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业银行昆明分行服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典型案例

案例 1 “商行+投行”组合拳 赋能企业创新发展

为服务“专精特新”企业，兴业银行昆明分行打出了一

套“组合拳”，围绕平台建设、政策扶持、产品创新等方面

持续发力，切实提升金融服务能力，赋能企业创新发展。

在经营模式上，推动经营模式从“坐商”向“行商”的

转变，管理部门当好战略支援部队，“搭平台、建场景、下

沙盘”，业务指导有的放矢。

同时，经营机构当好地面部队，重心下沉，按图索骥，

深入走访企业，以企业个性化需求对标科创企业产品库，为

科创企业量身定制金融产品。

该行不断更新迭代“芝麻开花·科创小巨人”培育计划，

发挥兴业银行集团多牌照经营优势，综合运用“商行+投行”

综合金融工具，实施“主办银行式”管理和服务。

同时，联合政府机构、股权投资机构、证券中介机构等

多方优势资源，共建合作联盟，共建科创金融服务生态圈，

培育和扶持中小科技创新型企业成长上市。

结合地方实际，兴业银行昆明分行创新推出多个应用

“技术流”的创新产品。比如“科创云贷”是为科技型小微

企业提供的全线上、纯信用授信。

比如，针对成长期科技型企业推出的“投联贷”产品，

纯信用，聚焦合作投资机构已投企业实施“跟贷”。



在云南某菌类生物科技公司的食用菌大棚里，一团团、

一簇簇金灿灿的“小脑袋”聚生在菌棒上。这种新型食用菌

叫金耳，因为营养价值高，目前广受欢迎。

这家公司拥有我国目前唯一的金耳工厂化生产线，但负

责人李先生却显得有些忧虑，公司向两家银行申请的贷款都

被拒绝了。

虽然拥有了金耳生产的“芯片”，但需要流动资金扩大

生产，突破从研发到生产的瓶颈，将年营业额 600 万元扩张

到 1000 万元营收以上。

“公司前期着重于研发，现在亟需补充流动资金扩大生

产，但是银行不给贷款。”李先生很担心，抢时间就是抢利

润，如果资金不足就会错失良机。

兴业银行昆明分行的“投联贷”，为这家公司伸出了援

手，提供信用贷款 300 万元。此举犹如“及时雨”，像新鲜

血液注入企业机体，浇灌出科技创新和企业发展之花。

案例 2 多元化金融服务 助力企业做大做强

厚植科创基础，培育“专精特新”。近年来，云南在“专

精特新”领域培育了一批有特色、有竞争力、高成长性的领

军企业和优势企业。

兴业银行昆明分行认真贯彻扶持“专精特新”企业的精

神，完善敢贷、愿贷机制，提升能贷会贷能力，更好地服务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金融支持是激发中小微企业活力、助推中小微企业成长

壮大的重要力量。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科创企业

来说，资金就是企业发展的“米”。

从一家地方小型企业跻身至云南省“金种子”企业名单，

并有望登陆新三板创新层，云南 XX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

展的背后，离不开兴业银行昆明分行科创金融的鼎力支持。

云南 XX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专注于新材料研发

和生产的高科技型创新企业，公司两位创始人也是国内混凝

土无碱速凝剂的专利发明人，填补了国内细分行业产品空白。

受制于工业园区土地历史遗留规划问题，云南 XX 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至今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也无法办理房屋

产权证，导致担保措施缺失，无法满足其日益增长的资金需

求。

兴业银行昆明分行普惠金融部召开支持“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部署会，得知凯威特公司这一情况后，积极跟进，反

复探讨。

通过跨部门协作，兴业银行昆明分行最终以担保公司损

损失分担的担保模式，成功为云南 XX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 1000 万元，解决了发展资金不足问题，为其入选云南

省“金种子”企业名单打下了坚实基础。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科技产业化、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金融数字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



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

案例 3 “技术流”+创新担保方式 解决涉农企业融资难

云南 XX 乳业集团是云南一家集牧草种植、奶牛良种体

系养殖、乳制品研发和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民营企业集

团，下属云南 XX 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和云南 XX 牧业股份有限

公司两家企业，经过近三年发展，目前已成为滇南地区最大

的保鲜奶加工企业和西南最大的标准化牧场。由于畜牧行业

的特殊性，从事畜牧业养殖的企业和个人资产主要为家畜，

也面临无固定资产抵押的贷款难问题。

业务模式：1、活体抵押：依托总行“生物资产数字化

监管平台”抵押和保险公司财产保险，通过“兴牛贷”产品，

使用公司名下 6000 余头活牛作为抵押担保。依托物联网技

术，为每一头奶牛定制了专属的数字耳标，耳标上的芯片可

对奶牛的体温、活跃度、运动量等生命体征进行多维监控，

实时经由互联网上传至系统，并通过区块链技术形成唯一性

数字化标识，实现奶牛状态的在线监控、奶牛数量的在线盘

点以及奶牛遗失的自动告警，形成精准的“数据资产”。有

了“数据牛”的精准监控，生物活体融资担保难题迎刃而解。

在降低银行贷后检查成本的同时，也帮助养殖户盘活了传统

的生物性资产。

2、技术流评价模型：该笔业务叠加兴业银行科创金融



“技术流”评价，从企业知识产权、研发投入、研发团队实

力、产学研情况等 17 个维度定量评价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并以此构建差异化审批模型，打破了传统以企业经营情况为

唯一判断依据的准入模式的束缚，为企业提供全面画像、精

准授信，助力企业将“技术流”变为“资金流”。

仅用时一个月完成 2.1 亿的贷款获批，是目前 XX 乳业

集团有史以来获批时效最快、金额最大的贷款，标志着云南

省区域市场单笔授信金额最大的“活体抵押”业务正式落地。

商业银行必须突破传统做法，提升专业能力，加大金融

对科创企业的支持力度，方能在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

“这既是牢记“国之大者”、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举措，

也是商业银行寻找第二增长曲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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