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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点关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中面临的

问题的建议

领衔代表：陈意振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在制造业细分领域中具有明显领

先优势，处于产业链关键位置的中小企业，在推进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2021年，在工信部公布的三批

名单中，宁波以累计 182家的总数在非直辖市城市中位居榜首，

仅次于北京、上海。近期调研显示，专精特新企业“专业、精细、

特色、新颖”优势明显，但同时也存在四方面问题，需重点关注

解决。

（一）企业创新动力不足

1、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利益协调机制仍

需完善，技术研究成果转化不畅，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企业创新发

展。2、产权保护成本较高。当前知识产权服务体系仍有较大完

善空间，产权保护成本高、国际纠纷风险等问题仍较为突出。

（二）产供链条稳定性不足

 1、产销链条单一固化。国内疫情多点散发背景下，部分企

业相对单一的产销链条问题日益突出，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2、进口卡脖子问题突出。目前部分关键技术和零部件进口卡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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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问题较为突出，部分专精特新企业受缺芯、缺料因素影响较大，

企业生产经营风险增加。

（三）国内外市场拓展受限

1、国际市场开拓困难。企业拓展国际市场需要较强的资金

支持、人才保障、渠道营销和政策扶助，但专精特新企业相关资

源获取能力相对较弱，致使企业国际市场开拓难度较大。2、土

地要素制约问题突出。当前工业用地供应紧张，拿地难、拿地贵

的问题突出，制约企业生产经营规模扩大。

（四）国际市场风险加剧

1、俄乌冲突冲击影响。受俄乌冲突影响，大宗商品涨价、

部分国际货运受阻、俄乌订单违约等问题对宁波部分专精特新企

业冲击较大。2、汇率波动风险加剧。近年来，人民币对全球主

要货币汇率出现较大波动，外贸企业汇兑风险加剧。

为此，建议：

（一）降低经营成本，引入资金活水。

运用“全国纳税人供应链查询”功能支持企业发展，梳理专

精特新企业在原材料采购、物流运输和产品销售等方面的价格对

比，挖掘潜在供应商或采购商名单，促成优势购销。加大对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补贴力度，对企业招工用工、

土地购进、机器设备购进和升级改造等针对性实施补贴，给予直

接资金支持。引导担保、银行等金融机构扩大信用担保贷款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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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企业融资门槛和融资成本，全面提升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融资

效率和可获得性。

（二）加强产学研合作，激发创新动能。

鼓励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积极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和高等

院校、科研机构的产学研结合，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技术咨询、

人才培训、项目评估、项目投资、成果转化等方面的服务，降低

企业自主创新的风险。

（三）完善产供链条，壮大集群力量。

鼓励专精特新企业在巩固国内细分领域领先地位的基础上，

对标国际行业领先，聚焦“卡脖子”攻关，以核心技术带动产品

开发，打造产业链竞争力基石。同时，建议地方相关部门出面为

专精特新企业牵线搭桥，建立与大中企业之间的联系机制，鼓励

产业链核心企业牵头梳理产业链供应链的短板，大力推进协同创

新、协同制造，强化产业链、创新链、资源链协同，推动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走集群协作的发展道路。

（四）加大政策扶持，强化要素保障。

聚焦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进行知识产权信息检索，按照产

业领域和知识产权情况进行分类，对重点企业定期走访，进行个

性化辅导，规避知识产权隐性风险。进一步强化对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的用地支持。强化信用保险支持作用，对受疫情和战争影响

的专精特新企业开辟理赔绿色通道，简化报损索赔程序，解除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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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接单顾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