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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重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尤其是“小巨人”企业发展，是因

为这些企业体量虽然不大，但依靠创新却能有大作为。创新是“专精特新”的

灵魂，要让“小巨人”迸发出持久的大能量，关键还在于创新。

“ 专 精 特 新 ”的 灵 魂 是 什 么
李华林

奥林匹克不只是一场运动会
李红霞

奥运吸睛赛事能否激活吸金品牌
姜天骄

如果没有自己稳定的产品，持续的创新力，光靠热度、情怀来引起曝光，迟早会透支品牌的影响力。因此，奥运热度

过去之后，企业仍应该思考怎样走上创新发展之路，用充满创意的产品让大众真切感受体育魅力，不断挖掘自主品牌的

内涵和文化价值，让中国品牌引领世界潮流。

东京奥运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年轻

人观看奥运的方式也悄然发生改变：顶热搜、

发弹幕、淘同款、进直播间，一连串动作让吸

睛的奥运赛事成为体育品牌吸金的商机。在

奥运热度之下，李宁、安踏等国货运动品牌纷

纷抢抓机遇做品牌营销，“中国国家队同款”

“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鞋纪念版”等“奥运特

产”成为线上消费“爆品”。

在体育行业一直有一种现象，每当有大

型赛事的时候，相关体育文创市场就显得异

常活跃，每项赛事在周边产品上也都能取得

不错的营收。而当赛事结束以后，周边产品

立马偃旗息鼓。像奥运会这样的世界级盛会

的确是体育品牌吸引消费者“注意力”的难得

契机，商家理应好好把握。但是，在蹭到了奥

运热度，成功吸引了消费者的眼球之后呢？

如果没有自己稳定的产品，持续的创新力，光

靠热度、情怀来引起曝光，迟早会透支品牌的

影响力。

奥运赛事万众瞩目，其背后的原因之一

就是民众家国情怀的高涨。如今，体育市场

的高地早已不再是进口品牌的天下。今年

“6·18”期间，京东平台上运动国潮品牌整体

成交额同比增长了 9 倍，就是个有力证明。

面对如此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的体育品牌

需要拿出更多更具创意、更加实用、更能融入

市场的体育装备，来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精

神，传递体育力量。李宁就是通过纽约时装周

首次推出了国潮元素的中国李宁系列，带动了

国内服饰市场“国潮”崛起。随后，一款敦煌元

素的 T 恤再次让它在国际大秀上走红，将中国

传统文化与现代运动潮流相结合，奇妙的跨界

融合不仅激活了李宁，也让市场看见了中国元

素和国风文化更高的商业价值。

随着居民消费水平持续升级，深度融合互

联网、文化底蕴、科技创新将会是体育品牌未来

发展的趋势。当体育品牌形成自有市场后，再

与大型赛事结合，呈现出的必将是融合了体育

价值及赛事理念的常青产品，而不仅仅是依靠

赛事 IP 才能存活的“纪念品”。从这个角度

来看，安踏的转型之路值得借鉴。

作为北京 2022年冬奥会官方合作伙伴，

安踏携手故宫文创共同打造的安踏×冬奥特

许商品故宫特别版、国旗款运动服装等都成

为备受追捧的消费“顶流”。但是，安踏并不

满足于冬奥带来的热度，而是持续加大研发

投入。过去 10年，安踏在运动科技研发上的

资金投入达 30 亿元，居中国品牌之首，积累

了超 1400项产品专利，特别是在鞋底技术方

面已在同类产品中趋于领先。安踏显然已经

意识到，设计美学、科技内涵加上过硬品质才

是一个品牌的灵魂，只有依靠源源不断的优

秀产品作为支撑，才能获得消费者持久的

钟爱。

这一轮奥运热度过去之后，企业仍应该

思考怎样走上创新发展之路，用充满创意的

产品让大众真切感受体育魅力，不断挖掘自

主品牌的内涵和文化价值，让中国品牌引领

世界潮流。终有一天，我们不仅会为“国潮”

文化而骄傲，更会为“国潮”品牌背后所代表

的创新科技以及创新精神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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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专精特新”成为一个热

词，在多个重要场合被提及。7月 30日召开

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解决“卡脖

子”难题，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月 27

日举行的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峰论坛

指出，“专精特新”的灵魂是创新，强调“专精

特新”就是要鼓励创新。

“专精特新”，是指具有专业化、精细化、

特色化、新颖化的中小企业。它们“小而尖”

“小而专”，长期专注于某些细分领域，在技术

工艺、产品质量上深耕细作，具有专业程度

高、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等特点，有些企

业因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一跃成为行业中

的“小巨人”。

之所以重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

尤其是“小巨人”企业发展，是因为这些企业

体量虽然不大，但依靠创新却能有大作为。

这样的例子有不少，比如湖南一家公司自主

研发的操作系统，帮助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成功发射；安徽一家公司成功攻克汽车尾气

排放治理难题，填补了国内此项技术空白；北

京一家公司凭借一根链条打破国际垄断，实

现国产链条高端制造……这些企业或许规模

不够庞大、外表不够鲜亮，但却是实实在在的

行业单项冠军，凭借自主研发的拳头产品，在

国内国际竞争中独领风骚。

也正因为此，近年来政府部门多措并举、

多方合力，以期激发“专精新特”的最大潜

能。今年 2月份，财政部、工信部联合印发通

知，明确 2021 年至 2025 年，分 3 批重点支持

1000 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

质量发展，并通过聚集资金、人才和技术等资

源，带动 1 万家左右中小企业成长为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资本市场亦有助攻，培育“小巨人”效应突

出。新三板通过设立基础层、创新层、精选层，

已成为孵化“专精特新”企业的重要平台；科创

板专攻“硬科技”，解决当前国家发展面临的

“卡脖子”难题；创业板聚焦成长型创新创业企

业，为其提供更便捷更快速的融资渠道。

借力政策的好风，一批企业得以“上青

云”。近日，工信部公布第三批“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名单，加上此前已认定的两批，全国

共有4762家企业上榜，它们主要集中于新一代

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中

高端产业领域，普遍创新能力强、科技含量高、

质量效益优，指向经济发展的未来。

不过，步入发展的“快车道”，“专精特新”

也面临着成长的烦恼：持续创新能力不足、协

调创新能力不强、国际竞争力有待提升，以及

融资难融资贵、营商环境待改善，等等。这些

问题不解决，“专精特新”就难以获得可持续性

发展，最终可能一闪而过，归为籍籍无名。

创新是“专精特新”的灵魂，要让“小巨人”

迸发出持久的大能量，关键还在于创新。

一方面，各地区各部门应因地制宜、革新

先行，为“专精特新”量身打造税收优惠、金融

服务、人才引进等配套支持政策，尤其是在拓

宽融资渠道上，可以实施差异化措施，优先支

持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中小企业在主

板市场、科创板、创业板等上市融资，使其多

一份行稳致远的从容，把精力更多用于研发

创新。

另一方面，企业自身要以“专精特新”为

目标方向，聚焦主业、苦练内功、强化创新，抓

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加强

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对“卡脖子”难题不

回避不放弃，牢牢掌握核心环节和关键技术，

稳步成长为掌握独门绝技的“配套专家”或

“单打冠军”。

中小企业好，中国经济才会好。充满活力

的“小巨人”，多样性、差异化的“专精特新”，是

我国经济韧性的重要保障。可以预期，在多重

利好政策的支持下，在企业自身的久久为功

下，未来将有越来越多企业成长为行业中的

“小巨人”，甚至修炼为“巨人”，勇闯国际竞争中

的“无人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奥运。

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看着报

纸听着广播“看”奥运，到后来

坐在电视机、电脑前追奥运，再

到现在讨论奥运的时候会上 B

站发弹幕、上微博顶热搜、上淘

宝买选手同款商品，“这届”年

轻人参与奥运的姿势，被网友

总结为“发弹幕、顶热搜、淘同

款”，成了观看奥运的标准“三

部曲”。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

波让后波”。在奥运会舞台上，

力与美的比拼终将属于更年轻

的一代。从力压一众世界名

将，拿下东京奥运会首枚金牌

的杨倩，到 200 米蝶泳泳池中

孤独求败、不可战胜的张雨霏；

从扬眉剑出鞘、“淑女报仇，五

年不晚”的女子重剑选手孙一

文，到首登奥运女子双人十米

台，被解说员称赞“漂亮！下饺

子的水花都比这大！”的张家齐

和陈芋汐……青春的力量已成

为东京奥运会的一个精彩主

题，青春拼搏的姿态受到越来

越多年轻人的肯定和认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奥运情

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梦路

径。“弹幕”已成为网络视频文

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弹幕一

族”在网上观看奥运赛场上的

“中国力量”爆发时，通过简短

的语言点评比赛过程，点赞选

手们的表现，在只言片语中表

达自己的情感，彰显了自己的参与性，更通过这种方式和网

友们互动，让观看奥运变成了另一种社交，更让“弹幕一族”

收获满满。

奥运赛场上中国选手们的坚韧自信、镇定从容，为很多

年轻人树立了奋斗标杆。当热搜成为现在网络生活重要一

部分的时候，对于自己喜爱的奥运选手，青年一代通过顶热

搜的方式让他们广为人知。近期那些在奥运赛场上叱咤风

云的选手不断出圈，就凸显了年轻一代正能量的聚集。

品牌往往有偶像化属性，可以激起人们心里的一种认

知。奥运赛场上中国选手不断登顶，让人们纷纷点赞，与奥

运明星同款的服饰等也开始热销。与其说这是明星效应、

奥运商机，不如说这是一种昂扬的文化姿态。奥运明星们

与广大消费者产生了默契，这背后除了“爱屋及乌”的逻辑，

也让人看到了年轻一代对奋斗拼搏的深度认同，更让人看

到他们身上的蓬勃力量。

时代在悄无声息地变迁，年轻一代的奥运“三部曲”是

这个时代无数追梦人的缩影。希望更多的人在奥运健儿身

上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在人生道路上不断突破，画出一条

昂扬向上的曲线！

疫情下的东京奥运会已接近尾声，尽

管面临被感染的风险，少了现场观众的欢

呼助兴，但各国体育健儿在赛场上的精彩

表现让人一扫病毒肆虐的阴霾，隔着屏幕

感到振奋人心的力量，也引发了人们关于

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思考。

奥林匹克不只是一场体育运动，更是一

场教育运动，是以体育为载体、以促进人类

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生动教育。这种教育是

回顾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重建奥运会

的初衷，他关于身心兼顾的全面教育主张与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高度契

合。奥运会引导各国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充分发挥了体育的教育功能。

奥林匹克不只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

一场文化盛会，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

显、向人类传递积极价值观的文化舞台。

奥林匹克用互相了解、友谊团结、公平竞争

的奥林匹克精神教育青年，引导人们学会

宽容和理解，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

美与共”的境界。

奥林匹克不只是一场运动会，还是展

示国家形象的舞台和检验综合国力的平

台。中国代表团发扬中华体育精神，在东

京赛场上创造了一个个奇迹：“亚洲飞人”

苏炳添跑出 9 秒 83 的中国速度，成为首个

跻身世界“飞人大战”的黄种人；铅球选手

巩立姣 5 次投出冠军成绩，展示了强大的

力量……国运兴体育兴，中国竞技水平的

提升是综合国力的反映。这些年，我国参

与奥运会获得的奖牌数随着 GDP 总量增

长而增长，强大的经济实力为体育发展提

供了有力保障。疫情发生后，我国经济的

率先恢复与增长，更是为国家队集训备战

提供了全面周到的服务保障。中国正在以

体育大国的自信姿态，宣示中华民族势不

可挡、不可逆转的复兴进程。

奥林匹克不只是一场运动会，又是联结

和实现个人梦想、民族梦想与世界梦想的舞

台。升国旗、奏国歌是运动员和国家民族的

共同理想。奥林匹克大家庭作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最早形态，超越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

形态，推动了体育运动的全球化实践。团结

友谊、和平进步、公平竞赛的奥林匹克精神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

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高度契合，使奥林

匹克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

奥林匹克不只是一场运动会，还是一块

巨大的经济蛋糕。举办奥运会不仅能拉动

公共投资需求，还能带动私人投资需求和居

民消费需求。2008 年北京奥运会充分发挥

政府和市场的作用，直接经济效益超过 20 亿

美元，间接收入是直接收益的二三十倍，投

入建设期间北京的 GDP 年均增长率 11.8%，

拉动经济增加 1055 亿元。除举办奥运会外，

奥林匹克组织机构还经常开展大众体育

活动和奥林匹克教育文化活动，推广健康

生活方式，关乎人民的健康福祉，增强人

力资本。

如上所述，奥林匹克不只是一场运动

会，体育的多元功能和价值决定了它的公

共品性质，除获得经济效益外，还带来教

育、文化、政治、社会等无法用货币计量的

正向外部效应。尽管政治抵制、种族歧视、

滥用兴奋剂、裁判不公等现象时有发生，但

这不会阻止人们对奥林匹克理想的追求。

2022 年中国将举办奥林匹克冬奥会、冬残

奥会，带动冰雪运动和冰雪运动经济的发

展。中国将用强大的经济力量作为保障，

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

会 ，为 这 项 伟 大 而 有 益 的 事 业 贡 献 中 国

力量！

（作者系北京体育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