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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场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对接交流活动操作指南

一、相关背景

2022 年 4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

院国资委、全国工商联等十一部门共同印发了《关于开展“携手

行动”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2022-2025年）的通知》，要

求以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数据链、资金链、服务链、人才

链“七条链”为重点，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6月，工业和

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工商联三部门面向全国征集大企

业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对接需求，组织推动开展“百场万企”大中

小企业融通创新对接系列活动。结合山东、广东、青岛等地对接

活动经验，我们起草了本指南。

二、活动组织流程

（一）选定意向对接大企业

1.选定重点产业链。根据各地产业布局和产业链整体发展情

况，明确对接活动要聚焦的重点产业链或行业领域。

2.发动大企业积极参与。各中小企业主管部门与大企业对

接，阐明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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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积极参与。

3.选择融通意愿强的大企业。与有意愿举办专场对接活动的

大企业进行深入沟通，明确具体举办形式，确定重点对接内容，

草拟时间安排计划。

（二）确定大企业对接事项

细化深化对接事项。大企业从集团层面，发动主营业务相关

的各板块或分公司，围绕采购订单、产品配套、技术研发等领域，

梳理出具体合作需求。以在青岛市举办的全国首场对接活动为

例，海尔集团聚焦智能家电、生物医疗和工业互联网三大板块，

围绕产品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低碳化、场景化迭代发展的方

向，提出九大类 63 项对接需求，涉及智能感知、流体机械、数

字孪生等领域。

（三）征集中小企业对接需求

渠道一：各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组织征集

围绕大企业意向对接事项，各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发动组织

区域内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结合自身优势产品和技术，报送拟揭

榜的大企业需求事项，整理形成拟参与对接的中小企业名单。

渠道二：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服务平台筛选匹配

通过各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管理员账号登录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构建的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服务平台（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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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yfw.caict.ac.cn），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结合各区域重点关注

的产业链方向，匹配符合大企业合作需求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四）开展双向需求匹配

1.对征集到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基本信息、对接事项信息开

展合规性审查与预研工作。

2.经整理筛选、需求确认和专家审核，根据企业资质实力、

合作意愿以及能力匹配程度，确定预对接的中小企业名单，并发

送至大企业；大企业组织审核评价，确定拟对接的中小企业名单。

3.逐一联系经大企业审核确定的拟对接中小企业，沟通具体

合作意向，确认合作意愿，邀请参加路演和产品展示等，并及时

将相关情况反馈至大企业。

4.印发活动通知及日程安排，指导大企业与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就对接事项进行研究和准备；确定活动现场拟路演企业、拟对

接的重点产品或技术项目。

5.汇聚各方优质服务资源，融入产研合作、产融合作、产销

合作等元素，邀请有关高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投融资机构、

数字化服务机构等参与对接活动。

（五）组织线上或线下会议

1.大企业“发榜”。大企业分享企业发展理念和思路，提出产

品使用方向和技术合作需求，发布前瞻性、验证性、试验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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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项目，邀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开展技术攻关、精准配套等。

2.中小企业“揭榜”。中小企业从基本情况、技术实力、能力

匹配等方面进行自我推荐，专家小组做点评交流（小组可由龙头

企业、行业协会、高校、科研院所专家等组成）。

3.交流对接。大企业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展开讨论，深化沟

通交流，推动达成合作意向。

（六）事后跟踪反馈

1.对相关活动进行事后跟踪，邀请填报对接活动跟踪服务反

馈情况表，主动服务后期合作对接事宜，做到一月一调度。

2.对重点合作事项安排专人跟进，及时发现解决对接过程中

的困难障碍，确保活动取得实际成效。

3.持续完善企业信息库、需求事项库，逐步形成契合度高、

合作前景好的供需对接项目库。

三、注意事项

（一）活动筹备阶段。与双方一一明确并细化具体需求；遴

选参会企业最终名单并及时更新。建议大企业重点安排来自研

发、市场、生产等一线部门人员参会。

（二）项目路演环节。参加路演的企业需提前准备好产品或

服务推介 PPT，并提前彩排。

（三）正式对接环节。成立专家小组，对大中小企业两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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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匹配情况、项目前景情况进行客观评估，给予中肯建议。安排

记录大中小企业在对接洽谈环节达成的各类合作意向，便于开展

后续跟踪服务工作。设置洽谈沟通区，企业可以随时面对面交流。

（四）其他方面。为保障交流和对接效果，建议大企业参会

人员以中高层管理人员为主，中小企业参会人员以高层管理人员

为主。

附件：1.对接活动流程指引图

2.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参加对接活动报名表

3.主管部门推荐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

4.活动跟踪服务反馈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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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对接活动流程指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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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参加对接活动报名表

（参考式样）

企业名称

参会人员 职务

电 话 邮箱

企业

简介

1.公司位于**市**县（区），于**年成立，注册资本金**
亿元，主要从事**（行业领域），是**企业（企业类型，如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2021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亿元、利税**亿元。

2.主导产品是**（列举 2-3个重点产品），产品技术水平

**（如，国内先进、国内领先、国际先进、国际领先等），

市场占有率分别是**%，承担国家级、省级**课题，荣获**
奖项（如，荣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等）。

对接

事项

1.拟对接大企业的需求事项。

2.可为大企业提供配套支撑的能力情况。如可制造或研发

**产品，技术参数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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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主管部门推荐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

（参考式样）

所在省市：

注：企业类型”从以下类型中选择：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其他。

序号 企业名称
主导产

品名称

企业

类型

所属产

业领域

拟与大企业

合作方向

是否参加展

览展示

是否参加

现场发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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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活动跟踪服务反馈情况表

（参考式样）

大企业名称：

序号
达成合作意向的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对接领域 拟合作内容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