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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精特新政策会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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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 2016—2021 年中小板、创业板的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专精特新政策对

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专精特新政策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对中小企业提高发展质量具有激励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人力资本、加

速数字化转型以及促进产品创新升级来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首先，政策的积

极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如东部和东北部地区较为明显；其次，政策效果主要体现在竞争程度

较高的行业中，如“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以及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四大行业；最后，政策的促进作用在高管理效率的企业和民营性质的

企业中更显著。研究结果对政策的后续推进以及中小企业激活自身潜力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

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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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推动中小企业实现专精特新，是实现经济高

质量发展要求的重要命题。在“国内国际双循环”

的背景下，企业在依托国内强大市场的同时开拓

国外市场，需要保证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畅通，而

中小企业是稳固产业链条、提升经济质量的动力

源泉。近年来，国家逐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

力度，相关政策一直推动着中小企业逐步朝着专

精特新之路迈进。2011 年工信部出台的《“十二

五”中小企业成长规划》首次提及专精特新并将

其作为中小企业的培育方向。2018 年，国家为解

决“卡脖子”难题，致力于培育一批攻克关键核

心技术、聚焦重点领域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2022 年 6 月，工信部颁布《优质中小企业梯

度培育管理暂行办法》，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专

精特新的认定标准。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支持专精

特新企业发展”。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主要

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中高端

产业与“四基”领域，深耕重点与薄弱产业，起

到了“补短板”“锻长板”“填空白”的作用。

可见，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是稳定国内生产秩

序与加固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关键。 

    交易成本理论[1]指出，随着企业规模逐渐扩

大，企业生产和管理成本增加，导致内部组织生

产的难度增大，企业将进入规模报酬递减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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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理论[2]认为，社会整体生产效率的提升依赖

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大量的

中小企业通过专业化分工实现报酬递增，从而带

动经济的发展。在企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趋势

下，专精特新成为中小企业脱颖而出和筑牢我

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根据工信部的数据，

截至 2021 年年末，中小企业在我国企业总数中

占比达 99%以上。相比大企业，中小企业具有

灵活度高、成长性强等特点，但也面临着融资

困难[3]、数字化水平低[4]、创新投入不足[5]、技术

转化能力弱[6]、风险抵御能力较差[7]等问题。中

小企业若想发展壮大，自主创新是解决问题的

根本手段。 

现有文献主要从解决中小企业资金问题层

面研究促进企业创新问题，如政府[8]和税收优

惠[9]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中小企业的供应链

融资绩效[10]与信用风险评价体系构建[11]、数字化

转型与中小企业创新效率[12]、新兴金融业态与中

小企业研发投入[13]等。上述研究主要揭示了影响

中小企业发展的因素及其影响机制，为政府规划

中小企业培育路径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对中小企

业核心竞争力的思考不够全面，这为本文提供了

边际贡献的机会。专精特新旨在从四个方面增强

企业的综合实力，是为培育优质中小企业量身打

造的发展路径。因此，检验专精特新的政策效应，

了解其影响机制，不仅能够挖掘中小企业提升自

主创新水平的巨大潜能，也能为政府进一步切实

推进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现实意义。 

现有研究中，学者们首先针对政策效果进行

了多方位的探讨。如辛琳[14]发现，专精特新通过

降低知识网络中心度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当企业

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时，提升创新绩效的效

果越强；曹虹剑[15]发现，创新基金可以通过缓解

融资约束、补偿创新外部性来提高企业的创新质

量，同时无偿资助的效果要优于贷款贴息。其次，

学者们在如何进一步培育和发展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在产学研融合方面，

陈武元[16]等研究表明，高等学校知识溢出能够显

著推动所在地区培育“小巨人”企业，并对周边

城市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有效促进非高等学校

集聚城市的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在商业银

行支持方面，王恺伦等[17]认为，商业银行下一步

需要积极构建综合性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中小

企业。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盈利增速快且成

长性突出，是资本市场中受投资者青睐的对象，

并且政策正从不同方面为中小企业的发展赋能。

那么，专精特新政策会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吗？其作用机理如何？还存在哪些弱项？目前

有关研究成果为本文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考虑到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的差异，这些学者

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因此，本文将专精特新政

策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的

实证研究方法来检验专精特新政策对中小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现有研究

聚焦于讨论外源因素对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影

响，而专精特新政策旨在激活企业发展的四大内

源动力，本文通过评估专精特新政策效应，将外

源因素与内源动力结合，分析了企业将政策影响

转化成自身核心竞争力的过程，对中小企业发展

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补充；第二，本文用实证研究

的方法揭示了专精特新政策对中小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影响机制，从资金融通、人力资本、管理

效率、产品升级四个维度进行考察，厘清了政策

作用的内在机理，用数据证实了专精特新政策对

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第三，本文的研究

结果体现了政策对不同行业、地区、企业的影响

差异，这对政府进一步完善专精特新企业评选与

培育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政策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 政策背景 

工信部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印发了《关于

开展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工作的通知》，

计划用三年时间开展 600 家“小巨人”企业的培

育工作，发展并提升其在技术创新、经营管理、

数智转型等方面的能力。此次政策所培育的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是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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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专注于细分市场的标杆企

业，为优质中小企业培育梯次中的最优层级。 

2018 年美国制裁中兴事件令人深刻意识到：

只有掌握核心科技、加强自主研发，才能避免“卡

脖子”事件的发生。专精特新是解决“卡脖子”

难题的关键，它从四个层面对企业进行了要求：

①专业化：要求企业注重核心业务，深耕细分市

场或产业链中的某个环节；②精细化：要求企业

注重对工艺流程的精细化管理，用精良品质的产

品占据市场；③特色化：要求企业提升产品或服

务的特色；④新颖化：强调企业要提升自主创新

能力，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科研成

果。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资格评定的专项指

标主要包含经营管理、经济效益、创新能力、专

业化程度四个维度，可谓对中小企业提出了更高

要求。同时，政府的培育政策也相应地更加切实

完善，从梯度培育、政策支持、精准服务、发展

环境四个方面提出了详细规划。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专精特新政策是国家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

发展转型、构建双循环和新发展格局而着力推进

的一项政策。对外开放以来，我国享受了人口红

利带来的好处，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忽视了基础研

发能力的培养，而基础研发不仅能够促进创新

及技术转移，还能够起到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

作用[18]。据统计，我国的关键元器件和零部件的

总体自给率较低，缺乏核心技术而导致的产业基

础薄弱是制约我国从制造大国转型为制造强国

的重要因素[19]。2018 年的中美“贸易战”让我们

认识到发展“四基”领域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也

对中小企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小企业不应

只是简单的加工制造或服务型企业，它们也应该

承担起“制造强国”的重担。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培育政策的实施有效缓解了上述问题。一方

面，中央财政成立的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对培

育名单中的中小企业进行了奖励补贴，在鼓励企

业加大创新投入的同时降低了企业的试错成本，

减轻了资金负担。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会为培育

企业提供上市辅导、数智化改造等服务，能够为

部分重点培育对象提供“点对点”服务[20]。综上

所述，在中小企业转型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专

精特新政策能提高企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激

发创新潜能，全方位提升了企业的经营能力，推

进了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根据以上分

析提出如下假设： 

H1：专精特新政策能够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

发展。 

相比大型企业，更具活力与成长性的中小企

业作为创新的微观主体，面临着融资约束的困

扰，导致其发展受限。由于中小企业资产规模小、

自有资本较少、信息披露不完善等，导致信息不

对称问题严重[21]，再加上研发投入本身具有风险

高、投资周期长等特点，往往会让投资者们望而

却步。专精特新政策有效缓解了上述问题。一方

面，根据信号传递理论[22]，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

问题，企业外部投资者需要承担目标筛选、识别

以及事后监督成本，而政府对企业进行“小巨人”

的资格认定之前会进行科学系统的审查，除了重

点考察专精特新四项指标外，还将产业链配套指

标、主导产品所属领域指标纳入考察范围。政府

对企业的资格认定行为会向外界释放企业具有

成长和创新优势的信号，从而引致投资机构与其

他社会资金的投入。另一方面，外部监督的增强

将提升企业的信息披露水平[23]，各项考核指标有

助于商业银行建立科创评价体系，破解知识产权

评估难题，通过政企银三方力量将“技术流”转

化为“资金流”[24]，如银行新设专精特新贷等专

属信贷产品。最后，政策引导各方资本增加对中

小企业的投资数额，对即将上市的企业开展精准

对接、重点扶持，从而提高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

的能力[25]，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据此，本文提出

如下假设： 

H2：专精特新政策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

问题，降低融资约束，从而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

发展。 

新增长理论[26]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

为知识和人力资本是企业增长的“发动机”，即

在企业持续运营的过程中，知识和人力资本不断

积累形成递增收益，可以促使企业效益不断持续

增长。采用成本领先战略可以实现规模扩张，但

是若长期依赖于规模效应降低成本，忽视人才培

养、科研创新，易导致企业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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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下降。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产业链的

稳定性和安全性，这要求产业链中的企业具有对

重大外部冲击或不确定性的抵御能力[27]。人才是

企业的第一资源，留不住人才导致中小企业难以

获取知识，最终只能在低端产业的红海里挣扎，

故人力资本是改善中小企业现状的关键。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资格评定要求企业“从事科研

创新的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百分之十

五”，这促使中小企业以战略为导向引入研发人

员，并加速利用知识资源给企业提供富有前瞻性

的指引，有助于提升企业研发水平与促进产品迭

代，提升学习能力与动态适应性，更好地抵御外

部风险。各省政府为响应国家政策号召，提升产

业链的现代化水平，力求增加当地的专精特新企

业数量，通过产学研融合、改革要素市场化配置

体制等，推动创新型人才、高新技术人才向中小

企业集聚，增加中小企业研发人员占比，从而加

速创新成果转化，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据

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专精特新政策通过增加研发人员的占

比，提升企业人力资本质量，从而促使中小企业

高质量发展。 

在传统产业链中，各种创新实体共享的信

息较少，即使有少数企业共享信息，但因创新信

息的排他性也难以形成企业的集体行动来加强

整个产业链的安全。产业集群理论[28]认为，构成

产业集群是提升不同规模企业发展水平的方式

之一。由产业链所汇集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与大

型企业共同构成创新型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帮

助集群中的企业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与合作，

降低信息交流与物流成本，增强产业链的稳定

性 [29]。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常常缺乏动力与支

持，处于孤掌难鸣的境况，专精特新政策可以帮

助企业摆脱这一困境。一方面，专精特新中的专

业化要求中小企业能够为大型企业提供关键零

部件、元器件等配套产品，增强了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动力。另一方面，政策要求拥有数字化转

型先行优势的行业龙头企业积极帮助处于供应

链环节的中小企业充分吸纳数字要素，通过帮

助中小企业进行关键工序数控化改造等方式，加

快产业链运行速度，提升企业间的协同创新水

平。企业借助数字技术随时了解上下游风险，当

外部的不确定性冲击发生时，中小企业需要利用

其“小”而“精”的灵活性进行跨部门的重组与

资源重新分配，帮助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让

产业链恢复运转。 

如此一来，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产业分工来获

得行业内的相对优势[30]，顺利地完成数字化转

型，实现降本增效的高质量发展。故本文提出如

下假设： 

H4：专精特新政策通过加速中小企业数字化

转型，提升企业间的共建共享水平，促进中小企

业高质量发展。 

知识基础观将知识资本视为一种战略性的

无形资产[31]和企业创新活动的主要来源[32]。政府

的创新支持政策一般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补偿外

部创新性来激励研发创新，并通过高效的政府监

管对低质量创新行为进行矫正，有助于降低知识

资本成本，提升中小企业的创新质量[33]。专精特

新政策作为一项创新支持政策，要求中小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实现产品升级。在创新能力指标方

面，与主要产品相关的发明专利不得少于 5 项，

或者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不得少于 15

项，这对中小企业而言是挑战也是激励。政府在

支持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等方面给出了相应的扶

持政策，如支持中小企业设立技术创新联盟和产

业创新服务综合体、鼓励企业通过并购或自建方

式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并给予一次性的资金奖

励等。可见，政策的重点落脚于解决中小企业研

发创新的难点与痛点问题。据此，本文提出如下

假设： 

H5：专精特新政策通过促进企业研发创新，

实现企业的产品优化与升级，增强企业核心竞争

力，进而助力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图 1 专精特新政策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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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 模型构建 

本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来检验政策效应，

并将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作为专精特新企业

的代表。一方面，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政

府的重点培育对象，能够体现专精特新政策带给

中小企业的影响。另一方面，此次培育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的政策在 2018 年中美“贸易战”

“卡脖子”事件之后出台，更具力度与决心。由

于政策在 2018 年年末发布，考虑到政策效应的

滞后性，故设定政策冲击时点为 2019 年，选取

的样本时间为 2016—2021 年。本文将截至 2021

年入选的 3 批共计 311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上

市企业作为实验组，并选择中小板、创业板的其

他上市企业作为对照组。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基

于双重差分方法的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0 1ln ittfp treat post       

 

1

N

j it i i it
i

X V  


            (1) 

该模型中，被解释变量 ln ittfp 表示企业 i 在第

t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自然对数值， treat post 为

解释变量， 1 表示专精特新政策对中小企业高质

量发展的效应，X 是控制变量集合， i 为个体固

定效应，Vi 为时间固定效应， it 为扰动项。 

    (二) 变量选择与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基于新发展理念的微观企业高质量发展指

标体系构建中[34]，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很好地衡量

企业发展的质量效益，由于 LP 半参数方法较 OP

方法能更好地避免内生性问题，故本文采用以 LP

方法测度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代理变量和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 

2. 解释变量 

本文以《关于开展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培育工作的通知》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首先，

设置实验组与对照组虚拟变量 treat，属于实验组

企业赋值为 1，否则为 0。其次，设置政策时间

虚拟变量，2019 年及以后 post 赋值为 1，其余年

份为 0。双重差分项 treat post 为本文的解释变量。 

3. 机制变量 

(1) 融资约束：对 SA 指数的绝对值取自然

对数，得到融资约束 FC，FC 越大，表示融资约

束程度越小。 

(2) 研发人员占比：研发人员数量占公司员

工总数比例表示研发人员占比 employee，该数值

越大表示研发人员占比越高。 

(3) 数字化转型：综合参考吴非 [35]和赵宸

宇[36]等人的做法，采用文本分析计量方式，从区

块链技术、数字运用技术、互联网商业模式、智

能制造、现代信息系统等 9 个维度出发，计算公

司报表中出现“未来工厂”“智能生产”“类脑

计算”等共计 175 个词汇的频数，并分别加总求

均值得到公司数字化转型指标 digital，该指标数

值越大，表示公司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 

(4) 专利授予数量：相较于被授予实用新型

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一般的中小企业获得发明

专利较为困难，故本文将二者分开考量，PA 为发

明专利授予量加 1 取自然对数，PB 为实用新型

和外观设计专利的总授予量加 1 取自然对数，以

该指标代表中小企业产品的创新水平。 

4. 控制变量 

本文设定的控制变量包括：固定资产比重

(fa)、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独立董事占比

(indep)、固定资产增长率(fix)、总资产的自然对

数(size)、现金流量负债比(cash)、员工人数的自

然对数(employee)、资产负债率(lev)。 

    (三)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 2016—2021 年在中小板与创业板上

市的公司报表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并对企业原始

数据做了如下处理：剔除非正常上市企业(ST、

ST*以及 PT)的数据；进行前后 1%的缩尾处理，

剔除极端值、缺失值数据；剔除仅上市一年的企

业样本；剔除保险金融行业样本。本文数据来源

于国泰安数据库、锐思金融数据库，企业年报信

息采集自沪深证交所官网。如表 1 所示，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差与均值较高，表明企业之

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一定差异，企业发展的程

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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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描述性统计 

类型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ln tfp 5 152 8.936 5 0.903 2

解释变量 treat×post 5 152 0.021 9 0.146 5

控制变量 

fa 5 152 19.831 9 12.997 3

top1 5 152 0.305 1 0.137 4

indep 5 152 0.375 7 0.053 8

fix 5 152 0.375 2 6.756 7

size 5 152 22.186 1 0.997 6

cash 5 152 0.190 2 0.324 0

employee 5 152 7.736 2 1.026 8

lev 5 152 39.797 2 18.453 7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在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控

制变量后进行主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treat post 系数为正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这

表明专精特新政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

显的正相关关系，即专精特新政策能够促进中小

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假设 1 成立。同时，当替换

被解释变量为以 OP 方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时，如表 2 所示，所得结果依旧稳健。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与稳健性回归结果 

变量 
主回归 替换被解释变量 PSM 安慰剂测试 剔除直辖市样本

ln tfp tfp_op ln tfp ln tfp ln tfp 

treat×post 
0.056 7** 

(2.19) 

0.056 4** 

(2.01) 

0.091 9*** 

(2.88) 

0.011 1 

(0.35) 

0.072 6** 

(2.53)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λ YES YES YES YES YES 

V YES YES YES YES YES 

Adj R2 0.934 0 0.984 4 0.534 7 0.934 0 0.938 3 

N 5 152 5 152 685 3 335 4 450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下同 

 

    (二) 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平行趋势假定要求在政策冲击之前，实验组

与对照组的被解释变量具有相同的增长趋势，它

是采用双重差分实证方法检验政策效应的前提。

如图 2 所示，政策发生年之前年份(2016—2017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年)的估计系数置信区间包含 0，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这表示实验组与对照组在政策发生之前没有

显著差异，满足平行趋势的假定，而政策发生年

及以后年份(2019—2021 年)的估计系数置信区间

均大于 0，这意味着专精特新政策对中小企业高

质量发展存在可持续的正向影响。 

2. 倾向得分匹配(PSM) 

倾向得分匹配可用于解决由于样本自选择

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故本文采用 1∶3 的近

邻匹配方法进行匹配。尽管倾向得分导致样本量

有所缺失，但缺失的样本大部分来自对照组，所

以并不影响结果的稳健性。匹配后样本协变量的

离散程度下降，即匹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协变

量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用匹配之后的样本进行

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性

增强，表明本文基本结论依然稳健。 



经济学研究             伍中信，黄滢滢，伍会之：专精特新政策会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证据 

 

135

 

3. 安慰剂测试 

安慰剂测试即通过构造“假”的政策发生时

间或实验组进行回归，以检测是否产生政策效

应，若仍能产生政策效应，则表明基准回归的政

策效应并不可靠。本文截取 2016—2019 年的样

本并将政策时点调整为 2017 年，如表 2 所示，

treat post 的系数未显著，说明基准回归结果

稳健。 

4. 剔除直辖市样本 

由于直辖市的经济发展较为成熟，为控制样

本的选择性偏差，本文在剔除四个直辖市样本之

后进行回归，如表 2 所示，结果依旧稳健。 

 

五、进一步分析 
 

    (一) 影响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的影响机制分析，专精特新政策可

以通过降低融资约束、增加研发人员占比、加速

数字化转型来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借鉴

Baron[37]和石大千[38]等的三步法来检验影响机制

是否存在，相比温忠麟的中介检验法，该方法侧

重于在双重差分模型的基础上检验影响机制是

否存在，且主要关注第三步双重差分项的系数大

小与显著性的变化，较为简便。目前，该方法已

在产业转移示范区与能源效率[39]、城市文明与企

业高质量发展[40]、低碳城市建设与环境污染[41]

等方面广泛用于检验政策的机制效应。具体步骤

如下： 

第一步，将 treat post 对 ln tfp 回归，探究专

精特新政策对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0 1ln ittfp treat post       

 

1

N

j it i i
i

X V  


             (2) 

第二步，将 treat post 对机制变量进行回归，

验证专精特新政策对机制变量的影响： 
 

( ,  ,  ,  )it it it it itFC employee digital PA PB   
 

0 1
1

( )
N

j it i i
i

treat post X V    


       (3) 

第三步，将 treat post 与机制变量同时放入

模型中对 ln tfp 回归，若双重差分项的系数变小

或显著性变弱，则表明影响机制的存在： 
 
 0 1ln ittfp treat post       

 
( ,  ,  ,  )it it it it itFC employee digital PA PB   

1

N

j it i i
i

X V  


            (4) 

第一步如表 3 第(1)列所示，回归结果显著为

正，说明专精特新政策对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具

有推动作用；第二步如表 3 第(2)列所示，FC 越

大，表示融资约束程度越小， treat post 的系数

显著为正，可知政策显著降低了中小企业的融资

约束；第三步如表 3 第(3)列所示，treat post 的

系数由显著变为不显著，这证实了政策通过降低

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机制存在。同理，表 3 第(4)至第(6)列显示，专精

特新政策促使中小企业吸纳了更多的创新型人

才，提升了研发人员占比，提升了人力资本的质

量，从而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上述分析结

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2 和假设 3。 

表 4 的第(1)至第(3)列显示，在第三步的检验

当中，只呈现了回归系数的微弱下降，这表示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影响存在但并不明显，这可

能是因为传统产业的中小企业自身缺乏数字营

销与信息化的动力，故专精特新政策在未来实施

的过程中应当加强对此类企业的培育力度。表 4

的第(7)至第(9)列表明，政策有效促进了中小企业

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授予量的增加，

而表 4 的第(5)列表明，政策对企业的发明专利授

予量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即专精特新政策促进

产品创新升级，进而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影响机制存在，但主要体现在实用新型与外观设

计两方面。由于发明专利的难度较大，在政策的

初步实施阶段，政策难以有效推动中小企业对发

明专利的获得。同时也表明中小企业更倾向于通

过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来申请专

精特新企业资格，从而对企业申请发明专利产生

了一定的挤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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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机制检验：融资约束、研发人员占比 

变量 
(1) (2) (3) (4) (5) (6) 

ln tfp FC ln tfp ln tfp employee ln tfp 

treat×post 0.056 9** 

(2.19) 

0.007 1*** 

(5.99) 

0.056 6 

(1.61) 

0.056 9** 

(2.19) 

1.039 0*** 

(2.06) 

0.056 6 

(1.73) 

FC   
0.051 2 

(0.11) 
   

employee      
0.002 2 

(1.81)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λ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V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dj R2 0.934 0 0.974 1 0.934 1 0.934 0 0.892 7 0.947 5 

N 5 125 5 125 5 125 4 907 4 907 4 907 

 
表 4  机制检验：数字化转型、专利授予量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ln tfp digital ln tfp ln tfp PA ln tfp ln tfp PB ln tfp 
treat× 

post 
0.056 9** 

(2.19) 

5.084 0* 

(1.89) 

0.056 7** 

(2.18) 

0.057 0**

(2.19) 

−0.268 2**

(−2.27) 

0.085 1**

(2.48) 

0.086 7** 

(2.53) 

0.382 2** 

(2.36) 

0.082 2**

(2.37) 

digital   
0.000 1 

(0.04) 
      

PA      
−0.005 1

(−0.74)
   

PB         
0.011 5**

(2.14)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λ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V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dj R2 0.946 4 0.836 2 0.933 9 0.933 9 0.792 6 0.661 0 0.660 2 0.131 2 0.658 3 

N 5 149 5 149 5 149 5 137 5 137 5 137 5 137 5 137 5 137 

 

    (二) 异质性分析 

为考察专精特新政策对中小企业高质量发

展影响的结构性差异，本文采用分组回归的方

式，从地区、行业、公司三个层面对其进行异质

性分析。 

1. 地区异质性 

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配置存

在差异，可能导致政策实施的效果不同。在经济

发展较为发达的地区，大型企业带动当地经济发

展的成效已经显现，从而政府能够更关心中小企

业的未来走向，故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

东北部、西部四个地区进行分组回归。如表 5 所

示，东部与东北部呈现正向显著的关系，而中部

与西部并不显著。这与专精特新企业的地区分布

相符，上市挂牌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主要集中

在广东、江苏、浙江、辽宁等东部与东北部地区。

《广东省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

困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对国家新认定的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并力争

5 年推动 300 家中小企业挂牌上市。又如江苏省

无锡市提出“小巨人”企业贷款余额年均增速不

低于 15%，并力争到 2025 年底，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贷款余额突破 500 亿元。由此可以看

出，这些地区自身的创新发展能力优秀，同时政

策力度更大，落实得更加精准到位，从而给中小

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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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市场化程度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

起作用的程度，实质上是指经济决策的权力掌握

在分散的经济主体手中的程度。利用市场化指数

构造交乘项对样本进行回归，如表 5 所示，发现

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政策效果越明显，这

与前文的论述相符。中小企业作为量大分散的主

体，难以以一己之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故

市场化程度越高，中小企业掌握话语权的程度越

高，企业发展也更高效。 

 
表 5  地区异质性分析 

变量 
东部 中部 东北部 西部 市场化程度 

ln tfp ln tfp ln tfp ln tfp ln tfp 

treat×post 0.098 5** 

(2.77) 

−0.007 3 

(−0.17) 

0.056 7** 

(2.18) 

−0.135 8 

(−1.56) 

0.056 9** 

(2.19) 

market     
−0.177 8 

(−0.70) 

treat×post×market     
0.071 3* 

(1.89)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λ YES YES YES YES YES 

V YES YES YES YES YES 

Adj R2 0.931 9 0.942 8 0.933 9 0.939 2 0.934 0 

N 3 857 652 5 149 509 5 152 
 

2. 行业异质性 

据统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大部分集中在新

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

等中高端产业。故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两组后进行

回归，一组包含“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

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四个行业大类，另一

组则是其他行业。结果表明，专精特新政策对中

小企业的影响在前述的四大行业中显著，在其他

行业中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企业在这些行业

分布较为密集，同时这些行业的技术更迭较快，

导致企业转型专精特新的意愿更强烈，所以政策

效果也越明显。 

本文采用赫芬达尔指数测度行业竞争程度，

赫芬达尔指数越小，表明行业竞争程度越高。若

行业赫芬达尔指数小于样本均值，则为强竞争行

业，将 HHI 赋值为 1，否则为 0，将 HHI 以及

treat post HHI  引入基准模型进行检验。由表

6 可知， treat post HHI  的系数在 10%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表明专精特新政策对中小企业高质

量发展的影响在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更为明

显。专精特新政策正是关注了中小企业在竞争激

烈的行业中遇到的发展瓶颈，故结合当下经济发

展趋势以及市场需求，促使中小企业通过吸纳研

发人才、精细化管理等方式，开发专业化程度高

且具有特色的产品或服务，进入细分市场，找到

企业的蓝海，实现自我升级和突破。故异质性检

验结果与政策目标相符。 

3. 企业异质性 

民营企业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

力量，是改革开放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拥护者和

奉献者。本文将样本按照是否为民营企业进行分

组，如表 6 所示，相比非民营企业，在民营企业

中政策的推动效果更显著，这说明专精特新政策

在民营中小企业中发挥了更好的作用。 

另外，本文将管理费用率 MAN 视为企业内

部管理效率的代理变量，首先生成样本均值。若

公司的管理费用率低于均值，表明企业管理效率

较高，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如表 6 所示，

专精特新政策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效果在管

理效率较高的公司中更为明显，这表明专精特新

政策的顺利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企业内部

管理的高效运行。某些中小企业采取家族企业的

管理模式，内部管理人员关系复杂，导致内部管

控成本过高，挤占研发资金，那么政策就难以有

效地帮助企业进行专精特新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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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行业、企业异质性分析 

变量 
四大行业 其他行业 行业竞争程度 民营企业 非民营企业 管理效率 

ln tfp ln tfp ln tfp ln tfp ln tfp ln tfp 

treat×post 
0.049 2* 

(1.87) 

0.132 2 

(0.93) 

0.056 9** 

(2.19) 

0.079 6** 

(2.57) 

−0.068 6 

(−1.36) 

0.056 9** 

(2.19) 

HHI   
−0.030 0* 

(−1.80) 
   

treat×post×HHI   
0.052 6* 

(1.91) 
   

MAN      
0.226 3*** 

(15.94) 

treat×post×MAN      
0.127 2*** 

(3.50)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λ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V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dj R2 0.936 2 0.915 7 0.934 0 0.932 7 0.958 3 0.934 1 

N 4 346 806 5 152 3 873 1 264 5 152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着诸多难题，如价值链

所处地位较低、经济组织形式相对落后等，而专

精特新企业是中小企业群体中的优秀代表，它们

深耕细分领域，在中小微企业当中展现着优秀的

市场竞争力与创新活力。本文基于 2016—2021

年中小板与创业板的企业报表数据，将专精特新

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的实证

方法考察了专精特新政策对中小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激励效应及其内在机理。主要结论如下：①

专精特新政策对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显

著的激励效应，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显示

政策的激励效应仍然存在。②从影响机制看，政

策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强人力资本、加速

数字化转型与促进产品创新升级四个方面来提

升企业的发展质量，且产品升级目前主要依赖于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升级，在发明专利方面，政

策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中小企业申请发明专利

的能力较弱。③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政策对中

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

高的地区、东部以及东北部地区较为明显，并且

在“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

共设施管理业”四大行业和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

中影响较为明显。在管理效率较高的企业和民营

性质的企业中，政策效果也更为显著。根据上述

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1) 充分挖掘中小企业创新潜力，发挥政策

的创新激励效应。本文的研究表明，专精特新政

策对中小企业的产品创新能力有着正向的激励

效应，但是中小企业申请发明专利的困难依旧存

在。发明专利的申请难度最大，高风险性、高外

部性与周期长的特点导致中小企业更倾向于将

政府资助用于申请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

利，而忽视了高质量创新的重要意义。故应当建

立专业的专利运营体系，对专利的技术价值和经

济价值进行评估，支持企业专利创造，精准地针

对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专利升级需求给出综合分

析，解决企业研发方向不准、应用水平低等问题。

针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更高层次的创新专

利需求，应当实施“一对一”精准服务策略，帮

助企业挖掘“沉睡专利”，使“小巨人”企业更

好地发挥“强链”“补链”作用。 

(2) 将专精特新企业的优秀成果惠及各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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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实现各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文的研究结果表

明，在政策的初步实施阶段，政策效果在前述四

大行业已经显著，而对其他行业的作用并未显

现，也鲜有相应的政策指引。如旅游业的高质量

发展需要旅游企业提升创新研发能力，迫切需要

培育一批以专精特新为特色的龙头企业，故应当

借鉴现有的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经验，支持企业建

立研发机构，扶持企业攻关产业链核心环节；出

台各行业的专精特新人才评定办法，在技术创造

中催生新的业态，实现文化旅游业、现代服务业、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各行各业的高质量发展。 

(3) 助力传统制造业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

实现低碳绿色创新发展。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专精特新政策通过加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正

向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但政策作用的力度

还有待增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非只

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而不支持传统产业。新

兴产业是新的支柱，传统制造业的创新发展也不

容忽视，故必须重视传统产业的数字赋能。通过

提供普惠的数字技术，探索建设智慧工厂，帮助

企业将传统生产流程“在线化”，从而使得企业

以更低运营成本提升经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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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SRDI policies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Evidence from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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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on the GEM and the SME board from 2016 to 2021,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SRDI policy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and its mechanism by us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DI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licy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of enterprises, which means that it has 

stimulating effect on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MEs. Mechanism analysis finds that it is by 

solving financing problem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uman capital, accelera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urging product innovation that the policy helps SMEs ga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heterogeneity 

examination indicates that first, the effect is more evident in regions with high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such 

as the ea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second, the policy effec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highly competitive 

industries, such as “manufacturing”,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softwar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and “water conservancy environment and public 

facilities management”. Finally, the policy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enterprise with higher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provide experiences and inspirations 

for the follow-up promotion of the policy and the activation of SMEs' potential to achieve their ow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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