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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力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的

提案

提案人 区工商联（杨帆）

问题：

最近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阳波区长所做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 2022 年工作安排，都提到了对专精特新（隐形冠军）企业

的扶持，可见国家政策，乃至房山区对未来中小企业的发展的

重视。

分析：

房山有一定的科技发展基础，有中关村产业园，近年又引

入了不少高精尖企业，包括像我们特普丽都是国家鼓励的专精

特新型企业。然而这些企业没有变成房山的名片，因为无论是

我们这些本土成长起来的企业还是新晋的专精特新企业都面对

着很多发展中的问题。诚然，区政府为企业提供了服务包，提

供了接口领导服务，给予我们企业极大的帮助。然而面对当下

的大变局时代，企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专门针对专精特

新企业的政策目前还不多。因此我作为一个专精特新企业站在

同类企业的角度提出专精特新企业的几条建议。

建议:

1.人才：一切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对于人才引进不只是

一个北京户口能吸引和留住人才，例如我们特普丽已经筹备一

年的博士后工作站，对于专业的博士人才引入是否有补贴房或

者条件好的人才房，例如雄安、深圳等地都有相应的政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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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精特新企业的高端人才提供青年委员或者其它高知人群交流

的组织，也帮助他们融入地方。其次，可以向良乡大学城的大

学生宣传我们房山的专精特新企业，并给与相应留在房山的政

策，让房山培养的人真的留在房山，建设房山。另外可建立一

个人才发展状态追踪数据平台，随时关注引入高端人才的发展

情况，关注高端人才对环境的需求，找到共性，提升全区的人

才吸引力和人才留存率。

2.政策：专精特新企业享受何种政策优惠？我们看到北京

市和国家已经出台一些针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扶持政策，例如：

一次性政策扶持资金，税收优惠，资源分配的优先权、地价的

优惠等等。

3.信贷：资金保障是现代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否

可以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更便捷、更低成本的资金支持，例如：

低成本融资租赁，低成本信用贷款等。

4.技术创新：专精特新企业必备的条件就是要有很强的产

品和技术研发实力，针对研发支持有如下建议：

一是对于技术研发中心可以给予相应的场地与设备的支

持，甚至可以配合对接部分区内企业资源共同建立更高规格的

研究中心。

二是对于国标指定单位是否可以给予鼓励政策，例如：房

山区应用的相关产品的项目指定使用该公司产品，也可以对该

企业进行一次性奖励。

三是AI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是未来所有企业都要涉及使用

的工具，如果能对接更多相关的资源企业可以帮助专精特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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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更快的发展，同时再有配套的相关扶持政策对专精特新企业

更是如虎添翼。

四是发挥良乡大学城优势，与专精特新企业进行对口交流，

让企业可以给予院校学生实习基地，学校可以跟企业合作研究

课题，共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5.宣传：专精特新企业其实在行业很出名，房山区应该给

予更多的关注和宣传。专精特新企业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

己的故事，如果能够选择性的帮助专精特新企业进行一些宣传，

会让专精特新企业变成房山的名片，房山宣传企业，企业也在

宣传房山。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区域的发展离不开企业。专精特

新企业是中国过去 40 年改革开放树立起来的标杆企业，有潜力

有竞争力的企业，必将会在不远的将来为地区经济乃至中国经

济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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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力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的

提案办理情况

承办单位 区经信局

近年来房山区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认真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部署要求，制定实施

专项政策，精准做好企业服务，着力构建梯度培育体系。目前

房山区现有专精特新企业 86 家。我区专精特新企业目前主要集

中在工业领域，现有工业专精特新企业 49 家，占全区专精特新

企业近 6 成。区经信局作为区级专精特新工作牵头部门，会同

各相关委办局着力加强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和服务，主要在以下

几个方面推动相关工作：

一、加强发现培育构建梯队格局

按照市经信局的统一部署采取敞口申报、线上办理、季度

评审、达标即享的原则，着力构建“专精特新”企业“金字塔

形”梯队培育体系，形成滚动发展、梯队培养格局。同时通过

“自荐+发现”手段，采取季度敞口征集、大数据发现和智能评

审方式加快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作。3 月 4 日，区经信局会同中

关村房山园管委会举办“惠企政策进园区——专精特新企业政

策宣讲会”，100 余家驻区企业参加。宣讲“专精特新”企业基

本概念、资质认定等，帮助企业深入了解北京市相关政策，熟

悉和掌握申报受理流程。截止 6 月底我区共有专精特新企业 86

家、小巨人企业 17 家，初步形成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的局

面，86 家专精特新企业中 2022 年新认定专精特新企业 4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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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一年度有显著增长。按照市经信局下发的《北京市优质中

小企业梯度管理实施细则》要求，区经信局下发通知开展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自荐工作，逐步建立区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

体系。

二、加强专精特新企业宣传推介

房山区人民广播电台充分利用平台优势对我区出台的相关

政策措施、领导调研座谈、企业发展现状、先进典型事迹等进

行宣传报道。房山区政府网站开设了“两区”建设、优化营商

环境等专栏、专题，就我区入选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发展情况、“前店后厂”模式等内容进行宣传。“北京房山”微

信公号推送了《显“韧劲” 铆“干劲” 蓄“后劲”——开局

之年首都经济观察》、《房山区关于继续加大中小微企业帮扶力

度加快困难企业恢复发展的政策服务指南》等信息。下一步，

房山区融媒体中心还将依托电视、报纸、电台、“北京房山”新

媒体、网站等平台，结合“两区”建设，就我区专精特新企业

在“一区一城”新房山发展中释放出的活力进行深入报道。

三、多途径服务专精特新企业人才建设

区人力社保局建立了专精特新企业服务专班，通过电话询

访、实地走访、座谈等形式，主动对接全区专精特新企业，详

细了解企业在用工需求、帮扶需求、档案管理、用工培训等方

面诉求建立清单逐个解决，3 月 24 日区经信局会同区人社局走

访了特普丽，解答了企业在博士后工作站等方面的问题并建立

了联系。下一步区人社局正在开展企业调研，了解企业真实录

用实习人员的需求，加快研究出台我区大学生实习实训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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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励实习实训，为人才留区营造环境。

四、多措并举助企纾困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影响以及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

转弱三重压力，房山区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普遍较大，为

切实帮助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区发改委、区国资委、区税务

局、区人力社保局等部门认真贯彻 “京十八条”文件精神以及

市区领导相关指示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积极帮助中小微困难企业渡过难关、恢复发展。制定了一揽子

助企纾困政策，全力以赴助力中小微企业“克疫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