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深

债市“科技板”政策细节落地，市场动起来了。从5月6日到5月
15日，共计有85只、合计规模约1358亿元的科创债（含科创票据）
密集发行。

从目前这85只科创债的发行数据上看，发行期限以中长期居
多，超60只达到3年和5年期及以上。这说明有一批信用资质较
好的科技企业获得了新一批稳定中长期资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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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市“科技板”闪亮登场
个人投资者购买有哪些具体要求？

多部门打出“组合拳”

沪深北交易所同步发布《关于进一
步支持发行科技创新债券服务新质生产
力的通知》，从三大方面进一步细化支持
措施。交易商协会也迅速响应，制定并
发布《关于推出科技创新债券构建债市

“科技板”的通知》，创新推出科技创新债
券，围绕四个方面，激发科技创新动力和

市场活力。与此同时，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通知称，即
日起全额减免银行间债券
市场境内成员以科技创新
债券为标的的现券买卖交
易手续费，减免期为2025

年至2027年。
至此，由多部门协同推进、多层面共

同发力的政策“组合拳”，将成为支持科技
创新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专家表示，这
股合力不仅体现出对科技创新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的精准“把脉”，更切实降
低了这些企业的融资成本，助力其在技术
研发、成果转化、市场拓展等关键环节“轻
装上阵”；同时，通过创新债券产品与机
制，也极大丰富了债券市场的产品供给，
吸引更多投资者入场，有效提升了债券市
场的活跃度与资金配置效率。

银行“争食”科创债券

科技创新债券相关政策密集出台
后，银行积极抢筹布局。5月12日，记者
梳理发现，目前已有国家开发银行、工商
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
通银行、邮储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
兴业银行、浦发银行、杭州银行、南京银
行在内的十余家银行公布了发行、承销
或投资科技创新债券的情况，拓宽科技
创新企业融资渠道，为债券市场“科技
板”蓄力赋能。

浦发银行表示，该行通过承销、投资
以及发行科技创新债券等方式，助力债
券市场“科技板”建设，于5月12日簿记
发行第一期科技创新债券，期限3年，发
行规模不超过150亿元，募集资金将专项
用于科技创新领域业务。

杭州银行5月12日发布公告称，该
行2025年科技创新债券于当日发行完
毕，发行规模为50亿元，品种为3年期固
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为1.67%。募集资
金将通过贷款、债券等多种途径，专项支
持科技创新领域业务。

“科技创新债券的推出主要为了破
解科技创新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通过定向支持研发投入、成果转化和产
业升级，为科创企业提供稳定的资金支
持。”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洪言表示，
相较于传统融资渠道，这类债券的优势
体现在政策协同性强、融资成
本更低、资金用途更聚焦也更
灵活。例如，政策层面通过手
续费减免、风险分担机制等降
低发债成本；同时允许分期发

行、简化信息披露，更适配科技项目
长周期、高风险的特点。此外，债券
市场“科技板”的构建丰富了产品供
给，有助于吸引更多投资者参与，提
升市场活跃度。

科技创新债券推出后，多家机构
积极参与。除直接发行科技创新债
券外，银行亦展开承销大战，例如，农
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
行、光大银行、南京银行均披露了承销科
技创新债券的情况。例如，中国银行表
示，该行于5月9日协助立讯精密、吉利
控股、牧原股份、上海新微等科技型企业
和股权投资机构以及部分金融机构在银
行间市场成功完成首批科技创新债券承
销发行，规模共计385亿元。在首批公告
发行的36个科技型企业、股权投资机构
类项目中，该行担任主承销商项目16个。

薛洪言认为，银行参与科技创新债
券的承销、投资和发行，既是落实国家支
持科技创新战略的体现，也有助于拓展
自身业务空间。当前银行多以承销科技
创新债券为主，主要因承销业务风险较
低，且银行在传统债券承销领域经验丰
富，在政策起步阶段更容易落地。

多家券商火速出击

作为资本市场中的核心中介机构，
券商积极响应政策号召，火速开展科技
创新债券相关发行工作。目前已有中信
证券、国泰海通、华泰证券、中国银河、中
信建投、招商证券、平安证券等11家券商
陆续发布拟发行科技创新债券的相关公
告，首期合计拟发行金额达167亿元，体
现了“券商速度”。同时，记者从业内获
悉，还有多家券商正在筹备科技创新债
券的发行。

从上述11家券商拟发行债券的具体
情况来看，招商证券本期债券发行规模
不超过50亿元，分为两个品种，品种一期
限为2年，利率区间为1.3%至2.3%；品种
二期限为3年，利率区间为1.4%至2.4%。

中信证券、国泰海通、中国银河分别
拟发行不超过20亿元科技创新债券。其
中，中信证券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
20亿元，分为两个品种，其中品种一债券
期限为2年，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1.3%
至2.3%；品种二债券期限为3年，票面利
率询价区间为1.4%至2.4%。国泰海通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20亿元，分为
两个品种，品种一为3年期固定利率债
券，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1.4%至2.4%；
品种二为10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
率询价区间为1.6%至2.6%。中国银河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20亿元，债券
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预设区间为1.4%
至2.4%。

中信建投、平安证券、国联民生分别
拟发行不超过10亿元科技创新
债券。其中，中信建投本期债券

发行规模不超过10

亿元，债券期限为3年。平
安证券本期债券发行规模
不超过10亿元，分为两个
品种，其中品种一债券期限为2
年，票面利率簿记建档区间为
1.5%至2.5%；品种二债券期限为3年，票
面利率簿记建档区间为 1.6%至 2.6%。
国联民生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10亿
元，债券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询价区间
为1.5%至2.3%。

个人投资者能买吗？

为提高市场投资积极性，人民银行
鼓励金融机构、资管机构、社保基金、企
业年金、保险资金、养老金等资金积极参
与投资，鼓励创设与科技创新债券指数
以及与相关指数挂钩的产品，引导扩大
投资者范围。

科技创新债券发行火热，也让不少
个人投资者“跃跃欲试”。记者注意到，
社交平台上关于科技创新债券的讨论
中，有部分用户提出疑问，个人投资者能
买吗？有哪些具体要求？

结合实际发行情况，多只科创债券
的发行机构在募集说明书中均有提到，
发行对象为专业机构投资者或专业投资
者。冯琳进一步解释，银行间债券市场
仅限合格机构投资者参与，普通投资者
理论上可以在交易所认购及交易公司
债，但限制条件比较高，例如仅限面向普
通投资者公开发行且资信状况符合规定
要求的公司债，但可以择券的范围有限。

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执行总监冯琳
指出，根据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办法》（2022年修正），自然人要成
为交易所市场的专业投资者，需要满足以
下条件：金融资产不低于500万元，或者
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
具有两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
汇等投资经历，或者具有两年以上金融产
品设计、投资、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
或者属于符合规定的专业投资者的高级
管理人员、获得职业资格认证的从事金融
相关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律师。

“因此，个人投资者直接到交易所认
购、交易科创债的门槛高、难度大。”冯琳
表示，“不过，政策鼓励创设科技创新债
券指数以及与相关指数挂钩的产品，个
人投资者可以购买科技创新类债券ETF
等金融产品，间接参与科创债投资。”

科技创新债券
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在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发展核心驱
动力的当下，债券市场正为科创企业注
入强劲动能。2022年5月份，沪深交易
所和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分别
依托前期实践经验，同步升级推出科技
创新公司债券与科创票据。这两类创
新型金融工具，以灵活的融资架构和精
准的政策设计，有效破解科创企业融资
难题，为其研发投入、成果转化与产业
升级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

根据相关通知，金融机构、科技型
企业、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和创业投资
机构（以下简称“股权投资机构”）等三
类机构可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具体来
看，在交易所市场方面，新增支持商业
银行、证券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
金融机构作为科技创新债券发行主
体；在银行间市场方面，科创债发行主
体包括科技型企业和投资经验丰富的
股权投资机构。

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执行总监
冯琳表示，这将拓宽金融机构科技贷
款，债券、股权和基金投资的资金来
源，增强金融机构支持科技型企业全
生命周期、各类型融资的能力，撬动
更多金融资源投向科技创新领域。
同时，新增支持股权投资机构募集资
金用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设立、扩
募等，有助于带动更多资金投早、投
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同时，新的支
持政策下，未来对于科技型企业的发
债支持力度也将加大。

除此之外，在发行管理与成本控
制上，此次政策升级也展现出显著的
减负效果。例如，支持发行人根据资
金使用特点，灵活分期发行。简化科
技创新债券信息披露规则，发行人可
与投资人约定豁免相关披露信息等。

中证鹏元研发部资深研究员张琦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政策支持发行长期债券并允许分期发
行，可更精准匹配科技项目的不同阶
段资金需求，避免“短借长投”带来的
流动性风险。此外，信息披露简化有
利于减轻科技企业特别是初创期企业
的信息披露负担，有助于提升其发债
积极性和可操作性。

据北京商报、证券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