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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基本特征

自 2019 年以来，我国累计培育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共计公示 9279 家，实际培
育认定 8997 家，已接近完成工信部提出的“十四五”一万家目标。

典型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呈现出有一定历史积淀的中小企业形态，“小巨人”的平均员
工规模仅为 252 人，平均成立年限为 13年。

四批次近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上仅占全国的0.04%，但有近十倍的就业贡献，
和百余倍的技术贡献，对全社会的科技发展起到有力支撑作用。

“一万家”，小而精，支撑全社会科技发展。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整体资本市场参与度不高，有过一级市场融资的企业占比约四成，
上市公司则小于一成。

资本市场的去向上，已上市的 646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绝大多数为A股上市，其
中又以创业板最多，此外也有极少数赴港交所和新交所。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对A股市场、尤其是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这三大板块起到了
有力的支撑作用，其中科创板上市企业中“小巨人”占比高达 48.8%，未来对北交所的支
撑作用也将持续扩大。

深度参与科创板、创业板和北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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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整体科创能力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技术规模上的典型画像为累计申请 104 件专利、手握 16件有效
发明，这一技术规模是全国企业平均水平的 2.5 倍，也相当于典型上市企业的 15-20%。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 2021 年专利申请增速在 18.3%，远超过工信部对“十四五”
期间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目标。

技术体量上，规模较小但增长较快。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平均发明专利密度是A股上市企业的 3.4 倍 , 体现出较强的“专
业化”、“精细化”的特点。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占比比A股上市企业更高但授权率更低，考虑到
专利授权的长周期，已体现出较好的技术水平。

技术质量上，技术密集度高且技术水平较好。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平均专利被引用 184.34 次，平均专利对外许可 0.59 次，平均专
利对外转让 7.82 次，尤其通过专利被引发挥了较大的技术引领作用。

技术影响力上，有较强的技术引领作用。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平均 PCT专利仅为 1.27 件，占全部专利申请的比重为 1.2%，
这一比例是中国头部企业的 1/5。

从分布看，八成企业没有PCT专利，仅不足0.1%的企业有100件以上的PCT专利申请。

技术全球化上，“走出去”程度还不高。

3 第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特色

与前三批相比，第四批“小巨人”企业规模更小，成立时间更晚。

科创能力上，第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技术规模更小但增长更快，技术质量更高，技
术全球化程度也更深，但技术影响力仍有待沉淀。

行业聚焦上，第四批“小巨人”更加深度聚焦十大重点产业领域，并在新材料和新一代信息
技术领域格外增加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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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行业科创格局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业导向为“中国制造 2025”所聚焦的十大重点产业领域，实
际入选的四批 9279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与战略方向高度吻合，十大重点产业领域企
业占比达到近八成，其中，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高端机械装备企业数量最多。

服务“中国制造”，深度聚焦十大重点产业领域。

对比A股上市企业的行业结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体现出较强的“硬科技”特色，
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领域得到更多聚焦、重点扶持，企业数量占比高出A股上市企业 4-9
个百分点。

对比A股上市企业的行业科创能力，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领域以及航空航天装备领
域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技术规模最接近上市公司水平，达到七至八成。

体现“硬科技”特色，存在“硬科技”能力差异。

5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区域科创版图

“小巨人”数量最多的前10个省份分别为浙江、广东、山东、江苏、北京、上海、安徽、湖北、
湖南、河南。前 10个省份占全部省份的 32.3%，其“小巨人”数量占比（即省份的集中度
CR10）达到 68.1%。

“小巨人”数量最多的前10个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深圳、宁波、重庆、武汉、杭州、成都、
天津、苏州。前 10 个城市占全部城市数量的 3.3%，的“小巨人”数量占比（即城市的集
中度CR10）达到 33.3%。

“小巨人”数量最多的前 10 个区县分别为北京海淀区、深圳宝安区、深圳南山区、上海
浦东新区、北京大兴区、上海嘉定区、上海松江区、上海闵行区、武汉江夏区、成都武侯
区。前 10 个区县占全部区县的比重仅为 0.7%，其“小巨人”数量占比（即区县的集中度
CR10）达到 11.9%。

企业分布上，省、市、县三个空间层级集中度提升，集聚效应明显。

技术规模看，9个省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技术规模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江苏省
的“小巨人”大而强，北京和上海的“小巨人”小而精。

技术密集度看，北京、上海的“小巨人”技术密集度尤其突出，达到全国水平的两倍。

科创能力上，江苏、北京和上海表现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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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经历十年政策演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已经成为支撑“中国制造”的重要战略支点和
引领科技创新、带动中小企业发展的承上启下
中坚力量。2013 年 7 月，工信部发布《关于促
进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首次提出培育和扶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2018 年底，工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
于开展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工作的通
知》，首次定义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本
报告中简称“小巨人”，全称和简称混用）是“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是“专注于细
分市场、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掌握关
键核心技术、质量效益优的排头兵企业”，也
是中国未来的“隐形冠军”，并正式提出了大
力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计划。2021
年，工信部发布《“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规划》，明确提出将推动形成 100 万家创新
型中小企业、10 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 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自 2019 年第
一批至今，我国累计培育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共计公示 9279 家，实际培育认定 8997 家，
已接近完成“十四五”一万家的目标蓝图。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被期望在“专业化、
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四个层面均有优秀
表现，在培育和评估中看重经济效益、专业化
程度、创新能力和经营管理四个维度，其中，
创新能力是大众关注的焦点，也是分析评价的
难点。科技创新情报 SaaS 服务商智慧芽基于
多年的大数据积累、机器学习能力和模型算法
能力，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科创能力
有独到的分析视角。

2021 年，智慧芽创新研究中心曾发布《2021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利能力和科创能力
报告》，对前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做
出系统梳理，2022 年，在第四批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公示之际，智慧芽创新研究中心发
布本次《2022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创能
力报告》，对四批近一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和评估，以期更全面、
更清晰、更立体地呈现“小巨人”的科创能力、
技术格局和演进脉络。

本报告分为四个章节：

· 第一章节梳理基本情况，从数量和规模以及融           

·  第二章节评价整体科创能力评价，从技术体量、

· 第三章节分析分行业的科创格局，从企业数量

· 第四章节分析各区域的科创版图，从企业数量

鉴于实际培育认定名单未公示，本报告采用入
选公示的 9279 家开展分析，比实际培育认定多
282 家，因此分析数据存在少量偏差。

除特别说明，报告内专利、上市等各项数据统
计均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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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情况展现“小巨人”基本面；

技术质量、技术影响力和技术全球化四个维度
全面评价“小巨人”的科创能力；

和企业技术规模两个方面对比各个产业领域的
“小巨人”情况，并梳理各个产业领域的明星
“小巨人”；

和企业技术规模两个方面对比各个区域的“小
巨人”情况，并深入解读代表性省市的科创能
力及产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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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数量与规模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自 2019 年以来累计
培育四批，共计公示 9279 家，实际培育认定
8997 家，已接近完成工信部提出的“十四五”
一万家目标。其中，2019 年第一批入选公示
248 家，实际复核认定 155 家，2020 年第二批
入 选 公 示 1744 家， 实 际 认 定 1584 家，2021
年第三批入选公示 2930 家，实际全部通过认
定；2022 年第四批入选公示 4357 家，实际认
定 4328 家。

鉴于培育认定名单未公示，本报告采用入选公
示的 9279 家开展分析，比实际培育认定少 282
家，因此分析数据存在少量偏差。

1）企业批次和数量

图 1.1  截至 2022 年 9 月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累计培育数量

资料来源：工信部；智慧芽；公开资料



典型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呈现出有一定历
史积淀的中小企业形态。“小巨人”的平均员
工规模仅为 252 人，平均成立年限为 13 年。

第四批“小巨人”员工规模更小，时间更短。
第四批“小巨人”平均员工规模在 226 人，比
前三批“小巨人”少 10-30%，成立年限为 13 年，
也略短于前三批“小巨人”，尤其是比第一批“小
巨人”平均“年轻六岁”。

2）企业规模和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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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平均员工规模和中位数成立年限

单位：人 / 家，年

资料来源：智慧芽
注：员工规模采用企业“参保人数”口径，统计截至 2022 年 6月 30 日

员工规模（平均值） 成立年限（中位数）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总计

287

315

250

226

252

19

17

13

13

13



近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在企业数量上仅占全
国的 0.04%，但以发明专利指标计算，则创造
了 4.64%的技术贡献，对全社会的科技发展起
到有力的支撑作用。将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放在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语境中，在企业数量
上，这四批 9279 家“小巨人”仅占全国企业总
量的 0.04%；在就业规模上， “小巨人”总员
工数达到 224.5 万人，占全社会所有就业人员的
0.35%，是企业数占比的近 10 倍；而在技术规
模上，以授权发明专利量考察，截至 2022 年 6 月，
“小巨人”企业的授权发明专利总量达到 15.16
万件，占全国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总量的 4.64%，
是企业数占比的 120 余倍。

3）综合贡献度

图 1.3  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全国社会经济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智慧芽；国家统计局
注：全国企业情况不含港澳台；全国企业数采用国家统计局 2021 年的企业法人单位数据；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总就业数采用企业“参
保人数”口径，统计截至 2022 年 6月 30 日；全社会企业的总就业数采用全社会就业人数按企业法人单位占比的近似拟合，为 2021 年度
数据；技术规模采用授权发明专利量来拟合，统计截至 2022 年 6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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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全国企业
（不含港澳台）

企业数量
总企业数

（家）

就业规模
总就业数

（万人）

技术规模
授权发明专利量

（万件）

9279

224.5

15.16

25055456

63643.7

327.02

小巨人占全国比重

0.04%

0.35%

4.64%



1.2 融资情况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一级市场融资为多，
有过一级市场融资的企业占比约四成，上市公
司则小于一成。四批 9279 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中，有上市的比例仅为 646 家，占比
为 6.96%，有融资经历的数量则达到 3859 家，
占比为 41.59%。

第四批“小巨人”的上市比例显著低于前三批。
第四批“小巨人”中上市公司占比仅为 5.23%，
低于前三批，尤其对比第一批“小巨人”上市
比例高达 17.74%，第二批“小巨人”上市比例
为 11.18%，第四批“小巨人”在证券市场上有
更多发展机遇。第四批“小巨人”的融资比例
为 41.66%，略高于第三批，显著低于第一批，
与第二、三批接近。

1）整体融资情况

图 1.4  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上市和一级市场融资情况

单位：家，% 参加一级市场融资企业占比上市企业占比

17.74%

11.18%
6.11% 5.23% 6.96%

56.28%

43.98%
38.84%

41.66% 41.59%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全部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上市企业占比 参与一级市场融资企业占比

资料来源：智慧芽；WIND
注：上市和融资数据统计截至 2022 年 6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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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市场的去向看，已上市的 646 家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中绝大多数为A股上市企业，
其中又以创业板最多，此外也有极少数赴港交
所和新加坡交易所上市。其中，A 股上市 638 家 , 
新交所上市 1 家，港交所上市 7 家。A 股中，
主板上市 174 家，创业板上市 246 家，科创版
上市 205 家，北交所上市 29 家。

此外，还有 1372 家“小巨人”已经在新三板挂牌，
占比达到 14.8%。

2）上市特征

图 1.5  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在各级资本市场中的参与情况

205家
2.2%

A股科创板上市

174家
1.9%

246家
2.7%

A股创业板上市A股主板上市

港交所上市 新加坡交易所上市

1家
0.01%

7家
0.1%

29家
0.3%

A股北交所上市

1372家
14.8%

新三板挂牌

3859家
41.6%

参与一级市场融资

资料来源：WIND；智慧芽
注：上市和融资数据统计截至 2022 年 6月 30 日，包含双重上市、转板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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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上市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对A股市
场、尤其是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这三大板
块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作用，其中科创板上市企
业中“小巨人”占比高达 48.8%。其中，A 股
沪深主板 3155 家企业中，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占比为 6.4%；创业板 1142 家企业中，专
精特新“小巨人”占比达到 21.5%；科创板的
“小巨人含量最高”，420 家上市企业中有高
达 48.8% 来自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接近
一半；北交所 89 家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占比为 32.6%。北交所成立时间尚
不足一年，上市企业总量尚少，但作为针对性
服务新兴产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平台，
通过企业锁定期短、转版路径完备等制度优势，
未来将持续吸收专精特新企业、尤其是已挂牌
新三板的专精特新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
的贡献占比有望持续扩大。

图 1.6  A 股各板块中专精特新“小巨人”的贡献度

资料来源：智慧芽
注：上市公司数据统计截至 2022 年 6月 30 日，包含双重上市、转板等情况

A股各板块中专精特新“小巨人”的贡献度

沪深主板
3155家企业

A股板块上市企业数量 A股板块上市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

创业板
1142家企业

21.5%6.4%

科创板
420家企业

48.8%

北交所
89家企业

资料来源：智慧芽

注：上市公司数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30日，包含双重上市、转板等情况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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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科创能力评价
02

技术体量，技术质量、技术影响力和技术全球化是从专利出发、

以技术视角评价企业科创能力的四个重要评价维度，本章分这

四个板块展开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科创能力评价。其中，

技术体量从技术规模和技术增长来分析；技术质量从技术密集

度和技术水平来分析；技术影响力主要从专利被引、专利许可

和专利转让三个方面来看企业的技术对整个行业、对其他企业

的引领能力和影响程度；技术全球化考察一个企业的技术是否

有在全球各地立足的意图和能力。



2.1 技术体量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技术规模上的典型
画像为累计申请 104 件专利、手握 16 件有效
发明，这一技术规模是全国企业平均水平的2.5
倍，也相当于典型上市企业的 15-20%。累计
专利申请总量代表技术产出，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平均专利
申请总量为 104.43 件，而相比之下平均一家 A
股上市企业的专利申请总量为 444.25 件，是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 4 倍以上。

1）技术规模：累计专利申请量和有
效发明专利量

技术体量是最首要的评价企业科创能力的维度，
本报告从技术规模和技术增长率两个方面考察，
技术规模反映技术的绝对体量，技术增长反映
近期的技术体量的稳定性和走势。

有效发明专利总量是被授权、且仍有效的发明
类专利，代表能开展商业运用的重点技术成
果，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平均的有效发明专利总量为 15.89 件。
相比之下，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计，截至
2022 年 7 月，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
到 32.6 万家，拥有有效发明专利 208.6 万件，
平均每家企业的有效发明专利量为 6.4 件，“小
巨人”是其 2.5 倍左右；平均一家 A 股上市企
业的有效发明专利总量为 83.70 件， “小巨人”
的技术体量是其 15-20%。

第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规模略低于前
三批。第四批“小巨人”的累计专利申请总量
为 96.93 件，有效发明专利总量为 15.58 件，
均略低于前三批“小巨人”。

图 2.1  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专利规模情况与 A 股上市企业对比

单位：件 / 家

平均每家企业的有效发明专利总量

21.40
17.73 14.78 15.58

6.40

83.70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全国企业 A股上市公司

四批“小巨人”平均值

15.89

平均每家企业的累计专利申请总量

140.07
120.63

102.93 96.93

444.25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A股上市公司

四批“小巨人”平均值

1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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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 2021 年的专利申
请增速在 18.3%，远超过工信部对“十四五”
期间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目标。用 2020 和
2021 年公开的专利申请量计算，平均每家“小
巨 人”2020 年 专 利 申 请 量 为 15.19 件，2021
年增长至 17.97 件，增速达到 18.3%，而根据
工信部制定的《“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规划》，围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了
有一系列五年发展目标，其中整体中小企业的
专利申请量的年均增长目标是 10% 以上，对照
这一目标，“小巨人”企业的技术规模增长表
现显著更高。

第四批“小巨人”增长更快，达到 20.4%，也
显著高于工信部目标。第四批“小巨人”的平
均专利申请从 14.12 件增长至 17.00 件，增速
达到 20.4%，比前三批高 2-15 个百分点，也远
远高于 10% 的“十四五”要求。

2）技术增长：年均专利申请增速

图 2.2  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专利增长情况

单位：件 / 家 2021 年平均公开专利申请总量2022 年平均公开专利申请量 专利申请增速

资料来源：智慧芽
注：专利申请的公开有一定滞后期，导致最近数月的数据有失真，为便于数据可比，本分析中均采用公开日计

17.78 17.71
15.05 14.12 15.19

18.84
20.57

17.77 17.00 17.97

5.9%

16.2%
18.1%

20.4%
18.3%

0%

5%

10%

15%

20%

25%

0

5

10

15

20

25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全部专精特新

“小巨人”

2020年平均公开专利申请量 2021年平均公开专利申请总量 专利申请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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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技术质量

发明专利密度采用千人均的有效发明专利数来
衡量，能排除企业规模的影响，评估一家企业
的技术密集度。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平均发明专利密度
是 A股上市企业的 3.4 倍 , 体现出较强的“专
业化”、“精细化”的特点。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千人均有效发明专利数达到 62.99 件 /
千人，也即“小巨人”企业每千名员工就掌握
62.99 件有效发明专利，而 A 股上市企业的平
均值则为 18.51 件 / 千人。

1）技术密集度：发明专利密度

技术质量是深度分析企业科创能力的重要维度，
本报告中按技术密集度和技术水平两个方面考
察。技术密集度考察企业单位规模所创造的技
术产出，技术水平考察技术的绝对能力。

图 2.3  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发明专利密度与 A 股上市企业对比

单位：件有效发明专利 / 千人

18.51

62.99

A股上市企业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69.03

59.05

56.35

74.59

第四批

第三批

第二批

第一批

资料来源：智慧芽
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员工数采用企业“参保人数”口径，A股上市企业员工数采用财报披露“员工数”口径；发明专利数量采用有效发
明专利总数口径，统计截至 2022 年 6月 30 日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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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申请占比和发明专利授权率可以有效
反映一家企业的总体技术水平。其中发明专利
申请占比为发明专利申请量占总专利申请量（包
含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专利三类）
的比重；发明专利授权率是授权发明专利量占
发明专利申请量的比重，是经过国家知识产权
审核、对企业技术在“新颖性”、“创造性”、
“实用性”上的确认。从专利到发明专利，从
申请到授权，层层递进反映企业的专利总盘子
的实际含金量。

对比上市公司，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发
明专利申请占比更高但授权率更低，考虑到专
利授权的长周期，已体现出较好的技术水平。

2）技术水平：发明专利申请占比和
发明专利授权率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平均发明专利申请
占比为 43.44%，是上市公司的两倍；平均发明
专利授权率为 36.03%，是上市公司的 1/3。考
虑发明专利在中国从申请到授权需要平均 18 个
月时间，上市公司的高发明专利授权率受益于
其发展更成熟、专利申请更早，未来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的发明专利授权率有望持续提升。

第四批“小巨人”相比前三批而言两个维度均
表现更好。第四批“小巨人”的平均累计专利
申请量为 96.93 件，平均累计发明专利申请量
为 43.31 件，发明专利申请占比达到 44.7%，
比前三批高 2-3 个百分点；平均累计发明专
利 授 权 量 为 16.18 件， 发 明 专 利 授 权 率 为
37.3%，比前三批高 1-3 个百分点。

图 2.4  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占比及发明专利授权率与 A
股上市企业对比

单位：件 / 家

专利申请总量

单位：件/家 XX.X%   发明专利申请占比 XX.X% 发明专利授权率

发明专利申请总量 发明专利授权量

140.07
120.63

102.93 96.93

444.25

60.89 50.51 44.02 43.31

97.94

22.03 18.04 15.11 16.18

92.32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A股上市公司

专利申请总量 发明专利申请总量 发明专利授权量

43.5%

36.2%

41.9%

35.7%

42.8%

34.3%

44.7%

37.3%

22.0%

94.3%

资料来源：智慧芽
注：专利申请和有效发明专利均按截至 2022 年 6月 30 日公开公告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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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技术影响力

专利被引、专利许可和专利转让代表一家企业
的技术影响力，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表
现。尤其是专利被其他企业和机构引用，体现
出企业技术对其他企业的研发过程起到的启发
和引领作用。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平均专利被引用
184.34 次，平均专利对外许可 0.59 次，平均
专利对外转让 7.82 次，尤其通过专利被引发挥
了较大的技术引领作用。

第四批“小巨人”的技术影响力整体略低于前
三批，发挥技术影响力尚需时日。其中专利被
引为 175.64 次，专利许可为 0.49 次，显著低
于前三批“小巨人”，专利转让为 8.00 次，与
前三批接近。专利影响力的发挥需要时间积累，
第四批“小巨人”成立时间更近，技术构建更晚，
得到其他企业和机构的引用和认可仍需一段时
间。

图 2.5  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技术影响力

单位：件次 / 家

平均每家企业
专利总被引次数

平均每家企业
专利对外许可次数

1.57

0.59 0.65 0.49

267.84
203.95 178.55 175.64

全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平
均值

0.59

全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平
均值

184.34

9.57
8.03 7.28 8.00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平均每家企业
专利对外转让次数

全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平
均值

7.82

资料来源：智慧芽
注：专利被引、许可、转让均按截至 2022 年 6月 30 日公开公告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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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技术全球化

PCT 专利可以很好地刻画一家企业的技术全
球化水平，并引领企业的海外业务布局。PCT
专利是基于国际《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递交的面向多个国家的国际专利申请，PCT 专
利总量能较好地代表技术走向海外市场的规模，
PCT 专利占全部专利申请比重则代表技术的全
球化占比。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整体技术全球化程
度不高，平均每家企业的PCT专利仅为1.27件，
占全部专利申请的比重为 1.2%，这一比例是
中国头部企业的 1/5。对比而言，计算中国专
利规模最大的 500 家科技企业，PCT 专利占比
占比达到 5.13%。

从分布看，八成企业没有 PCT 专利，仅不足
0.1%的企业有 100 件以上的 PCT专利申请。
高达 79.5% 的“小巨人”没有任何 PCT 专利，
还有 17.43% 的“小巨人”仅有个位数的 PCT
专利，只有 2.99% 的“小巨人”有 10-100 件
PCT 专利，而超过 100 件 PCT 专利的企业仅 8
家，占比仅 0.09%。

第四批“小巨人”的技术全球化程度与前三批
相当。平均 PCT 专利申请总量为 1.24 件，占
全部专利是申请的比重为 1.3%。

图 2.6  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 PCT 专利情况

单位：件 / 家，% PCT 专利占全部专利申请比重有效 PCT 专利总量

资料来源：智慧芽
注：PCT 专利申请按截至 2022 年 6月 30 日公开公告计

1.35
1.55

1.14 1.24 1.27

1.0%

1.3%

1.1%

1.3%
1.2%

0.0%

0.3%

0.6%

0.9%

1.2%

1.5%

0.00

0.40

0.80

1.20

1.60

2.00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全部专精特新

“小巨人”

有效PCT专利总量 PCT专利占全部专利申请比重 >100件PCT专利
8家

0.09%

10-100件PCT专利
277家

2.99%
1-10件PCT专利
1617家

17.43%

0件PCT专利
7376家

79.5%

全部四批
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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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企业分布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培育方向为“中国
制造 2025”的十大重点产业领域。根据 2018 
年工信部发布的《关于开展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培育工作的通知》，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的主导产品应符合《工业“四基”发展目录》
所列十大重点产业领域，也是 2016 年我国开启
制造强国战略所制定的《中国制造 2025》所列
十大重点产业领域，即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
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
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
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根据智慧芽结合专家输入和机器学习形成的对
上百万家科技企业的国家标准战略性新兴领域
领域分类标签，将所有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的行业分类进行匹配，从而实现后续行业分
析。其中 电力装备、农机装备、高档数控机床
和机器人三个领域定义为“高端机械装备”，
按战略性新兴产业二级行业“智能制造装备产
业”近似；航空航天装备领域为结合战略性新
兴产业二级行业“航空装备产业”和“卫星及
应用产业”进行匹配；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领域
按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级行业“节能环保”和“系
能源汽车”进行匹配；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
器械领域按战略性新兴产业二级行业“生物医
药”和“生物医学工程”进行近似匹配。其中，
电力装备、农机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这六个重点产业领域基本与
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行业“高端装备制造”相当。



实际入选的四批 9279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与规划高度吻合，十大重点产业领域企业
占比达到八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高
端机械装备企业数量最多。企业数量排名依次
是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机械装备领
域（结合电力装备、农机装备与高档数控机床
和机器人三个重点产业领域），企业数量分别
为 2156 家、1881 家和 1536 家。这十个重点
产业领域的企业占全部“小巨人”的 79.5%，
显著高于 A 股上市企业的 72.2%，体现出了较
明显的行业聚焦。

新材料

新一代信息技术

电力装备

农机装备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航空航天装备

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其他领域

强国战略
明确的
十大重点
产业领域

占比

1905

157

149

199

578

718

1536

1881

2156

高端装
备制造

23.24%

20.27%

22.00%

7.74%

6.23%

20.53%

A股上市企业数量占比

19.16%

22.55%

13.17%

6.65%

10.63%

27.84%

高端机
械装备

图 3.1  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业领域分布与 A 股上市企业对比

单位：件次 / 家

资料来源：智慧芽；WIND
注：产业领域的划分按智慧芽数据库根据国家发布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的规则形成的产业标签计算而得，其中电力装备、农机装备、高档
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三个领域按战略性新兴产业二级行业“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近似，汇总为高端机械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领域按战略性新兴
产业二级行业“航空装备产业”和“卫星及应用产业”近似，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领域按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级行业“节能环保”和“系能源汽车”近似，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领域按战略性新兴产业二级行业“生物医药”和“生物医学工程”近似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体现出较强的“硬科
技”特色，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领域得到更
多聚焦、重点扶持，企业数占比高于A股上市
企业结构比例。对比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和 A 股上市企业的行业分布，高端装备制造领
域的企业数量占比达到高达 22.00%，远高于 A
股上市公司企业占比近 9 个百分点；新材料领
域的企业数量占比达到 23.24%，高于 A 股上
市企业占比 4 个百分点；而新一代信息技术以
及生物医药即高性能医疗器械则企业数量占比
少于 A 股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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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业领域分布变化

单位：家，%

第一批

总计
覆盖 74.2% 76.9% 79.0% 81.1%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新材料

新一代信息技术

电力装备

农机装备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航空航天装备

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强国
战略
明确
的
十大
重点
产业
领域

2.4%

0.8%

2.0%

9.3%

6.5%

17.7%

13.7%

21.8%

1.6%

1.4%

1.4%

12.2%

8.3%

13.9%

15.9%

22.1%

1.8%

1.9%

2.3%

4.6%

7.5%

18.5%

21.1%

21.3%

1.6%

1.5%

2.3%

4.8%

7.8%

16.3%

21.8%

25.1%

资料来源：智慧芽；WIND
注：产业领域的划分按智慧芽数据库根据国家发布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的规则形成的产业标签计算而得，其中电力装备、农机装备、高档
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三个领域按战略性新兴产业二级行业“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近似，汇总为高端机械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领域按战略性新兴
产业二级行业“航空装备产业”和“卫星及应用产业”近似，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领域按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级行业“节能环保”和“系能源汽车”近似，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领域按战略性新兴产业二级行业“生物医药”和“生物医学工程”近似

相比于前三批，第四批“小巨人”更深度聚焦
十大重点产业领域，并且在新材料和新一代信
息技术领域有所增加侧重。从行业整体版图来
看，第四批“小巨人”有高达 81.1% 均来自十
大重点产业领域，这一占比自第一批以来持续
提升，也反映了专精特新“小巨人”的培育体
系在不断优化和聚焦。细分行业来看，第四批
“小巨人”中新材料领域的企业数量占比达到
25.1%，相比前三批高出 3-4 个百分点；第四
批“小巨人”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企业数
量占比达到 21.8%，相比前三批高出 1-8 个百
分点，而高端装备制造和生物医药即高性能医
疗器械领域企业数占比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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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技术规模对比

对比A股上市企业的行业科创能力，生物医药
及高性能医疗器械领域以及航空航天装备领域
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技术规模最接近上
市公司水平，达到七至八成。按平均每家企业
的有效发明专利量计算，三个产业领域的“小
巨人”企业的技术规模超过均值，生物医药及
高性能医疗器械领域为 38 件 / 家，新一代信息
技术领域为 23 件 / 家，航空航天装备为 19 件 /
家。考虑到不同行业的技术规模存在差异，对
比上市公司的平均有效发明专利量，生物医药
及高性能医疗器械领域技术规模最接近，相当
于同领域上市公司平均水平的 83.96%，航空航
天装备领域次之，相当于同领域上市公司平均
水平的 66.09%。

图 3.3  各产业领域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有效发明专利量与 A 股上市企
业对比

单位：件 / 家

15 

13 

19 

38 

14 

14 

23 

14 

52 

62 

29 

46 

323

57 

140 

82 新材料

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机械装备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航空航天装备

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A股上市企业
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是上市企业的%

16.85%

16.14%

25.09%

4.28%

83.96%

66.09%

21.37%

28.69%

//

平均值
16

平均值
83

资料来源：智慧芽
注：产业领域的划分按智慧芽自有数据库根据国家发布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的规则形成的产业标签计算而得，其中电力装备、农机装备、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三个领域汇总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二级行业“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航空航天装备领域按战略性新兴产业二级行业“航空
装备产业”和“卫星及应用产业”近似，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领域按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级行业“节能环保”和“系能源汽车”近似，生物医药及高性
能医疗器械领域按战略性新兴产业二级行业“生物医药”和“生物医学工程”近似；有效发明专利量统计截至 2022 年 6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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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各产业领域明星企业梳理

针对对工信部在专精特新规划中所聚焦的十大
重点产业领域，按照科创能力评价的四个维度
（即技术体量、技术质量、技术影响力和技术
全球化）评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整体
科创能力，对每个产业领域给出 10 个明星“小
巨人”。

表 3.1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明星“小巨人”

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进半导体封装先导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深思数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飞恩微电子有限公司

企业名

矽力杰半导体技术（杭州）有限公司
歌尔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握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金升阳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雅迅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下一代信息网络产业
电子核心产业
新兴软件和新型信息技术服务
电子核心产业
电子核心产业

具体产业类别

电子核心产业
电子核心产业
互联网与云计算、大数据服务
电子核心产业
下一代信息网络产业

西安市
无锡市
北京市
北京市
武汉市

所在城市

杭州市
潍坊市
北京市
广州市
厦门市

陕西省
江苏省
北京市
北京市
湖北省

所在省份

浙江省
山东省
北京市
广东省
福建省

表 3.2 新材料领域明星“小巨人”

西安宏星电子浆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强力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

合肥杰事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锦湖日丽塑料有限公司
科之杰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征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先进有色金属材料
高性能纤维及制品和复合材料
先进石化化工新材料
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
先进石化化工新材料

具体产业类别

先进石化化工新材料
先进石化化工新材料
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
先进石化化工新材料
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

西安市
上海市
常州市
苏州市
上海市

所在城市

合肥市
上海市
厦门市
西安市
上海市

陕西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江苏省
上海市

所在省份

安徽省
上海市
福建省
陕西省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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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高端机械装备领域明星“小巨人”

天华化工机械及自动化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德仕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雅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工法利莱切焊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科机械（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

具体产业类别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

兰州市
合肥市
东营市
东莞市
武汉市

所在城市

成都市
鄂州市
广州市
天津市
天津市

甘肃省
安徽省
山东省
广东省
湖北省

所在省份

四川省
湖北省
广东省
天津市
天津市

（对应电力装备、农机装备和高端数控机床及机器人三个类别）

表 3.4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领域明星“小巨人”

金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海博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安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捷威动力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捷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

成都易态科技有限公司
三达膜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中科三清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佳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清大国华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
新能源汽车装置、配件制造
新能源汽车装置、配件制造
新能源汽车装置、配件制造
新能源汽车装置、配件制造

具体产业类别

先进环保产业
先进环保产业
先进环保产业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
先进环保产业

长沙市
北京市
上饶市
天津市
上海市

所在城市

成都市
厦门市
北京市
清远市
北京市

湖南省
北京市
江西省
天津市
上海市

所在省份

四川省
福建省
北京市
广东省
北京市

表 3.5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领域明星“小巨人”

江苏阿尔法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博动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品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

杭州启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飞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微创电生理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产业
生物医学工程产业
生物医学工程产业
生物医学工程产业
生物医学工程产业

具体产业类别

生物医学工程产业
生物医药产业
生物医学工程产业
生物医学工程产业
生物医学工程产业

宿迁市
上海市
苏州市
上海市
北京市

所在城市

杭州市
天津市
北京市
苏州市
上海市

江苏省
上海市
江苏省
上海市
北京市

所在省份

浙江省
天津市
北京市
江苏省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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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航空航天装备领域明星“小巨人”

西安羚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航天科工电器研究院有限公司
湖北三江航天险峰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泰斗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航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名

航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航天精工制造有限公司
长沙天仪空间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和芯星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四川九洲空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航空装备产业
航空装备产业
卫星及应用产业
卫星及应用产业
航空装备产业

具体产业类别

航空装备产业
航空装备产业
卫星及应用产业
卫星及应用产业
航空装备产业

西安市
上海市
孝感市
广州市
贵阳市

所在城市

天津市
天津市
长沙市
北京市
绵阳市

陕西省
上海市
湖北省
广东省
贵州省

所在省份

天津市
北京市
湖南省
北京市
四川省

表 3.7 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领域明星“小巨人”

深之蓝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高精船用设备有限公司
信达科创（唐山）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蓝滨石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航天重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石化技术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疏浚技术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中船动力镇江有限公司
湖北中油科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海洋工程装备产业
海洋工程装备产业
海洋工程装备产业
海洋工程装备产业
海洋工程装备产业

具体产业类别

海洋工程装备产业
海洋工程装备产业
海洋工程装备产业
海洋工程装备产业
海洋工程装备产业

天津市
南京市
唐山市
上海市
孝感市

所在城市

北京市
北京市
上海市
镇江市
荆州市

天津市
江苏省
河北省
上海市
湖北省

所在省份

北京市
北京市
上海市
江苏省
湖北省

表 3.8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领域明星“小巨人”

中路交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天津七一二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深圳市乾行达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科力车辆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企业名

卡斯柯信号（北京）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科佳通用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运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眉山中车制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

具体产业类别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

南京市
内江市
天津市
深圳市
衢州市

所在城市

北京市
哈尔滨市
成都市
眉山市
北京市

江苏省
四川省
天津市
广东省
浙江省

所在省份

北京市
黑龙江省
四川省
四川省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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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1 企业分布

从省级单元来看，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分布于全部 31 个省区市，其中有 20 个省份
有超过 100 家小巨人。

1）省份分布

“小巨人”数量最多的前 10 个省份分别为浙江、
广东、山东、江苏、北京、上海、安徽、湖北、
湖南、河南。

图 4.1  各省区市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分布

单位：家 第四批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2

4

4

5

3

7

14

19

25

17

20

22

40

52

64

73

139

76

137

138

133

167

174

306

259

245

334

425

402

448

603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西藏自治区

青海省

海南省

内蒙古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甘肃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黑龙江省

吉林省

贵州省

云南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山西省

陕西省

天津市

江西省

重庆市

辽宁省

河北省

四川省

福建省

河南省

湖南省

湖北省

安徽省

上海市

北京市

江苏省

山东省

广东省

浙江省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1079
881
768
714
597
507
495
484
415
379
360
350
347
288
263
224
199
166
152
106

81
69
63
61
59
56
40
35
21
15
4

四批总计

资料来源：工信部；智慧芽；公开资料



从地级单元来看，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分布于 300 个城市（地级市、州、地区，并
包括直辖市），其中有 21 个城市有超过 100
家小巨人。

“小巨人”数量最多的前 10 个城市分别为北京、
上海、深圳、宁波、重庆、武汉、杭州、成都、
天津、苏州。

2）地市分布

图 4.2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前 20 的城市的企业数量分布

单位：家 第四批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62

55

31

38

49

55

79

74

65

54

123

64

95

155

158

139

101

276

245

334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南京市

温州市

东莞市

西安市

郑州市

广州市

合肥市

长沙市

厦门市

青岛市

苏州市

天津市

成都市

杭州市

武汉市

重庆市

宁波市

深圳市

上海市

北京市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597

507

446

283

263

209

209

205

199

172

155

146

145

143

124

112

112

110

108

106

四批总计

资料来源：工信部；智慧芽；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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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县级单元来看，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分布于 1461 个区县，其中有 4个区县有超
过 100 家小巨人。

“小巨人”数量最多的前 10 个区县分别为北京
海淀区、深圳宝安区、深圳南山区、上海浦东
新区、北京大兴区、上海嘉定区、上海松江区、
上海闵行区、武汉江夏区、成都武侯区。其中
上海占 4 席，北京和深圳各 2 席。其中，排名
第一的北京海淀区，“小巨人”企业数量是上
海的一半之多，超过重庆、武汉、杭州、成都
等地级市，是当之无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
最密集的区。

3）区县分布

图 4.3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前 20 的区县的企业数量分布

单位：家 第四批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四批总计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分布在省、市、县
三个空间层级序列中头部效应不断放大，集中
度不断提升，科技企业集聚效应明显。前 10 个
省市占全部省市的 32.3%，其“小巨人”数量
占比（即省份的集中度 concentration rate，
CR10）达到 68.1%；前 10 个城市占全部城市
数量的 3.3%，的“小巨人”数量占比（即城市
的集中度 CR10）达到 33.3%；前 10 个区县占
全部区县的比重仅为 0.7%，其“小巨人”数量
占比（即区县的集中度 CR10）达到 11.9%。

资料来源：工信部；智慧芽；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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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鄞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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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江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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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定区

北京大兴区

上海浦东新区

深圳南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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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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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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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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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空间集中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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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技术规模对比

对比各省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数量规模、
平均经营规模（按平均员工数计）和平均技术
规模（按平均有效发明专利量计），江苏省的“小
巨人”尤其表现出大而强的特征，北京和上海
的“小巨人”尤其表现出小而精的特征。

北京、上海、广东和宁夏的“小巨人”总体而
言比较“小而精”，经营规模小于全国均值，
而技术规模大于全国均值。尤其是北京和上海，
平均每家企业员工数仅在 200 人上下，但平均
有效发明专利量达到 24.08 件 / 家和 23.22 件 /
家，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46% 和 52%。

海南、江苏、天津、四川和安徽的“小巨人”
总体而言呈现更“大而强”的特征，经营规模
大于全国均值，技术规模也高于全国水平。尤
其是海南省和江苏省，平均每家企业员工数在
330 人上下，平均有效发明专利量达到 24.67
件 / 家和 23.56 件 / 家，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55% 和 48%，与京沪相当。

此外，从横轴和纵轴的比值相当于技术密集度
（即人均发明专利密度），其中北京、上海的“小
巨人”技术密集度尤其突出，达到全国水平的
两倍。北京和上海的千人均有效发明专利量达
到 124.7 件 / 千人和 112.21 件 / 千人，全国平
均水平为 62.99 件 / 千人。

图 4.4  各省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整体表现
各省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整体表现

浙江省

广东省

山东省

江苏省北京市
上海市

安徽省

湖北省

湖南省

河南省 福建省

四川省

河北省

辽宁省
重庆市

江西省

天津市

陕西省

山西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云南省

贵州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甘肃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

海南省

青海省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西藏自治区

资料来源：智慧芽

注：员工数采用企业“参保人数”口径；有效发明专利量统计截至2022年6月30日

平均技术规模
有效发明专利量（件）

平均经营规模
员工数（人）

趋势线气泡大小代表企业数量 1000 100 平均值

15.89

252.25

资料来源：智慧芽
注：员工数采用企业“参保人数”口径；有效发明专利量统计截至 2022 年 6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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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各省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整体表现   

省份

上海市

安徽省

湖北省

湖南省

河南省

浙江省

广东省

山东省

江苏省

北京市

江西省

天津市

陕西省

山西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福建省

四川省

河北省

辽宁省

重庆市

甘肃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

海南省

青海省

云南省

贵州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平均每家“小巨人”的
有效发明专利量（件）

23.22 

16.04 

12.13 

14.72 

12.10 

15.46 

19.47 

12.98 

23.56 

24.08 

7.56 

20.88

13.71 

5.53 

12.19

15.09 

16.61 

8.80

10.38

11.17 

8.93

18.28

7.31 

24.67 

7.47

9.98 

15.42

7.62 

11.70

7.78 

平均每家“小巨人”的
员工数量（人）

206.92

265.20

238.63 

241.03 

222.00 

267.47

242.04

230.41

330.31

193.10

206.65 

256.80 

294.85

171.43

349.27

285.80 

280.00 

256.46 

235.92 

318.98 

228.33

248.78

318.49 

334.71 

153.07

185.14 

305.37 

248.69 

232.20 

171.39 

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数量（家）

507

495

484

415

379

1079

881

768

714

597

224

199

166

152

106

360

350

347

288

263

56

40

35

21

15

81

69

63

61

59

资料来源：智慧芽
注：各省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按各批次公示累计，与实际累计培育数量略有出入；员工数采用企业“参保人数”口径；有效发明专
利量统计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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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代表性区域科创能力解读

以下选取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总数量最多
的 10 个省份（浙江、广东、山东、江苏、北京、
上海、安徽、湖北、湖南、河南），按照科创
能力评价的四个维度，即技术体量、技术质量、
技术影响力、技术全球化分析各自的科创能力
及特色，并依据总有效发明专利量排名指标分
析其亮点产业领域。

其中，科创能力雷达为对每个省份所有“小巨人”
的四个技术维度的数据通过加总、加权并归一
而得。首先加总每个省份所有“小巨人”的四
个维度的数据，随后将每个子维度的指标按照
除以最大值的方式归一化，再次按照合理权重
将各个子维度加权，汇总成四个维度的分支，
100% 为满分，最终分值代表在该维度与最佳
表现省份的对比。

浙江省 1079 家 *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创能力与科创特色

资料来源：智慧芽
注：各省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按各批次公示累计，与实际累计培育数量略有出入；科创能力雷达为对每个省份所有“小巨人”的四
个技术维度的数据通过加总、加权并归一而得，100% 为满分，最终分值代表在该维度与最佳表现省份的对比；TOP3 亮点产业领域按照
专精特新“小巨人”锚定的十大重点产业领域分类，按有效发明专利量排序，按名次选取 TOP3 ；各项专利统计均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浙江省
1079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创能力与科创特色

TOP3亮点产业领域

2

3

高端机械装备
（电力、农机和高端数控机床及机器人）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299家“小巨人”

4287件总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一

88家“小巨人”

1109件总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一

新材料

233家“小巨人”

2898件总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二

89%

55%

61%

32%

技术

体量

技术

质量

技术

影响力

技术

全球化

区域科创能力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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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 768 家 *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创能力与科创特色

资料来源：智慧芽
注：各省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按各批次公示累计，与实际累计培育数量略有出入；科创能力雷达为对每个省份所有“小巨人”的四
个技术维度的数据通过加总、加权并归一而得，100% 为满分，最终分值代表在该维度与最佳表现省份的对比；TOP3 亮点产业领域按照
专精特新“小巨人”锚定的十大重点产业领域分类，按有效发明专利量排序，按名次选取 TOP3 ；各项专利统计均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广东省 881 家 *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创能力与科创特色

资料来源：智慧芽
注：各省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按各批次公示累计，与实际累计培育数量略有出入；科创能力雷达为对每个省份所有“小巨人”的四
个技术维度的数据通过加总、加权并归一而得，100% 为满分，最终分值代表在该维度与最佳表现省份的对比；TOP3 亮点产业领域按照
专精特新“小巨人”锚定的十大重点产业领域分类，按有效发明专利量排序，按名次选取 TOP3 ；各项专利统计均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广东省
881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创能力与科创特色

TOP3亮点产业领域*

2

3

新一代信息技术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359家“小巨人”

8063件总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一

58家“小巨人”

841件总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二

高端机械装备
（电力、农机和高端数控机床及机器人）

143家“小巨人”

2741件总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三

100%

65%

72%

100%

技术

体量

技术

质量

技术

影响力

技术

全球化

区域科创能力雷达

山东省
768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创能力与科创特色

TOP3亮点产业领域*

2

3

海洋工程装备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28家“小巨人”

484件总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一

75家“小巨人”

757件总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四

新材料

208家“小巨人”

2222件总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四

61%

55%

51%

21%

技术

体量

技术

质量

技术

影响力

技术

全球化

区域科创能力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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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 714 家 *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创能力与科创特色

资料来源：智慧芽
注：各省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按各批次公示累计，与实际累计培育数量略有出入；科创能力雷达为对每个省份所有“小巨人”的四
个技术维度的数据通过加总、加权并归一而得，100% 为满分，最终分值代表在该维度与最佳表现省份的对比；TOP3 亮点产业领域按照
专精特新“小巨人”锚定的十大重点产业领域分类，按有效发明专利量排序，按名次选取 TOP3 ；各项专利统计均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北京市 597 家 *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创能力与科创特色

资料来源：智慧芽
注：各省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按各批次公示累计，与实际累计培育数量略有出入；科创能力雷达为对每个省份所有“小巨人”的四
个技术维度的数据通过加总、加权并归一而得，100% 为满分，最终分值代表在该维度与最佳表现省份的对比；TOP3 亮点产业领域按照
专精特新“小巨人”锚定的十大重点产业领域分类，按有效发明专利量排序，按名次选取 TOP3 ；各项专利统计均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江苏省
714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创能力与科创特色

TOP3亮点产业领域*

2

3

新材料

高端机械装备
（电力、农机和高端数控机床及机器人）

182家“小巨人”

4204件总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一

158家“小巨人”

3172件总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二

生物医药与高性能医疗器械

48家“小巨人”

1381件总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二

93%

63%

89%

63%

技术

体量

技术

质量

技术

影响力

技术

全球化

区域科创能力雷达

北京市
597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创能力与科创特色

TOP3亮点产业领域*

2

3

航空航天装备

生物医药与高性能医疗器械

42家“小巨人”

849件总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一

64家“小巨人”

1875件总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一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13家“小巨人”

417件总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一

85%

93%

85%

62%

技术

体量

技术

质量

技术

影响力

技术

全球化

区域科创能力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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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507 家 *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创能力与科创特色

资料来源：智慧芽
注：各省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按各批次公示累计，与实际累计培育数量略有出入；科创能力雷达为对每个省份所有“小巨人”的四
个技术维度的数据通过加总、加权并归一而得，100% 为满分，最终分值代表在该维度与最佳表现省份的对比；TOP3 亮点产业领域按照
专精特新“小巨人”锚定的十大重点产业领域分类，按有效发明专利量排序，按名次选取 TOP3 ；各项专利统计均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上海市
507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创能力与科创特色

TOP3亮点产业领域*

2

3

新材料

生物医药与高性能医疗器械

87家“小巨人”

2515件总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三

48家“小巨人”

1041件总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四

航空航天装备

11家“小巨人”

311件总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四

69%

82%

100%

58%

技术

体量

技术

质量

技术

影响力

技术

全球化

区域科创能力雷达

安徽省 495 家 *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创能力与科创特色

资料来源：智慧芽
注：各省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按各批次公示累计，与实际累计培育数量略有出入；科创能力雷达为对每个省份所有“小巨人”的四
个技术维度的数据通过加总、加权并归一而得，100% 为满分，最终分值代表在该维度与最佳表现省份的对比；TOP3 亮点产业领域按照
专精特新“小巨人”锚定的十大重点产业领域分类，按有效发明专利量排序，按名次选取 TOP3 ；各项专利统计均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41%

57%

65%

10%

技术

体量

技术

质量

技术

影响力

技术

全球化

安徽省
495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创能力与科创特色

TOP3亮点产业领域*

2

3

高端机械装备
（电力、农机和高端数控机床及机器人）

新材料

76家“小巨人”

1474总件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五

128家“小巨人”

1934件总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六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50家“小巨人”

638件总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七

区域科创能力雷达

智慧芽《2022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创能力报告》

38



湖南省 415 家 *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创能力与科创特色

资料来源：智慧芽
注：各省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按各批次公示累计，与实际累计培育数量略有出入；科创能力雷达为对每个省份所有“小巨人”的四
个技术维度的数据通过加总、加权并归一而得，100% 为满分，最终分值代表在该维度与最佳表现省份的对比；TOP3 亮点产业领域按照
专精特新“小巨人”锚定的十大重点产业领域分类，按有效发明专利量排序，按名次选取 TOP3 ；各项专利统计均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湖北省 484 家 *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创能力与科创特色

资料来源：智慧芽
注：各省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按各批次公示累计，与实际累计培育数量略有出入；科创能力雷达为对每个省份所有“小巨人”的四
个技术维度的数据通过加总、加权并归一而得，100% 为满分，最终分值代表在该维度与最佳表现省份的对比；TOP3 亮点产业领域按照
专精特新“小巨人”锚定的十大重点产业领域分类，按有效发明专利量排序，按名次选取 TOP3 ；各项专利统计均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湖北省
484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创能力与科创特色

TOP3亮点产业领域*

2

3

海洋工程装备

航空航天装备

11家“小巨人”

122件总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五

14家“小巨人”

258件总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七

高端机械装备
（电力、农机和高端数控机床及机器人）

80家“小巨人”

873件总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八

49%

54%

44%

19%

技术

体量

技术

质量

技术

影响力

技术

全球化

区域科创能力雷达

湖南省
415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创能力与科创特色

TOP3亮点产业领域*

2

3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20家“小巨人”

25件总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三

44家“小巨人”

667件总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六

高端机械装备
（电力、农机和高端数控机床及机器人）

60家“小巨人”

954件总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六

45%

58%

54%

20% 0%

20%

40%

60%

80%

100%

技术

体量

技术

质量

技术

影响力

技术

全球化

区域科创能力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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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379 家 *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创能力与科创特色

资料来源：智慧芽
注：各省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按各批次公示累计，与实际累计培育数量略有出入；科创能力雷达为对每个省份所有“小巨人”的四
个技术维度的数据通过加总、加权并归一而得，100% 为满分，最终分值代表在该维度与最佳表现省份的对比；TOP3 亮点产业领域按照
专精特新“小巨人”锚定的十大重点产业领域分类，按有效发明专利量排序，按名次选取 TOP3 ；各项专利统计均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河南省
379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创能力与科创特色

区域科创能力雷达 TOP3亮点产业领域*

2

3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新材料

9家“小巨人”

147件总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六

125家“小巨人”

1574件总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八

高端机械装备
（电力、农机和高端数控机床及机器人）

70家“小巨人”

552件总有效发明专利

专利量全国排名第十二

35%

51%

51%

16%

技术

体量

技术

质量

技术

影响力

技术

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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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芽是一家科技创新信息服务商，致力于为全球创新企业和创新生态人群提供服务，提供创新数据以洞察信息，提供创

新工具促进敏捷协作，以开放合作构建创新生态，实现“连接创新，突破边界”的使命和价值。

以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NLP）等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加工厂 2.0 的卓越能力为基础，智慧芽构建起

丰富的产品和解决方案矩阵——面向知识产权人群提供包括专利数据库、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在内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面

向研发人群提供研发情报库和竞争情报库，面向生物医药行业提供新药情报库、生物序列数据库、化学结构数据库等，面

向金融机构提供企业科创力评估、产业技术链、专利价值评估等。此外，智慧芽还打造了智慧芽学社、咨询、创新研究中

心等，为广泛的科技创新人群提供无限价值。

截至目前，智慧芽已经服务全球 50 多个国家超 12000 家客户，涵盖了高校和科研院所、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

通信电子、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等 50 多个高科技行业。国内客户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科院、中国石化、海尔、美的、

小米、宁德时代、小鹏汽车、大疆、药明康德、商汤科技、华大等；国际客户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陶氏化学、戴森、

Spotify 等。

关于智慧芽

智慧芽创新研究中心是智慧芽旗下的研究机构，基于智慧芽的专利、科创、投融资等强大的科技创新全生命周期数据资源，

并利用科创力坐标和研发指数等独家模型产品，围绕科技创新及各个垂直科技领域开展独立研究，形成报告、简报、榜单

等多元化研究成果，致力于以独特视角传递对中国和世界科技创新的持续洞察，为科技创新赋能。

关于智慧芽创新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