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围绕100个细分行业支持300个公共服务平台

政策力促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本报记者 彭思雨

8月17日，工信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财政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工

作的通知。为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步伐，促进产业数字化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协同配套

能力，工信部、财政部两部门拟通过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地方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加快

带动一批中小企业成长为专精特新企业，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促进专精特新发展

上述通知指出，从2022年到2025年，中央财政计划分三批支持地方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

型试点，提升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含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服务中小企业能

力，打造一批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的数字化系统解决方案和产品，形成一批可复制可

推广的数字化转型典型模式， 围绕 100个细分行业， 支持300个左右公共服务平台， 打造

4000-6000家“小灯塔”企业作为数字化转型样本，带动广大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促

进专精特新发展。

制造业关键领域和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中小企业将作为数字化转型试点的重点方向，对其中

数字化转型需求迫切、发展潜力巨大、经济社会效益明显的中小企业加大支持力度。重点向医药

和化学制造、通用和专用设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运输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

造、计算机和通讯电子等行业中小企业倾斜。

通过试点形成一批“小快轻准”的系统解决方案和产品，提炼一批聚焦细分行业规范高效、

有利复制推广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模式， 打造一批可复制易推广的数字化转型 “小灯

塔”企业。 试点行业应选择纳入当地产业发展规划、升级潜力大的细分行业或特色产业集群，优

先选择转型意愿强、经营稳健的中小企业。每个省份每批可最多推荐5个细分行业参与数字化转

型试点。

培育一批扎根细分行业，熟悉中小企业需求的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转型咨询、诊断评

估、设备改造、软件应用等一揽子数字化服务，满足行业共性及企业个性需求。 引导服务平台加

强资源整合和技术创新，打通细分行业的数据链条，提升系统解决方案和产品的根植性、适用性

和成熟度，提升服务中小企业能力。 每个细分行业遴选服务平台应在3家以内，每家服务平台完

成不少于10家企业数字化改造。

发挥中央财政资金引导带动作用，鼓励地方政府在政策扶持、优化环境等方面对中小企业

数字化转型工作予以倾斜支持。 按照“政府补一点，平台让一点，企业出一点”的思路，调动三方

积极性，并探索中小企业以转型收益支付服务费用等方式，降低企业转型成本。

降低数字化转型成本

根据上述通知，中央财政安排奖补资金的对象是服务平台，由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数

字化改造服务。 其中，2022年拟支持100个左右服务平台。 中央财政对完成改造目标的服务平台

安排奖补资金，每个服务平台最高奖补不超过600万元。 服务平台应将财政奖补资金直接用于试

点企业，鼓励平台减免试点企业数字化改造共性需求相关的软件、云服务等支出，降低企业数字

化转型成本。

针对企业问题和需求，鼓励服务平台提炼行业共性应用场景，同时兼顾企业个性化需求，提

出系统解决方案参与竞争。探索形成能够满足细分行业中小企业共性和个性需求的工程化样本

合同与操作规范，为复制推广打好基础。

共性应用场景设置方面，要让行业基本应用场景得到满足，通过数字化改造，试点企业经营

管理和经济效益得以显著提升；要打通数据、用好数据，形成统一的数据资源管理 、开发利用和

安全保障体系；要充分考虑中小企业特点，实现轻量化投资、短工期改造，有较高的投入产出回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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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奇控股总裁李德和：

发挥投贷联动优势 聚焦科创领域投资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杨洁

8月17日汇成股份公告称， 公司将于8月18

日登陆科创板。在此背后，多年来一直助力汇成

股份成长的投资方正奇控股引发市场关注。 日

前， 正奇控股总裁李德和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

者专访时表示， 近年来正奇控股凭借“投贷联

动”的独特打法，以“金融+投资+产业” 的发展

模式，已助力11家被投企业成功IPO。 未来，正

奇控股将继续发挥核心优势， 聚焦科技创新领

域，进行产业深挖和投资布局。

对症下药送上“及时雨”

中国证券报：为何要投资汇成股份，经历了

怎样的过程？

李德和：2019年三季度，汇成股份因新增产

能急需融资。 我带队到汇成股份尽调沟通，通过

综合分析汇成股份的产业优势、技术优势、团队

优势等，迅速与公司团队达成共识，并根据汇成

股份的实际需求和资金状况设计了 “投贷联

动”的整体方案。 同年10月，汇成股份获得正奇

控股2.2亿元债权投资， 保障了公司设备采购的

资金需求。 次年4月，汇成股份又获得正奇控股

1.8亿元股权投资。

中国证券报：公司以“投贷联动” 方式投资

汇成股份，是基于怎样的考量？

李德和：汇成股份所处行业属于资本密集

型和技术密集型，资金能否及时到位对于企业

至关重要。 2019年三季度，汇成股份计划新增

产能，需要采购一批生产设备，但企业当时处

于亏损状态，融资时四处碰壁。 我们基于宜投

则投、宜贷则贷的考量，先以债权方式向企业

注入第一笔资金， 及时解决了企业的资金需

求，后来在适当时机下又以股权投资方式向企

业注入了第二笔资金，以赋能的理念解决企业

融资需求。

中国证券报：投资汇成股份以来，公司提供

了哪些投后服务助力其持续成长？

李德和：我们一直高度重视投后服务。 在汇

成股份的后续发展过程中，我们充分发挥“投贷

联动” 的业务优势，通过银行授信担保、应收账

款保理融资等手段， 在企业扩大产能的不同阶

段为其增补流动资金。 此外，我们在汇成股份拥

有一个董事会席位， 积极帮助企业完善治理结

构，并帮其对接一些金融资源和产业资源，通过

资本和增值服务助力其持续发展。

“投贷联动” 灵活适配

中国证券报：相较于传统的投资机构，公司

“投贷联动”的打法有哪些优势？

李德和： 正奇控股从一家金融服务型公司

转型而来，除投资业务外，还有融资租赁、科技

小贷、商业保理等深耕多年的债权类业务。 我们

服务的企业超过6000家， 债权业务与股权投资

业务形成有机联动。 当企业有长期设备购置需

求时，正奇控股能够提供融资租赁服务；当企业

在销售中形成上下游应收账款时， 正奇控股通

过商业保理能够解决企业的流动资金需求。 当

然，金融服务只是手段，最重要的是我们用赋能

的理念服务企业。

中国证券报：除了汇成股份，公司通过“投

贷联动”成功扶持的企业还有哪些？

李德和：在“投贷联动” 的投资案例中，包

括体外诊断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圣湘生物、国

内表面贴装式压电石英晶体元器件领军企业惠

伦晶体、乙硅烷供应商亚格盛、国内专业从事临

床免疫学诊断产品开发的科美诊断、 以冰箱磁

性门封条为核心产品的新材料制造公司万朗磁

塑等。

中国证券报：凭借“投贷联动” 的打法，公

司形成了“金融+投资+产业” 的发展模式。 怎

么理解这一模式？

李德和：金融要和企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要站在产业的角度帮助企业发展。 在这样的理

念之下，我们从宽泛地为企业提供金融产品，转

变为聚焦产业，为产业赋能。

聚焦助力科创企业

中国证券报：近年来，公司逐渐从金融服务

向产业投资转型升级，中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李德和：我们从战略1.0阶段逐步发展到现

在的战略3.0阶段。 最初，我们的服务比较宽泛，

但逐渐发现按照传统的打法很难胜出。 2015年

起，我们逐步形成了投行思维、整体方案的发展

路径，打造差异化核心竞争力。 到2019年，我们

进一步聚焦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随后

进入战略3.0阶段。 如今，我们瞄准国家重点发

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向专注于科创企业的创

新型投资控股集团全面转型，打造“金融+投资

+产业” 的业务模式，发挥“投贷联动” 的独特

优势，以多种举措赋能科创企业，促进产业发展

及产业链价值提升。

中国证券报： 以科创产业为主要投资方向

出于怎样的考量？

李德和：随着我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

提速，服务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直接融资越

来越受到重视。 作为一家创新型投资机构，聚

焦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科创企业进行投资，既

是我们基于对宏观经济大势及产业发展方向

的把握，也是对公司自身发展理念与创业初心

的贯彻。

中国证券报： 公司在科创领域还有哪些

布局？

李德和：截至目前，我们通过股权投资的企

业有67家，其中包括2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

业。 11家被投企业已成功IPO。 其中，7家在科创

板上市，其余4家也为科技类企业。 另有13家被

投企业在一年内有申报IPO的计划。 具体而言，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我们投资了思林杰、得

一微电子、昇显微电子、忆芯科技、汉朔科技、镭

神智能等企业；在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领域，我

们投资了天合光能、艾可蓝、璞泰来、中瑞电子、

诚捷智能等企业；在生物医药领域，我们投资了

科美诊断、和铂医药、佰泽医疗等企业。 未来，我

们将继续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

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进行产业深挖和投资布

局，助力更多科创企业成长。

多家公司

上半年业绩超预期增长

●本报记者 董添

近日， 纳尔股份等上市公司修正了上

半年业绩预告， 营业收入增长超预期带动

净利润增长等因素， 成为上修业绩的重要

原因。部分公司由于受汇兑收益、政府补助

等因素影响，上调了净利润。不少公司上修

业绩后股价上涨。

截至8月17日17时，650家A股公司披

露了2022年半年报，多家公司上半年业绩

超过预告净利润上限。

上修业绩

纳尔股份8月16日晚发布业绩预告修

正公告， 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3.4亿元至3.6亿元，同比增长

693.47%至740.53%。 此前，公司预计上半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

亿元至1.4亿元。 对于修正业绩预告的原

因，纳尔股份表示，对当期控股子公司股权

处置收益的判断有误，低估了净利润金额。

8月17日，纳尔股份股价一字板涨停。

截至收盘，公司股价收报15.13元/股。

Wind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16家A股

公司发布了上半年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不

少公司业绩上修幅度较大。

业绩修正后，科伦药业预计2022年上

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亿元至8.9亿元， 同比增长66.39%至

80.59%。 此前，公司预计2022年上半年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530万

元至76387万元，同比增长35%至55%。 对

于业绩变动的原因，科伦药业表示，控股子

公司科伦博泰将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

物大分子肿瘤项目A有偿独家许可给

MSD在中国以外区域开展研究、 开发、生

产制造和商业化。初步测算，上述事项将增

加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约1.2亿元。

增长超预期

相关上市公司上修业绩的原因主要包

括积极克服疫情影响， 营业收入增长超预

期带动净利润增长。 部分上市公司由于受

汇兑收益、政府补助等因素影响，上调了净

利润。

业绩修正后，永泰运预计2022年上半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04.77万元至15076.48万元， 同比增长

99.22%至146.1%。 此前，公司预计2022年

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931.52万元至9871.69万元， 同比增长

45.79%至61.14%。

对于业绩变动的原因，永泰运表示，公

司凭借在化工物流供应链的品牌优势，实

现了宁波港和青岛港业务的增长。另外，公

司从事的化工物流供应链业务带来汇兑收

益；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宁波市永港物流有

限公司、宁波永港海安物流有限公司、宁波

凯密克物流有限公司收到宁波市北仑区促

进产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扶持政策补贴，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增加。

有的上市公司由于相关会计计量问

题，导致业绩预告出现变动。

业绩修正后，新易盛预计2022年上半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2

亿元至 4.92亿元 ， 同比增长 39.94%至

52.32%。 此前，公司预计2022年上半年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亿元

至3.9亿元，同比增长8.36%至20.74%。

对于业绩修正的原因，新易盛表示，经

与注册会计师沟通， 基于谨慎性原则对

2022年半年报的非经常性损益进行了修

正， 修正后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利

润的影响约为10350万元。

Wind数据显示， 截至8月17日17时，

650家A股公司披露了2022年半年报，其

中242家公司前期披露了半年度业绩预

告。 23家公司上半年实际业绩超过预计净

利润上限。

2022年上半年，盛新锂能实现营业收

入51.33亿元，同比增长325.76%；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19亿元，

同比增长950.4%。 此前，盛新锂能预计上

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亿元至29亿元， 同比增长793.9%至

89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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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100个细分行业支持300个公共服务平台

政策力促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8月17日， 工信部办公

厅、财政部办公厅发布关于

开展财政支持中小企业数

字化转型试点工作的通知。

为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

型步伐，促进产业数字化发

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协同

配套能力，工信部、财政部

两部门拟通过中央财政资

金支持地方开展中小企业

数字化转型试点，加快带动

一批中小企业成长为专精

特新企业，推进产业基础高

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本报记者 彭思雨

促进专精特新发展

上述通知指出， 从2022年到2025年，中

央财政计划分三批支持地方开展中小企业数

字化转型试点，提升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含

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服务

中小企业能力，打造一批小型化、快速化、轻

量化、精准化的数字化系统解决方案和产品，

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化转型典型模

式，围绕100个细分行业，支持300个左右公

共服务平台，打造4000-6000家“小灯塔” 企

业作为数字化转型样本， 带动广大中小企业

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促进专精特新发展。

制造业关键领域和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中

小企业将作为数字化转型试点的重点方向，

对其中数字化转型需求迫切、发展潜力巨大、

经济社会效益明显的中小企业加大支持力

度。重点向医药和化学制造、通用和专用设备

制造、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运输设备制

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计算机和通讯电子

等行业中小企业倾斜。

通过试点形成一批“小快轻准” 的系统

解决方案和产品， 提炼一批聚焦细分行业规

范高效、 有利复制推广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

型典型模式， 打造一批可复制易推广的数字

化转型“小灯塔”企业。 试点行业应选择纳入

当地产业发展规划、 升级潜力大的细分行业

或特色产业集群，优先选择转型意愿强、经营

稳健的中小企业。每个省份每批可最多推荐5

个细分行业参与数字化转型试点。

培育一批扎根细分行业， 熟悉中小企业

需求的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转型咨询、

诊断评估、设备改造、软件应用等一揽子数字

化服务，满足行业共性及企业个性需求。 引导

服务平台加强资源整合和技术创新， 打通细

分行业的数据链条， 提升系统解决方案和产

品的根植性、适用性和成熟度，提升服务中小

企业能力。每个细分行业遴选服务平台应在3

家以内， 每家服务平台完成不少于10家企业

数字化改造。

发挥中央财政资金引导带动作用，鼓励地

方政府在政策扶持、优化环境等方面对中小企

业数字化转型工作予以倾斜支持。 按照“政府

补一点，平台让一点，企业出一点”的思路，调

动三方积极性，并探索中小企业以转型收益支

付服务费用等方式，降低企业转型成本。

降低数字化转型成本

根据上述通知， 中央财政安排奖补资金

的对象是服务平台， 由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

提供数字化改造服务。 其中，2022年拟支持

100个左右服务平台。中央财政对完成改造目

标的服务平台安排奖补资金， 每个服务平台

最高奖补不超过600万元。服务平台应将财政

奖补资金直接用于试点企业， 鼓励平台减免

试点企业数字化改造共性需求相关的软件、

云服务等支出，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

针对企业问题和需求， 鼓励服务平台提

炼行业共性应用场景， 同时兼顾企业个性化

需求，提出系统解决方案参与竞争。探索形成

能够满足细分行业中小企业共性和个性需求

的工程化样本合同与操作规范， 为复制推广

打好基础。

共性应用场景设置方面， 要让行业基本

应用场景得到满足，通过数字化改造，试点企

业经营管理和经济效益得以显著提升； 要打

通数据、 用好数据， 形成统一的数据资源管

理、开发利用和安全保障体系；要充分考虑中

小企业特点，实现轻量化投资、短工期改造，

有较高的投入产出回报。

通威股份上半年净利同比增312.17%

● 本报记者 康曦

通威股份8月17日晚发布2022年半年报。

公司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24亿元，同比增长312.17%。 公司上半年净

利润已超过2021年全年。

营收净利双增

上半年， 通威股份实现营业收入603.39亿

元，同比增长127.1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22.24亿元， 同比增长312.17%。

2021年， 通威股份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82.08亿元。

通威股份表示， 上半年公司各业务板块

持续稳健经营。 其中，高纯晶硅业务受益于下

游需求增长，叠加新产能顺利释放，量利均实

现大幅增长；电池片业务满产满销，大尺寸

产品占比提升， 盈利能力同比显著修复；农

牧和食品板块持续贯彻质量方针，实现量利

双增。

上半年，通威股份实现高纯晶硅产量10.73

万吨，同比增长112.15%，国内市占率近30%。中

国光伏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6月我国多晶

硅产量约36.5万吨，同比增长53.4%，但仍不能

满足下游需求，价格同比继续上涨。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8月17日

发布的数据显示， 国内单晶复投料价格区间在

30万元/吨-31万元/吨，成交均价为30.53万元/

吨，周环比上涨0.36%；单晶致密料价格区间在

29.8万元/吨-30.8万元/吨，成交均价为30.32万

元/吨，周环比涨幅为0.33%。

新项目建设方面，公司已于2022年6月底如

期实现包头二期5万吨高纯晶硅项目的顺利点

火， 目前产品各项指标均优于太阳能级特级品

标准。 公司乐山三期12万吨高纯晶硅项目已取

得能耗指标批复， 目前各项建设工作正稳步推

进，预计2023年下半年建成投产。

通威股份同日公告称， 拟在包头市新增投

资约140亿元，建设年产20万吨高纯晶硅及配套

项目。

大尺寸产品占比提升

通威股份作为专业化太阳能电池生产企

业，电池出货量自2017年以来已连续5年全球第

一，成为行业首家电池出货量超过100GW的企

业。 上半年，公司实现电池销量21.79GW，同比

增长54.55%。

上半年，公司紧跟市场需求，通过新增产

能和技改提升， 不断提高大尺寸产品出货占

比，企业盈利能力同比提升。 目前，公司大尺

寸产品出货占比已超过75%。 随着在建项目

金堂二期8GW、 眉山三期8.5GW的建成投

产， 预计2022年底公司太阳能电池年产能规

模将超过70GW。 其中，大尺寸产品产能占比

将超过90%。

为满足下游客户对新一代电池产品的需

求， 公司规划新增建设8.5GW的TOPCon电池

产线，预计2022年底建成投产。 同时，公司将持

续围绕HJT电池提效降本开展系列技术攻关，

并全面展开对全背接触电池、钙钛矿/硅叠层电

池等前沿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光伏发电业务方面， 上半年公司新建装机

并网规模433.38MW，同比增长34%。 截至报告

期末，公司建成以“渔光一体” 为主的光伏电站

51座，累计装机并网规模超过3.12GW，上半年

结算发电量19.16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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