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解云南省科技贷款损失
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



出台背景

     在前期“风险金池”+农行“科创
贷”试点经验上，出台科技贷款损
失风险补偿制度2.0版本，适度扩
大试点范围。

      落实《云南省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条例》《中国银保监会关于银
行业保险业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的指导意见》（银保监发
〔2021〕46号）、《云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财政
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改革20条措
施的通知》（云政办发〔2021〕
70号）中有关科技金融及财政科
技资金管理改革要求。



1 办法架构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共5条。主要规定专项
资金来源、用途、运作
原则、主管部门等。

共4条。主要规定4个
主管部门职责。

共2条。主要规定
金融机构合作基本
条件。

省科技厅、省财政厅、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以及云南银保监局
4部门联发，全文共8章，32条。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共6条。主要规定专项
工作下贷款项目管理要
求。触发补偿的条件。

共9条。主要规定申报专
项资金补偿基本流程、补
偿资金到位，后续管理要
求等。

共2条。主要规定
对专项资金及工作
的绩效管理要求。



第七章—第八章

共2条，规定诚信

管理及约束等。

第七章

共2条。规定有

效期等。

第八章



2 办法主要内容



第一章  总则

按本办法规定程序核定的

风险补偿资金编入省科技

厅年度部门预算，报经审

批后下年度拨付。

资金下达

4类科技型企业。

贷款支持对象

合作金融机构为科技型

企业提供贷款所产生的

本金损失，给予一定比

例的补偿。

资金用途

1. “独立审贷、市场运作、

风险共担、以损定补”。

2. “谁发生损失，谁获得补

偿”。

运作原则



第二章  管理部门职责

1.  会同省科技厅做好合作

金融机构选择及动态调整

工作。

2.指导金融机构开展科技

金融服务。

云南银保监局

1.  会同省科技厅做好合作

金融机构选择及动态调整

工作。

2.  通过信贷政策、货币政

策等，引导金融机构加大

对科技型企业支持力度。

人行昆明中心

支行
1.择优确定风险补偿资金

合作金融机构及年度风险

补偿限额。

2.根据实施情况，对合作

金融机构进行动态调整。

省科技厅

1.  确定年度风险补偿资金

总规模。

2.负责风险补偿资金预算

的审批、安排和拨付。

省财政厅



第三章  金融机构合作方式、基本条件及职责

按“一行（一企）一策”
方式与拟合作金融机构

确定合作关系。

合作方式

1.合作银行应建立完善科技金融制

度体系

2. 合作金融机构应配合风险补偿资

金主管部门开展绩效管理等工作。

基本条件及职责



第四章  贷款项目管理

合作银行全额承担不

良贷款清收追偿责任。

继续追偿

履行尽职催收程序仍

逾期未还款时，合作

银行提出风险补偿申

请。

不良贷款

实施贷款项目备案

管理，确认风险补

偿资金承担责任。

贷前备案

合作银行不得因纳入

风险补偿资金支持范

围，而弱化应尽的贷

后管理职责。

贷后管理



第五章  资金管理

扣除所欠利息、罚息、担保

费及实现债权产生的相关合

理费用后，剩余部分按风险

补偿资金约定的补偿比例返

还国库。

清算前期代偿

高新技术企业按贷款损
失本金的70%承担。
其他类科技型企业按按
贷款损失本金的50%承
担。

差异化补偿

年度补偿以合作金

融机构年度风险补

偿资金额度为限。

承担上限

每年7月30日前向省科技厅

提交风险补偿资金申请、

贷款项目材料、贷款逾期

证明材料、催收证明材料

等。

申报时点



第六章 绩效管理及结果应用

合作金融机构依据合作

方案、协议，对风险补

偿资金项下贷款项目做

好绩效自评工作。

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

评价结果作为以后年度风险

补偿资金额度确定及政策调

整的重要依据。

绩效结果应用



第七章 监督管理

贷款企业、合作金融机构有

失信情况的，纳入信用记录

管理，对相关责任主体实行

信用约束和惩戒。

信用约束机制

对风险补偿资金主管部门相

关人员经查存在问题的，依

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责任倒查机制



第八章 附 则

省科技厅、省财政厅、
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云南银保监局按职责负
责解释。

解释主体

自2022年4月1日起施行，有

效期至2027年3月31日。

有效期



3 与前期政策对照



优化点

一突破
突破实体资
金池限制

二控制
控制总体规

模
控制单个规

模

三放权
放开合作模

式
放开产品类
型限制

放开单笔贷
款限额

四强化
强化贷款管
理责任

强化不良贷
款清收责任

强化贷后创
新能力跟踪

强化绩效目
标管理

相较前期政策，新制度优化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