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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环境下科技金融和普惠金融对企业的
影响分析
刘佳宝袁赵 颖袁周 超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48）
摘 要：科技金融在京津冀地区发展具有一定的基础，高校企业多，创新基础好，未来应增加科技运用，以数字普惠技术缩小京津冀

地区之间的差距。创新多元化金融，促使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加强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的服务能力。以市场为主导，全面推动科技金融

服务平台建设。开展科技金融创新，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科技金融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普惠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国家政策，二者相

辅相成，京津冀协同环境下对于企业发展来说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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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革命以及产业革命不断推进，在这个新发展趋势下，推动

京津冀地区科技创新协同发展需要科技金融的支持。京津冀经济一

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金融一体化是京津冀

经济一体化的关键环节。国务院 2016年制订并出台了《推进普惠金
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行动规划，
应该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会，发展京津冀地区普惠金融体系的

建设。

2 文献综述
在本文研究之前，很多学者针对普惠金融以及科技金融的发展

做出了很多研究，对于本文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普惠金融方面，董

晓林，徐虹（2012）指出，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仍不完善，大
多数农民和农户的金融需求就像存款和信贷等最基本的服务没有

得到全面性满足。高建平，曹占涛（2014）探究普惠金融发展的本质
找到普惠金融发展的问题根源，通过普惠金融理论解释框架从而得

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其次是科技金融。李素梅（2017）
利用 1995-2015年京津冀金融结构与技术创新的数据对地区协同
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京津冀区域金融结构与技术创新子

系统向有序发展演化，且具有增长趋势。其次是关于京津冀区域科

技金融创新所提出的建议。刘宾（2015）对京津冀金融资源配置和科
技创新的协同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基于此提出了发挥区位优势、

建立科技金融分享机制、构建科技金融示范区等建议。

3 京津冀普惠金融
3.1 概念
根据 2016 年我国国务院印发的《推行普惠金融发展规划

（2016-2020年）》，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
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

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特殊群

体是当前我国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其目的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必然要求，有利于促进金融业可持续均衡发展，推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助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增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和

谐。

3.2 京津冀地区小微企业普惠金融现状
（1）京津两地普惠金融对小微企业服务覆盖面高于河北。近年

来，京津冀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农林牧渔总产值都保持稳步增长

态势。截至 2018年，京津冀地区三地银行业金融机构每万人均网点

数量为 5.89个，3.19个，0.49个，每平方米网点数量为 0.0079个，
0.0042个，0.0002个，每一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应的农林牧渔总产值
的增加分别为，43.11个，12.77个，0.65个。从上述数据可见，北京和
天津对于农林牧渔小微企业普惠金融的覆盖面远高于河北。

（2）普惠金融对小微企业服务渗透率有效提升。截至 2018年底
北京市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 8815亿元同比增长 13.88%，比各项贷
款同比增速 29%，天津市和河北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分别为 6460
亿元和 1122667亿元，河北省同比增加 272.3亿元，增量占同期企
业贷款增量的 78%同比提高 26.7%。综上可以看出，普惠金融对小
微企业扶持力度有所提升，服务渗透率有所提高。

（3）大型银行普惠金融对小微企业贷款规模较小。2018年末，
大型银行不管是从普惠金融对小微企业的余额还是新增贷款来看，

都是小于中小型银行的。年末我国普惠金融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 8
万亿元，大型银行占比 24.9%，而中小型银行占比 75.1%。在 2018
年新增 1.2万亿元普惠小微贷款中，大型银行和中小型银行占比分
别为 27.9%和 72.1%。由此可见，大型银行在小微企业普惠金融贷
款规模上比较小。

4 京津冀科技金融
4.1 金融发展基础良好
三地金融持续发展。2019年北京、天津、河北地区的 GDP总值

为 35371.3亿元（人民币，下同）、14104.8亿元、35104.5亿元，京津
冀地区的 GDP总量占全国 GDP总量（990865亿元）的 8.5%。京津
冀地区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67756元、42404元和 25665
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8.7%、7.3%和 9.5%。居民储蓄存款也呈上升态
势，金融业发展发展良好。

功能定位日渐强化。北京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2019年全
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实现收入 12849.7亿元，同比增长
8.2%；天津全面落实“一基地三区”定位，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36.5%，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功能持续提升，增幅位居全球十大港
口前列，中外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增长 6%；河北“三区一基
地”功能定位日趋增强，物流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到 7.6%，比上
年提高 0.5个百分点。

城市合作逐渐深化。天津完成“1+16”承接平台，滨海-中关村
科技园新增注册企业 502家，项目建设与招商势头良好。河北依托
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市场要素等资源，京津产业向河北转移，2019
年，共承接京津单位 964个；京津产业转移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基金项目院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院京津冀普惠金融协同发展降低财富逆转移的路径分析及规模测度渊18YJC029冤曰国家社科基金野行为金融
视角下我国商业银行信贷效应及信贷决策行为研究冶阶段性成果渊15CGL016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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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4.2 科技创新优势明显
高校企业林立京津冀地区现有中国五百强企业 117家，仅次于

长三角城市群，有京东、百度、小米等多家创新型技术产业，整体创

新水平位于全国前列。其次京津冀地区拥有 273所高校，其中 10所
高校是世界一流大学。

创新基础良好。创新发展指数持续平稳上升，2019 年为
162.99，比上年提高 4.72个点。创新产出是推动京津冀区域创新发
展的主要力量，反映出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活力不断增强，从投入

驱动创新数量扩张逐渐转向创新质量提升。在创新投入方面，2019
年区域研发经费支出为 3261.4亿元，比上年增长 13.9%，投入强度
（R&D经费支出相当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3.86%。

创新活力持续。北京科技创新保持活跃，创新驱动发展指数连

续 8年稳步提升。全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技术企业实
现总收入 6.5万亿元。天津创新驱动成效明显。智能科技、生物医
药、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扎实推进。河北科技创新

实现新突破，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新增数量超过 2000家，新增科技
型中小企业 1.1万家。

5 京津冀地区科技金融尧普惠金融发展建议
增加科技运用，以数字普惠技术缩小京津冀差距。小微企业融

资具有“短、小、频、急”的特点，采用人工服务方式，不能有效满足其

对信贷资金的需求，因此应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互联网为载

体，让小微企业可以随时随地获得金融服务。

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一方面在大数据背景

下普惠金融的发展更需要加强监管政策。另一方面强化政策传导，

全面推动小微企业普惠金融“扫盲”，有关部门出台更全面的法律法

规，优化法律环境，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以市场为主导，全面推动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建设。目前，京津冀

的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已初步建成并开始投入运行，但仍不能满足各

方面需要。因此，应加大科技金融服务平台的建设力度，建立服务于

云端的信息分析平台，为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创造融资

条件。

加强金融机构服务能力。金融机构需要完善对科技企业的服

务，提升服务质量，大力引进和培养科技金融的全方位服务业人才，

加强金融中介机构的投资融资服务能力。对于向科技型企业融资增

长较快、绩效良好的金融机构给予政策和资金奖励，促进金融机构

加大向科技型企业的融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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