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保险的服务群体主要是科技企业，是针

对科技企业在研发、生产和销售过程中面临的一

系列风险而提供的保险服务。科技保险与普通的

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不同，既可以承保科技企业

或研发机构在研发、生产、销售、售后以及其他经

营活动任一环节的风险，也可以组合承保或全过

程承保。

近年来，为降低科技企业的创新风险和融资

成本，充分发挥科技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

作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山东、广西、云南等

地均在持续开展科技金融保费补贴工作。

山东省下发《关于加强科技财政金融协同服

务企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指出建立科技

保险服务体系，并从保费补贴、保险共同体等方面

给予大力政策支持。同时，支持保险机构结合全省

重点创新链条环节、科技型企业需求，开发设计“鲁

科保”系列专属科技保险产品，对于首年度购买“鲁

科保”产品的科技型企业，省财政最高按照保费的

50%给予补贴，以后年度按不超过实际支出保费的

30%给予补贴，每家企业每年最高补贴30万元。

2022 年 5 月，云南省科技厅发文表示，17 家保

险机构共 273 个险种纳入科技保险险种保费补助

范围，供科技型企业自愿选择，分担分散其科技创

新创业风险。其中，根据保险机构意愿，有15家保

险机构、252 个险种纳入省级科技创新券支持范

围，科技型企业可使用省级科技创新券方式购买

252个险种。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等联合印

发的《广州市加大力度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的若

干措施》提出，发挥科技保险保障作用，支持保险

公司推广研发费用损失险等科技保险以及发展专

利保险等新型保险，鼓励保险公司推出、推广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综合保险、重点新材料首批次

应用综合保险、软件首版次质量安全责任保险。

鼓励保险公司在广州设立科技金融事业部或专营

部门，提升科技型企业服务能力。

在基础险种之上，深圳市五部门在《关于金融

支持科技创新的实施意见》中指出，鼓励符合条件

的保险公司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出口信用保险，持

续优化线上投保关税保证保险。鼓励有条件的区

开展科技保险风险补偿试点。此外，支持有条件

的区探索建立科创金融服务中心，鼓励入驻的银

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针对重

点科技型企业、科技人才的融资需求，创新开发特

色金融产品。

多地出台科技保险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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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向各地监管局、各类金融机构下发《关于金融支持恢复和扩大消费的通知》，要求提升重点行业保障水平，开发科技保险产品，

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近期，山东、广州、深圳等地也集中出台相关文件，支持保险公司推广各类科技保险和新型保险产品，提升对科技型企业的服务

能力和投资力度。

科技保险作为保险业的新兴领域，正在不断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从各地最新出台的政策来看，科技保险在完善支持科技创新体系、开发专属产品、强化

风险保障等方面被寄予厚望。

随着科技企业需求多样化，科技保险种类逐步

丰富，但我国科技保险总体发育速度仍滞后于科创

产业发展需求。研究表明，科技保险发展滞后主要

体现在科技保险覆盖率较低、科创企业保险意识不

强、全周期科技保险产品创新动力不足三方面。

对于如何进一步推动科技保险加快发展、做

优做强，一位资深保险业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应强化科创产品服务创新，提升科创融资增

信、风险管理保障需求适配性。

“目前，科技保险产品服务较传统化、分散式，

且侧重成熟期企业，偏重经济补偿、增信功能，而

资金融通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该业内人士表示，

为此，要树立全生命周期保险服务理念，围绕科技

创新中的研发风险、成果转化风险、市场推广风险

等，根据不同产业创新痛点，提供差异化、全流程

的保险保障。

有业内专家建议，科技企业应加强与科技保

险机构合作，配合提供相关经营数据，以便科技保

险公司设计出更符合科技企业特性的保险产品。

同时，为应对创新可能带来潜在的巨大风险，可强

化对科技保险再保险机制的研究。

此外，科技保险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其健康

快速发展不能只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还需要政

府的政策扶持。当下，各地普遍采用仅基于险种

分类的级差补贴政策，适用范围侧重于高新技术

企业，而普通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面临的风险

尚未纳入科技保险范畴。为激发科技企业投保积

极性，应优化当前同质化的财政补贴政策，在险种

分类基础上统筹考量企业在成长性、资产规模、创

新等级等方面的异质性特征，实施更加差异化的

科技保险保障方案、更加适配的补贴政策。同时，

应扩大普通企业创新风险保障政策享受覆盖面，

增强中小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动力。

□本报记者 李彩红/综合报道

深耕全周期风险保障创新

从实践层面来看，近年来，保险业从产品和资

金两端发力，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科技保险险种超过 20 个，覆

盖科技企业产品研发、知识产权保护、贷款保证等

多个方面，助力提高科技企业的风险保障水平。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17~2020 年，科技

保险为相关企业和机构提供风险保障超 1.79 万亿

元，累计支付赔款超22.63亿元。

目前，科技保险主要涵盖三大类：一是针对研

发过程，如为研发过程中经济损失及人身伤害责

任等风险提供保障；二是针对产品，如为科创型企

业相关产品进入市场和推广应用提供保障；三是

针对融资，如为科创企业提供贷款保证险等。

有险企瞄准小微科创企业市场服务空白，推

出标准化保险产品“科研保”，充分利用线上化手

段投保，借助企业服务生态资源，高效接触包括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在内的科技型创新企业，满足科

技企业研发风险分散的需求。

为鼓励企业研发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新材

料及首版次软件，减少企业创新过程中的风险损

失，相关部门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支持“三

首”保险（即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

首版次软件）的补偿机制试点工作，引导保险公司

创新险种，扩大保险范围，提供保险服务。

目前，“三首”保险保障成效初显。例如，中国

人保运用保险机制服务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

控能力，研发推出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首

批次新材料应用保险、首版次软件质量安全保险

等行业专属产品。

在战略布局方面，越来越多的险企将数字化

转型列入企业发展规划中，头部险企更是争先设

立科技子公司，通过强化自身科技属性反哺科创

企业发展。例如，中国人保旗下人保科技于 2022

年 1 月正式成立，注册资本 4 亿元，已成为助力打

造集团核心科技人才队伍与科学规划技术架构的

强有力支撑。

建立科技保险服务体系

多地发布科技保险新政
为科技创新“保驾护航”

科技创新面临很多未知的风险与困境科技创新面临很多未知的风险与困境。（。（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