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Economic Research 世界经济探索, 2024, 13(1), 60-69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wer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4.131007   

文章引用: 沈蕾, 陈俊如. 纺织企业数字技术采用对数字化创新绩效的影响[J]. 世界经济探索, 2024, 13(1): 60-69.  
DOI: 10.12677/wer.2024.131007 

 
 

纺织企业数字技术采用对数字化创新绩效的 
影响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沈  蕾，陈俊如 

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3年11月29日；录用日期：2023年12月13日；发布日期：2024年3月21日 

 
 

 
摘  要 

当前，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传统的纺织企业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传统的生产模式

和管理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和消费者的个性化要求。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数字技术如人工智

能、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等正深刻地影响着纺织企业，数字化创新为纺织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本文

构建了数字技术采用在数字动态能力的影响下对数字化创新绩效的效用的理论模型，其后基于对纺织企

业的问卷调研开展实证分析，通过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验证研究假设。研究发现，纺

织企业数字技术采用对数字化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数字动态能力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本研究

将为纺织企业在数字化时代提升数字化创新绩效提供有益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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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market competition, 
traditional textile enterprises are facing increasingly severe challenges, and the traditional pro-
duction model and management methods can no longer meet the market demand and the perso-
nalized requirements of consume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gital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analytics,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re pro-
foundly affecting textile companies, and digital innovation has brought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tex-
tile companie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utility of digital technology adop-
tion on digit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dynamic capabilities, followed 
b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textile enterprises, and validates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through 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 The 
study found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adoption in textile firm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dig-
it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that digital dynamic capabilities play a mediating role.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useful guidance for textile enterprises to enhance digit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the digital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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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纺织业是重要的民生产业，同时也是我国对外交流的优势产业[1]，其健康发展对于我国民生保障和

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纺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境。一方面，纺织企业面临

着来自国内外的激烈竞争；另一方面，原材料、劳动力、能源等成本的上涨，也使得纺织企业的成本压

力逐渐增大。一些纺织企业的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缺乏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这使得其在生产过程中

存在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不稳定等问题。数字化创新为纺织企业突破发展困境带来了重要机遇。通过引

入新技术，纺织企业能够优化生产流程，降低纺织企业的成本，企业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和精准营销

等方式，创新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拓展。当前，纺织行业层面已经看到数字化的

重要性，正积极推动数字化进程。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发布《纺织行业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计划

(2022~2024 年)》，提出要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纺织工业融合发展，加快推动纺织行业数字化转型。数

字化创新是数字化转型的前奏，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创新，创新将驱动企业转型升级。纺织企业应借助产

业数字化的东风，积极探索数字技术采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数字化创新驱动企业转型升级，进而实

现可持续发展。现有研究指出，数字化创新绩效受到技术、企业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对于纺织企业

而言，要提高数字化创新的成果和影响，需要关注这些影响因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因此，本文采用问

卷调查法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以数字动态能力为中介变量，研究数字技术采用对纺织企业数字化

创新绩效的影响，以期为纺织企业数字化创新行为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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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数字化创新绩效(digit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DIP)是开展数字化创新活动所产生的成果和影响。数

字化创新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第一，过程角度，强调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创新的过程。Dougherty 和 Dunne 
(2012)认为数字化创新是使用数字工具来促进创新过程和以及数字技术所创造的创新机会[2]。第二，结

果角度，强调数字化创新对于企业产品服务以及商业模式的改造。Yoo 等(2010)提出，数字化创新是指数

字组件和物理组件的重新组合以产生新产品[3]。第三，综合角度，这一角度融合了过程论和结果论。谢

卫红等(2020)通过文献整理提出，数字化创新是指不同主体通过对数字化资源进行重组的活动，以产生新

的产品、服务、流程、商业模式[4]。基于数字化创新的现有研究，可以将数字化创新绩效分为数字流程创

新绩效、数字产品创新绩效以及数字商业模式创新绩效等方面。数字流程创新绩效是将数字技术应用到

组织财务、维修和营销等运营流程中获取的有益结果[5]。数字产品创新绩效是指将数字技术嵌入到现有

产品或服务中，或利用数字技术开发新的产品或服务，并赋予新的产品或服务数字特性[6]。数字化商业

模式创新绩效即利用数字技术通过重塑价值创造方式和转变企业运营模式帮助企业获取差异化价值[7]。 
现有研究将数字化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分为技术、组织能力等。在制造业中，数字技术可以通过提

供提高创新流程绩效的工具来促进创新过程本身，还可以通过在现有的非数字产品和服务中添加新的属

性来激发新的数字化创新[8]，因此企业的数字化流程创新绩效、数字化产品创新绩效均受到数字技术的

影响。例如，制造企业将数字技术嵌入到非数字产品和服务中，能够生成具有灵活适应性生产流程的网

络化智能工厂，并赋予现有的非数字产品和服务新的属性[9]。同时，数字技术的可编辑性、可分配性、

开放性、数据同质性以及数字资源的可重复利用性赋予了数字化创新自生长性、融合性以及去中心性等

特性[3]。根据王海花和杜梅(2021)的研究，具备这些特质的数字化创新能够打破制造业原有的行业和企

业边界，影响不同组织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冲击现有的产业结构和组织运作模式，即企业的数字化商业

模式创新绩效将受到影响[10]。另外，企业能力将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绩效，企业需要具备相应的能力来

应对数字化的挑战和机遇。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了技术应用能力和动态能力。在技术应用能力方面，许芳

等(2020)通过实证分析表明，由基础设施能力、项目管理能力和人力资源能力构成的大数据应用能力对创

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1]。叶丹等(2023)提出 IT 能力(IT 基础设施能力、IT 前瞻性能力、IT 业务拓展

能力)对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12]。在动态能力方面，张吉昌和龙静(2022)
证明了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等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

用[13]。吴航(2016)研究也表明，动态能力对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14]。 
综上，企业数字化创新和数字技术采用和组织动态能力具有密切的关系，纺织企业在数字化创新中

必须重视这两种因素。同时，目前关于数字技术采用、数字动态能力、数字化创新绩效三者关系的系统

研究并不充分，本文研究结果将对此做出补充，有利于纺织企业更好地开展数字化创新实务。 

3. 研究假设 

数字技术的采用与创新绩效之间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数字化创新被定义为采用数字技术的最终结

果和涉及使用数字工具进行创新的过程[15]。首先，数字技术的采用可以提高流程创新绩效。通过采用信

息技术和自动化技术，企业可以优化和改进内部流程，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16] [17]。例如，企业可

以采用工业互联网技术来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和自动化，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其次，数字

技术的采用可以促进产品创新绩效。通过采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企业可以更加准确地了解市场需

求和消费者反馈，从而开发出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或服务[18] [19]。例如，企业可以采用大数据分析

技术来了解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和偏好，从而开发出更加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最后，数字技术的采用

也可以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绩效。通过采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企业可以创新商业模式，拓展新的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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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渠道和盈利模式[20]。例如，企业可以采用数字技术来拓展在线销售渠道，或者采用移动互联网技术来

提供更加便捷的移动支付和服务。研究表明，价值链数字化以及其数字化的广度能够正向影响企业创新

绩效[21]。总之，数字技术的采用对于提高数字化创新绩效具有重要的作用，企业应该积极采用数字技术，

不断推进数字化转型，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和竞争格局，提高数字化创新绩效。 
现有文献强调了在数字化过程中动态能力的重要性，动态能力也在企业创新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数字技术采用引发的企业创新行为必须以一定的资源和能力为支撑。数字技术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中

的关键支撑资源，其具有强大的信息捕捉、智能分析能力，能够帮助企业动态调整创新策略与目标[22]。
如果企业只在自己熟知的技术领域开发产品或技术，虽然可以提升创新的效率，但创新能力得不到进化，

最终会形成创新路径依赖，掉入“创新陷阱”[13]。数字技术采用会促使企业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冲击并打

破组织惯例，有利于企业关注动态能力的提升，通过感知捕获新兴技术以及对现有技术进行转换升级从

而提升创新绩效，构建可靠的竞争优势。诸多研究证明了动态能力在数字技术采用和创新绩效之间的中

介作用。陈庆江等(2021)的研究表明，组织的动态能力能够正向激发数字技术采用对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

的作用[23]。张吉昌和龙静(2022)认为，数字技术应用程度的提高，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改善企业吸

收能力、促进企业适应能力等动态能力驱动企业实现突破式创新[24]。综上所述，数字动态能力在数字技

术采用与数字化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企业通过提高数字动态能力，能够更好地采用数字技

术，从而提高数字化创新绩效。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数字技术采用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绩效。 
H2：数字技术采用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动态能力。 
H3：数字动态能力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绩效。 
H4：数字动态能力在数字技术采用和数字化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图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Conceptual model for this study 
图 1. 本研究概念模型图 

4. 研究设计 

4.1. 研究方法及工具 

由于本文包含形成型构念(数字技术采用)且样本量较少，因此本文采用基于偏最小二乘法的结构方程

模型(PLS-SEM)进行分析。目前关于 PLS-SEM 的研究工具包括 Lisrel、AMOS、Mplus、SmartPLS、R 语

言、Stata 等，其中，SmartPLS 可以包容小样本检验，而且可以分析同时包含形成型构念和反映型构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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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因此，本文选择 SmartPLS 作为研究工具。 

4.2. 变量选取及问卷设计 

本文基于科学性、可操作性以及适当性的问卷设计原则，借鉴和整合国内外关于数字技术采用、数

字动态能力和数字化创新绩效的成熟量表，设计本研究的量表和初始调研问卷，经过预调研分析，对问

卷题目进行调整，最终形成正式调研问卷。所有量表采用李克特七级量表，1 分代表非常不同意，7 分代

表非常同意。 
参考 Blichfeldt 和 Faullant (2021)的研究，本文以数字技术采用宽度(B)和数字技术采用深度(D)两个维

度定义企业数字技术采用(DTA)情况[25]。其中，数字技术采用深度采用直接打分方式；数字技术采用深

度主要考察企业对于物联网、网络物理系统、大数据分析、云计算、人工智能、增材制造/3D 打印、AR/VR
等七中数字技术的采用情况，以每种技术得分的算术平均数作为该企业数字技术采用深度的最终得分。 

基于 Warner 和 Wager (2019)的研究，本文将数字动态能力(DYC)划分为数字感知能力(SEN)、数字捕

获能力(SEI)和数字转换能力(DT)等三个维度[26]。其中，数字感知能力包括 3 道题，代表性题目如“我

们不断地探寻技术趋势和市场趋势”；数字捕获能力包括 3 道题，代表性题目如“我们能平衡内外部数

字投资选项”；数字转换能力包括 2 道题，代表性题目如“我们能够利用企业内部的数字知识”。 
基于 Fichman 等(2014)的研究，本文将数字化创新绩效(DIP)划分为数字化流程创新绩效(PC)、数字

化产品创新绩效(PD)、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绩效(BMI) [27]。数字化流程创新绩效包括 3 个题项，代表性

题目如“我们在流程中使用的技术更新性或新颖性提高”；数字化产品创新绩效包括 3 个题项，代表性

题目如“我们采用数字技术后，向市场推出的新产品的数量更多”，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绩效包括 3 个

题项，代表性题目如“我们采用数字技术后，与利益相关者建立了新的连接”。 

5. 实证分析 

5.1. 测量模型估计 

5.1.1. 信度检验 
表 1 是测量模型参数估计表，单元格中“—”表示无需填写。由表 1 可知，各反映型构念的 Cronbach’s 

α均大于 0.7，因此问卷信度较高，CR 值均大于 0.7，因此问卷具有内部一致性。 
 

Table 1. Measurement model parameter estimation table 
表 1. 测量模型参数估计表 

二阶构念 一阶构念 类型 Cronbach’s α CR 值/VIF AVE/t 值 

数字技术采用 
宽度 形成型 — —/1.050 —/ 2.731 

深度 形成型 — —/1.050 —/ 18.915 

二阶构念 一阶构念 类型 Cronbach’s α CR 值/VIF AVE/t 值 

数字动态能力 

数字感知能力 反映型 0.818 0.897 0.744 

数字捕获能力 反映型 0.806 0.896 0.742 

数字转换能力 反映型 0.762 0.897 0.813 

数字化创新绩效 

流程创新绩效 反映型 0.843 0.904 0.758 

产品创新绩效 反映型 0.826 0.881 0.711 

商业模式创新绩效 反映型 0.818 0.893 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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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效度检验 
根据表 1 可知，所有一阶反映型构念的 AVE 值均大于 0.5，因此问卷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表 2 是

交叉载荷表，由表 2 可知，各指标对其所属的构念之间的因子载荷大于该指标与模型中其他构念之间的

载荷量，因此问卷具有较高的区别效度。 
 

Table 2. Cross-loading table 
表 2. 交叉载荷表 

 SEN SEI DT PC PD BMI 

B 0.165 0.164 0.196 0.215 0.206 0.178 

D 0.363 0.412 0.353 0.472 0.364 0.358 

SEN1 0.847 0.199 0.257 0.431 0.369 0.354 

SEN2 0.883 0.163 0.184 0.361 0.264 0.350 

SEN3 0.838 0.266 0.189 0.305 0.269 0.347 

SEI1 0.153 0.835 0.124 0.332 0.265 0.306 

SEI2 0.235 0.841 0.167 0.275 0.290 0.316 

SEI3 0.230 0.869 0.260 0.322 0.296 0.397 

DT1 0.231 0.233 0.909 0.370 0.371 0.321 

DT2 0.210 0.161 0.889 0.389 0.293 0.285 

PC1 0.361 0.289 0.424 0.859 0.198 0.289 

PC2 0.403 0.393 0.339 0.872 0.255 0.356 

PC3 0.352 0.263 0.343 0.885 0.203 0.257 

PD1 0.295 0.283 0.318 0.132 0.881 0.177 

PD2 0.321 0.194 0.302 0.242 0.844 0.214 

PD3 0.292 0.377 0.335 0.263 0.857 0.294 

BMI1 0.324 0.364 0.297 0.256 0.172 0.869 

BMI2 0.370 0.392 0.331 0.371 0.279 0.889 

BMI3 0.357 0.272 0.234 0.252 0.235 0.810 
 
表 3 是区别效度检定表。根据表 3 可知，各构面的 AVE 的平方根均大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这

进一步证明了问卷具有较高的区别效度。 
 

Table 3. Distinctive validity checklist (Fornell-Lacker criterion) 
表 3. 区别效度检定表(Fornell-Lacker 准则) 

 DTA SEN SEI DT PC PD BMI 

DTA — — — — — — — 

SEN 0.374 0.857 — — — — — 

SEI 0.417 0.245 0.849 — — — — 

DT 0.373 0.246 0.221 0.899 — — — 

PC 0.485 0.427 0.364 0.421 0.872 — — 

PD 0.386 0.352 0.335 0.371 0.252 0.861 — 

BMI 0.372 0.409 0.403 0.338 0.347 0.270 0.857 

注：对角线加粗数据是各构面的 AVE 的平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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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共线性诊断 
根据表 1 可知，形成型构念的两个指标的 VIF 值均小于 5，因此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问题。 

5.2. 结构模型估计 

结构模型评估项目主要包括：共线性诊断(Inner VIF)、路径系数估计(路径系数、t 值)、模型解释力(R2)、
模型的预测力(q2)以及模型的整体适配性(GoF)。 

5.2.1. 共线性诊断 
由表 4 所示，数字技术采用(DTA)构念和数字动态能力(DYC)构念的 VIF 值都是 1.438，均小于 5，

表示结构模型各构念的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不会对结构模型的路径系数估计造成不良影响。 
 

Table 4. Structural model (inner model) VIF values 
表 4. 结构模型(内模型) VIF 值 

 DIP DYC DTA 

DIP — — — 

DYC 1.438 — — 

DTA 1.438 1.000 — 

5.2.2. 路径系数估计 
根据表 5 可知，数字技术采用正向影响数字化创新绩效(DIP)，路径系数为 0.233，t 值为 4.329，显

著性水平 < 0.001，因此，H1 假设检验通过。数字技术采用正向影响数字动态能力，路径系数为 0.552，
t 值为 10.170，显著性水平 < 0.001，因此，H2 假设检验通过。数字动态能力正向影响数字化创新绩效，

路径系数为 0.616，t 值为 12.116，显著性水平 < 0.001，因此，H3 假设检验通过。 
 

Table 5. Estimated table of path coefficients 
表 5. 路径系数估计表 

路径 路径系数 t 值 P 值 

DTA→DYC 0.552 10.170 0.000 

DYC→DIP 0.616 12.116 0.000 

DTA→DIP 0.233 4.329 0.000 

 
评估中介效应的大小时，一般使用解释变异量比例(VAF 值)，VAF 值的意义为间接效应估计整体效

应(即直接效应加上间接效应)的比例。根据表 6 可知，数字技术采用对数字化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值为

0.233，t 值为 4.430 > 1.96，因此直接效应显著；数字技术采用对数字化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值为 0.340，
t 值达到 8.075，因此间接效应显著。同时，根据 VAF 值可知，间接效应估计整体效应的比例达到 59.34%。

综上，判定数字动态能力在该过程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H4 假设检验通过。 
 

Table 6. Mediation effects test table 
表 6. 中介效应检验表 

自变量 中介变量 因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整体效应 VAF 假设 

DTA DYC DIP 0.233*** (4.430) 0.340*** (8.075) 0.573 59.34% H4成立 

注：***表示 P 值 < 0.001；括号内是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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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是路径分析结果图，可以更直观的看到各路径的显著情况。图中圆圈代表变量，箭头指向的是

被解释变量，线条上的数字是路径系数和 P 值。 
 

 
Figure 2. Path analysis result plot 
图 2. 路径分析结果图 

5.2.3. 模型的解释力、预测力、适配度 
表 7 是结构模型品质质量的评估结果。评估模型解释能力的指标主要是 R2。由表 7 可知，数字动态

能力的 R2 值为 0.305，属弱解释力，而数字化创新绩效的 R2 值为 0.593，属于中度解释力。综合而言，

本模型具有中等程度左右的解释能力。评估模型预测能力的指标主要是预测相关性 q2，由表 7 可知结构

模型具有小效果的预测相关性。关于模型的适配度，由于 GoF = 0.413 > 0.36，因此模型具有较强的适配

度。 
 

Table 7. Structural model quality assessment results 
表 7. 结构模型品质质量评估结果 

路径 R2 调整后 R2 q2 适配度 

DTA→DYC 0.305 0.302 0.120 

GoF = 0.413 DYC→DIP 
0.593 0.590 

0.131 

DTA→DIP 0.019 

6. 结论与展望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纺织企业数字技术采用对其数字化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且数字动态能力在这一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因此纺织企业应当：1) 积极采用数字技术，以提高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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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2) 培养数字动态能力，从而更好地

适应市场变化，把握市场机遇，提高创新能力。通过培养和提高数字动态能力，企业还将更好地实现数

字技术的采用和数字化创新绩效的提升。3) 建立数字化文化，企业应当建立一种数字化的文化，积极采

用数字技术，发挥数字动态能力的作用。本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数字技术采用、数字动态能力和数字化

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为纺织企业提高数字化创新绩效路径提供一定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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