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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如何创新扶持“专精特新”，深圳监管部门、政府服务机构和金融界加速
探索新路径。3月30日，由深圳银保监局、深圳中小企业服务局指导，中信银行深
圳分行主办的“我为专精特新企业办实事——‘信创汇’投贷联动专场活动”在深
圳落地。南都湾财社记者看到，上百家专精特新企业等科创企业围绕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上市难”等核心问题，向相关部门和研究机构“问道取经”。近年来，
专精特新“概念”可谓炙手可热。深圳出现爆发式增长，一年认定超过4800家的背
后，也倒逼金融机构在服务理念与机制体制上的破局突围。

专精特新企业有望提前“破万”？深圳“家底”何在

3月15日，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公布2022年深圳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新一
批符合认定标准的企业达到4818家。加上此前深圳市和广东省认定的市级专精特新
企业，总数超过8000家。此外，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深圳有442家，全国
排第三。

这意味着，深圳市级的专精特新企业出现爆发式增长。按照此前《深圳专精特新企
业服务实施方案》规划，“力争到2025年，深圳全市市级专精特新企业达到1万家
以上，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000家以上，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00家以上”
。这也意味着，深圳有很大概率可提前实现“破万”目标。

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副局长吕哲在本次“我为专精特新企业办实事”专场上透露
，目前深圳商事主体已经超过了390万，企业数量超过了280万，其中99%以上都
是中小企业。这个“殷实家底”，正是专精特新逆势增长的源头。审视这个现象，
吕哲认为，深圳专精特新的企业的数量质量非常好，这也是深圳未来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一个重要源泉，深圳先后已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企业的发展的政策。他还表示
，目前该局开通了“深爱企”的平台，联合各方开展了“保双链”的融资专区，目
的正是帮助中小企业破解在日常工作中的融资痛点。

实际上，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南都湾财社记者梳理看到，
以深圳为例，深圳先后出台了《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办实事清单（第一批）》
、《深圳市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实施细则》、《深圳银行业保险业支持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等文件，不断健全优质中小企业评价体系和梯
度培育体系，拓展金融服务边界和深度。

一纸文件，更传递明确姿态。今年2月，深圳八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中小微
企业纾困及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有效扩大市场需
求等方面提出20项举措，成为深圳民营企业的大礼包。特别是在金融支持方面，提
出了降低企业融资贷款成本、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费、对小微企业贷款实施延期
还本付息、深化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加大对优质中小企业融资支持力度等5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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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举措。按照部署，深圳还将出台《促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等， 推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群体不断壮大。

构建全生命周期投融资服务体系或成为共识

庞大的专精特新企业群体，持续推动深圳高质量发展。按照官方的不完全统计，深
圳全市70%以上的授权发明专利、80%以上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90%以上的研发
投入来自于中小企业，而专精特新企业是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

但是，对于长期深耕细分领域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而言，融资之困依然是主要“考
题”。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透视这个问题时分析认为，“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多数规模较小，且具有“两高一轻”的特点，即高技术投入、
高人力资本投入和轻资产，需要大量长期性资金投入，但由于这类企业技术开发和
成果转化前景存在不确定性，风险相对较大，又缺乏合格抵质押物，因此从银行获
得贷款比较困难。

金融机构如何转变体制机制和服务理念？曾刚把脉认为，金融机构需要满足不同企
业多元化融资需求，应从以贷款为主的服务模式，升级为“商行+投行”“债权+
股权”“融资+融智”的综合化、全方位投融资综合服务。

这个声音，也有呼应。“我们现在构建了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企业服务的体系。”深
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副局长吕哲这样阐释：简单说就是“个转企”“小升规”“规
做精”“精上市”“市做强”，涵盖了企业全周期的生态链。

他还向深圳企业家表示，目前工信部正在开展第五批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的申报，欢迎企业家群体积极申报。

深圳科技企业贷款余额大增3成，金融机构各自放招

据观察，头顶光环的专精特新企业，开始成为金融机构的座上宾。如何更好为这类
企业注入发展动能，金融机构和监管层也有探索。作为深圳科创信贷的生力军，深
圳建行向南都湾财社记者表示，该行出台了《“专精特新”企业专项金融服务方案
》，聚焦深圳辖内国家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通过建立精准支持白名单，提
供专项“金融资源包”，发放优惠贷款、优化相关配套政策，以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

另一家国有大行农业银行则表示，目前已为深圳超75%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超2500家重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超9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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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界看来，“不止于贷款”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愈发成为趋势。在股份行阵
营，中信银行深圳分行行长陈玮表示，该行与中信证券、中信建投、中信信托、信
银理财等联合，为科创企业提供从初创到成长、从成长到拟上市、从拟上市到上市
的全生命周期的金融产品服务，形成以贷促投、以投促贷、投贷联动、券商协同、
上市辅导的特色。

陈玮表示，该行构建了适用于专精特新企业、成长型科创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的
产品体系，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以“信纵横”计划为例，该行打造了面向科创企
业的综合融资服务体系，涵盖投资银行、交易银行、外汇业务、出国金融四大类17
项产品；建立了科创企业非授信专属服务体系，为企业生产经营和资本运作提供咨
询服务，为企业股东及高管提供专属私人银行服务

还有金融机构向记者表示，正在设计专项针对深圳“小巨人”的纯信用贷款产品。

来自深圳金融局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9月末，全市制造业贷款余额8195.4亿元，
同比增长17.0%，科技企业贷款余额8154.24亿元，同比更是增长超过3成。

在降低企业融资贷款成本方面，按照《关于进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纾困及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措施》，深圳市中小微企业银行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对各商业银行在2023
年1月1日至3月31日新增贷款的风险损失补偿比例提高30个百分点，补偿比例最高
为80%。

如果放眼到大湾区，也有创新之举。记者了解到，2020年至2023年，广东省财政
累计安排6.4亿元，对“专精特新”等企业在商业银行贷款进行贴息，并对新认定的
171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进行奖补。广东通过发挥省级产业发展基金等政策
性资金引导带动作用，构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协同创新、共享资源、整合发展的产
业生态，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等领域，累计投资孵化121家企业成长
为“小巨人”。

“小巨人”企业闯关资本市场，如何规避“拦路虎”

除了融资难，上市难也是热点。按照公开数据，2022年全年A股新上市的企业中，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了59%，累计已经有1300多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A股上市，
占A股上市企业总数的27%。

在“我为专精特新企业办实事——投贷联动专场活动”上，中信证券投行委高级副
总裁翁媛媛发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及上市路径规划”主题演讲，并抛来诸多经
验建议。南都湾财社记者注意到，翁媛媛是国家级1-4批专精特新“小巨人”项目
评审专家，也是深圳市工信局聘任的首批“鹏城展翅”计划上市服务专家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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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9-2022 年，工信部先后公示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共计 8997 家
。其中，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机械装备行业的集中度最高，“硬科技”
特征突出。

“专精特新‘小巨人’上市公司市值多数不足百亿。” 翁媛媛擎画“众生相”时分
析：专精特新“小巨人”上市公司多数属于创业板、科创版，集中分布于机械等制
造业，绝大多数创办时间超过10年。市值方面，前三批“专精特新”上市企业约有
79%的公司当前市值小于 100 亿元，并有 50%的公司低于 50
亿元；第四批企业中，约 59%公司当前市值低于 50 亿。

关于专精特新企业上市路径规划，她进一步表示，从2021年至今，被抽中现场检查
的IPO企业共计77家（2021年46家，2022年31家），其中撤回/被否的企业共计4
1家，IPO失败率高达53.25%。

那么，被否企业涉及哪些常见问题？她表示，从2022年上半年15家被否的IPO公司
的上会问询情况来看，关联关系、关联交易问题、内控问题、持续盈利/经营能力问
题、收入真实性存疑、资金往来异常、信息披露问题、毛利率不合理问题、利益输
送等问题是企业闯关资本市场普遍面临的“拦路虎”。

对于计划上市的专精特新企业而言，IPO过程的核心关注问题有哪些？翁媛媛提醒
企业界，根据相关法规、信息披露准则、以及交易所定期发布的审核动态，IPO拟
申报企业除了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还需符合各板块定位。其中，科创板
申请公司应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而创业板定
位“三创四新”，即“创新、创造、创意”及“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

采写：南都湾财社记者 卢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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