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梯度培育格局 

促进轴承行业优质企业发展 

中国轴承工业协会中国轴承工业协会中国轴承工业协会中国轴承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副秘书长副秘书长副秘书长刘桥方刘桥方刘桥方刘桥方    

    

制造业优质企业聚焦实业、做精主业，创新能力强、质量效益高、产业

带动作用大，在制造强国建设中发挥领头雁、排头兵作用。加快培育发展制

造业优质企业，是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防

范化解风险隐患、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能力的迫切需求。 

我国虽然是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但产业基础能力建设不足的问

题仍然比较突出。这既有基础装备和核心技术能力不足的问题，也有产业链

上“断点”“堵点”较多，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杀手锏”技术的问题。

比如，一些核心零部件、材料、工艺的产业基础能力不能适应产业发展和需

求侧变化，数字化基础技术体系薄弱，自动控制与感知、核心软硬件、工业

云与智能服务平台、工业互联网等基础科技存在短板、底层基础能力不足；

对于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控制力与主导权较弱，从科技

到产业的创新内循环机制不畅等等。 

此前，工信部、财政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培育发展制造业

优质企业的指导意见》指出，制造业优质企业聚焦实业、做精主业，创新能

力强、质量效益高、产业带动作用大，在制造强国建设中发挥领头雁、排头

兵作用。加快培育发展制造业优质企业，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

能力的迫切需要。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优质企业培育工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实施

领航企业培育工程，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推

动中小企业提升专业化优势，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

军企业。”我国轴承行业应认真贯彻这一精神，在“十四五”，努力形成轴承

行业优质企业梯度培育格局，促进优质企业扩群。 

一、构建优质企业“金字塔”一、构建优质企业“金字塔”一、构建优质企业“金字塔”一、构建优质企业“金字塔”    

为贯彻国家《规划纲要》，国家财政部、工信部、国资委等六部门联合印

发了《关于加快培育发展制造业优质企业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和国家

有关部门领导就这一问题的多次讲话，提出了形成制造业优质企业梯度培育

格局的构想。 

根据企业发展和产业分工规律，分层推进企业从小变大、从弱到强，初

步构建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形成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 “小

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业链领航企业的梯度培育路径。力争

到 2025 年通过中小企业“双创”带动孵化 100 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培育

10 万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 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000

家制造业单项冠军。概括起来就是“百十万千”，也就是通过“百十万千”

梯度培育体系，来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不断做优、做强，

催生一批掌握独门绝技的补短板、锻长板的单项冠军或者配套专家企业。 

在工信部指导下，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组织各相关行业协会具体实施，

截至目前已经遴选出七批共 1187 家单项冠军企业，四批共 8997 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5 万多家专精特新企业分布于机械、电子信息、石化、纺

织、轻工、有色、建材、钢铁、医药、船舶等行业。初步形成了制造业优质

企业梯度培育格局。 

 



全国制造业优质企业金字塔： 

 

 

 

    

    

    

    

    

    

    

    

    

    

    

 

 

 

二、引导大企业集团发展成为产业链领航企业二、引导大企业集团发展成为产业链领航企业二、引导大企业集团发展成为产业链领航企业二、引导大企业集团发展成为产业链领航企业    

产业链领航企业是综合实力强。在国内外技术、标准、市场等方面具有

较强话语权、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指导意见》提出，要“引导大企业集团发展成为具有生态主导力、国

际竞争力的领航企业。” 

行业十四五规划就此作了安排：“鼓励和支持若干龙头企业通过大力度的

技术改造、结构调整，盘活存量、做优增量，达到企业品牌享誉国际，企业

规模、研发能力、产品水平进入国际轴承产业第一方阵。”我们轴承行业有必

要也有可能建设若干家产业链领航企业，比如瓦轴、洛轴、天马、人本等企

业。 

三、创建一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产品三、创建一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产品三、创建一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产品三、创建一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产品    

自 2016 年工信部首次发布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专项行动实

目前已培育目前已培育目前已培育目前已培育    

“十四五”目标 

一大批 

产业链 

领航企业 

1187 家（轴承行业已认定 12 家） 

1000 家 

制造业单项 

冠军企业 

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8997 家（轴承行业已认定 39 家） 

1 万家 

10 万家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00 万家 

百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 



施方案》至今，在全国范围内七批次共认定了单项冠军 1187 家。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长期专注于制造业某些特定细分产品市场，生产

技术或工艺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的企业。他们是创

新动能的活力主体、补链强链的中坚力量、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为实

现我国关键技术和产品进口替代、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构建新发展格局

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中国建设制造强国的坚强力量。 

我国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的目的，是优化产业组织结构、突破关键重点

领域、提升制造业竞争力。 

培育发展单项冠军企业，有利于引导企业树立“十年磨一剑”的精神，

长期专注于企业擅长的领域，走“专特优精”发展道路；有利于加快产业链

关键环节创新突破，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为加快制造强国建设提供

有力支撑；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占据全球产业链优势地位，提升

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同时，培育发展单项冠军企业也是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目

标和任务，强化制造业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

业技术基础、工业基础软件（简称“五基”）等工业基础能力的重要抓手。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长期专注于制造业某些特定细分产品市场，生产

技术或工艺达到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的企业。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产品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去培育： 

1111、、、、专注执着专注执着专注执着专注执着——长期专注核心产品，坚守主业，潜心研制，追求卓越。 

全国制造业优质企业金字塔： 

2222、、、、创新驱动创新驱动创新驱动创新驱动——着力科技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

创新，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发展模式。 

3333、、、、质量为先质量为先质量为先质量为先——精准制造、智能制造，产品和服务的先进性、可靠性、

稳定性、环保适应性和寿命达到同期行业领先、国际先进。 



4444、、、、扩展市场扩展市场扩展市场扩展市场——努力使主营产品在细分市场占有率进入全球排序前列。 

国家工信部工政法函【2021】329 号文《关于请组织开展制造业单项冠

军限定性条件论证的函》提出了制造业单项冠军限定性条件：为加快培育一

批制造业优质企业，促进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根据《关

于加快培育发展制造业优质企业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政法〔2021〕70 号）

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工信部产业〔2016〕

105 号）， 

（（（（一一一一））））基本条件基本条件基本条件基本条件。。。。制造业单项冠军包括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和单项冠军产

品两类。须满足以下条件： 

1111、、、、坚持专业化发展坚持专业化发展坚持专业化发展坚持专业化发展。。。。企业长期专注并深耕于产业链某一环节或某一产品

领域。从事相关领域达 10 年及以上，属于新产品的应达到 3年及以上。 

2222、、、、市场份额全球领先市场份额全球领先市场份额全球领先市场份额全球领先。。。。企业申请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 3。产品

类别原则上按照《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8位或 10 位代码，难以准确归入的

应符合行业普遍认可的惯例。 

3333、、、、创新能力强创新能力强创新能力强创新能力强。。。。企业生产技术、工艺国际领先，重视研发投入，拥有核

心自主知识产权，主导或参与制定相关领域技术标准。 

4444、、、、质量效益高质量效益高质量效益高质量效益高。。。。企业申请产品质量精良，关键性能指标处于国际同类产

品领先水平。经营业绩优秀，盈利能力超过行业企业的总体水平。重视并实

施国际化经营和品牌战略，全球市场前景好，建立完善的品牌培育管理体系

并取得良好成效。 

5555、、、、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健全的财务具有健全的财务具有健全的财务具有健全的财务、、、、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技术标准技术标准技术标准技术标准、、、、质量保质量保质量保质量保

证和安全生产等管理制度证和安全生产等管理制度证和安全生产等管理制度证和安全生产等管理制度。。。。近三年无环境、质量、安全等违法记录，企业申

请产品能耗达到能耗限额标准先进值，安全生产水平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二二二二））））申请类别申请类别申请类别申请类别。。。。企业依据自身条件在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和单项冠军产



品中择一申请。申请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的，相应产品的销售收入须占企业主

营业务收入的 70%及以上。申请单项冠军产品的，只能申请一个产品。 

（（（（三三三三））））重点产品领域重点产品领域重点产品领域重点产品领域。。。。为深入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加

快推动制造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列出了单项冠军培育遴选重点领域。

对重点领域企业和产品，尤其是重点领域补短板的，优先予以推荐。 

（（（（四四四四））））完善梯度培育体系完善梯度培育体系完善梯度培育体系完善梯度培育体系。。。。各地方、中央企业应建立优质企业培育库，

对已入选的单项冠军和有潜力的企业进行入库培育，建立联系制度，加强精

准服务。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长为单项冠军。年销售收入 4 亿元

以下企业，如申请单项冠军，应为已入选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我们轴承行业已十二家企业被认定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其中八家为

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福建龙溪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产品关节轴

承）、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产品精密轴承钢球）、浙江天马

轴承集团有限公司（主营产品风电轴承）、大连瑞谷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产品

精密轴承保持架）、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产品轴承保持

架）、浙江万向精工有限公司（主营产品乘用汽车轮毂轴承单元）、宁波达尔

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产品高精密微型深沟球轴承）、江苏希西维轴承有限

公司（主营产品非道路车辆新型悬挂及转向系统用轴承单元）。 

4 家企业被认定为单项冠军产品企业：江苏万达特种轴承有限公司的叉

车门架滚动轴承、兴澄特钢的高性能轴承钢产品、浙江五洲新春集团有限公

司的风力发电机组变桨轴承滚子、甘肃海林中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圆锥滚

子轴承。 

随着制造业单项冠军的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的不断提高，也给单项冠军

培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引导企业正确认识单项冠军的

内涵和意义，不断地引入新技术、新理念，让已经成为单项冠军的企业进一



步降本增效，提升核心竞争能力，提高抗风险能力，保持和巩固领先地位。

另一方面，要发挥单项冠军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还没成为单项冠

军的种子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成为新的单项冠军。 

我们希望“十四五”期间，我国轴承行业能创建更多的“制造业单项冠

军”企业和产品。 

四、培育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四、培育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四、培育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四、培育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潜心开展技术攻关，以基础工艺、技术、产品的

‘单点突破’，补齐产业链短板，推动产业链整体技术创新水平、市场竞争力

和产品附加值持续攀升，并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跃迁，能够增强产业链柔

韧性、适应性和风险抵御能力。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专注于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

在各自产品领域逐渐形成优势和规模，能够为大企业、大项目提供关键零部

件、元器件和配套产品的企业，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的优势代表。 

我国 4800 多万家企业中 90%以上都是中小企业。工信部领导表示，我国

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政策、创造的环境，要扩大到广大中小企业发

展过程中，从而支撑工业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同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发展和壮大需要形成合力，目前各地方出台了很多支持政策。在此过程中，

更重要的是市场主体本身、企业本身，工信部会把这些政策要求和已经取得

的实践一项一项总结好，一项一项推广下去，支持更多的企业成为“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 

我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成果非常丰硕，从 2021 年数据来看，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中小企业比例虽然不高，但是营收增速、利润率和

发明专利成果占有量都分别达到了规上工业中小企业的 2.2 倍、1.4 倍和 3.4

倍，说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方向非常正确。下一步，要进一步扩大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规模，在已有基础上，从国家层面进一步创新“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发展路径，增加数量。 

2022 年，国家级“小巨人”企业准备再培育 3000 家以上，带动培育省

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到 5 万家以上，使“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群体不

断壮大。工信部领导认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中小企业发展的示范，

希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实践能给广大中小企业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使得中小企业发展像“专精特新”取得更好的业绩。 

截至 2022 年 10 月，培育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初见成

效，已培育了 8997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我们轴承行业有

39 家企业进入了这一行列： 

第一批第一批第一批第一批（（（（2019201920192019 年年年年 6666 月认定月认定月认定月认定）：）：）：）：    

青岛泰德汽车轴承有限公司（汽车空调压缩机电磁离合器轴承）；江苏万

达特种轴承有限公司（叉车门架轴承） 

第二批第二批第二批第二批（（（（2020202020202020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认定月认定月认定月认定）：）：）：）：    

石家庄金斯顿轴承科技有限公司；河北鑫泰轴承锻造有限公司；瓦房店

冶金轴承集团有限公司；大连瑞谷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朝阳轴承有限公司；

山东宇捷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第三批第三批第三批第三批（（（（2021202120212021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认定月认定月认定月认定））））：：：：    

上海联合滚动轴承有限公司；上海振华轴承有限公司；江苏希西维轴承

有限公司；八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兴昌轴承有限公司；浙江斯菱汽车

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孺子牛轴承有限公司；安徽银球轴承有限公司；蚌

埠飞宇轴承有限公司；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博特轴承

有限公司；山东东阿钢球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凯美瑞轴承科技有限公司；甘

肃海林中科科技有限公司；大连光扬轴承制造有限公司；宁波新大地轴承有



限公司。 

第四批第四批第四批第四批（（（（2022202220222022 年年年年 8888 月公示月公示月公示月公示））））：：：：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等 15 家企业。 

希望“十四五”期间我国轴承行业形成优质企业梯度培育格局，实现优

质企业扩群。再有 20~30 家企业进入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行业，

带动 100 家企业进入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行列，并有数百家企业成长

为创新型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的基础与核心就是 “专”，“专”包含了 “精特新”，是实

现 “专”的手段和目的。 “专精特新”蕴含着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规律，

是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和举措。 

让“专精特新”成为我们共同的奋斗目标和不懈的追求： 

专专专专————————专业化发展专业化发展专业化发展专业化发展。。。。采用专项技术或工艺通过专业化生产制造的专用性

强、专业特点明显、市场专业性强的产品。其主要特征是产品用途的专门性、

生产工艺的专业性、技术的专有性和产品在细分市场中具有专业化发展优势。   

精精精精————————精细化发展精细化发展精细化发展精细化发展。。。。采用专项技术或工艺通过专业化生产制造的专用性

强、专业特点明显、市场专业性强的产品。其主要特征是产品用途的专门性、

生产工艺的专业性、技术的专有性和产品在细分市场中具有专业化发展优势。   

特特特特————————特色化发展特色化发展特色化发展特色化发展。。。。采用先进适用技术或工艺，按照精益求精的理念，

建立精细高效的管理制度和流程，通过精细化管理，精心设计生产的精良产

品。其主要特征是产品的精致性、工艺技术的精深性和企业的精细化管理。   

新新新新————————新颖化发展新颖化发展新颖化发展新颖化发展。。。。技术、工艺创新，产品、服务创新，以“新”取胜。

依靠自主创新、转化科技成果、联合创新或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方式研制生

产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其主要特征是产品（技术）的创



新性、先进性，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较高的附加值和显著的经济、社会效

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