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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6 月 13 日，湖南省聚焦有
色金属及锻铸造产业举行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投融资对接
会；6 月 12 日，北京市通州区
经济和信息化局就《关于北京
城市副中心“专精特新”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
施细则》公开征求意见；5 月
28 日，珠海高新区向 138 家新
认定的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拨付 2024 年度首批奖励
资金共计 1380 万元……多地
近期出台政策，助力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发展。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生力军，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是其中的佼佼者，代
表着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方
向。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力度，一
大批中小企业凭专精特新脱
颖 而 出 。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目
前，我国已累计培育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12.4 万家，其中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 1.2 万家。

各地拿出“真金白银”推
动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
发展，背后有何考量？当前，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呈现
出 哪 些 新 特 点、新 趋 势 ？ 又
面 临 哪 些 痛 点 难 点 ？ 近 日 ，
中国城市报记者进行了相关
采访。

多地鼓励企业
转向专精特新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
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
向东看来，引导中小企业专精
特新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激发
中小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和
活 力 ，有 效 培 育 经 济 新 增 长
点 ，带 动 地 方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助推地方融入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

浙江大学企业投资研究
所所长、浙江大学全球浙商研
究院副院长邬爱其在接受中
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在构建现代
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韧性和安全、培育更多世界
一流企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深耕
细分市场，掌握关键技术，为
产业能级提升提供了有效、强
大支撑。促进中小企业向专
精特新发展，有利于加快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邬爱其说。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我
国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
系的主要参与者，也是确保我
国在外部压力下维系产业链
关键环节、关键材料、关键零
部件、重大装备安全可控的重

要力量。在邬爱其看来，促进
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有
助于打通产业链堵点卡点，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
水平。

邬爱其认为，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不仅可以提供关键元
器件等配套供应，参与产业链
供应链上下游协作，融入大企
业供应链生态，而且拥有专利
技术、商标品牌等知识产权作
为核心资产，可以在各自细分
领域展现出竞争优势，有助于
培育出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支撑
形成的产业集群，通过加强创
新协同 和 深 化 产 业 相 关 性 ，
能够显著提升创新能级和运
营 效 率 ，为 区域经济的持续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邬
爱其说。

新成果不断涌现
新动能加速释放

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
示，截至 2023 年底，国内有效
发明专利中，企业所占比重超
七成。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拥有有效
发明专利 213.4 万件，同比增
长 24.2%，占国内企业总量的
73.4%。

邬爱其将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分为两类：一类是制造业
中的中小企业，在高端装备制
造领域有显著影响；另一类是
为制造业提供数字化、科技服
务的中小企业，在数字经济中
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工业
数据安全等新兴领域，形成了
独特优势。在数字经济较好
的城市，这些企业展现出强大
市场潜力和创新能力，部分已
发展为独角兽企业。

“近年来，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发展呈现出新特点。”北
京专精特新企业商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董明德认为，这些企
业在技术创新方面表现出色，
通过自主研发和引进先进技
术，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
场竞争力。同时，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在产业链整合方面表
现出强大能力，通过上下游企
业的紧密合作，形成了完整的
产业链生态。

董明德表示，未来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将继续保持技术
创新和产业链整合的优势，同
时加强国际合作，拓展海外市
场。此外，随着数字化、智能
化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也将积极拥抱新
技术，推动产业转型和升级。

谈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发展新趋势，邬爱其认为，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与龙头企业
正形成双向赋能的紧密关系。

专 精 特 新 企 业 通
过 技 术 创 新 和 市
场拓展，为龙头企
业 带 来 创 新 产 品
和服务，巩固其市
场地位、提升竞争
力。同时，龙头企
业 凭 借 品 牌 影 响
力 和 资 源 整 合 能
力，为专精特新企
业 提 供 市 场 机 会
和合作资源，促进
其 快 速 成 长 和 产
业升级。

邬 爱 其 还 提
到，随着数智技术
的 快 速 兴 起 和 广
泛应用，产业链重
构，数字平台不断
涌 现 。 数 字 平 台
为 中 小 企 业 链 接
和 服 务 更 多 的 客
户 群 体 提 供 了 可
能，也为专精特新
中 小 企 业 打 开 了
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得益于
数字平台生态，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有望突破成长瓶颈，实现
更快速的发展。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
仍面临人才技术等挑战

在受访专家看来，当前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面临一系列
挑 战 ，包 括 创 新 能 力 有 待 提
升、人才支撑不够充足、融资
难 度 大 和 融 资 成 本 较 高 等 。
这些挑战让企业在经营过程
中承受了较大压力。

“人才缺少是制约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关
键 因 素 。”董 明 德介绍，由于
规模相对较小，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往往难以吸引和留住高
端人才，这对企业的持续创新
和提升竞争力带来了不小的
挑战。

对此，邬爱其表达了相似
的观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
吸引、集聚、留用优秀人才方
面存在困难。企业规模较小
且知名度可能不高，往往难以
与大企业竞争，无法吸引更多
优秀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

除了人才，技术创新同样
是“拦路虎”。“尽管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在其细分领域内具
有技术优势，但当前技术变化
迅速，尤其是数字技术和新兴
技术的不断涌现，企业在应用
和创新技术方面存在不小的
困难。”邬爱其说。

“整体而言，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投入上还
存在不足。一些企业由于资
金、人才等方面的限制，难以
持 续 加 大 研 发 投 入 力 度 ，导
致技术创新成果产出不足。”

董明德说。
董明德介绍，北京专精特

新企业商会正在积极呼吁加
大对专精特新企业的税收优
惠力度。目前，高新技术企业
的 税 收 税 率 为 15%，商 会 建
议将专精特新企业的税收税
率 进 一 步 降 低 到 10%，以 减
轻企业的财务负担，鼓励其加
大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

就技术创新而言，董明德
还提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
创新过程中还面临着知识产
权被侵犯的风险。由于一些
企业维权和应诉能力较弱，难
以有效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这可能导致企业的创新成果
被他人非法使用或窃取，严重
损害企业的利益。

多方联动齐发力
全面助力专精特新

在受访专家看来，促进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需要多
方联动，全面发力。

在人才培养方面，邬爱其
建议，企业需要转变人才培养
思路，注重外部培养与内部培
养相结合。通过与高校、科研
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引进和
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对
于工匠型人才的培养，企业可
以通过内部培训和激励机制，
提高员工的技术水平和职业
素养。同时，企业还需要建立
合理的薪酬和福利制度，吸引
和留住优秀人才。

在技术创新方面，邬爱其
表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可以
与产业链中的领军企业或龙
头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
充分利用大企业的资源和技
术 优 势 ，提 升 自 身 的 创 新 能

力。大企业也可以通过与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合作，获取
更多的创新资源和市场机会。

在企业管理方面，董明德
建议，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对
于家族式管理的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需要逐步引入现代企
业管理制度，优化企业治理结
构。企业可以通过引入外部
投资者、建立董事会和监事会
等方式，实现企业管理的规范
化和专业化。同时，企业要注
重文化建设，提高员工的归属
感和凝聚力。

德国的“隐形冠军”、日本
的“高利基企业”、韩国的“强
小企业”“中坚企业”等，与我
国“专精特新”企业具有高度
相似的特点，其发展历程、主
要特点、成效经验等对我国专
精特新企业的培育成长具有
一定借鉴意义。

对此，刘向东认为，可借
鉴国际经验，提供宽松的政策
环 境 ，支 持 中 小 企 业 稳 健 发
展 ，发 挥 大 企 业 示 范 带 动 作
用，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发 展 ；支 持 技 能 人 才 创 新 创
业，利用双元制、订单培养等
方式培育技能人才；完善家族
企业接班人制度，支持企业代
际继承和创新发展。

董明德认为，可借鉴国际
经验进一步加大专精特新企
业抱团研发力度，推动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紧密合作；加强专
利成果共享和转化应用，提升
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要引导
基金积极打造耐心资本，为企
业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
要加大政策补贴力度，降低企
业的经营成本；鼓励专精特新
企业出海拓展海外市场，提升
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政策加码政策加码        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大力实施优质企业梯度培育、创新能级提升、协作

配套强链、质量品牌创优、高价值专利培育、数字技术赋能、特色金融助力、

服务体系升级八大工程，全方位加大对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和扶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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