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 建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闽工信建议〔2023〕63 号

答复类别：A 类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省十四届人大
一次会议第 1650 号建议的答复

杨冰代表：

《关于做优做强我省“专精特新”企业的建议》（第 1650

号）收悉。感谢您对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工作的关注和支持。该建

议由我厅会同省科技厅、省委组织部、证监会福建监管局、人行

福州中心支行办理，现将办理意见汇总答复如下：

一、培育专精特新企业主要工作情况

（一）健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印发《福建省优质

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实施细则》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

育库建设工作方案》，培育公布创新型中小企业 2451 家、认定

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255 家、培育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 349 家，66 家重点“小巨人”企业获得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

一是在“党企新时空·政企直通车”平台上线福建省优质中小企

业测算工具，帮助申报企业开展自测，找出差距和薄弱环节，做

好对标提升。二是深化梯度培育层次，修订《福建省制造业单项



冠军企业（产品）管理实施细则》，规定申报省制造业单项冠军

企业（产品）的主体应当先获评省专精特新企业、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省级工业龙头企业。三是优化服务方式，印发《开

展“一起益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方案》，组织开展“专精特新

八闽行”活动，为每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配备一名服务专员，听

取企业意见建议，现场协调解决企业困难问题。

（二）推动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发展。一是完善专精特新企业

认定特色化指标，将企业掌握特色工艺、技术、配方和有较高的

主导产品细分市场占有率作为认定加分项，引导企业以特色发展

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创新产品和服务。二是印发《福建省技

术创新重点攻关及产业化项目实施方案》,支持一批技术先进、

产业化前景好，能提升企业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的优秀产品和应

用解决方案，着力推动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三是持续优化科技创

新政策，加快建设福厦泉沿海科创走廊，新支持 25 项自创区与

省内高新区协同创新平台项目，推动高新区等创新载体高质量发

展。

（三）提升专精特新企业融资能力。一是组织举办产融对接

活动，2022 年举办 4 期福建省“产融合作·助力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高质量发展”投融资对接活动和 7 期“融智汇”主题沙龙活

动，各地共举办产融对接活动 100 多场次，对接金额超 2000 亿

元，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专精特新企业打造专属信贷产品。截

至 2022 年 12 月末，全省专精特新企业（不含厦门）贷款余额为

635.92 亿元，较年初增加 234.08 亿元，增长 58.25%。二是加强



与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对接，征集股权融资需求项目 106 个，

推动直投子基金投资我省 5 个项目，投资金额 1.09 亿元。我省

首支国家级中小企业发展子基金正式落地厦门，认缴规模 25 亿

元。三是 2022 年设立各 50 亿元的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纺织鞋服

产业贷款，技改融资贴息投放金额超 125 亿元，落实应收账款融

资奖励政策，推动核心企业帮助 400 多家中小企业获得应收账款

融资超过 30 亿元。四是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加快对接多层次资本

市场，通过首发上市融资、挂牌融资，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截至

目前，全省共有 29 家专精特新企业上市。

（四）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一是印发《开展“携手行

动”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2022—2025 年）工作细化措施》，

推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在创新资源、生产能力、市场需求等方面

精准对接，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产业生态。二是印发《福建

省促进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暂行办法》，把培育专精特新

企业与做优做强产业链相结合，提升中小企业产业集群专业化、

特色化、集群化发展水平。三是上线省工业企业供需对接平台，

建设专精特新企业特色馆，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入驻企

业超 2 万家，提供产品信息近 1 万个，发布需求信息近 1000 条，

助力企业开拓市场。四是印发《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九条措施》,

通过深化平台赋能、创新数字供给、培育典型标杆，打造生态体

系等措施，帮助专精特新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培育国家级工业

互联网平台 6 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27 个、省级标杆企业 221



家。

（五）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引进培养优质人才。一是大力培育

产业领军团队，已累计遴选三批产业领军团队 68 个，分别给予

300、500、800 万元补助，对能实现重大技术突破的实行“一事

一议”、最高补助 3000 万元。二是大力引进重点产业急需紧缺

的创新创业人才，深入实施省引才“百人计划”，有力支撑我省

产业转型升级。三是实施产学研联合创新团队项目，以“揭榜挂

帅、校企联合、跨校组建”方式组建多学科协作的产学研联合创

新团队，促进高校创新成果直接向企业转化扩散。四是制定出台

工科类青年专业人才支持暂行办法，累计支持各类企业引进

14000 多名工科专业人才从事科研创新工作，优化相关领域产业

人才队伍结构。

二、下一步主要工作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吸纳您的宝贵意见建议，重点抓好以

下工作：

（一）加快培育形成一批优质中小企业群体。一是大力实施

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提升工程。持续健全创新型中小

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小巨人”企业等为主体的优质企业

培育体系，加强对入库企业培育辅导，2023 年拟培育认定省专精

特新企业 300 家以上、“小巨人”企业 100 家以上。二是精准服

务专精特新企业。认真落实省委办公厅《关于在全省大兴调查研

究的实施方案》，组织市、县（区）工信部门对专精特新企业开



展实地走访，听取企业意见建议，解决企业困难问题。

（二）进一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

位，聚焦产业提质升级和重点领域创新需求，以共性关键技术突

破、产品创新研发和创新成果落地转化为重点，加快共性关键技

术项目攻关。2023 年新认定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50 家以上，组织

实施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产业化项目 60 项以上；遴选产业领军

团队项目 20 个以上，引进“百人计划”高层次创业人才团队 30

个以上，推介先进适用项目成果 800 项以上。

（三）进一步加强专精特新企业融资支持。一是持续深化产

融合作，2023 年举办产融对接活动 80 场以上，推动金融机构与

企业（项目）精准对接，为专精特新企业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

二是落实应收账款融资奖励政策，鼓励核心企业帮助产业链上游

中小微企业实现应收账款融资，拓宽中小企业企业融资渠道。三

是落实对接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投资奖励政策，常态化举办投

融资云路演活动，推动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及厦门子基金和其

他社会资本投资我省优质中小企业，推动投融资对接和创新成果

转化。

（四）推进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培育。一是落实《福建省

促进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暂行办法》，2023 年认定 10 个

以上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针对性地固链强链补链延链，

提升集群主导产业优势。二是持续提升省工业企业供需对接平

台，引导更多工业企业入驻平台、发布产品及需求信息。通过线



上线下结合等方式开展行业供需对接、协作配套和产品展示展

销。

（五）进一步支持专精特新企业人才培育。一是开展第四批

省产业领军团队遴选，选取 20 个以上符合我省产业发展方向、

项目前景较好的产业领军团队，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核

心竞争力。二是深入实施“百人计划”创业人才项目，引进 30

个以上拥有国际、国内领先技术成果，引领和带动为省产业升级

的高层次创业人才。三是加强产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举办工业

机器人、计算机软件、工业设计等产业职业技能竞赛，提升产业

技能人才综合素质和工作技能。

再次感谢您对我厅工作的关心、支持和理解，希望您一如既

往支持我厅工作，如有新的建议和意见，敬请随时与我们联系沟

通。

领导署名：翁玉耀

联 系 人：黄春莺

联系电话：0591-87822360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3 年 4 月 25 日

（此件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