等前沿

科技领域，将会现出更多的优秀科技人才。随着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提升，我国

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整体看，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政策的提出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科创债券市场的

完善，解决了当前科创债券对民营和低信用等级主体的支持力度仍相对较低、科创债

券涉及的债券品种相对单一、债券的短期属性与科创企业的长期资金需求相矛盾等问

题。联合资信认为，随着我国债券市场支持科创企业融资的机制进一步完善，建立具

有区分度的信用评级体系，制定完善的投资者保护体系和投资者退出机制，有助于降

低科技创新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发行效率，满足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的融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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