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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企业绿色创新发展
*

王 海 郭冠宇 尹俊雅

摘要:为厘清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的实现路径,本文利用2011—2020年沪深A股工业行业

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赋能”企

业绿色创新发展,实现绿色创新“增量提质”。机制分析表明,在创新资源维度,数字化转型在集聚

研发资源、促增环保投入的同时,还能够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改善其融资能力,从而驱动企业绿色创

新发展;在经营状况维度,数字化转型不仅会通过增加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来改善企业经营绩效,
还能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来优化企业生产效率,进而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潜能。异

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作用在国有企业、清洁型企业以及位于绿色创新分布高端的企

业中更为明显。以上结论有助于理解数字化转型的环境绩效,并为如何引领企业实现绿色创新发

展提供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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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伴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不断发展,数字经济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对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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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定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结构优化、发展方式变革具有积极影响的同时,如何利

用数字经济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尽管近年来中国在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落实环境规制战略部署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但这些举措仍未根治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高能耗、高
排放和高污染等问题(许宪春等,2019)。对此,中国政府强调应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充分

发挥数字技术对工业行业提质增效的“赋能”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时强调“推进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并提出“要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美丽

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

整体布局规划》提出“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在此背景下,厘清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的

实现路径,不仅可以更为深入地发掘数字经济发展的潜在红利,也可为中国政府完善数字经济发

展规划提供参考。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技术可以重塑企业生产流程、组织架构以及创新模式(El-Kassar&

Singh,2019;宋德勇等,2022;Ningetal,2023),由此“赋能”企业绿色创新发展。首先,数字化转型能

够畅通企业与外界的信息传递渠道,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陈中飞等,2022)。这有助于政府决策者

和外界投资者深入了解企业内部信息,从而加强对绿色创新项目的资金支持与投资意愿。其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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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转型可以促使企业利用数字技术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效信息来制定战略决策。这将强化企业

对市场信息的收集、处理与应用能力,促成生产、管理以及研发等部门交流协作,进而激活企业绿色创

新潜能。最后,数字化转型能促进企业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Goldfarb&Tucker,

2019)。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将推动生产制造、研发设计及产品质量控制等环节向数字化转变,并优

化企业在需求预测、库存管理和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运营效率,从而推动创新模式向集成化、协同化

和网络化发展,最终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
然而,数字化转型也可能会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发展。首先,数字化转型涉及企业对大数据、云

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研发、应用,以及对相应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引进、改造与生产(戚聿东、肖
旭,2020)。因此,数字技术在应用初期所耗费的大量资金可能会造成有限资源的分配失衡,致使绿

色创新成本激增,进而阻碍绿色创新发展。其次,数字化转型需要转型资源与转型能力作为支撑。
但现阶段通用化的核心技术、服务供给与企业个性化的转型需求并不匹配,加之企业还存在着管理

制度落后、数字人才匮乏等问题。在此背景下,盲目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将引发企业的系统性失调

风险(戚聿东、蔡呈伟,2020),进而抑制企业绿色创新发展。最后,数字化转型是企业生产管理等全

流程的系统性改造工程。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对于战略目标的不断调整,以及对内部资源的重

新配置均会明显增加其成本压力,可能由此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发展(杜爽、曹效喜,2023)。总体来

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促进和抑制的双向作用力,二者间的关系仍有待于经验

数据的验证。
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工业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

新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赋能”企业绿色创新发展,且这一影响主要

通过集聚企业创新资源和改善企业经营状况两个方面得以实现。较之现有文献,本文边际贡献如

下:第一,识别策略。现有研究大多基于企业年报利用文本分析法测度数字化转型水平,但该方式难

以避免因企业操纵文本内容而带来的估计偏误问题。对此,本文使用多维度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

进行分析,综合评估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的识别策略、验证了数

字化转型的“赋能”效果。第二,理论视角。在讨论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这一问题中,
现有文献大多围绕创新能力等视角就其作用机制进行讨论,但这不足以全面厘清数字化绿色化协同

转型的实现路径。对此,本文从创新资源与经营状况维度更为深入地解读了数字化转型和企业绿色

创新发展间的关系,拓宽了数字化转型的研究框架。第三,现实价值。本文在明确数字化转型对企

业绿色创新具有“增量提质”积极影响的同时,进一步从产权性质和污染属性等视角辨识了微观企业

的差异化行为选择,并就数字化转型“赋能”效果有效发挥的前提条件予以尝试性解读。相应结论可

为中国政府推进“数字中国”战略、加快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实现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

经验支持与决策依据。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1.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不断发展,数字化转型

逐渐成为企业变革的重要突破点。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将促进企业发展(Teece,2018;周红星、黄送钦,

2023;梁昊光、秦清华,2023)。首先,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提高企业创新研发效率,增加企业跨界融合

可能性,还有助于企业更为迅捷地捕捉市场变化并做出响应(Singh& Hess,2017),进而实现对产品

的快速迭代和不断优化,最终改善企业经营绩效。其次,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的数据挖掘、整合

及分析能力,使得数据资源在企业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愈发重要。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的深

度应用将使得企业转向数据驱动型发展模式,通过收集分析各经营环节的实时数据来追踪市场动

向,从而提高战略决策质量(戚聿东、肖旭,2020)。再次,伴随着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企业将更容易

运用数字技术来提高内部沟通效率,打破企业内部不同环节、不同模块和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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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现象,从而提高企业生产运营管理水平(刘淑春等,2021)。最后,数字化转型还将重塑企业的研

发设计、生产制造和营销服务等模式,由此强化企业创新意识、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倪克金、刘修岩,

2021)。
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效率(Byunetal,2018;Kromannetal,2019;Mubaraketal,

2021)。首先,数字化转型将引领企业创新模式和创新体系变革,促使企业通过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获

取用户需求数据并做出及时反馈,以此开展更加符合市场导向的创新活动、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其
次,数字技术应用能帮助企业及时全面地扫描、捕捉、分析各类纷繁复杂的市场信息,从而缓解企业

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市场交易双方的搜寻成本、信息成本和议价成本,进而改善企业资源利

用效率(裴长洪等,2018);再次,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企业可对

研发设计、原材料采购和产品制造销售等各个环节所产生的信息进行收集、分析,从而实现产品的全

生命周期管理,并以此提高供应链、产业链协同效率,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最后,数字化转型能使得企

业的生产和服务模式向自动化和智能化转变,其所产生的数据资源也能直接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决

策,进而驱动企业生产率增长。

2.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凸

显。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中强调“要狠抓绿色低碳技术攻

关,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①。在此背景下,绿色创新愈发成为中国实现生态文明建

设、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途径。然而,绿色创新不仅具有周期长、投入大和风险高等特点,还
面临着双重外部性问题。② 这将导致企业绿色创新动力有所不足。

基于此,早期部分学者认为可以利用环境规制政策来驱动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但这种方式

带来的外部压力可能会增加企业的额外成本(Calel&Dechezleprêtre,2016;何凌云、祁晓凤,2022),
致使企业因成本负担较重而退出市场。与之不同的是,改善企业组织规模、治理状况、创新资源等内

部要素状况也可以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活力。在企业组织规模方面,规模较大的企业具有高现金流、
资产抵押以及人力资本优势,由此可为绿色技术研发提供资金和人员保障;在治理状况方面,治理水

平越高的企业可以集中创新资源,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更容易进行绿色创新;在企业创新资源上,较
为充裕的财务和人力资源能够克服绿色创新面临的高风险和高投入等问题,促使企业选择以长期收

益为特征的绿色创新项目。
较之这些在传统经济环境下就广受关注的特征因素,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

色创新发展的影响更需探讨。梳理文献发现,现有对于二者间关系的研究结论仍存争议。一方面,
企业将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形成全产业链联动,并在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提高生产经营效率的同

时,畅通信息传递渠道,最终“赋能”企业绿色创新发展(许宪春等,2019;申明浩、谭伟杰,2022)。另

一方面,在部署落实数字化转型战略的过程中,将有限的资源过度配置在数字化改造环节可能会挤占

绿色创新研发资金,这将不利于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Huangetal,2023;杜爽、曹效喜,2023)。总体

来说,现有关于数字化转型的研究更多讨论数字化转型在促进企业发展、提高企业效率等方面的经

济影响。同时,在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对数字化转型作用的讨论仍有一定不足。基于此,本
文利用沪深A股工业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对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间的关系进行实证考察,并就其作

用机理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相应结论在丰富数字化转型研究文献的同时,可为中国深入实施数字

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战略提供参考。
(二)理论分析

数字化转型具有集聚企业创新资源、改善企业经营状况,进而“赋能”企业绿色创新发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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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聚企业创新资源方面,首先,数字化转型可以优化企业研发结构,助力企业绿色创新发展。具体

地,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会对重复性和常规性的工作岗位产生替代效应、降低企业对生产各环节中

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加大企业对高技术人才的用工需求。人才资源的集聚在推动企业劳动力结

构向研发型转变、夯实企业绿色创新基础的同时,也将提高企业对新兴数字技术的吸收能力(尹俊

雅、王海,2020),进而促使企业借数字化转型契机建立绿色技术研发体系,实现绿色创新的集成式、
突破式发展。

其次,数字化转型将促增企业环保投入,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活力。外部投资者的绿色投资偏好

是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因素。但受制于信息透明度不足等问题,外部投资者难以真正识别出企

业的绿色创新意愿,因而加大了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融资难度。而在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作用下,企
业能利用数字技术及时捕获市场偏好信息,主动寻求企业价值创造与外部投资者价值诉求的动态匹

配。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会不断增加环保投资、积极履行环境责任,以此谋求资源支持,最终缩短企

业绿色创新研发周期、加快绿色创新成果运用。
再次,数字化转型将吸引政府财政支持,助力绿色创新活动开展。传统经济环境中存在的信息

不对称问题使得政府难以精准识别资金支持对象。这就容易使得企业因政府支持力度不足而缺乏

绿色创新动力,而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促使企业向政府决

策部门发送较为真实的绿色发展信息,由此降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沟通成本、畅通政企间信息传递

渠道,从而加强政府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企业绿色创新发展的意愿。此时,政府在税收优惠等

方面的支持不仅会增加企业营运资本、拓宽企业现金流、降低绿色创新成本(Acemogluetal,2012;
王海、尹俊雅,2021),还将释放出基于政府信用的技术认证和监管认证双重信号,促使社会资本加大

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资金支持,由此缓解企业绿色创新资金匮乏等问题。
最后,数字化转型将提升企业融资能力,缓解企业绿色融资难题。受制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不

完善以及资金使用流向监管难等问题,为减少自身信贷风险,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传统经济模式下通

常会要求贷款企业提供一定标准的抵押品,并给予企业较低的实际贷款额度,甚至不愿意对企业绿

色创新项目发放贷款(Ahlin&Townsend,2007;谭常春等,2023)。而数字技术在企业内部的深度

应用将促使企业向外界输出有效信息、表达绿色创新意愿,由此弱化信贷市场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

现象。这也意味着银行等金融机构能获得更为全面且真实的企业运行信息,进而提高了授信客户筛

选的准确性,降低了因企业信息模糊而带来的信贷风险,最终选择降低融资门槛、提高企业贷款额

度,实现绿色信贷资源精准配置。
在改善企业经营状况方面,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将改善企业经营绩效,促增企业绿色创新投

入。伴随着数字化转型进程加速,企业将运用数字技术推动商业经营模式变革、提高部门间的合

作水平与协作效率,减少信息搜寻等交易成本,最终强化企业市场竞争力。同时,企业将借助人工

智能和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对市场前景做出预测,转向以数据要素为驱动的集约式创新发展模式,
通过收集、分析和预测外界市场信息来及时掌握市场风险和机遇。这在优化企业经营状况、增强

企业经营信心的同时,也能拉动企业绿色创新需求上升,促使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来巩固自身

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将优化企业经营效率,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潜能。数字化转型将实现大数

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与生产全流程的深度融合,推动生产制造、研发设计以及产品质量控

制等环节向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转变。这在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也能增强企业对产品全生

命周期的掌控能力,从而结合客户个性化需求进行产品或技术的绿色化升级改造。不仅如此,数字

化转型还可激活企业的数据要素使用潜能,引领企业由“工业化管理模式”向“数字化管理模式”变
革,实现企业的跨部门跨系统协同管理、促使数据和知识要素在企业内部交流分享,进而提升企业在

需求预测、库存管理和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运营效率(陈剑等,2020;刘淑春等,2021)。基于此,企业

将不断优化内部资源要素配置,从而为绿色创新发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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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介绍

本文选用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并进行如下处理:剔除ST和

期间退市的样本;保留工业行业上市公司;保留主要财务数据不存在缺失情况的样本;为避免异常值

对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造成影响,本文对相关连续变量进行1%的缩尾处理。原始数据来自国泰安数

据库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二)模型设定

为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发展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lgreenpatentit =α+βldigitalit-1+γXit+φi+σt+εit (1)

其中,i为企业,t为时间。lgreenpatent为被解释变量企业绿色创新;ldigital为解释变量企业

数字化转型程度;X 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为避免遗漏变量问题造成变量间关系的错误解读,本
文对企业和时间固定效应予以控制,并使用稳健标准误估计实证模型。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将运

用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等来缓解反向因果等引起的内生性问题。
(三)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本文利用绿色专利申请数量构建核心被解释变量。这是因为,较之研发投入等指

标,绿色专利能够更为直观地反映企业在绿色创新方面的产出,可量化性和现实价值较强(徐佳、崔静

波,2020)。因此,本文利用企业母公司及子公司单独申请的绿色专利数量加1后的对数值(lgreen-
patent)衡量企业绿色创新情况。

2.解释变量。本文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该指数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得到,
包括外部支撑环境、企业环境赋能、管理层战略引领、数字技术驱动、数字化成果以及数字化应用等

维度的数据信息。相应维度选取指标如下:外部支撑环境包括,所在城市光缆密度、移动交换机容

量、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规模、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所在行业研发活动情况、发明专利数量、数字化

技术强度、数字和人力资本投入强度以及新产品开发支出和销售情况等;企业环境赋能包括,数字人

力和资本投入、科技创新基地建设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相关词汇在年报中的频次;管理层战略引领包

括:管理层数字职务设立情况、年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中数字化转型相关词频;数字技术驱动包

括: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等词汇在年报中出现的频次;数字化成果包括,数字创新标准、资
质、论文、专利和国家级奖项数量;数字化应用包括,智能制造等词汇在年报中出现的频次等。在构

建过程中,分别对相应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并映射至0~100区间范围,进而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加权

计算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指标(ldigital)。变量ldigital数值越大,代表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
基于此,本文绘制了数字化转型指数的年度变化散点图(见图1),可以发现该指数整体呈上升趋

势。① 进一步地,为检验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间的关系,本文利用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与绿

色专利申请数量绘制拟合图。图2表明数字化转型指数越大,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越多。由此,
本文认为数字化转型将“赋能”企业绿色创新发展,但这一结论仍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3.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_emp,员工数对数值)、企业年龄(age,所在年份与成立年份之

差)、资本结构(leverage,总负债/总资产)、流动比率(liquid,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固定资产比率

(fixasset,固定资产净额/总资产)、资本密集度(capinten,总资产/营业收入)、盈利能力(roa,净利

润/总资产)、现金量(cash,货币资金/总资产)、两职合一(dual,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股
权集中度(top10,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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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收集现有数字化转型衡量指标的基础上,本文将数字化转型指数与数字专利、数字资产以及数字文本进行

拟合。结果表明,本文使用的数字化转型指数与现有指标存在同步变动趋势,侧面证实了本文指标的合理性。限于

篇幅,留存备索。



 图1 数字化转型指数变动            图2 数字化转型与绿色专利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digital 16029 34.7036 9.8293 22.9919 80.0403

lgreenpatent 16029 0.9129 1.1786 0.0000 7.3052

size_emp 16029 7.7910 1.1589 5.3845 11.0250

age 16029 17.4844 5.4636 5.0000 32.0000

leverage 16029 0.4029 0.1916 0.0549 0.8611

liquid 16029 2.4511 2.3758 0.3276 15.2045

fixasset 16029 0.2445 0.1485 0.0192 0.6953

capinten 16029 2.2375 1.4715 0.4752 9.5673

roa 16029 0.0383 0.0588 -0.2233 0.1948

cash 16029 0.1680 0.1139 0.0164 0.5728

dual 16029 0.2859 0.4519 0.0000 1.0000

top10 16029 0.5861 0.1462 0.2379 0.9037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为加快实现生产方式绿色变革、破解绿色低碳发展面临的瓶颈制约,中国强调建设绿色智慧的

数字生态文明、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但就其具体实现路径,现有研究仍未予以充分解读。
对此,本文构建模型(1)进行实证分析。表2结果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

量,“赋能”企业绿色创新发展。这可能是因为数字化转型能集聚企业创新资源、改善企业经营状况,
进而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潜力。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企业规模(size_emp)、流动比率(liquid)、
资本密集度(capinten)和股权集中程度(top10)越大,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越高。这是因为,相较于小

规模企业和低资本密集度企业,大规模企业和高资本密集度企业在人力资本和资产规模等方面更具

优势,可以更好地开展绿色创新活动。而流动比率上升可为企业带来较为充裕的现金流,助力企业

进行绿色技术的研发攻关。同时,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能够减少企业在绿色创新过程中的代理成

本,从而提高绿色创新水平。而企业年龄(age)和固定资产比率(fixasset)越大,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越低。相比之下,成立年份较早的企业可能存在绿色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固定资产比重较高意味

着企业的资金流动性有所不足,难以支撑绿色创新投资。此外,资本结构(leverage)、盈利能力

(roa)、现金量(cash)、两职合一(dual)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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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lgreenpatent

(1) (2)

ldigital
0.0130***
(0.0015)

0.0107***
(0.0015)

size_emp
0.3472***
(0.0197)

age
-0.0819***
(0.0286)

leverage
0.1042
(0.0779)

liquid
0.0158***
(0.0048)

fixasset
-0.1868**
(0.0938)

capinten
0.0201***
(0.0078)

roa
0.0736
(0.1430)

cash
0.1251
(0.0809)

dual
-0.0026
(0.0208)

top10
0.2096**
(0.0956)

企业效应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16029 16029

R2 0.7356 0.7447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二)机制检验: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资源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在创新资源维度,本文主要关注数字化转型是否会优化研发结构、促增环保

投入、吸引政府支持与提升融资能力。参考现有研究,研发结构体现为企业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比

重(rd_emp)、研发投入总额对数值(rd);环保投入利用企业在建工程中与环保相关的投资数额对数

值(lgreninv)、企业环境责任评分(enviresg)衡量;①政府支持则为企业所得税费用与利润总额的比

值(tax);②融资能力使用企业长期贷款数额对数值(loan)衡量(谭常春等,2023)。在此基础上,本文

将上述变量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并以数字化转型(ldigital)作为解释变量来进行机制检验分析。③

首先,表3列(1)(2)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将显著提高企业研发人员占比和研发投入金额。这

说明数字化转型能够引领企业劳动力结构和支出结构向研发型转变,由此夯实企业绿色创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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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还以企业环境治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作为机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

境治理费用的影响不显著。限于篇幅,留存备索。
本文还利用企业环保补贴与营业收入的比值作为机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保

补贴的影响不显著。限于篇幅,留存备索。
参考Emericketal(2016)的分析方法,本文将机制变量和解释变量同时放入实证模型中,通过观察解释变量的

影响系数或显著性是否发生变化来判断文章核心机制是否成立。相应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系数值在加

入不同机制变量后均有所降低,说明数字化转型的确是通过上述机制产生影响的。限于篇幅,留存备索。



其次,表3列(3)(4)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将提高企业环保投资数额、促使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数字

技术的深度应用能够提高企业的信息收集分析能力,从而促使企业加大环保资源投入,开展更加符合

市场前景的绿色创新活动。再次,表3列(5)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企业税收负担。这是因为,
数字化转型能够缓解政府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助力政府精准识别资金支持对象,降低企

业绿色创新成本。最后,表3列(6)结果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长期贷款数额,增强企业融资能

力。这意味着数字化转型能缓解企业绿色创新项目所需的资金问题,带动企业绿色创新发展。

表3 机制检验: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资源

变量

rd_emp rd lgreninv enviresg tax loan

研发人员 研发投入 环保投资 环境责任 政府支持 长期贷款

(1) (2) (3) (4) (5) (6)

ldigital
0.0766***
(0.0132)

0.0084***
(0.0011)

0.0167*
(0.0090)

0.0736***
(0.0204)

-0.0006*
(0.0003)

0.0483***
(0.013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0939 15029 4212 5394 16029 16029

R2 0.9094 0.9071 0.6683 0.7305 0.2618 0.6888

(三)机制检验: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经营状况

在经营状况维度,本文关注数字化转型是否会提高企业经营绩效、优化企业经营效率。其中,经
营绩效以企业营业收入加1后的对数值(income)、利润总额(profit)衡量;经营效率以企业劳动生产

率(productivity)和全要素生产率(ltfp)体现,前者以营业收入与员工人数比值的对数值衡量,后者

以LP法计算得出。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上述机制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并以企业数字化转型(ldig-
ital)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一方面,表4列(1)(2)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营业收

入和利润总额。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赋能下能够实时掌握生产经营各环节的动态信息,从而改善自身

经营绩效。这将增强企业经营信心,促使企业研发绿色技术来巩固自身优势。另一方面,表4列(3)
(4)表明,数字化转型将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数字技术与生产运营环节的深度融

合将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从而为绿色创新项目的顺利推进提供支撑。

表4 机制检验: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经营状况

变量

income profit productivity ltfp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劳动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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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igital
0.0064***
(0.0006)

0.1405***
(0.0365)

0.0061***
(0.0006)

0.0048***
(0.000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6029 16029 16029 15943

R2 0.9754 0.8587 0.9048 0.9617

(四)稳健性检验

1.工具变量检验。尽管前文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绿色创新发展,但这一结果可能受

到反向因果等问题的干扰而不稳健,如绿色创新水平较高的企业更有可能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为

排除这一问题的干扰,本文利用以下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首先,“八纵八横”光缆干线工程。自20
世纪90年代以来,为加快推进通信现代化进程,中国政府开始实施“八纵八横”光缆干线工程,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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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后期固定电话和移动运营业务的基础网络。因此,当某省连通“八纵八横”光缆干线的地级市数

量越多,则意味着该地区可能具备越好的通信基础,从而可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王海等,

2023),这就满足了工具变量选取的相关性原则。同时,完工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八纵八横”光缆

干线工程理论上不会直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满足外生性条件。① 因此,本文将地区连通“八纵八横”
光缆干线地级市数量与长途光缆线路长度进行交互(eight),以此作为工具变量。② 表5列(1)第一阶段

回归结果显示,变量eight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影响。LM、F检验结果均印证了工具变量的合理

性。表5列(2)第二阶段结果表明,变量ldigitaliv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其次,各城市在1984年的邮局数量。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可能受到早期邮局分布的影响。

如有研究认为早期邮局分布会影响该地区对数字技术的使用习惯与潜在偏好(袁淳等,2021),从而

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这就能够满足工具变量选取的相关性原则。同时,早期以提供通信服务为主

要目标的邮局不会直接影响企业现阶段的绿色创新表现。基于此,本文将各城市在1984年的邮局

数量与全国域名数量进行交互(iv1984),③以此作为工具变量。表5列(3)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
工具变量iv1984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影响,说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符合相关性原则。

LM、F统计检验在计量层面证实了工具变量选取的合理性原则。表5列(4)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

明,变量ldigitaliv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证实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最后,同行业、同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平均水平。企业在进行战略决策时不仅会结合自身发

展状况,也将考虑同一行业或地区其他企业的战略决策。这些互相竞争的企业往往面临着相似的市

场环境,可能会通过战略趋同等方式缓解竞争压力。因此,若同一行业或地区部分企业开展数字化

转型战略,其他企业可能模仿学习其转型策略。这就使得同行业或同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平均水

平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战略决策。而这一变量并不会直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基于此,本文选用企

业所在行业、所在省份内其他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均值的滞后两期值(indmean、promean)作为工具

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5列(5)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变量(indmean、promean)对企业数字化转

型存在显著影响。LM、F检验证明了工具变量的合理性,HansenJ检验则说明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

识别问题。④ 表5列(6)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变量ldigitaliv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依旧显著为正,
说明本文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表5 工具变量检验

变量

ldigital lgreenpatent ldigital lgreenpatent ldigital lgreenpatent
“八纵八横” 1984年邮局数量 数字化转型均值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1) (2) (3) (4) (5) (6)

eight
0.2469***
(0.0430)

iv1984 0.0119***
(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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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如果工具变量仅通过内生变量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那么在控制内生变量的情况下,工具变量应该对企业绿

色创新不具有显著影响(孙伟增、郭冬梅,2021)。因此,本文将工具变量和解释变量同时放入实证模型进行回归分

析,并发现工具变量的影响不显著,从而说明工具变量选取具有一定合理性。限于篇幅,留存备索。
光缆是现代网络布局中常见的设备线路,其建设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地区现有的通信基础。因此,这一

变量同样符合相关性原则。考虑到企业数字化转型为滞后一期值,在实际回归中,本文选用长途光缆线路长度滞后

两期值。
在实际回归中选用域名滞后两期值。本文还分别利用网页数量、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与各城市在1984年的

邮局数量进行交互,并将其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分析。相应结果同样证实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限于篇幅,留存备索。
鉴于本文使用变量indmean、promean同时作为工具变量,因此,需要通过过度识别检验来验证工具变量的合

理性。若 HansenJ检验结果不显著,则说明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续表5

变量

ldigital lgreenpatent ldigital lgreenpatent ldigital lgreenpatent
“八纵八横” 1984年邮局数量 数字化转型均值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1) (2) (3) (4) (5) (6)

indmean 0.5373***
(0.0326)

promean
0.2072***
(0.0547)

ldigitaliv
0.0455*
(0.0270)

0.0340**
(0.0153)

0.0202**
(0.009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6029 16029 14879 14879 13408 13408

LMstatistic 36.753 100.830 293.764

Fstatistic 44.033 145.293 237.219

HansenJstatistic P值=0.7073

2.基于政策事件冲击再检验。① 为了更为稳健地评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参考

赵涛等(2020)的研究,本文将宽带中国战略视为政策事件冲击,利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检验。具体地,
为解决以往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网速慢和覆盖面不足等问题,中国在2014年、2015
年和2016年分批次选取117个“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群),意图发挥入选城市(群)在宽带基础设施

建设工作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其中,入选城市(群)需要完成提升宽带用户规模等工作,并使辖区宽

带接入能力和宽带用户渗透率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在此背景下,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将促进互联网等

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② 鉴于这一事实,本文依据宽带中国示范

城市(群)名单设定变量broadbandpolicy,企业所在城市入选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后则赋值broadbandpol-
icy为1,否则为0。并将其替换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表6列(1)结果表明,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将促

进企业绿色创新发展。考虑到双重差分法要求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政策事件发生前具有同样的变化

趋势,本文参考王海等(2021)的研究进行平行趋势检验。③ 表6列(2)结果表明,变量(before3-be-
fore1)的影响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变化趋势不存在显著

差异。而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后呈现出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变动趋势。本文还将智慧城市战略视为

政策事件冲击进行检验。具体来说,中国政府发布了三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要求试点城市在

网络基础设施、公共平台、数据库以及智能环保、智慧支付、智能家居等领域进行重点建设。因此,当
地政府需要结合政策要求来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研发与应用,这就为企业数

字化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本文依据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构建相应政策变量,并利

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检验。④ 结果表明,智慧城市战略实施将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发展。这再次证明了

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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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考虑到双重差分法要求政策实施前有一定时期的观测值。因此,本文在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建双重差分模型

的过程中选用了2007—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分析。
数字化转型不仅需要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支持,也需要宽带网络作为基础性载体支

撑。在此背景下,伴随着宽带中国政策实施,区域网络传输速率和网络服务质量的不断提升将引领地区企业数字化

转型。
在实际回归中,本文将before4作为基期予以剔除。before4指代城市成为宽带中国试点城市前第四年及以

前;after4指代城市成为宽带中国试点城市后第四年及以后。
限于篇幅,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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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基于政策事件冲击再检验

变量
lgreenpatent

(1) (2)

broadbandpolicy
0.0430**
(0.0190)

before3
-0.0092
(0.0275)

before2
0.0049
(0.0283)

before1
0.0328
(0.0301)

current 0.0639**
(0.0310)

after1
0.0287
(0.0310)

after2
0.0639**
(0.0316)

after3
0.0602*
(0.0322)

after4
0.0532*
(0.0311)

控制变量 是 是

企业效应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22719 22719
R2 0.7023 0.7024

3.其他稳健性检验。① 本文还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第一,替换变量衡量方式。在解释变量

上,对基准回归中使用的数字化转型变量分别进行滞后两、三期处理;利用数字文本、数字资产、数字

专利构建数字化转型指标;基于企业年报中首次出现数字化相应词汇的时间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

检验。在被解释变量上,分别利用母公司及子公司单独联合申请绿色专利总数、集团合计单独申请

绿色专利总数、母公司及子公司当期与未来一期、当期与未来两期申请绿色专利总数构建绿色创新

指标。第二,调整固定效应和聚类方式。分别对省份行业联合固定效应、行业时间联合固定效应以

及省份时间联合固定效应等加以控制,并将标准误分别聚类到行业、城市、城市行业、省份行业层面。
第三,剔除特殊样本。分别保留制造业、至少连续5年、沪深交易所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为优秀或良好

以及未受到信息披露违规处罚的企业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基于上述检验的结果依旧发现,数字化转

型有助于企业绿色创新发展,再次证实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五、进一步分析

(一)异质性讨论

1.产权性质差异。前文分析发现,整体上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集聚创新资源、改善经营状况来

引领企业绿色创新发展。但由于企业资源禀赋差异等多维因素,数字技术接入和使用不均衡引致的

群体间“数字鸿沟”现象可能会使得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应呈现一定异质性特征。而在中国推进

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中,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数字鸿沟”现象较为明显。相比之下,非国有

企业的数字化意识不足、投入规模偏小、支撑保障体系不健全,且缺乏较好的资源基础和组织管理能

力,更容易因数字技术与企业发展不匹配、发展路径依赖等问题而陷入数字化转型失败的困境。这

就使得国有企业同非国有企业间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差距不断扩大,从而制约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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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限于篇幅,相应稳健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应的全面发挥。基于这一现实,本文根据股权性质情况将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以此

进行分样本回归分析。表7结果发现,数字化转型将赋能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发展。但

基于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的结果显示,相比于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的赋能影

响更为明显。这是因为,作为政府干预和参与经济的重要手段,国有企业发展规划与国家战略需求

较为吻合,因而使得国有企业具有一定预算软约束特征。具有政策及资金优势的国有企业在实现数

字化转型时较少受资金掣肘,进而能利用数字技术整合企业内外部研发要素,更容易实现绿色创新

发展。而非国有企业在融资能力和人才吸引等方面有所不足,且较难承受数字化转型所需的高成本

投入,由此弱化了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

表7 基于企业产权性质差异的检验

变量

lgreenpatent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1) (2)

ldigital
0.0131***
(0.0028)

0.0100***
(0.0018)

控制变量 是 是

企业效应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5206 10823
R2 0.7872 0.7189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P值=0.003

2.污染属性差异。与普通创新不同的是,绿色创新具有资源节约和环境改善的独特属性。然

而,绿色创新不仅具有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和不确定性高等特点,还面临着技术溢出和生态环境

方面的双重外部性问题(李青原、肖泽华,2020)。在这种约束下,不同生态环境敏感度的企业或因环

境技术调整成本不同而存在差异化的绿色创新表现。因此,本文将从污染属性差异视角来分析数字

化转型的异质性影响。具体地,依据《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本文将企业划分为污

染型企业和清洁型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分析。① 表8结果发现,相比于污染型企业,数字化转型将赋

能清洁型企业绿色创新发展。对污染型企业来说,其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注重自身的绿色发展情况,
具有一定的绿色创新意愿。然而,污染型企业不仅在技术创新方向上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Acemo-
gluetal,2012;Aghionetal,2016),还由于固定资产比重较高等因素而具有更高的环境技术调整成

本。在此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战略难以助推污染型企业实现绿色创新突破。相比之下,清洁型企业

并未受路径依赖问题制约,且具有较低的环境技术调整成本,因而更容易借数字化转型契机整合内

部创新资源,实现绿色创新发展。

表8 基于企业污染属性差异的检验

变量

lgreenpatent

污染型 清洁型

(1) (2)

ldigital
0.0048
(0.0030)

0.0109***
(0.0018)

控制变量 是 是

企业效应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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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具体匹配方式如下:首先,本文利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将《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

管理名录》所列行业分别与二位数、三位数或四位数行业代码相匹配;其次,考虑到常见的上市公司数据库仅有二位

数行业代码,本文根据东方财富网提供的年报文本,逐一整理上市公司年报主营业务分析栏目中的营业收入构成数

据,并利用《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等政策文件来识别其所属四位数行业代码;最后,将上市公司行业代码与《上市

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进行匹配,若匹配成功,则定义该企业为污染型企业,反之为清洁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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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8

变量

lgreenpatent

污染型 清洁型

(1) (2)

时间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5997 9955
R2 0.6763 0.7667

3.“扶强”还是“扶弱”。沿袭上述异质性讨论,引发的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数字化转型在什

么情况下更能促进绿色创新? 数字化转型是推动具有较高绿色创新水平的企业实现更快发展、产生

“扶强”影响,还是为具有较低绿色创新水平的企业提供绿色发展动力、产生“扶弱”影响? 针对这一

问题的讨论是对现有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间关系文献的必要拓展。因此,本文在计算绿色创新水

平第1、10~90以及99百分位数值的基础上,基于分位数回归的方式讨论数字化转型的差异影响。
图3发现,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系数随着分位数提高而逐步变大。即对于条件分布高端的企业,数字化

转型带来的影响更为明显。这一结果喻示着数字化转型具有明显的“扶强”效应,绿色创新水平较高的

企业将在数字化转型赋能下实现更快发展。但与此同时,需警惕数字化转型对条件分布低端企业带来

的不利影响。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其规模较小,①因而难以承担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成本负担,甚至在数

字化转型过程中因过多投入资金而挤占绿色创新投入,对原有的绿色创新路径形成阻碍。

图3 基于绿色创新水平的分位数检验

(二)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

前文分析表明,在数字化转型的赋能影响下,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将构建绿色导向的技术创

新体系,进而加大绿色专利研发申请力度、实现绿色创新发展。但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在绿色

专利申请数量上升的同时,其质量是否同步提升? 一方面,伴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

企业内部得到深度应用,企业开始全方位推进生产设备、研发设计、商业运营和销售服务等方面的数

字化改造,实现全流程数据贯通。基于此,企业将精准把握、解决生产经营中面临的问题,并通过数

据挖掘等方式及时掌握市场需求信息,进而有针对性地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提升绿色专利质量。另

一方面,在实现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企业和外界的信息不对称局面逐渐被打破。这使得企业需要

向外界传递积极信号来谋求资源集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企业可能会片面迎合市场需求,通过

追求创新数量来粉饰表面的绿色创新能力。在此背景下,绿色专利申请数量上升背后可能隐藏着专

利的“创新假象”。因此,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有待明确。基于上述思考,本文分

别利用均值法以及中值法得到的绿色专利知识宽度信息(patknowledge1、patknowledge2)来衡量绿

—88—
①经统计,较之其他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较低企业的资产规模、员工人数和营业收入更少。



色创新质量,其数值越大,企业绿色创新质量越高(张杰、郑文平,2018)。① 基于此,将其作为被解释

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9结果表明,变量ldigital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数字化转型将提高

企业绿色专利质量,实现绿色创新“增量提质”。

表9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

变量

patknowledge1 patknowledge2

均值法 中值法

(1) (2)

ldigital
0.0016***
(0.0004)

0.0020***
(0.0005)

控制变量 是 是

企业效应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16029 16029
R2 0.4140 0.4016

六、结论与启示

面对着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国政府在新发展阶段更加强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考虑到

数字经济在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实现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已成为中国政

府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在构建多维度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的基础上,利用

2011—2020年沪深A股工业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方向与

作用机理,以期厘清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的实现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将“赋能”企业绿色

创新发展,实现绿色创新“增量提质”。机制结果表明,在创新资源维度,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引领企

业劳动力结构和支出结构向研发型转变,促使企业加大环保投入、履行环境责任,还能减轻企业税费

负担、提升其融资能力,驱动企业绿色创新发展;在经营状况维度,数字化转型会通过增加营业收入

和利润总额来改善企业经营绩效,也将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来优化企业生产效率,进
而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潜力。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国有企业、清洁型企业以及位于绿

色创新分布高端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以上研究结论可为理解数字化转型在企业绿色创新发展中的作

用提供新的视角,也可为中国政府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培育经济绿色发展新动能提供决策依据。
综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中国政府应积极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

优化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路径。一方面,构建产业数字化发展体系。现阶段较多企业因转型能力

不足、转型成本偏高、转型阵痛期较长而面临着“不会转”“不敢转”“不能转”难题。这就要求中国政

府大力实施“上云用数赋智”等普惠式政策,消除企业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资金和技术壁垒,从而充

分释放数字化发展红利。这将更好促进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进而充分挖掘企业绿色创新

潜力、激发企业绿色创新动能。另一方面,加快数字产业化发展进程。数字技术是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技术支撑,因此,中国政府应当提高软件服务和平台支持等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并推动关键核心数

字技术的攻关突破,由此在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数字产业集群的同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营造

良好转型环境。此外,企业也需积极建立数字化思维、培育数字化能力,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数字

技术来提升市场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从而精准把握市场前景预期、强化绿色创新发展意识。
第二,借数字化转型契机来补齐绿色创新发展短板,为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夯实根基。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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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还使用以下方法衡量企业绿色创新质量:一方面,绿色专利引用数量,引用数量体现了专利的技术价值与

经济价值,可用于评估专利的技术扩散程度与知识溢出状况;另一方面,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相比于其他类型专

利,发明专利或更能体现企业专利的创新价值。基于上述指标为被解释变量的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地提

升企业绿色专利引用数量、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这一结果能稳健地说明,数字化转型将促进绿色创新“增量提

质”。限于篇幅,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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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积极践行绿色环保意识,以数字化转型为载体促增环保资源投入,开展更加符合市场前景的

绿色创新活动,并不断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研发支出结构,提升企业与数字技术的匹配度、降低数字

化转型应用门槛,深化数字技术在绿色技术研发过程中的应用;其次,企业需打破传统思维以实现要

素驱动发展模式向数据驱动发展模式的转变,积极运用数字技术重塑生产流程、组织架构和商业模

式,由此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率,以便为绿色创新发展提供良好基础;最后,企业应

当依托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向外界不同市场主体输出绿色信息,畅通企业与外界的信息传递渠道。信

息不对称现象的打破将助力企业减免税费负担、增强融资能力,从而为绿色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第三,在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的过程中,应当遵循落实以点代面、有所侧重的渐进式政策

实施策略。一方面,中国政府可以依据企业产权性质和污染属性制定差异化的发展规划,通过打造

示范样板来不断积累和推广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经验。例如,针对国有企业制定数字化转型发展

专项规划,遴选并推广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和解决方案,从而积极发挥国有企业的“排头兵”作用;借
助清洁型企业的先发经验,探索建立以数字化转型为基础的绿色创新路径,进而激活全行业绿色创

新活力。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还应遵循“因地制宜”的指导原则,避免“一刀切”式的发展规划对部分

企业造成额外的负面冲击。尤其应当关注绿色创新水平较低的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

的成本负担重等问题,通过制定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项目等方式来提高政策支持力度与资源统筹水

平,从而减轻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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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DoesDigitalTransformationPromoteEnterprisesGreenInnovation ?

WANGHai GUOGuanyu YINJunya
(ZhejiangGongshangUniversity,Hangzhou,China)

  Abstract:BasedonthedataofA-shareindustriallistedenterprisesinShanghaiandShenzhenmarketsfrom2011
to2020,thispaperexaminestheimpactofdigitaltransformationonenterprisesgreeninnovation.Theresultsshow
thatdigitaltransformationcanpromoteenterprisesgreeninnovation.Mechanismanalysisshowsthatintermsofinno-
vationresources,digitaltransformationcanencourageenterprisestoincreasetheirR&Dandenvironmentalinvest-
ment,reducetheirtaxburden,andimprovetheirfinancingability.Intermsofbusinessperformance,digitaltransfor-
mationcanincreaseenterprisesrevenueandprofit,andimprovetheirlabourandtotalfactorproductivity,thereby
promotingenterprisesgreeninnovation.Heterogeneityresultsshowthattheeffectofdigitaltransformationismore

pronouncedinstate-ownedenterprises,cleanenterprises,andenterpriseslocatedatthehighendofgreeninnovation
distribution.Theaboveconclusionshelptounderstandtheenvironmentalperformanceofdigitaltransformationand

provideempiricalevidenceonhowtoguideenterprisestoachievegreeninnovationanddevelopment.
Keywords:DigitalTransformation;GreenInnovation;Innovation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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