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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淼

最新数据显示，广东已累计培育 1525 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总数跃升至全国
第一。

解码广东“小巨人”的增长之道，多元、开
放、包容的营商环境和创业创新氛围，起到了
关键作用。对此，当地的企业主、创业者都不
约而同地点赞。

正如深圳多年前打出来的口号“来了，就
是深圳人”，这既体现了一种“来者不分东西南
北”的包容，也表达了对“英雄不问出处”的尊
重与鼓励。这或许就是大湾区在存量时代还
能获取外部资源和创新动力的价值观念。

浙江和广东一样，拥有庞大的中小企业基
数，这是诞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
土壤。企业“长大长壮”过程中，全方位的精准

扶持是重要推手。
近年来，在专精特新企业培育过程中，广

东在财政支持、融资扶持、企业上市、减税退税
等方面，都有主动精准的服务。尤其在早期的
产业基金投入及配套激励政策的出台上，不少
方案都是全国首推，帮助企业对接专业化股权
融资基金和高质量战略合作者。

与此同时，属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又很
清晰。企业在不断自我创新突破的同时，政
府重点突出了公正的法治建设、公平的市场
秩序、公开的政策兑现
等优势，这也是增强本
土企业对政府信任感的
关键原因。

（作者系清华长三
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
究中心副主任）

信任来自开放包容与精准服务

专精特新，是广大中小企业努力发展的方向，也是各地发
力先进制造的必由之路。

浙江经连续多年培育、遴选，一批批专精特新企业凭
借“独门绝技”实现补短板、填空白，登上国家级“小巨人”
榜单，成为专精特新中的佼佼者。

今年三季度，第五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名单公布，全国新增 3671 家“小巨人”，其中长三角、珠三
角总数占到全国六成，成为当之无愧的“小巨人”高地。
浙江新增“小巨人”企业 315 家，仅次于江苏、广东。

各地对专精特新企业的重视程度、培育力度前所未有。
面对苏粤地区的强势发力，浙江制造如何蓄力破局，在专精特
新赛道上再攀高峰？政府还能提供哪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工
具，厚植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的沃土？

日前，本报记者赴广州、佛山走访了多家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感受珠三角先进制造创新活力的同时，解码

“小巨人”增长之道，从产业一线挖掘几道“真经”供浙江
借鉴。

记者探访广东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浙江制造“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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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要长成专精特新“小巨人”，资
金、土地都是基本要素，而强化要素保障是一
地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任务。

“特别是处于种子期、起步期的企业，往
往难以从传统渠道获得充足的资金。”在科莱
瑞迪，詹德仁回顾道，2004 年公司从主营贸
易转向自主研发，所幸得到了广州科技创新
基金 490 余万元的风投。“10 年后，政府引导
基金退出，时代伯乐、平安创投等社会资本接
盘，顺利完成‘接力投’，公司才得以一步步长
成‘小巨人’。”

早期由政府承担高风险、后期为本地社
会资本让利，正是得益于像这样的创新融资
模式，广深一带在“投早”“投小”中为科技创

新企业营造出了良好的投资生态。
“近年来，浙江各地也在积极探索政府股

权投资，引导社会资本为一些高成长性的中
小企业提供资金和资源支持。”吕淼建议，要
重点引入企业亟需的风险融资、产业配套等
高端垂直化服务，提升资本市场对专精特新
企业的服务水平。

针对土地紧缺，产业发展空间受限问题，
珠三角的“工业上楼”模式已运作成熟，可供
浙江学习。

在佛山的海创大族机器人产业园，记者
领略了当地最新版的“工业上楼”。14 栋标
准厂房，每栋都高达七八层，容积率超4.0，园
区配套设施齐全，穿行其中，城市中央商务区

的即视感扑面而来。
按照“政府主导+产业导入+社会资本”

的开发建设模式，这里明确以机器人产业为
核心，重点发展系统集成、智能制造装备产
业。去年一期园区刚交付，就已有 140 多家
机器人相关产业链上的企业进驻。

“公司搬来才一年，客户就新增了 10
多家，今年产值有望再上一个亿元关口。”
大族机器人有限公司战略投资事业部副
总经理李智鹏说，不少高新企业、初创企
业 追 随 而 来 ，就 是 看 中 这 里 的 企 业 黏 性
大、关联强，订单不用愁，产业链想撬也撬
不走。

多年间，随着“工业上楼”模式持续推广

并迭代升级，在广佛深地区，类似“一栋楼就
是一条链”“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早已不是新
鲜事。

采访中，当记者问及广东的营商环境如
何？当地企业家们的回答都是细节满满——

“我们参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政府
都是一对一服务的”“完全不必惦记各种奖补
何时会到账，会计换了也不怕，政府的钱到点
就会及时给”“平时不会瞎指挥，关键时刻有
求必应”⋯⋯

“政府在服务外资企业的过程中学习到
先进管理模式，其中最重要的是政企互信。”
王起新还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不信任才是
最大的营商成本。”

“工业上楼”强化要素保障

此次走访中，让记者感触颇深的是，一群
年产值两三亿元的“小巨人”企业，都怀揣着
自建创新生态的雄心。

那么，创新生态要怎么建？在位于“广东
第一强镇”狮山镇的佛山市机器人创新产业
园，记者看到了一个自建创新生态的生动
范本。

该产业园在 2015 年成立佛山智能装备
研究院，又从武汉引入上市公司“华中数控”，
就地组建佛山华数机器人、登奇机电两家新
公司。短短几年，从无到有，如今两家公司都
已长成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产业园并不大，布局颇显紧凑。“一院两
司”紧紧抱团，依托联盟机制互为支撑，日渐
形成持续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能力，并不
断 孵 化 培 育“N”个 机 器 人 产 业 生 态 链 圈
企业。

参观生产线时，记者不时看到机器人手
臂被工人推出来，直接拉进隔壁研究院的
大门。

厂区楼下是生产线、跑机区，楼上则是
面向行业企业、职业院校及机构等全天候开
放的公共实训中心，师生培训、技能考试、人
才选拔等一应俱全。

“这栋楼里既有广东省工业机器人智能
感知与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又有佛山智
能制造发展中心，一线技工和工程师、研究员

随时可以面对面。机器人在调试、跑机中万
一出现问题，门对门就能解决。”华数机器人
市场策划部负责人说，“产教研”在这里没有
距离感。

所有的深度融合，都是从打破阻隔开
始的。

近年来，佛山机器人产业之所以能飞
速壮大，除了借助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带

来的应用市场优势，也离不开这种打破大
院大所高墙、陪伴企业及人才共同成长、与
产业充分互融的创新生态。

“地方政府可以从中做好串联工作，一方
面串联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另一方面串联企
业和高校、科研机构等。”徐亮说，政府、机构、
企业各司其职，才能真正有效创新。

破除“产学研用”之间的壁垒，让基础研

究能够真正进入工厂车间，这样的诉求，浙江
同样迫切。记者在杭甬等地采访时，就有不
少专精特新企业反映，与高校院所、公共平台
间协同创新的局面尚未成熟，企业在当地难
以形成产学研用合作闭环。

以中科院宁波材料所为例，在磁性功能
材料与器件、涉海极端环境使役材料等领域
具有领先型专利，但从专利授权共享情况看，
宁波本地仅 5 家“小巨人”享受过它的创新
溢出。

也有企业反映，由于缺少面向民营企业
开放的中试基地，样品难以就近进行技术模
拟和场景试验，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创新产品
的商业化进程。

事实上，好产品都是在反复应用中“打
磨”而出的。就拿科莱瑞迪的放疗定位产品
来说，临床操作中会产生多样性需求，如果医
院能和企业实现高效互通，就能实现双赢。

“因此本地应用场景的开放，对新技术、
新产品的示范推广至关重要。”詹德仁以自己
企业的探索为例——积极与各家医院搭建产
学研用生态系统，为科莱瑞迪提供源源不断
的创新动能。为贴近需求并做好转化，企业
会承担5万元以下的项目研发成本。

依托这样的协同机制，企业可以快速“摸
透”医院的切实需求，在与众多进口产品竞争
中脱颖而出。

让更多基础研究进入车间

创 新 是 专 精 特 新 的 灵 魂 。 毋 庸 置 疑 ，这 一 点 早 已
是各地政企共识。

在广东走访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时，不出所料，企业无
一例外都把自主创新提到了“置顶”位置。

位于佛山南海区的国星半导体，是目前广东省内规模最
大的 LED 芯片制造商，专注于研发、生产氮化镓基 LED 芯片
和外延材料。

这枚“闪闪发光”的芯片，手握192项授权专利，发明专利
44 项，还有 3 项美国专利；尽管如此，依然要面对市场的内
卷。“与很多行业一样，LED 市场这两年也出现了供过于求，
同业竞争日趋激烈，个别产品打起价格战。”公司副总经理徐
亮说，当下面临的创新突围，已不仅仅是产业链上的保卫战，
而是不断向车用 LED 芯片以及第三代半导体等高端市场进
军，打响价值链“卡位战”。

“虚拟现实、智能穿戴等应用场景都是企业对未来市
场的预测。”在徐亮看来，市场需求是产品创新的导向，而
且为了手里始终有高门槛的东西，背后的研发投入是个

“无底洞”。
包括国星半导体在内，在记者走访的这批“小巨人”

企业中，每年 7%至 10%的研发投入只能算是基本强度。
对照浙江省内，去年全省“小巨人”上市公司的平均研发

投入强度为 8.2%；而“小巨人”数量稳坐全省第一的宁波却
仅有 4.6%。对此有宁波企业坦言，过去不少传统企业通过
引进先进技术装备和生产线，在短时间内实现发展跃升，这
容易造成企业习惯了依赖技术引进，而忽视了自主创新能力
的培育。

对此，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吕淼指出，拥有自研团队应该是专精特新企业的“标配”。
我省“小巨人”企业近六成集中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唯有自
主创新研发，才能加速打破产业壁垒。

年复合增长率 20%、毛利润率近 70%、定价高出同类产
品 20%至 30%⋯⋯在广州科莱瑞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
长詹德仁晒出一组惊人数据。这背后正是源于自研技术和复
合型研发团队。

科莱瑞迪拥有 5 个实验室和多支研发团队，研发人员占
员工总数 15%以上。企业通过集结瑞士教授级高工、武汉光
谷博士、上海同济医院专家等天南海北的领军人才，带领研发
团队为核心产品修建起“护城河”。

不过，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虽然在细分领域“修炼”了专项
技术优势，但普遍存在规模不大、资源不足、自我创新能力有
限等难题。

“与其独自创新，不如携手共创。”在广州市新欧机械有限
公司，创始人王起新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共享实验室”。

采购一台实验设备动辄几千万元，放在高校实验室里利
用率不高，企业做完项目后又容易闲置。如果通过“共享实
验室”的模式以借代买，就能在盈利的同时为更多中小企业
减轻负担。目前，新欧机械已在全国做了近十家“共享实验
室”，王起新的目标是100家。

当然，像新欧机械这样内驱力强的企业，不会只把创新
停留在产品和技术上。王起新正在思考如何为全行业整合
更多创新资源，希望利用区块链技术赋能液压行业，建设区
块链平台追溯和验证产品检测报告，为更多中小微企业提供
信用背书，建立起行业信用体系。

“基于十几年的行业数据沉淀，我们还在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搭建液压领域的垂直大模型，融入更多高校、研究机构等创
新资源，日后向全行业开放赋能。”王起新说。

激发企业自主创新的内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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