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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视角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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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化转型是提升企业韧性的重要方式。通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2011—2021年行业数

据,以实证检验方式研究发现: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韧性,且该结论在进行多种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后

依然成立;其中创新效率、创新质量在影响中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为了更好地提升企业韧性,使企业实现可持

续发展,企业应进一步加强数字化建设,重视创新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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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局势错综复

杂,经济挑战与矛盾交织共存,给企业经营带来前

所未有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同时,消费者需求日

益多样化、个性化,对企业的产品创新和服务质量

提出更高要求。这些改变无不影响着市场的格局

与企业的生存状态。那么在当今这种易变、不确

定、复杂和模糊(VUCA)的市场环境中[1],企业如何

准确识别风险以应对经营环境变化的直接冲击,化
“危”为“机”存活下去,并把握机遇实现转型升级,
获得长远发展,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

议题。
与此同时,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数字技术已

渗透到企业的各个方面,推动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

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企业能否借助数字技术的应

用来实现自身韧性的提升呢? 单宇等[2]通过单案例

研究,认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依托其高效的数

据收集和处理机制,能够帮助企业在不利事件到来

时实现便捷连接组织,精准筛选用户,推动企业内

部结构和管理模式的转型,从而增强企业应对冲击

的能力。也有学者认为,数字化转型前期投入成本

高且耗时长,往往很难帮助企业在短时间内达到收

益增加[3]。因此,关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具

体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探究,且已有关于数字化转型

对企业韧性影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某一特定情景,
缺乏从企业稳健扩张和连续发展等长期视角诠释

企业韧性并探讨数字化转型对其影响的研究。基

于此,本文就如何提升企业韧性以帮助企业在复杂

多变的环境中实现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采用实证

分析方法探究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韧性的影响

情况,并以创新这一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为视角进

行研究。同时,鉴于高质量高效率的创新活动是科

技自立自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因此将企业

的创新活动细分为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进行机制

路径分析,并试图厘清其中的作用机理。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动态能力理论认为,在一个不断变化且不可预

测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必须通过不断交流、学习等

方式来提升企业的能力,并结合战略发展需要整合

企业自身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从而不断提高经营管

理效率,提升核心竞争力,以保证在充满不确定的

市场中获得持续竞争优势。陈红川等[4]认为企业韧

性就是一种动态能力,它能够帮助企业不断吸收学

习增强抵御能力,有机整合资源恢复状态并创造新

的发展机遇持续成长。而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加
强数字技术的运用则有利于这种动态能力的形成。
首先,数字技术的使用增加了企业交流学习的机

会,增强企业面对危机的抵御能力。数字技术的应

用能提升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和可追溯性,同时简化

企业内层级,打破企业间边界,促进信息更高效地

流通与共享,减少企业内外信息差,帮助企业及时

识别可能到来的风险,提早做好准备;其次,数字化

技术的应用也有利于提升资源利用率,帮助企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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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中迅速恢复。在信息畅通传递的环境下,管理

者能更好地整合生产与管理资源,减少资源错配的

情况,增强资源配置的灵活性与独特性,从而提高

整体的运营效率。结合生产过程中广泛应用的数

字装备和技术,企业不仅可以大幅提高生产效率,
加快产品推向市场的速度,还能显著降低研发和制

造成本。此外,数字技术的运用还搭建了一座紧密

连接客户的桥梁,使企业能够提供更加个性化和专

业化的服务,增强了客户体验的满意度。基于此,
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化转型对提升企业韧性有促进作用。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更是企业能力塑

造的重要方式,对于企业维持独特的组织能力具有

重要作用[5]。尤其是在一个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

经营环境中,创新是企业迅速从各种危机中复苏,
并建立起持久竞争优势的关键驱动力。以创新效

率和创新质量来代表企业创新产出的能力,其中创

新效率指在创新活动中,投入的资源与产出的创新

成果之间的比率。创新效率高的企业能够有效缓

解复杂、不确定环境带来的冲击。首先,高效的创

新行为可以更快地为企业带来新产品或新服务,提
升企业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同时,高效的创新行为

可以促进企业提高生产要素的创造性使用及组合,
充分挖掘、发挥生产材料的价值,即使面对危机情

景,也可以减少资源受限的困扰,保持生产力,提升

抵御和对抗冲击的能力。从更深层次看,创新效率

高的企业形成了鼓励员工探索新思路,容忍合理失

败的开放的企业文化,可以促进知识和资源在企业

内部积累和应用。
要让创新成果持续地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

地,高质量的创新是不可或缺的支撑。创新质量

指在创新过程中,新想法、新产品、新技术或新服

务的优异程度和价值。高质量的创新行为可以使

企业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吸引并保留客

户,提高客户忠诚度,即使在市场环境动荡时也能

保有一定的客户基础;同时,优质创新行为往往能

产生独特的价值主张,帮助企业建立差异化优势,
增强企业的适应能力,提高市场地位,增强企业竞

争力。
进行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提升其创新效率以及

创新质量的不二选择。首先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

增加信息透明度,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降
低企业在研发过程中的信息收集的成本,增加信息

获取渠道,使企业能更加准确地识别研发重点,推

动基于用户需求得到创新进程,提升企业创新质

量。此外,根据技术创新理论,数字技术的应用,促
进了知识更加便捷地分享与传播,降低了企业整合

资源的成本,并可以更加高效地进行创新资源配

置,从而提升创新效率。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2: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从而

提升企业韧性;

H3: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的创新质量从而

提升企业韧性。

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2.1 模型设定

为验证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影响,构建了

多元回归模型(1)验证H1:

Resit =α0+α1Digit+α2Controlsit+Yearit+
Induit+εit (1)

式中:Res为被解释变量,企业韧性;Dig为核心解

释变量,数字化转型程度;Controls为控制变量,对
时间(Year)和行业(Indu)虚拟变量进行了控制;ε
为回归模型残差;α1 为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韧性

的影响系数,若α1 >0且达到显著水平,则验证

了H1。
为验证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影响机制,借

鉴温忠麟和叶宝娟[6]提出的关于中介效应的递归方

程开展研究,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首先,判断模型(1)中回归系数是否显著,如不

显著,则证明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韧性之间不存在相

关关系,则没有必要对路径机制进行检验;若结果

显著则进行后续操作。
其次,进行数字化转型对中介变量(Inter)的回

归,如模型(2),观察数字化转型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情况,判断系数是否显著,如显著,则可进行下一步

操作。

Interit =β0+β1Digit+β2Controlsit+Yearit+
Induit+εit (2)

  最后,构建数字化转型、中介变量对企业韧性

的回归模型,如模型(3)所示,观察数字化转型和中

介变量对企业韧性的影响是否显著来判断中介效

应是否存在,若系数δ2 表示不显著,则为完全中介

效应,相反则为部分中介效应。

Resit =δ0+δ1Interit+δ2Digit+δ3Controlsit+
Yearit+Induit+εit (3)

2.2 变量选取

2.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试图从长期视角定义企业韧性,并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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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楠楠和崔登峰[7]的指标选取方法,采用熵权法

衡量企业韧性。将企业韧性定义为企业在面对不

确定、易变、复杂、模糊的外部环境时能够保持对

冲和抵抗风险的抵御能力、快速恢复到往常经营

状态的恢复能力以及为企业获得长期发展优势的

成长能力。其中抵御能力是企业韧性的基本要

义,它能帮助企业抵抗外部冲击,进而防止企业陷

入叠加风险,是企业从冲击中存活下来的保障。
恢复能力则可以帮助企业适应外部冲击,同时可

以从不利事件中调整和恢复到初始状态。成长能

力是企业韧性的核心要义,帮助企业将不利条件

转化为发展的机会,帮助企业从危机中获得持续

发展的能力。
抵御能力的指标在参照王楠楠和崔登峰[7]选取

方法的基础上增加了利息保障倍数,该指标在反映

企业的偿债能力大小的同时,也能反映企业应对意

外风险能力的大小,该指标越大,表示企业抵御风

险的能力越强[8]。因此,抵御能力下的二级指标包

括负债权益比、现金持有水平、未沉淀冗余、利息保

障倍数、股价波动性。其中,负债权益比和股价波

动性为衡量企业韧性的负向指标。
恢复能力的指标在参照王楠楠和崔登峰[7]选取

方法的基础上增加了销售净利润[9],销售净利润能

反映企业主营业务盈利能力,从而判断企业恢复情

况。因此,表示恢复能力的指标包括净资产收益

率、员工学历、总资产周转率、销售净利润。
成长能力下的二级指标参照王楠楠方法,以营

业收入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表示。

2.2.2 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Dig),关
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测度方式主要有问卷调查

法[10]和文本分析法[11]两种方法。考虑到问卷调查

法获得的样本数目过少,无法很好地概况各行业情

况,使得研究结论难以具有代表性,故采用文本分

析法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具体做法参考吴

非等[11]的研究方式,首先构建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

词典,确定相应的词根筛选目标,再根据上市公司

企业的年报文本关键词进行匹配计数,并且删除具

有“没”“无”“不”等否定词前缀的表述情形,最后加

总样本中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将该频次作为企业数

字化转型程度的原始衡量指标。为了避免关键词

统计频次的右偏倾向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本文

又进一步对数据采取对数化处理。Dig越大,表明

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

2.2.3 中介变量

从创新效率和创新质量两个维度衡量企业的

创新产出能力,其中创新效率(innoeff)参考孔东民

等[12]的衡量方法,以每单位研发投入的专利申请数

作为创新效率指标;创新质量(patent)参考赵树宽

等[13]的衡量方法,用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

观设计专利的总授予数加上1的自然对数表示。

2.2.4 控制变量

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参考胡海峰等[14]、张蔼

容和胡珑瑛[15]的做法,选取企业规模(SIZE)、企业

年限(AGE)、托宾Q(Q)、企业产权性质(SOE)、账
面市值比(BM)、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T)、第一

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7个指标进行控制。
具体指标选取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

类型 名称 符号 定义

被解释变量 企业韧性 Res 利用熵权法计算综合得分

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

程度
Dig

采用文本分析法对年报中词

频进行统计,并对结果进行对

数化处理

中介变量

创新效率 innoeff
每单位研发投入的专利申请

数作为创新效率指标

创新质量 patent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

观设计专利的总授予数加上

1的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年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企业年限 AGE ln(当年年份-上市年份+1)
托宾Q Q 市场价值/总资产

产权性质 SOE
虚拟变量,国有企业为1,民
营企业为0

账面市值比 BM 账面价值/总市值

机构投资者

持股比例
INST 机构投资者持股总数/总股数

第一大股东

持股比例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总股数

2.2.5 数据来源

以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

2011—2021年10年间的数据,为了研究结果的可

靠性,对收集到的样本数据进行如下筛选处理:删
除ST、*ST、SST、PT类及资不抵债的样本;删除有

关信息和数据不全,数据异常的公司;对上述筛选

结果进行了1%和99%的水平上缩尾处理,以便控

制极端值对整体数据的影响。
本文数据主要从国泰安数据库和万德数据库

中获取,相关年报数据来自沪深证券交易所官网。
数据处 理 及 实 证 检 验 部 分 主 要 运 用 EXCEL 和

STATA软件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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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回归

采用递进式的回归策略。表2列(1)表示仅加

入了时间和行业固定效应时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对企业韧性影响情况。通过观察表格可以看出数

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韧性的回归系数为0.0052,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列(2)仅加入控制变量

集,未固定时间和行业效应,相关的回归系数变为

0.0114,仍在1%的置信水平内显著为正;列(3)为
同时加入控制变量集以及时间、个体固定效应下的

回归结果,其中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韧性的相关

系数为0.0044,相比于前两种结果有所减小,但仍

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的假设合

理,即增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能有效提升企

业韧性。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Res Res Res

Dig
0.0052*** 0.0114*** 0.0044***

(9.46) (25.90) (8.26)

SOE
-0.0095*** -0.0106***

(-6.64) (-7.64)

SIZE
0.0047*** 0.0056***

(7.53) (8.92)

BM
-0.0704*** -0.0824***

(-16.62) (-19.02)

Q
0.0046*** 0.0031***

(6.35) (4.47)

INST
0.0003*** 0.0003***

(11.90) (12.32)

AGE
-0.0059*** -0.0086***

(-3.14) (-4.31)

常数项
0.1758*** 0.1177*** 0.1103***

(31.78) (8.93) (7.71)
观测值 14701 14701 14701
R2 0.1847 0.1370 0.2560

调整后的R2 0.1806 0.1365 0.2529
Indu Yes No Yes
Year Yes No Yes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

3.2 稳健性检验

3.2.1 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了避免变量衡量方式不同造成的回归结果

差异,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式对上述回归结果

进行稳健性检验,采用陈胜利和王东[16]的方法,选
用企业销售收入总额作为企业韧性的替换变量,重
新对本文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列(1)所
示,其中替换的被解释变量符号为Res1。替换被解

释变量后,相关系数为0.1453,在1%的置信水平

下显著为正,证明本文回归结果不存在测量误差的

稳健性问题。

3.2.2 替换样本数据

采用两种方式替换样本数据,进行稳健性检

验,具体如下:
(1)考虑到2020年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

企业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故剔除2020年之后的数

据,保留2011—2019年数据,重新进行实证检验,结
果如表3列(2)所示,相关系数为0.0047,在1%的

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证明本文的核心研究结论保

持稳健性。
(2)考虑到直辖市在地理位置、政策支持以及

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巨大优势,故采取将直辖市样本

进行剔除的方式重新整理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

析,结果如表3列(3)所示。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

转型对企业韧性的系数依旧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

著为正,证明本文的核心研究结论依然保持较高稳

健性。

3.3 内生性检验

为了避免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韧性可能存在反

向因果 关 系 而 造 成 回 归 结 果 不 稳 健,对 解 释 变

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采取滞后一期、滞后二

期的方式对模型重新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列(4)和
列(5)所示,其中滞后一期的数字化转型变量符号

为L.Dig,滞 后 二 期 的 数 字 化 转 型 程 度 符 号 为

L2.Dig。由表3可知,无论对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一

期或滞后二期的处理,结果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

显著为正,通过了检验,从而进一步证明本文的假

设合理。

3.4 机制分析

3.4.1 创新效率的机制分析

根据模型(2)和模型(3)进行机制分析,结果如

表4所示。由表4列(2)可知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

率的系数为0.0060,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
明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效

率,同时进行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效率对于

韧性的影响情况,结果显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以

及提升创新效率均能显著提升企业的韧性水平,从
而验证了 H2,即企业创新效率是数字化转型提升

企业韧性的重要作用机制。

3.4.2 创新质量的机制分析

由表4列(4)~列(6)汇报了创新质量的中介效

应检验结果。由列(5)可以得知数字化转型对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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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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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1
Res

(剔除2020年以后样本)
Res

(剔除直辖市样本)
Res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Res

(解释变量滞后二期)

Dig
0.1453** 0.0047*** 0.0037***

(3.16) (7.58) (6.42)

L.Dig
0.0034***

(6.06)

L2.Dig
0.0024***

(3.89)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3.4160** 0.1243*** 0.1140*** -0.0394* -0.1118***

(-2.47) (6.78) (5.83) (-0.41) (-3.86)
观测值 14701 10396 12037 10936 8672
R2 0.0561 0.2771 0.2361 0.2456 0.2374

调整后R2 0.0521 0.2729 0.2322 0.2416 0.2322
Indu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

表4 机制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Res innoeff Res Res patent Res

Dig
0.0044*** 0.0060*** 0.0041*** 0.0044*** 0.1180*** 0.0042***

(8.26) (11.39) (7.66) (8.26) (12.49) (7.88)

innoeff
0.0506***

(6.11)

patent
0.0016***

(3.31)
观测值 14701 14701 14701 14701 14701 14701

F 81.25 124.0 80.75 81.25 187.7 80.19
R2 0.256 0.344 0.258 0.256 0.443 0.257

调整后的R2 0.253 0.342 0.255 0.253 0.441 0.253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

质量的系数为0.1180,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

质量,同时数字化转型和创新质量对于韧性的相关

系数分别为0.0042和0.0016,通过了1% 的统计

显著性检验,从而验证创新质量在数字化转型提升

企业韧性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机制作用,H3
成立。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选取2011—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

市公司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

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及企业创新产出能力在

其中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进行数字化

转型对于提升企业韧性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且该结

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企业的创新效率和创新质

量在这一过程中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企业应重视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数字

化建设。管理者应根据企业所处地理位置、规模大

小、产权性质等自身情况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数字

化转型方案,并与企业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提出

明确的阶段性目标以及努力方向,加快推进数字化

的建设。同时管理者应重视日常数字资源分享以

及员工数字技能的培训,有目的地整合调控组织资

源,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全面提升数字

化转型程度做好准备。
第二,在数字化建设中,积极开展创新活动,通

过调整和完善资源配置,从而提升企业韧性。创新

是第一生产力,企业应借助数字化转型契机,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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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信息,合理调配资源,保障企业创新质量和创

新效率的同步提升,从而增强企业抵御风险的能

力,提高企业韧性,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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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ofDigitalTransformationonEnterpriseResiliencefromthe
PerspectiveofInnovation

ZHAOQingguo,YAOYuxi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henyangAerospaceUniversity,Shenyang110135,China)

Abstract:Digitaltransformationisanimportantwaytoenhanceenterpriseresilience.TakingShanghaiandShenzhenA-sharelistedcompanies
astheresearchobject,thedatafrom2011to2021wereselected,andtheresearchfindingswerefoundbyempiricaltest.Enterprises’digital
transformationcansignificantlyimproveenterpriseresilience,andthisconclusionisstillvalidafteravarietyofrobustnessandendogenous
tests.Amongthem,innovationefficiencyandinnovationqualityplayapartofintermediaryroleintheimpact.Inordertobetterenhancethe
resilienceofenterprisesandenableenterprisestoachievesustainabledevelopment,enterprisesshouldfurtherstrengthendigitalconstructionand
attachimportancetotheimprovementofinnovationability.

Keywords:enterpriseresilience;digitaltransformation;innovationefficiency;innovation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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