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 目

前，我国已经涌现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4.1 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46 万家，

这些企业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策如何引导中小企

业提升创新能力？ 如何提升专精特新企业金融服务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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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财政资金奖补政策接续推出

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

权威发布

两部门：

强化管理

做好医保基金预付工作

国家医保局办公室、 财政部办公厅近日印发

《关于做好医保基金预付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要求在国家层面统一和完善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预付制度，规范流程，强化管理，有效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

通知从政策制度安排、申请流程、会计核算和

监督等方面明确了规范要求， 主要体现“三个明

确”。“三个明确”一是明确政策内涵。 预付金是

医保部门预付给定点医疗机构用于药品和医

用耗材采购等医疗费用的周转资金，不得用于

医疗机构基础建设投入、日常运行、偿还债务等非

医疗费用支出。 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医

保基金专项预付按原规定执行。 二是明确拨付条

件。 原则上按照统筹地区医保统筹基金累计结余

和医保基金运行风险等级作为拨付预付金的条件

和标准。 三是明确支出标准。 核定标准原则上以

前一至三年相关医疗保险基金月平均支出额为基

数，合理确定预付金的基础规模，预付规模应在 1

个月左右。

通知同时明确，各地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修

改和完善本地区的预付金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

（孙秀艳）

财政部：

对新增隐性债务

保持“零容忍”

11 月 8 日下午，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

新闻发布会。 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发布会上表示，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在解决存量债务风

险的同时，必须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 财政部将

会同相关部门从三个方面发力， 持续保持“零容

忍”的高压监管态势，对新增隐性债务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问责一起。

一是监测口径更全。 财政部正会同有关部门

健全信息共享和监管协同机制， 全口径监测地方

政府承担偿还责任的债务情况，动态分析、及时预

警、防范风险。 二是预算约束更强。 将不新增隐性

债务作为“铁的纪律”，持续加强预算管理，督促地

方依法合规建设政府投资项目； 对未纳入预算安

排的政府支出事项和投资项目，一律不得实施，坚

决堵住地方违法违规举债的途径。 三是监管问责

更严。 强化收集新增隐性债务线索，及时掌握违规

举债新手段、新变种，推动监管从事后“救火补漏”

向事前“防患于未然”延伸。 严格落实地方政府违

规举债问责制。 （罗知之）

国资委：

进博会上

国资央企“购物车”再扩容

据国务院国资委消息，本届进博会，35 家中央

企业派出 57 个专业团组，围绕高端装备、新材料、

海洋工程装备、生物技术等科技前沿领域，采购新

技术、新服务、新项目，利用好全球创新资源，深化

科技创新合作，助力科技成果转化。 与此同时，近

百家中央企业组织约 2 万人到会采购， 意向金额

再创新高。

其中，中国海油与 26 家全球供应商签订进口

合同和协议，涵盖了原油、天然气、深水油气装备、

先进技术服务等产品，签约金额再创新高；中国石

油与全球 26 家合作伙伴签署采购协议，合同总金

额 173 亿美元； 中国石化与全球 38 家合作伙伴采

购签约，涉及原油、化工品、设备、材料、消费品等，

采购签约金额达 409 亿美元； 国家能源集团与全

球 45 家企业签约，涉及进口优质煤炭、高端装备

及备件、先进技术服务，总金额达 26.53 亿美元；国

机集团与多家合作伙伴签署 20 项合作协议，签约

金额近 26 亿美元。

进博会上，一次次洽谈，一笔笔成交，背后是

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的巨大需求。 （杜燕飞）

新闻·视点

更好发挥财政资金引

导带动作用，激励企业创新

创新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动力

之源。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不断强

化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 引导

中小企业聚焦主业提升创新能

力，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

“‘专精特新’ 是指企业具有

专业化 、精细化 、特色化 、创新型

的发展特征，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专注于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强、掌

握一定核心技术、质量效益好。 ”

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

裁杨东日表示， 引导和推动企业

专精特新发展有助于激发企业创

新活力，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性和竞争力，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

业体系。

今年 6 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联合启动新一轮专精特新

支持政策， 首批通过中央财政支

持 1000 多家重点“小巨人”企业打

造新动能、攻坚新技术、开发新产

品（“三新”），强化产业链配套能

力（“一强”）。

“此前，财政资金支持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的政策取得了良好效

果， 今年新一轮财政资金奖补政

策接续推出。 ”杨东日说，在奖补

标准上，新政策拟沿用此前标准，

即按照每家企业连续支持三年，

每家企业合计 600 万元测算对地

方的奖补数额；在资金使用上，奖

补资金总额的 95%以上由省级财

政部门直接拨付到“小巨人”企

业，由企业围绕“三新”“一强”目

标任务自主安排使用。

“这有利于发挥中央财政资金

的引导和带动作用， 充分发挥地

方积极性和主动性， 激励更多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提高创新能力。 ”

杨东日说。

面向中小企业发布中试服务

资源目录 ，优先支持“小巨人”企

业参与重点产品和重点工艺的应

用计划 ； 实施专利产业化促进

中小企业成长计划 ，为符合条件

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快速

预审、 确权等知识产权方面的服

务……政策“组合拳” 持续发力，

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挥

引领作用， 协同推进科技型中小

企业培育。

“出台财政资金奖补、知识产

权转化运用等政策，将更好解决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在资金、 技术、人

才等方面面临的现实问题，降低企

业科技创新成本，增强企业创新动

力。 ”杨东日说。

提高金融服务适配性、

精准度， 满足企业全周期

融资需求

江苏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为

专精特新企业量身定制金融服务

方案，创新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产

品； 湖南举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一月一链” 投融资对接会， 为企

业提供融资路演平台……引导更

多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离不

开金融的有力支持。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具有高技

术投入、轻资产的特点，对长期稳

定资金的需求较高。但这类企业技

术开发和成果转化前景存在不确

定性，风险较大，又缺乏合格抵质

押物， 往往容易面临融资难题。 ”

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有

鑫说。

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近年来

专精特新企业金融服务的适配性、

精准度不断提升。 今年初，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通知， 提出

“形成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

服务”。 今年 4 月， 中国人民银行

联合科技部等部门设立 5000 亿元

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其中

1000 亿元额度专门用于支持初创

期、成长期科技型中小企业首次贷

款。 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联合

证监会推出第三批区域性股权市

场“专精特新”专板 ，进一步畅通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资本市场融资

渠道。

王有鑫表示，结合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的特点和发展生命周期，金

融机构可设计有针对性的金融产

品，比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应收

账款质押贷款等，继续增加信用

贷款和中长期贷款比例 。 为满

足不同企业的融资需求，可以提

供“商行 + 投行”“债权 + 股权 ”

“融资 + 融智 ”的综合化 、全方位

投融资服务。

企业科技创新的风险性较高，

强化风险保障有利于增强企业的

创新积极性。 今年，首台（套）重大

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保险补偿

政策进一步完善，科技投资研发转

化损失险、专利实施失败费用损失

险等特色产品逐步落地，更好护航

专精特新企业成长壮大。

“面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保

险业应不断加大涵盖企业研发、生

产、销售等各阶段的专属保险产品

创新力度， 提升知识产权保险、专

利险等特色保险产品供给水平，为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提供

更加全面的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

院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王向楠说。

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今年 7 月，中国中小企业服务

网正式上线运行， 覆盖 31 个省级

平台和 169 个地（市）平台，首次形

成了全国性的中小企业服务平台

网络。 在线下，我国已建成 1780 多

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机构。

“中小企业能办大事，是推动

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

力量，同时，中小企业容易遇到资

金、 技术、 人才等方面的困难挑

战。 健全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

有利于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 ”杨东日说。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接连出

台措施助企帮扶。 在人才政策方

面，支持“小巨人”企业设立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赋予高层次人才举

荐权，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试点

开展高级职称自主评审。在营商环

境方面，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上

加大力度，大力推进“高效办成一

件事” 的改革。 在科技创新方面，

推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技术需求

市场化流转、解决，深化实施专利

导航、高价值专利培育、知识产权

强企工程。

“要从拓展市场、引才育才、融

资促进、管理提升等方面提高涉企

服务水平，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

展营造良好环境，推进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杨东日说。

（葛孟超 屈信明）

福州：

3 万余盆菊花

打造秋日专属浪漫

孩儿面、天魔舞、凤凰振羽、钢

铁彩线、 洹水黑旋风……这些听起

来“霸气”十足的名字，“本尊”却华

美秀丽。 11 月 1 日—21 日，以“菊颂

盛世 花映西湖” 为主题的 2024 第

61 届福州西湖金秋菊展举办， 西湖

公园、 左海公园共设置 14 个展区，

展出 1300 多个品种、3 万余盆菊花，

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逛园赏

花。 蒋巧玲 /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