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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强度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竞争力影响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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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期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加大政策力度积极培育“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并着力提升“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竞争

力。通过分析国内外文献构建了企业竞争力影响模型，并且

针对608家上海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6年的面板数据开展

回归分析。分析后发现企业的研发强度对于由毛利率表征

的企业竞争力有直接影响，企业专利、政府专项支持分别具

有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此外，政府专项支持对于新能源汽

车行业的企业调节效应更为显著。基于分析结果提出了提

高“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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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luence of R&D Tensity on 
Competitiveness of Specialized 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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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um⁃sized Enterprises

JIANG　Zhiwen1， CHEN　Qiang1， DUN　Shuai2

（1.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2. Leading Science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Shanghai Party Institut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hanghai 200233， China）

Abstract：Recently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strengthened policy efforts to actively cultivate the 
specialized fined peculiar and innovative 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SMEs） and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Based on 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the influence model of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of the panel data of 608 SMEs in Shanghai 
for 6 years. It is found that the R&D intensity of enterprises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represented by gross profit margin， and enterprise patents 

and the government supports have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s respectively.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government support on enterprises in the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is more significa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SMEs.

Keywords： R&D intensity； specialized fined peculiar 
and innovative 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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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央层面多次发声要大力培育“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202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启动一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项目，激发涌现一大批

‘专精特新’企业。”［1］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际服务

贸易交易会上的开幕致辞中专门提出了设立北京证

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2］。中国

证监会在回答记者关于北交所的提问中表示要着力

打造符合中国国情、有效服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

资本市场专业化发展平台。由此可见，发展“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正越来越得到中央的重视。与大企业相

比，中小企业自身规模较小，无法单纯通过规模效应

实现爆发式增长。因此，只有通过积极创新才能实现

做强做大。因此研究如何通过加强创新引导 “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提升竞争力具有现实意义。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 1　理论基础　

关于“专精特新”概念，能检索到的最早的国家

政策文件是 2000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原国家经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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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出台的《关于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政

策意见》，文中提出“鼓励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

方向发展”，但当时并未指出明确的定义。在 2013
年国家工信部出台的《关于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

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信部企业〔2013〕264号）中

首次给出“专精特新”具体定义，即“促进中小企业走

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发展之路”。2018年

11 月，国家工信部正式启动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的培育工作，并且提出要在“十四五”期间培

育一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1年1月，国家

财政部、工信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支持“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财建〔2021〕2号）中提出，

中央财政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将安排100亿元以

上奖补资金，分三批支持1000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2022年10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明确提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

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由此可见，“专精特新”发展道

路是国家对广大中小企业明确的未来发展方向。

企业竞争力是一个企业在有限资源供给及市场

需求的限制下为实现生存、发展以及利益最大化等

目标所具备的多方面能力的总和。学术界关于企业

竞争力的理论可以分为市场结构理论、企业能力理

论和资源集合理论三类。市场结构理论是企业根据

市场竞争结构和产业环境采取相应竞争战略从而构

建自身竞争力的理论。其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

Porter，从生产力的角度提出了著名的“五力模

型”［3］；能力理论认为竞争力是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

中自身形成的一种能力。金碚认为企业竞争力是指

在市场竞争中一个企业比竞争对手更持续、有效地

向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并实现盈利的能力［4］。资源

集合理论认为造成企业竞争力差异的原因是由于不

同企业拥有的资源有所不同。这类理论的代表有提

出企业资源壁垒的Wemerfelt等。此外，近年来，也

有学者从微观角度通过研究典型成功中小企业的案

例来寻求企业竞争力的成因。德国学者 Hermann 
Simon在其《隐形冠军：全球最佳 500名公司的成功

之道》一书中提到德国的“隐形冠军”中小企业的成

功主要依靠持续专注深耕某一领域和坚持全球化销

售这两大法宝［5］。由此可见，持续性和盈利性是中

小企业竞争力的两个重要特征。为了更好地探究通

过哪些因素可以有效提升中小企业的竞争力，本文

将提出相关假设并构建回归模型。

1. 2　研究假设及模型　

（1）影响企业竞争力相关变量

基于上述对企业竞争力具有持续性和盈利性这

两大特征的结论，对于从外部获取融资相对较难的

中小企业而言，只有长期保持稳健的盈利能力，才能

将利润转化成支撑业务扩张的资本。此外，企业主

要对主营业务投入研发费用，而很少对其他业务投

入研发费用，所以毛利率可以反映出企业可用于投

入研发的潜在资金实力。因此选取毛利率（G）作为

反映企业持续增长力和发展竞争力的财务绩效指

标，即模型的因变量。Romijn，Albaladejo 验证了研

发强度对企业创新能力具有促进作用［6］；陈红，纳超

洪等从统计数据定性发现注重研发的企业竞争力更

强，并且研发投入均与企业创新和绩效显著正相

关［7］。不同行业之间企业研发投入对竞争力的影响

存在一定的差异。张耘、钟少颖发现行业性质决定

了企业是否需要进行研发投入以及加强研发投入的

程度［8］；董明放、韩先锋认为，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

绩效的非线性影响是由产业差异性导致的，对高新

技术行业的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竞争力影响更

高［9］。本研究模型中选取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比率

即研发强度（D）作为自变量。故提出如下假设：

H1：企业的研发强度会正向影响企业竞争力。

另外，陈庆构建Tobit回归模型发现，研发强度

与企业规模对销售毛利率都有影响［10］。张婷婷、张

新民通过企业财务信息对经营性资产进行毛利率、

资金周转率等的分析揭示了周转率对企业经营绩效

的影响［11］。舒彤，杨芳等通过回归分析和实证研究

发现汽车行业中周转率和毛利率存在相关性［12］。吴

世农，李常青等认为营收增长率是影响成长性的五

个关键因素之一，发现了营收增长率对于企业毛利

率有影响［13］。因此，企业的规模、资产周转率、营收

增长率都是影响企业毛利率的扰动因素，作为模型

的控制变量。

（2）发明专利的中介作用

企业的研发投入会以若干形式的成果累计下

来。何志国，彭灿发现研发投入的成果主要是以论

文、专著、技术专利等形式体现出来［14］。 Iain 
Cockburn，Zvi Griliches研究了专利数量和企业创新

能力及公司价值间的关系，发现企业专利数量与企

业价值呈现显著正相关 ［15］。技术专利反映出通过

改善方法来影响新产品和新工艺，从而产生经济价

值形成企业竞争力。因此专利在研发强度和企业竞

争力之间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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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研发强度会正向影响企业专利。

H3. 企业专利会正向影响企业竞争力。

（3）政府专项支持的调节作用

企业创新能力的内在动力是研发，而政府专项

支持则从外部影响企业的竞争力。WANG ，CAO  
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政府支持对非国有企业创新能

力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16］。刘兰剑，史盼发现政府

资助对于内资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17］。巴曙松，吴丽利等通过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

一部分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大于研发投入［18］。

因此假设政府专项支持对于研发强度和企业毛利率

之间存在调节效应。

H4： 专项支持对于研发强度和企业竞争力之间

具有调节效应。

综合以上假设，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综上，选择企业毛利率（G）作为因变量，反映企

业竞争力。选择研发投入强度（D）作为自变量体现

企业研发强度，还选择使用企业规模（I）、资产周转

率（T）、营收增长率（M）作为控制变量，另外，发明专

利数（N）为中介变量，专项支持（U）为调节变量。具

体指标定义见表1。

基于样本数据构建模型如下：

回归模型：
G i，t = β0 + β1 D i，t + β2 I i，t + β3T i，t + β4 M i，t + ε    （1）

中介模型：

G i，t = β0 + β1 D i，t + β2 I i，t + β3T i，t + β4 M i，t + ε    （2）

IN i，t = β0 + β1 D i，t + β2 I i，t + β3T i，t + β4 M i，t + ε   （3）

G i，t = β0 + β1 D i，t + β2 N i，t + β 3 I i，t + β4T i，t +
β5 M i，t + ε （4）

调节模型：
G i，t = β0 + β1 D i，t + β2U i，t + β3 D i，t*U i，t + β 4 I i，t +

β5T i，t + β6 M i，t + ε （5）

式中：因变量为G；自变量为D；中介变量为N；调节

变量为U；控制变量为 I、T、M；β0 为截距项；β1 - β6

为回归系数；ε为误差项。

2 全行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定量
分析 

为了验证上述理论模型，本节选取 2015~2020
年连续6年都入围上海市“专精特新”的608家中小企

业作为覆盖全行业的研究样本企业，针对这些企业6
年的面板数据开展量化回归分析，从而探究“专精特

新”培育政策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情况。

被调研的上海市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6年的

总体发展情况是非常健康的，从图 2可以看出企业

年营业收入总体是在逐年上升的，从2015年的1 344
亿元到2020年的1 862亿元，上升了38. 5%，规模呈

现扩张态势。另一方面，这 608家企业的盈利情况

和税收贡献也是非常不错的（如图 3 所示），除了

2020 年外其他年份总体呈现连年上涨。2020 年略

有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受到新冠疫情“黑天鹅”事件的

影响。另外，面板数据反映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研发强度普遍比较强，平均水平在 6. 25%，超过

2020 年上海全市平均为 4. 17% 的研发投入占比。

这说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普遍较强，从

而间接反映出企业的发展竞争力较为强劲。

2. 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被调研的608家企业注册地覆盖上海全市16个

区（如图 4），因此具有区域的代表性，研究结果可以

反映上海全市情况。在行业分布方面，企业涵盖高

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 13个行

业（如图5），因此研究结果可以代表全市各个行业的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情况。

应用分析软件Stata16. 1对数据进行分析，以检

验上述模型假设的正确性。表 2是描述性分析表，

除N的标准差较大外，其他变量的标准差较小，说明

数据较集中，波动不大。

表3为相关分析表。相关系数的取值越接近1，

图1　研究模型

Fig.1　Research model

表1　变量介绍

Tab.1　Variable introduction

变量类型

因变量
自变量

中介变量
调节变量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毛利率
研发投入强度
发明专利数
专项支持
企业规模

资产周转率
营收增长率

变量
符号

G
D
N
U
I
T
M

变量定义

毛利/营业收入
研发投入/营业收入

发明专利数量
获得过政府专项补贴的为1，否则为0

ln（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资产总额

（本期营收-上期营收）/上期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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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变量之间的正相关性越强，其取值越接近−1，代

表变量之间的负相关性越强。表3中，自变量研发强

度D、因变量毛利率G以及中介变量发明专利数N间

相关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变量间存在正相关性。

相关分析只能证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但不能

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在研究变量的关系

时，在做完相关分析之后，要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

2. 2　全样本的回归分析　

面板回归模型包括三种：固定效应（fe）、混合效

应（ols）以及随机效应（re）。回归分析执行前，要通

过F检验以及Hausman检验来确定使用哪种模型。

首先，使用F检验来确定是创建固定效应模型还是

混合效应模型。如果 p值大于 0. 05，应选择混合效

应模型，如果 p值小于 0. 05，则改用固定效应模型。

表 4是本研究全样本的回归分析表，经检验，F统计

量的值为 9. 250，对应的 p值为 0，小于 0. 05，说明应

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然后，使用Hausman检验用

图3　被研究企业6年利润及税收变化

Fig.3　The changes of profit and tax of the compa⁃
nies in 6 years

图4　被研究企业所在区域分布情况

Fig.4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companies under study

图5　被研究企业所在行业分布情况

Fig.5　Industry distribution of the companies under 
study

表2　描述性分析

Tab.2　Descriptive analysis

参数

G
D
N
U
I
T
M

均值

0. 092
0. 612
7. 761
0. 848
9. 743
0. 968
0. 163

标准差 .
0. 119
1. 309

12. 398
0. 359
1. 224
0. 598
0. 380

最小值

-0. 242
0
0
0

6. 958
0. 129

-0. 805

最大值

0. 425
5. 392
61. 000
1. 000

12. 505
2. 970
1. 556

表3　相关性分析

Tab.3　Correlation analysis
参数

G
D
N
U
I
T
M

G
1

0. 127***
0. 088***

0. 015
0. 140***

-0. 135***
0. 126***

D

1
0. 079***

0. 022
0. 082***

-0. 041**
0. 008

N

1
0. 006

0. 305***
-0. 116***
-0. 040**

U

1
-0. 007
0. 016

-0. 002

I

1
-0. 341***
-0. 068***

T

1
0. 081***

M

1
注：***、**、*分别代表p<0.001、p<0.01、p<0.05。

图2　被研究企业6年营收及从业人员数量变化

Fig.2 　Changes in the 6-year revenue and number of 
employees of the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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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确定是创建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如

果卡方统计量的 p的值大于 0. 05，则应使用随机效

应模型。如果卡方统计量的 p值小于 0. 05，则应使

用固定效应模型。表 4 中卡方统计量的值为

118. 670，对应的 p值为 0，小于 0. 05，说明应选用固

定效应模型（fe）。

R方值是拟合优度指标，代表自变量对因变量

的解释力度，取值越接近 1代表自变量对因变量的

解释力度越强；取值越接近 0，则代表自变量对因变

量的解释力度越弱。在表4的固定效应模型中，R方

的值为0. 017，代表自变量能解释因变量1. 7%的变

异。D对G的回归系数为0. 003，在其他因素不变的

条件下，D的值每增加1个单位，G的值将增加0. 003
个单位。证明假设D对G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成立。

最优模型的回归方程表达式为
     G i，t = 0.069 + 0.003D i，t + 0.002I i，t - 0.007T i，t +

0.025M i，t

2. 3　中介效应检验　

表 5 是 N 在 D 与 G 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表。

在模型1和模型2中，自变量D对因变量G的回归系

数均显著为正。模型 3是在模型 1的基础上加入中

介变量N，加入中介变量后， D对G、N对G的回归

系数均显著为正。因此，N在D与G关系中存在部

分中介效应。

2. 4　调节效应检验　

表 6 是调节效应检验表，自变量 D 和调节变量

U的交互项D·U对因变量G的回归系数为 0. 007，
显著为正。证明U在D与G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效

应。说明在专项支持下企业研发对毛利率的影响会

更大。调节效应图（图 6）显示有专项支持下D对G
斜率要高于没有专项支持。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模型中的自变量研发

投入占比D于因变量企业毛利率有较为直接的因果

关系，而控制变量规模 I和营收增长率M对于因变

量企业毛利率显示出正相关。这说明被调研企业的

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毛利率有正向影响，毛利率与

规模以及营收增长也有关，这一结果印证了将主营

表4 全样本的回归分析

Tab.4　Full sample regression analysis

参数

D

I

T

M

_cons

N
R-sq
F检验

Hausman检验

混合效应

ols
0. 010***
［6. 999］
0. 010***
［6. 093］

-0. 021***
［-6. 183］

0. 044***
［8. 749］

0
［-0. 016］

3 648
0. 061

F（607，3036）=9. 250 p=0
chi2（5）=118. 670 p=0

固定效应

fe
0. 003**
［2. 921］

0. 002
［0. 692］
-0. 007

［-1. 321］
0. 025***
［6. 117］

0. 069
［1. 920］

3 648
0. 017

随机效应

re
0. 004***
［3. 615］
0. 007**
［2. 808］
-0. 012**
［-2. 933］

0. 029***
［7. 247］

0. 031
［1. 247］

3 648
0. 016

注：***、**、*分别代表p<0.001、p<0.01、p<0.05，括号内为 t
值；chi2为卡方值。

表5 N在D与G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5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N on D and G

参数

D

N

I

T

M

_cons

N
R-sq

F

模型1
G

0. 003**
［2. 921］

0. 002
［0. 692］
-0. 007

［-1. 321］
0. 025***
［6. 117］

0. 069
［1. 920］

3648
0. 017

12. 870***

模型2
N

0. 449***
［5. 460］

2. 600***
［9. 375］

0. 196
［0. 469］
-0. 522

［-1. 584］
-17. 953***
［-6. 210］

3648
0. 055

43. 760***

模型3
G

0. 003**
［2. 623］
0. 001**
［2. 921］

0. 001
［0. 193］
-0. 007

［-1. 347］
0. 025***
［6. 206］

0. 081*
［2. 238］

3648
0. 019

12. 030***
注：***、**、*分别代表p<0.001、p<0.01、p<0.05，括号内为 t
值。

表6 U在D与G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检验

Tab.6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U on D and G

参数

D

U

D·U

I

T

M

_cons

N
R-sq

F

模型1
G

0. 003**
［2. 787］

0. 002
［0. 651］

0. 007*
［2. 188］

0. 002
［0. 707］
-0. 007

［-1. 274］
0. 025***
［6. 103］

0. 066
［1. 835］

3 648
0. 018

9. 440***
注：***、**、*分别代表p<0.001、p<0.01、p<0.05，括号内为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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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做深做透的中小企业具有较强竞争力。此外，

企业的发明专利数量对研发和毛利率起到部分中介

效应。这反映出研发强度高不仅直接促进企业竞争

力的提升，也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发明专利数量，间接

提升企业的竞争力。第三，接受过政府专项扶持的

企业其研发强度对企业毛利率的影响更为显著。这

说明政府专项支持的调节作用促进了“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研发对于竞争力的正向影响。

3 新能源汽车行业中小企业的定量分析

上一节回归分析是对全行业“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数据的分析。由于各个行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因此还需要选取特定行业排除其他行业企业数据的

影响开展定量分析，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更具有说

服力。在此选取新能源汽车行业作为特定行业领域

进行分析。Jin在研究中国杭州新能源汽车创新系

统时，发现政府政策会改变企业创新资源配置，提高

创新主体合作积极性和持续稳定性［19］。近年来上海

市政府也针对性地持续推出新能源汽车专项扶持政

策。为此，本节选取上海市 151家新能源汽车领域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作为分析对象，对其 2015~
2020年连续6年的数据应用上一节构建的回归模型

进行定量分析。

3. 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被调研的151家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注册地覆盖上海市全部 16个区（如图 7），

因此可以反映上海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

全域整体情况。

应用分析软件 stata16. 1对数据进行分析。从表

7描述性分析表中可以看出，各项变量数据较集中，

波动不大。其中，只有发明专利数N的标准差较大，

原因是不同企业对于专利的重视程度往往有较大差

距。这也是符合企业现实情况的。

表 8相关分析表中，D、N与G的相关系数均显

著为正，其相关系数的大小分别为0. 192、0. 231。N
与 D 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其相关系数的大小为

0. 096。企业规模 I 和资金周转率 T 的回归系数

为负。

3. 2　新能源汽车行业样本的回归分析　

表 9 是新能源汽车行业样本的回归分析表，经

检验，F 统计量的值为 8. 630，对应的 p 值为 0，小于

0. 05，说明在混合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之中，应该选

图7　被研究企业所在区域分布情况

Fig.7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companies under study

图6　调节效应图

Fig.6　Moderating effect

表7　描述性分析

Tab.7　Descriptive analysis

参数

G
D
N
U
I
T
M

均值

0. 082
0. 633
5. 706
0. 863
9. 838
1. 090
0. 138

标准差 .
0. 090
1. 339
8. 689
0. 344
1. 121
0. 611
0. 364

最小值

-0. 120
0
0
0

7. 143
0. 227

-1. 000

最大值

0. 385
5. 542
43. 000
1. 000

12. 261
3. 196
1. 344

表8　相关性分析

Tab.8　Correlation analysis
参数

G
D
N
U
I
T
M

G
1

0. 192***
0. 231***

0. 005
0. 015

-0. 137***
0. 141***

D

1
0. 096***

0. 004
0. 031

-0. 017
0. 013

N

1
0. 058*

0. 292***
-0. 116***

0. 009

U

1
-0. 032
-0. 012
-0. 044

I

1
-0. 248***
-0. 066**

T

1
0. 068**

M

1
注：***、**、*分别代表p<0.001、p<0.01、p<0.05，括号内为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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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固定效应模型。 Hausman 检验的卡方值为

42. 800，对应的p值为0，小于0. 05，说明应选用固定

效应模型。在表 9 的固定效应模型中，R 方的值为

0. 039，代表自变量能解释因变量 3. 9%的变异。从

回归系数表可以看出，D对G的回归系数为 0. 005，
显著为正，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D的值每增加

1个单位，G的值将增加 0. 005个单位。D对G具有

显著正向影响。

最优模型的回归方程表达式为
     G i，t = 0.066 + 0.005D i，t + 0.003I i，t - 0.019T i，t +

0.022M i，t

3. 3　中介效应检验　

表10是N在D与G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表，

其中，D为自变量；N为中介变量；G为因变量。在模

型 1中，D对G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其回归系数的

大小为0. 005。在模型2中，D对N的回归系数显著

为正，其回归系数的大小为0. 352。模型3是在模型

1的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N，加入中介变量后，自变

量D对因变量G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N对G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由此可得，N在D与G之间

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3. 4　调节效应检验　

调节效应检验表（表 11）显示，D对G的回归系

数显著为正，其回归系数的大小为0. 005。D和U的

交互项对G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其回归系数的大

小为 0. 010。证明U在D与G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存

在，且为正向调节。相对于没有专项支持，有专项支

持下 D 对 G 的影响更大。其调节效应图如图 8 所

示，有专项支持下D对G的简单斜率要明显高于没

有专项支持。对比上一节全行业企业回归模型中调

节效应的分析结果发现，专项扶持对于新能源汽车

行业企业的调节效应要比全行业的更显著。

3. 5　针对分析结果的讨论　

经过以上量化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

①新能源汽车行业的研发强度同企业毛利率有较为直

接的正相关影响，而且控制变量 I、M对企业毛利率也

有较为直接的因果关系。这说明企业的研发强度对于

企业竞争力有直接影响作用。这反映出新能源汽车市

场还是待开垦状态的处女地，被调研企业研发强度平

均水平在4. 95%，绝大多数新能源汽车企业还处在前

表9 新能源汽车行业样本的回归分析

Tab.9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ample in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参数

D

I

T

M

_cons

N
R-sq
F检验

Hausman检验

混合效应

ols
0. 013***
［5. 877］
-0. 001

［-0. 527］
-0. 022***
［-4. 471］

0. 036***
［4. 582］
0. 106***
［3. 793］

906
0. 077

F（150， 751）=8. 630 p=0
chi2（5）=42. 80 p=0

固定效应

fe
0. 005**
［3. 020］

0. 003
［0. 518］
-0. 019*

［-2. 309］
0. 022***
［3. 441］

0. 066
［1. 042］

906
0. 039

随机效应

re
0. 006***
［3. 985］
-0. 001

［-0. 101］
-0. 022***
［-3. 486］

0. 025***
［4. 021］

0. 102*
［2. 500］

906
0. 038

注：***、**、*分别代表p<0.001、p<0.01、p<0.05，括号内为t值。

表10  N在D与G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10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N on D and G

参数

D

N

I

T

M

_cons

N
R-sq

F

模型1
G

0. 005**
［3. 020］

0. 003
［0. 518］
-0. 019*

［-2. 309］
0. 022***
［3. 441］

0. 066
［1. 042］

906
0. 039

7. 540***

模型2
N

0. 352*
［2. 539］

3. 240***
［6. 086］

1. 762*
［2. 383］
-0. 132

［-0. 230］
-28. 292***
［-5. 001］

906
0. 07

14. 190***

模型3
G

0. 004*
［2. 509］
0. 002***
［6. 201］
-0. 005

［-0. 826］
-0. 024**
［-2. 895］

0. 022***
［3. 578］

0. 136*
［2. 164］

906
0. 085

14. 020***
注：***、**、*分别代表p<0.001、p<0.01、p<0.05，括号内为t值。

表11 U在D与G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检验

Tab.11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U on D and G

参数

D

U

D·U

I

T

M

_cons

N
R-sq

F

模型1
G

0. 005**
［2. 977］

0. 003
［0. 452］

0. 010*
［2. 018］

0. 003
［0. 548］
-0. 018*

［-2. 210］
0. 021***
［3. 319］

0. 061
［0. 965］

906
0. 044

5. 750***
注：***、**、*分别代表p<0.001、p<0.01、p<0.05，括号内为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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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攻城略地”和“跑马圈地”的阶段。②和全行业相比，

研发强度的回归系数明显更大，而企业规模、营收增长

率的回归系数则相对较小。这说明在新能源汽车行业

企业研发强度对企业毛利率的影响更加显著，原因在

于新能源汽车行业相较传统企业行业还处于起步阶段，

多数企业不惜代价投入研发，因此前期研发投入很高，

研发强度也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的竞争力。但绝大多数

车企还处于前期“烧钱”阶段尚未形成完全竞争和规模

效应，因此企业规模和周转率还没有对企业发展起到

决定性的影响。③新能源汽车行业调节效应图中的斜

率更大，这说明政府专项扶持对于新能源汽车行业企

业的调节效应要比全行业的更显著，原因是近年来政

府通过专项扶持的方式大力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影响民众消费和规范行业行为，分析数据显示获得过

政府专项扶持的企业通过加强研发投入促进企业竞争

力明显更大。

4 结论与建议 

近年来，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

路成为当下国家重大经济战略决策之一。受新冠疫情

和国际形势的影响，经济下行趋势压力巨大。中小企

业占据了市场主体的90%以上，并占据国内生产总值

的半壁江山。自2018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

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培育。上海是国内各省市中

最早探索的城市，实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政策

已超十年。目前上海市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685家，市级“专精特新”企业超万家，走在全国前

列。通过分析国内外文献本文构建了企业竞争力影响

模型，并且针对608家上海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6年
的面板数据开展回归分析。分析后发现：提升企业的

研发强度对于由毛利率表征的企业竞争力有直接影响，

企业专利、政府专项支持分别具有中介效应和调节效

应，此外，政府专项支持对于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企业调

节效应更为显著。上海市近几年培育“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总结经验既能为上海

接下来进一步优化培育政策打好基础，又可以为全国

各省市做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作提供有益的

借鉴。对此总结出以下三方面的建议。

（1）应当鼓励中小企业积极提升创新能力，弘扬“工

匠精神”，营造争创“专精特新”的浓厚氛围。中小企业

应当锁定一个核心方向集中精力深耕；要以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来打造产品。按照由小变大、由大变强、由

强变优的发展路径，企业可以从打造创新型中小企业

出发，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专业化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逐步发展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再通过持续专注细

分产品市场的创新引领、质量提升和品牌培育，巩固和

提升全球市场地位，成长为单项冠军企业。

（2）各地政府应当在对国外先进做法的深入调研

和对自身条件的充分研判的基础上推出适合当地企业

的“专精特新”培育策略。中小企业在发展的初始阶段

对技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奉行“拿来主义”，低水平

也可以高速发展；但到了高级阶段，如果在细分市场领

域没有核心技术优势，就无法生存下去。越是发达经

济体的中小企业，其创新能力、技术能级和产业层级越

高，存活期越长。“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要想有所发展就

必须像德国、日本的“隐形冠军”“长寿企业”那样专注

做好自己主业，在细分领域取得领先。因此各地政府

必须要坚持创新为先的培育策略，切忌只一味注重规

模和利税。

（3）各地政府“专精特新”培育举措既要保持政策

实施的持续性和连贯性，又要能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

作出调整。从前述模型分析中的中介效应可以看出政

府专项政策要长期坚持才会出效果。上海市自2010年
首度提出“专精特新”培育政策至今已持续超过十年。

因此，建议各地在推行相关政策时要持续体现对“专精

特新”这一中小企业发展理念的认同和支持。同时在

推行“专精特新”时既要坚持主线不变，但每年又要顺

应形势作出相应调整和动态创新，“专精特新”企业群

体每年也会吐故纳新动态变化，只有确保这两个动态

变化，才能赋予“专精特新”培育政策以持久的生命力，

不断自我完善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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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8　Moder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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