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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 11日至 12 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围绕高质量发展的一系

列经济工作部署，强调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和中小企业专精

特新发展一系列举措。

回顾过去五年，我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达到 1.2 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0.3 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 A 股上市企业数量

的 32.9%。专精特新企业中有 95% 是民营企业，它们的成长是我国民营经济的增长。

普华永道认为，“小巨人”是中国版的“独角兽”，它们是最具科技实力和成长性

的先进制造企业，我们希望助力这个企业群体快速成长，也为广东地方政府出台或优

化政策提供决策参考。2023 年 7月以来，普华永道动态跟踪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联同多家机构跨城调研数十家广东和长三角的“小巨人”企业以及政府主管部门，研

读了数十份政策文件，完成了上万家企业数据画像，撰写了《广东专精特新“小巨人”

成长手册》，期待为政府、“小巨人”企业、投资机构带来一些思考和建议：

我们发现，“小巨人”需要的生产要素与传统制造企业截然不同，政府需为“小巨人”

更多配置产业基金、生态和场景，而不是“补贴”；为“小巨人”打造更多展现实力的“舞

台”，让它们被市场和资本“看见”。

同时，“小巨人”企业要长成“大巨人”、“独角兽”，不仅要保持在细分赛道的占

有率和练好“独门功夫”，更要加紧“练好内功”。这要求企业自身要加快完成企业内

部生产和管理端数字化改造，加强合规治理，提升精益化管理能力。

最后是资本赋能，我们发现，投资广东“小巨人”企业最多的投资机构包括深创投、

粤科金融、深圳高新投等，在战略投资、股权融资阶段给予“小巨人”企业帮助。而半导体、

新能源汽车等赛道的“小巨人”对投资机构最有吸引力，深圳基本半导体、欣旺达动力、

速腾聚创等企业吸引了大量资本注入。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引导基金和国资产业基金发挥着“以投代招”的作用，不仅

能对接产业链生态企业，帮助广东“小巨人”快速成长，还能通过其在外地的投资，把

外地“小巨人”引进到广东。

在新型工业化时代，我们期待随着越来越多广东小巨人的成长，加快形成制造强

省的新质生产力。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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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历程

（一）国家专精特新政策供给

（二）广东专精特新政策供给及企业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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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广东“小巨人”成长需求

（一） 生产要素需求转变

（二） 适应市场环境变化

（三） 转型升级二次跃飞

（四） “被看见”愈发重要 

 二、 广东“小巨人”企业画像

（一） 区域分布：深广莞佛“小巨人”占比超八成

（二） 发展规模：长期主义与中等规模两大特征

（三） 产业赛道：围绕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式发展

（四） 研发能力：平均专利拥有量超过全国水平

（五） 数智水平：5年以下企业数字化水平更高

（六） 融资上市：主攻新三板、科创板和创业板

|专家视点 |凭借天时地利人和，中国“小巨人”将成全球“独角兽” 周伟然 

|专家视点 |为广东“小巨人”成长打造我们独特的“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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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新型工业化时代的广东“小巨人”成长路径

（一） 产业链作用提升，依托链主企业发现和培育“小巨人”

（二） 优化全生产要素，激活数据、技术等要素价值乘数效应

（三） 引进来和走出去，资本以投代招和做大市场

（四） 加强数字治理，提升现代企业合规管理水平

特别呈献：广东“小巨人”城市篇

广州篇：政策持续加码释放广州“小巨人”新动能

深圳篇：优质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托举深圳“小巨人”

佛山篇：厚植传统制造业沃土养育佛山“小巨人”

东莞篇：东莞“小巨人”加速“出海”实现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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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长三角“小巨人”培育经验启示

（一）珠三角“小巨人”VS 长三角“小巨人”

（二）江苏经验：选拔“种子”企业、精准滴灌细分赛道

（三）浙江经验：挥手“小微你好”、构建综合服务平台

（四）上海赋能：支持“小巨人”一手抓上市、一手抓外贸

|专家视点 |五年跑出一只“超级独角兽”，长三角是怎么做到的 袁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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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东专精特新“小巨人”成长手册

国家专精特新政策供给

“专精特新”从概念提

出到上升至国家战略全

面铺开实施经历了三个

阶段。2011年之前为政

策萌芽阶段，出现“专

精特新”概念，地方政

府开始探索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专精特新之

路；2011-2019年为政

策形成阶段，国家政策

层面出台“专精特新”

有关支持举措；2 0 19

年后进入政策推进阶

段 ，专 精 特 新“小巨

人”培育工作实质性推

进。可以说，“专精特

新”从提出、落地、推

进到见效，是“二十年

磨一剑”。

第一阶段

第三阶段

摸石过河、探索实践

全面铺开、加速推进

“专精特新”概念由来已久。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计划

的建议》第一次将“专精特新”写入

国家五年规划，提出促进中小企业向

“专、精、特、新”的方向发展。随后

安徽、浙江、上海等地在全国率先探

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经验。

2019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

正式公布第一批24 8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名单，全面铺开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工作。同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

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强调要发挥

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培育一批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2 0 1 1 年 9月，工 信 部 发 布

《“十二五”中小企业成长规划》，

明确将“专精特新”作为我国中小企

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着力点。2013年

7月，工信部在总结各地实践的基础

上，发布《关于促进中小企业“专精

特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具体提出

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总

体思路、重点任务及推进措施。

2022年6月，工信部印发了《优

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

提出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三个层次。围绕支持专精特新

发展各个层面，印发一揽子支持措

施，构建形成体系化、梯度化、精准

化的培育思路和具体举措。

第二阶段

第四阶段

总结推动、重视肯定

精准施策、靶向发力

(2011-2018年)

(2022-至今)

(1997-2010年)

(2019-202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