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力企业

春分时节，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浙
江温州召开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现场会，进一步创新和完善与民营企
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促进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在我国民营经济重
要发祥地共话民营经济未来别具意
义，从章华妹领到我国改革开放后第
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至今，浙江
省温州市的经营主体已突破141万
户，以常住人口976万人计算，每6个
人中就有一名“老板”。

显然，民营经济已成为温州的最
大特色、最大资源和最大优势，温州
的民营经济实践证明民营经济在转
型突围中依然充满韧劲和活力。同
时，为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温
州打出“温暖营商”品牌，让最优的营
商环境成为民企发展的最大底气，也
为这座民营经济的标志性城市延续
创业激情、创新活力与创富梦想。

上图 在温州鹿城区的康奈
智能工厂，员工在操作制鞋设备。

右图 中国（温州）数安港。

走进温州瑞安浙江起迪科技有限
公司装配车间内，一台台与微波炉大小
相仿的消费级 FDM 3D 打印机正快速
走下生产线，借助亚马逊的线上销售平
台远销欧美、日本等地。该公司法定代
表人薛迪强告诉记者，如今公司的快速
成长离不开当地金融机构为科技企业
发展提供的优质服务。

“在2022年，虽然公司经济效益、技
术创新等方面有着极大的成长性，但没
有抵押物、没有担保的轻资产特点也让
公司对银行融资产生了不少顾虑。”薛
迪强找到中国农业银行温州瑞安市支
行业务部经理金杰林深入洽谈，没想到
该行基于前期的调查以及合作了解，结
合公司的专利技术、知识产权等“无形
资产”，对其授信额度由100万元增加至
1000万元，化解了公司的发展之困。

“为高效助力科技企业发展，农行
为企业专门量身定制‘七专’金融服
务。”金杰林介绍，即以专门定位、专营
机构、专业团队、专属产品、专门流程、
专项规模和专项授权 7个专营模式，为
助推科创事业取得突破打造新动能。
同时，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当下，
金融机构更要秉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
本宗旨，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为
构建良好的科创营商环境服务，打通科
技企业“科技资产—信用资产—信贷资
金”的转化通道。

在温州，“无形资产”助力企业发展
不仅局限于传统信贷模式中。今年 1
月，国网温州供电公司电力数据征信产
品获得了浙江省知识产权研究与服务
中心颁发的首张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
书，这也是浙江省首张电力数据征信类

知识产权证书。
据介绍，该产品采用客户用电量、

履约情况等数据，通过可信隐私计算平
台建模计算，将计算结果作为金融机构
放款核查、信用评级和资质考核的重要
参考，帮助中小微企业获得更低成本的
融资。

“电力数据征信产品基于企业用电
量等多维度数据，使金融机构对小微企
业生产经营状况有更精准的了解，实现
贷款业务有据可依，有效帮助中小微企
业纾困解难。”国网瑞安市供电公司财
务部主任金杰表示，电力征信产品进行
贷款的业务规模正逐步扩大，截至2024
年 2月，国网温州供电公司依托电力大
数据的“电力+金融”信贷新模式，联合
瑞安农商银行建立企业电力评估模型，
根据企业实际需求实现精准放贷，已为
83家企业提供信用贷款额度，贷款金额
总计达8967万元。

搭建平台
不久前，中国（温州）数安港入驻企

业温州卓健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凭
借数据资产获得瓯海农商银行500万元
纯信用授信，这也是温州市首笔数据资
产纯信用贷款。通过入驻数安港，该企
业成功获得“数商合规认证”和温州市
瓯海区政府公共数据运营授权，其处理
的数字产品在专家认证后也获得上架
交易流通资格，数据资产的变现，为企
业后续科研带来了强大动力。

在业内，中国（温州）数安港被戏称
为数据产业的“小岗村”，总规划面积
3.32 平方公里，核心区面积 1.2 平方公
里，总建筑面积150万平方米，是温州以
数据安全为切入口、以数据要素为核心
生产要素打造的数据产业集聚区。

记者来到位于温州瓯海区的数安
港，一期园区由现有楼宇改造而成，布
局紧凑，入驻企业众多，汇聚了中国电
子、联仁健康、每日互动等184家数据领
域头部企业，与深圳、上海等国内七大
数交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时，数安
港内揭牌设立医疗健康、交通物流、中
国移动等5个国家级数据安全实验室与
创新基地，数据交易金额已达3.7亿元，
形成了数源、数创、数基、数服等全产业
生态。

中国（温州）数安港工作专班组长
陈熠锋告诉记者，经过两年建设，当前，
数安港已联合中国电子、清华大学等单
位探索开展数据基础制度建设，已先行
在数据全流程合规与监管、公共数据授
权运营等方面形成一批成果，同时，按
照不同领域场景需求，运用加密算法、
隐私计算、联邦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建
设联合计算平台、数据金库、安全可信
数据空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域等新型
基础设施，保障数据流通交易安全。“企
业入驻这里就意味着拥有了最优质的
数据产业发展环境，并将逐渐破解企业
数据资产利用难、数据价值释放难的数
据流通交易壁垒。”陈熠锋说。

同样是搭建平台，在有“中国电器
之城”美誉的温州乐清柳市镇，柳市镇
企业服务中心于去年7月正式揭牌。柳
市叫“镇”，却有“市”的实力，全镇在册
企业 2.2 万家，工业企业 1.6 万家，规上
工业总产值占乐清市的三分之一，是浙
江名副其实的经济强镇。

“高标准打造企业服务中心，让一
流营商环境成为柳市的品牌和标识。”
乐清市委常委、柳市镇党委书记王烨介
绍，该服务中心将坚持“一心一意助企
纾困，365天服务不打烊”理念，构建“赋
能发展找中心、解决问题在中心”新模

式，打造为企服务“柳市样板”。
该企业服务中心针对中小微企业

资源弱势瓶颈，打造“11365”助企服务
品牌，通过围绕 1个目标，打造 1个“柳
企服”云平台，创立“柳资荟”“柳智荟”

“柳读荟”3个“柳”字品牌，布局党建引
领、政策宣贯、温情服务、诉求解决、培
育赋能、人才无忧6大功能，健全常态化
联络、标准化运行、数据化分析、政企沟
通服务、规范化评议5项机制。近日，50
余家企业经该中心牵线搭桥，与华为智
能家居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将与华为共
谋制造型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道，14家企
业在柳市镇的牵头组织下，赴深圳华为
总部考察洽谈，4家企业已成功纳入华
为采购目录，中心服务企业的实际效果
逐渐显现。

壮大产业
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

召开的同时，位于温州市鹿城区双屿街
道温金路456号、占地面积107.32亩、建
筑体量约 30万平方米的一片现代建筑
群里热闹非凡——“中国鞋都·环球商
贸港”正式投用。

过去几十年间，温州以其卓越的鞋
业制造能力和蓬勃的产业发展态势，于
2001 年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与中国皮
革行业协会联合授予“中国鞋都”称
号。20多年来，温州鞋业已形成了完整
的产业链条，成为我国皮革制品的重要
生产基地，也是全球鞋业版图中的璀璨
明珠。

如今，历时 3 年建设、投资 20 亿元
打造的“中国鞋都·环球商贸港”的诞
生，不仅是温州鞋业转型升级的重要
标志，更是温州强产兴业、产城融合，
将“温暖营商”品牌落地见效的重要载
体。温州环贸港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包德胜表示，截至目前，该市场已经吸
纳全国各地各类的鞋材企业入驻约
750 家，外贸进出口商行 57 家，成为温
州目前规模最大、入驻率首屈一指的
鞋材市场。

“区别于传统专业市场，这里整合
鞋材供应链交易中心、展示中心、酒店
配套、商务写字楼及休闲娱乐等多种功
能，构建了一个集销售、展览、电商、物
流、技术研发、人才输送、品牌孵化等多
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包德
胜说，该市场还吸引了众多产业支持配

套企业，比如，抖音直播平台、华住酒店

集团等，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功

能打下良好基础。凭借该市场资源集

聚效应和辐射能力，将有力推动鞋材市

场的规范化、国际化进程，为鞋材企业

打造更优质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和

提升温州鹿城乃至全国皮革鞋材行业

的竞争力。

“要以强产兴业为核心优化提升营

商环境，打造‘全省第三极’的产业集

群。”这是温州市委书记张振丰在今年

温州“新春第一会”上的明确要求。“中

国鞋都·环球商贸港”这样大型专业市

场的投入运营正是温州深化“全链条”

资源整合，建强“生态式”平台体系，做

优“低成本”要素供给，构建“迁不走、引

凤来”的优质产业生态，不断打造“温暖

营商”品牌的实践探索。

（据《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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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温州民企发展模式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