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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报：曹路宝书记、潘国强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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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加快建设全球智造创新之都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

化、新颖化‛特征企业中的佼佼者，是专注于细分市场、创新能

力强、市场占有率高、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排头兵企业。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的集聚，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这一区域的营商环

境质量和创新活跃程度。加快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

推动产业创新集群建设、提升我市研发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之一，

是值得加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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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宁波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总量位居全国前列，

成为区域经济和产业创新集群发展的生力军。 

近年来，我市加强培育，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 172 家，占全省总数的 24.2%，数量居全省第一。然而，与这

方面的先进城市宁波相比还存在一定落差，宁波尽管制造业规模

小于苏州，但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远超苏州，达

283 家，总量居全国第四位，累计培育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83

家，居全国城市第 1 位。据 2021 年的数据，宁波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653 亿元，同比增长 23.8%；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630 亿元，同比增长 23.4%；实现利润总额 76 亿元，

同比增长 12.9%；实现出口额 144 亿元，同比增长 46.6%。这些

‚小巨人‛企业累计拥有发明专利 2277 项，主持或参与制（修）

订国际、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478 项，建立市级以上研发机构 212

个。总体上看，形成了三大发展特色。 

一是关键基础件企业占主导。宁波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涵盖模具、汽配、通用装备、新能源等产业领域，其中，关键基

础件企业数量最多，约占 30%。92%的‚小巨人‛企业在特定行

业深耕超过 10 年，它们坚持专业化发展战略，长期专注于产业链

某一环节或某一产品，为大企业、大项目提供关键零部件、元器

件和配套产品，主导产品在国内细分行业中拥有较高的市场份额。 

二是新兴产业崭露头角。宁波入选第四批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

名单中，工业软件、集成电路等企业数量增加明显，其中，工业软

件企业 5 家，包括浙江蓝卓工业互联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浙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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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杰智能系统有限公司等。集成电路企业入选 8 家，包括集成电路

设计，如奥拉半导体；集成电路材料，如云德半导体材料、康强电

子等；集成电路制造，如群芯微电子。这说明，近年来，宁波集成

电路通过强链补链延链，已形成较完整的产业链结构。 

三是企业创新能力强。宁波专精特新企业中，30%以上企业

拥有 10 项及以上的授权发明专利，20%以上企业拥有 20 项及以

上发明专利，平均研发投入占比约 5-6%，普遍高于一般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竞争力强、成长性好，成为推动宁波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收入和利润增长更有韧性。 

二、“宁波现象”背后，是日臻完善的培育体系，这是成功

的主要因素，也是值得苏州学习借鉴的重要方面。 

众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宁波市快速成长，与这里

日益完善的‚专精特新‛培育体系密切相关，这是值得我们学习

借鉴的。 

近年来，宁波‚专精特新‛培育体系涵盖了顶层设计、企业

梯队、发展生态等各个层面，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不断

进阶提供全方位赋能。 

据了解，宁波先后出台了《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打造制造业单

项冠军之城行动方案》《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实施方案》《加快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宁波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培育库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给予企业一揽子政策支持和认

定奖励，并鼓励各区（县、市）出台配套政策，在人才、资金等

方面予以重点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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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梯度构建方面，精心培育‚好种子‛企业，实施‚智团

创业‛计划，支持‚创二代‛、留学生、科技人员等创新创业；建

立高新技术企业辅导中心，实施壮大高新技术企业群体等专项行

动，着力培育一批‚专精特新‛种子企业；遴选储备一批掌握关键

核心技术、市场占有率高的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形成

‚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的梯度培育体系。 

二是在资本赋能方面，围绕企业需求，量身打造金融服务方

案，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为企业开发定制化融资产品，组织投

融对接会、专场路演等活动，推动银企对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对于符合上市条件的‚专精特新‛企业，相关部门还将帮助这些

企业畅通上市渠道，对接国内三大证券交易所，并在宁波股权交

易中心设立‚专精特新板‛挂牌，促使更多企业成功上市。 

三是在人才配套方面，为企业进一步强化人才支撑，梳理企

业需求，深化校企合作，共建培训基地，定向培养技能人才。此

外，邀请院士专家、世界 500 强企业专家等为企业提供技术改造

创新、企业管理咨询等服务，组织培养经管人才。 

四是在个性服务方面，根据中小企业个性化发展服务需求，

依托更多专业特色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推出更精准的服务内

容，营造更完善的服务生态，引导中小企业从‚小而多‛走向‚精

而强‛，坚定不移地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助推一批成长性

好、专业化水平高、创新能力强、产品服务特色化明显的中小企

业加入到专精特新‚小巨人‛行列中来，有力支撑宁波打造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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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高质量发展先行城市。 

五是在政策支持方面，对成功创建为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专精特新‚小巨人‛的企业分别给予 300 万元、100 万元补贴奖

励，成功上市后再分别给予 200 万元、100 万元特别奖励，并在

技术改造、要素保障等方面予以优先支持。2022 年，累计发放各

类扶持资金 10.8 亿元。 

三、宁波聚焦建设全球智造创新之都，不仅起到了重要的目

标引领示范作用，更为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宁波是民营经济强市，也是制造业大市。2022 年，宁波规模

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 5339.4 亿元，比上年增长 3.8%，国有控股企

业增加值增长6.9%，股份有限公司增长0.2%，私营企业增长4.4%。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销售产值 23694.2 亿元，增长 6.6%，

近年来，宁波全力打造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先行城市，明确以制造

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为基础，鼓励企业锐

意进取，力争到 2025 年底，实现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30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600 家。 

今年 2 月份，宁波市十四次党代会提出高水平建设全球智造

创新之都，从制造向智造，从制造大市向制造强市跨越。这给广

大中小企业，特别是宁波单项冠军企业和‚小巨人‛企业，提供

了巨大发展空间。 

围绕上述目标，宁波在五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进一步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着力完善政策体系、服

务体系、融资体系，积极引导要素资源向‚专精特新‛集聚，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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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更多信贷资金向‚专精特新‛倾斜，加快筹建‚北交所宁波服

务基地‛，推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培育工作。 

二是注重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挥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作用，

重点支持在顶替进口、产业链关键环节等核心位置和符合国家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导向的企业，有效巩固宁波‚制造强市‛的地位。 

三是着力补齐创新研发短板，推动创新资源向中小企业开放，

促进科技成果向中小企业转移转化，提供技术创新等‚点对点‛

服务，切实增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展的后劲。 

四是开展专精特新暨优质企业培育培训，通过政策的讲解、

服务平台的对接以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现身说法，

让企业专注于细分领域的技术创新、产品质量提升以及品牌建设，

不断提高企业知名度与竞争力。 

五是加强对“小升规”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跟

踪、调研与分析，督促各地加强对辖区内‚小升规‛企业和各类

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加强指导服务和政策扶持，努力打造一批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在全球细分市场领域独占鳌头的‚小而精‛

企业队伍。 

 

 

 

责任编辑：郭书颖       联系电话：18610038942  65519639（传真） 

地址：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灵山路 609 号               共印：3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