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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部门推“硬核”措施
助力民营经济发展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芳 通讯
员/王磊 罗东旭） 今年来，株洲税务部门

推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硬核”措施，为

民营经济发展赋能助力。

“采用最新研发、业内领先的生产配

方和工艺，汇聚 98 名研发人员，长达两年

之久的技术攻关，投入研发费用达 1000万

元……”醴陵华鑫电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黄刚介绍，“新产品成功问世，意味

着在行业内实现了百万伏 GIS瓷套生产制

造技术的重大突破，加速实现了特高压建

设工程关键核心部位的国产化替代。”

对科创型民营企业来说，充足的资金

保障是研发的关键。为此，醴陵市税务局

主动靠前服务，安排专家服务团队走访调

研和政策辅导，“一对一”为华鑫电瓷建立

“税惠备忘录”，迅速落实最新政策要求，

辅导其在 7月预缴申报企业所得税时享受

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优惠 1100多万元，

提早兑现政策红利，减轻企业经营负担。

民营企业轻装上阵的底气，不仅来源

于税费优惠政策的撑腰，更得益于“便民

办税春风行动”各项举措落地。在释放政

策红利的同时，醴陵市税务局持续深化银

税合作，主动向银行出具纳税信用评价等

企业贷款所需资料，通过“银税互动”，让

“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为华鑫电

瓷成功“贷”来 6000多万元的“资金活水”。

“真金白银”为企业发展增添了新引

擎。“在税务部门的宣传帮助下，公司更重

视自身诚信建设，连续多年被评为 A 级纳

税人，多次荣获‘中国质量诚信企业’荣

誉。”黄刚表示，得益于科技创新和诚信经

营，华鑫电瓷旗下产品远销意大利、德国、

英国、俄罗斯等 40 多个国家，成为了西门

子、阿尔斯通等众多“国际巨头”的战略合

作伙伴。

据了解，我市各区税务部门根据辖区

民营经济的特点，聚焦民营企业发展需

求，充分发挥税收职能、积极落实税惠政

策、大力提升服务质效，助力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

芦淞区税务部门将目光聚焦到服务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经营主体，组

织干部在中国城服装市场、华丽服装批发

市场、九天国际广场等 23个市场开展税收

政策宣讲，并对 500余户沿街店铺进行“面

对面”政策宣传，线上、线下辅导纳税人缴

费人超 2万人次。

荷塘区税务部门深化税收大数据分

析应用，依托“湘税通”、税企群等征纳沟

通平台，向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精准推

送税费政策，快速响应涉税诉求，让符合

条件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及时得到

税惠“输血”“活血”。

“感谢税务部门推送的‘政策礼包’，

今年来我们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减免税费 24万元。”株洲市申工机电贸

易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晚飞点赞道，“近期，

国家又发布多项税费优惠政策，税费减免

力度大、政策有效期长，我们也更有发展

信心和底气。”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任远
通讯员/李伟

“专精特新”企业有哪些重要特质？“专注”大概

是绕不开的关键词。

株洲易力达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力达”）

就是这样一家企业——自 2005 年成立以来，该企业

深耕汽车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领域 18 年，成功

研制国内首台 EPS 并率先实现批量应用，积累了多

年业内经营资历和坚实技术基础。前不久由工信部

公布的第五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易力达位

列其中。

◆重视研发人才 推进研制建设
中国汽车行业要发展，汽车零部件产业是重要

支撑。而这其中，汽车主要子系统之一的转向系统尤

为关键。

EPS 作为一种直接依靠电机提供辅助扭矩的动

力转向系统，是现代汽车中的常规配置，其性能直接

关系到汽车的操纵舒适性和稳定性。

由传统军工企业孵化而出的易力达，自诞生起

便致力于 EPS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经历了岁月更迭

和企业改制，公司的初心和努力从未变化。企业自

2009 年开始便加强院制建设，尤其重视对研发人才

的培育，成立了国内最早一批的企业研究院，成功研

制出国内手台 EPS并率先实现批量应用，形成了“生

产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产品开发格局。

目前公司已发展成为中国汽车零部件 EPS领域

的龙头企业，也是国内首家为新能源汽车配套 EPS

产品的企业，占据国内新能源汽车自主品牌 EPS 的

先发优势。

◆推进创新发展 瞄准一体化系统
说到技术，“智能化 EPS 电机控制器高集成系

统”，是易力达研发的 EPS所具备的最大亮点之一。

易力达技术中心经理林联伟介绍，过去，国产汽

车上的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制动系统等汽车电子系

统所涉及的控制器和电机一般通过线束和连接器连

接，各个独立的部件有各自独立的安装壳体，不仅造

成材料资源浪费，而且存在能量和信号损失、电磁波

干扰强、安装结构设计复杂、检测困难等缺陷。

到 2017 年前后，一体化、小型化、降成本成为国

际上 EPS 行业的发展趋势。瞄准这一势头，易力达

率先在国内开启高集成化相关技术的研发。

“每一步走来都十分不易。”回忆其那段岁月，林

联伟依然历历在目，“当时国内相关技术几乎为零，

我们找不到现成的配套零件，很多设备、配套零部件

都需要我们自己去重新设计、研发，再辅导下游企业

生产。”

研发过程漫长而艰涩。比如，电机的轴断面上有

一个磁铁，磁铁距离要设计为多宽，磁场的大小为多

少，都没有前例可循，需要研发人员逐一实验、摸索、

反复验证、修改。再比如，电机上的某个零件在做耐

久实验时总是莫名其妙地松动，“我们来回多次试验

才找到原因——是零件受热造成热胀冷缩，出现间

隙，使得零件松动。”林联伟说。

◆围绕“专精特新”攻克关键技术难题
始终如一的专注，沉淀了技术，更实现了突破。

在研发团队的不断努力下，公司先后攻克了电

机控制器高集成技术、双冗余技术、电路容差分析技

术、高功率密度的双绕组电机技术在汽车自动驾驶

转向系统上应用的关键技术难题，突破了国内新能

源汽车转向行业缺乏智能驾驶转向器电机控制高集

成系统的瓶颈。

2022 年，公司还首次实现国内无方向盘线控技

术在 L4级全自动无人驾驶车转向系统上的应用。这

套系统不仅可实现随速转向、主动回正、可变传动

比、主动转向、路感可调，还支持两套系统在正常工

作状态下不间断转向功能切换，对传感器、控制器、

输入信号、电机等整套系统全部采用冗余架构设计，

具有高安全性。目前该技术已成功应用在无人清扫

车、无人物流车等无人驾驶车上，填补了无方向盘线

控技术在新能源汽车智能驾驶转向控制系统应用的

空白。

深耕自主、拓展合资，积极进军国际市场。在“专

精特新”的大道之上，易力达朝着一流的汽车转向系

统和智能驾驶执行系统制造商迈进。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易蓉
实习生/谭双

8 月 10 日，随着一辆辆货车驶出天

元区汽配园的株洲市创锐高强陶瓷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创锐陶瓷），这些直径小

如发丝的陶瓷微珠将被送往特斯拉、比

亚迪、宁德时代等新能源企业，用作新

能源锂电池正负极材料的磨介、隔膜材

料。

如果说，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

“心脏”，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新能源汽车

发展的命脉，那么“这些陶瓷微珠就决定

了‘心脏’功能的强弱”。

“公司已连续 7年保持 30%至 50%的增

长率，今年销售收入预计突破 2 亿元。”该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姜桂告诉记者。

一颗陶瓷微珠，究竟有多大“磨”力？8

月 10 日，记者深入第五批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创锐陶瓷，一探究竟。

●小微珠 大能量
陶瓷微珠的正式名称为氧化锆研磨

珠（氧化锆珠），是由精细氧化锆粉为主要

原料，稀土氧化钇为辅料，经混合、磨粉、

成型、烧结而成。它作为研磨介质，被广泛

应用于新能源锂电池的正负极材料、隔膜

材料、导电剂。

中国连续 8年作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

汽车和动力电池市场，占全球份额的 50%

以上，不断提升电池的续航能力和安全性

能，成为新能源产业链上企业所共同追求

的目标，这就要求电池的制造工艺从源头

材料开始，就要对关键物料的研磨工艺进

行更加严格的把控。而锂电池中使用的锂

化合物具有特定的粒度分布要求，因此需

要使用超细锂粉来改善电池性能，包括更

高的可用容量、更长的使用寿命、更快的

充电速率、更高的效率、一致的放电速率

以及减少尺寸和重量。

“氧化锆研磨珠耐酸碱盐腐蚀、耐高

温、不导电、不导磁、不污染物料，比其它

陶瓷磨介更耐冲击，高速运转不碎裂，在

解决锂电池关键材料的研磨问题上有着

无可比拟的优势。”姜桂表示。

但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产品都要依

赖从美国、日本进口。

“要让中国的新能源产业核心技术完

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不受制于人，唯有自

主 创 新 。”干 技 术 出 身 的 姜 桂 有 股 执 着

劲。2010 年，他带领一支技术团队开始投

入氧化锆珠的研发上，彼时市面上，国内

新能源锂电池研磨微珠通常用 0.3 毫米至

0.4 毫米的氧化锆珠，但 2013 年，姜桂技

术团队独立研发国产 0.1 毫米的氧化锆微

珠，突破国产锆珠粒径极限，品质达到国

际水平，公司“一战成名”开始在业内小

有名气。

2019 年，性能更优的氮化硅陶瓷产品

研发成功，创锐高强为国内首家研发出氮

化硅微珠企业，同时拥有加工生产氮化硅

陶瓷结构件能力，可以满足更高端产品的

生产需求。

比亚迪、特斯拉、宁德时代等知名新

能源企业都用上了株洲制造的陶瓷微珠，

甚至日本知名企业都开始“上门求珠”。

“以前我们依赖从日本进口，以后我们也

许会反过来成为日本的进口供应商，打开

世界市场。”姜桂说。

据统计，截至目前，创锐陶瓷的微珠

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 40%，国际市场

占有率 13%。

●自主创新，不断拓宽赛道
一颗陶瓷微珠，只是开始。

“公司连续 7 年的 30%至 50%的增长，

是借了国内新能源产业发展大势的东风，

未来发展仍要靠不断的自主创新来开拓

市场。”姜桂对公司未来发展有着清醒的

认知。

17 年的发展之路，从籍籍无名小辈到

成长为国家第五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在姜桂看来，不断自主创新，是企业唯

一也是最好的出路。

公司每年的研发经费投入占比保持

在 5%至 6%左右，这两年，基于氧化锆、氮

化硅陶瓷产品的技术基础，创锐陶瓷根据

市场不同需求，突出耐磨、耐腐蚀等某一

特性需求，研发出更多陶瓷产品，可参与

的赛道越拓越宽。

“除了陶瓷微珠，我们已研发出陶瓷

结构件、精密注射成型陶瓷零件、复合陶

瓷产品，产品应用领域拓宽到医疗、半导

体、光电通信等各种新兴产业领域。”姜桂

坦言，这些板块都已经建起了生产线，成

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新赛道。

打好优化发展环境持久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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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力达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查看实验数据。

易力达产品。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任远 摄

一“珠”一“机”闯天下
——走进第五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系列报道之一

“民星”是“名城”的未来
易蓉

第五批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公示名单，株洲又有 24家企业登榜。

至此，株洲国、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数量分别达 79 家、383 家，均居全省

第 2。细看株洲“小巨人”企业名单，笔

者发现民企占据了超“半壁江山”，放

在国家刚发布“民营经济三十一条”背

景下，这份名单释放了可读信息。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不

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进入全

球产业链分工中，在竞争日趋激烈的

市场环境下，“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能够为产

业转型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与支

撑，对提升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株洲致力打造“制造名城”，以中

车系、硬质合金系等产业为主的头部

企业地位和影响力早已不容质疑，但

头部企业毕竟是少数，无论从产业链

还是未来的发展潜力来看，以“小巨

人”企业为主的“腰部企业”都是未来

培育和发展的重点。

其中，尤以技术争先的民企最为

突出。相比大企业，缺乏资金、规模优

势的民企，要在市场立足，必须在技术

创新上“孤注一掷”，靠的都是核心技

术当家，从基础上来说，作为国家重点

“小巨人”密度全国第一、国家级“小巨

人”总数位居中西部非省会城市第一

株洲，这里就像一片“小巨人丛林”，根

基深厚。

如今，国家“民营经济三十一条”

的东风已来，株洲要从众多吹响“工业

立市”“制造强市”的城市中突围，也许

重点培育和扶持经济发展的重要“活

力因子”，并汇聚成产业发展科技创新

的新“生力军”的民企，尤其是“小巨

人”民企是可取的发展方向。

经观杂谈

编者按

日前，第五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示名单发布，株洲24家企业入围。至此，株洲国、省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分别达79家、383家，均居全省第2，其中国家重点小巨人25家，
居全国第17位，单位GDP分布密度居全国第一。

这些“小体量”企业凭什么成为“小巨人”？它们的大量涌现为国内产业及市场带来了怎样
的变化？这些“专精特新”企业蕴含着哪些发展潜能？近日，本报记者深入基层，探访第五批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解密其发展与成长壮大历程。本报就此“走进第五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创锐陶瓷：10余年磨一“珠”
创锐陶瓷的微珠产品。

创锐陶瓷注射成型陶瓷产品生产现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