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荩荩 当虹科技2022年研发情况

研发投入：11820.56万元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35.66%

研发人数：284人

研发人数占比：72.26%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队伍虽然
在不断扩大， 但仍有许多企业存在资金
不够充沛、 研发人才短缺等难题， 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发展后劲同样值得
关注。

创新能力是影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发展的一大因素。目前，还有许多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普遍处在发展初期， 虽然在
细分领域可能已取得不错成果， 但企业
的总体体量较小， 与头部企业仍存在较
大差距； 或是所属领域市场竞争激烈，
“后来者居上”的情况频繁出现。创业人
才的缺乏也是重要问题， 这将直接影响
企业的创新能力。

许小恒表示， 创新能力是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保持竞争力的基石，企业
即使获得了专精特新“小巨人”的资格认
定，也并非意味着一劳永逸。公司应增强
自主创新能力， 坚持在细分领域深耕细
作，加大力度培育创新型人才，才能在竞
争浪潮中占据优势。

除了企业自身发展面临的挑战，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规模、行业和技
术方面存在的不同， 导致不同行业、不
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政策需求存在较大
差别，不同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也不尽

相同，缺乏高水平差异化的精准服务。
此外，近年来，虽然国家和各地政府

在不断加大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培育
力度，但仍有许多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 仍需持续降低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解决企业
“成长的烦恼”， 让相关企业走好走稳自
主创新之路。

在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
研究员、内蒙古银行研究发展部总经理
杨海平看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
培育和扶持事关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的
转换，事关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事关
延链、补链、强链，事关现代产业体系培
育和制造强国的打造，各级主管部门必
须高度重视、出实招见实效。

杨海平进一步表示， 目前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最大的发展限制因素是以
股权投资为核心的科创金融服务生态进
化仍显滞后。 需要进一步优化科创金融
服务，提升股权投资效能，升级股权投资
体系， 完善投资+赋能+政策对接+资源
对接的综合服务模式，推动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提档升级，借助资本市场在引
领产业创新、 产业升级方面释放出更大
的能量。

近年来，随着我国大力推进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培育，越来越多的专精
特新企业在政策扶持下茁壮生长，解决
了融资难、研发资金不足等难题。

根据财政部《关于支持“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等相关文
件，2021-2025年， 中央财政累计安排
100亿元以上奖补资金， 引导地方完善
扶持政策和公共服务体系，分三批（每
批不超过三年）重点支持1000余家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
此外，在中央的统筹规划下，地方政府
也推出了一系列激励措施，尤其是一些
城市逐渐完善了金融对“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的支持体系。

“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支持。
比如在税收方面，去年公司增值税即征
即退超270万元。 产品研发方面也提供
了很大支持。公司围绕‘卡脖子’技术和
产品开展核心技术攻关，2022年获得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补助94.5万元。这
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方面带给公司很大
信心，另一方面还有真金白银的实惠”，
彭小东如是说。

在投融资专家许小恒看来，获评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客户对公司的认知
度、认可度都可以得到大幅提升，有利于
增强企业的创新力以及市场竞争力。

近年来，工信部不断通过强化政策
协同、加强财政资金保障、拓宽融资渠

道等手段， 推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

此外，在近期举办的2023全国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大会上，工信部有关
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坚持帮扶和发展
并举，进一步健全完善工作体系、政策
法规体系、优质高效服务体系，不断强
化“政策惠企、环境活企、服务助企、创
新强企、人才兴企”，高质量发展壮大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

政策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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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荩 专精特新“小巨人”发展面临的挑战

1. 创新能力后劲不足

2. 发展资金不够充沛

3. 缺乏高水平差异化的精准服务

4. 科创金融服务生态进化仍显滞后

Q： 公司被认定为国家级第四批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的优势及秘诀是什么？

A：当虹科技非常重视产品研发，研发人员
占比70%以上，研发投入占比30%以上。在视
频这个领域，我们积累了很久，参与了每一代
视音频标准的制定，包括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AVS 系 列 标 准 、HDR� Vivid 标 准 、Audio�
Vivid标准。同时，公司还深度参与超高清软硬
件设备国产化进程。作为“国产化战略联盟”首
批成员，公司“磐为”系列产品实现了编码器从
硬件平台、CPU、操作系统、数据库到应用软件
全面国产化。

Q： 作为国内超高清视频领域的领军企
业， 您认为目前超高清视频行业发展的趋势
如何？

A：随着超高清技术与5G、人工智能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进一步融合发展，将催生更多的
新场景、新应用和新模式。过去几年，超高清视
频在广电传媒领域的落地应用很快，4K/8K超
高清频道都已成为现实。2023年， 超高清视频
在智能交通、工业制造、安防监控等领域的应
用有望进一步加快。未来，超高清的行业应用
会更加广泛。

Q：目前超高清行业的发展还有什么挑战？
您有什么行业建议？

A： 当虹科技在视音频国产化方面探索和
实践多年，目前相关方案已经打造了一些示范
应用。但对整个行业来说，全国产化的视音频
解决方案距离规模化应用还有一段路要走，整
个行业正在共同努力。现在当虹科技正与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 咪咕等合作伙伴推动这个事
情。比如，当虹科技已经把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的视音频标准应用到北京冬奥会、卡塔尔世界
杯、成都大运会等大型赛事当中。

另外，在5G超高清领域，采集制作、编码传
输、终端呈现的端到端解决方案目前已经非常
成熟。但在上游芯片等核心元器件方面，行业
内相关产品的本土化程度不高，国内一些头部
芯片厂商正在努力攻关，当虹科技也参与了联
合测试。

超高清应用
会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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