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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融对渝东南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机制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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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重庆市　409099

摘　要：本文以渝东南地区为研究对象，探讨科技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及政策路径。研究表明，科技金融通过驱动

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结构与赋能实体经济三重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其效能受制于政策碎片化、资源低效化及协同不

足等约束。基于渝东南生态脆弱区与民族经济融合特征，提出构建“分层引导 + 动态协同”的资源配置体系、完善差异化

政策工具设计、强化跨区域资源整合等策略，为破解区域发展瓶颈、推动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科技金融；渝东南地区；经济增长

引言

渝东南地区作为重庆市生态屏障与民族经济融合发展

的重点区域，面临经济增长依赖传统产业、生态约束加剧及

创新能力不足等结构性挑战。在成渝双城经济圈与绿色发展

战略背景下，科技金融通过整合创新要素、优化资源配置成

为破解区域发展瓶颈的关键路径。然而，当前渝东南科技金

融存在政策协同薄弱、工具同质化及资源错配等问题，制约

其对经济增长的赋能效能。本文立足区域特殊性，从理论机

制与政策适配性双重视角，系统性剖析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

升级与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以期为渝东南地区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一、渝东南地区科技金融与经济增长现状

（一）渝东南地区经济发展现状

1. 经济发展概况

渝东南地区作为重庆市“一圈两翼”战略布局中的重

要生态优先发展区，近年来，经济总量持续扩张，增长态势

稳健。2024 年数据显示，重庆市整体地区生产总值（GDP）

达 3 万亿元，同比增长 6.1%，其中渝东南生态优先发展区

依托生态资源禀赋与政策导向，经济增长贡献显著。以彭水

自治县为例，2023 年其 GDP 总量为 304.66 亿元，同比增长

8.2%，增速位居重庆市各区县首位，凸显渝东南地区在复

杂经济环境下的增长韧性，但仍面临结构性挑战，如经济增

长过度依赖建筑业与服务业，工业增加值增速慢，亟需通过

科技创新与新兴产业培育提升产业附加值。

2. 产业结构特征

渝东南地区产业结构呈现“传统主导、层级分化、生

态约束”的复合特征。第一产业以特色农业为主，但现代化

水平低、产业链短，如黔江、彭水、酉阳等地农业占比分化

显著，石柱、秀山中药材种植规模大但深加工率不足，附加

值集中于原材料环节。第二产业基础薄弱，过度依赖采矿、

建筑等资源型产业，秀山锰加工、彭水酉阳采矿业占比突出，

整体工业增速低于全市均值。第三产业文旅同质化严重，重

复建设率高，现代服务业滞后，金融与数字经济渗透率低。

结构性矛盾凸显为生态与资源开发冲突、研发投入不足、区

域分工模糊。

3. 创新能力与科技投入

渝东南地区创新要素投入与产出呈现“低强度、弱协同、

高约束”的显著特征。研发投入方面，六区县整体研发强度

长期低于重庆市均值，彭水、酉阳等县不足 10%，政府资

金占比超 70%，企业自主投入动力不足。同时，存在高新

技术企业数量稀缺且分布失衡、科研平台建设滞后、科技成

果转化率低等问题。

（二）渝东南地区科技金融发展现状

1. 科技金融政策环境

渝东南地区科技金融政策环境呈现“框架初建、区域

分化、协同薄弱”的阶段性特征。作为区域核心的黔江区，

通过风险补偿与贴息担保等政策工具，初步形成示范效应，

引导金融机构向科技企业提供定向支持，其他区县虽尝试推

出特色金融产品，但政策创新力度不足，仍以传统信贷模式

为主，且覆盖范围有限。区域协同性不足问题突出，六区县

政策工具同质化严重，跨区域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机制缺

失，导致重复投入与效率低下。此外，政策碎片化现象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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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区县缺乏专业科技金融机构支持，企业融资成本高企，

制约科技金融普惠性。

2. 科技金融资源投入

渝东南地区科技金融资源投入呈现“总量不足、结构

失衡、区域分化”的显著特征。政府主导性投入集中于核心

区域，如黔江区通过专项资金倾斜与政策试点，初步形成科

技金融资源集聚效应，但生态脆弱区县因财政能力有限，风

险补偿机制缺位，导致社会资本参与度偏低。市场层面，多

层次资本市场工具下沉不足，私募基金与科技专营机构分布

高度集中，边缘区县仍依赖传统信贷模式，初创型科技企业

面临融资门槛高、产品适配性差等问题。区域协同短板突出，

六区县间缺乏资源共享平台，创新载体与金融机构间数据互

通不畅，重复性投入加剧资源浪费。此外，科技金融生态基

础薄弱，信用信息体系与专业人才储备不足，进一步制约资

源配置效率。

3. 科技金融创新实践

渝东南地区科技金融创新实践呈现“局部突破、工具

多元、协同不足”的阶段性特征。政策工具创新方面，黔江

区通过“财政贴息 + 风险共担”模式撬动科技贷款，重点

支持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他区县中，秀

山县推出“锰基新材料研发贷”，依托产业链核心企业信用

为上下游提供定向融资；彭水县创新“乡村振兴科技贷”，

引入 AI 风控模型评估农业技术项目；武隆区试点“生态旅

游科技保险”，覆盖景区智能化改造技术风险，但酉阳、石

柱等县仍依赖传统信贷产品，科技金融工具渗透率不足。

二、科技金融对渝东南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机制

（一）科技金融驱动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之一。首先，科

技金融为企业科研创新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和支持，确保

创新研发项目的顺利推进。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往往需要大量

的前期投入，并且伴随着极高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此，

仅依靠企业的自有资金难以满足长期的研发需求。科技金融

通过引入风险投资、政府补贴以及各种形式的信贷产品，为

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提供持续的资金流，从而促进科技成果

的产出和技术水平的进步 [2]。其次，科技金融将科技创新与

资金融通相结合，增强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和效率。对于初创

型企业，通常面临融资难的问题，而科技金融能够缓解这种

困境，通过分散投资风险来配置资源，鼓励更多社会资本投

入到高新技术领域中去。最后，科技金融为企业创造更加成

熟的融资环境和发展空间，有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科技水平

和创新能力。

（二）科技金融优化产业结构

科技金融通过引导资金向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流动，

为其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帮助产业快速发展壮大，提高产

业的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同时，科技金融还

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

和产品质量，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

发展 [3]。

在渝东南地区，科技金融的发展推动特色产业的发展

和升级。例如，该地区的旅游业、农业等特色产业通过引入

科技金融手段，实现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旅游企业通过利

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开发个性化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提高旅游产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农业企业则通过引进先进

的种植、养殖技术和设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

推动农业产业的现代化发展。此外，科技金融还促进金融、

物流、科技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

供更加完善的支撑体系。

（三）科技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科技金融通过为实体经济提供高效的资金支持和金融

服务，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促

进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4]。

在渝东南地区，科技金融的发展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金融机构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为企业提供

更加便捷、高效的融资渠道。例如，供应链金融、绿色金融

等新型金融产品的出现，为企业提供更加灵活的融资方式，

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同时，科技金融还促进企业的技术创

新和管理创新，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企业通

过利用科技金融手段，加强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提高产品

的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此外，科技金融还推动实体经济与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融合，促进实体经

济的数字化转型和升级。

三、促进渝东南地区科技金融与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一）优化科技金融资源配置

渝东南地区可构建“分层引导、市场激活、区域协同”

的科技金融资源配置体系，破解资源分散化与供需错配问

题。政府层面，强化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与统筹能力，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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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投入机制。重点发挥黔江区作为区域枢纽的辐射功

能，通过专项资金倾斜与政策试点，引导社会资本向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聚；针对生态脆弱区县，完善风险补偿机制，通

过定向补贴与信用担保降低金融机构对绿色技术项目的风

险评估门槛。市场层面，需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工具下沉，

鼓励私募股权基金与母基金联动模式，支持特色产业链的高

附加值环节；引导金融机构设立科技专营部门，开发适配技

术研发周期的差异化信贷产品，强化对初创型科技企业的融

资覆盖。区域协同层面，依托成渝双城经济圈战略红利，搭

建跨区科技金融资源协同平台，推动创新载体间的研发数据

互通与信用评级互认，避免重复性投入；建立重点产业融资

优先级机制，通过银团合作与保险联动模式，引导资本向核

心技术攻关领域精准配置，实现资源配置效率与区域经济增

长动能的协同提升。

（二）完善科技金融政策体系

渝东南地区需构建“分层供给 + 动态适配”的科技金

融政策体系，破解政策碎片化、工具单一化难题 [5]。政策工

具创新方面，针对区域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需求，设计“绿

色技术信贷贴息”“生态专利保险补贴”等专项政策。政

策协同机制层面，制定《渝东南科技金融政策协同指引》，

统一风险补偿标准、信用评级规则与数据共享机制；针对跨

区域技术攻关项目，建立“财政资金 + 成渝科创基金”联

合注资模式。政策动态优化层面，设立“科技金融政策评估

委员会”，按年度监测政策效能指标，及时淘汰低效工具。

此外，需强化民族地区政策倾斜，对石柱县黄连深加工、彭

水县苗绣数字化等民族特色技术项目，实行“首贷户奖励 +

风险权重下调”组合激励，引导金融机构突破“重抵押、轻

技术”的传统风控逻辑，推动政策红利向特色产业精准释放。

（三）加强科技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衔接

探索建立“需求导向 + 精准匹配”的衔接机制，推动

科技金融资源向经济增长关键领域高效转化。产业对接层

面，围绕区域主导产业绘制“科技 - 金融 - 产业”联动图

谱。渝东南可探索共建 3-5 个“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体”载

体，集成技术评估、融资对接、政策申报等功能，同时构建

科技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量化评估体系，设置“技术转化产

值比”“科技贷款就业乘数”等核心指标，每季度发布《渝

东南科技金融 - 经济协同指数》，动态优化资源配置优先级。

此外，应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合建立“技术需求白名单”，

优先向金融机构高成长性项目，并通过“银政保”风险分担

模式降低融资门槛，确保科技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增长需求

深度咬合。

结语

科技金融通过驱动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结构与赋能实体

经济三重机制，对渝东南地区经济增长形成显著促进作用，

但其效能受制于区域资源禀赋与政策适配性约束。渝东南

作为生态脆弱区与民族经济融合区，科技金融发展呈现“政

策碎片化、资源低效化、创新协同不足”的阶段性特征。理

论层面，科技金融通过风险补偿与要素聚合功能降低技术研

发不确定性，依托绿色金融工具推动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转

化，但需嵌入“生态 - 民族”双重视角以增强理论解释力。

实践层面，差异化资源配置、分层政策供给及区域协同平台

建设可有效破解当前困境。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深化科技金融

与民族特色产业融合机制，探索 RCEP 框架下跨境科技金融

合作模式，同时强化政策动态评估与风险预警体系构建，为

生态脆弱区科技金融发展提供更具普适性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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