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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

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

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

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继续

下大气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2025年 2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

走进重庆市天实精工科技有限

公司无尘车间，智能机器人有条不

紊地将芯片送上生产线，经过自动

清洗、表面贴装、芯片封装、镜头装

联等工序，一颗颗摄像头模组就此

诞生。

天实精工于 2017 年 8 月投产，

专注高端摄像头的研发生产。创业

初期，公司租用重庆渝北区政府的

过渡厂房，由于缺乏自有资产且利

润低，从银行贷款困难重重。

“当时只能选择成本高昂的融

资租赁方式维持公司运营。”天实精

工副总经理蒋鑫宇回忆说。

2020 年，天实精工陷入资金紧

张困境。就在公司管理人员焦头烂

额之际，渝北区金融办主动上门，送

来区政府与多家银行机构合作推出

的“上市贷”产品，为企业融资提供

纯信用、无抵押信贷服务。

“这简直是雪中送炭。”蒋鑫宇

说，公司迅速申请了 3000万元的“上

市贷”，且贷款很快到账。“有了这笔

资金，我们企业市场占有率和竞争

力再获提升，先后获评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今年 2 月底，天实精工账上又

多了一笔 2000万元的贷款。这是公

司申请的“技改专项贷”，用于更新

智能化设备，提升企业自动化生产

水平。

“现在的融资环境好了，渠道多

了、利率低了。”天实精工财务总监

白元生说，公司平均融资成本由

2019 年的 5.3％下降到如今的 3％，

负债压力大大减轻。

天实精工的进阶之路，折射出

当地政府多维联动破解民企融资难

题的创新探索：初创期有“科信贷”，

成长期有“上市贷”，技改期有专项

贷……阶梯式政策为不同成长阶段

企业“量体裁衣”，让企业敢投入、敢

创新。

金融活水润泽万千民企。政府

架桥，纾解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

堵点，打通银企对接的“最后一公

里”，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

入金融力量。

“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

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强化企业技

术创新主体地位，完善成果转化和

激 励 机 制 ，提 升 自 主 创 新 能

力。”——2020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湖南考察时强调。

峰值功率达 808W！就在上个

月，设立在江苏天合光能股份有限

公司的光伏科学与技术全国重点

实验室宣布，其研发的 210 大尺寸

钙钛矿/晶体硅两端叠层电池组

件，经认证成为全球首块功率突破

800W 门槛的工业标准尺寸光伏组

件产品。

“十年磨一剑！我们从 2014 年

开始深入布局钙钛矿叠层技术，除

了与多所高校合作，还在政府支持

下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建立新

一代光伏技术与装备制造业创新中

心，合力推动下一代光伏技术变

革。”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纪凡兴奋地和记者分享了这个好

消息。

为加快推进光伏产业创新升

级，全面提升光伏产业国际竞争力，

江苏省委省政府出台政策支持天合

光能等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

体，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

水平。

在这一背景下，2024 年 3 月，在

江苏省政府和常州市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作为光伏产业“链主”的天合

光能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建制造

业创新中心，并联合产业链相关龙

头企业、高校等创新主体，瞄准叠层

电池产业化进行协同创新。

“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实现

创新全覆盖，政府搭建融合协作平

台，引导行业通过联合研发、共享专

利，打破‘各自为战’局面，携手走上

破除内卷、共创共赢的发展道路。”

高纪凡坦言。

“对于天合光能来说，最重要的

基因就是研发创新。”高纪凡表示，

政府支持、产业协同，让企业更有信

心、有底气在前沿技术创新上奋勇

向前。

民营企业贡献了全社会 70％的

技术创新成果，涵盖了 80％的国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 90％的高

新技术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

主体。政府积极培育科创土壤，强

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必将吸引越

来越多的企业家、研究者和投资者，

协同发展新质生产力。

“要认真落实各项纾困政策，提

高政策精准度，注重综合施策，对企

业一视同仁。”——2025年 2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

出。

从提交注册申请到产品上市仅

用 4个月，较常规周期缩短近 1年时

间；生产许可审批从 10 个工作日压

缩至 3 天，效率提升超 6 成……近

期，山东青岛圣桐营养食品有限公

司自主研发的两款罕见病特医食品

实现提前一年上市。

特医食品是指为满足进食受

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者特

定疾病状态人群对营养素或膳食的

特殊需要，专门加工配制而成的配

方食品。

“此次推出的两款食品，适用于

遗传性氨基酸代谢障碍患者，这类

患者只能食用特定特医食品，否则

会出现智力发育迟缓、多脏器受损

等不可逆后果。”公司研发总监徐庆

利介绍，此前国内没有针对此类罕

见病的国产特医食品，患者只能通

过价格高昂且供货不稳定的跨境购

渠道获取。

据了解，2024 年 9 月圣桐向市

场监管总局提交两款产品的注册申

请，2025年 1月便快速获批。

“过去这类特医食品企业注册

大约要耗时一年半，现在 4个月就完

成了。”山东省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

处处长高青松说，特医食品注册流

程复杂，涉及研发、生产、临床等多

环节审查，最后还需现场核查。

面对罕见病患者“等不起”的

困境，市场监管总局提出建立“特

医食品优先审评通道”，山东省市

场监管局第一时间启动“优先审评”

帮扶机制，并在注册获批后主动上

门服务，专家团队现场指导，将审批

时限从 10 个工作日压缩至 3 个工作

日，帮助企业打通产品上市“最后一

公里”。

“生产许可审批极限压缩，政府

陪跑、专家指导，服务再升级，让我

们少走了很多弯路。”企业副总经理

于程鹏感慨。

高效的审批速度背后，是政府

支持民企发展政策红利的精准释放

和审批机制的全面优化。

春江水暖鸭先知。哪里营商

环境好，企业就往哪里走。改善营

商环境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系统

工程，需要政府久久为功、绵绵用

力，积极创新政企常态化沟通机

制，提高政策精准度，强化执法监

督，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

流营商环境，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金融活水托举“小巨人”破浪

协同创新实现“链”上共创共赢

精准施策护航企业克难前行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戴小河 唐诗凝

厚植沃土，激发活力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之三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沃土，精准有效的政策护航民营企业茁壮成长，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已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将一以贯之坚持和落实，不能变，也不会

变。”习近平总书记2月17日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围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部署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记者在重庆、江苏、山东等

地调研时深切感受到，政府部门持续在政策措施上用力、在服务企业上用心，民营企业聚焦主业加快创新发展，政企“双向奔赴”，营

商“软”环境更好助力锻造企业发展“硬”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