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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推动“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发展工作的

提案

提案人 陈利军

问题：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一批‘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

市政府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造活力，

加快推动“专精特新”企业梯队培育和高质量发展，力争到

“十四五”末，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500 家，

市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1000 家，市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达到 5000 家。截至 2021 年 12 月 1 日，北京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对外公布了 2021 年度第二批至第七批“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已有超过 1150 家中小企业入选。

2021 年 12 月 2 日，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刊发《北京市关

于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征

求意见稿）大力推动“专精特新”企业的快速发展。

目前，房山区已针对“专精特新”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

政策，但还未形成系统性的“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体系，从

而有效推动房山区“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与发展。

分析：

在调研中发现，房山区“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作未形

成体系，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专精特新”企业的申报宣传

力度不足，很多中小企业还未将“专精特新”专项申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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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发展指标；二、对潜在“专精特新”企业挖掘不足，

部分中小企业具备“专精特新”的基础，但未被主动指导完

善提升，故未申报成功；三、对已获得“专精特新”称号的

企业表彰力度不强，支持不到位，北京多区县已经针对“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出台了不同程度的奖励制度，包括现金

奖励、荣誉奖励、贷款政策支持、科研费用支持、税收奖励

支持、人才引入支持等。

建议：

1.搭建“专精特新”企业培养体系，建立“专精特新”

企业库。建立 1 个“专精特新”企业库，每年辅导不少于 3

家“专精特新”企业上市，培育不少于 10 家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不少于 50 家“专精特新”企业，同时培养不

少于 300 家潜在专精特新企业。通过建立“专精特新”企业

库，加强多层次、多元化的支持政策，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

梯度发展，形成中小企业的“专精特新”潜在企业、北京市

“专精特新”企业、北京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隐形冠军、单项冠军的科

技企业培育体系。

2.明确组织领导、组织体系。加强对“专精特新”企业

培育工作的组织领导，明确牵头部门、配合部门和工作职责，

形成高位统筹、上下联动、运行高效的工作体系。将“专精

特新”企业培育工作纳入区重点工作范畴，并定期进行专项

统计与汇报。

3.出台一系列有力度的奖励政策。出台“专精特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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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专项奖励政策：包括不同企业阶段的奖励维度，针对“专

精特新”潜在企业、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北京市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不

同阶段，对应落实可衡量、可实施的奖励政策，包括荣誉表

彰、现金奖励、人才引进政策、研发费用补贴政策、固定资

产投入补贴政策等，形成“专精特新”政策奖励包，并分季

度及时下发。

4.鼓励打造“专精特新”特色园区。鼓励房山园各园区，

打造“专精特新”特色园，支持园区各类中介机构和商协会

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专业化、社会化服务，推动形成“专

精特新”企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对园区孵化培育的“专精

特新”企业，给予一定的要求和一定力度的奖励补贴政策优

惠。

5.打造“专精特新”生态链。搭建线上线下“专精特新”

企业新技术新产品示范应用平台，通过交流展示、深度互动

等措施，推动新技术新产品与市场充分融合，促进新技术新

产品的快速市场化。鼓励保险公司大胆承接新技术新产品应

用的首批次保险保障业务，加强新技术应用的保障，推动上

下游的广泛应用。。

6.建立“专精特新”企业的融资体系。推进区内银行为

“专精特新”企业开辟信贷绿色通道，并推出“专精特新”

企业服务名单，满足企业不同阶段的资金需求。政府融资担

保机构提供“专精特新保”，与银行共担风险，如果出现困

难，给予一定的补贴。鼓励保险机构推出“专精特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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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提供信用保证保险产品。

7.加强“专精特新”股权投资力度。充分利用政府引导

投资基金的作用，成立“专精特新”专项投资引导基金，鼓

励市场化基金重点支持区内“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政府引

导基金给予一定的劣后担保。



5

关于进一步推动“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发展工作的

提案办理情况

承办单位 区经信局

一、构建专精特新企业梯队培育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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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现有专

精特新企业 86 家，小巨人企业 26 家，国家级小巨人企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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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一年度有

显著增长。

二、落实政策加强企业支持

2021 年 12 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印发了《北京市关

于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措施共

计 6 个方面 16 项支持内容，从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大融

资支持力度等方面加快推动专精特新企业梯队培育和高质

量发展，相关措施正在积极落实。经信部门为进一步提升专

精特新创新能力，聚焦只能制造领域，支持专精特新企业数

字化转型升级，对专精特新企业开展数字化赋能给予最高

100 万资金支持。在今年实施的高精尖产业支持政策中对专

精特新企业也有侧重，在符合高精尖企业升规或破亿支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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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基础上对获评“专精特新”的企业再增加奖励 20 万元。

三、打造专精特新产业园区

中关村房山园管委会成立后着力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根

据各园区主导产业方向将智能应急装备产业园、石墨烯种子

园、中关村(房山）氢能产业园等产业集聚度高的园区打造

成“专精特新”特色园区，截至目前，中关村房山园共有北

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55 家，“小巨人”企业 22 家。依托

前沿技术公司产业对接小组及招商专班作用，积极对接海

淀等中心城区项目资源，重点引进“专精特新”企业；鼓励

园区现有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推动“专精特新”

企业成为补链强链和引领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同

时，提升园区运营管理机构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服务能力，

积极协助企业对接优质创新资源，为“专精特新”企业发展

搭建平台，组织中关村科技租赁公司、北京 IP 公司、前沿

基金、启航基金及市场化投资机构与航景创新等“专精特新”

企业深度对接并达成合作意向。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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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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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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