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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功 ，取 决 于 政 策 执 行 过 程 中 的 各 方 参 与 者 之 间 动 态 的 策

略 选 择 。［１５］国 内 学 者 吴 昌 南 （２００３）利 用 博 弈 论 对 地 方 政

府 与 中 央 政 府 的 相 互 关 系 以 及 地 方 政 府 之 间 的 互 相 关 系

进 行 分 析 。［８］李 汶 纪（２００３）以 新 制 度 主 义 理 论 为 基 础 探 讨

了 产 业 政 策 在 形 成 与 执 行 过 程 中 ，决 策 传 统 和 政 策 的 理 念

取 向 、



政 策 效 率 越 高。

２．６　 政 策 本 身 的 有 效 性

体 育 用 品 产 业 政 策 自 身 须 具 有 合 理 性、可 行 性 和 持 续

性。若 产 业 政 策 没 有 顺 应 市 场 规 律，不 考 虑 企 业 的 利 益 取

向，不 仅 难 以 有 效 执 行，而 且 要 付 出 较 大 成 本，反 而 阻 碍 产

业 的 发 展。而 且，产 业 政 策 目 标 的 实 现 依 赖 于 其 手 段（财

政、税 收、金 融、外 贸、法 律、信 息、行 政 手 段 等）的 运 用。政

策 手 段 及 其 组 合 是 否 与 所 推 行 的 产 业 政 策 以 及 经 济 运 行

机 制 相 匹 配，应 依 据 经 济 运 行 机 制、经 济 发 展 阶 段、产 业 政

策 目 标 等 因 素 选 择 合 适 的 产 业 政 策 手 段，提 高 产 业 政 策 的

有 效 性。［６］否 则 产 业 政 策 目 标 就 易 落 空。

研 究 假 设 ６：政 策 本 身 的 有 效 性 越 高，体 育 用 品 产 业 政

策 的 效 率 越 高。

２．７　 体 育 用 品 企 业 能 力

企 业 是 市 场 竞 争 的 微 观 主 体，是 受 产 业 政 策 影 响 最 大

的 主 体。随 着 经 济 市 场 化 程 度 的 提 高，企 业 行 为 自 主 性 的

增 加、政 府 职 能 的 转 变，决 策 主 体 与 运 作 主 体 之 间 是 一 种

契 约 关 系。履 行 契 约 关 系 要 求 各 自 承 担 相 应 的 责 任 与 义

务，建 立 起 权 责 对 等 的 规 范 性 传 导 方 式，最 终 产 业 政 策 的

实 现 取 决 于 企 业 的 能 力 与 反 应，这 决 定 着 政 策 目 标 能 否 实

现 以 及 实 现 的 程 度。企 业 要 使 政 策 给 其 带 来 的 机 会 或 者

规 避 政 策 带 来 的 风 险，就 必 须 有 足 够 的 人 力、财 力、信 息 和

政 治 优 势，从 而 提 高 与 政 府 的 议 价 能 力，争 取 对 产 业 政 策

的 制 定 有 较 大 的 影 响 力。

研 究 假 设 ７：体 育 用 品 企 业 的 能 力 越 强，产 业 政 策 的 效

率 越 高。

２．８　 体 育 用 品 企 业 行 为

产 业 政 策 的 传 导 机 制 是 否 有 效，涉 及 政 策 主 体 与 客 体

的 行 为 动 机、传 导 手 段、传 导 的 层 级 等 诸 多 因 素，而 最 终 取

决 于 企 业 的 行 为。在 产 业 政 策 的 传 导 过 程 中，企 业 既 是 运

作 主 体 又 是 市 场 主 体。在 市 场 经 济 条 件 下，各 个 市 场 主 体

的 经 营 方 式 和 利 益 取 向 存 在 较 大 的 差 异，不 同 企 业 会 对 同

一 政 策 有 完 全 不 同 的 反 应。如 果 产 业 政 策 本 身 与 企 业 的

既 定 战 略 和 目 标 相 吻 合，那 么，企 业 会 更 加 主 动、更 有 动 力

去 贯 彻 执 行 政 策。反 之，执 行 效 果 则 大 打 折 扣。

研 究 假 设 ８：体 育 用 品 企 业 的 执 行 力 度 越 强，产 业 政 策

的 效 率 越 高。



经 营 目 标、战 略 及 政 策 导 向 的 稳 合 性 ３ 个 解 释 变 量）；１０）

政 府 的 利 益 博 弈 因 素（含 中 央 政 府 部 门 间 的 博 弈 和 地 方 政

府 与 中 央 政 府 间 的 博 弈 ２个 解 释 变 量）。

３．２　 样 本 说 明

本 研 究 样 本 来 自 笔 者 ２０１０年 在 福 建 省 泉 州 市 所 作 的

“体 育 用 品 产 业 政 策 关 键 影 响 因 素”问 卷 调 查。福 建 泉 州

是 我 国 体 育 用 品 最 具 活 力、发 展 最 快 的 产 业 集 聚 区 之 一，

是 我 国 体 育 用 品 的 重 要 生 产 制 造 基 地，有 体 育 用 品 企 业

４　０００余 家，体 育 用 品 产 业 发 达。占 据 国 内 ８０％ 的 市 场 份

额，已 成 为 世 界 运 动 鞋 等 体 育 用 品 的 主 要 制 造 基 地。因 而

在 泉 州 实 施 问 卷 调 查 具 有 典 型 的 代 表 性。鉴 于 政 策 的 制

定、执 行 与 政 策 的 认 同 度、接 受 性 及 其 具 体 实 施，涉 及 体 育

用 品 政 策 的 制 定 者（政 府 相 关 政 策 制 定 部 门）和 政 策 的 具

体 实 施 者（体 育 用 品 企 业）两 部 分 所 产 生 的 政 策 影 响 因 素。

因 此，在 实 际 问 卷 中，调 查 对 象 以 泉 州 的 体 育 用 品 企 业 为

主，约 占 调 查 总 数 的 ７５％。同 时，问 卷 的 被 调 查 者 还 包 括

各 级 政 府 的 行 政 官 员 和 体 育 官 员。如 包 括 泉 州 市、晋 江

市、石 狮 市、南 安 市、泉 州 鲤 城 区、丰 泽 区、洛 江 区 等 政 府 的

发 展 改 革 委 员 会、发 改 局、体 育 局、体 育 运 动 中 心、体 育 学

会（协 会）、

发 改 局

发 改 局



续表 #

研究假设变量指标　 测量变量　　　 因子载荷 因子载荷标准 分析结果

体育用品企业能力 企业应对政策变化的判断力 ０．５５７ 特征根＞１因子载荷＞０．５ 维度正 确，３ 个 可 测 量 变
量能够反映其因子企业接受和消化产业政策的能力 ０．６８０

企业拥有的权力与政府的议价能力 ０．６１４
体育用品企业的行为 企业应对产业政策的认同度 ０．６７５ 特征根＞１因子载荷＞０．５ 维度正 确，３ 个 可 测 量 变

量能 够反映其因子企业对信息的接受和反应速度 ０．８５５
企业经营目标、战略与政策导向吻合性 ０．６９７

产业政策执行时的约
束方

行业协会对政策落实发挥的作用 ０．６６９ 特征根＞１因子载荷＞０．５ 维度正 确，３ 个 可 测 量 变
量能够反映其因子特殊利益集团对政策的操控 ０．７６１

舆论界对政策的监督力度 ０．５８７
政府利益博弈 中央政府部门间的利益博弈 ０．７２４ 特征根＞１因子载荷＞０．５ 维度正 确，２ 个 可 测 量 变

量能够反映其因子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的博弈 ０．８６０

　 　 综 上 所 述 ，基 于 回 收 问 卷 的 调 查 数 据 ，验 证 了 问 卷 效

度 的 有 效 性 。

４．１．２　 信 度 检 验

为 提 高 整 个 度 量 系 统 的 有 效 性 和 可 靠 性 ，本 研 究 中 的

自 变 量 和 因 变 量 均 采 用 了 数 量





地 做 出，且 涉 及 体 育 用 品 产 业 发 展 的 总 体 方 向。

表 N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一览表

　　　变　量
模式１ 模式２ 模式３

回归系数 Ｂｅｔａ　 ｔ　 Ｓｉｇ． 回归系数 Ｂｅｔａ　 ｔ　 Ｓｉｇ． 回归系数 Ｂｅｔａ　 ｔ　 Ｓｉｇ．
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制定阶段

决策主体的行为动机 －０．０１９ －０．１７０　０．８７２ －０．１２６ －０．７９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６３　 ０．４０２　 ０．０９１
决策主体的能力 －０．０３２ －０．３００　０．７７６ －０．０３２ －０．２００　０．２４８ －０．２３５ －１．４５９　 ０．２３４
体育用品产业特征 －０．１１９ －１．８１５　０．１２９　 ０．２１２　 １．１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３８３　 １．９９５　 ０．０００
产业链上相关产业特征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８　０．９７９　 ０．２１１　 １．３７２　０．４９４　 ０．４４１　 ２．８７１　 ０．０００
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实施阶段

政策本身的科学性 －０．３４８ －２．０４６　０．０００ －０．３４７ －２．０３８　 ０．０００
体育用品企业能力 ０．２３０　 １．２８１　０．０６２　 ０．４７３　 ２．６３０　 ０．０００
体育用品企业行为 －０．２６４ －１．４８０　０．０００ －０．４０９ －２．２９５　 ０．０００
产业政策执行时的约束方 ０．１０２　 ０．５３１　０．７８４　 ０．２３９　 １．２３９　 ０．０００
政府的利益博弈 －０．２８１ －１．６５３　０．４０８ －０．２５８ －１．４４９　 ０．３００
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 ０．０６３　 ０．４０２　 ０．０１１

Ｒ２ ０．７５２　 ０．９５５　 ０．９５５
调整后的 Ｒ２ ０．５０５　 ０．９７７　 ０．９７７

表 O　理论假设验证结果一览表

　　　　　　　　　　　　　理论假设 结果

研究假设１：决策主体的行为动机越偏向产业的整体利益，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效率越高。 ×
研究假设２：决策主体的能力越强，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越高。 ×
研究假设３：外部环境越有利于体育用品产业发展，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越高。 ×
研究假设４：体育用品产业特征越具针对性，其效率越高。 √
研究假设５：产业链相关产业发展越好，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越高。 ×
研究假设６：政策手段的有效性越高，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效率越高。 √
研究假设７：体育用品企业的能力越强，产业政策的效率越高。 ×
研究假设８：体育用品企业的执行力度越强，产业政策的效率越高。 ×√
研究假设９：产业政策执行时约束方的力度越强，产业政策的效率越高。 ×
研究假设１０：政府利益博弈越有利于产业整体利益，产业政策效率越高。 ×

　　　　　　注：“√”表示对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影响显著，“×”表示对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有影响，但不显著。

G　 结 论 及 政 策 建 议

５．１　 结 论

依 据 提 炼 出 影 响 体 育 用 品 产 业 政 策 的 因 素，提 出 本 文

的 相 关 假 设 和 理 论 研 究 模 型。首 先，通 过 问 卷 的 信 度 和 效

度 分 析 来 保 证 问 卷 的 可 行 性 与 有 效 性，其 次，运 用 因 子 分

析 法 提 取 出 三 大 类 因 素：体 育 用 品 产 业 政 策 制 定 阶 段、体

育 用 品 产 业 实 施 阶 段 及 外 部 环 境 系 统，这 与 最 初 的 理 论 构

思 相 吻 合。最 后 采 用 多 元 回 归 分 析 法 对 提 出 的 假 设 进 行

检 验 验 证，发 现 有 ３ 个 假 设 成 立，将 体 育 用 品 产 业 政 策 的

关 键 影 响 因 素 按 其 程 度 高 低 依 次 排 列 为：体 育 用 品 产 业 特

征、政 策 本 身 的 有 效 性、体 育 用 品 企 业 行 为。依 据 对 体 育

用 品 产 业 政 策 效 率 关 键 影 响 因 素 的 分 析，本 文 对 如 何 提 升

体 育 用 品 产 业 政 策 效 率 提 出 了 针 对 性 政 策 建 议。

５．２　 政 策 建 议

根 据 上 述 结 论，体 育 用 品 产 业 特 征、政 策 本 身 的 有 效

性、体 育 用 品 企 业 行 为 被 证 明 对 体 育 用 品 产 业 政 策 效 率 有

显 著 正 向 影 响，是 影 响 体 育 用 品 产 业 政 策 的 关 键 因 素，为

此 提 出 如 下 政 策 建 议：

１．提 高 政 府 宏 观 调 控 政 策 的 有 效 性，完 善 产 业 政 策 形

成 机 制，保 证 产 业 政 策 持 续 发 展 的 规 范 性 和 效 率 性，从 而

提 升 政 策 执 行 和 实 施 手 段 的 有 效 性。１）



业 态 ，企 业 家 缺 乏 自 主 创 新 意 识 和 动 力 。 客 观 上 迫 切 需 要

培 育 创 新 精 神 的 企 业 家 ，发 挥 企 业 家 的 引 领 作 用 ；政 府 引

导 与 体 育 用 品 企 业 创 新 行 为 相 结 合 ，改 善 企 业 发 展 外 部 环

境 ，培 育 体 育 用 品 龙 头 企 业 集 团 ；打 造 特 色 化 的 区 域 性 体

育 用 品 产 业 园 区 ，促 进 我 国 体 育 用 品 产 业 集 群 的 形 成 与 发

展 。培 育 执 行 有 效 的 体 育 用 品 中 介 服 务 体 系 。 充 分 发 挥

中 介 组 织 联 系 政 府 、服 务 体 育 用 品 企 业 方 面 的 桥 梁 纽 带 作

用 以 及 协 调 企 业 关 系 、矫 正 企 业 不 良 行 为 的 行 业 自 律 作

用 ，进 而 增 强 体 育 用 品 企 业 实 施 国 家 调 控 政 策 的 有 效 性 和

微 观 执 行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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