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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研究背景：

研究对象：

中小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为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央及地方进一步加强“专精特
新”企业培育力度，持续优化“专精特新”企业梯队培育，倡导多元市场主体共同服务中
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在此背景下，艾瑞发布《“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研究报告》，深入探讨不同区域“专精特
新”企业发展规律，总结梳理典型区域“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有效经验，挖掘剖析典型
“专精特新”企业和服务厂商代表，展现“专精特新”企业发展重点与未来趋势。希望通
过本报告，为读者呈现现阶段“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的要点，提供区域培育“专精特新”
企业的建议启发。当然，限于研究周期与行业理解水平，报告仍有不足之处，敬请各界读
者指正。

根据工信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暂行办法》优质中小企业可分为创新型中小企
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三大类。本篇报告研究范围确定
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便于表述在文中统称为“专精
特新”企业。

研究方法：

本报告通过业内资深的专家访谈、桌面研究、案例实证研究、行业对比研究、投融资数
据统计输出相应研究成果。

艾瑞咨询
产业数字化研究部

报告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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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来源：艾瑞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 各地区在产业转移大势下，根据区域经济优势及产业转移所处位势调整“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方向。东

部地区保持领先优势的关键点在于坚持技术创新引领；中部地区赶超机会在于积极承接与布局技术密集

型制造业及新兴产业；东北地区重点推动传统制造业升级；西部地区则发挥资源禀赋以新能源与新经济

产业的发展补强基础。

➢ “专精特新”企业在资金支持、数字化、创新协同、市场拓展方面仍有较为急迫的诉求未能得到满足。

各地方在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时也面临政策体系覆盖面较窄、落地性较弱、匹配度不高等问题。为解

决上述问题，各地可从企业调研、整体设计、培育库建设、服务平台建设、生态营造等环节入手，挖掘

本地中小企业现状特征、发展潜力、发展诉求，有针对性的进行整体发展思路与政策设计、完善梯度培

育机制，并匹配要素供给所需公共服务平台，营造良好氛围。

➢ “专精特新”企业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征，其概念自2011年提出以来，经历十余年

发展至今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我国明确提出到2025年培育一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十万家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目标。

➢ 截至目前，工信部已公示9279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其中超六成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分布于

制造业，但分批次来看制造业占总数比重逐批下降，体现出我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重点培育行业

方向正逐渐从制造业向高技术服务业转移，特别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行业“专精特新”企业发展趋势如日方升。

➢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地区分布东强西弱、阶梯递减的特征明显。东部地区凭借区域经济发展优势及

创新资源集聚优势始终是我国“小巨人”企业培育的引领核，中部地区“小巨人”企业培育保持良好态

势，西部地区虽“小巨人”企业基础较弱但保持平稳发展，而东北地区“小巨人”企业培育势头放缓。

SMS
➢ 国家层面支持政策瞄准资金支持、创新协同、人才支持、品牌市场、企业转型、精准对接服务等6大方向。

地方政府在国家政策指引下，协同科研院所、金融机构、行业内龙头企业及专业化服务商等多元市场主

体共同参与协助“专精特新”企业发展，营造“专精特新”企业服务生态。市场化服务商是各地政府培

育“专精特新”企业重要的合作伙伴。以大型平台型企业、区域性科技服务机构、龙头型“专精特新”

企业为代表的市场化服务商，通过政企合作的方式，服务于“专精特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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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精特新”概念界定
“专精特新”企业是我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生力军

来源：《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暂行办法》、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为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工信部于

2022年6月印发《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优质中小企业是指在产品、技术、管理、模式等方面创新

能力强、专注细分市场、成长性好的中小企业，提出构建包含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3个层次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优质中小企业的核心力量

• 位于产业基础核心领域、产业链关键环节，创新能力突出、掌握核心技术、细分市场占有

率高、质量效益好

• 认定需同时满足专、精、特、新、链、品等6个方面指标

“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优质中小企业的中坚力量

• 实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发展，创新能力强、质量效益好

• 认定需满足细分市场从业年限、研发投入强度、营收规模等3方面要求，且专、

精、特、新等4方面13项指标综合评分达60分以上

创新型中小企业：优质中小企业的基础力量
• 优质中小企业的基础力量，具有较高专业化水平、 较强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

• 认定需满足创新能力、成长性、专业化等3方面6项指标综合评分达60分以上

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内涵与标准目标与现状

1万家 已培育9千余家

10万家 已培育5万余家

100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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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精特新”认定标准
设置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4类评价指标
优质中小企业的评价标准指标可归类为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4个方向。其中，专业化指标重点衡量企业主营

业务的专业化程度、成长性及市场地位；精细化指标重点衡量企业的资产运营、质量管理及数字化水平；特色化指标重点

衡量企业产品的独特性、独有性；新颖化指标通过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情况的衡量评价其的创新能力。

创新型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专业化

特定细分市场从业时间* 特定细分市场从业时间

主营业务占比与增长率 主营业务占比与增长率主营业务占比与增长率

主导产品所属领域情况主导产品所属领域情况 主导产品所属领域情况

精细化
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 资产负债率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数字化水平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数字化水平

净利润率

特色化
由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结合本地产业状

况和中小企业发展实际自主设定
主导产品在全国细分市场占有率&拥有直接

面向市场并具有竞争优势的自主品牌

新颖化

获国家级、省级科技奖励情况 获国家级、省级科技奖励情况 获国家级科技奖励情况

新增股权融资情况 新增股权融资情况* 新增股权融资情况*

研发费用/占比* 研发费用/占比

有效知识产权数 有效知识产权数 有效知识产权数研发机构建设情况 研发机构建设情况 研发机构建设情况

研发费用/占比

“创客中国”获奖情况 “创客中国”获奖情况

研发人员占比 研发人员占比

高新技术企业等荣誉获评情况

指标 必须指标指标 评分指标 指标 创新直通指标指标* 既是必须指标也是评分指标 指标* 既是创新直通指标也是必须指标图例

注释：1评分指标，指相关指标得分加总后满足一定分数要求方符合认定条件的指标；2必须指标，指必须满足全部指标要求方符合认定条件的指标；3创新直通指标，指一旦满足其
中1个指标要求即可无需满足评分指标要求的指标；
来源：《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暂行办法》，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不同层级优质中小企业评价指标体系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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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精特新”独特内涵
以创新能力建设为基础，强调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发展
一直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培育壮大中小企业，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财政部等多部门协作，推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中小企业培育专项。不同类型中小企业培

育专项，均强调创新能力建设与专业化发展。但和其他中小企业培育专项相比，“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更加注重对于产品特色化程度、管理现代化水平以及领域专业化程度的考察，体现出该专项旨在培育以创新驱动

为前提、专注于细分市场、市场占有率高、质量效益优的中小企业佼佼者。

注释：色阶颜色由浅至深表示标准要求由低到高，仅有灰色底纹表示该培育专项在对应考察方向未做明确要求。
来源： 《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暂行办法》、《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等公开文件，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不同类型中小企业认定标准对比

考察方向 “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 创新型中小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

技术
创新能力

领域
专业化程度

管理
现代化水平

产品
特色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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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精特新”培育历程
始于2011年，经历战略布局、细化实施、加速推进三大阶段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我国企业发展重点也从注重规模化发展向注重创新能力培育转变，并

于2011年孕育出“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这一概念。随着对于“专精特新” 企业培育的必要性与实施路径等认知的理解逐

渐深入，我国适时调整“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支持政策的推进力度，大致可分为总体布局、细化实施、加速推进3大阶段。

注释：1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2 《关于支持打造特色载体推动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升级的实施方案》，3《关于开展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工作的通
知》，4《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办实事清单》，5《关于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6《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暂行办法》。
来源：国务院官网、工信部官网、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202220212020201920182017201620152014201320122011

战略布局阶段 细化实施阶段 加速推进阶段

提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概念，明确专精特新发
展思路方向

细化专精特新企业培育路径，
落实企业培育相关重点举措

提升专精特新企业战略地位，
加速推进企业培育重点工程

• 2011年《“十二五”中小企业成长规划》首次提

出“专精特新”概念，指出“专精特新”是中小

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提出培育“小而优、

小而强”的企业。

• 2013年7月《关于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

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发展的总体思路，明确“专精特新”的内涵。

• 2016年提出开展“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培育工程1 。

• 2018年提出支持实体开发区

打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型等4类

双创特色载体等举措2；明确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具

体培育条件3。

• 2019年工信部发布第一批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

• 2021年围绕加大财税支持力

度、完善信贷支持政策等提出

31条具体支持举措4；明确到

2025年重点支持1000余家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质量

发展等企业培育目标5。

• 2022年明确创新型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认定

标准6。

阶段内涵
重要事件

阶段划分

◼ 政策总数

◼ 关键词频大
于1的政策数量

2011-2022年中国“专精特新”企业相关政策文件发布情况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67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