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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在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江苏罡阳转向系统有限公司生产线上忙碌。（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北京市是国家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量最多的城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是聚集地
之一。图为北京经开区内一景。（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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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精特新——我国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品牌热词，指中小企业具备专业化、精细化、
特色化、新颖化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近日致信祝贺2022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
展大会，希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伴随着国家的政
策支持，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迈向专精特新。工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
9月，我国已培育了四批共计8997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带动全国范围认定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万多家，入库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1万多家。大批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深耕于细分领域，创新能力强、质量效益好且处在产业链供应链的重
要环节。

求变求新 深耕细作

超80%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居本省细分市场首位

9月14日上午8点，在浙江省嘉善县开发区企业园区内，技术员小李换好工装走进车
间。生产线上，高速运转的分切机正按照订单要求，将宽3米多的大卷膜分切为一
卷卷不同尺寸的白色塑料薄膜后进行收卷。杯装奶茶、桶装泡面、手机包装盒……
不少日用品、食品最外面的那层包装膜，采用的都是这种可收缩材质塑料薄膜。

小李所在的企业，是国内目前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的POF热收缩膜领军企业——浙
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众成”）的新研发地。在这里，曾
成功自主研发出国内首条性能好、生产稳定的POF热收缩膜生产线。作为国家级“
绿色工厂”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自2010年底上市以来，该公司精耕制膜领
域，目前已拥有四项核心技术，代表着该行业的全球最新技术水平。

长期专注和深耕细分市场，最终成为行业尖端，是大多数中小企业走向专精特新的
路径。工信部副部长徐晓兰介绍，从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来看，超70%深耕行
业10年以上，超80%居本省细分市场首位，超五成研发投入在1000万元以上。一
些“小巨人”企业的主导产品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率可达90%以上。

浙江众成董事长易先云介绍，靠着在细分市场的不断打磨，目前公司产品已与世界
同步，大多为国内首创，品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不过，这样一个靠技术“打遍天下”的行业“大佬”，也曾有被“卡住脖子”的艰
难时刻。浙江众成的前身为浙江众大塑料有限公司，是成立于上世纪末的一家名不
见经传的小型企业。当时厂区仅占地7.29亩，员工不足70人，固定客户不到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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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浙江众大塑料有限公司花费190万美金“巨资”从意大利引进国内第一条
POF热收缩膜生产线。然而，拿真金白银换来的“洋”设备，却并未完全适应市场
需求，也未能为企业带来如愿以偿的利润价值。这让彼时抱着“拿钱买技术”想法
的该企业清醒感受到了技术壁垒所造成的束缚和制约。

“思来想去，最终决定加大投入，自己搞研发。2004年至2008年间，我们在设计
、装备、工艺等方面不断突破，自主研发制造共15条POF热收缩膜自动化生产线，
其中6条生产线采用公司独创的‘三泡法’生产工艺，解决了收缩率和收卷张力难
以控制等困扰全球行业的世界性难题。”该公司研发技术中心总工程师黄旭生介绍
。尝到创新的甜头后，公司开始进一步技术升级，技术团队成功攻克了POF交联热
收缩膜不能回收利用的行业难题，变废为宝，进一步减少了塑料原料的使用量。

如今，经过20多年的发展，浙江众成已成长蜕变为全球知名的高品质聚烯烃热收缩
膜制造商和国内优秀的聚烯烃热收缩膜整体包装解决方案提供商，并自主研发制造
了20余条自动化生产线，其中12条新型3.4米聚烯烃热收缩膜生产线及其配套设备
代表了全球同行业最先进的技术水平。凭借过硬技术，浙江众成已积累1500多家优
质客户。

人机协作 设备互联

数字化成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重要路径

在位于浙江省诸暨市的浙江华益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益精密）生产车间
，黄色的红冲机器人特别醒目，它有条不紊地把达到特定温度的铜棒放到模具下冲
压，一个个黄铜零部件就此成型。

红冲锻压是精密黄铜零部件制造的第一道主要工序。自建厂以来，这一工序就长期
处于人工冲压的状态。由于对操作技能要求高、工作环境恶劣，红冲锻压岗位不仅
招人难，也成为公司甚至是整个行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华益精密2017年引进了2台红冲机器人。以前，只能靠工人肉
眼判断铜棒是否加热到所需温度，而有了机器人，不仅可以自定义温度，加热不均
匀的铜棒也会被自动挑出，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华益精密公司副总经理王鲁江表示
，红冲锻压机器人项目实施后，使得公司非标产品生产周期从22天压缩至10天以下
，标准产品生产周期从8天压缩到3天以下，单位产品能耗下降12%，锻压人员减少
10人。

机器换人、设备互联……近年来，数字化转型成为众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重
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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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纱，万人布”，这是人们对传统纺织行业的印象。但在位于福建省福州市的
专精特新企业景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丰科技）的生产车间内，却是另外一
番景象。挥舞自如的机械手，无所不在的传感器……从投料、纺丝，到检测、包装
整个生产线全部实现全自动化运行，基本见不到纺织工人的身影。

这样智慧生产的场景对曾经的景丰科技来说是难以想象的。过去，生产设备相互孤
立，设备数据难以反馈指导生产，精细化管控难度大；现在，数据“孤岛”被打通
，生产、包装、品控等各环节都发生了变化。关于智能化设备上投入后所产生的效
益，景丰科技厂长付重先算了一笔账：“智能化系统和设备费用大约投入1.6亿元，
但是实现了全流程智能自动化管理后，每吨产品直接经济效益增加800元，年直接
经济效益就增加了1.6亿元，非常划算。”

工信部副部长徐晓兰指出，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提
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建设数字中国的背景下，如何让中小企业快速拥抱数
字化，既是中小企业自身的命题，也需要各级政府的支持引导。

在景丰科技所在的福建省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通过实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
提升工程，指导企业明确转型路径。2022年以来，全福州市新增“上云上平台”工
业企业超325家。截至目前，培育发展了国家级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试点示范企业5家、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4个。

从国家层面来说，近日，财政部、工信部联合启动财政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
点工作。计划从2022年至2025年围绕100个细分行业，中央财政分三批支持近300
个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培育4000至6000家“小灯塔”企业作为数字化转型样本
，引导带动广大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发展。

迭代优化 攻坚克难

创新服务体系培育孵化更多的专精特新

北京市是国家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量最多的城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
称“北京经开区”）就是聚集地之一。近年来，北京经开区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专精
特新和“小巨人”企业，截至目前，全区已有各级专精特新企业共563家。在工信
部今年发布的第四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中，北京经开区有47家企
业入围，总数在全国国家级经开区中保持第一。

唯迈医疗是北京经开区内一家主营国产高端介入影像设备生产制造和介入手术机器
人研发的企业，成立于2014年。起初，全公司只有20余人，但如今，企业已发展
为国内外员工数百人，产品填补多项国产空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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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创始人兼CEO杨贺表示，机器人在医疗方面的细分领域很多，而唯迈医疗属
于一直在微创介入的赛道奔跑，通过创新驱动，实现产品不断迭代优化。目前，唯
迈医疗的研发人员大约占到了总员工人数的一半，凭借每年几十项新专利的速度，
该公司在介入手术机器人领域做到了首创专利数全球第二的高度。

对于一家中小企业，要在一个领域做到不断创新，需要克服很多困难，比如资金短
缺等问题。唯迈医疗的成长壮大，离不开北京经开区的支持。研发投入增长奖励、
“首台（套）”补贴、科技创新服务券、房租补贴……北京经开区科技创新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北京经开区通过各类资金支持，为企业解决“急难愁盼”问题。特别
是在科技金融方面，经开区此前通过设立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和扩容金融服务联盟相
结合的方式，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通过打造科技金融服务平台，促进银
行和企业对接，给予贷款贴息奖励；开展专精特新企业畅融工程，推进区内25家银
行为专精特新企业定制专属服务产品、开辟信贷绿色通道，进一步解决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

除了资金支持，北京经开区还在服务上下功夫。针对唯迈医疗这样的生物医药和大
健康领域企业，北京经开区还设置了针对性的专门服务。基于多年服务的经验积累
，北京经开区率先在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领域搭建了全环节服务体系，将服务的
触角延伸到企业身边，持续收集企业诉求，并为专精特新企业逐一配备“服务管家
”，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北京经开区科技创新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为了给专精特新企业的孵化壮大提供良好
环境，北京经开区近年来实行创新驱动战略，推出了一系列配套支持，建立健全梯
队企业培育机制，通过搭建雁阵式创新梯队，进一步完善创新服务体系，目前，全
区挂牌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已经有5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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