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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cro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specialized, refined, and innovative enterprises to solve the bottleneck problem and achieve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ized, refined, innovative and innovative enterprises is currently a hot topic 
in academic research, but the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mechanism of specialized, refined, innovative 
and micro innovation is not deep enough. The study used data statistics, K-Means clustering analysis, and random effects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s. Using data from 1556 specialized and innovativ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1 to 2021, the study conducted 
discrimination of micro innovation in specialized and innovative enterprises, basic description of micro innovation in specialized and 
innovative enterprises, and strategic selection of micro innovation in specialized and innovative enterprises. The study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cro innovation and R&D investment.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specialized, refined, and innovative enterpris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 of high R&D investment in micro innovation, and exhibit higher gross profit margins and growth potential 
compared to general specialized, refined, and innovative enterprises. The micro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technological efficienc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micro innovation process. The study describ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specialized, refined, and innovative enterprises,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micro innovation to promot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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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精特新企业微创新发展报告与战略选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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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微创新是专精特新企业破解“卡脖子”问题实现技术跨越的重要途径。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
当前对于专精特新微创新的发展现状和机制理解尚不够深入。研究采用了数据统计、K-Means聚类分析和随机效应回归分
析方法，使用2011—2021年，1556家专精特新上市企业数据，进行了专精特新企业微创新的判别、专精特新企业微创新的
基本画像描述、专精特新企业微创新的战略选择等分析，探究了微创新与研发投入的关系。研究表明，专精特新企业微创
新具有较高的研发投入的特点，相较于一般的专精特新企业呈现出更高的企业毛利率和成长性。企业的微创新与企业的治
理结构密切相关，技术效率对微创新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对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描绘，并为微创新促进企
业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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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专精特新企业在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增长和解决关

键技术依赖问题中起到了核心作用，通过强化专业化、精细

化、特色化及创新化，这些企业提升了市场竞争能力并不断

加强技术创新 [1]。鉴于中小企业面临资源限制，传统的创新

模式—耗时且成本高昂—对它们来说并不合适，因此需采纳

更加灵活、迅速的创新方法。微创新，作为一种新型的、低

成本且快速实施的创新模式，在数字时代对于专精特新企业

来说尤为重要。与传统创新不同，微创新起源于中小企业，

强调与用户互动，针对性地对产品和服务进行快速优化以提

升体验和满意度，它利用已有市场验证的基础上进行小步快

跑式的持续改进，旨在实现“小步快跑”带来的技术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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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新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基于突破性创新和渐进性

创新分类的全新的创新思维与方法。微创新最初由乔布斯提

出 [2]，相较于传统创新模式，微创新通常更注重细分市场和

特定用户群体的需求，以用户体验最大化为目标，从产品、

工艺、服务和商业模式等多方面进行小规模的改进来满足用

户的特定需求 [3]。微创新重视迭代试错，强调从生产、管理、

技术等一个或几个方面进行持续快速迭代 [4]，实现从持续的

“小碎步”到“大跨步”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本研究采用数据统计、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等方法，对

1556 家上市专精特新企业进行深入分析，探讨了它们的微创

新特征、战略选择、研发投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相关性。研究

旨在为专精特新企业微创新的现状、特征和发展规律提供实证

分析，进而提出促进这些企业微创新能力的方法与策略。通过

这一过程，本研究不仅描绘了专精特新企业的微创新优势与挑

战，也试图为中国特色的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实用的参考。

2 专精特新上市企业微创新现状与分析

2.1 专精特新企业微创新的判别标准
在现有研究中，通常使用专利作为技术创新产出和绩

效的衡量方法 [5,6]。也有学者指出，不同类型的创新模式可

以用不同类型的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专利）衡量其

产出 [7,8]。然而，如何判别企业是否采取了微创新的创新模

式是一项难题，部分研究从用户意见、及时改进、逐步改

良和迭代升级这四个题项来构建调查问卷对企业的微创新

进行测量 [9]。但是构建调查问卷进行度量的方法主要缺陷在

于，问卷结果存在较大的主观性。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对

上市公司年报进行文本分析并进行关键词词频统计以判断

企业采取的创新行为模式 [10]。基于以上研究和微创新的特

点，本研究认为可以结合以下两个方法建立专精特新企业微

创新的判别标准。

①文本分析：通过 Python 的“jieba”分词工具处理

2011—2021 年 1556 家专精特新上市企业年报，识别“微创

新”“迭代创新”等关键词频率。将高于平均频率的企业视

为更倾向于微创新的样本。

②专利网络分析：利用 Incopat 数据库收集企业的专利

引证数据，构建专利引用网络。筛选自引次数高，表现出持

续内部专利引用模式的企业，视其为微创新倾向明显的样

本。图 1 中每一个小圆点代表企业的一个专利，如果企业新

申请的专利引用了企业自身的专利，就画一条有方向的箭

头，图中的企业自引专利次数多并且存在专利之间的持续引

用行为，认为其微创新特征相对比较明显，是倾向于进行微

创新的样本企业。

本研究认为这两种条件同时满足的企业更倾向于开展

微创新。经过计算，最终得到 331 家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微创

新，占总样本的 21.3%。本研究将这 331 家企业命名为微创

新企业，作为样本企业展开分析。

 
 图 1 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利引用网络

2.2 专精特新企业微创新的现状

2.2.1 与企业规模的关系
根据 Wind 数据库对企业规模的分类标准，将企业分为

大中小型企业。观察图 2 发现，总样本和微创新企业中，中

小型企业占比都超过了 70%。对比两图可以发现，微创新

企业中大、中型企业的占比更高。

图 2 总样本企业和微创新企业的企业规模占比图

2.2.2 毛利率分布
本研究从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两个方面对微创新企业

进行分类，分别统计总样本企业和微创新企业 2021 年的毛

利率，并把毛利率分成 10 个区间，观察企业的毛利率在 10

个区间内的分布情况。

在 2021 年的数据分析中，观察到企业年龄不足 15 年

的微创新型企业的毛利率普遍高于同年龄段的总体样本企

业。具体如图 3 所示，微创新企业中有 25% 的企业了超过

50% 的毛利率，而在所有专精特新上市公司中，这一比例

为 20%。进一步细化数据，微创新企业的毛利率中位数为

38.03%，较总样本企业的 34.31% 高出 3.72 个百分点；平均

毛利率为 40.12%，也超过后者的 36.96% 整整 3.16 个百分点。

这一对比明显展示了，年轻的微创新企业相较于一般的专精

特新企业，在利润上拥有明显优势。

从 2021 年的数据来看，中型的微创新企业毛利率高于

总样本企业。如图 3 所示，中型的专精特新微创新上市公

司 2021 年毛利率平均值 37.40%，高于中型的总样本企业

（36.23%）1.17 个百分点。但是大型和小型的微创新企业

毛利率与总样本企业区别不显著。这一现象揭示了微创新模

式对两大要素的平衡需求：一方面，企业需要为微创新模式

的实施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另一方面，企业在微创新实施

过程中需要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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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企业成长性
①销售成长性。企业的销售成长性通过营业收入增长

率来衡量。从 2019 年到 2021 年微创新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

不断提高，并且营业收入增长率的中位数高于总样本。如图

4 所示，2021 年微创新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和前两年相比有

明显的提高。2019 年和 2020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的中位数分

别为 16.0% 和 16.1%；2021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的中位数上

涨到了 26.27%，而总样本 2021 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的中位

数为 25.7%。

②产品盈利成长性。企业的产品盈利成长性通过毛利

润增速来衡量。从 2019 年到 2021 年微创新企业毛利润增速

不断提高，并且毛利润增速的中位数高于总样本。如图 4 所

示，2019 年和 2020 年毛利润增速的中位数分别为 17.96%

和 11.64%；2021 年毛利润增速的中位数上升为 20.51%，而

在总样本中 2021 年的毛利润增速的中位数为 18.47%。

③公司盈利成长性。从 2019 年到 2021 年微创新企业

净利润增长率有所下降，总样本企业净利润增长率具有相同

趋势。如图 4 所示，2019 年和 2020 年净利润增长率的中位

数分别为 28.4% 和 24.4%，总样本企业的净利润增长率的中

位数分别为 22.6% 和 28.9%；2021 年微创新企业净利润增

长率的中位数下降为 15.57%，同期总样本企业的净利润增

长率的中位数为 17.1%。

3 专精特新企业微创新与战略选择

对于微创新企业的战略选择识别，采用郭斌 [11] 的方法，

分别计算企业在 “专”“精”“特”“新”四个特征维度

上的得分，并根据得分采取聚类分析方法对微创新企业战略

进行聚类。

3.1 微创新企业战略类别识别
论文对 1556 家总样本企业和 331 家微创新上市企业分

别进行企业战略类别的识别，从而观察总样本企业和微创新

企业在战略类别的选择上的不同。

 

图 3 2021 年微创新企业与总样本企业毛利率分布对比

图 4 微创新企业增长率分布（家）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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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专”“精”“特”“新”四个特征维度上的

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运用 stata17 软件的 K-means 聚类法

将“专”“精”“特”“新”四个变量分别分为 2、3、4、5、6、

7 类。采用聚类停止法则探索聚类数量，即采用 cluster stop

计算 Calinski 指数，利用默认的 Calinski 指数来判断最佳分

类数。

微创新企业最终形成组内距离最小、组间距离最大的 4

个群组（Calinski-Harabasz 得分为 100.92），而总样本企业

聚类为 6 个群组（Calinski-Harabasz 得分为 627.53）。

表 1 概括了微创新企业战略的聚类结果，其中包括了 4

个群组和微创新企业全体样本在“专”“精”“特”“新”

四个维度的均值。表 1 概括了专精特新总样本企业战略的

聚类结果，其中包括了 6 个群组和专精特新企业总样本在

“专”“精”“特”“新”四个维度的均值。

对比两张表可以发现，微创新企业总样本均值在“专”、

“特”和“新”三个维度上均高于专精特新企业总样本均值。

对比微创新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战略类别可以发现，微创新

在创新战略中“新”的均值非常高，并且这个战略类别是微

创新企业独有的，即企业更加关注技术创新。精特战略也是

专精特新企业所不具有的，即企业更加关注新的产品特性并

且在改进产品中注重技术效率，快速的迭代。

如图 5 所示，微创新企业全体样本均值在“专”、“特”

和“新”三个维度上均高于专精特新企业总样本均值，在“精”

的维度上略低于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战略的微创新企业“新”

维度明显高于微创新企业全体样本平均水平和参照组水平，

说明采用创新战略的微创新企业更加注重研发投入和专利

研发。精特战略的微创新企业“精”“特”的维度高于微创

新企业全体样本平均水平和参照组水平，说明采用精特战略

的微创新企业更加注重技术效率和差异性。专精战略的微创

新企业“专”“精”的维度高于微创新企业全体样本平均水

平和参照组水平，说明采用精特战略的微创新企业更加注重

主营业务收入和技术效率。

表 1 专精特新企业与微创新企业战略聚类结果

企业数量 “专” “精” “特” “新” 战略类别

群组 1 139 45.95 7.52 12.92 19.65 参照组

群组 2 77 58.60 7.16 13.24 51.53 创新战略

群组 3 28 49.04 8.79 54.79 26.88 精特战略

群组 4 87 84.72 7.73 12.33 20.99 专精战略

总样本 331 59.35 7.60 16.38 28.03

企业数量 “专” “精” “特” “新” 战略类别

群组 1 609 50.20 7.77 11.38 18.07 参照组

群组 2 8 60.10 54.03 10.86 14.19 专精偏精

群组 3 221 68.53 8.29 9.65 18.92 专精均衡

群组 4 403 93.58 7.95 9.97 19.37 专精偏专

群组 5 68 47.88 7.26 50.49 26.57 特新战略

群组 6 247 57.49 7.31 10.55 52.99 专新战略

总样本 1556 55.51 8.03 12.34 24.43

图 5 微创新企业与总样本企业四维特征雷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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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同专精特新微创新企业战略的行业分布
比较采取不同战略的微创新企业在行业上的分布。图 6

表明，采取创新战略的微创新企业多数为信息技术行业或工

业行业，分别占该战略总企业数的 57.1% 和 33.8%，分布相

对集中。说明信息技术行业和工业行业的企业在“创新能力”

维度表现突出。采取精特战略的微创新企业大多位于工业行

业，占该战略总企业数的 39.3%。在医疗保健行业，采取精

特战略的企业数量明显高于其他战略类别，说明精特战略更

适合于该行业企业。采取专精战略的微创新企业大多位于工

业行业和材料行业，占该战略总企业数的 34.5% 和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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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参照组与各战略类别的企业所属行业占比

4 微创新与研发投入的关系

通过对微创新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战略类别可知，微

创新企业更加关注技术创新。因此分别分析总样本企业和微

创新企业在研发投入上的区别，可以了解微创新企业的创新

研发投入程度。

在筛选样本时，本研究排除了数据不完整的上市公司，

包括那些未披露研发投入的企业。依据国泰安（CSMAR）

数据库资料，选取了 812 家作为总样本企业，以及 282 家

微创新企业进行分析。如图 7 所示，在 2020 年至 2021 年

间，大部分微创新企业的研发强度集中于 0%~5%，微创新

企业研发强度的中位数持续上升，从 2020 年的 6.01% 提高

到 2022 年的 6.44%，明显高于总样本企业中位数。数据反

映了微创新企业对研发投入的增加，显示出其不断增强的研

发重视程度。

数 据 表 明， 微 创 新 企 业 的 研 发 人 员 占 比 分 布 在

20%~50% 的明显多于总样本企业，相比之下，总样本企业

研发人员占比更集中于 10%~20%。这表明微创新企业在人

员构成上，研发投入人员的比重更大。

根据国泰安（CSMAR）数据库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分类

标准，将研发投入分为研发投入费用化和研发投入资本化。通

过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投资者能够更准确地了解企业的研发

信息，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外部研发投资和知识资源 [12]。 

分析企业的研发资本化可以更好地衡量研发投资的效果，从

而提供决策支持。

相较于总样本企业，微创新企业研发投入资本化分布

曲线整体右移，这说明微创新企业研发投入资本化程度更

高。根据刘金林的研究，研发投入资本化程度越高，越能促

进企业的创新活动。因此微创新企业的创新活动更显著。

不同战略选择的企业，其研发投入不相同。在选取样

本时，剔除未披露研发投入以及研发人员数据或数据不全的

公司，最终得到 201 家微创新企业，分别求出不同战略下微

创新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以及平均研发强度。

如表 2 所示，在微创新企业中，创新战略下的企业研

发投入和研发强度明显高于其他战略下的企业，且随着年份

的增加，研发投入和研发强度也呈现增长趋势。这说明创新

战略下的企业更注重企业的研发创新，且微创新企业逐年提

高了对研发投入的重视。

图 7 微创新企业与总样本企业研发强度比例分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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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的研究多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

微创新行为进行识别，以此作为创新型中小企业的特性 [13]，

缺乏更符合微创新内涵的定量筛选方法。本研究构建了定量

方法实现了对微创新企业的筛选，并通过数据分析给出以下

结论：

首先，微创新是专精特新企业实现持续性成长的重要

驱动力。专精特新企业应将微创新作为企业成长的重要战

略。数据分析表明，微创新能够提高企业的毛利率和企业成

长性。微创新通过对现有产品、服务、流程和工具进行一系

列小改进，来促进公司的增长或改善，这些小变化主要集中

于提高公司的生产力和绩效，以及产品、服务效率和用户体

验，最终实现颠覆式创新，为企业竞争带来优势，成为行业

的领跑者 [14]。

其次，研发投入是专精特新企业通过微创新实现企业

绩效增长的关键。本研究发现，单次微创新的“低成本”并

不肯定意味着通过微创新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低成本，这提

供了对微创新与传统观点相悖但更完整的认识。专精特新企

业一方面应该保证在资金和人员方面的投入，另一方面也可

以通过提高研发投入资本化程度，促进企业通过持续的创新

活动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

最后，在微创新企业中需要提升企业的技术效率。由

于微创新方向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将导致技术效率下降。

为了提升微创新企业的整体技术效率，有必要弥补销售成本

利润率和技术效率方面的短板。这可以通过加快产品迭代效

率、加强产品变现能力等途径来实现。此外，还可以考虑以

下建议以进一步优化技术效率：加强市场调研与用户反馈机

制，深入了解用户需求，及时调整产品策略，从而提升产品

的市场响应速度；通过培养一支具备前沿技术知识的团队，

提升技术效率与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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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微创新企业战略组平均研发投入和平均研发强度

企业数量
平均研发投入（单位：万元） 平均研发强度（单位：%）

2020 2021 2022 2020 2021 2022

参照组 76 5615.20 7778.77 9092.24 5.60 5.69 6.41

创新战略 49 7644.80 11834.83 14347.98 13.95 15.64 18.18

精特战略 22 8887.01 12837.47 13715.98 8.23 10.42 10.71

专精战略 54 4778.56 7262.19 8407.92 6.29 6.64 7.21

总样本 201 6243.32 9182.47 10695.72 8.11 8.89 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