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料图片

“近期，我们将会同工信部等部门一道，实施新一轮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财政支持政策，培育更多产业链关键环节的‘配套

专家’。 ”4 月 22 日，财政部副部长王东伟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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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观察

利好政策渐次落地

助力专精特新企业发展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生力军，专精特新企业则是其中的佼佼

者，是专注于细分市场且创新能力强的

“排头兵”企业。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

印发通知， 组织开展第六批专精特新

“小巨人” 企业培育， 第三批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复核工作同时启动。

近期， 各地也陆续出台政策， 助力

专精特新企业发展。 比如，日前，河南省

政府发布《河南省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支

持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办

法》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办

法》， 河南省将进一步支持银行业金融

机构利用企业信用信息，向创新型中小

企业发放授信额度达到 1000 万元的“专

精特新贷”信用类贷款。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的支

持下，北交所联合北京证监局、北京市

经济和信息化局（以下简称“北京市经

信局”）， 于 4 月 18 日在京举办 2024 年

首场“三服务———赋能专精特新助力新

质生产力”启航培训。 北京市经信局副

局长苏国斌在会上表示，北京市经信局

将 推动符合条件的专精特新 企 业 上

市融资， 强化上市服务协作机制，联

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助力企业发展，引

导资金重点支持北交所拟上市企业，与

各方共同为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提供一

流环境。

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郑磊表示， 为加快培育创新型企业，有

关部门正加快瞄准产业科技创新前沿，

汇聚创新资源，强化精准服务 ，培育更

多专精特新企业，并且加大财政支持力

度和引导金融机构参与，通过设立专项

资金等方式，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金融

支持，帮助企业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对于专精特新企业来说， 融资难题

是诸多发展难点中比较突出的一个。 在

4 月 18 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单忠德介绍，今

年一季度工业和信息化部部署了今年

减轻企业负担工作任务，着力解决企业

“急难愁盼” 问题。 在强化创新主体方

面，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真正地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增强企业发

展动能。 在强化产融对接方面，发挥国

家产融合作平台作用，助企融资累计达

到 7800 多亿元。

浙大城市学院文化创意研究所秘

书长林先平表示，相关政策不断拓展中

小企业融资渠道，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中小企业数字

化转型等支持力度，将推动更多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发展。

林先平进一步表示，各地在积极搭

建合作平台，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开展

数字化转型 ， 开展数字化共性技术研

发，促进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

当前， 数字技术不断赋能新型工业

化发展 ， 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生产自动

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水平，这种技术变

革对企业运营模式及其资源配置产生

了显著影响，通过云计算、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

深度融合， 提升传统产业现代化水平，

实现产品高端化发展。

近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

息化厅牵头举办的全区促进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发展工作推进会在桂林市召

开 。 会议指出 ， 要深入实施专精特新

企业培育行动 ， 以产业链为主线， 产

业集群为载体， 创新平台建设 、 人才

队伍建设为抓手， 提升中小企业发展

质量。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 长 柏 文

喜表示 ，通过数字化转型 ，制造业能

够加快创新步伐 ，推动新产业 、新业

态、新模式的涌现，增强产业核心竞争

力。 通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引

导 ， 鼓励地方政府在政策扶持等方面

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

予以倾斜支持 ， 一方面可以助力企业

不断向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转型，

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 ， 另一方面可以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自身的核

心竞争力。 （郭冀川）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的三重逻辑

□

刘 帅

乡村振兴的实现有赖于农村基层治

理这一关键环节， 后者构成了国家治理

体系的基石。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是法

治逻辑、 政治逻辑与社会逻辑交互作用

的结果， 三者共同构筑了农村底层行政

管理的多维网络。

一、农村基层治理的法治逻辑

农村基层治理的法治逻辑呼唤法治

思维的构建。 法律的规制与原则构成了

法治思维的基础， 这种思维方式强调在

应对各种事务时要以法为纲， 承认法律

约束力与威权性。 农村基层治理活动牵

涉到众多利益方和复杂的社会关系， 其

合法性与公正性取决于对法律的遵循与

否。 农村基层治理主体只有自觉遵守法

律法规， 依法行使权力、 履行职责， 才

能有效防止违法乱纪情况的发生， 进而

提高治理的合法性与公众信任度。

农村基层治理的法治逻辑要求构建

完备的法规制度。 随着农村社会迅速发

展所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对

构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日益迫切。 一

套完善的农村基层治理法规体系， 可以

为农村基层治理提供明确的行为准则和

操作指南， 从而提高基层治理的合法性

和有效性。 只有不断健全基层法规体系，

才能有效防止基层权力的恣意行使和侵

害农民利益的现象出现，全方位、深层次

地维系农民的合法权利。

农村基层治理的法治逻辑凸显依法

监督的核心地位。 依法监督贯穿在农村

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 其核心在于严格

遵循法律法规， 以保证权力行使的合法

性，守护农民的法定权益。 农村基层治理

中的依法监督就是要时刻防范权力越轨

与腐败行为， 确保法规的适用性， 从而

维系农村社区的安定与和谐 。 通过构

建多元开放的监督环境 ， 可以强化农

民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确

保农民应有的信息获取权、 决策参与权

以及监督管理权， 推动基层治理的科学

决策与民主管理。

二、农村基层治理的政治逻辑

农村基层治理的政治逻辑要坚持党

的领导核心作用。 在乡村振兴进程中，中

国共产党的执政党身份赋予其引领功

能。 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基层治理的策略

性指导， 体现在对农村基层治理政策的

定制与实施中， 确保了其与国家宏观发

展蓝图的契合性。 中国共产党具有严格

的组织性与纪律性， 它高度重视基层党

组织的巩固与党员干部的能力培养。 基

层党组织与党员干部在农村治理过程中

发挥着模范先锋作用， 他们的活跃和热

情将极大地激发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农村

基层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农村基层治理的政治逻辑的重要体

现是政治发展。 在农村基层治理的实践

中，政治进步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政

治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农村

基层治理的效能与公信力的提升， 源自

于以政治进步为驱动的基层治理机制的

创新， 这种创新机制强调以民主、 科学

与高效为原则。 推动农村基层政治发展，

既可以激发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提高其参与到农村基层治理的热情， 又

可以提升农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

感， 进而提升农村基层治理的实效性。

农村基层治理的政治逻辑的归宿是

政治效能的提升。 政府的高效能体现在

对农民诉求的即时、 精准应对， 这种能

力的提升不仅巩固了农民对政府的信

任， 强化了政府的信誉， 也使农村基础

治理得以有的放矢、 精准施策。 农村的

全方位振兴， 有赖于政府政治效能的不

断增强， 唯有如此才能更加有效地协调

和运用各种社会资源，促进其在经济、文

化、教育等领域的纵深发展。

三、农村基层治理的社会逻辑

社会结构演变对农村基层治理机制

提出了新需求。 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变

化， 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在面对人口构

成、 经济架构以及社会阶级的显著变革

时显得力不从心。 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

促使农村基层治理亟待强化。 新兴的农

村电商、乡村旅游等产业形态，为乡村行

政管理的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注入了新

资源。 因此，基层政府应主动适应由社会

结构变迁而产生的新情况， 与时俱进做

好促进经济发展、推动民主参与、强化基

层组织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农村基层治理的核心任务在于社会

关系的调整。 农村基层是一个复杂的利

益网，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村集体之

间、 村民与基层政府之间利益关系错综

复杂。 不断变迁的农村社会结构，引发的

是社会关系的持续重塑与演进。 农村基

层治理适应社会关系变动的关键在于 ，

不断增强农村法制架构、 优化社会保障

网络、促进教育资源均衡。 同时，要高度

重视挖掘基层社会组织及民间调解的潜

力， 通过多样化的途径和策略动态调解

农村社会矛盾， 以达到实现农村社会和

谐与稳定的愿景。

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职责是社会问

题的解决。 农村基层治理关乎农民福祉

和社会稳定， 它所涉及的问题多元而深

远， 例如， 贫困问题、 教育问题、 环境

问题、 医疗问题、 老龄化问题等等， 这

些问题直接影响着农民的生活质量， 制

约着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多元参与的格

局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至关重要， 它涉

及政府、 企业及各类社会组织的协同行

动。 只有增强不同组织间的协调合作 ，

通过联合行动延伸至各个领域， 形成政

府引导、 社会协同、 村民参与的合作共

治模式， 才能有效应对农村基层治理中

的深层社会问题。（项目号：2019 年辽宁

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

景 下 农 村 基 层 微 腐 败 治 理 研 究 ”

L19CDS002）。

（作者单位：大连海事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