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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新星线业有限公司涤纶生产线上，纺织工人正在忙碌。该公司主要生产纯涤纶高速缝纫线，产品不

仅畅销国内，而且远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凌厚祥摄（中经视觉）

深耕核酸检测及分子诊断 10 余年，技

术填补了国内多项聚合酶链式反应（PCR）

细分赛道空白；专注光纤通信前端收发芯片

近 20 年，逐步成长为国内光通信前端收发

芯片行业领军企业及国内光通信芯片主流

供应商；聚力固废处理技术研发创新，已拥

有 155 项国家专利，服务于国内外 600 多个

环保工程项目⋯⋯在医疗器械、软件与信息

服务、固废处理等细分领域，一批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在厦门不断涌现，释放出创新

活力。

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了第三批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厦门市共有

30 家企业上榜。截至目前，厦门市已累计

培育 79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为探寻这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

成长密码，近日经济日报记者走进厦门“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的主阵地——厦门火炬高

新区，看看“小巨人”企业如何聚焦主业、苦

练内功、强化创新，努力成为掌握独门绝技

的“单打冠军”或者“配套专家”。

专注细分赛道

大件垃圾资源化处理系统、装修垃圾资

源化处理系统、资源再生回收系统⋯⋯走进

位于同安区的环创科技固废处理设备制造

工厂，记者看到厂房内摆放着生产机器及大

量产品，一旁的工人正在安装餐厨制浆机。

成立于 2010 年的环创（厦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固废处置及服务运

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就在今年 5 月，

该公司成为第一批和第二批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中筛选出的国家级重点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

于固废处置及服务运营，并持续加大研发投

入。”该公司董事长郭子成说。目前公司已

拥有 155 项国家专利，产品出口欧美、东南

亚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于国内外 600

多个环保工程项目。

在厦门火炬高新区，像环创（厦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这样专注细分赛道的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正逐步壮大。厦门火炬高

新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黄世高介绍：

“园区已有获评各级专精特新称号的企业累

计 358 家，其中，国家级 29 家，占厦门市近四

成。这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主要涵盖

平板显示、软件与信息服务、电力电器、半导

体与集成电路等高新区重点发展的产业。”

位于软件园二期的厦门优迅高速芯片

有限公司，是厦门市集成电路设计领域的龙

头企业，产品主要应用于家庭固定宽带接

入、移动无线基站互联、数据中心互联等。

“优迅成立之初，国外巨头环伺，芯片价格居

高不下，光通信前端收发芯片设计在国内基

本空白，打造高性价比、自主创新的产品成

为优迅的目标。”该公司运营总监柯腾隆说，

从 2003 年成立至今，公司为了实现这个目

标，一直加强自主创新，拥有了一批世界领

先的产品。

聚焦“专精特新”进而掌握“独门绝技”

是环创（厦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厦门优

迅高速芯片有限公司所代表的“小巨人”企

业坚持的发展之道。它们的体量虽然不大，

但持续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

之路，深耕专业细分领域多年，成为拥有行

业领先技术的佼佼者。数据显示，厦门的

79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今年 1 至 10

月总营收超过 454 亿元，带动就业近 3 万人。

坚持技术创新

“这个领域更新换代快，要一直创新，研

发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才能提升行业地位

和企业盈利水平。”厦门致善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娜杰表示，作为厦门火

炬高新区里为数不多的深耕医疗器械行业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厦门致善专注于疾病

分子诊断技术、产品研发和销售，在多靶标

分子检测技术和结核病分子诊断产品开发

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 这 个 行 业 的 等 待 周 期 长 ，2010 年 至

2015 年期间我们是一路煎熬过来的，好在

我们坚持初心，专注研发。”该公司总经理吴

钦说，目前公司订单充足，连年增长。经过

10 余年的不断投入和建设，目前检测试剂

日产能可达到 100 万人份，仪器周产能达 50

台，并可随时应对突发的超大订单需求。

对于在细分领域持续创新所尝到的“甜

头”，柯腾隆也有相同的感受。他说：“一家

企业能够长久生存和发展下去，离不开技术

创新。”经过多年的创新探索，优迅已形成自

主知识产权百余项，拥有参与高端产品标准

制定的话语能力，参与制定国家通信行业标

准 20 余项。

创新是“小巨人”企业发展的“灵魂”所

在。在这 79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

有 63 家企业产品填补了国际或国内相关领

域空白，占比 79.75%；64 家企业产品属于关

键领域补短板，补齐了相关领域的生产劣

势，占比 81.01%，在细分领域具有较强的竞

争优势。

培育成长土壤

如何培育出更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精心孵化是关键。厦门市从优化企

业发展环境、构建梯度培育体系、加强精准

服务支撑等多方面加大培育力度。尤其是

自 2014 年以来，厦门市先后发布了多个政

策性文件，给予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制度

保障。

“优迅走到今天，每一步都离不开政策

支持。”柯腾隆告诉记者，芯片是个“烧钱”的

高投入行业，产品研发投入大、周期长、认证

难，早期资金链非常困难。在此期间，厦门

市政府部门及火炬高新区管委会及时伸出

援手，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2004 年，厦门火炬创新中心的 100 万

元注资和厦门市科技担保基金的 150 万元

贷款，这两笔救命钱使优迅度过了最艰难的

时刻。”柯腾隆表示，优迅心怀感激，深感责

任之重，并将打造“中国芯”作为优迅 10 余

年来的奋斗目标。

在柯腾隆看来，企业从无到有的发展离

不开政府部门的精心孵化。以公司所在的

厦门火炬高新区为例，一直以来，厦门火炬

高新区积极培育有利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成长的土壤，通过集中优化服务资源，按照

“储备一批、培育一批、提升一批”的循序渐

进思路，引导企业深耕专业领域。园区不仅

推出了“厂易贷”、新增贷款贴息等举措为企

业纾困，还从研发、创新、人才等方面实实在

在惠及企业。

在全方位的政策支持下，目前厦门已经

形成数量多、分布全、层次清晰的“专精特

新”企业群。

“好的政策和好的创业环境让企业对未

来的发展更有信心。”郭子成表示，未来，公

司将对接好资本市场，在产业上专注于城市

资源化，在技术上把自己的细分领域做成第

一，争取早日把产值做到 1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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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铜业公司推进三项制度改革

—
—

以人为本激活一池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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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能力决定位置，让贡献决

定薪酬，这是金川集团铜业有限

公司推进三项制度改革的生动

写照。

事业成败，关键在人。2013

年以来，面对有色金属产品价格

断崖式下跌、企业连年亏损的困

境，金川铜业公司以开展综合改

革“示范工程”为契机，紧紧抓住

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

激发活力，提高效率，开辟了高质

量发展的新局面。

“当时没想到，我们生产操作

工可以报名参加管理类员工的竞

聘。”金川集团铜业有限公司冶炼

厂熔炼分厂副厂长李自玺说。

今年 42 岁的李自玺 1999 年

成为熔炼分厂炉后工，经过不懈

努力，逐步成长为小班长、工序

长。3 年前，他报名参加竞聘，从

20 多名竞聘者中脱颖而出，从生

产一线生产操作工成为一名内设

机构负责人，负责熔炼分厂的日

常生产、环保、工会工作。

“2017 年 、2019 年 、2021 年 ，

铜业公司分别对两级机关进行竞

聘优化，通过竞聘上岗，27 名管

理工程技术人员从两级机关调整

到生产操作岗位，19 名生产操作

人员转聘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

1 名生产操作人员被破格提拔为

内设机构负责人。”金川铜业公司

人力资源部经理赵淑林说，公司

按照“精、少、小、专”原则，每 3 年

对两级机关实行全员解聘、重新

竞聘上岗，通过两级机关竞聘优

化，打破了过去一贯制的干部身

份，建立了管理人员“能上能下”的竞争机制和“有进必竞”的动

态调整机制，提升了两级机关人员的素质和工作积极性，有效促

进了管理水平的提升。

同时，在金川集团推动放权赋能改革的大背景下，铜业公司

建立健全了劳动用工管理制度和考评机制，根据项目需求、人员

实况、生产实际制定劳动用工计划，通过社会化招聘、委托培养、

校园招聘等方式自主招录人员，3 年来共招录了 316 名技能型新

员工。同时，通过强化用工管理，对不能胜任工作的人员协商解

除劳动合同。2016 年以来，在产量大幅增长和新项目用工不断

增加的情况下，实现了员工“能进能出”的动态管理。

“高贡献高奖励、低贡献低奖励、无贡献不奖励”，金川铜业

公司不断改进和优化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极大地激发了干部职

工干事创业的热情和积极性。

金川铜业公司的工资总额实行包干制，按照定员核定分厂、

部门工资，按照 70%、50%、30%逐年递减核定超编人员工资，3 年

后不再核定，形成了“增人不增资，减人不减资”的长效激励机

制。并通过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对富余人员实施培训、待岗、

再上岗，有效促进了各分厂减员增效增资的积极性，提高了劳动

生产率。

“我们月月有考核，绩效收入和工作业绩直接挂钩，有些班

组长、高级技师的收入比分厂副厂长的都高。”赵淑林说，员工收

入分配与业绩贡献紧密挂钩，打破职位、身份界限，实行“上不封

顶、下不保底”，建立多贡献多激励的分配机制。加大对关键岗

位和有突出贡献技能人才的薪酬激励力度，以价值创造、业绩贡

献为导向，突出岗位价值贡献，实现多劳多得、技高多得，部分低

职位人员收入高于高职位人员，部分生产操作人员收入超过了

内设机构负责人，充分调动了各岗位人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通过坚持以人为本深化改革，金川铜业公司从根本上解决

了用人多效率低、竞争能力较弱、发展后劲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又到年终岁末，各种各样的汽车评奖

活动开始粉墨登场。有不少企业吐槽：原

以为受疫情影响，今年的评奖活动会消停

些，其实不然，现在大大小小的奖项几乎每

天都在颁发，甚至一天好几场，“有的实在

领不过来，只好叫快递送上门”。

很难统计清楚目前有多少这样的颁奖

活动。梳理这些名目繁多的奖项，大致分

为三类：一是车型类，根据产品性能和市场

表现评价，给一年内上市的新车颁奖；二是

企业类，结合车企销量，从技术研发、市场

营销、售后服务和品牌影响力等方面设置

奖项；三是人物类，此类奖项一般都是颁给

车企领导或销售负责人。

通过评奖表彰的方式，盘点一年的优

秀车型、企业和人物，奖励先进，激励后进，

更好地促进新的一年汽车产业发展，有其

积极意义。问题在于，如此泛滥的评奖，究

竟有多少公信力？以汽车行业年度车型评

奖为例，评价一款车型，不仅需要产品本身

的市场表现，还需要通过科学的评价标准

与流程，进行严格的道路测试，才能确保公

平公正。

然而，现实中大多数车型评奖活动都

没有进行任何道路测试，完全取决于评委

的主观感受；少数评奖虽能对车辆进行道

路测试，也只是象征性地在某地转个圈，做

个秀。耐人寻味的是，主办方在奖项设置

上又大方得很，少则几十个，多则上百个，

一度被讥讽为“分猪肉”。

公众也并非不知道这些奖项的“含金

量”。有人就曾质疑，今年推出的某款新

车，车没卖多少，不到一年时间却得了十多

个大奖。更奇葩的是，其获奖理由为该企

业是这些网站的广告大户；而企业一位副

总经理也成为诸多网站年度人物奖得主，

获 奖 理 由 也 是 因 为“ 他 主 管 公 司 广 告 投

放 ”。 如 此 任 性 评 奖 ，与 买 奖 卖 奖 又 有

何异？

需要追问的是，既然大家对此心知肚

明，为何企业和网站仍然乐此不疲呢？关

键是彼此有利益诉求。拆解其套路，无非

就是网站将评奖发奖作为牟利工具，通过

批发奖项向获奖方收取一定费用，或者换

取其广告投放资源；而愿意为此埋单的企

业，则将所获奖项作为企业荣誉在品牌推

广中加以灵活运用。难怪有人调侃，今日

圈内盛行的评奖活动，早已沦为黑色幽默

式的营销。

正 因 为 有 利 可 图 ，不 只 是 商 业 网 站 ，

一些自媒体和第三方机构也热衷于搞这

一套。由于自身影响力不够，担心知名企

业不买账，它们还会抱团取暖，或挂上某

某协会的名，或直接拉拢协会参与其中，

美其名曰“共赢”。这些巧立名目的奖项

和企业获奖理由，其实根本搬不上台面，

被各种嘲讽也就不足为怪了；还有所谓的

红点奖，这个源自德国的工业设计奖项，

近年来之所以被清华大学教授公开质疑，

也在于其背后商业利益的博弈，同样值得

警惕。

评 奖 的 商 业 化 是 市 场 发 展 的 一 种 产

物，其本身无可厚非，但无论是哪个奖项，

不管是谁来主办，都离不开公信力的背书。

如果没有科学的评奖机制，或只是与利益

紧密挂钩，甚至无原则地异化为互相吹捧、

自娱自乐的圈子活动，其危害也是显而易

见的。任其泛滥，不仅会反噬自己，还会像

雾霾一样遮住人们的双眼，加剧行业浮躁，

误 导社会对产业

的认识，甚至带偏

产业发展，这绝不

是危言耸听。

厦门火炬高新区软件园三期高楼林立。 颜敬伦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