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6 月底至今，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以存量工业用地盘活利用为核心，推动工业

全域治理。截至目前，这项工作已覆盖低效

工业用地 2.59 万亩。

萧山区经信局局长韩梦龙介绍，近年来，

工业大区萧山遇到了“成长的烦恼”——大量

存量工业用地没有产出，导致亩均税收低、产

业集聚度低、新增项目难落地、存量企业难保

有。据统计，去年萧山全区规上亩均税收仅

约为浙江省的 80%、杭州市的 50%。

盘活存量土地，实现“腾笼换鸟”，成为破

解“两低两难”问题的关键。最近，瓜沥镇副

镇长韩庭华经常往企业跑，每次回到办公室，

都会带着一本厚厚的协议书。

“亩均税收未达到年度约定标准的低效

企业，都要签订低效用地履约监管协议书，今

后我们可以按协议书进行亩均税收追缴。”韩

庭华介绍，政府鼓励引导签订协议的低效企业

改造提升，并给予资金、政策支持。截至目前，

全区签订协议书的低效企业累计达 2709家。

除此之外，萧山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整

合利用零散工业用地，建设产业园。今年改

造完成的黄山产业园就通过整合闲置低效工

业用地而成，目前已吸引了云尖科技、湘云科

技等一批新兴产业项目；已开工建设的轶拓

小微产业园将接纳吸收 8家低效企业。

为了提升低效企业整治管理效能，数字

化平台成为新工具。以“亩均论英雄”大数据

平台为基础打造的低效企业整治提升数字化

平台，实现了“工业全域治理一张图”。

平台上，萧山区内所有工业企业的占地

面积、税收、增加值、能耗等指标一目了然，共

计 10 万余条。

“企业效能高低，数据很有说服力。数字化平台依托大数据分析功

能，构建起科学评价指标体系，从亩均效益、绿色发展、创新融合等方

面全面评估企业效益，让我们能够对低效企业精准施策。”韩梦龙说。

“萧山当前面临的‘两低两难’问题，也是全省面临的普遍问题。

萧山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以低效企业整治提升为突破口进行的有

效探索，对我省开展新一轮制造业攻坚行动具有借鉴意义。”浙江省

经信厅产业转型升级处处长魏振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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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是我国数量最大、创新最活

跃的市场主体，是保市场、稳就业的主力

军。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规

模小、抗风险能力差、自有资金不足、社会

融资困难等问题。

去年 6 月，经国务院批准，在工业和信

息化部、财政部牵头推动下，国家中小企

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正式设立，旨在发挥

财政资金的牵引和带动作用，用市场化手

段引导社会资本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股权

投 资 规 模 ，以 更 好 地 支 持 中 小 企 业 创 新

发展。

作为我国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究竟如何

服务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基金公司成立一

年多来，取得哪些成效？记者采访了基金

公司负责人及相关中小企业。

坚持投早、投小、投创新

“基金投资雪中送炭，有效缓解了资金

压力。”北京华大九天科技公司主要面向半

导体行业，提供电子设计自动化产品及服

务。经过 6 年自主研发，公司实现了技术成

果产业化，但缺乏资金开拓市场。公司董

事会秘书宋矗林说，去年国家中小企业发

展基金投资 2300 多万元，为企业的后续发

展提供了帮助。

更重要的是，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的领投，很快产生了社会资本的“滚雪球”

效应。“去年以来，公司相继募集资金上亿

元。”宋矗林介绍。

华大九天是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引

导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一个缩影。国家中

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公司成立以来，围绕提升关键领域产业

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加快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等方面，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

造、生物医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领域投资

布局，有力促进了中小企业发展。

据介绍，截至今年 8 月底，国家中小企

业发展基金已设立 14 只子基金，总规模达

433 亿元，中央财政资金通过两级放大，带

动倍数接近 8 倍，未来基金的总规模将达到

1000 亿元。从资金投向来看，目前已设子

基金累计投资项目 525 个，累计投资金额

183 亿元。其中，中小企业数量占比超过

85%、投资金额占比超过 78%；初创期成长

型中小企业数量占比超过 73%，投资金额

占比超过 65%；累计投资“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 68 个、“小巨人”企业 42 个。

“基金在国家重点支持的领域，如新能

源、新材料等领域的投资额累计达 144 亿

元，占比近 80%。”公司有关负责人说，这既

有利于扩大基金的惠及范围，又有助于支

持中小企业加大技术研发。

吸引优秀创投机构
积极参与管理

中小企业量大面广，类型繁多，如何才

能“沙里淘金”，精准助力优质中小企业发

展，提升投资的质量和效率？

“在众多中小企业中，系统性选择有发

展潜力和投资价值的标的很有挑战性。”在

公司有关负责人看来，这需要丰富的经验、

专业的判断和过硬的能力。

去年底，凭借投资服务中小企业 20 多

年的丰富经验，深圳国中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成功入选子基金，中标管理 40 亿元

基金。国中创投公司首席合伙人施安平告

诉记者，在筛选投资对象的过程中，要先深

入研究相关产业领域，找出其中的关键技

术节点，画出投资图谱，最终才能按图索骥

找到对应的创业企业。

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投资范围宽泛

既是难点，也是优势。一方面，无法像其他

国家基金那样专注于某个行业、领域，在系

统性行业研究基础上做体系化的投资布

局。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分布广泛，不同行

业和领域的中小企业都在国家中小企业发

展基金的支持范围内，投资的行业和领域

限制少，可以让创投机构在各自专注和擅

长的领域内尽展所长、各显其能。

发掘出有潜质的中小企业后，如何才

能有效助力其创新发展？

在施安平看来，要想提升投资质量，不

仅要注入资金，更要结合企业发展难点痛

点，为其提供细致入微的支撑服务。

“前不久，我们筛选出一家专攻锂电池

储能项目的中小企业，研发能力较强，但生

产规模不够。”施安平说，了解到企业诉求

后，国中创投在产业链上整合了过去投资

过的另一家企业，不仅能够为其提供充足

的原材料，还将厂房与生产线一并租赁，实

现协同生产。

“优秀的早期创业投资机构的投资能

力已经过市场长期检验和充分证明。”公

司有关负责人指出，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把

管理机构对中小企业的实际投资能力和

投资业绩作为核心要素，力争把真正有规

模、有业绩、有能力的优秀早期创业投资

机构吸纳进来，并为其创造充分的市场化

发展环境。同时，以市场化手段实现政策

目标，推动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实现可

持续发展。

持续向股权投资市场
传递积极政策信号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创新型

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作为

专注于中小企业股权投资的政府基金，如

何在充分市场化的基础上，确保实现政策

目标？

一 方 面 ，规 范 协 议 约 定 ，明 确 政 策

目 标 。

子基金合伙协议对政策目标进行了刚

性约束，要求子基金必须立足中小企业，坚

持投早、投小、投创新，重点支持初创期成

长型中小企业。

作为首批入选子基金的管理机构，毅

达资本董事长应文禄介绍，中小企业发展

基金对投资范围和比例有明确规定，要求

投资初创期成长型中小企业的比例不低于

60%，投资的中小企业员工人数不超过 500
人，总资产和年营收不超过 2 亿元，这就确

保了资金能够投早、投小。

另一方面，积极协调各类资源，加强政

策引导。

助 力 中 小 企 业 创 新 发 展 是 一 项 系 统

性工程。在前期投资外，国家中小企业发

展 基 金 积 极 对 接 资 本 市 场 ，加 强 与 深 交

所、上交所、北交所的战略合作，为被投中

小企业上市融资提供优质服务；同时，主

动对接国家重大产业发展政策和规划，引

导子基金支持服务产业发展趋势和方向

等方式，帮助子基金全面融入国家中小企

业服务体系，支持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

发展道路。

“目前，已启动了第三批子基金管理机

构公开遴选工作，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将坚持市场化运营、专业化管理，持续向资

本市场传递积极政策信号，不断为中小企

业股权投资市场注入持续、稳定、可预期的

资金，帮助更多中小企业实现创新发展。”

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截至8月底，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累计投资金额达183亿元

优化融资服务 驱动创新发展
本报记者 韩 鑫

核心阅读

作为我国中小企业服
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围
绕提升关键领域产业链供
应链现代化水平、加快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
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
展等方面，支持中小企业
创新发展。截至 8 月底，
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总
规模达 433 亿元，中央财
政资金通过两级放大，带
动倍数接近8倍。

■经济聚焦R

国家矿山安监局推进煤矿安全保供
本报北京 10月 24日电 （记者邱超奕）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近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就今冬明春煤矿安全保供介绍相关工作情况。

据悉，国家矿山安监局专门成立“今冬明春煤矿安全保供工作专班”，

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简化核增程序，压缩审核时间，推动手续不全

矿井补办手续、尽快投产。目前，已审核筛选出 153 处符合安全增产

保供条件的煤矿列入应急保供名单，纳入产能核增快速通道，可增加

产能 2.2 亿吨/年，预计第四季度可增加煤炭产量 550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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