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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背景下，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战略焦点，数字金融

作为技术创新与资本对接的核心纽带，其赋能作用至关重要。本文基于新质生产力视角，分析数字金融

助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机制与路径。研究指出，当前面临产学研转化低效、传统融资体系与技术创新

风险错配引发的融资约束等挑战，数字金融能够通过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构建覆盖研发、转化、市场

化的全周期金融支持体系，破解信息不对称，提升风险包容性。并提出推动数字金融与产学研深度融合、

提升数字金融普惠性的政策建议，助力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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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gr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digital economy, breakthroughs in 
key core technologies are the strategic focus of enhancing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Digital finance, 
as the core link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apital docking,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empow-
ering.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echanisms and paths through which digital finance can help break-
through key core technolo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Research has pointed 
out that currently facing challenges such as low efficiency in industry university research transfor-
mation, financing constraints caused by the mismatch between traditional financing system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isks, digital finance can build a full cycle financial support system cover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and marketization through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and blockchain, crack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enhance risk inclusiveness. And put forward pol-
icy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finance and industry university re-
search, and enhance the inclusiveness of digital finance, in order to help China achieve breakthroughs 
in key core technologies. 

 
Keywords 
Breakthrough in Key Core Technologies, Digital Financ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全球数字经济浪潮下，关键核心技术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其突破已成为大国竞争的战略制高

点，而数字金融作为连接技术创新与资本供给的核心纽带，正重构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数字金融是指

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通过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据要素重构金融产品、服务模

式及基础设施的金融形态。数字金融概念的第一次使用是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区

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区块链技术应用已延伸到数字金融、物联网、

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易等多个领域”(源自“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求

是网)，要求“推动区块链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解决中小企业贷款融资难、银行风控难、部门监管难等

问题”。2022 年 1 月，国务院《“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首次将数字金融明确定义为独立金融业

务形态，纳入“重点产业数字化转型”核心范畴，并提出“规范有序创新、严防衍生风险”的监管基调，

标志着我国数字金融从技术辅助工具向战略性业态的范式跃迁。随后，原银保监会《数字化转型指导意

见》细化实施路径，强调“构建数字金融新格局”并重点发展产业数字金融，推动金融资源精准对接实

体经济转型需求。 
新质生产力是国家目前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运用的主要指标之一。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

江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源自第一观察|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到“新质生产力”——央广网)。此

后，新质生产力被正式写入中央文件。随着科技进步，传统生产力体系正逐渐显现出瓶颈。一方面，资

源消耗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环境危机与生态压力迫使全球经济寻求绿色化转型；另一方面，人口红利

逐步消退，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陷入增长乏力的困境。与此同时，技术加速迭代、新兴产业不断涌现，

传统生产力的范式已不足以支撑新时代的需求，社会急需新的生产力形态来驱动可持续发展。所以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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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应运而生。其核心特征在于“新质”，即通过技术革命和要素重组形成的发展新路径和新范式。

2024 年 1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

发展。通过政策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从而加速大部分企业转变为高新技术企业，进而形成以创新

驱动、数智赋能和绿色低碳为特征的经济体系新格局(源自“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

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网)。 
新质生产力实质是创新驱动的生产力质变，其本质是摆脱传统依赖资源消耗的增长模式，转而以数

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共享化为特征，形成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的新型生产力形态。从内涵上看，新

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如人工智能、区块链)、要素创新性配置(数据替代传统资本)、
产业深度升级(智能制造、数字农业)，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从外延上则覆盖技术、产业与社会三个

维度，既包括低空经济、数字农业等新兴领域，也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并通过共享经济、普惠金

融优化社会资源配置。而科技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数字金融通过优化

资金配置、赋能研发创新和加速技术产业化，助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基于此，本文以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为研究对象，探究新质生产力视角数字金融如何赋能关键核心技

术突破，为我国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供理论支持。 

2. 文献综述 

2.1. 国内文献综述 

数字金融是依托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数字技术，深度融合金融业务场景而形

成的新型金融业态。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数字金融如何赋能企业技术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数字

金融的普惠金融效应，促进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壮大[1]。金融机构通过数字普惠

金融创新，可以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的各类中小企业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和全产业链条的金融服务，

赋能科技创新。数字金融的普惠效应通过数据穿透式服务与全产业链金融协同，显著降低新兴产业的融

资门槛与创新成本，加速技术孵化与产业规模化进程。接着指出数字金融增强高新技术产业韧性[2]，数

字金融发展不仅对本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链韧性增强有推动作用，还有助于相邻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链的韧

性增强。韧性增强对高新技术产业链模块化与精确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金融机构运用大数据风控模型

实时追踪技术研发动态(如专利引用率、研发团队流动率)与市场波动信号(如技术替代曲线、产业链库存

周转率)，提前预判并分散技术路线失败风险；同时依托区块链构建跨地域的供应链金融协作网络，当突

发性冲击导致局部产业链中断时，可迅速通过智能合约自动触发替代供应商融资方案，保障核心技术的

持续攻关。同时政府通过数字金融进行数字化转型发展会带动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提高企业创新决策

和运营效率，助力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促进技术创新[3]。接着数字金融可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4]。 
当前，数字金融作为技术驱动的新型金融范式，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赋能机制尚未被充分探讨。

事实上，数字金融通过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路径，正在重构技术创新的动力体系。数字金融通过驱动产业

链协同与韧性提升，加速核心技术从实验室向产业链的渗透，但需注重区域差异化策略。另外有学者实

证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碳排放效率释放的“绿色红利”，本质上是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效率激活

技术创新的外部性价值，这与新质生产力强调的“绿色化驱动技术质变”内核深度契合[5]。而数字金融

通过“适宜性技术创新”驱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其效应因区域经济特征而异[6]。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现有文献对“关键核心技术”

的界定普遍聚焦于其战略性和不可替代性。有学者将其定义为“维护国家安全、支撑产业竞争力的底层

技术，具有高壁垒、长周期和系统集成特征”[7]；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实现路径，现有研究表明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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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于三类核心路径的协同推进：其一，逆向学习与正向创新的迭代循环。技术追赶初期通过逆向工程

快速吸收外部知识(如芯片制造设备拆解分析)，但需跨越“模仿陷阱”，转向正向创新的系统性攻关[7]。
其二，技术融合与网络动态性的动态平衡。研发网络的适度动态性(如人员流动、跨领域合作)可促进知识

重组，但需以技术融合深度为锚点，避免过度碎片化[8]。其三，制裁压力下的本土生态重构与开放创新

协同。外部技术封锁倒逼本土替代(如芯片国产化)，但需以国际标准参与补充闭环研发。例如，中国 5G
技术通过主导 3GPP 标准制定，既实现核心专利自主化，又保持全球产业链嵌入[9]。上述路径共同指向

技术突破的核心逻辑——在逆向积累中培育原创能力，在动态协同中优化创新生态，在自主可控中拓展

全球合作，最终实现“突围–迭代–引领”的阶梯式跨越。 

2.2. 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研究从新质生产力角度分析数字金融对核心技术突破作用的较少，有学者认为数字金融驱动技

术创新的逻辑扩展是数字金融的金融包容性与技术普惠性协同。数字金融服务通过提升金融素养与资本

可及性，显著促进环境可持续性与体面工作，其核心机制在于金融包容性降低了技术创新的社会门槛[10]。
中小微企业(MSMEs)管理者的数字金融素养(包括知识、态度与行为)是金融科技采纳的关键中介变量，而

传统“商业经验”对技术采纳的直接影响被弱化[11]。与国内研究聚焦“政策–技术”驱动不同，国外研

究更强调“人本化”技术赋能逻辑——即数字金融需通过提升主体能力(如金融素养)实现技术普惠，这

对我国“新质生产力”强调的“人力资本适配性”具有重要启示。从技术生态视角指出，关键核心技术

不同于通用技术的广泛适用性，其突破需依赖特定创新生态的支撑[12]。数字金融可以赋能新质生产力的

发展，给企业的创新生态升级发展，从而帮助核心技术完成突破[13]。 

2.3. 文献述评 

综上可知，目前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于数字金融和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研究成果已经颇为丰富，为本文

的行文研究提供了重要且牢固的文献支撑。但鲜有学者从新质生产力视角探讨数字金融赋能关键核心技

术突破，并且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赋能机制尚未被充分探讨。因此，本文通过新质生产力视角，立足

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驱动、绿色化导向、融合化协同，通过解构数字金融赋能关键核心技术的理论逻辑、

实践梗阻与制度创新路径，旨在为构建“科技–金融–产业”良性循环提供学理支撑与政策镜鉴。 

3. 数字金融赋能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现实困境 

3.1. 企业科技研发不足，成果转化效率低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表示，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中的重要环节，只有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

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才能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我国目前创新体系

可分为“三元串联协同”和“三元并联互动”两种不同的结构类型[14]，我国最初的创新体系设计上多注

重于“三元串联协同”模式，因此本文重点指出其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制约作用。“三元串联协

同”模式的创新结构链为：高校(基础研究为主)→科研机构(应用研究为主)→企业(产业化为主)，在该模

式下易出现“创新死亡谷”现象，即高校与科研机构的论文与专利数量剧增，但在企业层面上，企业产

业性转化率低下，关键核心技术无法实现突破，仍依赖国外进口[15]。此外，该模式会导致高校和科研院

所过度介入应用技术开发，不仅会挤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而且会导致科技研发成果转化效率低，当政

府主导下的产学研合作平台和技术转移中介没有发挥重要黏合作用时，企业就无法精准实现研究转化。

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三部助理研究员吴珂曾提到，目前我国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科研人员

职务成果面临“不愿转”“不敢转”等诸多问题。比如，高校院所普遍存在“重论文、轻转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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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面向产业发展和企业需求开展研究的激励不强等等。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燃料电

池催化剂技术发展历程是一个典型案例，《氢燃料电池催化剂技术专利分析》(《中国科技论坛》，2021
年第 5 期)中表明，该研究所开发的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催化剂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但由于缺乏

中试平台和产业化衔接，部分技术成果在转化过程中面临困难，导致了技术降维流失。 

3.2. 企业面临融资约束困境，科研资金紧缺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企业核心技术突破面临显著的融资约束困境[16]。传统融资体系与技术创

新的风险特征存在结构性错配：一方面，核心技术研发具有高投入、长周期、高失败率的特征[17]，普通

企业对于长回报周期的投资项目往往具有畏惧心理，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平均仅为 1.5%，远低于发达国家 3%的水平；另一方面，金融机构普遍存在“风险厌恶”倾向，银行信贷

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抵押[18]，而科技型企业 70%以上资产为无形资产(源自 2020 年 OECD 报告)，导致技

术研发项目遭遇系统性融资排斥。这种融资困境形成三重传导梗阻：第一，企业过度依赖内源融资导致

研发投入强度受限，《2022 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A 股上市公司研发支出中自有资金占比高达

81.4%，而风险投资对早期技术项目的支持不足。第二，间接融资市场存在“所有制歧视”与“规模偏好”，

中小科技企业因固定资产抵押物不足以及规模较小，金融机构对此信任度低，导致获得银行贷款的平均

利率比国有企业高，且贷款期限普遍短于研发周期，企业须以高成本获得贷款融资，并要在短时间内归

还，与科技研发需求相矛盾，从而形成融资约束困境。第三，直接融资市场对技术创新失败的包容性不

足，根据《科创板白皮书 2022》，科创板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占比 12%，但研发失败率较高，而风险投资

机构普遍要求 3~5 年退出，与核心技术研发周期严重脱节。以武汉弘芯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为例，其千

亿级芯片项目因融资失败导致技术研发全面停滞，深刻印证了融资约束对核心技术突破的致命影响。据

《中国基金报》报道，作为湖北省重点工程，武汉弘芯曾计划投资 1280 亿元建设 14 纳米及 7 纳米以下

逻辑工艺生产线，并引进 ASML 高端光刻机设备，目标直指中国半导体制造技术的“卡脖子”环节。但

项目自 2017 年启动后即陷入融资困境，大股东北京光量蓝图注册资本认缴 18 亿元，实缴仅 100 万元，

地方政府先期垫资后，后续资金因土地调规、环评缺失等问题无法导入国家大基金及社会资本。这一案

例暴露了传统融资体系与技术创新需求的深层矛盾，为数字金融赋能技术创新提供了反向镜鉴。武汉弘

芯案例揭示的不仅是单个企业的失败，更是整个融资生态对核心技术突破支撑效能的集体性失效，这种

失效正在成为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关键阻滞点。 

4. 数字金融赋能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优化路径及建议 

4.1. 优化路径 

4.1.1. 数字金融驱动科技创新，助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科技创新驱动是企业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重要因素，它的特点是可以催生新技术、新要素、新

动能以及新业态，为企业注入新的能量，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其中科创型企业在科技创新驱动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19]。从早期的科技研究到中期的产业化再到后期的市场化，无一不需要充沛有力的资金支

持。数字金融正好可以发挥自身数字化优势，升级传统融资渠道，打破金融机构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

问题，高效整合企业工商、税务、供应链、信用记录等多维度数据对科创型企业进行多维信用画像构建、

风险定价及风险评估，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性金融支持系统，动态匹配企业不同阶段的差异

化融资需求，助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第一，科技研究是科创型企业早期的创新阶段，常常是从无到有，主要涵盖基础理论探索、技术路

线革新及前沿领域攻关等高风险环节，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长周期回报特征，数字金融运用大数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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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数据驱动的赋能体系：挖掘数据价值实现创新成果市场化定价，依托智能

算法提升风险量化评估效率，借助分布式账本技术强化研发资金流向监控与风险预警。这种技术赋能模

式重构了资本与创新主体的信任机制，缓解信息不对称，增强风险投资对早期高风险项目的投入意愿，

为突破性技术研发提供适配的金融支持。第二，产业化是科创型企业实现科技创新的重点环节，这反映

了企业能否成功实现成果应用，该阶段创新主体面临大规模资金需求，需整合传统与新型金融工具推动

成果落地。数字金融的核心优势在于，依托大数据分析、算力算法与智能决策能力，整合业务、信息、数

据与物流流程，构建包含经营数据、科创成果的“信用资产”体系。通过强化征信评估、抵质押管理及风

险控制的数字化融资优势，数字金融有效提升成果转化的资源配置效率，助力创新主体突破从技术到市

场的转化瓶颈。第三，在市场化的后期阶段，创新主体需通过多元化融资渠道(如上市融资)满足技术规模

化应用的巨额资金需求。数字金融依托科技转化平台与政产学研协作网络，发挥信息整合优势，精准对

接科创企业产业化项目的资金缺口，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加速颠覆性技术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进程。 

4.1.2. 数字金融赋能金融服务，助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上文提到，科创型企业特别是中小科创型企业常会因为固定资产抵押物不足、研发周期长且失败率

高、融资市场包容性不足的问题而难以得到金融机构的贷款融资，导致企业科技研发因资金困境无法进

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受到阻碍。针对此困境，数字金融能够运用数字化技术破除传统融资服务的识别

能力差、贷款周期长的问题，赋能金融服务，解除企业融资困境。一方面，数字金融可以构建适配科创

型企业特性的金融服务体系，提供资金支持和风险管理，为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提供多维支撑，凭借技术

赋能破解传统融资痛点，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化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并提升风险管理效能。具体而言，

其依托数字平台整合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创新开发债券发行、资产证券化及金融衍生品等工具，

为企业技术转化与产能升级构建稳定的资金供给通道。随着数字人民币的推广及数字支付体系的完善，

金融服务的触达范围与服务质量显著提升，进一步破除物理边界对资源配置的限制，扩大金融服务的范

围[20]。另一方面，针对信息不对称、科创型企业固定资产抵押物不足、银行缺乏有效识别手段的问题，

数字金融可以运用数字技术手段进行数据清洗、跨域共享与标签化处理，实现对企业信用状况与资产价

值的多维度精准评估，显著缩短资金供需双方的信息鸿沟并降低交易成本。针对传统信贷流程中贷前尽

调繁琐、贷中监控滞后的痛点，数字金融借助机器学习模型自动化处理风险数据，将人工主导的经验判

断转化为数据驱动的智能决策，大幅提升信贷审批效率。 
此外，企业还应积极利用“绿色 + 科技”的发展模式，将数字金融与绿色理念相结合，以提升生产

效率、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21]，向外界表明自身能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获得更多投资者(如
绿色投资者)的资金支持。在获得更多的融资资金后，企业得以将更多的资金更好地投入到企业创新和研

发中，提高企业研发效率及科技创新水平，帮助自身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4.2. 建议  

4.2.1. 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加大数字金融驱动科技创新的力度 
上文表明，由于“三元串联协同”模式，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常被高校及科研院挤压，阻碍科研成

果转化。鉴于此，国家应通过制度创新凸显企业在技术攻关中的主导作用，加大数字金融对科技创新的

赋能作用，实现科研成果高效转化，着力提高企业的创新产出能力，例如将研发投入强度纳入国企考核、

对科技型企业给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激发企业内生创新动力。此外，数字金融能够凭借数

字化技术为企业构建覆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市场开拓的全周期支持体系，据此，政府应加大数字金

融驱动科技创新的力度，推动数字金融与产学研体系的深度融合，加快科研成果转化效率，从而进一步

增强数字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科创型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助力关键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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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技术突破。 

4.2.2. 提升数字金融的赋能作用，加强金融服务的普惠性 
近年来，我国的数字金融发展势态较为良好，但依旧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区域间发展梯度

差异、城乡数字鸿沟及中小微企业服务覆盖不足的问题仍然突出[23]。面对数字化技术蓬勃发展的战略机

遇，我国需以技术驱动与数据赋能为双引擎，推动农村、偏远地区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数字

金融的金融普惠作用，加速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向县域下沉，深入构建普惠金融服务网络，深化人工智能、

数字技术的全链条赋能能力，推动金融工具与研发场景深度融合，助力金融高质量发展，让更多企业能

够运用数字金融突破自身发展困境，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供持续动能。 

5. 结论 

数字金融作为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深刻改变传统的产业模式和生产方式

[22]。其通过技术赋能与模式创新，为破解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融资约束、提升成果转化效率提供了

系统性解决方案。对于企业科研创新受阻、融资约束的困境，数字金融凭借数据驱动的信用评估、智能

风控及多元化融资工具，构建覆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市场开拓的全周期支持体系，有效缓解信息不

对称与资源错配，并依托数字平台整合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手段，解除企业融资约束并提升风险管理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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