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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关注

让让科科技技做做中中小小微微企企业业振振兴兴后后盾盾

两会期间，市政协委员高晖富对中小微企业的发展非常关心，他与

多家商会、几十位中小企业经营者进行探讨，就中小微企业的生存难点

坦陈己见，提出许多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

高晖富说，现在中小微企业科技开发的融资渠道主要靠银行贷款，

但银行有门槛，政府科技专项资金又很难照顾到小企业，造成这些企业

“有想法没办法”。他建议进一步完善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

融资体系，多方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如创新财政投入，通过设立政府

引导基金，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共同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的威海市科技创

业风险投资基金；通过扩大对科技型企业实行贴息贷款的范围，推行知

识产权质押贷款等方式；借鉴天津滨海新区采取的“三桶金”做法等。

针对面广量大的小微企业设备简陋、产品单一、科研人才缺乏，既无实力

也无必要单独建立企业技术研发中心的实际，高晖富委员建议建立公共科技

服务平台，由各级政府主导，由产业联盟、行业协会或骨干企业牵头，以大型

骨干企业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等院校的科研中心等为依托，聚合专业人

才，形成研发优势，加快建立一批具有基础性、开放性、公益性等特点的公共

科技服务平台，为小微企业的研发、设计、试验等提供低成本、就近化的服务。

科技政策信息流不畅，是制约中小企业科技活动的瓶颈之一，高晖富

委员建议威海市建立一个企业科技信息综合服务网络，及时提供企业

科技活动所需的各类信息，包括产业和科技政策信息、行业战略发展

信息、重大科技项目申报信息、科学成果转让信息、企业对专利

技术的诉求等，不设门槛，不收费用，无偿为小微企业服务。

威海市大型骨干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成效显著，但

中小企业实现产学研联接的还不多，高晖富委员认为，可

以扩大市级层面的产学研联盟，注重深化企业(行业协

会)层面与高校院所的合作，搞好与中小企业的对接和

转移。建议采取政、产、学、研各方共同投入，实现产

学研合作机构实体化，让那些大院大所真正扎下

根来，融入企业创新活动之中。

科科技技助助推推

中中小小微微企企业业发发展展

本报记者 许君丽

威海市现有中小微企业
3 6 8 0 0 户 ，占 企 业 总 数 的
99 . 8%，吸纳了全市80%的就
业，创造80%的生产总值，贡
献70%的利税，完成50%的出
口额。广大中小微企业能否健
康快速发展，对威海区域经济
起着决定性作用。

委员建议

16日，记者从威海市中
小企业局了解到，2014年，
威海市也将努力为中小微
企业的发展提供便利，尤其
是在融资和科技服务方面。

在 融 资 服 务 方 面 ，
2 0 1 4年，威海市将定期调
度汇总中小微企业融资需
求，举办各类银企对接活
动，搭建“政银企保”四位
一体融资服务平台。围绕
重点产业集群发展，组织
商圈融资、产业链融资等，
宣传推广集合信托、合同
能源、融资租赁等新型融
资模式，引导规模以上中
小企业参与信用评级，组
织企业参与齐鲁股权托管
和挂牌、上市培育辅导，帮
助企业拓展融资渠道。引
导担保机构创新担保产品
抵(质)押方式，扩大担保贷
款领域，提高为中小微企业
担保的能力和规模。

在科技服务方面，威海
市将举办中小微企业创新
成果观摩交流活动，鼓励企
业加快技术改造和创新步
伐。认定20家市级中小企业

“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和
创新企业，推进企业实现创
新驱动、内生增长。重点培
育 1 0 0家“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引导企业成长为小件
巨人和配套专家。搭建“政
产学研金”交流合作平台，
引导校企之间开展技术改
造、科技创新和新兴战略性
产业项目建设，推动成果转
化和技术进步。同时，实施
特色产业提升计划，建立全
市重点中小企业产业集群
信息库，加大对集群内公共
技术服务平台、物流仓储和
物联网等产业链服务载体
的扶持力度。

另外，威海市还将深入
推进中小微型企业“百千
万”梯次成长计划，建立中
小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重点
项目库，抓好企业新上项
目、技术改造和产品研发服
务，筛选优质项目争取国家
和省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资金扶持，年内完成20家行
业领军企业、200家高成长
性企业和2000家小微企业
培育工作。

推推进进融融资资服服务务
科科技技加加大大支支持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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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高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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