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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是推动体育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动力，专精特新体育企业是创新型中

小体育企业的典型代表。采用多重制度环境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法（fsQCA）分析

体育领域58个专精特新及小巨人企业，旨在揭示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驱动路径及其协同效应。研

究发现：①良好的政策支持构成了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必要基础，该条件缺失成为制约专精特新体

育企业培育的主要障碍。②组态分析结果显示，存在五种高专精特新体育企业培育路径，并基于核心条

件和制度环境的多元组合归纳为政策—市场—技术补充型、政策—市场—技术联动型、政策—技术补

充型三种中小体育企业创新驱动路径。最后，为推动更多中小体育企业向专精特新转型升级，对政府部

门和中小体育企业提出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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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

会作用日益凸显。中小体育企业专注于体育产业链

的各个环节，不仅促进了大小企业之间的融通，还有

助于构建相互依托的完善体育产业生态［1］。中小体

育企业具有融入国际体育产业链、成为体育产业领

域专家的巨大潜力，这为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的新

质生产力深入体育领域重构人、场地、设施与体育活

动之间关系的背景下，中小体育企业的创新能力成

为体育产业进步的重要动力来源。然而，处于体育

产业链中的弱势地位、生命力脆弱、高淘汰率、竞争

力不足及转型升级较难等挑战［2-3］是当前中小体育

企业面临的主要考验，这些挑战不仅源自企业内部

规模小、竞争力弱和创新能力不足，也受宏观经济增

长放缓、土地及劳动力成本增加、去杠杆等外部因素

影响［4-5］。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新时代下需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提质

增效；同时，强调支持“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将其

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十四五”

体育发展规划》提出了培育壮大体育市场主体的目

标，包括培育一批细分领域的“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瞪羚”企业、“隐形冠军”企业及单项冠军企业。

作为体育产业的生力军，中小体育企业需积极创新，

向专一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方向转型，才能在

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进而推动体育产

业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提供有力支

撑。提升中小体育企业的创新发展能力，不仅涉及

企业自身市场定位、研发投入和组织架构的调整，还

需应对行业内外的制度环境及其规则变迁。尤其是

在当前产业政策、市场竞争和技术发展等多重制度

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如何优化整体环境，培育更多创

新型中小体育企业，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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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文从组态视角构建了外部制度环境的整

合性分析框架，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法（fsQCA）

探究专精特新体育企业创新驱动的多重影响因素，

旨在为推动更多中小体育企业实现专精特新发展的

孵化和培育提供策略性建议。

1　研究回顾与研究设计

1.1　相关研究回顾

1.1.1　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内涵

尽管中小体育企业在体育市场中占据主体地

位，但学术界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对上市的大型体育

企业及行业龙头企业［6］的个案研究。此外，“专精特

新”这一中国式企业现代化的创新发展路径，体育

领域的学术研究滞后于实践进展。

第一，中小体育企业的界定。在国家统计局发

布的《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中，

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未列明行业中，员工人数介

于10至300人的企业被归类为中小型企业。王晨

曦［7］基于该标准，将主要从事体育竞赛、健身休闲等

11大类活动的有序组织、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

定义为中小体育企业。鉴于体育产业的多元性和细

分化特征，仅以员工规模作为中小体育企业的划分

依据有较大的局限性。从体育产业管理的实践角度

考量，中小体育企业应被定义为在员工规模、年营业

额或总资产等指标上属于中等或较小范围内的体育

市场相关经济实体，这些企业在体育装备制造、体育

场地设施建设、运动康复器械和体育服务等多个市

场细分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

第二，依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8］，创新被视为推

动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表现在新产品推出、新生产

方法应用、新市场开拓、新原料发掘以及新组织形式

创立等多个方面。对于中小体育企业而言，创新发

展意味着在产品创新、技术进步、资本运用等多个维

度上的活跃，为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持续

动力。中小体育企业的创新发展不仅促进了产业升

级和经济增长，也加速壮大了企业规模，进而推动整

个体育产业链的持续优化。究其原因，中小企业通

常以对创新的高度敏感和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为

特征［9］，在规模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更倾向于采取

风险策略，积极研发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和服务。

第三，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小体育企业而言，成为“专

精特新”企业，是实现高水平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

工信部发布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暂行办

法》，对优质中小企业进行了层次化划分，明晰了

“专精特新”企业即专注于细分市场、具有创新能力

强、质量效益好的企业，这些企业业务专业化、管理

精细化、工艺特色化，并且在新含量上表现突出。依

据规模大小和创新能力，可将其划分为创新型中小

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单项冠军企业等四个层次（统称为“专精特新”

企业）。从迈克·波特的竞争理论来看，“专精特新”

化发展既符合聚焦战略（专精）也符合差异化战略

（特新），突出了创新与科技实力在中小企业发展中

的核心地位，成为我国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新

内涵和时代特征，树立了创新发展的典范。2023年

4月，国家体育总局公布《体育领域国家级“专精特

新”企业及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体现了中央

层面对体育领域企业创新能力的认可，凸显了专精

特新体育企业在推动体育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并强调通过政策惠企、服务助企、环境活企等措施，

推动体育企业做精做强做大。这些企业通过其主营

业务专业化、管理经营精细化、产品服务特色化以及

创新效能新颖化，已成为优化现代体育产业体系、提

升体育领域基础研究能力及解决我国体育产业链关

键技术问题的重要力量。由此，中小体育企业创新

发展需形成独特的生产和配套能力（专业化）、在管

理、产品质量趋于卓越水平（精细化），满足日益差异

化的市场需求（特色化），以及体育产业链关键技术

创新方面的能力（新颖化）［10］。

第四，推动更多中小体育企业向“专精特新”转

型升级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企业通过维持与区域

市场和产业链的密切互动，为企业持续创新提供动

力［11］，这将促使中小体育企业在取得初期突破性创

新后专注于持续渐进式创新，以巩固和提升其在体

育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这意味着中小体育企业的

创新发展涉及发展战略、研发方向、组织架构的调

整［12］，并同时考量行业内外的制度环境及其规则变

迁，以实现专精特新转型升级。

1.1.2　制度环境的相关研究

戴维斯与诺斯（Davis & North，1970）最早提出

了制度环境的概念，并将制度环境定义为构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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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及分配的基本政治、社会与法律规则框架［13］。

这一理论揭示了国家法律、经济体系及社会结构如

何构成制度环境，以潜在且普遍的方式影响着组织

和个体的行动，并对企业的决策与战略方向施加深

刻影响［14-15］。

制度环境对企业的存续与发展、业绩表现以及

战略决策的众多方面产生显著影响，包括企业的治

理结构、创新活动和社会责任等［16］，对中小体育企

业而言，制度环境不仅塑造其生存空间与发展潜力，

亦指引其创新发展方向。制度环境既包括正式制

度，如法律法规、契约条例等书面、被正式认可并实

施的规章制度，规范并约束行动者的行为［17］，维护

企业活动的基本秩序；涵盖非正式制度，如传统、习

俗、社会规范及地域特性等，尽管未经书面化，却广

泛存在并约定俗成，对企业行为产生更为微妙的潜

在影响［18］。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引领企业向健康

发展方向前进，倒逼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品的

科技含量及附加值［19］。要放大企业创新的外部效

应，使其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稳固地位，需要政府、

市场及社会各方协同努力，如构建完善的企业创新

发展激励与服务体系，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保护知识

产权等［20-21］。随着制度环境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

开始由多样性引入的制度环境复杂性［22］，强调不同

制度环境之间的差异、冲突、依存和互动，以及这些

因素如何共同塑造组织与个体行为。在此过程中，

中小体育企业也必须持续适应环境变化，确保与区

域产业政策、市场机会及产业链发展进程相适应以

实现创新发展［23-24］。在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关键时期，

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将受到多重外部制度环境因

素的共同作用，相关决策需重视企业面临的外部环

图1　制度环境驱动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理论框架

Fig.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driving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MEs in sports

境变化。

1.2　制度环境驱动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理论

框架设计

在体育产业快速发展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

景下，中小体育企业作为市场中最具活力的参与者

其创新进程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在一个由政策、市

场、技术及文化等多重因素构成的复杂环境中展开。

鉴于此，本文基于经典的企业战略分析PEST环境

分析并且参考专精特新企业孵化［25-26］的相关研究，

结合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实际情境，将政策环

境、市场环境、技术环境及文化环境作为制度环境的

综合分析框架（图1），旨在深入理解中小体育企业

在多元制度环境下的创新培育机制。该框架核心在

于揭示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技术环境、文化环境等

因素如何协同构建创新发展的驱动力，反映了政策

环境将为中小体育企业的创新提供方向引导与支持

效果，市场环境通过高效流通加速创新资源的配置

与集聚，技术环境中推进中小体育企业的技术升级

与跨界资源赋能表现，文化环境则通过价值观塑造

与商业信用培育状况，为中小体育企业营造良好的

外部驱动创新环境。

1.2.1　政策环境

政策环境为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铺设了基础

框架，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支持与资源保障，是政府部

门为推动中小体育企业发展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

导向和工具的总和。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产业政策

等宏观调控手段，我国政府大力支持企业创新，实现

了“双重利好”效应，既提升了主要行业内创新型企

业的数量，又优化了其质量［25，27］。财政补贴、税收

优惠、重点产业布局及产学研合作等措施致力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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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创新创业的发展，表明政策成为中小体育企业创

新进程中的引导者和协调者，这些措施不仅保障了

中小体育企业的外部稳定性，而且激发了其持续创

新的活力［28］。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在企业创新中也

发挥了关键作用［29］，体育企业不仅存在一般中小企

业融资难的共通之处，还具有体育行业自身固有的

局限性——体育产业的核心在于赛事形成的竞赛

表演知识产权作为无形资产，其价值变化迅速且稳

定性不足难以沉淀为固定资产，这使得体育产业的

投融资具有高风险特点。中小体育企业的融资需求

满足程度相对较低，在融资可得性方面体育企业的

融资难度总体偏高，这使得当前体育企业创新面临

较大约束［30］。数字普惠金融体现了政府在推广金

融服务普及与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政策方向和支持强

度，通过利用互联网平台与新兴技术，降低了金融机

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31］，进而为

企业创新提供了多样化融资渠道。据此，本研究选

取政策支持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作为衡量政策

环境影响的指标。

1.2.2　市场环境

中小体育企业作为体育产业基础供应链的主

体，其发展根植于地方经济体系，并受到所处市场环

境和区域特性的多重塑造［14］。市场环境作为资源

配置的无形导向，不仅塑造了中小体育企业的发展

路径和创新策略，而且决定了它们获取创新资源的

潜能。从已有的国家级专精特新体育企业所从事

的主营业务分类来看，以运动装备和运动康复器械

为主营业务的体育企业数量占据多数，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中小体育企业专精特新转型升级对较高

水平工业制造支持的迫切需求。此外，通过高效链

接上下游企业集群和科研机构，产业集聚构建起体

系化的创新网络，促进了产业链与价值链的紧密连

接［32］，满足了企业在专业技术、人才及设备设施等

方面的多元化需求。这种集聚效应不仅缩短了中小

体育企业的创新周期并提高了迭代效率，还通过增

加地方特色产业园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中小体

育企业的创新发展开辟了丰富的产业空间。近年

来，我国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的数量已达86家，为中

小体育企业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初步的产业空间布

局。因此，本研究采用制造业发展水平和体育产业

集聚来评估市场环境对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驱

动效应。

1.2.3　技术环境

技术环境作为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土

壤，既提供了广泛的创新投入和合作机会，也催生了

技术溢出和学习效应。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构成了

企业竞争力提升的根基，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助

于降低企业技术升级的交易成本［33］。由于我国中

小体育企业普遍规模较小、技术创新能力面临较大

的限制，因此这些中小体育企业高度依赖区域创新

的溢出效应，需在技术环境中探索新的生存空间和

市场机会，特别是在技术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方面，

对区域内技术资源和知识共享的需求尤为紧迫。高

水平的区域创新投入将通过减少中小体育企业创新

的负外部性［34-35］，提升其获得先进技术、研发工具及

专业知识的能力，从而促进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

竞争力。此外，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兴起，中小体育企

业面临新的增长机遇［36］。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将

促使中小体育企业以核心业务为纽带，借助外部线

上平台进行跨界转型，提高体育产品和服务的差异

化［37］。即数据流通和数字平台增强了体育企业的

场景服务能力，为企业接触更广泛客户群体提供机

会，如线上的运动健身服务和体育用品销售的需求

大幅增长，为中小体育企业开辟了更广阔的市场空

间。因此，本文将创新投入和数字经济作为技术环

境的测量指标。

1.2.4　文化环境

文化环境作为潜在影响企业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的力量，对企业的长期发展策略将产生深远影响。

文化环境汇聚了区域传统、价值观、行为规范以及商

业信用体系等［38］，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企业的决策过

程、创新能力和市场定位。尤其在以信用为纽带的

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商业信用环境成为衡量市场

经济秩序和信用体系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26］。这

一指标揭示了市场运作的规范性、信用体系的成熟

度与效率，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充满活力

且稳定的环境为致力于专业化及技术创新的中小体

育企业保持市场竞争领先地位提供了有效支撑。良

好的商业信用环境，使中小体育企业更易于获得社

会信任及必要的资源支持，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

重要潜力。因此，本文选取所在地区的商业信用水

平作为衡量文化环境的指标。



《体育学研究》2024 年（第 38 卷）第 2 期

·110·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

tive Analysis，QCA）作为主要研究方法，该方法由

查尔斯·拉金（Charles Ragin）于1987年基于集合理

论和布尔运算逻辑提出［39］。QCA方法融合了定性

与定量分析的优势，打破了因果关系传统的可加性

假设，允许识别多样化、情境特定的因果路径。该

方法特别适用于揭示复杂因果关系系统中各因素

的相互作用及其组合效应，并已在企业发展［40］和社

会治理［41］等众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QCA适合本

研究进行的小规模样本分析，提供了灵活的分析框

架，便于处理类别变量和部分隶属问题［42］。本研究

引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作为QCA的具

体实现形式。fsQCA作为一种细致的分析工具，侧

重于探究复杂条件组合如何共同作用于研究结果。

fsQCA的分析步骤包括必要性条件分析和充分性条

件组态分析，前者基于模糊集隶属分数矩阵预先识

别出必要条件，后者则专注于评估多条件组合对研

究结果的影响［43］。因此，本文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

分析，旨在探究中小体育企业在不同制度环境组合

下的创新驱动路径，从而为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体育

企业提供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见解。

2.2　变量定义与数据处理

2.2.1　结果变量

本研究将专精特新体育企业的数量作为创新发

展的结果变量。在我国当前企业创新激励体系实践

中，各级工信部门根据创新能力和经营管理等方面

为专精特新企业的评定提出了明确标准。因此，被

评为体育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可视为实现较高创新发

展水平。此数据来源于2023年国家体育总局公布

的体育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及制造业单项

冠军企业名单，共计58家企业，包括49家专精特新

型企业和9家单项制造冠军企业，并对它们所在省

份的分布进行统计。其中，运动器械制造生产（40

家）、运动医疗器械（9家）、体育场馆设施（6家）及体

育服务供应（3家），基本涵盖了体育产业的主要业

务领域，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2.2.2　前因条件变量

① 政策支持（Policy）：综合了2012年至2022年

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中小企业支持政策文件以

及各省级政府部门发布的地方性支持体育企业政

策，参考郭本海［44］对光伏产业政策的处理方法以及

张范［45］对民营企业扶持政策的量化标准，对中小企

业政策、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的建设等进行

赋值，累积评估各省份对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

政策支持力度。

② 普惠金融发展程度（Finance）：基于北京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

以及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评估各省份的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46-47］。

③ 制造业发展水平（Manufacture）：根据《中国

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22）》提供的数据，包括投资

增长、研发活动、新产品开发、销售和专利情况等，本

文选取各省份高技术产业利润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

的比重来衡量各地区制造业的发展水平。

④ 体育产业集聚（Cluster）：通过加权平均法计

算区域体育产业的集聚程度，包括体育产业基地和

区域产业集中度两个指标。体育产业基地数量基于

截至2023年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各省份体育产业

基地数量；区域产业集聚程度参考刘军等［32］的研究

方法，使用就业人员数（万人）与行政区划面积（km2）

的比例来衡量产业集聚程度，其中就业人数根据各

省份统计年鉴数据，行政区划面积数据来源于民政

部官网。

⑤ 创新投入水平（Innovation）：参考袁航［48］、娄

小亭等［49］的计算方法，基于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科

技统计年鉴2022》提供的地方财政在教育和科技领

域的支出、每十万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生数量、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数量，以及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的研发（R&D）经费、高技术产业企业数量、

R&D内部支出、R&D人员全时当量、R&D经费投入

强度，以及科学技术和教育支出占比等数据构建创

新投入指标，并通过整合移动平均自回归（ARIMA）

模型填补部分数据缺失，完成数据归一化处理。

⑥ 数字经济水平（Digital）：借鉴数字经济领域

高的被引文献刘军等［50］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

度方法，从信息化发展、物联网发展和数字交易发展

这三个关键维度构建数字经济指数以评估2022年

各省份数字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

⑦ 商业信用环境（Trade）：使用中国城市商业信

用环境（CEI）指数［51］，该指数综合考虑了信用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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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系统等多项因素，反映城市商业信用的整体状

况。在具体计算上，基于省会城市数据通过平均插

值法估算各省份2022年的商业信用环境，旨在评估

中小体育企业所处的文化环境。

2.3　变量校准

在进行 fsQCA分析时，首先执行模糊集校准以

确保数据的适用性及可比性。鉴于专精特新体育

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分布的偏态特性，本文借鉴罗拥

华［52］的做法，将0.9分位数、均值和0.1分位数作为

前因条件与结果变量的完全隶属、交叉及完全不隶

属的界定阈值。对部分数据值恰为交叉界定阈值的

数据统一加上0.001，避免数据在计算过程中被程序

自动删除［53］。如表1所示，结果变量的最小值为0，

最大值为16，均值为1.87，标准差为3.43，显示出不

同省份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外部环境存在显著差

异性。

表1　描述性分析与变量校准

Tab.1　Descriptive analysis and calibration of variables

变量
描述性分析 模糊值校准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完全隶属点 交叉隶属点 完全不隶属点

创新发展 0 16 1.870 3.430 8 1.870 0.001

政策支持 0 528 95.120 110.108 257.500 135.500 6.500

普惠金融 312 1 313.860 385.690 175.540 425.460 373.460 315.600

制造业水平 0.001 0.063 15 0.013 0.001 0.026 0.016 0.003

体育产业集聚 0.001 5.222 1.124 1.164 3.224 1.620 0.002

创新投入水平 0.0128 2 0.992 0.262 0.217 0.649 0.324 0.016

数字经济水平 0.081 0.882 0.252 0.217 0.612 0.284 0.089

商业信用环境 70.523 87.085 75.862 3.825 82.834 77.323 71.213

3　结果分析

3.1　单一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通过 fsQCA来解析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

必要外部制度环境要素，并重点识别关键制度条件

及其对立集。根据QCA方法论，若某一条件的一致

性水平达到或超过0.9，便可将该条件视为对应结果

的必要条件［54］。利用 fsQCA软件进行必要性条件

分析，将创新发展定义为结果变量，并以7个条件作

为前因变量，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无单一条

件的一致性指标超过0.9，表明中小体育企业的创新

发展是由多重制度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另

外，政策支持的缺失（非集）被识别为非高创新发展

水平的关键因素（一致性0.901，覆盖度0.909）。这

表明非高创新驱动的中小体育企业普遍面临政策支

持不足的问题。此外，普惠金融发展、制造业发展水

平、体育产业集聚度、技术发展水平、数字经济水平

以及商业信用环境的缺失（非集）的一致性指标均超

过0.8，反映出这些因素也对中小体育企业创新驱动

具有一定的影响。

3.2　组态结果的充分性分析

运用 fsQCA方法进行真值表分析，本研究对专

精特新体育企业在高创新驱动及非高创新驱动背景

下的制度组态进行充分性分析。首先细致检验案例

分布，并根据样本量确定适宜的频数阈值。在充分

性分析中，一致性水平作为关键评估标准，其接受

的最低标准及计算方法与单一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有所差异，条件组态充分性的一致性水平通常大于

0.75［55］。考虑到样本数量的限制，遵循Rihoux等［43］

的研究建议，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75，PRI

（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临界值设定

为0.7，频数阈值设为1，以降低矛盾组态的影响。

3.2.1　高创新发展的驱动组态

利用 fsQCA3.0软件构建真值表，分析中小体育

企业创新驱动的组态路径，得到复杂解、简单解及中

间解。通常，中间解作为报告的首选，因其包含与理

论及实践知识相符的“逻辑余项”，展示出较强的解

释力。对比简约解和中间解，可识别仅在中间解出

现的条件作为边缘条件，而在两种解中均存在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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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则定义为核心条件。鉴于中小体育企业创新驱动

路径研究尚处探索阶段，存在多种解读视角，故将

前因变量均设置为存在或缺失“Present or Absent”，

形成真值表。遵循“中间解为主，简约解为辅”的原

则进行对照嵌套，得到5种高创新水平发展驱动路

径的制度环境组态。结果显示，整体解的一致性为

0.793，覆盖度为0.690，每种组态的一致性水平及整

体一致性均超过0.75的可接受标准（表3）。并基于

核心条件所属维度，进一步将这5种组态归纳为政

策—市场—技术补充型、政策—市场—技术联动

型及政策—技术补充型三种中小体育企业创新驱

动的环境构型（图2）。这些组态表明，制度环境组

合对于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具有较高的驱动作

用，如山东、浙江、广东等地区的影响十分显著，具体

案例详见图3。

第一，政策—市场—技术补充型。政策—市

场—技术补充型环境构型中（图2-1），政策支持、体

育产业集聚及创新投入是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

核心驱动力。即使面对普惠金融发展不足、制造业

基础薄弱及数字经济水平不高等挑战，这一环境构

型依然能有效促进中小体育企业创新。该组态的一

致性为0.775，表明其在解释创新发展驱动上具有较

高的可靠性；原始覆盖度为0.338，意味着在所有高

创新驱动的案例中该路径占比为33.8%。在此组态

下，政策支持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手段，直接

或间接地促进了中小体育企业创新活动。同时，体

表2　单一必要条件的分析结果

Tab.2　Analysis results of individual necessary conditions

前因条件
高创新发展 非高创新发展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政策支持 0.789 0.773 0.268 0.614

～政策支持 0.606 0.261 0.901 0.909

普惠金融 0.774 0.669 0.315 0.638

～普惠金融 0.581 0.266 0.836 0.896

制造业水平 0.716 0.657 0.303 0.651

～制造业水平 0.620 0.275 0.840 0.874

体育产业集聚 0.738 0.702 0.302 0.674

～体育产业集聚 0.658 0.287 0.866 0.885

创新投入 0.697 0.638 0.348 0.685

～创新投入 0.612 0.272 0.842 0.917

数字经济水平 0.824 0.689 0.350 0.685

～数字经济水平 0.623 0.290 0.841 0.918

商业信用环境 0.773 0.643 0.335 0.653

～商业信用环境 0.584 0.273 0.817 0.894

注：～ 代表逻辑运算的“非”

表3　高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发展驱动的制度环境组态

Tab.3　Higher Configuration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l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Enterprise in Sports

前因条件

高创新发展的驱动路径

政策—市场—技术补充型 政策—市场—技术联动型 政策—技术补充型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a 组态 3b 组态 3c

政策支持 ● ● · ⊗ ⊗

普惠金融水平 ⊗ ● ● ● ●

制造业水平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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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体育产业生态系统。区域创新投

入的增加，加强了中小体育企业获取创新知识的能

力，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多层面的实现途径。这

一组态的典型案例为山东省和重庆市等地区。以山

东省为例，作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省份，该省

在推进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尤其是专精特新体育企

业的孵化与成长方面，展现了政策支持的效力与体

育市场基础的深厚。2023年，山东省财政部门安排

的工业转型发展资金达到20.28亿元，重点技术攻

关资金高达38亿元，同年工业投资的年增长率达到

14.6%显著超出全国平均水平，较高的财政投入旨

在支持技术创新和实体经济，其中不乏对体育产业

的大力扶持。此外，通过实施技术改造提升行动、产

业链提升工程，以及推出工业强县激励政策等措施，

山东省不仅解决了产业链中的主要短板和关键部件

前因条件

高创新发展的驱动路径

政策—市场—技术补充型 政策—市场—技术联动型 政策—技术补充型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a 组态 3b 组态 3c

体育产业集聚 ● ● ⊗ ⊗ ·

创新投入 ● ● ⊗ ⊗ ·

数字经济水平 ⊗ ● ● ● ●

商业信用环境 ⊗ · ⊗ · ·

一致性 0.775 0.933 0.831 0.754 0.848

原始覆盖度 0.338 0.465 0.276 0.335 0.288

唯一覆盖度 0.071 0.159 0.032 0.060 0.026

总体一致性 0.793

总体覆盖度 0.690

注：●或·表示该条件存在，⊗或⊗表示该条件不存在，●或⊗表示核心条件，·或 ⊗表示边缘条件。空白表示该条件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

2-1 - - 2-2 - - 2-3 -

图2　中小体育企业创新驱动的制度环境的三种核心构型

Fig.2　The core configuration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driven by innovation of SMEs in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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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小体育企业高创新驱动的典型案例

Fig.3　Typical cases of high innovation driven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MEs in Sports

育产业的集聚对创新起到了显著的引导作用，促成

续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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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还有效提升了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

特别是在体育产业领域，山东省积极建设了体育产

业园区、孵化基地和众创空间等新型创业服务平台，

引导中小体育企业沿着“专精特新”的发展道路前

行，显著提高了体育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为

体育企业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促进了体育产品

的创新和多样化发展。因此，该省在专精特新体育

企业数量上位列全国前列，涌现出16家专精特新体

育企业。

第二，政策—市场—技术联动型。政策—市

场—技术联动型环境构型（图2-2）揭示了在政策支

持加强、普惠金融水平提升及体育产业聚集度增加

的背景下，结合良好的制造业基础与商业信用环境，

对于专精特新体育企业的培育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

用。首先，一个积极主动的政策环境为企业提供了

解决问题、减轻负担及获得支持的有效途径，增强了

中小型体育企业的发展活力与市场适应能力。其

次，市场环境的优化提高了中小型体育企业在生产

与运营过程中的持续性、稳定性及可靠性，促进了企

业盈利能力与市场竞争力的增强。最后，一个充满

创新活力的技术环境为企业提供了培育与巩固技术

优势的基础，推动了更多专精特新体育企业的有效

孵化。这一组态能够解释约46%的样本案例，其独

特性对案例解释力的贡献大约为15%，以浙江省与

江苏省为代表。以浙江省为例，强大的企业促进政

策环境、繁荣的市场条件及持续的技术创新共同营

造了一个有利于专精特新体育企业孵化与成长的生

态环境。政策方面，浙江省政府推出了多项旨在促

进体育产业发展的措施，如优化政策包与要素保障

清单，安排省级财政资金以支持体育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这些政策不仅为体育企业提供了直接及间接

的财政支持，也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例

如，《2024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通

知》中进一步优化政策包与要素保障清单，安排省

级财政资金1 023.6亿元，以支持市场主体的创新发

展，培育新的生产力，强调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催

生具有核心技术与市场竞争力的高成长企业。技术

创新方面，浙江省科技厅推出了包括“科技惠企10

条”与“科技助稳20条”在内的多项科技创新政策，

以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为体育企业创新

提供了优良的环境，激发了企业的创新动力。此外，

数字体育产业的创新发展工程也成为浙江省政策支

持的一个重要方向，推进体育产业的数字化进程，深

化了浙江省体育产业名录数据库与全域户外运动智

慧信息平台的建设，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体育企

业的创新能力与市场竞争力。至2023年，浙江省在

体育领域拥有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3家体

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体育场馆建设与运营、特

种体育护具生产、复杂体育装备制造等领域取得的

创新成果，充分体现了制度环境对中小体育企业创

新的有效支持以及其在推动产业生态良性发展中的

关键作用。特别是作为文体科技领域的集成方案提

供商，大丰实业（前身为余姚市视听器材厂）自1991

年成立至2023年，该企业获得了667项专利，包括

64项发明专利，在全球成为第四家获得国际TüV认

证的数据处理系统企业，并被评为国家级知识产权

示范企业。

第三，政策—技术补充型。在政策—技术补充

型环境构型（图2-3）中，普惠金融和数字经济的发展

成为核心驱动力，尤其是在地方创新投入不足和核

心技术环境缺乏的背景下。这一路径展现了普惠金

融与数字经济的协同效应，共同构成了“政策—技

术”驱动型路径，该路径由三个不同的制度环境组

态（3a、3b、3c）组成。

首先，在3a组态中，普惠金融和数字经济作为

双重核心动力，配合政策支持和制造业发展，突破

了市场和文化的约束，促进了专精特新体育企业的

孵化。该路径的一致性指标为0.754，原始覆盖度达

到0.335，以福建省作为典型代表。福建省的政策

支持在多个层面体现，涵盖了成本降低、创新促进、

关键要素保障、问题解决以及转型助力等方面。截

至2023年9月末，福建省累计投放的创业担保贷款、

技改贷款及乡村振兴贷款总额达1 500亿元，惠及

约2.3万家主要为民营小微企业的经营主体。科技

创新投入方面，福建省的科技活动人力资源投入在

2020年位居全国前列。在此政策及技术支持下，福

建省孵化出一批在体育新材料领域展现出强大创新

能力的专精特新企业。

其次，3b组态中制造业发展水平和商业信用环

境起到辅助作用，该路径的一致性为0.848，解释了

28%的案例。典型的省市包括北京和天津，其中北

京市通过政策措施有效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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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小企业首次贷款的补助以及小微企业融资担保

业务的降费奖补措施，显著降低了中小体育企业的

运营成本。同时，北京地区的智能供应链通过快速

匹配供需，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工业互联网平台企

业及大型企业满足中小企业的差异化需求，加速了

中小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这些政策

和措施促进了中小体育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成本

降低和效率提升，培育出多家在体育赛事直播 /转

播、运动医学整体解决方案、辅助训练系统等领域的

专精特新体育企业。

最后，3c组态展示了在体育产业集聚和良好的

商业信用环境下，即便面对制造业布局较少的挑战，

也能推动专精特新体育企业的培育。该组态的一致

性指标为0.848，凸显了体育产业集聚和商业信用环

境对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性。以上海市为

典型案例，孵化出一批在智能康复设备、健身器材技

术研发与生产制造领域的专精特新体育企业。这些

企业利用上海市的商业信用环境优势和体育产业集

聚优势，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成功突破市场竞

争和行业发展瓶颈，成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体育企业。

3.2.2　非高创新发展的驱动组态

产生非高创新发展水平的组态包括两条路径，

即组态4和组态5，总体一致性达到0.781，总体覆盖

度为0.952，说明这两条路径能够解释95.2%的非高

创新水平案例（表4）。

组态4反映了在缺乏政策支持和良好信用环境

下，中小体育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在这类政策和

文化环境的空白区域，企业缺乏有效的政策引导和

支持，同时不完善的信用体系阻碍了中小体育企业

获取关键资源和市场信任，限制了它们的创新能力

和发展潜力。组态5揭示了较低的制造业水平、较

少的创新投入以及受限的商业信用环境等制约因素

构成了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技术环境和文化环境

的核心短板。这意味着中小体育企业不仅面临薄弱

的制造业基础和创新资源的缺乏，还需应对商业信

用环境不佳等挑战。这些综合因素导致中小体育企

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难以获得优势，其创新发展

及转型升级面临较大阻碍。

中小体育企业非高创新驱动的典型地区包括吉

林、辽宁、新疆、内蒙古、青海、黑龙江、贵州、甘肃、山

西及陕西等。这些省（自治区）外部制度环境的驱动

力需要进一步加强，应致力于营造有利于中小体育

企业深入钻研和精细化作业的外部环境，并增强对

中小体育企业市场导向和支持力度。此外，积极构

建创新协同、产能共享及供应链互联的产业生态系

统尤为关键。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推动中小体育企

业紧随技术变革脚步，在创新探索中寻求并把握市

场的竞争优势，从而孵化更多专精特新体育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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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小体育企业低创新驱动的典型案例

Fig.4　Typical cases of low innovation driven in SMEs in Sports

3.3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本研究关于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驱动

路径的结论的稳健性，本研究依据杜运周等［56］提出

的评价标准，通过调整一致性水平来检验研究结果

的稳定性及可靠性。具体而言，研究在输出条件组

态结果前，将一致性阈值由0.75调整至0.8，并维持

表4　非高专精特新体育企业驱动的制度环境条件组态

Tab.4　Non Higher Configuration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SMEs in Sports

前因条件
非高创新驱动路径

组态 4 组态 5

政策支持 ⊗ ⊗

普惠金融水平 ⊗

制造业水平 ⊗ ⊗

体育产业集聚度 ⊗ ⊗

创新投入 ⊗

数字经济水平 ⊗

商业信用环境 ⊗ ⊗

一致性 0.958 0.976

原始覆盖度 0.760 0.678

唯一覆盖度 0.203 0.021

总体一致性 0.781

总体覆盖度 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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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处理方法不变，新的组态结果见表5。对比分

析发现，除组态2由于提高一致性阈值而筛除了一

组案例外，其组态数量和存在条件均未发生改变，条

件组态分析的结果与原组态分析结果一致，证实了

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5　高专精特新企业创新驱动的制度环境组态（稳健性检验）

Tab.5　Configuration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l for specialized and 
sophisticated enterprises that produce novel and unique  

products （robustness test）

前因条件
组态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a’ 组态 3b’ 组态 3c’

政策支持 ● ● · ⊗ ⊗

普惠金融水平 ⊗ · ● ● ●

制造业水平 ⊗ ● · · ⊗

体育产业集聚 ● ● ⊗ ⊗ ·

创新投入 ● ● ⊗ ⊗ ·

数字经济水平 ⊗ · ● ● ●

商业信用 ⊗ · ⊗ · ·

一致性 0.775 0.901 0.831 0.754 0.848

原始覆盖度 0.338 0.483 0.276 0.335 0.288

唯一覆盖度 0.071 0.082 0.032 0.060 0.026

总体一致性 0.801

总体覆盖度 0.672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本研究采用组态分析方法，在多重制度环境框

架下探讨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驱动路径，并深

入分析了影响专精特新体育企业孵化的多重因素。

第一，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阻碍是缺

乏有效的政策支持和金融支持，这限制了企业的创

新加速能力。第二，促进专精特新体育企业孵化的

五种制度环境组态，并根据核心条件将其归纳为政

策—市场—技术补充型、政策—市场—技术联动

型及政策—技术补充型三种组合制度环境。第三，

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政策环境和技术环境对

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起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本研

究的边际贡献在于，提供了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培育

的新理论视角、扩展了体育领域专精特新企业的相

关研究，并通过识别影响这些企业创新发展的外部

制度环境因素以及如何促进中小体育企业向专精特

新转型升级，为外部环境驱动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

体育领域的证据。

4.2　启示

本研究的结论为政府部门和中小体育企业提供

了实践指导意义。对于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一是，基

于本地体育产业的特性，鼓励和支持体育产业创新

项目的开发，加强对体育企业深入攻关体育产业链

的关键技术的战略性引导，推出针对性的专精特新

体育企业培养计划，为具有创新潜力的中小体育企

业提供财税优惠、金融支持力度等措施缓解企业创

新过程中的资金压力。二是，在具有体育领域技术

和品牌优势及发展潜力的地区，相关政府部门应进

一步加强市场开拓与品牌建设的支持，为中小体育

企业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与提升品牌影响力提供

助力。三是，引领建立体育产业科技创新交流平台，

促进产业链内领军企业与中小体育企业在攻关核心

技术问题上的合作，形成协同创新生态，增强中小体

育企业创新动力，以此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体育企业，

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于中小体育企业，创

新发展战略不仅是保持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更是

实现专精特新转型升级的关键。企业应充分利用政

策红利和外部资源，加强技术研发和差异化竞争策

略，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应用，加速在

体感技术、赛事转播制作、智能体育场馆、电子竞技

和体育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领域的技术突破，实现

市场竞争中的梯度提升。此外，还需通过加大研发

投入优化研发团队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与科

研机构及高等院校建立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加

速体育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与商业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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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ways for SMEs in Sports: A Configuration Analysis 
of Specialized and Sophisticated Enterprises that Produce Novel and Unique 

Products in Sports in the Context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GUAN Jianliang, HUANG Haiyan, WANG Xi, ZHAO Shuto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Sports and Health Industry，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SEMS）in sports are vital forces for enhanc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sports industry，with sports enterprises that use special and sophisticated technologies to 
produce novel and unique products being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of innovative SMEs in Sports. This study adopts an integrat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multipl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utilizes the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to examine 58 "little giant" firms in the sports field. The goal is to reveal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ways of SMEs 
in Sports and their synergistic effects. The findings are： ① Sound policy support constitutes a necessary foundation for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MEs in Sports，and its absence becomes a major obstacle to the cultivation of specialized 
and sophisticated enterprises that produce novel and unique products in Sports. ② The configurational analysis reveals five 
pathways for cultivating specialized and sophisticated enterprises that produce novel and unique products in Sports，which，
based on a diverse combination of core conditions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innovation 
pathways for SMEs in Sports：policy-market-technology supplement，policy-market-technology linkage，and policy-technology 
supplement. Finally，to promote more SMEs in Sports to transform and upgrade towards specialized and sophisticated 
enterprises that produce novel and unique products，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proposed for governments and SMEs in Sports. 
Key words：sports enterprises； corporate innovation； sports industry；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