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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智赋能的发展道路能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突破和跨界融合，进而影响其专精特新成长。本文揭

示了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数智赋能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成长的作用机理，本文基于366份
企业问卷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数智赋能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成长的影响机制以

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 数智赋能作为当前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对技术创新

活动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 技术创新在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

中介角色。具体来说，技术创新作为数智赋能与企业成长之间的桥梁，有效传递了数智化转型带来的积

极效应，促进了企业整体竞争力和成长潜力的提升。本研究拓展了数智赋能、技术创新与专精特新企业

成长领域的研究视野，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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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path empowered by digital intelligence can promote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and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base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ereby af-
fecting their specialized and innovative growth.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mechanism of the rol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in the specialized and innovative growth of technology-base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under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366 
enterprise questionnaire data, this article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digital intelli-
gence empowerment on the specialized and innovative growth of technology-based small and me-
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using structural equa-
tion model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Digital 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as an im-
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current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has a significant posi-
tive promoting effect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tivities. 2)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ys a cru-
cial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growth process of technology-base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at specialize in innov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Specificall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erves as a 
bridge between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enterprise growth, effectively conveying the positive ef-
fect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promoting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and growth potential of en-
terprises. This study expand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tech-
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growth of specialized and innovative enterprises, providing theoreti-
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enterprise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apidly chang-
ing market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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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蓬勃发展与广泛应用，科技型中小企业正积极投身于这场数字变革的浪潮之中，

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数字化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工具，更是其成长壮大、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核心驱

动力[1]。数字赋能正深刻改变着企业的技术创新路径与效率提升机制，为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动

力。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传统创新模式正经历着智能化、高效化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数字

化技术的运用与创新成为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加速成长、脱颖而出的核心驱动力[2]。广泛的研究共识表明，

数字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赋能作用不容小觑。文献[3] [4]的研究均强调了这一点，揭示了数字化如何为

这些企业带来竞争优势与成长机遇。文献[5]更是从流程优化、成本控制及外部资源整合等多重视角，阐

述了数字技术在助力中小企业成为行业领头羊方面的显著成效。面对企业发展的新机遇与挑战，企业必

须以创新为引领，科学有效地将数智赋能与“专精特新”相结合[6]。展望未来，数字化浪潮将继续推进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与创新。在这一进程中，那些能够紧跟时代潮流、科学运用数字技术的企业，将

有望实现高质量的专精特新成长，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

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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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数智赋能与技术创新 

“数智”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更是引领战略转型的新兴资源，促使制造企业不

断革新组织的行为模式，让多元创新融入企业经营的每一个环节[7]。“万物互联”智能生态蓝图的蓬勃

兴起促进了企业的创新活动，激活了企业内、外部的诸多资源，通过赋能，最终实现生态体系内价值共

创的宏伟目标[8]。而关于数智赋能路径的进一步细化，经过管理模式的革新、技术的驱动以及组织结构

的适应性的调整，企业可由此提升生产和经营效率，更紧密地与市场联系[9]。在持续的技术创新和跨界

融合中，其组织结构逐渐呈现出扁平化、去中心化的趋势，从而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这种变

革的背后，数智技术成为了实体与虚拟世界间不可或缺的桥梁，不断推动并重塑着企业的运营模式和商

业逻辑。同时，数智技术还为企业打造了一个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创新生态，提供了集成式的解决方

案，助力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企业通过对海量离散信息的梳理，将其淬炼成能够敏

锐捕捉市场动态的精准数据，以此为基础，为客户提供既个性化又贴合场景的贴心服务[10]。借助工业互

联网平台的强大功能，为客户量身定制虚拟式的方案，并采用通过远程方式来监控的数智化手段，不断

深入挖掘目标客户的潜在需求，为其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服务，不断地提升客户的满意度[11]。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数智赋能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2. 数智赋能与专精特新成长 

在企业成长的视野中，沿用 Penrose [12]与 Wiklund 等[13]的经典理论脉络，专精特新企业的崛起同

样遵循着资源与知识累积以构建竞争优势的普遍路径[14]。然而，其独特之处在于，这些企业聚焦于持续

创新，力求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并以此为钥匙，解锁新市场的大门。这一过程不仅融合了技术的社会物

质性，还巧妙地将产品与客户体验的应用场景相联结，使得企业能够围绕核心技术，灵活拓展多元化应

用场景的产品与服务[15]，并走上了专精特新成长的发展道路。它们不仅跨越了细分市场的局限，更超越

了资源简单堆砌的成长陷阱，踏上了由创新驱动的持续增长之路。在数字化转型大潮下，数字化技术应

用和创新已经成为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必要动力，数智赋能也得到了深度践行，更给中小企业走向

专精特新铺就了一块坚固的基石。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数智赋能对专精特新成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3. 技术创新与专精特新成长 

技术创新，作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早已被学界与企业界视为塑造专精特新企业核心

竞争力的基石。而创新能力正是这些企业立足市场、独树一帜的根本[16]。硬科技创新的高水平不仅加速

专精特新企业的飞跃式发展，还通过数字化深化与人才激励机制的正向作用，巩固了这一优势[17]。值得

一提的是，通过对专精特新“小巨人”司南导航的深度剖析，展现了关键技术从单点突破到全链乃至多

维集成创新的壮丽历程，这不仅是技术实力的飞跃，更是企业价值共创模式的革新[18]。在多元化需求交

织、市场环境日益复杂的今天，科技型中小企业愈发需要依靠技术创新来增强其经营效能与竞争优势。

技术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著[19]，而技术创新分为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两大维度，前者聚

焦于技术创新对新产品或服务的促进，后者则专注于技术创新对生产流程的革新与优化[20]。所以，在科

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为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技术创新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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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技术创新对专精特新成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4：技术创新在数智赋能对专精特新成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2.4. 理论模型 

本研究基于企业成长理论，特别是 Penrose [12]的资源基础理论以及 Wiklund 等[13]的动态能力视角，

构建了一个关于企业专精特新成长的理论模型。理论模型研究的核心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怎样通过持续创

新尤其是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和巩固自身竞争优势，最终走上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在模型中，作为重

要的外部推动因素，数智赋能不仅直接对企业专精特新成长产生了影响，而且，还间接影响科技型中小

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的专精特新成长。具体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图 1. 理论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着眼于数智赋能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成长的作用机理，为达成研究目的，调查企业必

须确保为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此研究者开展了以下工作： 
第一，按照国家 2017 年颁布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选择符合其中条件的企业作为调查对

象，具体方式是确认调查对象已纳入各省/直辖市“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与此同时，因为问卷内

容涉及到企业在创新以及专精特新方面的发展情况，所以为更好地保证样本数据的有效性，本研究将问

卷的填写人员主要限定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管理层人员。 
第二，由于我国面积巨大，地区差异显著，企业所处的区域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可能会对研究结果

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本研究对多个省份、多个地区进行问卷发放，以获取更为广泛的研究样本。 
本研究分为小样本调查数据收集和正式调查数据收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采用电话访谈和电子问卷

兼用的数据收集方式，主要是一方面为了收集数据，另一方面通过访谈获取调查对象对问卷的建议意见，

剔除掉填写人群不符或填写时间异常等无效数据后，得到问卷 152 份，将其随机分成两批数据，分别做

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的相关和回归数据大多数符合要求，于是可以大规模发放问卷

回收数据；第二阶段全部通过问卷星付费样本服务发放电子问卷进行数据收集，本阶段数据收集共进行

两轮回收，第一轮共收到结果 423 份，删除掉所有题项均选择某一个值、填写有遗漏或不规范的问卷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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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保证数据结果的真实严谨，采用人工查询和 Python 数据核对两种方式，再次检验问卷中的企业

是否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将不符合要求的问卷删除后，然后进行第二轮补充回收，最终得到有效问卷共

计 366 份。结果显示，问卷发放涉及的科技型企业主要来源于全国的一线、二线城市，问卷填写人群的

人口统计特征也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整体采样样本较好，具有一定的广泛性、普遍性。 
表 1 是样本企业的信息。如表 1 所示，就企业规模而言，绝大多数样本企业员工在 500 人以内，占

样本总数的 89.1%；企业所属行业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和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居多，

分别占样本总数的 27.9%、20.5%。从问卷填写人员的职务来看，绝大多数为基层管理人员及以上，占样

本总数的 98.6%。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表 1. 企业基本信息 

变量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企业年龄 

1 年以下 7 1.9 1.9 

1~3 年 30 8.2 10.1 

3~5 年 57 15.6 25.7 

5~8 年 114 31.1 56.8 

8~10 年 158 43.2 100 

员工人数 

20 人以下 11 3 3 

20~50 人 49 13.4 16.4 

51~100 人 101 27.6 44 

101~250 人 87 23.8 67.8 

251~500 人 78 21.3 89.1 

500 人以上 40 10.9 100 

所属行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8 2.2 2.2 

金属制品业 31 8.5 10.7 

仪器仪表制造业 22 6 16.7 

汽车制造业 6 1.6 18.3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02 27.9 46.2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6 9.8 56 

化学原料和化学品制造业 21 5.7 61.7 

通用设备制造业 14 3.8 65.6 

专用设备制造业 41 11.2 76.8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75 20.5 97.3 

其他 10 2.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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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公司年销售额 

10 万以下 8 2.2 2.2 

10~100 万 9 2.5 4.6 

101~300 万 64 17.5 22.1 

301~1000 万 90 24.6 46.7 

1001~1500 万 66 18 64.8 

1500 万以上 129 35.2 100 

职务 

普通员工 5 1.4 1.4 

基层管理人员 186 50.8 52.2 

中层管理人员 122 33.3 85.5 

高层管理人员 47 12.8 98.4 

企业老板 6 1.6 100 

3.2. 变量的测量 

3.2.1. 自变量：数智赋能 
数智赋能的测量借鉴了梁玲玲等[7]的研究，选取了资源数据化(ITER)、流程数字化(ITEP)和组织智

慧化(ITEO)三个维度，测量题项共 9 个题项，使用 Likert 7 点打分法进行打分。 

3.2.2. 中介变量：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TI)的测量参考胡昭玲等[21]、吴翠花等[22]的研究，结合本文将技术创新分为产品创新和

工艺创新，选取其中的七个题项进行测量，分别是“经常在式样、服务等方面创造新产品并在市场上销

售”“在现有技术基础上经常改进提高技术”“经常进行工艺流程改进”“在产品的研制上经常引入新

理念”“经常创造在性能上全新的产品并在市场上销售”“是本行业中开发和引入全新技术的企

业”“是新工艺技术的创造者”，使用 Likert 7 点打分法进行打分。 

3.2.3. 因变量：专精特新成长 
采用刘昌年和梅强[16]开发的量表，“专”、“精”、“特”、“新”四个方面共计 17 个题项，使

用 Likert 7 点打分法进行打分。 

4. 数据分析与结果 

4.1. 数据的正态性验证 

本研究将收集到的问卷数据进行了正态性检验，结果见表 2，发现所有样本数据的偏度绝对值均小

于 3，同时峰度绝对值均在 10 以内，这两项指标都满足正态分布所设定的建议值标准。说明本研究所

收集的量表数据呈现出正态分布的特性。 

4.2. 信效度分析 

4.2.1. 因子分析 
为了验证测量题目的适用性，本文进行了因子分析，即 Kaiser-Meyer-Olkin (KMO)测量和巴特利特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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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度检验。结果见表 3，KMO 值为 0.947 > 0.8，说明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此外，Bartlett 检验的

近似卡方值达到了 72255.812，自由度为 528，显著性水平为 0.000 (p < 0.001)。 
 

Table 2. Table of data normality analysis 
表 2. 数据正态性分析表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偏差 偏度 峰度 

R1 1 7 4.95 1.924 −0.928 −0.352 

R2 1 7 4.98 1.895 −0.898 −0.387 

R3 1 7 4.56 2.107 −0.571 −1.127 

P1 1 7 5.28 1.527 −1.151 0.734 

P2 1 7 5.33 1.627 −1.152 0.612 

P3 1 7 4.83 1.919 −0.913 −0.359 

O1 1 7 4.87 2.004 −0.817 −0.588 

O2 1 7 5.22 1.689 −1.079 0.269 

O3 1 7 5.29 1.728 −1.237 0.625 

TI1 1 7 5.01 1.766 −0.927 −0.232 

TI2 1 7 4.97 1.868 −0.886 −0.375 

TI3 1 7 4.86 1.825 −0.807 −0.41 

TI4 1 7 4.93 1.889 −0.859 −0.419 

TI5 1 7 4.93 1.837 −0.806 −0.392 

TI6 1 7 4.76 1.934 −0.742 −0.671 

TI7 1 7 4.76 1.864 −0.783 −0.502 

Z1 1 7 4.96 1.743 −0.976 −0.063 

Z2 1 7 4.96 1.903 −0.909 −0.326 

Z3 1 7 5.11 1.882 −1.013 −0.106 

Z4 1 7 5.02 1.737 −0.951 −0.04 

J1 1 7 4.95 1.767 −0.836 −0.282 

J2 1 7 4.98 1.824 −0.94 −0.167 

J3 1 7 5.01 1.763 −0.977 −0.032 

J4 1 7 5.04 1.801 −0.994 −0.022 

J5 1 7 4.99 1.857 −0.953 −0.239 

J6 1 7 5.04 1.914 −0.982 −0.215 

T1 1 7 5.04 1.813 −0.865 −0.322 

T2 1 7 4.65 1.927 −0.554 −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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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T3 1 7 4.81 1.758 −0.669 −0.634 

X1 1 7 4.89 1.849 −0.88 −0.302 

X2 1 7 5.05 1.791 −0.986 −0.131 

X3 1 7 4.74 1.943 −0.77 −0.698 

X4 1 7 4.9 1.833 −0.927 −0.347 

 
Table 3. KMO values and Bartlett spherical test results 
表 3. KMO 值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 

KMO 值 0.947 

Bartlett 球形检验 

χ2 72255.812 

df 528 

sig. 0.000 

 
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并结合最大方差法(Varimax)旋转对因子进行萃取，最终确定出 5 个

主要维度。结果见表 4，第 1 个维度解释了总方差的 39.702%，小于 40%，说明本文数据的同源方差问题

不严重。该维度的旋转载荷平方和为 9.753，累积贡献了 29.554%的方差。第 2 个维度的旋转载荷平方和

为 4.707，使得两个维度累积解释的方差达到 43.819%。第 3 个维度的旋转载荷平方和为 2.229，累积解

释方差达到 50.574%。第 4 个维度的旋转载荷平方和为 2.057，使得总的累积方差为 56.807%。第 5 个维

度的旋转载荷平方和为 1.981，使得总的累积方差为 62.810%。超过了 60%的建议值，这说明题目对维度

具有较高的解释能力。 
 

Table 4. Analysis table of total variance interpretation 
表 4. 总方差解释分析表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1 13.102 39.702 39.702 13.102 39.702 39.702 9.753 29.554 29.554 

2 2.853 8.645 48.346 2.853 8.645 48.346 4.707 14.265 43.819 

3 1.972 5.975 54.321 1.972 5.975 54.321 2.229 6.756 50.574 

4 1.473 4.463 58.785 1.473 4.463 58.785 2.057 6.233 56.807 

5 1.328 4.025 62.81 1.328 4.025 62.81 1.981 6.002 62.81 

4.2.2. 可靠性分析 
在本研究中，对多个维度的量表进行了内部一致性评估，以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克隆巴赫系数

(Cronbach’s alpha)是衡量量表内部一致性的关键指标，其值范围从 0 到 1，值越高表示量表的一致性越

好。根据表 5 结果，各个维度的克隆巴赫系数均超过了 0.6，大于一般可接受的 0.6 标准[23]，显示出良

好的内部一致性。总体克隆巴赫系数为 0.947，进一步证实了量表的高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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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Reliability analysis table 
表 5. 可靠性分析表 

维度 项数 克隆巴赫系数 总体克隆巴赫系数 

资源数据化 3 0.742 

0.947 

流程数字化 3 0.729 

组织智慧化 3 0.645 

技术创新 7 0.903 

专精特新成长 17 0.957 

4.2.3. 内部一致性和区别效度分析 
对多个维度的量表进行了内部一致性和区别效度的评估。组成信度(CR)和平均方差萃取量(AVE)是

衡量量表可靠性的关键指标，而皮尔森相关系数则用于评估不同维度之间的相关性。表 6 结果显示，所

有维度的 CR 值均大于 0.7，说明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AVE 值也均大于 0.5 [24]，进一步证实了

量表的可靠性。皮尔森相关系数显示，各维度之间的相关性在 0.317 至 0.534 之间，且均在 0.01 的显著

性水平(双尾)上显著，说明不同维度之间存在中度相关性。AVE 的平方根值均大于相应的皮尔森相关系

数，满足区别效度的要求，这说明各维度在保持一定相关性的同时，也能被清晰区分。 
 

Table 6. Internal consistency and differential validity analysis table 
表 6. 内部一致性和区别效度分析表 

维度 
内部一致性 区别效度 

CR AVE 资源数据化 流程数字化 组织智慧化 技术创新 专精特新成长 

资源数据化 0.803 0.576 0.759     

流程数字化 0.793 0.562 0.369** 0.750    

组织智慧化 0.764 0.519 0.240** 0.254** 0.720   

技术创新 0.899 0.559 0.342** 0.353** 0.292** 0.748  

专精特新成长 0.945 0.535 0.364** 0.384** 0.408** 0.534** 0.731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粗体字为 AVE 开方值，下三角为皮尔森相关系数。 

4.3. 测量模型 

对测量模型的拟合优度进行了评估，以确保结构方程模型(SEM)的适用性和准确性。模型的拟合指

标包括卡方自由度比(χ2/df)、全局拟合指数(GFI)、调整后全局拟合指数(AGFI)、比较拟合指数(CFI)、增

量拟合指数(IFI)、Tucker-Lewis 指数(TLI)、均方根误差近似值(RMSEA)和标准化残差均方根(SRMR)。
表 7 结果显示，χ2/df 值为 1.778，低于 3 的建议值，说明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CFI (0.952)、IFI (0.953)
和 TLI (0.945)均高于 0.9 的推荐值，进一步证实了模型的优越拟合度。GFI (0.879)和 AGFI (0.871)，略

低于 0.9，但仍然在可接受范围内。RMSEA 值为 0.046，低于 0.05 的推荐值，SRMR 值为 0.0391，低

于 0.05，说明模型的误差项是可接受的。这些结果综合说明，测量模型在多个方面均展现出良好的拟

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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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Statistical table of the fit results of the measurement models 
表 7. 测量模型拟合度结果统计表 

指标 指标值 指标标准[25] 结果 

χ2/df 1.778 <3 Good 

GFI 0.879 >0.8 Acceptable 

AGFI 0.871 >0.8 Acceptable 

CFI 0.952 >0.9 Good 

IFI 0.953 >0.9 Good 

TLI 0.945 >0.9 Good 

RMSEA 0.046 <0.05 Good 

SRMR 0.0391 <0.05 Good 

4.4. 结构模型 

构建如图 2 的结构模型，并对结构方程模型(SEM)的拟合优度进行了评估，以确保模型的有效性和可

靠性。结果见表 8，χ2/df 值为 1.893，低于 3 的建议值，说明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GFI 值为 0.870，AGFI
值为 0.849，符合大于 0.8 的可接受标准。CFI 和 IFI 的值均为 0.938，大于 0.9 的建议值，说明模型在比

较和增量拟合方面表现良好。TLI 值为 0.932，同样说明模型拟合度良好。RMSEA 值为 0.049，低于 0.05
的建议值，模型的整体拟合度较好。SRMR 值为 0.0443，低于 0.05，说明模型的残差项在可接受范围内。

综合指标，可以得出结论，结构模型在多个方面均展现出良好的拟合度。 
 

 
Figure 2. Structural model 
图 2. 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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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Statistics of model fitting results 
表 8. 模型拟合结果统计表 

指标 指标值 指标标准[25] 结果 

χ2/df 1.893 <3 Good 

GFI 0.870 >0.8 Acceptable 

AGFI 0.849 >0.8 Acceptable 

CFI 0.938 >0.9 Good 

IFI 0.938 >0.9 Good 

TLI 0.932 >0.9 Good 

RMSEA 0.049 <0.05 Good 

SRMR 0.0443 <0.08 Good 

4.5. 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验证 

4.5.1. 直接效应 
在本研究的结构模型分析中，发现数智赋能对技术创新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直接效应分析结果

见表 9，数智赋能对技术创新的非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1.092，而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619，说明数智赋能

每增加一个单位，技术创新将相应增加 0.619 个单位。标准误(S.E.)为 0.178，而临界比率(C.R.)为 6.132，
大于 1.96 的常用显著性水平，这说明效应量的统计显著性得到了确认。因此，假设 H1 得到了支持，即

数智赋能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Table 9. Direct effects analysis table 
表 9. 直接效应分析表 

研究假设 路径 Standardized 
Estimate Estimate S.E. C.R. p 结果 

H1 数智赋能→技术创新 0.619 1.092 0.178 6.132 *** 成立 

H2 数智赋能→专精特新成长 0.579 0.903 0.177 5.091 *** 成立 

H3 技术创新→专精特新成长 0.218 0.194 0.067 2.919 0.004 成立 

 
数智赋能对专精特新成长的非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903，而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579，说明数智赋

能每增加一个单位，专精特新成长将相应增加 0.579 个单位。标准误(S.E.)为 0.177，而临界比率(C.R.)为
5.091，大于 1.96 的常用显著性水平，这说明着效应量的统计显著性得到了确认。因此，可以说，研究假

设 H2 得到了支持，即数智赋能对专精特新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技术创新对专精特新成长的非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94，而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218，说明技术创

新每增加一个单位，专精特新成长将相应增加 0.218 个单位。标准误(S.E.)为 0.067，而临界比率(C.R.)为
2.919，大于 1.96 的常用显著性水平，这说明着效应量的统计显著性得到了确认。因此，可以说，研究假

设 H3 得到了支持，即技术创新对专精特新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5.2. 中介效应 
通过运用 bootstrap 技术，并基于 1000 次重抽样，在 90%的置信水平下，采用 percentile 和 bias-corr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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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法，对技术创新在数智赋能影响专精特新成长中所起的中介效应进行了评估。结果如表 10 显示，该

中介效应的点估计值为 0.212，标准误差(S.E.)为 0.108，对应的 Z 值为 1.962，大于 1.96 的建议值。进一步

分析 bias-corrected 和 percentile 方法得到的置信区间，前者为[0.022, 0.384]，后者为[0.033, 0.387]，两者均

不包含 0 值，这说明技术创新在数智赋能影响专精特新成长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Table 10. Table of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表 10. 中介效应分析表 

路径 Point Estimate 
Product of coefficient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SE Z Lower Upper Lower Upper 

数智赋能→技术创新→
专精特新成长 0.212 0.108 1.963 0.022 0.384 0.033 0.387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数智赋能、技术创新与专精特新成长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1) 数
智赋能作为连接实体与虚拟世界的桥梁，通过管理模式的革新、技术的驱动以及组织结构的适应性调整，

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内部生产、经营效率，并促进了技术突破与跨界融合。2) 作为科技型中小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技术创新不仅体现在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上，更在于通过持续创新获得关键核心技

术及其所触发的市场变革。3) 数智赋能与技术创新的协同作用，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构建了开放包容、多

元共生的创新生态，推动了企业的专精特新成长。 
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企业成长理论，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成长的理论体系，并为

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1) 企业可以积极实践数智技术，通过数智赋能实现运营、管理等模式的创新与

商业逻辑的重塑。2) 企业应注重技术创新，加大研发投入，培养创新型的人才，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

力，推动企业的持续发展。3) 政府等应加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成长的支持与引导，营造良好的

企业创新氛围，共同推动专精特新企业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数智赋能、技术创新与专精特新成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促进的关系。未

来研究可进一步研究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在数智赋能与技术创新方面的差异与共性，以及如何借助

政策支持与市场机制，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成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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