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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构建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高质量创新关系的模型，以201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

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会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创新。企业数字化转型运用数字技术可以弥补企业获

取资源能力不足的缺陷，帮助其从外部环境中更为便利地获取创新活动所需资源，帮助企业更好地识别

市场机会，预测市场趋势，有助于企业在创新活动方面取得突破，进而实现高质量创新发展。本文创新

性地把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高质量创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丰富了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影响因素和数字化转

型的作用机制，并结合中国特殊国情，提出了针对性的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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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uilds a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high-quality in-
novation. Based on the data of Shanghai-Shenzhen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2016~2021,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ill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enterprise innov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ill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ffect high-quality inno-
vation.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using digital technology can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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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prises to obtain resources, to help them better access the resources needed for innovative ac-
tivities from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o help companies better identify market opportunities, 
forecast the market trends, help companies to make breakthroughs in innovative activities, and then 
to achieve high-quality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nnovatively combines the digital trans-
formation with high quality innovation, enrich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igh quality innovation 
and the function mechanis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combines with the special national con-
ditions of China,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management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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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依靠创新提高发展质量。”一直以来，我国政府都将创新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并鼓励科技创新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进而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是全面提升我国经济发展

质量和效益的重要驱动力量[1]。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统计，中国在《专利合作条约》框架下提交

的专利申请量由 2010 年的 12,296 件增长至年的 69,540 件，创新数量在世界排名中已位列榜首。然而，

当前我国企业创新数量飞速增长的背后存在着广泛的低质量问题[2]，创新质量明显低于美国、瑞士等典

型的创新型国家。这表明，我国的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未实现同步增长。创新质量主要指具有技术创新

性、突破性的企业研发成功，以及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方面的实用价值[3]，高质量创新对于企业的可持续

发展尤为重要，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企业的创新质量成了重要议题。“人工智能”、“区块链”、

“云计算”和“大数据”等这些技术手段在企业的制造、研发及营销等各个环节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显

著改变了企业的研发及商业模式，已成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创新的重要因素[4]。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企业

提高效率、优化业务流程、降低成本，同时也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利润增长[5]。而高质量

创新则是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上，可以帮助企业开发新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提高市场竞争力，

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国内外对“数字化转型”的作用主要是围绕着财务绩效、创新能力、投入产出效率等展开研究，本

文研究数字化转型对高质量创新的影响路径，进一步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作用结果的相关研究。现今

大多关注企业整体的创新水平、影响企业创新的各种内外部环境因素以及如何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较

少研究关注企业创新的质量，以及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因素以及如何促使企业高质量创新，本文聚焦企业

高质量创新，认为数字化转型会对企业高质量创新产生影响，强化对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 
因此，本文基于 2016~2021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影

响。本文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创新，经过调整被解释变量的测量方法稳健

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 已有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

大多以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数量或创新绩效为视角，忽略了对创新质量的考察。并且，现实中存在企业

为了追求政府补助只关注创新数量的行为，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创新质量，并以专利申请次数对其进

行测度，可能更为准确。2) 既有文献大多从宏观层面研究如何提高区域创新质量，缺少从微观层面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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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企业创新质量的路径，尤其是缺乏以数字化转型为切入点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基于微观视角探究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影响，探究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内在机制。 

2. 理论假设 

在当前高度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企业要想获得持续的发展和成功，创新成为了企业生存和发展

的关键因素。然而，企业开展创新活动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创新活动所需资源通常具有较高的价值和

不可复制性，仅依靠企业自身难以获取，这使得企业在开展创新活动时面临着诸多挑战。以“人工智能”、

“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具有可编辑性、开放性和关联性等

特征，企业数字化转型运用数字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企业获取资源能力不足的缺陷，帮助其从外

部环境中更为便利地获取创新活动所需资源，帮助企业更好地识别市场机会，预测市场趋势，从而促进

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 
首先，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

企业需要迅速适应新的技术和市场变革，以便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通过数字化转型，企业可以利用

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如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有效地整合和利用各种内外部资源，

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效率，这使得企业能够在新的环境中快速地寻求技术突破，实现高质量创新。其

次，企业不断追求高质量创新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提高核心竞争力，以保证其在同行业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因此充分了解同行业竞争者的信息便成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创新的重要条件。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与

其竞争厂商之间的透明度[6]，这不仅有助于降低由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创新风险，还可以有效地激励企

业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第三，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之间的连接与互动，拓宽企业获

取资源的渠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变得日益重要。通过数字化转型，企业可以

利用数字技术更加便捷地与其他企业合作，获取更多有价值的资源，从而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同时又可以增强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沟通，使得消费者能真正地参与到产品创新和价值创造的过程中。

就企业自身而言，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信息处理能力和挖掘能力带来显著提升，使得企业能够更好地利

用已积累的数据，实现信息共享和流通，探索更多有价值的资源[7]，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帮

助企业在创新活动中寻求突破，从而实现高质量创新。就消费者参与而言，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获取

消费者的行为数据，准确地掌握客户的需求，从而推出更具创意性的产品和服务，提升企业的创新效率，

这也是企业能够实现高质量创新的重要保证。综上所述提出假设： 
H：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 2016~2021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数据作如下处理：第一，剔除处于特殊

状态(ST、*ST)的上市公司，此类公司由于经营异常可能会对结果分析产生偏差性影响；第二，为避免数

据不完整对结果产生影响，剔除主要变量数据缺失的观测值；第三，考虑到离群值对数据的影响，对连

续变量在 1%和 99%的水平上缩尾处理；第四，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 1 的样本，最终共得到 2046 条平衡

面板数据。 

3.2. 变量设置和测度 

1) 被解释变量 
高质量创新(HQI)是被解释变量。就目前而言，高质量创新作为创新发展的新思想理念，还没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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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系统完善的评价体系可供参考。高质量创新不同于传统的技术创新，高质量创新更加突出技术创新

的速度和质量，其创新主体具有多样性、自主性[8]，现有研究多以专利申请总量表示创新数量，本文则

以发明型专利申请数量表示高质量创新。 
2) 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DT)。数字化转型的科学测度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前沿问题之一。现有文献中主要包含

以下几种度量方法：第一，何帆和刘红霞(2019)通过手工整理上市公司年报和公告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虚拟变量，但很难真实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9]；第二，祁怀锦等(2020)采用企业年末无形资产

科目明细项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金额与无形资产总额之比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却忽略了费用支出[10]。
第三，刘政等(2020)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来收集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11]。本文数字化转型具体的构造方

法是：借鉴吴非等(2021)的研究，从“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

术”和“数字技术应用”五个维度构造数字文本进行文本分析和词频统计；其次，在数字化词典的基础

上使用 python 的“jieba”分词工具对上市公司年报 txt 文本进行文本分析和词频统计；最后，将每家企

业各个数字化关键词的词频进行加总得到数字化转型总词频，并对总词频进行对数化处理来衡量数字化

转型程度[7]。 
3) 控制变量 
考虑到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高资源消耗、高成本”的活动(刘淑春等，2021 [12])，选取控制变量包括：

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公司现金流(Cash)、总资产收益率(ROA)、管理能力(MF)、公司成长

性(Growth)，相关数据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 
综上，所有变量测度如表 1 所示。 
 

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on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 DT 基于文本分析和词频统计，加 1 进行对数化处理 

被解释变量 高质量创新 HQI 企业当期发明专利申请数取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Size 企业年末总资产加 1 取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 

 公司现金流 Cashflow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值与总资产之比 

 总资产收益率 ROA 净利润与平均资产总额之比 

 管理能力 MF 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 

 公司成长性 Growth 营业总收入增长率 

 年度效应 Year 年度虚拟变量 

 行业效应 Ind 行业虚拟变量 

3.3. 模型设计 

HQI DT Controlsit it it i t itα β θ λ λ ε= + + +++  

本文构建基准回归模型探究数字化转型对高质量创新影响。被解释变量为高质量创新(HQI)，核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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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变量为数字化转型(DT)，Controls 为控制变量， iλ 为行业固定效应， tλ 为时间固定效应， itε 为随机误

差项。参数 β 反映了数字化转型对高质量创新的影响效应，如果其显著为正，则表明数字化转型对高质

量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被解释变量高质量创新的均值为 4.516，标准差为 1.077，
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9.861，说明不同企业的 E 高质量创新存在一定差异。数字化转型的均值为 2.031，
标准差为 1.442，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5.428，说明不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存在较大差异，且存在部分

企业尚未开展数字化转型.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均在正常范围之内。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样本数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HQI 2046 2.031 0.000 5.428 1.442 

PT 2046 4.516 0.000 9.861 2.024 

size 2046 24.749 22.024 29.222 1.495 

LEV 2046 0.546 0.0734 0.928 0.209 

cashflow 2046 0.055 −0.117 0.234 0.063 

ROA 2046 0.043 −0.086 0.204 0.049 

MF 2046 0.063 0.000 0.487 0.071 

Growth 2046 0.121 −0.514 0.971 0.247 

4.2. 相关性检验 

主要变量的 pearson 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数字化转型(DT)与高质量创新(HQI)的 pearson 相关性系数

为 0.074，两者之间关系显著，表明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创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初步验证假设 H。此外，

各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均不大于 10，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综上，提出的假设关系都得到了初步验

证，但其因果关系还需进一步检验。 

4.3. 回归分析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高质量创新的检验关系见表 4，数字化转型(DT)与企业高质量创新(HQI)的回归系

数为正，且通过了 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为 0.329，表明数字化转型对高质量创新有显著正

向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运用数字技术可以弥补企业获取资源能力不足的缺陷，帮助其从外部环境中更

为便利地获取创新活动所需资源，帮助企业更好地识别市场机会，预测市场趋势，有助于企业在创新活

动方面取得突破，进而实现高质量创新发展，对于中国的上市公司而言，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信息处理

能力和挖掘能力带来显著提升，使得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已积累的数据，实现信息共享和流通，提高产

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帮助企业在创新活动中寻求突破，从而实现高质量创新，引进并应用数字技术

是提升企业创新质量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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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Pearson analysis of correlation 
表 3. Pearson 相关性检验 

 DT HQI size LEV cashflow ROA MF Growth 

DT 1        

HQI 0.074** 1       

size 0.003 0.255** 1      

LEV 0.080** 0.128** 0.673** 1     

cashflow −0.106** 0.002 −0.154** −0.364** 1    

ROA −0.023 −0.015 −0.246** −0.498** 0.488** 1   

MF 0.089** −0.103** −0.416** −0.344** 0.000 0.045* 1  

Growth −0.014 0.025 0.023 0.000 0.183** 0.240** −0.076** 1 

注：***、**、*分别表示 1%、5%、10%置信水平上显著。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表 4. 回归结果 

变量 HQI 

DT 0.329** 
(10.863) 

Size 0.159*** 
(14.467) 

LEV 1.398*** 
(4.910) 

Cashflow 0.185 
(0.259) 

ROA 0.626 
(0.648) 

MF 0.340 
(0.567) 

Growth −0.125 
(−0.796) 

Year 控制 

Ind 控制 

调整 R2 0.458 

观测值 2046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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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创新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赵天娇(2019) [13]学者的研究，

引入数字化转型的滞后一期进行稳健性检验，用 DT(−1)来表示，通过滞后项来缓解内生性问题。结果如

表 5 所示，数字化转型对于高质量创新显著促进的结论依旧稳健可信，可见本文的研究未受到内生性的

严重影响。 
 

Table 5. Results of the-phase test 
表 5. 滞后一期检验结果 

变量 HQI 

DT(−1) 0.225*** 
(7.907) 

Controls 控制 

Year 控制 

Ind 控制 

调整R2 0.442 

观测值 2046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5. 结论及启示 

5.1. 研究结论与贡献 

本文选取 2016~2021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数字化转型对高质量创新的影响。通

过实证分析，研究假设得到证实。数字化转型会显著正向影响高质量创新，企业数字化转型运用数字技

术可以弥补企业获取资源能力不足的缺陷，帮助其从外部环境中更为便利地获取创新活动所需资源，帮

助企业更好地识别市场机会，预测市场趋势，有助于企业在创新活动方面取得突破，进而实现高质量创

新发展。 
本文存在以下理论贡献：1) 已有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大多以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数量或创新绩效为

视角，忽略了对创新质量的考察。并且，现实中存在企业为了追求政府补助只关注创新数量的行为，本

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创新质量，并以专利申请次数对其进行测度，可能更为准确；2) 既有文献大多从宏

观层面研究如何提高区域创新质量，缺少从微观层面探究提升企业创新质量的路径，尤其是缺乏以数字

化转型为切入点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基于微观视角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影响，探究数

字化转型促进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内在机制。 

5.2. 管理启示 

依据本文的结论可以提出如下管理启示，便于我们更好地探索促进企业高质量创新的途径。政府应

提供优惠政策、贷款和税收减免等支持措施，鼓励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政府和企业应加大科研

经费投入，为数字化转型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推动技术研发和应用，共同设立创新基金，支持创新型

项目和企业的发展，推动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同时政府和企业应共同推动职业培训，不断提升员工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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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技能，使其能够适应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加强数字化人才的培养，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加强人才队

伍建设，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人力支持。除此以外，政府和企业应加强产学研合

作，搭建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之间的合作平台，共享创新资源，提高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 

5.3. 局限与展望 

本文用二手数据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创新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一系列结论，丰富了管理理

论相关研究，但鉴于作者能力和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文中存在以下不足之处：1)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

本次研究数据只用到 2021 年，缺乏对 2022 年数据的分析，可能对现实指导产生一定的影响；2) 本文虽

然得出数字化转型会促进高质量创新的结论，但是对于关系的具体内在机制没有明确探讨，后续研究可

以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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