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今年全市两会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未来五年政府工作的总体思路中提出，要实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
造业单项冠军“双倍增”。同时，在对2023年的工作要求中，也提出要加强企业培育，深入实施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专
项行动、企业上市“育苗”行动和科技企业成长工程。

“专精特新”也成为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关注的热词，纷纷提交了专门针对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能力、高质量发展、
培育助推机制等的建议、提案。

实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双倍增”

强化靶向培育 让种子企业长成参天大树

技术人员对磁控胶囊内镜进行检验

人大代表娄超

市政协经济专委会委员王金山

诊断摸底
对种子企业量身帮扶精准培育

民建市委会在提案中，就大力培养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提出了建议。在提案中提到，近年来，我市大力培
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不断优化发展环境，取得积极成
效。2022年我市新增“专精特新”企业1579家、“小巨
人”企业139家，企业数量西部排名第一，全国排名第
11。虽然我市“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情况较好，但重庆
与北京、上海、宁波、深圳等城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
距：目前，重庆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累计达
257家，但我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承担过国家或省
市级重大科技项目9家，有效发明专利少；此外，通过调
研得知，截至2021年，全市共建成105个智能工厂和
574个数字化车间。从调研的50余家企业反馈的情况
看，存在“不想用”“不敢用”“不能用”“不会用”等问题。

为此，民建市委会在提案中提建议，首先要强化
“靶向”培育，让“种子”企业长成“参天大树”。通过政
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组织专业服务队伍，对标“创
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的培育路径和申报标准，对所培育企业进行
全方位诊断摸底，全面厘清市场前景、团队构建、专利
获取、标准制定、研发投入等情况，找准制约企业的短
板和瓶颈，对“种子选手”企业量身定制帮扶需求清单，
一对一“对症下药”、对标精准培育。

同时，瞄准“四基”领域，制定出台我市专项招商政
策，引进一批掌握自主核心技术的“专精特新”“小巨
人”“隐形冠军”企业，同时鼓励龙头企业采取兼并重
组、股权投资方式，整合关联符合“专精特新”发展导向
的企业，推动企业做大做强。

在创新人才载体建设方面，建议允许人才带事业
编制身份进入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解决“卡
脖子”关键技术难题。推进专精特新企业、关键产业链
龙头企业等同高校深度合作。

基金投资
向国家级“小巨人”倾斜

“如何从强化财政政策扶持、扩大金融资本（投资
基金）支持、全周期扶持企业上市等方面助推专精特新
企业高质量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市政协委员、市总商
会副会长、重庆金冠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
露表示，近年来，重庆市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257家、市级“专精特新”企业2365家，有16家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功上市。

他认为，重庆要大力发展专精特新企业，应当由市
政府主导，依托重庆科创投集团以及天使、科风投、产
业投资、战略新兴等政府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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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专项支持专精特新企业。

重庆市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基金要专门针对发展前
景好、成长能力强、科技含量高等优势的专精特新企业
进行投资，重点倾向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对此类
专精特新企业以市场化方式，注入资本金，进行长期股
权投资，将专精特新企业股本金做大，实收资本做大，
让企业有资本进行科研开发、品牌推广、网络渠道布
局，进一步做精做专、做大做强。

人工智能
建加速中心助力专精特新孵化

“我们积极贯彻落实‘满天星’计划，成立讯飞西
南人工智能产业加速中心，截止到2022年底，已入驻
人工智能企业151家，孵化专精特新企业1家，高新
技术企业2家。预计到2025年，达成国家级孵化器
建设标准。”重庆市人大代表、科大讯飞人工智能西
南研究院院长、重庆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娄超表
示，人工智能龙头企业建立产业加速中心，这将有力
助推重庆专精特新企业发展。

专精特新企业的孵化与创建，离不开人工智能与
大数据产业的助力。以重庆市政府引进的人工智能头
部企业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为例，通过加快人工智
能核心技术研发和应用，带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娄超表示，讯飞西南人工智能产业加速中心，截至
2022年底，已入驻人工智能企业151家，孵化专精特新
企业1家。“这家从加速中心成长起来的企业，名为中林

广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先后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专精特新的认证。”主要从事大数据平台建设与运
营、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解决方案与产品研发。与四
川航空、交巡警总队以及东风本田、吉利、长安汽车等
政企开展广泛合作。

退出机制
评定不合格企业应取消其称号

“在企业获评后的发展中，存在企业因为经营不
善，面临倒闭，企业转型、转向不满足‘专业化’条件等
现象，已是名不符实的‘专精特新’企业。”市政协委员、
永川区政协副主席，民革区委会主委漆远英，从另一个
角度，提出了针对“专精特新”企业的退出机制建议。
他认为，这些名不符实的企业，因为有“专精特新”称号

在，还可以享受一些国家扶持政策。当前，不管是国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还是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都只有认定管理办法，没有退出管理办法。

他认为，应当精准分类指导。“专精特新”企业包括
了“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在评审过程
中，只要满足了四化之一企业就可以获评“专精特
新”。但是四化的侧重点完全不一样，企业的特色也完
全不一样。建议对获评的“专精特新”企业按照四化的
要求精准分类制定帮扶政策，推动企业专注细分领域，
把握好专业定位，练就“独门绝技”，不断做精做深。

对认定已满三年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围绕企业
营业收入、研发能力、发展方向、经济和社会效益、产品
质量安全等方面开展复核审定工作，对不参加复核的、
复核综合评定不合格的、三年内有较大违法违规行为
的、因其他原因不能继续生产经营的企业取消其称
号。当然，称号并不是一取了之，还要深入分析退出

“专精特新”名单的企业发展情况，找准存在的问题，靶
向帮扶，力争帮助企业走出困境，恢复正常经营。

“育苗”行动
加速打造西部“智造重镇”

谈起“重庆造”胶囊机器人充满传奇的发展历程，
市政协经济委委员、金山集团创始人王金山充满自豪
和感慨。

“在金山集团，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
发展之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一直是企业
发展的重中之重，每年公司都要投入销售额的15%-
20%作为研发费用。”王金山介绍，金山集团现拥有先
进专家团队12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7岁，是一支年轻
化的人才队伍。企业现拥有专利1200多件，其中发明
专利400多件。胶囊内镜系统更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奖，多次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等。

“目前，金山集团已经被列入‘重庆市重点拟上市
企业名单’，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帮助和支持下，企
业正稳步推进上市工作。”王金山表示，作为一家民营
科技企业，金山集团近年来取得的成绩除了企业自身
的发展，都和国家科技创新驱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
战略以及重庆优良的营商环境密不可分。

王金山分析，重庆要加速打造“智造重镇”，高质
量集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重要基础，必须进一
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在全国形成有利于民营
经济发展的优良环境。他认为，政府相关部门首先
应扮演好“引路人”“推车手”“服务员”这类角色，营
造更好的营商环境，真真切切提升“专精特新”企业
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科技创新
助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

重庆臻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杨佐东
说，作为一家在九龙坡区西彭园区从事半导体零部件
生产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刚进入新年，企业
的离子熔射工厂、半导体部件工厂、芯洁精密再生工厂
等厂区全部满负荷生产，生产线上作业声不绝于耳。

“去年企业订单实现跨越式增长，今年注定更加强劲。”
杨佐东介绍，作为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臻宝科

技专注于集成电路芯片和平板显示核心设备零部件的
先进制造技术，在高纯硅、石英、陶瓷等设备核心零部
件制造，以及上、下电极的制造、等离子涂层保护工艺
等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每一个有研发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都有一面引人
瞩目的“专利墙”，在臻宝科技这面墙上，共有有效专利
67项（其中发明专利19项，实用新型48个）。这项成绩
的背后，是不断加大科技投入的结果，“我们每年投入研
发费用占同期营收比5%以上，年平均增长26.9%。”企业
相继获评重庆市企业技术中心、重庆市技术创新示范企
业，国家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并建立了市级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

专精特新企业不仅要在助力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
提升方面作贡献，还要不断科技创新，敢于在填补国内
技术空白上当先锋。近年来，臻宝科技自主研发生产
的刻蚀机用石英上、下部电极产品，突破了上、下部电
极在精密机加、破损层研磨和低纳米线宽微颗粒刻蚀
的关键制造技术，打破了该领域长期被国外厂商垄断
的局面，填补了国内空白，实现了高可靠、低成本国产
替代。

重庆晨报记者 杨野 杨新宇 陈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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