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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杰 品 股

近年，渤海银行成都分行深度聚焦
科技型小微企业，发挥“科创贷”普惠金
融产品优势，持续精准发力，助力科技型
小微企业加速发展。

四川某航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业从事钛合金、A100、300M钢、镍
基合金、粉末冶金等各类超高强度材料
结构类、回转类产品的工艺开发、生产制
造、装配实验与服务的精密制造企业，成
为航空领域重要的配套企业，产品广泛

运用于航空飞行器。企业成立以来，经
过长期的技术耕耘，企业已拥有多达8
项实用新型国家专利，在超高强度材料
结构类、精密回转类等产品的生产制造
领域有丰富的经验积累，已被列为四川
省专精特新名录企业。

渤海银行成都分行高度重视该类领
域企业金融服务，在派出普惠专业团队
深入到该航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服务时
了解到，由于企业订单增长，急需资金补

充采购原材料。渤海银行成都分行急企
业所急，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为企业快
速办理“科创贷”产品的申请、审批和放
款核准，仅两周时间即将500万元信用
贷款资金发放到位，为企业生产提供急
需的资金支持。

渤海银行成都分行“科创贷”产品是
科技型小微企业专属的优质普惠金融产
品，适用于成都市范围内科创型企业，具
有审批快速、无抵押、利率优惠、随借随

还等特点，特别适用于各类科技园区、高
新产业园区企业。自2021年推出后，便
深受科技型小微企业喜爱，当年投放贷
款近亿元，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提供了信
贷资金支持。今年以来，该行继续发挥

“科创贷”优势，持续聚焦科技型小微企
业，已陆续向近20家科技型小微企业投
放信贷资金6000余万元，以金融活水精
准助力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冉志敏

惠企利民纾困 四川金融在行动——

渤海银行成都分行“科创贷”聚焦科技型小微企业持续精准发力

均线拐头
问：周一沪指低开，盘中低位震

荡，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受外围市场影响，市场明显低

开，随后保持强势震荡，但最终小幅收
跌。盘面上，教育、黄金、有机硅板块
表现活跃，北上资金净卖出135亿元。
截至收盘，两市涨停70只，跌停1只。
从技术上看，沪指失守5日均线，两市
合计成交10910亿元环比增加；60分钟
图显示，各股指均收于5小时均线之
上，60分钟MACD指标均出现死叉；从形
态来看，市场周一虽震荡，但表现可圈
可点，深成指和创业板指盘中均两次
翻红，深成指更是刷新了近期的反弹
新高，两市上涨个股也多于下跌。根
据测算，各股指60日均线将在周二拐
头，此举也将吸引一批中线资金加仓，
因此短期不宜过分看空。期指市场，
各期指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增加，各
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略有增加。综合
来看，在外围市场表现较弱的背景下，
A股市场表现出较强的韧性，后市中线
上升趋势仍将延续。

资产：周一按计划持股。目前持
有华创阳安（600155）97万股，五粮液
（000858）3.2万股，康芝药业（300086）
60万股，中国电建（601669）74万股。
资 金 余 额 4871745.96 元 ，总 净 值
27692365.96元，盈利13746.18%。

周二操作计划：五粮液拟先买后
卖做差价，中国电建、华创阳安、康芝
药业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这个初夏，关于“小巨人”企业的讲
述正成为科技创新蓬勃发展的新注脚。

“小巨人”企业有大能量：从为火车
轮船装“氢”心脏、为工业机器人“造大
脑”，到可实时监测人体健康参数的“神
奇背心”……5月23日起，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推出“小巨人的秘密”系列报
道，深度聚焦10家“专精特新”及数字经
济等领域的头部中小微企业，揭秘企业
核心科技和奋斗历程，引发强烈反响。

从数字经济到高精尖特，从低碳转
型到智能制造，从行业到专业，不断涌现
出的“小巨人”企业，正折射出四川创新
发展的澎湃活力。

这是属于“小巨人”企业最好的时代。
四川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原创性、
引领性科技攻关，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
位，让各类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出来。

这也是“小巨人”企业踔厉奋发的时代。
未来四川该如何助推企业创新发

展，推动各行业涌现更多“小巨人”企
业？就此，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
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苏东林，上交所科
创板首届咨询委员、LRI江远投资创始人
兼CEO张江，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首
席执行官、首席经济学家汤继强。

苏东林：
助推科技成果转化

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

在受访的“小巨人”企业中，荣创新
能是依托西南交大科研团队设立的，东
鼎里智则是通过与高校专家合作，“借
智”突破技术瓶颈。科技成果转化是企
业创新的直接动力，也为企业的持续创
新提供更多可能性。

“科技成果向实际应用转化，这方面
我们做了很多，但从科技成果向市场转化，
还是一个不断探索和突破的过程，也是我
们在四川落地实践的目的。”苏东林说。

2021年，苏东林院士团队集体创业
的企业——北京长鹰恒容电磁科技有限
公司总部搬迁至成都，将聚焦电磁环境
适应技术设计、检测等领域，进行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

之所以选择成都，看中的是其良好
的产业环境以及人才优势，同时也有政
策方面的支持。

今年4月，四川“院士基金”与长鹰
恒容签署投资协议，将促成多项科技成
果在川落地转化。同时，成都市岷山计
划未来3年将投入1亿元，为苏东林院士
及团队在成都建设电磁兼容应用新型研

发机构。
“从产品成熟度来说，通常高校研发

成果是4级以下，而产品应用是7级以
上，院士基金恰恰为我们搭建了从4级
到7级的桥梁，有助于我们突破产学研
用长期以来存在的鸿沟，对促进科学技
术实现向生产力提升的转化，起到了关
键枢纽作用。”苏东林说。

苏东林还表示，科技成果转化要稳
定地向前推动，需要稳定持续的扶持政
策，除了资金的支持，也需要人才的培
养。希望政府能制定一些对专业领域特
殊人才的支持政策，引导更多愿意从事
创新创业的产学研用工作的高科技人才
向创新企业汇聚。

张江：
科技成果转化如同接力赛
创始团队要有“交棒”格局

“科技成果转化不是从无到有，更多
的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从小范围到大
多数人、从科技成果向经济成果转化的
过程。”张江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看法。

张江从事创投行业多年，曾带领团
队投资50余家科技创新实体企业，其中
十余家已经上市。在他看来，科技成果
转化首先要看时机，一方面是企业自身
发展时机，另一方面是外部时机，即这个
产品是否有市场需求。

其次是这项科技成果所处领域，能
不能走向市场。“大家现在有个误区，只
要有一项技术就想拿出来做公司，把科
学家推出来做创始人，但并不是所有的
科技成果都适合商业转化。”张江认为，
科技发展有自身的客观规律，科技成果
转化也不是砸钱就能催化的。

此外，团队均衡也是重要的考量因
素。以创新药行业为例，从早期研发到临
床试验，再到产品通过注册审批、投入上
市，最后实现商业化或出海，作为创始人的
科学家无疑是关键人物，但整个科技成果
转化过程并不是只靠创始人就能完成的。

“我们经常跟企业家交流，如何用百
米冲刺的速度跑完一万米，那只能用接
力跑。创始团队应该有‘交棒’的格局，

让企业不同阶段一直跑得快，这才能使
企业利益最大化。”张江说，创投作为企
业“从早期开始的长期合作伙伴”，是促
进企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重要支持
力量。除了为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提供融
资支持，加速转化进程，也能够为企业成
长提供指导，降低转化过程中的技术风
险、经营管理风险，并通过整合多方面资
源，助力企业开拓市场。

汤继强：
四川正成为

科技成果走向大市场的先驱省

汤继强指出，当前，世界各国都把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作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的重要举措。无论是大学的专家学者还
是其他创新创业者，助推其科研成果走
向市场，应当说是各级政府部门重点关
注的领域。

具体到四川，汤继强表示，一方面，
四川高校资源非常丰富，在中西部地区
名列翘楚，例如西南财大金融科技国际
联合实验室在资本市场颇受青睐。同
时，近年来，四川政策“工具箱”不断创
新，例如发布的“科创十条”，以真金白银
助力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

“应当说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
来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成为科技成果走
出实验室、走向大市场的先驱省份。”汤
继强说。

但另一方面，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
向生产线，还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并不
是每一个实验室成果都适销对路，科研
成果必须是适应当下产业发展的，与人
民生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契合的，才最
有可能做好转化。”汤继强说，在科技成
果与实际应用的适配过程中，可能会出
现不协调或不对称，存在一些风险，政策
监管上既要包容审慎，也要帮助到位。

“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全社会积极
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投
资机构也应将关注前移，通过社会面全
方位的关照，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积累
更多新的经验。”他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熊英英

助推更多“小巨人”涌现

科技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汤继强 西南财经大学西
财智库首席执行官、首席
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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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林 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江 上交所科创板首届
咨询委员、LRI 江远投资
创始人兼CEO

年内监管
已对券商及从业人员

开逾百张罚单
记者据证监会网站不完全梳理，

截至6月12日，今年以来证监会和
地方证监局对券商和行业从业人员
开出的罚单已过百张。从处罚缘由
来看，主要涉及券商投行业务、资管
业务、经纪业务等。值得关注的是，
券商信息技术问题、场外期权、境外
业务等成为今年监管的关注重点。

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在“零容
忍”监管方针的指导下，券商的所有
风险点都会被纳入监管，推动证券行
业高质量发展。

开展经纪业务不合规，是券商被
罚的一大主因。据记者梳理，券商三
分之一罚单涉及合规问题，如券商工
作人员代客理财，为客户提供融资便
利，违规向客户推荐股票，券商工作
人员炒股等。此外，还有券商工作人
员在未取得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
的情况下，向客户提供投资顾问服
务。 据证券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