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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如何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基础.本文以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关

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技术创新均能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且技术创新具有中介作用;数字化转型会

对突破性技术创新产生强化效应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并会对渐进性技术创新产生替代效应进而弱化对高质量

发展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规模越大,数字化转型通过技术创新促使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效果越弱;

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技术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更为

显著.本研究不仅丰富了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也为企业优化资源配置与构建

竞争新优势提供了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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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强调须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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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实现路径是技术创

新已形成共识[１][２],而正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的数字技术加速创新,能从根本上改

变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与产出[３],并重塑价值创造逻辑[４],这为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路.面

对数字化浪潮,工信部向中国商飞发放了国内第一张５G专网频率使用许可,并规划将推动“５G＋工

业互联网”向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迈进.与此同时,海尔集团为更好满足消费者对智慧生活

解决方案的需求,打造有 HOPE开放创新平台、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三一重工沿着“AI＋工业知

识＋行业”的路径实施数字化转型,支撑其北京桩机工厂获得全球重工行业首座“灯塔工厂”①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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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包揽全球重工行业两座“灯塔工厂”.由此可见,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

紧密联系,然而理论上系统性构建融有该三者的综合分析体系属于研究薄弱领域[２][３].因此,探讨数

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有利

于贯彻落实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战略.

二、文献综述

现有关于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衡量及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应用人

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对技术创新、生产制造、业务模式等经营活动进行重大改进与变革

的过程,强调对企业价值链的价值创造与转移的节点和逻辑进行重构[５][６].依此内涵,该领域文献可

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主要集中于探讨企业运行构成环节独立数字化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例如,

Ernkvist运用案例分析了数字交易与企业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关系[７];傅颖等以问卷调查

数据表征流程数字化,探讨了在位企业流程数字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８];唐松等运用上市公司数据分

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９];陈岩等通过文献文本构建关键词聚类图

谱与共现网络,研究了数字化时代智能服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路径与逻辑[１０].另一类是从整体层面

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的作用.例如,杜勇和娄靖通过搜集关键词的词频以表征企业数字

化转型水平,并以此探究其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５];Mubarak和Petraite通过问卷调查搜集相关数

据,从开放式创新视角分析了工业４．０技术、数字信任和技术导向之间关系[１１].
二是关于企业技术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研究.该领域文献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以企业

技术创新与其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而深入探讨两者之间关系.例如,陈丽姗和傅元海探讨了融资约束

条件下技术创新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动态特征[２];张鑫宇和张明志探讨了要素错配、自主创新与制

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逻辑[１２].二是以企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而将企业技术创新作

为其中一个焦点进行研究.例如,李巧华从技术创新视角解析了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

径[１３];黄速建等将技术创新能力归属于资源能力范畴以解析企业高质量发展特质[１４].
三是关于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研究.武常岐等通过文本分析法构建了企业数

字化转型指标,并考察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企业高质量发展问题[１５].刘艳霞用关键词词频表示数

字化转型程度,并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１６].Liu等通过构建数

字化转型指数和企业发展指数,探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中国企业发展的影响[１７].Peng和 Tao运用虚

拟变量表征企业是否开展数字化转型,并考察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内在作用

机制[１８].
根据上述文献梳理,本文试图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研究拓展:(１)根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衡量及

其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文献梳理,为避免因问卷调查方法和量表存在情景差异及其他客观因素影

响衡量结果准确性,本文将借鉴杜勇和娄靖、武常岐等运用文本词频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方

法[５][１５],以表征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深入探讨数字化转型对渐进性技术创新与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影

响及其内在机制.(２)基于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分别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文献的梳理,本文

将构建包括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研究体系,并综合运用理论演绎和实证检

验,对三者之间关系进行了探究,为企业深化应用数字技术以更好地推进技术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提供

新的思路.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高质量发展与时代变化具有强契合性,即高质量评价标准会随经济社会发展、利益相关者认

知理念变化而动态调整,目标在于促使企业发展具备时代合意性.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新时代,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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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理念为引领,即强调加强科技创新、助力提升区域协调水平、推进低碳绿色转型、拓宽开放融通空

间、打造共创共享发展范式,并在其发展系统、价值实现层次和价值对象范围三个维度[１４],形成更高

水平、更高层次和更高效率的多元价值创造范式.
(一)数字化转型可直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首先,数字化能重塑企业组织形态,破除价值链各构成之间“信息孤岛”现象,形成适应市场需求

的去中心化的链网式的智慧型组织.智慧型组织是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现代企业形态,具有内外一

体化、虚实一体化、纵横一体化与竞协一体化的特征[１９],即能以用户为中心集聚价值链各环节主体进

行价值的共创与共享.例如,为实现“以人单合一模式创物联网时代新增长引擎”的企业愿景,海尔运

用数字技术扁平化组织架构,将以前提供决策权的管理者从组织架构顶层转移到底层,倒逼管理层成

为提供资源的平台,并将最接近于市场的员工拆分成直接面向市场的自主经营小团队.同时,海尔还

通过打造 HOPE平台与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COSMOPlat)强化价值链各构成之间有机协同与柔

性化特征,形成产业价值链各要素紧密连接的生态共同体,进而提高企业发展系统运行效率.
其次,数字化能高阶集成多元化知识与资源以提高价值创造能力.数据是数字技术传递信息的

基本载体,而数字技术的数据同质化、可重新编程性与可供性等特征,可使同样的数据按照不同使用

目的而被采集、挖掘与分析进而呈现不同结果和价值[２０][２１],以此提高价值创造能力.例如,数字化能

在实现数据集成与统一管理基础上,提供迅速分析数据的技术和方法,形成以数据为要素且可量化的

精确逻辑,进而提高决策的准确性[２２].
最后,数字化有助于突破价值实现层次与价值对象范围.在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与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新时代,企业价值创造需要具有底线思维,突显社会属性,强调经济价值、环境价值与社会

价值的相互根植与融合,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而这呈现的是企业发展系统中多元价值主体的

多元价值诉求.数字化能通过海量数据的综合应用,强化面向共创经济价值、环境价值与社会价值的

特定场景的边缘计算能力与智能处理能力,并全面系统推动价值链各环节的数字化转型[６][２３],从而

为多元价值创造与价值对象范围的突破提供全链条的数字化支撑.
(二)数字化转型能通过强化技术创新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将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实现高质量重要路径的结论已得到研究证实[１][２],在此基础上,数字化能通

过知识赋能与生态共同体赋能强化企业技术创新.前者强调通过搭建智能大数据平台,运用云计算、
数字孪生等数字技术量化研发各环节的数据,并实现大数据统一管理与高阶集成分析,知识赋能企业

精准研发决策.后者强调生态共同体赋能企业技术创新合作网络,促使涵盖消费者、关联企业等多元

主体参与创新过程,吸纳更广范围的创意与知识,从而更有效打造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生态.进一步

从技术创新模式视角进行分析:对于渐进性技术创新而言,因其强调对已有技术和产品的简单优化与

改进,即对知识创造与技术改进程度相对较低,所以通过区块链、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生态共同体赋

能集聚跨区域跨领域主体的创意与知识,就能实现对关联问题的解决,即数字化对渐进性技术创新具

有一定程度的功能替代作用.尤其是在企业所拥有的生产性资源有限且不足以支撑同时深入开展数

字化转型、渐进性技术创新与突破性技术创新的情况下,这种替代作用更容易发生,所以数字化对渐

进性技术创新有替代作用,进而弱化了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对于突破性技术创新而言,因
其属于对现有技术知识的根本性变革,强调对新知识的创造,且对多元化资源的集成度要求更高,所
以存在部分底层技术知识的创造,需要在生态共同体赋能集聚知识的基础上实现进一步地深化与集

成,而这就形成了数字化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的不可替代性与强化作用.即数字化能通过强化突破性

技术创新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因此,在生产性资源有限情况下,当数字化能创造更大价值效应时,则会形成对渐进性技术创新

的替代效应以及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强化效应.综上分析可知,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１: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
研究假设２a:数字化转型会正向作用于技术创新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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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设２b:数字化转型会对突破性技术创新产生强化效应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
研究假设２c:数字化转型会对渐进性技术创新产生替代效应进而弱化对高质量发展促进作用.

图１　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

四、实证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根据上文分析,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不同技术创新模式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据此,本文借鉴张

嘉明、温忠麟等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思路[２４][２５],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HQ_deit＝α０＋α１lnSzhit＋δXit＋θi＋μt＋εit (１)

Patentit＝β０＋β１lnSzhit＋δXit＋θi＋μt＋vit (２)

HQ_deit＝λ０＋λ１lnSzhit＋λ２Patentit＋δXit＋θi＋μt＋eit (３)
式(１)~(３)中,HQ_deit为企业i在t年的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Patentit为企业i在t年的

技术创新水平的代理变量;lnSzhit为企业i在t年的数字化水平的代理变量,X为控制变量列向量,θ
为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特征,μ为时间固定效应,ε、v、e为误差项.

(二)变量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

企业高质量发展(HQ_de).关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代理变量设置,陈昭和刘映曼在总结相关文

献后认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能够综合反映企业的产品质量、发展水平和技术进步程度等信息,成为

现阶段评价企业发展质量的主流指标[１].为更好地解决全要素生产率估计过程中联立性偏误及选择

性偏误,本文将参照陈昭和刘映曼、武常岐等的研究[１][１５],采用 LP法测度全要素生产率以表征企业

高质量发展指数.

２．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lnSzh).本文参照杜勇和娄靖、武常岐等的研究[５][１５],对样本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进

行文本分析,提取能有效表征“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并进行词频统计以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
表征企业数字化转型关键词的选取,主要从数字技术,如数字组件、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平台、数字技

术域等,与应用场景两个层面展开,参考资料包括«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２１－
２０２３年)»«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报告(２０２０)»«中国企业数

字化转型路径实践研究报告(２０２０)»等政策文件与研究报告,江小涓和靳景、杜勇和娄靖等的研究文

献[４][５],并结合海尔集团、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深度进行数字技术应用与创

新企业的官方网站公开信息,最终确定表征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库,涵盖数字技术、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数字资源、数字资产、数据仓库、云生态、数据网

络、物联网安全、数据可视化、虚拟社区、虚拟制造、增强现实、数字孪生、数字终端、混合现实智能机器

人、深度学习、数字控制、智能制造、商业智能、智能网联、工业互联、工业大脑等１９２个词汇.词库与

年度报告匹配过程中,剔除非本公司,如客户、供应商等在内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并据此统计出数

字技术与场景应用两层面特征词披露次数并进行对数化处理,以刻画数字化转型水平指数.

３．技术创新变量组

技术创新(Patent),采用企业年度获得授权专利总量加１后取自然对数的形式衡量企业整体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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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水平.同时,根据不同类型专利科技创新含量的差异,参照胡山和余泳泽的研究[２６],突破性技

术创新(Break),采用年度获得授权发明专利总量加１后取自然对数的形式衡量;渐进性技术创新

(NonBreak),采用年度获得授权的非发明专利(包括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总量加１后取自然对

数的形式衡量.

４．控制变量

参照杜勇和娄靖、胡山和余泳泽的研究[５][２６],纳入对高质量发展有影响的公司财务特征以及内

部治理等变量,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有:企业规模(Size),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年龄

(lnAge),用企业自成立年份起的年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资产负债率(Leverage),用总负债与总资产

的比值来衡量;资产收益率(ROA),用净利润与总资产余额的比值来衡量;企业股权性质(SOE),国
有企业取值为１,非国有企业取值为０;高管持股比例(Share),用高管持股数占企业总股数的百分比

来衡量.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鉴于企业层面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我国制造业 A 股上市公司为初选样

本.为提高样本数据质量,能更准确反映现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征,本文剔除ST公司、上市时间小

于１年与部分变量观察值缺失严重的样本.另外,为减少极端值对实证结果造成影响,对所有连续变

量进行１％和９９％分位的缩尾处理,最终筛选得到来自３４１家公司的４４３３个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

据.实证研究所需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Wind资讯金融客户端、上市公司各年份年报.
(四)变量统计特征描述

为避免数据异常对实证结果的干扰,本文对实证所涉及各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具体如表１所

示.从表１可知,未发现有明显异常值的存在,且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小于１０,表明各变量不存

在显著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VIF

企业发展质量 HQ_de １４．５１４ １．０１５ １１．９４０ １８．７６７ ４４３３ ———
数字化 lnSzh ３．７３５ １．６９３ ０．０００ ７．６８７ ４４３３ １．０９
技术创新 Patent ３．３７２ １．４２０ ０．０００ ９．１００ ４４３３ １．７５
突破性创新 Break １．６０８ １．４８９ ０．０００ ６．５１８ ４４３３ １．３３
渐进性创新 NonBreak １．２３０ １．６８６ ０．０００ ７．３８５ ４４３３ １．１８
企业规模 Size ２２．３９０ １．４２８ １９．１９５ ２８．４１６ ４４３３ ２．１５
企业年龄 lnAge ２．７６６ ０．３５３ １．０９９ ３．９７０ ４４３３ １．０６
资产负债率 Leverage ０．４３５ ０．２０７ ０．００８ ２．２９０ ４４３３ １．７０
资产收益率 ROA ０．０４５ ０．０９３ １．０２５ ０．６４９ ４４３３ １．１６
产权性质 SOE ０．４９２ ０．５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４３３ １．５３
高管持股比例 Share １１．４７５ １８．９８６ ０．０００ ９７．０００ ４４３３ １．５８

五、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之前,通过 Hausman检验发现回归模型的p值均在１％的置信水

平上强烈拒绝选择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即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以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影响.表２显示了基准回归结果.
由表２结果可知,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活动进一步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体而

言,模型(１)显示,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在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显著促

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即 H１得到实证支持.数字化转型能帮助企业更好地适应复杂变化的技术环境

和市场环境,并识别和抓住市场机会以及获取所需关键生产资源,从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模型

(２)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形成正向促进作用;模型(３)进一步表明数字化转型能通过

０４１



促进技术创新活动,进而强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作用,即 H２a得到实证支持.该系列结果表

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部分来源于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表２ 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检验的基准结果

(１)

高质量发展

(２)

技术创新

(３)

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 ０．１４４∗∗∗ ０．０７８∗∗∗ ０．１１９∗∗∗

(８．２７５) (８．３８８) (１４．５９５)
技术创新 ０．１４３∗∗∗

(１８．５２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１３．８６４∗∗∗ ３．０７５∗∗∗ １３．４７５∗∗∗

(３．７１７) (４．４７５) (３．７８８)

R２ ０．２９１ ０．２１４ ０．１６２
观测值 ４４３３ ４４３３ ４４３３

　　注:∗∗∗、∗∗和∗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二)不同创新模式下的检验结果

表３显示了不同创新模式下技术创新在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其

中,模型(１)显示了数字化转型对高质量发展的基准回归结果,模型(２)和模型(３)、模型(４)和模型(５)
分别显示了突破性技术创新与渐进性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结果.
　表３ 不同创新类型的中介效应分析

(１)

高质量发展

(２) (３)

突破性技术创新

突破性技术创新 高质量发展

(４) (５)

渐进性技术创新

渐进性技术创新 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 ０．１４４∗∗∗ ０．０２９∗∗∗ ０．１４４∗∗∗ ０．１０９∗∗∗ ０．１５１∗∗∗

(８．２７５) (２．６４８) (１７．６６７) (９．１０７) (６．３５２)
突破性技术创新 ０．０６８∗∗∗

(１０．８５９)
渐进性技术创新 ０．００７

(１．０８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１３．８６４∗∗∗ １．７１９∗∗∗ １３．７４５∗∗∗ １．６４１∗∗∗ １３．８１２∗∗∗

(３．７１７) (３．１７７) (７．７１５) (９．４３９) (５．４０３)

R２ ０．２９１ ０．３２５ ０．２４１ ０．２０５ ０．３７６
观测值 ４４３３ ４４３３ ４４３３ ４４３３ ４４３３

　　由表３结果可知,数字化转型会正向作用于突破性技术创新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并负向作

用于渐进性技术创新进而弱化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模型(２)显示,数字化转型的回

归系数在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数字化转型对突破性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作用.同时,
模型(３)显示,数字化转型和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均在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且数字化

转型的显著性水平相较于模型(１)更接近０.这表明数字化转型能通过正向作用于突破性技术创新

进而强化对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作用,即 H２b得到支持.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知识赋能和信息共享,
为企业开展突破性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知识支持和信息供给,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模型(４)显示,数
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在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渐进性技术创新有显著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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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作用.同时,模型(５)显示,渐进性技术创新未能显著影响高质量发展,且在渐进性技术创新影响

下,数字化转型的显著性水平相较于模型(１)变小.因此,H２c得到实证支持.结合模型(１)可知,在
生产性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会对渐进性技术创新产生替代效应.

(三)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减少测量偏误带来的不利影响,本文将从以下两种情景进行稳健性检

验:一是参照武常岐等的研究[１５],采用 OP法替换LP法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衡量企业高质量发

展水平,并对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三者关系进行再次检验;二是采用数字化转型

的滞后一期数据对三者关系进行再次检验.经过实证分析,两种情景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结

果基本一致,具有较好稳健性,即数字化转型能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且技术创新在两者之间具有

中介作用,限于篇幅未予报告.
(四)异质性分析

尽管上述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能通过技术创新而强化对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但该影响在不

同情境下是否存在异质性特征不得而知,有必要进一步探索.从企业规模来看,不同规模企业在资源

基础、创新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例如,大型企业通常拥有成熟的知识技术基础、稳定的客户群体,在
识别新技术路径和技术研发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而中小企业在新技术的应用拓展中则会面临资源

匮乏和市场结构障碍.从产权属性来看,企业数字化动机与其性质存在紧密联系,即与国有企业相

比,非国有企业更有动力引入数字技术[２７].因此,本文进一步考察不同企业规模(见表４)和产权属性

(见表５)下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
本文按照企业规模大小分行业和年度将样本由低到高排序的三分位数为临界点进行分类,划分

为小规模企业、中规模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三种类型,具体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分企业规模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小规模

高质量
发展

技术
创新

高质量
发展

(４) (５) (６)

中规模

高质量
发展

技术
创新

高质量
发展

(７) (８) (９)

大规模

高质量
发展

技术
创新

高质量
发展

数字化转型 ０．１２９∗∗∗ ０．１５８∗∗∗ ０．１２０∗∗∗ ０．１１８∗∗∗ ０．１８７∗∗∗ ０．０９９∗∗∗ ０．０８３∗∗∗ ０．１７７∗∗∗ ０．０６３∗∗∗

(４．２１) (４．１１) (７．６５) (４．４７) (６．２３) (７．６２) (４．２５) (７．５９) (６．１３)

技术创新 ０．０４５∗∗∗ ０．１２５∗∗∗ ０．１４０∗∗∗

(３．４２) (９．８６) (１２．５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１３．２５０∗∗∗ ２．０７６∗∗∗ １３．１６８∗∗∗ １３．８１７∗∗∗ ２．４３６∗∗∗ １３．４７２∗∗∗ １４．５６１∗∗∗ ２．９６４∗∗∗ １４．１１９∗∗∗

(９．８９) (１１．７１) (１４．２４) (５．０５) (６．８４) (３．５７) (９．１８) (３．１１) (９．５５)

R２ ０．２８６ ０．２９３ ０．３１８ ０．２９１ ０．３１４ ０．１７７ ０．３５０ ０．３８９ ０．１７５
观测值 １１７９ １１７９ １１７９ １３６８ １３６８ １３６８ １８８６ １８８６ １８８６

　　由表４可知,在不同规模样本中,数字化转型均能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而显著促进企业高质

量发展,但不同规模企业中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有较大差异,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数字化转型通过

技术创新而强化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效果逐渐减弱.
本文进一步按照企业产权性质将样本区分为国有企业组和非国有企业组,分别进行检验,表５列

示了回归结果.
由表５可知,在不同产权属性样本检验结果中,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值均显著为正.通过比较

两组的系数值可以发现,数字化转型在非国有企业组中产生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但技术创新的中介

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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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 分产权属性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非国有企业

高质量发展 技术创新 高质量发展

(４) (５) (６)

国有企业

高质量发展 技术创新 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 ０．１９６∗∗∗ ０．１７０∗∗∗ ０．１３６∗∗∗ ０．１２３∗∗∗ ０．２６３∗∗∗ ０．１９１∗∗∗

(４．３３５) (７．０２３) (４．１９０) (６．８３０) (８．５６０) (７．７０９)
技术创新 ０．１１３∗∗∗ ０．１６５∗∗∗

(５．５８８) (８．１０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１３．３９４∗∗∗ ２．３５８∗∗∗ １３．１３８∗∗∗ １４．３８３∗∗∗ ２．５４７∗∗∗ １３．８８３∗∗∗

(４．３０２) (８．４７７) (８．０４６) (６．６６３) (７．８７１) (６．２７９)

R２ ０．１０９ ０．１９３ ０．１５３ ０．０６８ ０．１６５ ０．２２７
观测值 ２４７５ ２４７５ ２４７５ １９５８ １９５８ １９５８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构建了包括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研究体系,并从理论演绎和实证

检验对三者之间关系进行了探究,得到如下结论:(１)数字化转型与技术创新均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有

显著促进作用.(２)数字化转型会通过正向作用于技术创新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即技术创新具

有中介效应.(３)从不同技术创新模式角度而言,数字化转型会对突破性技术创新产生强化效应进而

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并会对渐进性技术创新产生替代效应进而弱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可能原因在于,在生产性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能创造更大价值效应时,则会形成对渐进性

技术创新的替代效应,但因突破性技术创新对多元化资源的集成度要求更高,需要数字化的知识赋能

与生态共同体赋能进一步强化知识的深度与集成,从而形成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强化效应.(４)在不

同规模企业样本中,数字化转型均能通过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且随着企业规模的增

大,数字化转型通过技术创新强化企业发展质量的效果逐渐减弱.在不同产权属性样本中,数字化转

型均能通过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但数字化转型在非国有企业中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

根据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结论,本文获得以下启示:
第一,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把握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

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

国.自２０１０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连续１２年居世界第一位,但在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自主可

控的核心技术、制造业创新能力、制造业结构升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完

成.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强科技创新、助力提升区域协调水平、
推进低碳绿色转型、拓宽开放融通空间、打造共创共享发展范式,进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

支撑.
第二,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已成为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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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数字经济驱动高质量发展,一是要强化数字变革基础支撑,加快“东数西算”进程,释放算力资源

“乘数效应”和数据要素“倍增效应”,以巩固数字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红利优势;二是充分挖掘数据

价值,激发数据要素活力,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市场销售的

全价值链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国制造向“智”造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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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加强数字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持续提升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等数字安全保障能

力,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第四,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时有必要加强多要素之间的协同作用进而提高企业发展的柔性与

韧性.在践行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企业需要深化数字技术的应用与创新,创新是发展的动力,必须坚

持持续的技术创新,持续优化内部治理、人才资源、财务资源、企业文化等要素之间链接机制,充分挖

掘边界内未利用或利用而未充分认知的互补性资源,并通过资源的重组与高阶集成保障底层技术知

识的创造与多元化价值目标的实现.

注释:

①“灯塔工厂”项目由世界经济论坛与全球顶尖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合作开展,旨在遴选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尖端技术应用整
合工作方面卓有成效、堪为全球表率的领先企业,被誉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指路明灯”.“灯塔工厂”首要是积极采用第四次工业革
命的关键技术,包括数字化、自动化、先进分析、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代表制造业领域智能制造的最高水平.全球灯塔网络设
立于２０１７年,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全球灯塔网络有１１４名成员,位于中国共有４２家,中国灯塔工厂数量持续领先全球.

参考文献:

[１]陈昭,刘映曼．政府补贴、企业创新与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J]．改革,２０１９(８):１４０—１５１．
[２]陈丽姗,傅元海．融资约束条件下技术创新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动态特征[J]．中国软科学,２０１９(１２):

１０８—１２８．
[３]丛昊,张春雨．数字技术与企业高质量创新[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２(４):２９—４０．
[４]江小涓,靳景．数字技术提升经济效率:服务分工、产业协同和数实孪生[J]．管理世界,２０２２,３８(１２):９—２６．
[５]杜勇,娄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升级的影响及溢出效应[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２(５):１１９—１３３．
[６]Nambisan,S．,Wright,M．,Feldman,M．TheDigitalTransformationof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

Progress,ChallengesandKeyThemes[J]．ResearchPolicy,２０１９,４８(８):１—９．
[７]Ernkvist,M．TheDoubleKnotofTechnologyandBusiness—modelInnovationintheEraofFermentofDigitＧ

alExchanges:TheCaseofOM,APioneerinElectronicOptionsExchanges[J]．TechnologicalForecastingandSocial
Change,２０１５(９９):２８５—２９９．

[８]傅颖,徐琪,林嵩．在位企业流程数字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组织惰性的调节作用[J]．研究与发展管理,

２０２１,３３(１):７８—８９．
[９]唐松,伍旭川,祝佳．数字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结构特征、机制识别与金融监管下的效应差异[J]．管理

世界,２０２０,３６(５):５２—６６．
[１０]陈岩,张李叶子,李飞,张之源．智能服务对数字化时代企业创新的影响[J]．科研管理,２０２０,４１(９):

５１—６４．
[１１]Mubarak,M．F．,Petraite,M．Industry４．０Technologies,DigitalTrustandTechnologicalOrientation:

WhatMattersinOpenInnovation? [J]．TechnologicalForecastingandSocialChange,２０２０(１６１):１２０３３２．
[１２]张鑫宇,张明志．要素错配、自主创新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J]．科学学研究,２０２２,４０(６):１１１７—１１２７．
[１３]李巧华．新时代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J]．财经科学,２０１９(６):５７—６９．
[１４]黄速建,肖红军,王欣．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J]．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８(１０):１９—４１．
[１５]武常岐,张昆贤,周欣雨,周梓洵．数字化转型、竞争战略选择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机器学习与文本

分析的证据[J]．经济管理,２０２２,４４(４):５—２２．
[１６]刘艳霞．数字经济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经验证据[J]．改革,２０２２(９):３５—５３．
[１７]Liu,C．,Zhang,W．,Zhu,X．Y．DoesDigitalTransformationPromoteEnterprise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ChineseA—ShareListedEnterprises[J]．JournalofOrganizationalandEndUserComputing,２０２２,３４(７):

１—１８．
[１８]Peng,Y．Z．,Tao,C．Q．CanDigitalTransformationPromoteEnterprisePerformance?FromthePerspective

ofPublicPolicyandInnovation[J]．JournalofInnovation& Knowledge,２０２２,７(３):１００１９８．
[１９]李海舰,李燕．企业组织形态演进研究———从工业经济时代到智能经济时代[J]．经济管理,２０１９(１０):

２２—３６．
[２０]Yoo,Y．,Boland,R．J．,Lyytinen,K．,Majchrzak,A．OrganizingforInnovationintheDigitizedWorld[J]．

OrganizationScience,２０１２,２３(５):１３９８—１４０８．
[２１]魏江,刘洋,等．数字创新[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２１:４８—５４．

４４１



[２２]王文信,杨扬．数据生产力:企业BI项目建设与运营[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２０:３０—３４．
[２３]Alkaraan,F．,Albitar,K．,Hussainey,K．,Venkatesh,VG．CorporateTransformationTowardIndustry

４．０andFinancialPerformance:TheInfluenceof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ESG)[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andSocialChange,２０２２(１７５):１２１４２３．

[２４]张嘉明．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异质性与影子银行[J]．经济研究,２０２２,５７(５):５１—６９．
[２５]温忠麟,方杰,谢晋 艳,欧 阳 劲 樱．国 内 中 介 效 应 的 方 法 学 研 究 [J]．心 理 科 学 进 展,２０２２,３０(８):

１６９２—１７０２．
[２６]胡山,余泳泽．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突破性创新还是渐进性创新? [J]．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２２(１):４２—５１．
[２７]吴非,胡慧芷,林慧妍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

２０２１(７):３０—１４４．

DigitalTtransformation,TechnologyInnovationandHighQualityDevelopmentof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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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eneweraofbuildingasocialistmoderncountryinanallＧroundway,howtopromote
the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enterprisesisrecognizedasanessentialapproachtoachievehighＧ
qualityeconomicdevelopment．ThispaperexplorestherelationshipamongcorporatedigitaltransＧ
formation,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byusingdatafromChina’smanＧ
ufacturinglistedcompaniesfrom２００８to２０２０．Thefindingssuggestthat:bothdigitaltransformaＧ
tion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cansignificantlypromotethe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enterpriＧ
ses,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significantly mediatethisprocess;digitaltransformation will
strengthenbreakthrough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therebypromote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
andwillhaveasubstitutioneffectonincremental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weakenthepositive
effecton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Heterogeneitytestindicatesthatwiththeincreaseofenterprise
scale,thepositiveeffectofcorporatedigitalizationtopromote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through
technologicalinnovationisweaker;thedigitalizationofnonＧstateＧownedenterprisesplaysamore
significantroleinpromotingtheir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whilethe
intermediaryroleofstateＧownedenterprises＇technologicalinnovationismoresignificant．Thisstudy
notonlytheoreticallyenrichestheresearchofdigitaltransformation,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
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enterprises,butalsoempiricallyprovidessuggestionsforenterprisesto
optimizeresourceallocationandbuildnewcompetitiveadvantages．
Keywords:DigitalTransformation;TechnologicalInnovation;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EnterＧ
prises;BreakthroughTechnologicalInnovation;IncrementalTechnological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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