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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多元组态路径
——基于TOE框架

李大元,  刘晓亮,  刘    浏,  韩扬帆
（中南大学 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摘　要： 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指元宇宙企业通过经营管理创新，实现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的持续提升。本文以127家元宇宙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TOE理论框架，使用

QCA方法解构影响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多重因素之间的联动效应。研究发现：元宇宙企

业高质量发展的多元组态路径主要有两条，分别是组织—环境驱动路径和组织主导路径。在其

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环境在驱动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

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本文为揭示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多样化组态关系提供了经验证

据，有助于企业采取相应的发展战略，有效提升企业创新活力；也可以帮助政府把握元宇宙产

业的发展方向，制定相应的政策，促进元宇宙产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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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元宇宙是连接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有效

桥梁（朱嘉明，2022），日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并且有望成为数字经济的未

来载体（Ma等，2022）。元宇宙从概念形成到观念传播，从技术驱动到市场扩张，堪称近两年最

热门的科技话题。元宇宙概念从出现到兴起历经的时间并不长，就是随着技术的发展，把科幻

作品里想象的世界逐渐转化为现实的过程。早在1990年，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就把virtual
reality翻译为“灵境”，用以指代与真实世界相映射的虚拟空间（赵星和陆绮雯，2022）。到了

1992年，尼尔•史蒂芬森在其科幻作品《雪崩》中塑造了人类化身，使之在虚拟空间开疆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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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数字化生存和社会互动（周鑫等，2022）。除了科幻小说，电影《头号玩家》中也生动地呈现

了虚拟与现实交互映射、角色可以自由穿梭的场景。2021年被公认为“元宇宙元年”（Damar，
2021），国内外市场的大动作足以印证：2021年3月，元宇宙第一股Roblox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

所上市，首日市值即超过380亿美金；英伟达在同年8月推出了Omniverse模拟平台，用于构造元

宇宙空间；2021年10月，Facebook宣布更名为Meta，并声称要在五年内转型成元宇宙公司；

2021年11月，微软宣布将打造一个更加企业化的“元宇宙”，用户可以在虚拟空间办公。与此同

时，国内的科技巨头也纷纷加入元宇宙赛道。元宇宙因此被认为是全球科技业的“下一个风口”
（Belk等，2022），吸引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和资本涌入。在移动互联网红利逐渐消失、数字化转型

方兴未艾之际，互联网的下一个时代该如何定义？下一个商业巨头将在何处诞生？元宇宙为其

带来了极大的想象空间（陈龙强和张丽锦，2022）。
元宇宙是真实世界或物理世界的虚拟映射（Dincelli和Yayla，2022），通过新一代数字技术

实现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相互连接、交互和协同发展（Dwivedi等，2022）。元宇宙是物理世界数

字化的高阶形态（Dionisio等，2013），具有去中心化和自发演化等革命性特征，将会推动人类社

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变革（Yoo等，2023；Belk等，2022），并对企业创新战略导向及范式

选择产生重大影响。元宇宙既是新的数智技术的集合，也是互联网、信息技术以及数字技术发

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社会新形态。因此，元宇宙被概念化为整合多种数字技术连接与创造的，

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在社交、经济、身份系统上密切融合的数字生活空间（Zhou等，2018）。
元宇宙作为一个全新的架构，必将深刻地影响未来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形态（Dincelli和Yayla，
2022；Shin，2022）。元宇宙将开启人类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为创新创业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

验证场景，人类社会将会以“元宇宙+”的模式生存，透过元宇宙探索更具虚实互动和高度融合

的数字化未来（Belk等，2022）。
尽管我们无法准确地描述元宇宙的未来形态，但是可以推断其可能具备的一些基本特性，

如实时性、沉浸感、融合性、互动性、持续性等（Xi等，2023）。另外，数字平台主导下的“赢者通

吃”逻辑将向参与者“共建、共创、共治、共享”的自治逻辑发展，并且催生新的价值创造和分配

途径。这些基本特征和底层逻辑的变化正在冲击已有的企业发展模式和实践取向。可以预期，

随着元宇宙的快速发展，创新创业的要素、流程和模式将突破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蒂蒙斯的经

典创业模式，影响经典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效果，进而召唤创新创业理论的革新。随着元宇宙概

念的兴起，大批科技企业纷纷把握行业发展机会，进行元宇宙发展布局。当前，大众对元宇宙概

念的认知还比较混乱（Zallio和Clarkson，2022），元宇宙产业发展仍处在早期，产业赛道边界尚

不明晰，企业盈利的实现机制尚未得到阐明（陆亮亮等，2023），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元宇宙商业

模式的形成机理与内在逻辑（郭海等，2023）。元宇宙流行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未来趋势？这是

值得探讨的问题。研究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路径有利于洞悉行业发展趋势。

本文基于TOE框架（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framework，即技术—组织—环境

框架），从技术、组织、环境三个方面分析元宇宙企业的成长逻辑，旨在探究元宇宙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多元路径，为元宇宙创新创业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支持。本文聚焦于元宇宙企业高质量

发展中多种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协同效应，借助于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能够有效地克服

传统方法在探索多种因素协同作用上的缺陷，更好地揭示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多重路径。

鉴于此，本文选取127家元宇宙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

法，探讨了多重影响因素及其组合影响机制如何驱动元宇宙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发现，元

宇宙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是由组织—环境驱动路径和组织主导路径协同驱动的；在其他条件相

同的情况下，数字经济环境和数字化转型在驱动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多元路径中存在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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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替代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元宇宙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一）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指企业在经营管理、技术创新、组织架构、资源配置、金融投资等方面实

现质量的提升，以及能够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持续发展（杨栩和连志凤， 2023）。元宇宙

整合了多种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和智能技术，并且使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在经济

系统、社交系统、身份系统上实现密切交互，从而构建了一个丰富奇幻的数字空间（Dionisio
等，2013）。由于虚拟世界与现实产业的融合，新的元宇宙企业和产业不断涌现。元宇宙中丰富

的虚拟现实场景，能够为数字创业研究提供生动的观察或实验空间（Kshetri，2022）。随着元宇

宙技术应用的不断深化，元宇宙企业的资源、能力和发展机会的组合可能催生某种创新突变。

因此，元宇宙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将呈现出独特的路径。

元宇宙是通过各种数字技术的聚合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进而构建的

虚实共生的世界。通过数字技术的构建和创造，能够与现实世界映射交互，由此诞生一个具有

新型体系和生态的数字空间（赵星等，2022），这就是元宇宙世界。元宇宙并不是停留在科幻作

品中的虚拟构思，而是逐渐成为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现实应用（Damar，2021）。随着VR、AR、
MR等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的助力下取得快速进步，产生了一大批已经落地的

应用成果。如今，元宇宙已经开始引发较为广泛且深刻的社会实践，众多科技企业纷纷加入元

宇宙领域产业战略和商业蓝图的布局当中（王文玉，2022）。未来，元宇宙将会不断地突破虚实

边界，使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无缝对接，彼此开放兼容、深度融合、交互发展（王文喜等，2022），
虚实共生将成为未来元宇宙的常态（魏开宏和苏媛，2022）。未来人们将不必区分虚拟世界与现

实世界（Wang等，2023），这个虚实共生的世界也将涌现出孤立的现实世界或虚拟世界所不具

备的整体性功能。

元宇宙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新行业，因此对其高质量发展机理的研究至关重要。元宇宙行业

的高质量发展可以带来许多积极结果，有助于改善行业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

会，改善社会生活水平。虽然元宇宙话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但是已有的研究多是对元

宇宙概念和行业的规范性讨论，对于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有限，数据分析和实证研究

更是缺乏。同时，现有的量化分析多注重单一因素的考察，难以解释多重变量相互依赖关系对

元宇宙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本文旨在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以期为元宇宙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提供更加系统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支持。

（二）研究框架

TOE框架最早由Tornatzky和Fleisher在《技术创新的流程》（Utterback，1971）一书中提出，

被广泛应用于技术创新与信息系统研究领域。该理论提出后发展迅速，开始时强调多层次技术

应用情景对技术应用效果的影响（卫海英，2021；Awa和Ojiabo，2016），后来的研究者将组织因

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纳入考虑，因此被广泛应用于解释组织的技术整合和采纳行为。TOE框架可

用来研究企业采纳创新技术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类型信息技术创新的采用（邱泽奇，2017）。
TOE框架主要用于解释与三类技术创新相关的行为，即技术任务的应用创新、企业管理的创新

和嵌入组织核心业务流程的创新。它确定了影响采用和实施技术创新过程的组织环境的三个

方面，即技术因素、组织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Priyadarshini等，2022）。在TOE框架中，T代表技

术因素，O代表组织因素，E代表环境因素。其中，技术因素主要关注技术自身的特征与产品和

服务创新等之间的联系，包括是否与组织的结构特征相匹配、是否与组织的应用能力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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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是否能够为组织带来潜在收益等方面。组织因素主要包含企业规模、经营范畴、制度安排、

组织结构特性、沟通机制及闲置资源等。环境因素则是指组织开展业务或活动所处的外部环

境，包括宏观行业情况、市场结构、竞争强度和分析、外部政府的管制政策等方面（Awa和
Ojiabo，2016；谭海波等，2019）。

TOE框架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模型，也是一个基于技术应用背景的综合分析框

架，在不同的行业和领域中，技术、组织和环境的具体表现形式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在应用

TOE框架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和确定影响因素，并进行细化和拓展，不断丰富该模型的

内涵，以便更好地运用该框架来解决实际问题（谭海波等，2019；Awa和Ojiabo，2016）。本研究

通过TOE理论架构，在技术、组织、环境三个方面对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因素进行组

态分析。

本文基于已有研究，使用QCA方法并结合元宇宙企业发展的特殊情境，通过比较分析来

识别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因素中哪些因素对于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起重要作用，从整体和

组态视角出发构建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本文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组织（organization）
企业规模
数字化转型

环境（environment）
元宇宙政策环境
数字经济环境

协同联动

协同联动协同联动
TOE 组态匹配 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

技术（technology）
研发投入

元宇宙专利数量

图 1    TOE理论分析框架
 

1.技术驱动

通过技术创新应用，企业可以改善生产过程，提高生产效率，并且减少生产成本，从而提升

竞争力。技术创新应用还可以改变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从

而促进产业发展，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李梦雅和严太华，2020）。一方面，企业增加研发投

入可以提高核心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实力，减少生产成本，提升市场占有率，提高品牌价值和品

牌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还可以带来新的商业机会和新的市场，从而扩大企

业的市场份额和业务范围。就元宇宙企业而言，一方面，元宇宙专利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排

他性稀缺资源，可以使企业获得市场优势，阻止其他竞争对手复制企业的技术或产品。拥有专

利可以帮助企业树立领先地位，因为专利通常代表着企业在某一领域的技术或创新成果。另一

方面，企业元宇宙专利数量并非越多越好，申请和维护专利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过多的专利

申请可能导致企业资金流失，增加企业负担。专利的保护需要企业进行积极的维权，而过多的

专利申请可能导致企业难以有效地保护每一个专利，从而影响专利保护的效果。企业可能过于

追求专利数量，而不是专利的实际商业价值和市场需求，导致部分专利并没有实际应用和商业

价值，反而成为企业的负担。过多的专利申请可能导致企业过于依赖专利，而忽视员工的创新

积极性，从而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

2.组织驱动

组织结构特征和资源基础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王宛秋等，2022）。企业规模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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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大型公司因为拥有更多的人才、规模及其他能力，可有效地

应用新型信息技术进行精确分工，并进行协同的标准化制造，实现产品与技术的标准化、通用

化、协同化和多样化，进而形成规模效应，推动企业进一步成长。然而，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

大和管理的日益复杂，如果缺乏创新的管理手段和方式，则会导致企业管理成本增加和经营效

率下降，从而阻碍企业更好地发展。相应地，小型企业由于受规模限制，可能面临资源获取能

力、规模生产能力和市场占有能力不足的问题，但是缩小规模可以使企业专注于提升某一领域

的专业性，从而促进企业发展。此外，企业发展战略导向下的人力资源实践可以驱动企业进行

独特的流程改革、产品迭代与商业模式创新，进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虽然拥有更多的人

力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稳定性，但在某些情况下，过多的人力资源也会

带来不利的影响，比如可能导致部分人员在没有工作任务的情况下浪费时间和精力，从而增加

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多个部门或团队之间的沟通、协调和管理难度会随着人员数量的增加而

增加，容易出现管理混乱或失控的情况。如果企业过于依赖人力资源数量来推动业务发展，可

能导致员工的个人效率下降，对企业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组织因素在驱动元宇宙企业发

展方面具有双重效应。

成功的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提升客户体验和满意度，加强企

业的数字化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优化企业内部业务流程和生产流程，使企业的工作更加高效，

减少人为误差和重复性工作。不成功的数字化转型则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

需要对企业现有的IT基础设施进行升级和改造，同时可能会面临技术不稳定、人员流动、安全

风险等一系列问题。

3.环境驱动

良好的政策和经济环境能够帮助企业实现良好运营和技术领先，获得发展机遇（孔德议和

张向前，2013）。政府制定的元宇宙政策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政策的发布范围、数量和地

域都是关键因素。政府提供的支持政策可以为元宇宙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反之则会限制

其发展。数字经济环境对于元宇宙企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元宇宙是一种新的数字经济形

态。数字经济环境的状况直接影响元宇宙企业产品或服务能否转化为利润，从而影响元宇宙企

业的发展质量。

综合以上分析，TOE理论框架中的不同因素会相互作用，对元宇宙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产生

影响。技术层面的研发投入和元宇宙专利数量、企业规模、人力资源和数字化转型情况、政策环

境以及数字经济环境都在这些影响因素中起重要作用。

三、  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旨在探讨技术、组织与环境三个层面的因素对元宇宙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这种方法采用了整体视角和组态视角，利用集合理论和布尔运算的方法进

行分析，它集定性和定量分析于一体，适用于探讨多重因果关系问题（Casady，2023）。本文通过

案例间的比较，归纳出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化路径。具体来说，本文之所以选择

QCA方法，是因为该方法能够在复杂情况下对多个案例进行分析，并且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

影响因素在某种情况下会发生变化，而在其他情况下却不会发生变化。针对有关程度变化抑或

部分隶属的问题，本文采用了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Chen和Tian，2022）。
（二）样本数据

元宇宙上市公司是元宇宙行业发展的典型代表，具有市场份额高、专业技能强、研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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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及商业模式新等优势，是推动整个元宇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旨在探讨元

宇宙企业的技术、组织和环境因素对企业发展产生的组态影响。为此，本文选取了同花顺元宇

宙板块146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剔除存在异常值、缺失值的企业，最终选取了127家
元宇宙企业进行研究分析。为满足QCA方法中需要选择多样化案例的条件，本文选择了来自

不同行业领域的样本企业，以确保在运营和发展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图2展示了本文选取

的样本企业所涉及的行业分布情况。在数据时间效应上，由于2021年被称为“元宇宙元年”，各
元宇宙企业在该年度均有相应的运作和发展布局，因此本文中的样本企业数据均采用2021年
的数据。
 
 

行业名称公司数行业

家具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建筑安装业

批发业
零售业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房地产业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公共设施管理业

教育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土木工程建筑业
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新闻和出版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
专业技术服务业

文化艺术业
商务服务业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行业占比

0.8%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2

2

2

3

3

5

6

7

23

28

33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1.6%

1.6%

1.6%

1.6%

2.3%

2.3%

3.9%

4.7%

5.4%

17.8%

21.7%

25.6%

C21

C33

C35

C38

C40

E49

F51

F52

I63

K70

N77

N78

P82

C26

E48

E50

R85

C24

R86

M74

R87

L72

I64

C39

I65

R86

C24

M74

R87

L72

I64

C39

I65

16.3%

25.6%

2.3% 2.3%
3.9%

4.7%

5.4%

17.8%

21.7%

其他

图 2    案例样本的行业分布
 

（三）变量测量

1.结果测量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内各种要素在生产过程中

综合运用效率的指标（刘维林等，2023），是企业或国家在利用各种生产要素的过程中，实现利

润或创造财富的能力。与传统的单因素生产率（如劳动生产率或资本生产率）不同，全要素生产

率考虑了多种生产要素的综合效能。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需要借助生产函数，通过比较实际产

出与理论最大产出的差额来衡量企业的整体生产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代表着生产效率

的实质性提高，即在相同的要素投入下，可以获得的超出要素加总产出额的那部分剩余产出。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例如技术创新、制度改革、生产过程优化、人力资

源开发和环境质量提升等方面的改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于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能够

有效衡量元宇宙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本文使用Levinsohn-Petrin方法测量元宇宙企业的全要素

生产率（Levinsohn和Petrin，2003；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
2.条件变量

（1）研发投入。以往的研究通常将研发投入金额视为评估企业关键技术因素的指标（毛毅

翀和吴福象，2022）。然而，由于不同企业所处的行业具有较大的异质性，它们的研发投入往往

存在巨大差异（任曙明和王梦娜，2023）。因此，本文采用研发投入占企业收入的比例这一指标

来度量。

（2）元宇宙技术专利。根据现有文献，专利拥有量通常被视为评估企业发展的重要技术诱

因（米晋宏等，2019）。本文采用企业拥有的与元宇宙相关的技术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的数

量总和进行测量，通过查询2021年元宇宙相关关键词进行筛选与检索，以得出的2021年专利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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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数量作为研究指标（查询的关键词共29个：元宇宙、Metaverse、Meta、数字孪生、虚拟人、数字

藏品、交互技术、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扩展现实、XR、全息影像、脑机

交互、物联网、万物互联、网络运算、边缘计算、5G网络、电子游戏技术、3D建模、实时渲染、游戏

引擎、多模态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
（3）企业规模。资产总额是衡量企业规模的重要指标，它反映了企业所拥有和掌控的经济

资源（黄思明和王乔，2018）。既有研究广泛采用资产总额作为企业规模的度量标准（郑季良和

陈白雪，2020），本文也采用资产总额来度量。

（4）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是描述企业数字化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Kindermann等，

2021；吴非等，2021）。本文应用文本分析方法：首先，获取2021年所有元宇宙企业的年报，使用

PyPDF2提取文本内容及参考文献（吴非等，2021），统计所有数字化转型关键词的总词频。其

次，在关键词的选择过程中，除了使用文献中所有数字化转型关键词，也加入人工筛选的元宇

宙相关关键词，以更好地描述元宇宙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最后，计算关键词出现的总频数

占年报总字数的比值，以此作为测量指标。

（5）元宇宙政策环境。在元宇宙企业的成长中，各级政府的支持和政策引导至关重要。政府

的政策支持既包括税收优惠、资金扶持、知识产权保护等宏观政策，也包括市场监管、行业规范

等微观政策（高素英等，2017）。这些政策支持既可以为元宇宙企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政策基

础，也可以为其提供宝贵的资源保障（陈永洲和卢美莹，2022），均有利于促进元宇宙企业的高

质量发展。本文采用省、市元宇宙发展政策的加权结果来测量元宇宙发展的政策环境。元宇宙

企业所在市的元宇宙发展政策针对性最强，体现了所在市对元宇宙发展的重视程度；所在省的

政策有较强的针对性，覆盖面广，但相对于所在市的政策影响稍弱；所在省的其他市的政策具

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元宇宙企业的发展。通过专家讨论，本研究确定了

元宇宙企业所在市的政策占50%权重、元宇宙企业所在省的政策占40%权重、元宇宙企业所在

省的其他市的政策占10%权重，以便更好地测量元宇宙政策环境对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影响。

（6）数字经济环境。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对于企业的影响不容小觑（胡淑娟等，2022）。“中国

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由新华三集团联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权威机构发布，并采用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的数字经济测算框架（范合君等，2022）。“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是一项全面考察

评估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指数，评估重点包括城市发展与治理的四大关键领域，并根

据政策规划和指导意见制定独立评估指标（袁航和朱承亮，2023）。该指数有助于评估城市数字

经济的发展水平，为政府和企业决策提供参考依据。该指标从2017年连续发布至今，受到业界

和学界的广泛认可。因此，本文采用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来测量元宇宙企业所在城市的

数字经济环境。

综上所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

（四）变量校准

在QCA方法中，为样本案例赋予集合隶属的过程被称为变量校准。本文针对技术、组织、

环境协同驱动元宇宙企业发展这一新课题，通过借鉴现有研究，对元宇宙企业的研发投入、元

宇宙技术专利、企业规模、数字化转型、元宇宙政策环境、数字经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等条件

和结果变量进行直接校准。为了使校准隶属度落在0~1之间，本文将锚点（临界值）设定为0.75、
0.50和0.25分位数，分别表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同时，考虑到隶属分数恰好是

0.50的情况，本文采用在等于0.50的隶属分数上增加0.001的方式进行调整（Fiss，2011；黄钟仪

等，2023）。校准结果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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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说明 单位
描述性统计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全要素生产率 使用Levinsohn-Petrin方法测量 − 8.80 1.02 12.30 6.64

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占企业收入的比例 % 0.08 0.07 0.47 0.00
元宇宙技术专利 技术发明和实用新型的数量总和 个 2.58 9.68 78.00 0.00

企业规模 企业资产总额 万元 852 321.22 1 166 602.19 7 660 000.00 30 296.90
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指数 − 0.58 0.61 3.40 0.00

元宇宙政策环境 省市元宇宙政策环境的加权值 − 1.80 1.45 5.50 0.00
数字经济环境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 82.03 11.91 92.50 51.00

 
 

 
表 2    变量校准结果

条件与结果变量 目标集合
校准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高 0.10 0.06 0.04

元宇宙技术专利 元宇宙技术专利多 1.00 0.00 0.00
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大 990 435.50 441 369.00 245 510.50

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好 0.38 0.23 0.10
元宇宙政策环境 政策环境好 2.00 1.50 0.70
数字经济环境 市场环境好 92.30 86.70 72.90
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高 9.50 8.61 8.06

 
 

四、  实证分析

（一）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

必要条件分析是QCA方法中非常重要的分析手段，其目的在于找出影响研究结果发生的

必要条件。在必要条件分析中，一致性水平被用来衡量必要条件的结果，一致性阈值大于或等

于0.9表示必要条件是存在的，小于0.9则表示必要条件不存在（Schneider和Wagemann，2012）。
本文采用fsQCA 3.0软件对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一致性水

平均小于0.9，因此，这些条件变量都不是导致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具体结果详

见表3。
 

表 3    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 元宇宙企业非高质量发展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研发投入 0.492918 0.519012 0.508293 0.573942

0.595362 0.530313 0.574028 0.548322
元宇宙技术专利 0.760598 0.559650 0.723591 0.570960

0.416909 0.584458 0.441934 0.664386
企业规模 0.738928 0.742320 0.338857 0.365054

0.367955 0.341662 0.760811 0.757583
数字化转型 0.517118 0.497410 0.572902 0.590959

0.574753 0.556518 0.512767 0.532438
元宇宙政策环境 0.614422 0.544488 0.553121 0.525646

0.464721 0.492316 0.520679 0.591526
数字经济环境 0.568405 0.522258 0.555753 0.547596

0.507621 0.515861 0.515140 0.56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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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条件组态的充分性条件

为了减少矛盾组态的影响（谢智敏等，2020），本文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为0.8，频数阈值设

为1，PRI（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一致性阈值设为0.7。通过fsQCA软件分析，本

文得到中间解和简约解。其中，中间解包含引致结果发生的边缘条件且考虑了必要条件的存

在，而简约解包含引致结果发生的核心条件且复杂度适中，包含了最具代表性的条件变量，能

够为元宇宙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通过分析中间解和简约解，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

理解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条件，为企业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 4    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

P1 P2
研发投入  

元宇宙技术专利 ● ●

企业规模 ● ●
数字化转型 ●

元宇宙政策环境 

数字经济环境 ●
原始覆盖度 0.258 0.164
唯一覆盖度 0.180 0.086

一致性 0.888 0.880
典型案例 华扬联众 浪潮信息

总体解的一致性 0.879
总体解的覆盖度 0.344

● ●   ●  ● 　　注： 和 表示条件存在， 和 表示条件缺失； 和 表示核心条件， 和 表示边缘条件。下同。
 
 

从整体看，引致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组态有2个，一致性分别为0.888、0.880，这2个组

态的总体一致性为0.879，均大于一致性阈值0.8，同时，2个组态整体的解的覆盖度为0.344。具
体来看，在组态P1中，高企业规模、好的数字经济环境发挥了核心作用，元宇宙技术专利发挥

了辅助作用，该组态的一致性为0.888，唯一覆盖度为0.180；在组态P2中，高企业规模、高的数

字化转型发挥了核心作用，元宇宙技术专利发挥了辅助作用，该组态的一致性为0.880，唯一覆

盖度为0.086。同时，在P1和P2中，研发投入占企业收入的比例不会成为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瓶颈。基于这2个组态的核心条件及其解释逻辑，本文将导致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分为两种，即组织−环境驱动路径和组织主导路径。具体分析如下：

1.组织—环境驱动路径

表4中的P1路径表明，在较大的企业规模和良好的数字经济环境的基础上，可以通过较好

的专利产出来推动元宇宙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企业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而良好的数字经济环境则能够提高企业的可靠性和运营稳定性，进而提升企业的营利能力。此

外，增加元宇宙技术专利可以加快技术水平的提升，带动企业发展。该组态能解释约25.8%的

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案例，其中约18%的案例只能被这个组态解释。该组态的典型案例企业

为华扬联众。

华扬联众是国内首家以驱动增长为核心、整合全域及全链路数字化经营能力的信息科技

集团，旗下整合了新营销服务、新IP、新技术、新零售四大优势业务板块，并形成了高效联动以

商业数据赋能全渠道营销的闭环，助力商业伙伴在快速变化的竞争环境中实现价值最大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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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其子公司上海骞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Digital Fashion Lab）与其数字

技术合作伙伴在2020年共同推出了虚拟形象“Aimee”。2021年华扬联众的全要素生产率为

11.02，研发投入占比2%，拥有元宇宙相关技术专利1项，所处城市北京市有较好的数字经济和

政策环境。可见，华扬联众的高质量发展主要受到组织和环境的协同驱动。

2.组织主导路径

表4中的P2路径表明，在企业规模较大和数字化转型较好的条件下，辅之以较好的专利产

出，也可以驱动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大规模的企业拥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数字化转型较

好的企业拥有更好的技术创新能力，更多的技术专利有助于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该组态可以

解释约16.4%的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案例，其中约8.6%的案例只能被这个组态解释。该组态

的典型案例企业为浪潮信息。

浪潮信息是全球领先的IT基础设施产品、方案和服务提供商，秉承“计算力就是生产力，智

算力就是创新力”的理念，致力于推动智慧计算技术创新和应用，加速数实融合，落实绿色可持

续的发展理念，让人们生活更美好，企业经营更高效，社会治理更完善，人与自然更和谐。

2021年浪潮信息全要素生产率为11.02，研发投入占比4%，拥有元宇宙相关技术专利16项。可

见，浪潮信息的高质量发展主要受到组织因素的影响。

综合以上两个组态分析可知，组态P1的唯一覆盖度（0.180）明显高于组态P2的唯一覆盖度

（0.086），说明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企业规模、数字经济环境、专利和数字化转型等多方面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即源于多要素的互动。通过比较组态P1和P2可以发现，在较大的企业规

模和较多的元宇宙技术专利的情况下，数字经济环境和数字化转型在驱动元宇宙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

（三）稳健性检验

首先，参考杜运周等（2021）的研究，将频数从1改为2，保持其他处理方式不变，对元宇宙企

业高质量发展进行组态分析，结果见表5。其次，将变量对应于构成模糊集的完全隶属、完全不

隶属和交叉点三个定性断点的阈值从0.75、0.25、0.50变为0.95、0.05、0.50后重新校准（王璁和王

凤彬，2018），对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进行组态分析，结果见表6。最后，基于Meuer等（2015）
和张明等（2019）的研究，将解的原始一致性阈值从0.8调整为0.82进行稳健性检验，修改校准方

法后得到的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的结果见表7。本文对比测算后发

现，调整策略下的组态存在明显的子集关系，这进一步证实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 5    稳健型检验结果（调整频数）

条件变量
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

P1 P2 P3
研发投入   

元宇宙技术专利 ● ● ●

企业规模 ● ● ●
数字化转型  ●

元宇宙政策环境 ● 
数字经济环境 ● ● 
原始覆盖度 0.155 0.224 0.136
唯一覆盖度 0.011 0.080 0.089

一致性 0.870 0.884 0.875
总体解的一致性 0.875
总体解的覆盖度 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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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重新校准）

条件变量
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

P1 P2
研发投入  

元宇宙技术专利 ● ●

企业规模 ● ●
数字化转型 ●

元宇宙政策环境 

数字经济环境 ●
原始覆盖度 0.385 0.353
唯一覆盖度 0.114 0.081

一致性 0.930 0.933
总体解的一致性 0.922
总体解的覆盖度 0.467

 
 

 
表 7    稳健性检验结果（调整原始一致性阈值）

条件变量
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

P1 P2
研发投入  

元宇宙技术专利 ● ●

企业规模 ● ●
数字化转型 ●

元宇宙政策环境 

数字经济环境 ●
原始覆盖度 0.258 0.164
唯一覆盖度 0.180 0.086

一致性 0.888 0.880
总体解的一致性 0.344
总体解的覆盖度 0.879

 
 

五、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127家元宇宙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组态思维和QCA方法，基于TOE理论框

架，探讨影响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多重并发因素和复杂因果机制。

（一）研究结论

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依赖两条协同驱动路径，即组织—环

境驱动路径和组织主导路径。其次，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数字经济环境和数字化转型在

驱动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多元路径中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

（二）研究贡献

首先，本文创新性揭示了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丰富了TOE理论框架。元宇宙属

于新兴概念，不同的技术条件、组织条件和环境条件的组合，会形成多元化的元宇宙企业高质

量发展路径。本文在兼顾一般特征的基础上选取具有元宇宙特征的条件变量（如元宇宙技术专

利、数字化转型、元宇宙政策环境、数字经济环境等）进行研究，使结果更加真实可信。同时，以

往的文献多基于TOE框架研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战略性新兴企业、创业企业、跨国企业、大

型国有企业等高质量发展的组态路径（谢智敏等，2020；王璁和王凤彬，2018；李晓娣和饶美仙，

2023；程聪和贾良定，2016；孙佩红和刘凯月，2022；毛军权和敦帅，2023），本文基于元宇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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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丰富和拓展了TOE理论框架的应用情境。其次，本文率先采用QCA方法对元宇宙企业

高质量发展进行实证研究，提升了研究结论的精准度和可信度。关于元宇宙企业的既有研究大

多采用理论推演或案例方法（吴松强等，2023；陆亮亮等，2023；李志刚等，2023），本文采用的方

法更具有精确性和广泛适用性的优势。最后，本文通过大数据和文本分析方法进行元宇宙专

利、数字化转型、元宇宙政策环境等变量测量，提高了测量精度和效率，并发现了更多的潜在信

息，可以为实际研究和决策提供更好的支持。

（三）实践意义

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实践意义：首先，元宇宙企业应该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培养高端人才，

加强与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扩大市场份额。为实现该目标，企业应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提高自

身的科研创新能力，加强对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不断更新技术和产品；二是加强与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的合作，拓宽产品和服务范围，助力整个产业链发展；三是注重拓展海外市场，积极开

展国际贸易和技术交流，扩大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其次，就一般企业而言，它们需要积

极采用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新一代数字技术，优化生产制造流程，提高产品品质和效率。数字

技术的广泛应用可以帮助企业提升生产性能，改善生产制造流程，加快实现数字化转型。为实

现该目标，企业应积极引入数字技术，打造数字化供应链和生产线，不断优化生产流程，提高数

字技术应用的深度和广度。最后，就政府政策而言，政府应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元宇宙企业

的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包括：一是优化相关政策，以帮助元宇宙企业吸引更多的投资和人才；

二是协调各方面资源，推动元宇宙产业链的协同发展；三是开展国际合作，促进中国元宇宙企

业走向世界。

（四） 研究展望

本文所提出的促进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两条协同路径基于TOE分析框架，不可避免

地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需要在后续研究中加以改进和完善。首先，本文未考虑企业技术、组织

和环境等因素的动态演化机制，后续研究可以将这些因素的动态性纳入考虑范围，进一步提高

案例的覆盖度和效度。其次，本文仅考虑了研发投入、元宇宙技术专利、企业规模、数字化转型、

政策环境和数字经济环境六个因素在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协同效应，并没有考虑其他

要素的影响，后续研究应加入更多的因素，以期更深入地理解它们在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中

的协同驱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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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faceted Path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etaverse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TOE Framework

Li Dayuan,  Liu Xiaoliang,  Liu Liu,  Han Yangfan
（ Business schoo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Summary: The Metaverse provides a virtual and physical symbiotic space with unlimited creative
potential, where users can self-construct, self-design, and enjoy a high level of freedom. This will have a
huge impact on the organization and form of society, and hence how enterprises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by the Metaverse has become a hot topic of concer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OE, this
paper takes 127 Metaverse-listed companies as the research sample, and uses the QCA method to
deconstruct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multipl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etaverse enterprise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There are two main paths for Metaverse enterprise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environment-driven path and organization-led path.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digital economy environment of enterprises
exhibit a significant substitution effect in driv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etaverse enterprises.
This paper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revealing the diversified configurations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etaverse enterprises, which helps enterprises take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promote innovation vitality, help the government grasp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Metaverse industry,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policies, and achiev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Metaverse industry.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ut forward: First,
enterpris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mproving their technological level, cultivating high-end talents,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with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expanding
market share. Seco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create a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 to provide support and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etaverse enterprises. Third,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related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to
optimize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and improve product 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possibl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that: First, it innovatively reveal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hs of Metaverse enterprises, and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OE. Second, it
adopts the QCA method for the first time to conduct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Metaverse enterprises, and the conclusions are more accurate.

Key words: Metavers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OE theory; Q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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