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IfJJJfJffJfff』I川|『『『『JJJfJfIIJ||『IJJffIJ『
Q K 2 2 4 3 4 6 4

科研管理
Keyan Guanli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万方数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级重要期刊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源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科 研 管 理

Keyan Guanli

2022年10月 第43卷 第10期 总第324期

目 次

智库型组织的发展逻辑：内涵功能、演进动力与研究特征⋯⋯⋯⋯⋯⋯⋯裴瑞敏，杨国梁，潘教峰(1)

智慧城市能够提高企业创新投入吗?⋯⋯⋯⋯⋯⋯⋯⋯⋯⋯⋯⋯⋯⋯⋯王帆，章琳，倪娟(12)

科技服务业集聚结构特征与区位因素研究⋯⋯⋯⋯⋯⋯⋯⋯⋯⋯⋯⋯王宏起，李莹莹，王珊珊(24)

中美日国际论文跨学科特征比较分析⋯⋯⋯⋯⋯⋯⋯⋯⋯⋯⋯⋯⋯⋯⋯曾德明，于英杰，王泓略(33)

资源约束情境下突破性创新能力的提升路径⋯⋯⋯⋯⋯⋯⋯⋯李树文，罗瑾琏，唐慧洁，张志菲(42)

面向老龄社会的新兴技术预测与评价研究⋯⋯⋯⋯⋯⋯⋯⋯⋯⋯⋯⋯⋯黄鲁成，米兰，吴菲菲(51)
财政补贴分配方式变革能促进企业创新吗? ⋯⋯⋯⋯⋯⋯⋯⋯⋯⋯⋯⋯⋯⋯⋯张建顺，解洪涛(61)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升级及政府价格型规制的调节作用⋯⋯⋯⋯⋯⋯⋯⋯⋯⋯⋯汪明月，李颖明(71)

命令型环境规制能否推动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以“大气十条”为例

⋯⋯⋯⋯⋯⋯⋯⋯⋯⋯⋯⋯⋯⋯⋯⋯⋯⋯⋯⋯⋯⋯⋯⋯⋯⋯⋯⋯⋯⋯周迪，彭小玲，黄晴(81)

克服组织惯性：数字化战略更新的实现及演进路径研究⋯⋯⋯⋯⋯⋯⋯⋯⋯⋯⋯崔淼，周晓雪(89)

国企混改提升企业战略绩效路径研究——双元创新理论下的双案例分析

⋯⋯⋯⋯⋯⋯⋯⋯⋯⋯⋯⋯⋯⋯⋯⋯⋯⋯⋯⋯⋯⋯⋯⋯⋯⋯⋯⋯⋯⋯颉茂华，王娇，刘铁鑫(99)

基于元分析的跨界搜索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王宛秋，龚慧敏，郭婧(116)

组织在惰性氛围下如何进行商业模式创新? ⋯⋯⋯⋯⋯⋯⋯⋯⋯⋯⋯王炳成，赵静怡，姜力文(127)

我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实现驱动力研究——基于内生陛视角
⋯⋯⋯⋯⋯⋯⋯⋯⋯⋯⋯⋯⋯⋯⋯⋯⋯⋯⋯⋯⋯⋯⋯⋯⋯⋯商华，尹海磊，董大海，管温馨(136)

内部控制专业胜任能力对研发资金管控的影响⋯⋯⋯⋯⋯⋯⋯⋯⋯⋯⋯⋯⋯⋯⋯⋯⋯刘 斌(150)

杰出科学家成长规律研究——以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为例

⋯⋯⋯⋯⋯⋯⋯⋯⋯⋯⋯⋯⋯⋯⋯⋯⋯⋯⋯⋯⋯⋯⋯⋯⋯⋯⋯⋯⋯穆荣平，廖原，池康伟(160)

决策理性视角下知识搜索对创新合法性的影响⋯⋯⋯⋯⋯⋯⋯⋯⋯⋯⋯⋯⋯⋯奉小斌，马晓书(172)

专利获取战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申请和维持决策的整合视角⋯⋯⋯⋯⋯⋯郑 莹，黄俊伟(180)

我国海洋科技人才集聚度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孙林杰，孙万君，高紫琪(192)

人岗匹配、资源赋能与平台企业员工创新激情⋯⋯⋯⋯⋯⋯⋯⋯⋯⋯⋯杨皎平，戴万亮，李 豪(200)

[期刊基本参数]cNll—1567术1980术b木A4术208：l=zh冰P：l=￥28．00木3000术20半2022—10

本刊电子信箱：kygl@casisd．cn

校 对：张忠奎

责任编辑：王萍

万方数据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KEYAN GUANLI

October．2022 V01．43 No．1 O

Contents

The development 109ic of think tanks：Concepts，dynamics，and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i尺Him流，沌ng‰如昭，几n．，i印，；增(1)
Can smart city increase the innovation investment to enterprises?

⋯⋯⋯⋯⋯⋯⋯⋯⋯ 耽几g F口n，2仇Ⅱ，w￡流，，W Jh血n(12)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ocational factors of the agglomeration stl’uctu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耽增舶凡ggi，“M，斜吆，耽增Js^。琊^on(24)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of intemational papers among China，

the USA and Japan ⋯⋯⋯⋯⋯⋯⋯⋯⋯⋯⋯⋯⋯⋯⋯⋯⋯⋯⋯⋯⋯⋯ze增Deming，玩K，倒e，眈昭舶，圳姚(33)
The improvement routes of md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under the context of resource constraints

⋯⋯⋯⋯⋯⋯⋯⋯⋯⋯⋯⋯⋯⋯⋯⋯⋯⋯⋯一厶鼢删en，L“o^凡舰n，％增肌批，夙。增胤咖i(42)
Research on forecasts and evalua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for the a舀ng society

⋯⋯⋯⋯⋯⋯⋯⋯⋯⋯⋯⋯⋯⋯⋯⋯⋯⋯⋯⋯⋯⋯⋯⋯⋯⋯⋯⋯⋯⋯⋯⋯⋯肌Ⅱng Luc^e增，Mi kn，阮凡涮(51)
Can the change in distribution method of矗nancial subsidy promote enterprise innoVation?

⋯⋯⋯⋯⋯⋯⋯⋯⋯．⋯⋯⋯⋯⋯⋯⋯⋯⋯⋯⋯⋯⋯．⋯⋯⋯⋯⋯⋯⋯⋯⋯⋯⋯⋯·Z^o，w．^o，醛危“n，剧e月bng￡oo(61)

The regulating effect of govemment price regulation on铲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upgrading of enterprises⋯⋯⋯⋯⋯⋯⋯⋯⋯⋯⋯⋯⋯⋯⋯⋯⋯⋯⋯⋯⋯⋯⋯⋯⋯⋯耽愕埘n刚e，“H凡gmi昭(71)
Can impera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elp pmmote enterprises’R＆D innoVation actiVities?

Taking”Ten Measures on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ml”as an example

⋯⋯⋯⋯⋯⋯⋯⋯⋯⋯⋯⋯⋯⋯⋯⋯⋯⋯⋯⋯⋯⋯⋯⋯⋯⋯⋯⋯⋯⋯⋯⋯Z危oM优，＆昭艇∞fi昭，胤伽g Qi昭(81)

0vercoming organizational inenia：A study of the realization and eVolution path of

stmtegic renewal towards digitalization⋯⋯⋯⋯⋯⋯⋯⋯⋯⋯⋯⋯⋯⋯⋯⋯⋯⋯⋯⋯⋯⋯C“i A乱Ⅱo，Z^o“尉。o戈雠(89)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impmving stmtegic ped'orm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rough”mixed refo瑚”and integr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cases f南m the perspective of dual innovation theory

⋯⋯．⋯⋯⋯⋯⋯⋯⋯⋯⋯⋯⋯⋯⋯．⋯⋯⋯⋯⋯⋯⋯⋯⋯⋯⋯⋯⋯·⋯⋯⋯施e^扎o^眦，耽，w^口o，LiH n蹦in(99)

A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and fi瑚innovation

De而rnlance⋯⋯⋯⋯⋯⋯⋯⋯⋯⋯⋯⋯⋯⋯⋯⋯⋯⋯⋯⋯⋯⋯⋯⋯⋯⋯贶增阢凹池，GD增日Mi蒯n，G“o^昭(116)
How do organizations can了out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n an inert atmosphere?

⋯⋯⋯⋯⋯⋯⋯⋯⋯⋯⋯⋯⋯⋯⋯⋯⋯⋯⋯⋯⋯⋯耽昭肋缈kng，孔。o以ngyi，丘ong￡i埘e凡(127)
The driving for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7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alization：

A study based on the endogenous perspective ⋯⋯⋯⋯⋯⋯·．s危口增日un，¨n讹抛，Do增DⅡ^。i，G“肌眈舭讥(136)
The iⅢ1uence of intemal contml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n management and contml

of R&D funds⋯⋯⋯⋯⋯⋯⋯⋯⋯⋯⋯⋯⋯⋯⋯⋯⋯⋯⋯⋯⋯⋯⋯⋯⋯⋯⋯⋯⋯⋯·⋯⋯⋯⋯⋯⋯⋯··“M B抚(150)

Research on the#Fowth law of outstanding scientists——Case on Nobel Science Prize winners

and academicians of Chinese Academv of seiences ⋯⋯⋯⋯⋯⋯⋯⋯⋯⋯Mu RoHgpi昭，￡ino地Ⅱ凡，饥i硒n删ei(160)

The impact of knowledge search on innovation legitimacy f而m the perspective of decision rationality

⋯⋯⋯⋯⋯⋯⋯⋯⋯⋯⋯⋯⋯⋯⋯⋯⋯⋯⋯⋯⋯⋯⋯⋯⋯⋯·⋯⋯⋯·⋯⋯⋯⋯⋯⋯·Fe，w施Ⅱ06in，A忆xinos^“(172)

The impact of patent acquisition stmtegy on nHn peIfomance：A study f}om the integIating perspectiVe of application

and maintenance decisio璐⋯⋯⋯⋯⋯⋯⋯⋯⋯⋯⋯⋯⋯⋯⋯⋯⋯⋯⋯⋯⋯⋯⋯⋯⋯劢e，增M，增，日I正Ⅱ，培．，“n叫ei(180)

Research on the measure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agdomeration degree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盯talents in China ⋯⋯⋯⋯⋯⋯⋯⋯⋯⋯⋯⋯⋯⋯⋯⋯⋯⋯⋯⋯．s“n Li他面e，Js¨凡耽咒皿n，Gno 2Igi(192)

The person—post matching，resource empowement and innoVation passion of employees

in platfornl enterprises⋯⋯⋯⋯⋯⋯⋯⋯⋯⋯⋯⋯⋯⋯⋯⋯⋯⋯⋯⋯⋯⋯％昭^oopi凡g，Doi耽n耽增，乜舶o(200)

Proofread：Zhang Zhongkui

Managing Editor：Wang Ping

万方数据



融媒体技术在健美操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健美操是高校体育课程必修内容之一，其是集合形体训练、体质提升、动作造型为一体的综合性体育运动，集
合了舞蹈、音乐、健身、娱乐于一体的功能性，深受大学生喜爱。随着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健美操课
程在内容、形式上不断丰富，现代媒体技术在健美操教学中应用能够有效优化健美操教学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实
现高校体质健康教育效果的提升，对学生体质健康提升和运动技能培养均具有积极意义。

《健美操(融媒体版)》一书于2020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由刘柳、吴卫共同编撰。本书以前版同

名教材为基础改编而来，旨在明确健美操运动的概念、特征、作用和基本术语，详细介绍了健美操的运动内容、动作
技巧和运动训练策略，着重探讨了现代媒体技术在高校健美操教学中的应用与推广。在内容上本书具有以下三个

特征：(1)贴近高校体育教学实践。本书并非纯理论讲解，而是结合了丰富的教学案例进行论述，以西南地区高校
体育专业课程、特色体育课程实践为案例来源，也因此本书内容并非单纯的经验之谈，有着真实可考的实例。(2)
内容重视基础。健美操是一项体系化的运动，入门难度低、精通难度高，高校体育教学是以学生体质健康为目标，
而非培养专业健美操运动员，因此本书内容以健美操入门知识、基础动作讲解为主，符合高校体育教学需求，重视

教材的实用性，也因此即使毫无基础的学生通过本书也能够建立对健美操的系统认知，甚至可通过本书实现健美
操的入门。(3)结合了时下融媒体教学特征。新媒体技术已在教育领域实现应用与推广，健美操教学也应当与时
俱进，实现与现代媒体的融合与发展。作者在本书中具体设计了融媒体技术在高校健美操动作设计、健美操动作

教学、健美操运动训练中的应用，对当前高校健美操教学具有一定的启发和指导价值。
现代媒体技术改变了传统体育教学格局，极大地拓展了体育教学的资源，使体育教学不再局限于教师的言传

身教，能够实现以视听设备、软件资料、运动仿生等更加多元化的体育教学。同时融媒体技术也突破了体育教育在
性别上、年龄上、不同层次水平上局限性，使得更多的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体育技能学习或展开体育运动
训练。融媒体技术在高校健美操教学中的应用改变了高校健美操教学的格局，赋予了高校健美操教学更多的可
能，通过本书内容笔者发现融媒体技术在健美操教学领域能够有以下具体应用：(1)弥补传统教学的不足。媒体技
术的应用有效弥补了传统体育教学的不足，教师可以通过媒体技术展示更多的、更细致的健美操动作，降低了健美
操教学对教师体育素养的要求，使得健美操教学更加简便易行。同时媒体技术打破了体育教育的时空间局限，学

生可以根据自己爱好在体育课堂之外学习更多的健美操知识、了解更多的健美操动作。(2)丰富健美操教学资源。
健美操属于一项国际性运动，不同国家居民对健美操的认知不同，也因此产生了不同风格的健美操动作，教师在教

学中可以利用媒体设备展示不同国别、不同年龄的健美操运动，让学生更加全面地了解健美操、感受不同类型健美
操的审美性、运动性和竞技性，提高学生的健美操鉴赏能力、审美能力，有利于学生在健美操领域的个性化发展，这
对学生健美操技能的提升有着积极意义。(3)规范健美操运动训练。观赏性也是健美操的一大看点，在动作训练
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现代媒体技术捕捉和识别学生动作，确认学生动作是否标准并及时做出调整，使得健美操运
动训练更加规范化、科学化。

随着科技的进步，媒体技术和现代教育深度融合已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健美操(融媒体版)》一书系统
探析了现代媒体技术在高校健美操教学领域的融合与应用，对新时期高校体育教学具有较高的启发意义，值得高
校体育教学阅读和学习，健美操爱好者也可通过本书实现健美操运动的入门，是一本优质的高校健美操体育教材。

(叶云飞，南京晓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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