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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先进位创一流争先进位创一流
宁波打出企业培育宁波打出企业培育““组合拳组合拳””

锻造长板、补齐短板。为推动“246”万

千亿级产业集群培育和标志性产业链建设，助

力宁波建设全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先行城市，

我市打出了一套企业培育“组合拳”。

按照计划，我市将以上规、上市、上云、

上榜、提质增效为重点，力争到2025年，世

界500强企业实现突破，引进、培育中国制

造业500强20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100家，制造业上市企业达150家；实现营收

五十亿元以上企业数量倍增，再融资规模倍

增，规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翻番以及数字化改

造全覆盖，形成以制造业百强为引领，单项冠

军和“专精特新”企业为骨干、创新型中小微

企业为基础的企业梯队。

制造业企业是宁波推进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如何激活企业
争先进位的意识，是当下宁波亟须
解决的瓶颈问题。按照计划，我市
将 通 过 大 力 培 育 大 企 业 （大 集
团）、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推进中
小微企业创新发展，引导企业育大
培强争上规，来加快培育壮大实力
企业群体，增强产业综合竞争力。

大力培育大企业 （大集团）。
择优遴选一批处于产业链关键环
节、规模大、实力强、带动性大的
大企业 （大集团），建立千亿级、
五百亿级、百亿级和五十亿级制造
业企业培育库。鼓励大企业 （大集
团） 积极融入国际国内双循环，按
照“总部+基地”模式，优化企业
战略布局。

鼓励大企业 （大集团） 实施增
资扩产、加大在本地的产业投资，
提高本地产业规模。支持大企业

（大集团） 兼并重组上下游企业和
创新资源，发展制造业总部型企
业。鼓励大企业 （大集团） 建设特
色产业园区，延伸产业链供应链，
提高本地配套率。到 2025 年，五
十亿以上企业达到百家、百亿以上
企业达到 50 家、五百亿以上企业
达到 15 家、千亿以上企业达到 8
家。

加大培育单项冠军企业。建立
健全企业培育库，鼓励企业争创国
家级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建立“关键核心技术—

材料—零件—部件—整机—系统集
成”和“关键核心技术—产品—企
业—产业链—产业集群”的全链条
培育机制，做大单项冠军企业群体
规模。

鼓励拥有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
型苗子企业加快发展，加速成长为
高新技术企业。鼓励单项冠军企业
加大研发创新、技术改造以及专
利、品牌、标准的投入，开展关键
核心技术的研发攻关，加快新产品
开发。到 2025 年，新增国家级制
造 业 单 项 冠 军 企 业 （产 品） 100
家 ，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累 计 达 8000
家，单项冠军企业的研发投入年均
增长 10%以上。

加快推进中小微企业创新发
展。实施“放水养鱼”行动，建立
培育企业库，强化动态管理，落
实各方面扶持政策，强化精准扶
持，培育一批高成长性的行业骨
干 企 业 。 实 施 科 技 企 业 “ 双 倍
增”行动，加速科技型中小企业
培育。

实施新一轮小微企业成长行
动 ， 持 续 推 进 “ 个 转 企 ”“ 小 升
规 ”， 建 立 “ 小 升 规 ” 企 业 培 育
库，强化企业服务，壮大规模以上
工 业 基 础 。 到 2025 年 ，“ 放 水 养
鱼 ” 培 育 企 业 累 计 达 到 800 家 以
上 ， 新 增 科 技 型 中 小 企 业 25000
家 、“ 个 转 企 ” 6000 家 、“ 小 升
规”企业 1500 家，规上工业企业
累计突破 1 万家。

■育大培强争上规

经过多年的引导与培育，我市
上市公司从数量和市值规模上看，
已逐渐攒下厚实的家底。截至目
前 ， 宁 波 A 股 上 市 公 司 共 计 98
家，已超越南京、无锡、成都等城
市。放眼全国，同期 A 股上市公司
数量突破 100 家的城市，只有“北
上广深”以及苏杭两地。

按照当下多家甬企排队上市的
节奏，今年宁波有望成为全国第 7
个 A 股 上 市 公 司 “100 + 俱 乐 部 ”
成员。但与头部城市相比，宁波还
有不小差距。按照计划，我市将壮
大拟上市企业后备梯队，推进企业
多渠道上市发展，支持上市企业积
极利用资本市场，力争在通过制度
创新实现弯道超车。

壮大拟上市企业后备梯队。实
施企业管理现代化对标提升工程，
鼓励企业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对标战略管理、组织管理、创新管
理、数字化管理、质量管理等重
点，完善企业管理体系；开展精益
管理诊断，优选管理标杆，分类实
施对标提升，增强企业管理能力。

建立拟上市公司后备资源库，

大力培育本土股权投资机构。到
2025 年，实现重点行业规上工业
企业管理对标评价全覆盖，企业基
础管理规范基本普及；新增股份制
改造企业 100 家。

推进企业多渠道上市发展。抢
抓 全 面 实 行 股 票 发 行 注 册 制 机
遇，实施“凤凰行动”宁波计划
2.0 版，加快推动企业对接多层次
资本市场。结合企业特点，支持
企 业 在 主 板 、 创 业 板 、 科 创 板 、
新三板等上市，鼓励企业在境内
或境外、直接或间接等上市。到
2025 年，新增制造业上市企业 50
家。

支持上市企业积极利用资本市
场。鼓励上市公司充分利用资本市
场工具，推进资产证券化。支持上
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优势，投资
开发战略性、先导性项目，培育
形成一批技术含量高、发展质量
好、产业带动强的全球行业龙头
企业。到 2025 年，全市制造业上
市公司总市值突破 1.6 万亿元，年
均 新 增 各 类 直 接 、 间 接 融 资 300
亿元以上，实现翻番。

■制度创新争上市

智能制造是企业提质增效，助
力其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按照
计划，我市将通过推进企业智能化
大改造，加快工业互联网发展，推
动中小微企业上云用数。

推进企业智能化大改造。开展
新一轮智能化技术大改造，分层级
推进企业智能化改造提升扩面，打
造以“未来工厂”为标杆、以智能工
厂/数字化车间为主体的新智造群
体。全面推广工业机器人应用，推
进自动化（智能化）成套装备改造，
加快建设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
支持创新能力强的优势骨干企业，
开展信息技术与智能制造融合集
成创新，推进“5G+工业互联网”试
点项目建设。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
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推动制造业龙头企业广泛应用
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
现数字化设计、智能化生产、协同

化制造等新模式，打造一批标杆性
“未来工厂”。力争到 2025 年，新
增省级以上“未来工厂”15 家以
上，新建市级标杆数字化车间/智
能工厂 400 家以上，基本实现规上
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

加快工业互联网发展。实施工业
互联网建设行动，支持企业加快工业
操作系统开源开放平台共性基础和
交叉技术研发，加快部署5G芯片/模
组/网关、智能传感器、工业基础软
件、工业控制软件等重要软硬件产
品，提升工业互联网核心技术能力。

支持重点企业建设基础级、行
业级、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打
造以工业操作系统为基础、以功能

性平台为支撑的“1+N+X”工业
互联网平台体系。推动工业软件企
业从提供软件产品向提供平台服务
转变，构建资源汇聚、开放共享、
协同创新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
生态。大力培育智能制造系统解
决方案供应商。加快建设宁波产
业大脑，推动政府侧、企业侧数
据汇聚，实现产业发展数据与公
共资源数据的互联互通，推动综
合场景和行业应用开发建设。到
2025 年，基于 supOS 平台体系的应
用 项 目 达 到 1000 个 ， 培 育 工 业
APP500 个，新增全国性工业互联
网平台 （项目） 10 个，建成一批
标志性产业链数据中心，实现千亿

元级以上产业集群产业大脑应用和
工业互联网平台全覆盖。

推动中小微企业上云用数。实
施企业上云计划，鼓励中小微企业
通过上云降低企业 IT 建设成本，
便捷获取数字化服务。推动研发设
计、生产管理和运营优化等软件上
云，鼓励智云端等工业互联网平台
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设备运维、数据
交互、制造云化等服务。

引导中小微企业核心业务系统
向云端迁移，从上云向深度用云发
展，实现生产、营销、采购等环节的
多方协同及智能化管理。加快培育
云服务商，支持重点企业云服务平
台向行业中小企业开放。支持重点
企业发展平台经济，通过协同制造、
资源开放、需求对接等方式，推动大
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到 2025 年，中
小企业上云累计达 10 万家，新增省
级上云标杆企业 150 家。

■数字赋能争上云

按照计划，我市还将鼓励企业
争上重量级榜单，推动企业提品质
创品牌，发布企业创业创新风云
榜。

鼓励企业争上重量级榜单。实
施 企 业 追 赶 计 划 ， 瞄 准 世 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中国制造业 500
强、浙江省制造业 100 强等综合性
榜单以及中国装备制造业百强、中
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中国石油和化
工企业百强、中国电子信息百强、
中国半导体材料十强、中国服装行
业百强、中国软件百强、中国工业
互联网百强等全国性行业榜单，强
化导向激励，引导企业对标杆、上

榜单。到 2025 年，力争世界 500 强
实现零的突破，新增中国制造业
500 强企业 2 家。

推动企业提品质创品牌。强化
品牌建设，鼓励企业争创中国驰名
商标、“品字标浙江制造”，争创中
国质量奖。强化知识产权布局，实
施专利导航项目和高价值专利组合
培育计划，鼓励企业申请国际、国
家发明专利。实施“标准化+”计

划，引导优势领域龙头企业增强标
准创新能力，主持或参与国际、国
家、行业和“浙江制造”标准制修
订。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探索知识
产权“快保护”机制，建立知识产
权失信违法重点监管名单制度。到
2025 年 ， 新 增 “ 品 字 标 浙 江 制
造”品牌企业 150 家，中国驰名商
标累计达到 110 个以上，新增主导

或参与制 （修） 订国际、国家和
“浙江制造”标准 500 项以上，有
效发明专利累计拥有量达到 45000
件以上。

发布企业创业创新风云榜。深
化做好全市企业创业创新风云榜活
动，优化榜单设置，设立企业综合
税收贡献、卓越企业家、创新创
业优秀企业、新经济企业 50 强等
榜单，加大对优秀企业的宣传和
表彰，鼓励企业对标对表争创先
进，强化示范引领。制定尊重爱
护激励企业家的意见，举办“企
业家活动周”，弘扬企业家创新创
业精神。

■标杆引领争上榜

按照计划，我市将提升单位资
源产出绩效。进一步优化“亩均论
英雄”评价办法，评价范围从企业
向“企业+宗地”转变，实现评价
对 象 的 全 覆 盖 ， 实 施 低 效 企 业 、
低效工业区块的整治提升行动计
划，落实惩罚性的差别化电价等
要 素 配 置 政 策 ， 加 强 综 合 执 法 ，
推 进 低 于 市 定 标 准 的 低 效 企 业 、
低效工业区块的全面出清。对亩
均产出效率高的企业予以正向激
励 ， 落 实 鼓 励 和 激 励 政 策 。 到
2025 年，规上工业企业亩均达到
55 万元，亩均增加值达到 200 万

元，每年完成低效企业达标提升
500 家以上、低效工业区块改造提
升 20 个以上。

推进绿色化制造。实施绿色制
造创建计划，鼓励企业开展绿色设
计产品、绿色供应链、绿色工厂示
范创建，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水平低
下企业和落后产能企业 （设备） 淘
汰。实施节能减排行动，聚焦石

化、黑色铸造、印染、造纸、电镀
等高排放、高污染行业，推行行业
规范提升，全面开展清洁生产审
核，推进企业生产制造方式绿色
化、资源利用循环化。探索开展工
业领域“绿色企业 （项目） ”系列
贷试点，加大对绿色化改造的融资
支持力度。到 2025 年，创建省级
及以上绿色工厂 500 家，淘汰落后

产能企业 1000 家。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持续开

展“两小”企业问题排摸，全面
掌 握 “ 低 散 乱 污 ” 企 业 基 本 情
况 ， 建 立 企 业 数 据 库 。 围 绕 化
工、电镀、修造船、印染等重点
行业和“两小”企业，深入开展
综 合 整 治 ， 打 造 全 域 “ 无 废 城
市 ”。 认 真 落 实 中 央 、 省 生 态 环
境问题整改工作，开展问题大排
查大整改，建立问题发现、上报
审核、分级建库、上图入库、整
改落实、销号验收等全流程工作
机制，深化源头治理、综合治理
和依法治理。加强生态环境监管
执法，加大打击、查处和处罚力
度，坚决制止和惩处生态环境破
坏行为，促进生态环境质量再提
升 。 到 2025 年 ， 完 成 “ 低 散 乱
污”企业和“两小”企业整治提
升全覆盖。

筑牢安全生产底线。全面落实
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指导
企业认真履行安全标准、法律法规
和各项管理制度。开展安全生产专
项整治计划，通过企业自查、技术
监测、执法检查和举报等途径，建
立问题发现、确认、入库、整改、
督查全流程机制，全面排摸企业存
在的安全风险和隐患，加快淘汰各
类隐患风险大、整改效果不明显的
业态和主体，促进安全生产本质水
平再提升。到 2025 年，完成安全
生产隐患问题突出的企业整治提升
全覆盖。

■提质增效争升级

中物科技园成功孵化出多个高成长型企业中物科技园成功孵化出多个高成长型企业

我市将积极推动企业提品质创品牌我市将积极推动企业提品质创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