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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赋能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发展了吗？

———基于动态能力的视角

李莉，孙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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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赋能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重要动力，基于动态

能力视角，采用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专精特
新”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该效果对

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更为显著；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

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吸收能力和适应能力来实现。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特色化和新

颖化维度的促进效果显著，同时对“专精特新”均衡发展的企业赋能效果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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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的产业体系已较为完备，但核心

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软件等配套领域能力薄

弱，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１］，培育发展专业

化、精细化、特色化和新颖化（以下简称“专精

特新”）企业，是实施创新驱动、提升产业链水

平的重要手段［２］，对于推动创新发展、经济结构

优化升级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改善民

生和稳定就业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２０１１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十二五”中小

企业成长规划》首次把“专精特新”作为促进中

小企业成长和培育的重要方向；２０２２年，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

展，为中小企业纾困解难指明了发展方向。如何

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成为重要的研

究话题。

当前数字化转型正逐步成为全球企业创新

变革的重要突破点［３］，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

一系列机遇。研究表明数字技术的应用显著提

高了中小企业的经营绩效［４－５］、新产品开发绩

效［６］、技术创新［７］，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约

束［８］。但也有学者提出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

型仍面临着认识不足、基础薄弱、资金和人才缺

乏等问题，阻碍了中小企业发展［９］。那么中小

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企业“专精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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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其内在的作用机制是怎样的？本文

将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以期为推动中小企业

发展提供参考。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通过运用新兴的数字技

术，重塑商业模式、业务流程和价值链的过

程［１０］，在助力中小企业实现生产流程的优化、

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市场竞争力的增强方面发挥

着日益重要的作用［７］。首先，数字化转型助力

中小企业专业化发展。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优

化企业内部业务流程，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

量［１１］，帮助企业更加专注于自身的核心业务领

域。其次，数字化转型提高中小企业精细化运

营水平。智能化的库存管理和供应链系统可以

提高库存管理水平、减少滞销和断货风险；大数

据的使用可使企业能够迅速收集、存储和分析

大量的运营数据，帮助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提升

运营效率［１０］。再次，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小企业

特色化发展。一方面，企业借助数字技术可以

从海量数据中挑选出有价值的数据［１２］，了解市

场趋势和需求变化，从而提供符合目标市场特

点的产品和服务，提升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

通过数字化工具和平台的使用，企业可以建立

客户数据库、跟踪客户需求和行为，提供个性化

产品和服务，这有助于提高客户满意度，提升企

业的竞争优势和品牌价值。最后，数字化转型

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

展带来新的市场机会和商业模式，中小企业可

以借助数字化手段探索新的商业模式［１３］，共享经

济、平台化服务等一系列新模式为企业带来价值

增值。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促进中小企业“专

精特新”发展。

数字化转型本身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特

征［１４］，其转型过程中的管理模式变革与重构会

促使企业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冲击并打破组织惯

例，驱使企业动态能力的生成与进化［１５］，有助

于企业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培育竞争优

势，实现稳定高效发展。因此动态能力是数字

化转型影响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重要

机制。

动态能力是企业创新能力、吸收能力和适

应能力的综合表现。首先，企业借助数字技术

可以搜集海量信息，针对目标市场特点提供产

品和服务，诱发以需求为导向的企业创新。通

过技术创新和差异化竞争，企业可以更好地满

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实现“专精特新”发

展。其次，数字化转型使得企业内外部环境边

界逐渐被打破，企业间的创新协作与交流活动

增加，有助于企业增强吸收能力，吸收能力的提

高有助于企业建立学习型组织，通过持续反馈

和知识分享与转化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使企

业能够不断优化和改进现有的专业能力和特色

优势。再次，能否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变化是

企业生存的关键。数字化转型重构企业的商业

模式、业务流程、组织结构，帮助企业动态调整

企业战略与目标，进一步提升企业适应新环境

的能力，适应能力的提高有助于企业管理和应

对变革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冲突，更好地适应

客户需求的变化，推出具有特色的创新产品和

服务。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数字化转型通过强化企业的动态能力

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二、研究设计

　　１．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２０１１年工信部首次把“专精特新”

作为促进中小企业成长和培育的重要方向，本

文选取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

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对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

（１）剔除指标数据缺失的企业样本；（２）剔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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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类企业；（３）剔除 ＳＴ、ＰＴ、ＳＴ处理的企业样

本；（４）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１％水平的缩

尾处理，最终共得到１２１０６个观测值。本文所

使用的企业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２．变量定义

（１）被解释变量：“专精特新”发展程度

（ＳＲＤＩ）

①指标选取。现有研究对中小企业“专精

特新”发展程度的衡量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

采取问卷调查法［１６］，二是构建测度指标体

系［１７］。然而，在涉及全国范围的研究时，问卷

调查法的样本可能无法覆盖到所有类型和规模

的企业，且获取的数据具有一定的地域独特性，

因此本文参考张等［１７］的研究思路，借鉴《优

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暂行办法》《中小企

业专精特新评定准则》等文件，将中小企业“专

精特新”发展程度变量定义如下：“专”，即主营

业务专注专业，中小企业专注于自身的核心业

务领域，体现为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上升；同时，

在产业链某个环节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中小企业

能够为大企业提供专业化的产品和服务，体现

为客户集中度的提高。“精”，即经营管理精细

高效，中小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建立了精细高效

的制度、流程和体系，体现为管理费用率的降

低；同时，中小企业通过精细化发展，可以更好

地管理和配置企业资产，合理的资产配置可以

降低资产负债率。“特”，即产品服务独具特

色，中小企业具有独特的产品和服务，具有较强

的产品竞争力，体现为主营业务利润率上升；此

外，中小企业针对不同消费群体提供不同的产

品，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体现为销售收入增

长率的提升。“新”，即创新能力成果显著，一

方面，中小企业产品具有创新性、先进性，体现

为发明专利申请量增加；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较

为先进的技术促进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即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专精特新”程度评

价指标体系具体见表１。

②变量测度。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计算

“专精特新”发展程度，具体方法是：首先，计算

各指标所占权重。标准差（σ）与平均数（珋ｘ）的

比值即变异系数，具体公式为 Ｖｉ＝σｉ／珋ｘｉ，指标

的权重为单个指标的变异系数除以所有指标变

异系数之和，即 Ｗｉ＝Ｖｉ∑
ｎ

ｉ＝１
Ｖｉ。其次，测算各

维度发展指数并将其合成“专精特新”发展程

度综合指数（ＳＲＤＩ）。

（２）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ＤＣＧ）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和词频统计的方法来构

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参考吴非等［３］的做法

将数字化转型分为底层技术运用和技术实践运

用两个层面，同时将底层技术运用细分为人工

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四类，利用Ｐｙｔｈｏｎ

统计企业年报中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并进行对

表１　“专精特新”程度评价指标体系

变量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式

“专精特新”

发展程度

专业化发展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本期主营业务收入－上期主营业务收入）／上期主营业务收入

客户集中度 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年度总销售额比率

精细化运营
管理费用率 管理费用／营业收入
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总资产

特色化发展
主营业务利润率

（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主营
业务收入

销售收入增长率 （本期销售收入－上期销售收入）／上期销售收入

新颖化发展
创新质量 ｌｎ（发明专利申请量＋１）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ＬＰ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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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化处理，以此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衡量

指标。

（３）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为企

业规模（Ｓｉｚｅ）、企业年龄（Ａｇｅ）、现金流比率

（Ｃｆｏ）、托宾 Ｑ值 （ＴｏｂｉｎＱ）、董事会规模

（Ｂｏａｒｄ）、股权集中度（Ｔｏｐ５）、两职合一（Ｄｕ

ａｌ）、产权性质（Ｓｏｅ）。

（４）中介变量

参考杨林等［１８］的研究，本文将动态能力

（ＤＣ）划分为创新能力、吸收能力和适应能力三

个子维度，使用熵权法对三个子维度赋予不同

权重后计算动态能力。

创新能力（ＩＡ），采用研发投入强度（ＲＤ）和

技术人员比例（ＩＴ）两个指标标准化后的加总

值来衡量，即：

ＩＡ＝
ＸＲＤ－ｍｉｎＲＤ
ｍａｘＲＤ－ｍｉｎＲＤ

＋
ＸＩＴ－ｍｉｎＩＴ
ｍａｘＩＴ－ｍｉｎＩＴ

①

吸收能力（ＲＤ），采用研发投入强度即企业

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之比来衡量。

适应能力（ＡＣＶ），采用企业研发、资本和广

告３种主要支出的变异系数来测量。为使变异

系数值与适应能力保持方向一致，本文对变异

系数取负值，调整后的变异系数值越大，表示企

业适应能力越强。适应能力计算公式如下：

ＡＣＶ＝－ σｍｅａｎ ②

其中，σ表示研发、资本和广告三个支出强度的

标准差，为三个支出强度的平均值。动态能力

（ＤＣ），采用熵权法对三个子维度赋予客观权重

来计算。

变量定义和具体度量方式见表２。

３．模型设定

为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专精特

新”发展的影响，本文拟构建基准模型③进行

实证分析。

ＳＲＤＩｉ，ｔ＝α０＋α１ＤＣＧｉ，ｔ＋α１１∑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ＹＥＡＲ＋∑ＩＮＤ＋εｉ，ｔ ③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专精特新”发展程度

（ＳＲＤＩ），核心解释变量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ＤＣ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ｓ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ε为随机

误差项。模型同时控制了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本文所有回归方程中均采用企业层面的聚类稳

健标准误。此外，为了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

“专精特新”发展的作用路径，本文参考温忠麟

等［１９］的研究方法，在模型③的基础上，构建模

型④⑤，其中动态能力（ＤＣ）为中介变量，其他

变量含义与模型③一致。

表２　变量定义和度量方式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ＳＲＤＩ “专精特新”发展程度 采用变异系数法计算

解释变量 ＤＣＧ 数字化转型程度 ｌｎ（文本分析法相关词频总数 ＋１）

中介变量

（ＤＣ）

ＩＡ 创新能力 研发投入强度和技术人员比例标准化后的加总值

ＲＤ 吸收能力 研发投入 ／营业收入
ＡＣＶ 适应能力 企业研发、资本以及广告３种主要支出的变异系数

控制变量

Ｓｉｚｅ 企业规模 ｌｎ（资产总计）
Ａｇｅ 企业年龄 ｌｎ（上市年限 ＋１）
Ｃｆｏ 现金流比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总资产
ＴｏｂｉｎＱ 托宾Ｑ值 市场价值 ／总资产
Ｂｏａｒｄ 董事会规模 ｌｎ（董事会董事人数 ＋１）
Ｔｏｐ５ 股权集中度 前五大股东持股比率

Ｄｕａｌ 两职合一 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为同一人，是则取“１”，否则取“０”
Ｓｏｅ 产权性质 企业是否为国有企业，是则取“１”，否则取“０”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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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Ｃｉ，ｔ＝β０＋β１ＤＣＧｉ，ｔ＋β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ＹＥＡＲ＋∑ＩＮＤ＋εｉ，ｔ ④

ＳＲＤＩｉ，ｔ＝γ０＋γ１ＤＣＧｉ，ｔ＋γ２ＤＣｉ，ｔ＋

γ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ＥＡＲ＋∑ＩＮＤ＋εｉ，ｔ⑤

　　三、实证检验

　　１．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具体结

果见表３。由表３可知，“专精特新”发展程度

均值为 １．３９１，标准差为 ０．４８３，最小值为

０．５８８，最大值为２．７４１，表明不同中小企业的

“专精特新”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解释变

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均值为１．６２３，最小值为

０，最大值为５．３０８，表明不同中小企业间的数

字化转型程度有明显的差别，存在部分企业尚

未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情况。其余控制变量取值

均在合理范围之内。

２．基准回归结果

为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专精特

新”发展的影响，本文利用模型③进行多元回

归分析，具体回归结果见表４第（１）列。第（１）

列报告了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数字化

转型程度的系数为０．０４１且在１％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化转型程度

的系数为０．０３２，依然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

表３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ＳＲＤＩ １２１０６ １．３９１ ０．４８３ ０．５８８ ２．７４１
ＤＣＧ １２１０６ １．６２３ １．５０９ ０．０００ ５．３０８
Ｓｉｚｅ １２１０６ ２１．７５７ ０．９２８ ２０．０１５ ２４．４７８
Ａｇｅ １２１０６ １．７７７ ０．５８０ ０．６９３ ２．７７３
Ｃｆｏ １２１０６ ０．０４８ ０．０６３ －０．１２９ ０．２２８
ＴｏｂｉｎＱ １２１０６ ２．２４０ １．２７４ ０．９６０ ８．１１０
Ｂｏａｒｄ １２１０６ ２．０８６ ０．１８５ ０．０００ ２．４８５
Ｔｏｐ５ １２１０６ ０．５２５ ０．１３９ ０．２１２ ０．８３１
Ｄｕａｌ １２１０６ ０．３７３ ０．４８４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Ｓｏｅ １２１０６ ０．１１８ ０．３２２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正。这说明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中小企业“专

精特新”发展，验证了本文的核心假设。数字

化转型为中小企业带来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等诸多优势［１１］，有助于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３．内生性分析

考虑到“专精特新”发展程度高的企业可能

更倾向于进行数字化转型，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

进行验证。借鉴肖土盛等［２０］的研究，选取“宽带

中国”政策试点作为工具变量（ＢＤ＿Ｃｈｉｎａ），在回

归中采取两阶段估计。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发展

水平是数字技术应用的前提，会影响企业数字

化转型，但对企业后期的“专精特新”发展没有

直接影响，符合工具变量的选取原则。内生性

检验结果见表５。由表５可知，数字化转型的

表４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ＳＲＤＩ ＳＲＤＩ

ＤＣＧ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２

（５．１７７） （４．４０９）

Ｓｉｚｅ
０．１７５

（１４．２８２）

Ａｇｅ
－０．１８４

（－１０．３３２）

Ｃｆｏ
０．３４６

（３．５４１）

ＴｏｂｉｎＱ
０．０３６

（５．６４０）

Ｂｏａｒｄ
０．０６０
（１．３４２）

Ｔｏｐ５
－０．１７１

（－２．４２２）

Ｄｕａｌ
－０．００７
（－０．４７２）

Ｓｏｅ
０．０８３

（２．７９６）

常数项
１．３２５ －２．２７０

（８７．８０８６） （－８．６７６）
年份与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２１０６ １２１０６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１５３ ０．２３４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统计意义上显
著，括号内数值为ｔ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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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仍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

ＰａａｐｒｋＬＭ统计量在１％的水平上显著，Ｃｒａｇｇ

ＤｏｎａｌｄＷａｌｄＦ统计量大于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弱工具变

量检验的１０％临界值１６．３８，工具变量通过了

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检验，本文核心结论在

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仍得到证实。

４．稳健性检验

其一，改变样本区间。选取２０１５年之后的

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６第（１）列，

可知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

展的结论依旧稳健。其二，剔除部分样本。为

了避免数字技术企业对本文研究问题的干扰，

本文参考李琦等［２１］的研究，剔除与数字技术相

关的行业样本，利用剩余样本进行回归，回归结

果见表６第（２）列，结论与前文保持一致。其

三，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本文参考袁

淳等［２２］的研究，采用企业数字化相关词汇频数

总和除以年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的语

段长度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替代变量

（ＤＣＧ２），由表６第（３）列可知，核心结论具有

稳健性。其四，改变“专精特新”发展程度的度

量。本文使用熵权法重新计算“专精特新”发

展程度（ＳＲＤＩ２），由表６第（４）列可得数字化

转型的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证明前

文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５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第一阶段
ＤＣＧ

第二阶段
ＳＲＤＩ

ＤＣＧ
０．３０３

（０．１４２）

ＢＤ＿Ｃｈｉｎａ
０．１７７

（０．０５３）

常数项
－４．０３６ －１．７１４

（０．６７４） （０．６３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份与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ＬＭ统计量 １１．１９６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ＷａｌｄＦ统计量 ４６．３３５

观测值 １１３７６ １１３７６

　　５．异质性分析

（１）基于企业特征的异质性分析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资源基础、战略

目标、市场竞争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性［２３］。本

文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组和非国有企业组进

行分析，结果见表７。由表 ７的第（１）列与第

（２）列可知，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数字化转型

的系数为０．０３３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而在

国有企业样本中数字化转型系数不显著，说明

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

赋能效果更明显。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

于：非国有企业面临着较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为

了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和竞争挑战，非国有企

业更愿意通过使用数字技术推动研发创新活

动，且非国有企业具有更灵活的组织结构和决

表６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
改变

样本区间

（２）
剔除

部分样本

（３）
替换

解释变量

（４）
替换

解释变量

ＳＲＤＩ ＳＲＤＩ ＳＲＤＩ ＳＲＤＩ２

ＤＣＧ
０．０３１０ ０．０２５０ ０．００７７

（３．９８３） （２．９２８） （５．０６５）

ＤＣＧ２
０．０５７

（６．４８８）

常数项
－２．２２６ －２．００５ －２．３６８ －０．４５３

（－８．２７９）（－６．７４９）（－９．１２２）（－８．３６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与行业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９１３３ ９１２６ １２１０６ １２１０６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２３９ ０．２１２ ０．２３９ ０．２１１

表７　异质性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国有 非国有 东部 中西部

ＤＣＧ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１
（０．３５７） （４．４８３） （４．８９０） （０．０７７）

常数项
－２．８３６ －２．２６５ －２．１７７ －２．８２０

（－３．７２９０）（－８．０４１）（－７．３４３）（－５．２０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与行业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４２６ １０６８０ ９５３９ ２５６７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３６２ ０．２２１ ０．２２６ ０．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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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机制，更容易对市场变化做出响应，向“专精

特新”方向迈进。

（２）基于地区特征的异质性分析

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配置

存在差异，可能导致数字化转型实施的效果不

同。因此，本文按照地区特征将样本划分为东

部地区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进行检验，结果

见表７。表７第（３）列和第（４）列的回归结果表

明，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０．０３９

且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中西部地区

企业数字化转型系数不显著，说明数字化转型

更有助于东部企业的“专精特新”发展。相较

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水平、金

融发展水平较高，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同

时，东部地区的市场竞争程度相对较高，数字化

转型对企业的竞争力提升影响较大。因此数字

化赋能东部地区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程

度更高。

　　四、机制检验

　　本文进一步验证动态能力发挥的机制作用，

结果见表８。表８第（１）列显示，数字化转型的

系数为０．０１２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数

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动态能力的提高；表 ８第

（２）列中动态能力与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系数均

显著为正，说明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存在，即数

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动态能力进而促进中小

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接下来进一步将动态

能力（ＤＣ）划分为创新能力（ＩＡ）、吸收能力

（ＲＤ）和适应能力（ＡＣＶ）三个子维度进行检验，

中介效应均成立。最后，本文采用 Ｓｏｂｅｌ法进

行中介效应结论稳健性检验。以上结果表明，

中小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其创新能

力、吸收能力和适应能力，动态能力的增强使中

小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

激烈的竞争环境，实现“专精特新”发展。

　　五、进一步分析

　　１．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专精特新”子维度

发展的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数字化转型对具体维度的

影响，本文将“专精特新”四个分维度作为被解

表８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ＤＣ ＳＲＤＩ ＩＡ ＳＲＤＩ ＲＤ ＳＲＤＩ ＡＣＶ ＳＲＤＩ

ＤＣＧ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１

（６．６４７） （３．８４７） （１．８２２） （４．３５２） （５．２３６） （３．７７９） （６．６９７） （４．２３３）

ＤＣ
０．３５２

（６．８８０）

ＩＡ
０．０４７

（４．１３４）

ＲＤ
１．１４２

（５．９０３）

ＡＣＶ
０．０６０

（２．０９１）

常数项
０．４１３ －２．４１６ ０．５６６ －２．２９７ ０．１１２ －２．３９８ －０．６１３ －２．２３３

（６．７０６） （－９．２３２） （３．４３０） （－８．７８７） （４．２５９） （－９．１３９） （－５．２６５） （－８．５４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与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２１０６ １２１０６ １２１０６ １２１０６ １２１０６ １２１０６ １２１０６ １２１０６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３５４ ０．２４２ ０．３９３ ０．２３６ ０．３４３ ０．２４４ ０．１５６ ０．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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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变量加以验证，回归结果见表９。由表９可

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专业化的影响显著为负；

对企业精细化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对企业特

色化和新颖化的影响显著为正。造成这一结果

的原因可能在于：首先，数字化转型可能对企业

的技术和管理体系提出更高的要求，企业需要

将大量的资金用于购买和维护复杂的数字设

备，以及吸纳具备相关技术背景的人才，这些挑

战可能会转移企业的注意力和资源，导致企业

在专业化领域的投入不足。其次，数字化转型

使得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企业需要更快地适应

市场需求和技术变革，在数字化转型的推进中，

企业可能更注重在多个领域进行尝试和探索，

而不是专注于某一领域的深耕与精进。再次，

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能更注重灵活

性和创新性，而忽略了专业化的稳定性与深度。

２．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专精特新”均衡发

展的分析

以上对数字化转型是否促进企业“专精特

新”子维度发展进行了分析，那么数字化转型

对企业“专精特新”的促进作用是否均衡呢？

本文将企业“专精特新”各维度指数按照三分

位数分组。如果企业在三个维度或四个维度均

高于上三分位数，则将该类企业归为均衡发展

企业；如果企业仅在一个维度高于上三分位数，

则净该类企业归为非均衡发展企业。数字化转

表９　“专精特新”子维度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ＳＲＤＩ＿Ｓ ＳＲＤＩ＿Ｒ ＳＲＤＩ＿Ｄ ＳＲＤＩ＿Ｉ

ＤＣＧ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６

（－４．４８４） （１．０４３） （２．９９９） （６．７４８）

常数项
０．７７６ ０．１８６ ０．００２ －３．１４２

（６．２９８） （８７．３９９） （０．３９７）（－１２．７４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与行业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２１０６ １２１０６ １２１０６ １２１０６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１９９ ０．３３４ ０．０８１ ０．２１８

型对企业均衡性发展的回归结果见表１０。由

表１０可知，均衡发展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系数

为０．０５０，在１％的水平上显著；非均衡发展组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０．０２６，在１％的水平

上显著。然而数字化转型在两组分样本检验的

组间回归系数存在显著差异，均衡发展组的回

归系数更大，说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专精特

新”发展的影响是较为均衡的，数字化转型对

“专精特新”均衡发展的企业赋能效果更明显。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我国中小板和创

业板上市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

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

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中小企业“专精特新”

发展，这种促进效果在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

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

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的动态能力来实现企业“专

精特新”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

对企业特色化和新颖化的影响效果显著，且数

字化转型对“专精特新”均衡发展的企业赋能

效果更明显。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

下建议。

其一，中小企业应制定有针对性的数字化

发展战略，根据自身特色充分利用数字化转型

优势，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创新企业发展方式，提

高数字技术与企业运营的融合程度，引导企业

表１０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均衡性发展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均衡发展 非均衡发展

ＤＣＧ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６

（４．０００） （３．１１９）

常数项
－２．６７６ －２．１５９

（－６．５１０） （－６．３９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份与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２８９ ４８９０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１９９ ０．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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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创新，优化内部流程并提高运营效率，最终

使企业实现“专精特新”均衡发展。

其二，数字化转型将重新塑造现有的组织

结构和资源基础，企业应当培育和增强企业动

态能力以应对市场变化和各种挑战，通过提高

动态能力尽快实现“专精特新”发展，提高企业

“专精特新”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培育企业竞

争优势。

其三，政府应加大对国有中小企业和中西

部地区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制定相关政策促

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资源和技术向有关地

区、重点行业和相关企业倾斜，为中小企业数字

化转型创造良好环境，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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