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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程实、徐婕 

 

自新冠疫情蔓延以来，全球宏观环境瞬息万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

一步演化，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了冲击。在短期疫情反弹、经济增速

放缓，长期全要素生产率恐将下降的大背景下，我们认为要向内发力，疏

通与增强国内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通过高质量供给引领

创造新需求，进而实现供需互促的良性循环。首先，要从宏观视角转向微

观视角，重视激发产业链微观主体活性，重点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提升产业链韧性；然后，辅以精准滴灌的帮扶政策，有效扩大融资供

给，提振市场信心、稳定中小企业预期。最后，要充分发挥专精特新企业

优势补链强链，结合以新基建为契机，推进存量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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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之路，实现整链提升，进而达到提高生产率，推动产业整体向中高端

迈进。 

激发微观主体活性，提升产业链韧性。自新冠疫情蔓延以来，全球宏

观环境变得更为复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球治理之复杂，地缘

风险事件频发、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二是经济金融之复杂，一方面“滞胀”

格局固化，全球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全局性通胀持续蔓延，欧美国家都

迎来了近几十年来的通胀水平高位，另一方面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美股出

现多次熔断，原油、天然气、粮食、金属等大宗商品出现了史诗级行情；

三是自然气候之复杂，异常变化的气候事件接连不断，汤加火山、日本地

震等自然灾害接连发生。在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供给侧受到了严重冲击，

以前高效运转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了卡顿与裂痕，不畅通的全球产业

链也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金融变局，或将进一步放大地缘政治动荡。然

而，正如我们在《新供给冲击：趋势、影响和政策应对》中提到的，因为

供给侧冲击的反传统与不可控的特征，传统宏观视角下的需求侧政策并不

能根治产业链供应链端的断裂。因此，要由宏入微从产业链本身入手，激

活链上主体活性，提升产业链韧性。实际上，中国已经意识到在世界“旧

疾”与“新病”共同出现的背景下，需要做出改变。在“十四五”规划纲

要中表明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创新驱动、高质量

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通过向内发力，进而实现高质量向外融入，而

承托国内大循环的微观主体就是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力

量——中小企业，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更是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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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信部数据，中国现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近 5000 家，

并以 1：10 的比例撬动了 4 万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并且工信部通过对

1000 多家专精特新企业跟踪调查发现，其营业收入增速与利润总额增速均

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因此，激活中国产业链中小企业主体活性，

推动中小企业优势转化，重点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将有望提升

中国内部产业链的相对韧性，增强化变局为机遇的长期增长潜力。 

实施精准滴灌，提振信心稳定预期。激发专精特新企业活力，一方面

是宏观到微观的承接，即宏观政策的“稳”与微观主体的“活”的有机结

合。当前，针对专精特新企业有中央财政奖补资金，计划 2021-2025 年安

排 100 亿元以上；全国 31 个省市也均针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出了重点

政策，从资金支持，增强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定制个性化梯度培育体系，

“引才留才育才”等方面提升支持力度；2021 年北交所开市更为专精特新

企业拓宽了融资渠道（截至今年 3 月，北交所上市企业中约有 20%为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各层级各项重点政策精准地向专精特新企业滴灌养

分，截至 2021 年 7 月（第三批国家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结束），全国

共有 4922 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由第一批次的 248 家到第三批次的 2930

家，实现了 10 倍增长。另一方面是现在与未来预期的结合，即短期纾困、

优化营商环境与长期提振信心、促进创新相辅相成。当下，新冠疫情对于

企业生产仍造成不小的困扰，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应收帐款回收期限增

加，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同时，上下游利润分化尚未缓解，也使得多数位

于下游的中小企业利润承压，叠加高企的负债水平，利润收缩与负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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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从现金流入与流出两方面共同挤压中小企业现金流。因此，激发专精特

新企业活力的前提是要解决经营的短期困难，缓解企业现金流困境。长期

来看，要给专精特新企业提供优良的发展空间，提振企业对于未来的信心。

一方面，专精特新企业是位于产业链前沿的企业，有着较高程度的研发费

用需求。根据工信部数据，超过 50%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研发投入

在 1000 万元以上，而研发活动投资具有长周期、高风险的特征，信息不

对称将加剧专精特新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进而限制了企业向专业化、精细

化、特色化、新颖化发展。2021 年 4 月，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发布《关于

2021 年进一步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要求对掌握产

业“专精特新”技术，特别是在“卡脖子”关键技术攻关中发挥作用的中

小企业，量身定做金融服务方案，及时给予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专精特

新企业作为中小型企业，其贷款需求一直高于大型企业，两者差值在疫情

之后进一步波动扩大。随着美国开启加息周期，全球流动性收缩，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外部融资渠道或将被收紧。在这样的背景下，除了总量政策以

外，基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针对性政策更值得期待，希望从信

贷额度与融资渠道两方面畅通资金流向中小企业，有效扩大融资供给。 

图 1：各省市专精特新企业数量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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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我们的整理 

图 2：私营企业应收帐款回收期与经营成本明显上升 

 

资料来源：Wind 以及我们的整理 

图 3：小型企业贷款需求高企，与大型企业差距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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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以及我们的整理 

发挥“专精特新”优势强链补链。中国较为完备的产业链，使得中国

成为全球率先复工复产、走出经济收缩阴霾的国家，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全

球宏观环境巨变的大背景下，全球产业链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逆全球化

浪潮袭来，使得全球性产业链布局向区域性产业链转化。尽管中国产业链

具备纵深优势，但仍存在“卡脖子”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针对产业

链强链补链进而实现整链提升，在当前宏观不确定性激增的环境中显得尤

为重要。一是强化优势，形成核心竞争力。发挥“专”与“精”的优势，

不是简单地巩固产业链，而是更专注于主营业务与精细高效的管理模式，

利用专业化生产、服务和协作配套的能力与精细高效的制度、流程和体系，

增强产品与服务在产业链环节中的优势地位，形成核心竞争力。二是补足

短板，挖掘发展潜力。利用“特”的长处，针对特定市场、特定消费群体，

利用特色资源，采用独特的工艺、技术、配方等，提供独具特色的产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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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形成较强的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同时，发挥“新”的动能，持续

在产业领域、技术、工艺、模式等方面进行创新，创造较高技术含量或附

加值，并获得自主知识产权。三是把握新基建契机，加快中小企业转型，

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培育与发展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不仅要注

重增量培养，也需结合存量升级转型。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脚步不断推进，

叠加疫情冲击，企业的经营发展模式发生解构与重构，传统中小企业提质

增效显得十分迫切。以“新基建”为契机，把握数字技术浪潮，加快数字

化转型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数字赋能传统中小企业。在强链补链的基础上，

发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带头作用，利用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由

点及面推动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转型升级，提高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能

力，推动产业集群内的有效协作，增强联合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进而带

动整个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拓宽企业增长空间。根据文献对于中国制造业

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杨汝岱，2015），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

来源更多是企业成长。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宽阔的增长空间，将有助

于提升中国制造业生产率。 

图 4：专精特新企业的强链补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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