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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科技企业融资难是阻碍其发展的主要原因，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是解决农业科技企业融资难的一条重要 

途径。从知识产权质押风险的角度切入，针对农业科技 企业知识产权质押风险进行分析，并辅以案例说 明，提 

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路径，并从各方参与者的角度时如何减小融资过程中的风险提出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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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ledge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solve the challenges agricuh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 

gY corporations have to face because of their low financing capability．This article critical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isks ot’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pledge within agrit：uh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iorises．Furthermore，sugges— 

tions will be recommended to related enterprises for their improvement o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p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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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农业科技企业是指在现代农业产业领域内能够 

持续进行技术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拥有企业 

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对提升特色农业产业水平和规 

模、促进当地农民增收具有较强示范和带动作用的 

企业。该类企业与一般企业的根本区别在于农业科 

技企业拥有核心 自主知识产权并能够向社会提供技 

术含量较高的商品或服务，具有高风险、高投入、 

高增值的特性。目前我国农业科技企业以rf1小企业 

为主，资金短缺是其成长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 

而由于其自身规模小、抵押物不足等因素难以获得 

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在此背景下，各地积极探索 

科技型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融资方式，通过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的企业开始增多，为企业的发展增添 

了动力，但是融资规模仍然不大。根据国家知识产 

权局公布的信息，自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开展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 作以来 ，全国专利权质押合同登 

记量连续 5年保持高速增长，我国共办理商标权质 

权登记申请1 869件，帮助企业融资664．6亿元，其 

中仪去年的商标权质押融资金额就达到了214．6亿 

元，质押金额年均增长78．8％，涉及专利数量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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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98．71％，全国实现 2 073项质押贷款项目，涉 

及7 326件专利，质押金额合计 385．7亿人民币  ̈。 

2012年我国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规模进一步扩大， 

专利 、商标、版权全年分别实现质押融资金额 141 

亿元、214．6亿元、27．51亿元。企业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从 2008年开始到 2012年呈现上升趋势，2013 

年有所回落，其中农业科技企业知识产权质押数量 

占总体知识产权质押数量仍然较小。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做好 2013年 

信贷政策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缓解农业科技企业 

融资难问题，着力促进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这一 

意见对于农业科技企业融资问题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我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情况来看，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从 2008年开始持续上升，这说明知识产权质押 

在我国是具有非常大的市场和发展潜力的；但是 

201 3年知识产权质押件数环 比下跌 了 69．63％。 

201 2年农业科技企业知识产权质押件数占总知识产 

权质押件数的2％，而 2013年这一比值是 3％，说 

明农业科技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呈现上升的态势。 

但足由于地域和产业结构转型等因素，制造业、IT 

行业等知识密集型行业更容易获得资金，这使得农 

、 科技企业知识产权融资的规模占整个知识产权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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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规模的比重微乎其微，并且从 2008年到 2013年， 

相较于知识产权质押总体规模的增加并没有明显的 

波动。 

近年来很多学者也对知识产权质押问题进行了 

深入研究，如姚王信等 通过因子分析法对知识产 

权融资能力进行了评价，认为公司业绩评价总指标 

与代表传统融资方式相关的生产能力 、管理能力和 

市场化能力联系紧密，而与代表知识产权融资方式 

相关的知识产品经营、融资风险和知识产权能力的 

联系较弱；肖尤丹等 对知识产权融资的信托机制 

进行了研究，并对信托融资的保障机制和知识产权 

证券化的基本模式进行了探讨；凌辉贤 提出以质 

押贷款和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为主的融资模式；彭 

飞荣等 对保险法进行初步设计并提出建立化解知 

识产权融资风险的保险制度，以此促进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的发展；袁汝兵等 根据北京 10个远郊区县 

的40余家涉农企业调研结果，并依托统计数据和典 

型案例分析了企业加速技术创新的 5种主要模式； 

秦亚丽 认为构建多样化融资方式、加强信用环境 

建设 、建立健全农村金融市场是突破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的突破口；李琳 认为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和建 

立健全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都是防范潜在风险的 

方式；耿明英 对交通银行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 

务 “展业通”的风险控制创新模式进行了分析；张 

伯友_l。。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的分布控制进行了 

讨论，通过将中小企业经营风险和各类知识产权风 

险类别分梯次分解，由相应部门分阶段、分步骤地 

加以控制和化解，目的在于降低各个环节的风险。 

国外方面，Bezant M 基于 A~hur Andersen对知识 

产权的研究来考虑经济金融的问题，并从借款人和 

贷 款人双 方 的角度对 知识产 权融 资提 出建议； 

Nwauche ES 对非洲地区两种知识产权系统对知识 

产权的保护进行了研究；Verma S K 13j通过与发达国 

家比较，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融资方面应当 

转换思维模式，认识 到知识产权 的价值；Samuel 
Dofitl14 3从金融、融资模式、法律的角度分析了知识 

产权的价值。 

无论是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现状还是从已有的 

文献研究来看，大多是关于非农领域科技型企业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问题的研究，而针对农业科技型企 

业知识产权质押模式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 

针对农业科技企业的自身行业特点，探讨其知识产 

权质押融资的途径及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农业科技企业知识产权价值风险及融资困境分析 

知识产权是一种无体财产权，其特点是专有性、 

时问性 、地域性、法律确认性，因此相对于一般意 

义的不动产抵押融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有其特殊 

性。农业科技企业知识产权包括商标权、专利权、 

非专利技术等，其价值大小和实现程度直接决定着 

质押融资的风险。对于高新技术的涉农企业，高新 

技术主要体现在产品和生产过程中，知识产权在一 

定程度上对于企业来说是独有的，这就为评估该企 

业知识产权的价值带来了困难；另一方面，农业技 

术更新发展是比较快的，这会使用于质押的现有技 

术加速折旧；再次，对于知识产权这类流动性较差 

的资产，我国现阶段缺乏成熟的无形资产交易市场 

进行拍卖，这些都形成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客观 

困难。 

2．t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风险 

衡量一家农业科技企业发展前景的重要指标之 
一 是看其 自主知识产权经济价值的高低。农业科技 

企业的商标权、专利权评估价值是商业银行开展质 

押贷款业务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在向银 

行申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之前，首先要聘请专业资 

产评估机构对贷款期间知识产权价值进行评估，但 

是由于农业科技企业 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专有性和价 

值的潜在性，缺乏同类知识产权的比较，加之我国 

专利等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不健全，这无疑给企 

业知识产权经济价值的公正评估带来了潜在风险。 

2．2 知识产权的保值增值风险 

农业科技企业具有以技术为主的要素结构特征， 

没有技术创新，其生存与发展也就失去了基础。随 

着科技发展和农业技术进步的不断加快，不可避免 

地会带来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替代。由于农业科技企 

业本身就是依靠专利技术占有市场获取利润的高风 

险行业，一旦在质押贷款发放后，企业的核心技术 

被取代，专利技术必然会贬值，商业银行遭受风险 

的概率大大增加；同时知识产权的价值体现在未来 

的现金流上，知识产权可否创造或实现应有的市场 

价值并产生稳定的现金流，决定了商业银行贷款的 

第一还款来源的可靠性。 

2．3 知识产权 的处置风险 

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正处于创建阶段， 

市场交易机制不健全，同时，知识产权的处置风险 

是和农业科技企业高度的资产专用性密切相关的。 

专利技术作为一种专门属性的财产运用于特定的生 

产过程，这就失去了进一步用于其他生产过程的可 

能。在农业科技企业中，以专利技术为主的知识产 

权作为一种专用性财产，只有运用于特定的生产用 

途它才有价值。当企业经营状况不佳，银行无法定 

期从企业获得预期的现金流时，银行有权利对质押 

的知识产权进行处置，然而困难就在于资产的专用 

性会使知识产权的流动性减弱，并且市场缺乏完善 

的知识产权交易平台。 

2．4 法律风险 

知识产权的专有性较强，无论是在有效性审查、 

办理质押登记、风险资产变现等环节均有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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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银行临潼支行 200万元的贷款，解决了企业的 

融资需求，盘活了无形资产。 

新天地草业集团如果想进一步获得更多的银行 

贷款，可以有两种方法：(1)用其它 6项知识产权 

进行质押进一步扩大其贷款份额。一般情况下，用 

于质押的知识产权数量越多，可以减少商业银行的 

风险；如果企业破产，多项知识产权在清算时的优 

势大于单个知识产权。(2)知识产权和固定资产捆 

绑一同获取商业银行贷款。一旦企业破产需要拍卖 

知识产权时，因为知识产权专用性较强，有可能价 

值被低估，这时如果有固定资产作为商业银行抵押 

物，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商业银行的损失，弥补 

知识产权作为无形资产在质押过程中的缺陷。具体 

如图 3所示 

l。．．．．，．．．． ，．．．．．．．．，．．．．．． ．．．． ．．．，．． ．。j 

图3 新天地草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模式 

4 推进农业科技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对策 

针对我国知识产权融资活动正处于成长阶段的 

现实，必须在政府的引导下，突出银企合作等关键 

性措施，以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健康发展。 

4．1 强化政府引导，创建知识产权融资发展的良好 

环境 

鉴于知识产权融资活动正处于成长阶段，政府 

要利用对当地农业科技企业信息熟悉的优势搭建银 

企交流平台，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发展前景较好 

的企业推荐给商业银行，这样可以节约商业银行筛 

选优质企业的成本；同时，政府应当运用财政收入 

大力开展知识产权担保贷款活动、建立健全知识产 

权抵押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开展完善知识产权交易 

平台等方式，联动评估机构、担保机构、知识产权 

管理机构等相关组织的有效合作，为银行积极开展 

多种形式的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创造 良好的 

环境条件。 

4．2 加强企业供应链建设，拓展企业融资途径 

农业科技企业是农业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核心环 

节，不论其处在产业链的上游 、中游还是下游，供 

应链金融是其取得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另一武器。 

根据预期收入理论，贷款并不能自动清偿 ，贷款清 

偿依赖于借款者同第三方交易时获得的收入，贷款 

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取决于借款者的预期收入 。对 

于农业科技企业而言，如果其在一定时期内有稳定 

的销售收入，也就有了贷款的偿还来源；同时，由 

同一条产业链上的大企业为其提供融资担保将易于 

获得商业银行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因此，与传统 

的融资模式不同，供应链金融并不静态观察单个企 

业的风险，而是对整个产业链条进行风险控制，这 

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还能节 

约银行 的监管成本，有利于银行从整体上来控制 

风险。 

4．3 商业银行要尽快建立较为完善的无形资产质押 

贷款业务管理体系 

在强化银企信息沟通的基础上，商业银行应建 

立健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全程监管体系，包括贷前 

对农业科技企业质量甄别及质押物价值评估、贷后 

企业对资金运用及贷款偿还能力状况跟踪监测等， 

确保贷款用在技术开发、扩大生产等方面，防止企 

业将银行贷款用于其他高风险投资方面。同时，针 

对企业无形资产多样性的特点，开发创新系列化的 

质押贷款品种，并通过建立合理的无形资产价值评 

估机制和贷款定价机制，强化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风 

险控制。 

4．4 加强农业科技企业信用建设 

企业的信用问题是阻碍银行放贷的原因，由于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存在，加强信用建设将 

为农业科技企业获取质押贷款增加筹码。为此，一 

方面，农业科技企业要不断完善自身信用体系建设；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要充分利用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等多方面的信息资源，建立农业科技企业信用评级 

体系，以评级结果作为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发放的一 

个考量标准，并运用奖惩机制促进银企合作的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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