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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重庆“专精特新”企业密码
发展呈现五大特点 数量还需再“扩军”

重庆日报记者 陈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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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8%，高于监测

中小企业 4.8个百分点；利润增长

8.6%，高于监测中小企业 4.4个百

分点。

2021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5.5%，高于监

测中小企业 4个百分点；利润增长

37%，高于监测中小企业14.5个百

分点。

“专精特新”企业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资料来源：市经信委

重庆凯瑞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简称
凯瑞动力）打破国外公司技术垄断，研
发出被誉为氢燃料电磁系统“咽喉”的
氢气循环泵。

重庆品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品胜
科技）找准市场需求，年生产热转印/
RFID打印机20万台，位居国内市场
前列。

重庆盟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
盟讯科技）深耕新型智能装备的开发
和制造，先后三次受邀参编相关国家
标准。

这些企业“块头”不一定很大，但能
凭借细分领域“拳头产品”脱颖而出，成
为行业内的“单项冠军”或“配套专家”。

这些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名
称——“专精特新”企业。

近年来，重庆涌现了不少“专精特
新”企业。2019年至今，国家工信部先
后公示了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名单，共4762家，被视为“专精特新”企
业的“国家队”。重庆以118家的入选
数量，在全国所有城市中排名第六，在
中西部城市中居于首位。

是什么因素，让重庆的“专精特新”
企业不断涌现？重庆日报记者带着这
个问题展开采访。

重庆“专精特新”企业
成长的背后

据了解，重庆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数量，仅次于北京、上海、宁波、深圳、
天津，在全国所有城市中排名第六，这
与重庆针对“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出
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密切相关。

2018年7月，重庆宣布实施中小
企业“万千百十”培育成长计划。这个
计划被视为重庆中小企业由高速增长
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标志。计划提出，从
2018年起未来5年新增规模以上企业
1万户，“专精特新”企业1000户，“小
巨人”企业100户，“隐形冠军”企业50
户的目标。

2020年10月，重庆出台《加强“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发展的通知》。
该通知不但进一步提出，到2025年，全
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1600户，其
中，“小巨人”150户、“隐形冠军”60户
的新目标，还指出“专精特新”企业应成
为发展新兴产业的新引擎、引领中小企
业转型升级的主力军。

2021年6月，市经信委会同重庆银
行签订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
战略合作协议，推出重庆首个专属信贷
产品“专精特新信用贷”，对“专精特新”
企业、“小巨人”企业、“隐形冠军”企业、
国家级“小巨人”企业分别给予300万、
500万、700万、1000万元授信。

2022年2月，我市又提出《重庆市
推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专项
行动计划(2022—2025年)》（简称《行
动计划》），并提出高水平建设重庆高新
技术产业研究总院，推动有条件的区县
建立研究分院。市经信委党组书记、主
任蓝庆华表示，这将有利于推动科技成
果从“书架”搬到“货架”、从实验室走向
生产线；同时，还要设立“专精特新”企
业孵化基金，联动有条件的区县成立

“子基金”，为“专精特新”企业酝酿良好
发展生态。

这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让“专精特

新”企业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重

庆首批“专精特新”企业，该公司成功研
发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手术动力装
置系列产品，助推手术动力装置实现了
国产化。

西山科技财务总监白雪告诉记者，
中小企业个头较小，贷款往往需要抵押
物，因此时常遇到融资额度赶不上企业
发展速度的困局。

而“专精特新信用贷”的推出，让西
山科技可享受无抵押信用贷款，公司通
过这种方式获得的无抵押信用贷款，及
时缓解了企业发展面临的资金压力。

重庆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较多，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制造业基础雄厚，
为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提供重要支
撑。从我市“专精特新”企业分布的行
业领域来看，汽车、电子、装备等行业领
域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较高。

“汽车、电子、装备都是重庆的支柱
产业，这充分说明‘专精特新’企业的分
布情况，与重庆的产业结构高度契合。”
市经信委副主任王春水说。在一系列发
展“组合拳”带动下，目前重庆有“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入库培育企业4300余家，
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883家，国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18家，国家重
点支持“小巨人”企业33家。

重庆“专精特新”企业
发展呈现五大特点

不仅仅是数量在中西部城市中领
先，我市“专精特新”企业发展，还呈现
出五个特点。

首先是，主导产品市场竞争力强。
据了解，我市“专精特新”企业主导产品
市场占有率均居全市前列，“小巨人”企
业市场占有率排名居全市首位的占比
达77.12%。部分企业在全国乃至全球
市场占有率也名列前茅，如瑜欣平瑞公
司的主打产品通机点火器产销量全球
第一。

其次是，专业化程度高。“专精特
新”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
重平均值超 80%，“小巨人”企业超
95%，聚焦主业特征明显。如记者在
采访中了解到，中昆新材料公司成立
10年，进行的3次产品“革命”均围绕
铝型材展开，最终让其坐上细分行业

“头把交椅”。
第三是，研发体系较为完善。“专精

特新”企业自建或联建研发机构占比达
70%，“小巨人”企业占比达100%;“小
巨人”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6.18%，
高于规上工业企业4.57个百分点，研
发人员占全部职工人数比重约23%。
如上面提到的凯瑞动力，不仅每年投入
的研发资金占销售收入的10%以上，
研发人员也超过总人数的50%；另一
家企业金山科技连续多年将营业收入
的20%以上用于研发，拳头产品“胶囊
胃镜”年出货量5万颗以上，累计服务
上百万人。

第四是，补链强链效果好。我市
“小巨人”企业填补国内国际空白的企
业占比72%，关键领域补短板的企业
占比77.97%。如凯瑞动力研发的氢气
循环泵，西山科技研发的手术动力装
置，都是填补国内空白的产品。

第五是，管理水平高。有关统计数
据显示，我市“专精特新”企业通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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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巨人”企业均达100%。

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处负责人表示，
这五大特点证明，重庆“专精特新”企业
正走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能呈现
这五大特点与近年来重庆制造业领域
形成的优势产业集群效应，科技创新能
力不断提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并为
企业发展“降本减负”密不可分，这些因
素，一同营造了“专精特新”企业成长所
需的生态。

“重庆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正处
于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快速结合的转
型升级阶段，同时又迎来了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机遇，这些都给了‘专精
特新’企业更多发展机会。”全国中小企
业商业股权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宋卫
华认为，“专精特新”企业应当把握当下
发展机遇，时刻提醒自己所处行业的产
业链是怎样的，企业在产业链中处于什
么位置、能为产业链解决什么问题，从
而进一步做强，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智造重镇”期待“专精
特新”扩军

虽然重庆“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

情况较好，但与北京、上海、宁波、深圳、
天津等城市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根据工信部网站公开的数据，以上
五个城市入选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的数量分别为264家、262家、182
家、169家和130家。

若根据省市自治区来划分，排名前
六位分别是浙江、广东、山东、江苏、北
京和上海，并没有重庆。这6个省市自
治区“小巨人”企业合计占比超过全国
总量的43%。

重庆排在全国省市自治区的17
位，拥有207家“小巨人”企业的四川排
在11位。

成绩属于过去，目光瞄准未来。
2月28日，工信部部长肖亚庆在国

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支持更多的中
小企业成为“单打冠军”和“配套专
家”。他还提到，今年工信部计划再培
育3000家左右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带动各省培育“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达到5万家左右。

其实早在今年年初，各地就掀起一
轮“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发展的浪潮。
一些城市甚至已经就培育“专精特新”
企业提出明确目标，并寻求不断地优化
政策和服务体系：

如北京针对“专精特新”提出的目
标是用好北交所，培育推动更多“专精
特新”企业上市；

上海提出2022年要新增“专精特
新”企业500家；

广东提出2022年将力争培育国家
级“专精特新”企业200家、省级“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1000家；

浙江提出2022年力争新增上市公
司70家，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00家、单项冠军企业20家；

宁波提出全力打造“全国制造业单
项冠军之城”……

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重庆也提出
了针对“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的《行动计
划》。

《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到2025年，
全市将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5万家，
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500家，国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00家。

《行动计划》还将从加强“专精特新”
企业孵化培育、科技支撑、金融支持、公
共服务、财政政策等五个方面，提出了

“十四五”期间，要完成的30项建设任务。
特别是在企业最为关心的金融支

持和财政政策方面，重庆将依托重庆科
创投集团等，组建重庆市“专精特新”企
业发展基金，引导政府产业基金和社会
资本、投资机构重点支持“专精特新”企
业；鼓励银行业创新“央行再贷款+”

“央行再贴现+”专属产品，将央行低成
本资金直达“专精特新”企业。此外还
将进一步整合中央及市级财政资金，对
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给予资金
奖励，每年遴选100家左右“专精特新”
示范企业进行重点培育，给予重点资金
支持；对“专精特新”企业在股权交易中
心、境内外主要证券交易场所挂牌、上
市的，分阶段给予资金奖励。

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处负责人表示，
上述政策将进一步刺激我市中小企业
朝着“专精特新”企业的目标迈进，同
时，为重庆产业链供应链高质量发展提
供动能，推动重庆向着“智造重镇”的目
标不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