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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专精特新企业发展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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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发展专精特新企业已成为国家战略之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数据来源：Wind，德勤研究

“二十大报告”
重要方向

“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相关内容

实体
经济

• 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 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

• 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
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增长引擎

安全 • 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

创新

•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
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
链深度融合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显著扩大

固定资产完成额（%，累计同比）

高技术制造业
制造业
全国整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
实体经济上，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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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长三角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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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拥有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共计2795家，占据全国近30%

数据来源：智慧芽，德勤研究，上海国创中心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前 20 的城市的企业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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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占

7席

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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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长三角地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排名前15的城市占到长三角“小巨
人”企业总数的78%

数据来源：智慧芽，德勤研究，上海国创中心

长三角地区各城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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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全国平均水平，长三角专精特新“小巨人”规模更大且成立年限更长；近几
批“小巨人”呈现规模更小，更年轻的趋势

253

263

363

289

272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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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第四批

第三批

第二批

第一批

总计

员工规模（平均值）

长三角地区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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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批

第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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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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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 全国

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平均员工规模和中位数成立年限
单位：人 / 家，年

数据来源：智慧芽，德勤研究，上海国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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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国家标准战略性新兴领域的企业占比接近九成，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一
代信息技术企业数量位列前三

长三角地区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业领域分布
单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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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新材料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新能源产业

生物产业

节能环保产业

新能源汽车产业

相关服务业

数字创意产业

其它

24%

23%

17%

9%

7%

7%

1%

1%

0.5%

11%

占比

总计覆盖

~88%

数据来源：智慧芽，德勤研究，上海国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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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批次的增加，“小巨人”企业覆盖的行业范围不断聚集，产业聚焦效应加强

长三角地区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业领域分布

27.4%

17.8%

9.6%

8.2%

12.3%

5.5%

0.0%

0.0%

0.0%

19.2%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新材料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新能源产业

生物产业

节能环保产业

新能源汽车产业

相关服务业

数字创意产业

其它

19.6%

22.5%

15.9%

11.4%

11.1%

6.9%

1.1%

0.3%

0.3%

11.1%

25.1%

19.8%

18.1%

8.9%

7.0%

6.5%

1.7%

0.9%

0.4%

11.6%

24.0%

24.2%

17.8%

8.6%

6.1%

7.0%

1.2%

0.4%

0.6%

10.1%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国家标准战略性新兴
领域总计覆盖 80% 88% 87% 89%

前三行业覆盖 55% 58% 63% 66% 更集中

数据来源：智慧芽，德勤研究，上海国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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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专精特新“小巨人”中，参与一级市场融资的企业数量占比高于全国水平，
但四批“小巨人”企业整体资本市场参与度不到五成，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长三角地区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上市和一级市场融资情况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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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全部长三角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全国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参加一级市场融资企业占比 上市企业占比

数据来源：智慧芽，德勤研究，上海国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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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专精特新“小巨人”主要在境内资本市场融资，上市企业多数为A 股上市企
业（尤其是创业板、科创板）；鲜少企业赴港上市，境外资本市场参与度有待提升

长三角地区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在各级资本市场中的参与情况

参与一级市场融资

45.8%
1,280家

境
内
A
股

3.0%
83家

A股主板上市 A股创业板上市 A股科创板上市 A股北交所上市

3.6%
102家

3.6%
101家

0.4%
11家

境内新三板挂牌

15.1%
422家

境内港交所上市

0.1%
3家

海外上市

0
0家

数据来源：智慧芽，德勤研究，上海国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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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对 A 股市场、尤其是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这三
大板块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作用

A 股各板块中长三角地区专精特新“小巨人”的贡献度

2.6% 8.9% 24.0%
12.4%

沪深主板
全国3155家企业

创业板
全国1142家企业

科创板
全国420家企业

北交所
全国89家企业

全国A股板块上市企业数量 A股板块上市中长三角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

全国“小巨人”占比：6.4% 全国“小巨人”占比：21.5% 全国“小巨人”占比：48.8% 全国“小巨人”占比：32.6%

数据来源：智慧芽，德勤研究，上海国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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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专精特新“小巨人”在数量上仅占全国企业的0.01%，但技术规模占比为
1.66%，体现了专精特新“小巨人”对全社会科技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作用

长三角地区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全国社会经济中的占比

长三角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占全国所有企业比重
全国企业

（不含港澳台）

企业数量
总企业数（家）

2,795 0.01% 25,055,456

就业规模
总就业数（万人）

75.9 0.12% 63,643.7

技术规模
授权发明专利量（万件）

5.44 1.66% 327.02

160倍

数据来源：智慧芽，德勤研究，上海国创中心；（授权发明专利量统计截止于2022年7月）



15©  2023。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中国。

长三角地区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专利增长情况
单位：件 /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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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全部长三角“小巨人”

2020年平均公开专利申请量 2021年平均公开专利申请总量 专利申请增速

数据来源：智慧芽，德勤研究，上海国创中心

长三角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021 年的专利申请增速为13%，高于工信部对“十
四五”期间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目标（10%），创新研发投入活跃，对研发资金支
持需求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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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专利总量明显高于长三角地区各城市，而苏州的平均企
业专利量较为领先

长三角地区主要城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专利情况（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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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小巨人”
企业数量

数据来源：智慧芽，德勤研究，上海国创中心；（数据统计截止于202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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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被引、专利许可和专利转让代表一家企业的技术影响力，而长三角专精特新
“小巨人”技术影响力优势突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长三角地区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技术影响力

平均每家企业
专利总被引次数

平均每家企业
专利对外许可次数

平均每家企业
专利对外转让次数

13.16
11.35

8.77 8.39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1.77
1.21

0.98
0.67

329.47
270.5 233.81 207.35

全部长三角地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平均值

226.76
（全国：184.34）

全部长三角地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平均值

0.86
（全国：0.59）

全部长三角地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平均值

9.02
（全国：7.82）

数据来源：智慧芽，德勤研究，上海国创中心；（数据统计截止于202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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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专精特新“小巨人”的整体技术全球化程度高于全国水平，但较明显低于大
湾区专精特新“小巨人”

长三角地区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 PCT* 专利情况
单位：件 / 家，%

1.48

2.43

1.47 1.40 1.56

0.9%

1.6%

1.2%
1.2% 1.3%

0.0%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1.8%

0

0.5

1

1.5

2

2.5

3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全部长三角

“小巨人”

有效PCT专利 PCT专利占全部专利申请比重 0.04%

3.7%

24.3%

72.0%

>100件PCT专利

10-100件PCT专利

1-10件PCT专利

0件PCT专利

1家

103家

679家

2012家

长三角地区四批
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全国：1.27；大湾区：3.88））

*PCT专利是基于国际《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的面向多个国家的国际专利申请
数据来源：智慧芽，德勤研究，上海国创中心；（数据统计截止于202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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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赋能长三角专精特新企业，应对发展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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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专精特新“小巨人”在制造业基础、技术规模、技术影响力方面优势突出，但在
资本市场参与度、技术全球化方面存在短板

技术影响力突出

• 平均累计申请专利量、有效发明量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创新研发活跃，相关
融资服务需求旺盛

技术规模突出

技术全球化程度低
• 平均有效PCT专利量低于大湾区，仅略微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球专利布局方

面可以进一步提升，需打造拓展海外市场的有利基础

• 整体技术影响力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创新能力、专利质量领先全国

资本市场参与度有
提升空间

• 参与资本市场融资的企业数量占比不超过五成，且几乎没有企业选择赴境外上市，
投融资对接效率有待提升，境外融资渠道需进一步拓宽

竞争
优势

竞争
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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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综合利用多种方案赋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进一步提升“专精特新”企业资
本市场参与度，助力技术全球化

21

• 多数是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中小企业，
缺乏外部创新要素的支持，缺乏与大企业、
高校、科研院所等对接渠道

• 具备高技术投入、高人力资本投入的“两
高”特点，需要大量长期性资金投入

• 对于国际专利合作、海外上市等境外相关
规章条款认知不够全面，“走出去”效率
低

资源缺乏

研发投入大

国际化困难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难点 综合服务需求

• 针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困境，需
要对接相应的优势资源，如交流论坛、产
业链上下游、科研院所、专业服务机构等

• 股权融资引导、银行金融政策梳理解读、
上市规划与辅导等

• 海外业务拓展、上市、专利申请、跨境合
作等相关国际化布局辅导

资源对接

多元化金融服务

国际化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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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专精特新企业服务联盟机制
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覆盖全生命成长周期的一站式服务

• 优势资源对接

• 产业链上下游对接

• 科研院所对接

• 专业功能机构对接

• 产业高地及园区对接

• 股权投资引导

• 银行金融政策助力

• 券商上市规划及辅导

• 资本市场服务

• 鉴证服务

• 利用产业集聚的优势搭建地区生态组团

• 获取地区支持及要素配置

• 海外上市

• 海外业务拓展

• 国际专利合作

• 跨地域机构合并

• 针对科创新兴领域研究输出专项提升课程

• 定期举办创业大赛及创新领域论坛

• ESG管理提升

• 会计服务与内部控制

• 网络安全与战略风险

• 合规支持

资源对接 金融及税务服务 聚合效应

国际化布局 新领域培训 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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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协助“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化运营水平

• 针对中小企业中、后台管理能力薄弱，缺乏专业财务、
税务以及人力资源团队，以及受成本限制无力打造整合
化、自动化、智能化的财税及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情况，
提供集成化、一站式数字解决方案

• 针对初创期、高成长等不同经营时期的特点，为企业提
供咨询和项目管理服务，帮助企业实现中、后台管理能
力的迅速升级，使企业人员从繁琐的日常经营中解脱出
来，集中精力关注前端核心业务，促进业绩增长。

数字化
企业服务

会计记账

商务智能

税务合规

税务咨询薪酬管理

数字化\ERP 系统技
术咨询与服务

财务流程
优化

员工福利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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