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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已有“专精特新”企业2365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18家

中小企业“领头羊”助力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夏元）“专精特新”企业专
属“大礼包”又来了！7月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市经信委获悉，全市第二批“专精特新”企业服
务包从当日起发放，将提供技术、检测、数字化、
管理、知识产权等25项服务。

今年3月底，全市首批“专精特新”企业服
务包发放，主要由17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
平台提供20项专项服务，涉及企业人力资源、
知识产权、数字化转型等内容。比如，在企业数
字化转型咨询服务方面，平台机构通过对企业
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建设现状进行调研诊断，
提出改进建议和下一步建设规划，帮助企业解
决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往哪走”、数字化转型保
障机制“怎么建”、数字化转型“怎么转”等问题。

“首批服务包推出后，很受‘专精特新’企业
欢迎，因此我们趁热打铁推出第二批服务包。”市
经信委负责人表示，在此前进行的第二批服务包
筛选征集路演活动中，共有来自全市区县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窗口平台、示范平台及服务机构的50
多家单位参与，累计提供了60多项服务产品。

“在结合首批服务包内容的基础上，我们丰
富了第二批‘专精特新’企业服务包清单，将更
有针对性地对企业需求进行服务内容覆盖。”市
经信委负责人表示，第二批服务包的25项服务
产品每项都有详细的联系方式、产品介绍、服务
案例等。这些服务内容将同步发布到重庆市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专精特新企业专区
（https://www.cqsme.cn/zjtx），方便企业即
查即用。另外，此次服务包项目为公益性，将提
供给市内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免费使
用，提供给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优惠使用，
企业可结合自身特点进行“菜单式”选择服务。

第二批“专精特新”
企业服务包发放了

请到重庆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平台上接收

□本报记者 夏元

7月初，21世纪经济研究院
根据国内各个城市的“专精特新”
企业数量，列出重点“小巨人”企
业30强城市榜单，重庆以62家
企业的数量跻身榜单第5位。

无独有偶。6月初，京融智
库调研推出的全国“重点小巨人”
企业50城榜单中，重庆亦排名第
5位，比去年上升3位。

市经信委提供的数据显示，
今年 1-5月，全市纳入监测的
“专精特新”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14.7%。特别是今年以来，全
市新增“专精特新”企业 1579
家，为历年之最。目前全市有市
级“专精特新”企业2365家，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18
家。

上述排名和数据表明，重庆
“专精特新”企业以其在专业化、
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方面的优
势，不仅成为带动全市中小企业
发展的“领头羊”，亦成为全市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大推动力。

日前市经信委公布的2022年度市级“专
精特新”企业名单中，共1579家企业上榜。
这批新增的“专精特新”企业里，有三成多企
业的产品填补了国内外产业空白，实现了关
键领域“补短板”，部分企业的产品质量在全
国及全球市场都名列前茅。

市经信委表示，这批新增的“专精特新”
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信息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其中不少
都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这表明在近年大数
据智能化发展推动下，全市“专精特新”企业
发展与全市制造业发展走向一致，其发展韧
劲和引领作用也在不断增强。

取得亮眼成绩后，接下来如何让全市“专
精特新”企业变得更强壮，在数量和质量上取
得再突破？

在2022年全市“专精特新”企业工作推进
会上，市经信委负责人表示，将围绕“专精特新”
企业生成、成长、壮大、上市等发展重要节点，通

过采取五项举措，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全成长
周期良好生态，助力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具体
包括：

推动梯度培育让企业发展壮大。重庆将
重点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等7个重点产业方
向和33条产业链关键技术需求，培育更多

“专精特新”种苗企业，包括广泛培育创新型
中小企业、大力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和聚力
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推进创新让企业更有创造力。支持“专
精特新”企业更多参与到全市产业基础再造
工程和制造业强链补链行动，推动“专精特
新”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投融资机构等开
展技术研发攻关，引导企业制定覆盖研发、
生产、销售全过程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完
善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试
点，让更多“专精特新”企业新产品在场景中
先行先试。

提高融资可得性为企业“输血”。通过基

金引导对“专精特新”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引
导社会资本投入“专精特新”企业，优化完善
政银企对接，形成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融资
需求清单，建立担保机构、银行及市、区县两
级政府风险分担补偿资金池，鼓励银行金融
机构、政府性担保机构为“专精特新”企业创
新金融服务。

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企业智能化赋能。定
期发布“专精特新”企业产品服务供给清单和
产业下游大企业产品需求清单，实现供需信
息互通，引导“专精特新”企业实施智能化改
造，鼓励它们上网上平台，联动供应链、金融
链、人才链、创新链等。

提高政府部门服务能力为企业当好“店
小二”。做好“完善服务机构和载体建设、完
善企业服务质量标准体系、推动服务方式变
革升级、建立中小企业服务机构评价制度”4
方面工作，通过开展“企业吹哨、部门报到”专
项行动，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

“专精特新”数量质量如何再突破 围绕企业生成、成长、壮大、上市等发展重要节点采取五项举措

5月24日，重庆瑜欣平瑞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瑜欣电子）在重庆股份转让中心完
成线上“敲钟”，实现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交
易，总市值突破40亿元，成为重庆第16家成
功上市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9年前，瑜欣电子只是一家注册资金
300万元的企业，以制造和销售电子、机械等
配件产品为主。

2019年6月，瑜欣电子被工信部认定为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获评‘国
字号’的同时，当时企业所在地挂牌为西部
（重庆）科学城，这让我们意识到了双重发展
机遇。”瑜欣电子负责人说，这让企业下定决
心，在研发和生产过程中，持续专注于应用高
新技术和智能工艺。

西部（重庆）科学城对辖区内发展潜力巨
大的企业进行摸底后，瑜欣电子被作为“引
苗、选苗、育苗”企业，成为科学城重点扶持对
象之一，企业发展步入“快车道”——目前瑜

欣电子的核心产品通用汽油机点火器，在全
球市场占有率排名第1，其数码变频发电机变
流器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有率排名第3。

“像瑜欣电子这样的‘专精特新’企业，虽
然不是行业巨头，但它们在产业链上往往是
重要一环，是细分行业的‘领头羊’。”市经信
委负责人说，比如在全市118家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里，包括了37家装备制造
产业企业、34家汽车产业企业、14家电子产
业企业等，这些都是我市支柱产业，表明“专
精特新”企业的分布情况与全市产业结构高
度契合，它们是推动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的基石。

市经信委表示，当前重庆“专精特新”企
业发展呈现出五大亮点：

主导产品市场竞争力强。“专精特新”企
业的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居全市前列，其中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市场占有率排
名居全市首位的占比高达77.12%，部分企业

产品在全国及全球市场占有率亦名列前茅。
专业化程度高。“专精特新”企业主营业

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平均值超过80%，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过95%，聚
焦主业的特征明显。

研发体系较完善。“专精特新”企业自建
或联建的研发机构占比达到70%，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达100%；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为
6.18%，高于全市规上工业企业4.57个百分
点，研发人员占全部职工人数比重近三成。

补链强链效果好。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中，填补国内国际空白的企业占比
达 72%，关键领域补短板的企业占比达
77.97%。

管理水平高。数据显示，“专精特新”渝
企通过管理体系认证的占比95%，实行全面
质量、5S 及以上等先进管理方式的占比
77.8%，拥有自主品牌的占比68%。

“专精特新”渝企发展有何亮点 产品竞争力强、专业化程度高、研发体系较完善等

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制约中小企业发
展的“拦路虎”。

位于两江新区、专注微创手术工具研发
生产的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西
山科技），其手术动力装置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位居全国前列，是我市首批获评“专精特新”
称号的企业之一。然而这位行业“模范生”在
疫情初期曾遭遇资金难题——2020年3月，
西山科技的一笔贷款无法及时偿还，企业面
临逾期风险。

得知这一情况后，两江新区财政局当即派
遣服务员，协助西山科技申报两江新区财政贴
息50%优惠专项贷款，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治标还需治本，如何为“专精特新”企业
融资松绑，成为职能部门思考的问题。“中小企
业贷款时，由于无法出具金融机构所需要的抵
押物，让企业面临融资额度赶不上发展速度的
困局。”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处负责人说。

为此，去年6月市经信委与重庆银行签订
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推
出全市首个专属信贷产品“专精特新信用
贷”，对“专精特新”企业、“隐形冠军”企业、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分别给予300
万、500万、700万元授信，让企业能够享受无
抵押信用贷款，及时缓解资金压力。

不只是职能部门给力，市内多家金融机
构也积极畅通融资渠道，为“专精特新”企业
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前不久，收到邮政储蓄银行重庆綦江支
行的300万元贷款后，重庆图源物联网技术
有限公司（下称图源物联网）负责人松了一口
气，他表示：“有了这笔及时到位的资金，我们
对企业发展充满信心。”

图源物联网是从事物联网技术研发、智
能表具生产的高新技术研发企业。由于企业
将前期利润投入到技术研发和新厂房建设
中，加上下游端应收账款的回款周期较长，导
致企业出现流动资金吃紧，但受限于无抵押
物而陷入融资难的困境。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邮政储蓄银行重庆
綦江支行及时与图源物联网对接，通过纯信
用方式向该公司发放信贷资金，解了其燃眉
之急。

对于不断发展壮大的“专精特新”企业，

不仅需要引资，还需要引智。比如，企业如何
精细化管理、如何上市等“成长的烦恼”，需要
智囊高参来献计。

针对这些需求，重庆市中小企业公共服
务平台通过开设“专精特新”专区，实现线上
资源聚集、自动匹配，线下精准对接服务。截
至目前，平台线下累计服务“专精特新”企业
7800多次。另外，近期市经信委还通过收集
汇总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需求，筛
选一批重点培育企业开展“专属辅导”。

此外，为帮助企业了解“专精特新”惠企
政策实现应享尽享，市经信委还建立了专家
赋能“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对接
制——从重庆市中小企业专家委员会中选出
114名服务能力强、业务精湛、特长突出的专
家，为118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提供点对点服务，并分区县、片区安排了300
名专家面对面联系2365家市级“专精特新”
企业。

正是通过引资和引智双管齐下，让全市
“专精特新”企业得到实实在在地支持，打好
了发展壮大的基础。

怎样化解“专精特新”引资引智难题 开展政银企对接，遴选专家为企业提供点对点服务

数读“专精特新”渝企

今年1-5月

重庆“专精特新”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14.7%，利润率7.2%，其中118家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实现产值256
亿元，同比增长17.2%

截至目前

■重庆有“专精特新”企业2365家，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18家

■通过利用闲置厂房、楼宇等平台载

体，重庆 161个楼宇产业园入驻“专精特

新”企业8300多家

■重庆累计推动“专精特新”企业建设

数字化车间327个、智能工厂42个

▲位于璧山高新区的重庆万泰电力科技有限
公司，工人正在生产线上忙碌。该公司是一家从
事光电传感系统及电线电缆研发的“专精特新”企
业。（摄于2022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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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重庆瑜欣
平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股份转让中心完成
线上“敲钟”，实现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交易。（摄
于2022年5月24日）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重庆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车间应用
测试区，研发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
系统测试。（摄于2022年5月6日）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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