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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而来的数字化浪潮，正变革和重塑着千行百业，而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产业，

可以说是数字化浪潮影响最深刻的领域，但数字化给银行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给银行的风险管理带来

了新的挑战。本文选择中国沪深A股上市银行2011~2021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商业银行

数字化转型对其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银行的风险

管理能力和金融创新能力，进而显著抑制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

对大型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降低作用较中小型商业银行更为明显；不同维度的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

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不同，技术数字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最大，业务数字化次之，管理数字化在

当前阶段的作用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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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gital wave that comes with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s transforming and reshaping 
thousands of industries, and the financial industry represented by commercial banks can be said 
to be the most profoundly affected area by the digital wave, but while digitalization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to banks, it also brings new challenges to banks' risk management. This paper se-
lects the data of China’s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listed banks from 2011 to 2021 as the re-
search sample, and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 banks on their risk-taking level.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 banks significantly inhibits the risk-taking level of commercial banks by improving 
their risk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and financi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he results of hetero-
geneity analysis show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a more obvious effect on the reduction of 
risk-taking level of large commercial banks than tha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mmercial 
banks.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risk-taking of commercial banks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digitalization on the risk-taking of commer-
cial banks is greater, followed by business digitalization, and the role of management digitaliza-
tion in the current stage is not obv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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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进入交叉融合、迭代创新、纵深应用的加速

期，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以数字化为表征的新时代[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将数据作为生

产要素参与分配。2022 年 1 月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数据

要素作用，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以数字技术促进产业融合发展。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的《金融

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 年)》也将全面塑造数字化能力，充分释放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数字化转型作为

当前金融机构的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作为金融业核心力量的商业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一方面是适应经济社会数字化发展新趋势，紧跟

数字中国大战略推进节奏的抓手，另一方面也是自身应对跨界竞争的需要。互联网企业凭借数字技术及

互联网思维开展金融服务，不仅挤占了银行资产端和负债端的市场份额，还替代了银行业中间业务，降

低银行客户粘性的同时导致金融“脱媒”现象日益严重[2]。在此时代背景下，商业银行通过数字化转型，

搭建开放平台、建设数字生态，不仅是有效降低边际成本、推动银行业务转型升级以维持自身竞争力的

重要举措[3]，也是更好服务当前经济数实融合的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然而，数字化转型毕竟是一次对

商业银行传统经营、管理模式的全面变革，转型过程受诸多因素影响，必然会衍生出新的金融风险[4]。
因此，探讨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与其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对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

系统稳定运行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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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通过梳理国内外有关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研究，我们发现当前学者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对银行数字

化转型概念的界定和路径的分析。Francis et al. (2018) [5]认为数字化代表着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改善现有

的商业模式、创造新的收入和增值机会，包括思维转变、领导层的变革、技术采用、资源数字化以及接

受创新五个方面。杜尔玏等(2021) [6]将银行数字化转型定义为传统银行借助数字技术，重塑自身的业务

流程，在为消费者提供数字化程度更高的金融产品及服务的同时有效抵御新兴科技企业对自身的冲击。

少部分学者就数字化转型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但并未得到一致结论。蒋海等

(2023) [7]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银行管理成本、提高银行运营效率两条作用机制对银行风险承

担起到抑制作用。何小钢等(2023) [8]则认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呈现先升后降的倒

“U”型关系。Ding and He (2023) [9]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他们的

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会削弱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调控机制。 
鉴于目前直接探讨数字化转型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影响关系的研究较少，梳理有关商业银行风险承

担其他影响因素的研究或许对本文研究有益，考虑到数字化转型主要是银行内部机制的革新，我们重点

关注银行内部影响其风险承担水平的因素。Khan et al. (2017) [10]探讨了融资流动性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

的关系，研究发现存款比率越高，融资流动性风险越低的银行承担的风险就越大。Moudud-Ul-Huq et al. 
(2018) [11]研究了多元化的经营活动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结果表明收入多样化的银行具有更高的业绩

和更低的风险。 
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发现，目前学者就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仍以理论定性分析居多，实证研究

较少，罕有直接针对数字化转型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研究。鉴于此，本研究丰富了有关数字化转型与

银行风险承担关系及作用机制的探讨，以期能够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及风险管理问题提供一定参考。 

3. 影响机理与研究假设 

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虽已日渐成为推动商业银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但仍需要指出的是

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对自身的影响是多元的，不仅仅是对前沿数字技术的简单应用，还带了新的业务形

态和管理方式，可以说是一种颠覆性的创新，其对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机制可以体现为以下两条

途径： 
银行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银行风险管理能力，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数字风控体系能有效治理商业

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问题，进而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宋贺(2018) [12]认为信贷资产质量恶化是商业银

行最主要的风险之一。蒋坤忠(2018) [13]则指出信贷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

德风险；二是风险管理制度的不封闭、不严谨。在银行传统的经营模式中，对于信贷风险的控制主要以

人的管理为主，这种风险控制模式有强主观性、被动式管理、使用静止时点的数据等诸多局限，已无法

适应数字经济背景下信贷风险具有的新特征[14]。而数字化转型可以助力银行有效解决上述痛点，在深入

应用数字技术之前，银行对信贷客户失信风险的判断主要依据的是其征信信息、财务情况等特征，判别

维度较为单一。但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打破了传统风险数据结构，将海量非标准化、非结构化的数据也能

纳入对用户信用等级的判定之中，丰富了数据维度，是对商业银行风险数据源的扩容[15]。除了能在贷前

审批阶段为信贷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外，数字技术还能应用在贷中检查、贷后管理等各环节中。打造贷

款流转信息平台；运用物联网对抵押品进行保全；运用区块链原理强化供应链金融风险控制等一系列措

施，都大大缓解了信贷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了银行对风险的管理能力。 
银行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银行金融创新能力和效率。杜莉和刘铮(2022) [16]指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

本质上就是以技术为要素驱动的金融创新行为，技术的进步又为商业银行进一步开展金融创新提供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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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条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持续的金融创新可以给银行的经营理念、制度及工具各方面都带来巨大

的变化，最终体现为盈利能力的提升以及营业收入的增加[17]。以往商业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具有批量化、

标准化的特征，但该业务模式在当前的“数字时代”已难以匹配客户日益多样化的金融需求[18]。通过数

字技术银行可以精准挖掘和匹配用户的金融需求，实现新老产品和服务的快速迭代，为用户提供更为个

性化的金融服务。此外，数字技术的应用还得以使银行的经营能突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拓展了银行的

营业渠道、扩大了银行的用户基数。总之，数字化转型为银行带来的一系列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的创新，

塑造了银行更多元化的经营方式，为银行提供了更多样化的收入模式，而盈利能力的提升会削弱银行过

度承担风险的动机[19]，最终得以降低其风险承担水平。 
通过以上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机理分析，我们得到如下假设： 
假设 1：商业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整体上能降低其风险承担水平。 
假设 2：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银行风险管理能力，进而降低其风险承担水平。 
假设 3：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银行金融创新能力，进而降低其风险承担水平。 

4. 研究设计 

4.1. 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在中国沪深 A 股上市的商业银行 2011~2021 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

剔除变量信息缺失的观测，最终获得 42 家商业银行共 408 条年度数据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数字化转型指

数通过构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库，并用 python 爬取各上市银行公开披露的年度报告信息后，

用专业分词模块 Jieba 统计各关键词词频获得。其余银行相关指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宏观经

济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分析处理操作用 Stata 软件 17.0 版本完成。 

4.2. 变量定义 

4.2.1.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RISK) 
当前学者们对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代理变量的选择主要有 Z-Score、不良贷款率、风险加权资产比例

三种，其中不良贷款率主要侧重的是对于银行信贷风险的衡量，而风险加权资产比例则主要体现银行承

担风险的意愿，因此本文选择 Z 值作为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度量，具体计算方式如式(1)所示： 

( )
ROA CAR

ROAσ
+

= it it
it

i it

Z                                   (1) 

其中，ROA 为银行资产收益率，CAR 是银行资本资产比率， ( )ROAσ i it 为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参考以

往学者的研究[20]，用 3 年滚动窗口计算，Z 值越大表明银行系统越稳定，即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越小。此

外，由于 Z 值尖峰厚尾的特征，对其做取对数处理。 

4.2.2.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程度(DTI) 
根据学者们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定义，本文将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分为技术、业务和管理数字

化三个维度，在具体关键词的选择上参考前人研究[7]，并结合各维度的特征，最终确定了如表 1 所示的

银行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库。在进行实证分析检验本文假设时，取关键词词频的自然对数作为商业银行数

字化转型程度的度量。 

4.2.3. 中介变量和控制变量 
参考刘春志和胡雪玉(2016) [21]的做法，选择不良贷款率(NPL)作为风险管理能力的度量，不良贷款

率越小，代表银行风险管理能力越强。参考胡文涛等(2019) [22]的做法，选择非利息收入比(NII)作为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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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的度量，非利息收入比越大，说明银行金融创新能力越强。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借鉴已有研究，

从宏观经济和微观银行特征两个层面进行选择，各变量具体计算方式及说明如表 2 所示。 
 
Table 1. Keyword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 banks 
表 1.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关键词 

维度 关键词 

技术数字化 

人工智能 深度学习 数据挖掘 机器学习 数字化 

语音识别 虹膜识别 人脸识别 生物识别 区块链 

物联网 大数据 金融科技 智能化 Fintech 

云存储 云平台 云架构 云服务 云计算 

业务数字化 

智能投顾 智能合约 电子银行 数字银行 数字化营销 

数字资产 数字货币 开放银行 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 

互联网理财 互联网信贷 网上理财 网上信贷 数字金融 

数字票据 电子商务 互联网金融 联网审计 线上化 

管理数字化 
数字化人才 金融科技人才 金融科技子公司 数字金融部 金融科技部 

技术中台 数据中台 业务中台   

 
Table 2. Variable definitions 
表 2.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银行风险承担水平 RISK 对数化的 Z 值 

解释变量 银行数字化转型程度 DTI Ln (1 + 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词频) 

中介变量 
不良贷款率 NPL 不良贷款额/贷款总额 * 100 

非利息收入 NII 非利息收入/营业净收入 × 100% 

控制变量 

宏观经济增长 RGDP 银行注册地省级层面名义生产总值增速 * 100 

通货膨胀率 R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速* 100 

银行业景气指数 BCI 银行业景气指数 

银行盈利能力 ROA 净利润/资产总额* 100 

银行资本充足率 CAR 贷款总额/存款总额* 100 

银行流动性水平 LOD 贷款总额/存款总额* 100 

成本收入比 CIR 营业费用/营业收入* 100 

4.3. 实证模型构建 

为检验本文假设 1，构建如下式(2)的基准回归模型： 
7

0 1 1RISK DTI Controlβ β α ε
=

= + + +∑it it j jit itj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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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ISK 表示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DTI 表示数字化转型程度；Control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ε it 则

代表随机扰动项。系数 1β 刻画了数字化转型程度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方向，根据前文对影响

机制的分析，本文预期该系数显著为正。 
为检验本文假设 2 与假设 3，设定如下式(3)的中介效应模型，其中，Mediator 是中介变量，其余变

量定义和测度方式与式(2)一致。 
7

0 1 1DTI ControlMediator β β α ε
=

= + + +∑it it j jit itj                          (3) 

5. 实证结果与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表 3 汇报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风险承担最大值为 6.39，最小值为 0.61，表明本文样

本银行间风险承担具有较大差异；银行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最大值为 5.63，最小值为 0，平均值为 3.53，
说明我国各上市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不一，在数字化水平上有所差异；其余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

均与以往文献相近，无明显异常数据。此外，为避免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本文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

(VIF)检验，结果显示 VIF 的最大值为 2.46，平均值为 1.54，表明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3.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RISK 2.820 0.820 0.610 2.840 6.390 

DTI 3.450 1.070 0 3.530 5.630 

NII 19.81 10.01 −5.340 18.80 51.09 

NPL 1.290 0.590 0.330 1.270 9.560 

RGDP 9.570 4.240 −7.060 9.560 26.32 

RCPI 2.270 1.030 0.900 2.100 5.390 

BCI 70.32 6.450 62.52 70.42 84.40 

ROA 0.980 0.240 0.420 0.950 1.930 

CAR 13.38 1.630 8.840 13.22 18.94 

LOD 71.78 13.86 29.02 71.31 111.2 

CIR 31 5.920 18.93 30.30 66.44 

5.2. 回归结果分析 

表 4 的第(1)列和第(2)列是对本文假设 1 的检验结果。其中，列(1)为未控制个体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列(2)是根据 Hausman 检验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程度的系数均

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其他条件一定的前提下，银行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其风险承担

水平的降低，本文假设 1 得到证实。 
表 4 的第(3)列和第(4)列则分别是对本文假设 2 与假设 3 的检验结果。列(3)的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程

度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能显著降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即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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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管理能力的提升，本文假设 2 得到了证实。由列(4)的回归结果可知，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估计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能够有效增加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即数字化转型

通过提升银行的金融创新能力，进而抑制其风险承担水平，本文假设 3 也得到了证实。 
 
Table 4.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risk-taking of commercial banks 
表 4. 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影响 

VARIABLES 
(1) (2) (3) (4) 

RISK RISK NPL NII 

DTI 
0.270*** 0.254*** −0.085*** 3.643*** 

(6.2294) (4.2443) (−3.0239) (7.3666) 

RGDP 
−0.018* −0.022** 0.003 0.235** 

(−1.8840) (−2.1962) (0.5384) (2.2783) 

RCPI 
−0.050 −0.030 0.062 0.814* 

(−1.0319) (−0.6550) (1.0313) (1.7207) 

BCI 
0.029*** 0.020** −0.035*** −0.239*** 

(3.2534) (1.9952) (−8.5095) (−2.8847) 

ROA 
0.346* 1.299*** −0.315*** 0.857 

(1.6522) (3.9671) (−2.8723) (0.4641) 

CAR 
0.027 −0.064* −0.009 −0.205 

(1.1382) (−1.8115) (−0.4701) (−0.7716) 

LOD 
−0.001 0.017*** 0.009*** 0.221*** 

(−0.3779) (3.4432) (3.8756) (6.4284) 

CIR 
−0.015** −0.025** 0.004 −0.203*** 

(−2.0830) (−2.1659) (0.5828) (−3.3733) 

常数项 
0.057 0.013 3.512*** 12.354* 

(0.0797) (0.0185) (10.5524) (1.8964) 

个体固定效应 No YES NO No 

N 408 408 408 408 

R2 0.153 0.354 0.177 0.440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稳健标准误，下同。 

5.3.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本文主要结论的可靠，使用：1) 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2) 用谢绚丽和王诗卉(2022) [23]编
撰的北京大学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DTI_wj)替换原解释变量；3) 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缩尾

处理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分别如表 5 的第(1)~(3)列所示。可以看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

程度的系数仍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即使在考虑了数字化转型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时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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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变量选择的合理性及可能存在的异常值影响等一系列因素后，本文假设 1 依旧成立。 
同时，考虑到银行经营行为的连续性，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可能存在跨期积累效应，导致对式(2)的估

计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使用系统广义矩

(SYS-GMM)估计动态面板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5 第(4)列所示。AR(2)的结果显示扰动项不存在二阶自相

关，Hansen 检验的 p 值大于 0.1，说明选择的工具变量有效。风险承担水平滞后一期(L.RISK)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了风险跨期积累效应的存在，而数字化转型程度的系数仍在 1%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则表明在处理了变量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主要结论依旧稳健。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VARIABLES (1) (2) (3) (4) 

L.RISK    0.420*** 

   (0.070) 

DTI 
0.284***  0.250*** 0.587*** 

(4.8459)  (4.1211) (0.155) 

DTI_wj  0.008***   

 (4.223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539 0.073 0.154 −4.265 

(−0.6587) (0.1062) (0.2132) (3.099)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358 408 408 358 

R2 0.389 0.353 0.353  

AR(2)    0.356 

Hansen 检验-P 值    0.118 

5.4. 异质性分析 

由于资源禀赋、人才储备等的不同，规模不同的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对其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可

能存在差异，为探讨这种基于银行规模的异质性影响，参考王宏涛等(2022) [24]的做法按照 2021 年银

行资产规模的均值，将样本银行分为大型银行和中小型银行两组，按照模型(2)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

果如表 6 列(1)和列(2)所示。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程度的系数在两组别中均显著为正，但大型银行组的

系数更大且更为显著，表明银行数字化转型对大规模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更强。可能的原因是，

相比于资金雄厚的大型银行，中小型银行面临更高的数字化转型门槛，能在数字化转型上投入的人力

与物力有限，难以达成如大型银行般的规模效应，因此大型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对其风险承担水平的

影响较中小型银行来说更强。 
本文进一步将银行数字化转型程度按口径细分为技术数字化转型程度(lnTE)、业务数字化转型程度

(lnBI)和管理数字化转型程度(lnMA)三个子维度，探讨数字化转型程度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结构性影

响，结果如表 6 列(3)~(5)所示。可以看出，技术数字化转型程度和业务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估计系数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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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管理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相比于技术数字化和业务

数字化，管理模式、组织架构地调整以及数字人才地培养需要较长的周期，因此当前管理数字化转型程

度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尚不显著。 
 
Table 6. Heterogeneity test results 
表 6. 异质性检验结果 

VARIABLES 

规模异质性 数字化转型维度异质性 

大型银行 中小型银行 技术数字化 业务数字化 管理数字化 

(1) (2) (3) (4) (5) 

DTI 
0.263*** 0.182**    
(3.2270) (2.1266)    

lnTE 
  0.210***   
  (4.7775)   

lnBI 
   0.182***  
   (2.6532)  

lnMA 
    0.036 

    (0.412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2.126** (−1.0536) 0.228 0.121 0.874 

(−2.2263) 1.199 (0.3341) (0.1595) (1.2314)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N 211 197 408 408 408 

R2 0.327 0.389 0.359 0.337 0.323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以我国沪深 A 股上市银行 2011~2021 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出发，分析

了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与其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能显著降

低自身的风险承担水平；中介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和金融

创新能力两条路径作用于风险承担水平；在异质性分析中我们进一步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风险

承担水平的影响具有结构异质性，技术数字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业务数字化，而在当

前阶段管理数字化的作用并不明显；相较于中小型银行，大型银行可以凭借规模效应使得数字化转型对

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6.2. 政策建议 

将本文的研究结论与现实背景结合，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鉴于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风

险管理能力、经营效率、盈利能力等各方面的提升作用，传统商业银行应继续将数字化转型作为重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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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战略，加大资源投入。全面的、彻底的数字化转型不是一项可以一蹴而就的目标，无论是基础数字平

台地建设，还是金融科技人才地培养，都涉及大量基础性工作，是需要较长周期才能达成的目标，需要

银行进行持续投入，并做好充足的资源保障；第二，制定正确且清晰的数字化发展战略是转型能够成功

的前提。对于大型银行来说，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境可能是“船大掉头难”问题，因此大型

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更应该强化顶层设计，自上而下推动体系化战略布局。中小型银行虽有灵活易调整的

特点，但经营范围有限、自身资源也较为匮乏，则应该基于自身核心客群、优势业务和所擅长的服务模

式，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和中小企业经营状况，科学规划数字化转型的整体发展路径及金融科技的应

用模式，可以通过合作共建、借力赋能等举措弥补资源禀赋的匮乏；第三，进一步推进数字技术与金融

业务的融合发展，增加数字化转型的应用场景，让数字化转型成果得以落地。随着银行数字化转型程度

的不断提升，数字技术不应只是单纯支撑银行业效率提升的工具，而应对业务、管理、服务模式的变革

都起到推动作用，实现数字技术对银行运营活动的全链路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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