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５年２月　第２６卷第１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６Ｎｏ．１Ｆｅｂ．２０２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９－１５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２０２４ＪＣＺＤ１６）；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重点项目（２４２４００４１１００７）；河

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点项目（２０２４ＳＪＧＬＸ０１３１）

作者简介：安慧（１９６９—），女，河南省桐柏县人，郑州轻工业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财务管理、数字经济；王晓

娅（１９９９—），女，河南省信阳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发展、智能场景应用与企业价值创新
———基于 Ａ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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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是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推进制造强国与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通过对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中国 Ａ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深入探讨数字经济
发展对企业价值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的价值创新能力。

进一步研究显示，以智能场景应用为核心的技术手段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作用。在国有企业、

非高新技术产业和重污染行业领域中，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价值创新的正面效应尤其明显。数字

经济赋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已成为推动制造企业价值创新的重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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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快数字经济发展
步伐，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促

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进数字

中国建设［１］。２０２４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大力推
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力”作为今年政府的重要工作，提出要深入推

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强调要深化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研发应用，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２］。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

报告（２０２４年）》显示，当前我国数字经济进一
步实现量的合理增长与质的有效提升，我国数

字经济规模在２０２３年达到５３．９万亿元，数字
经济占ＧＤＰ比重达到４２．８％，数字经济增长对

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达６６．４５％［３］。

集成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尖端

数字技术，促进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等业务运

营活动的转型再造，推动市场供需匹配机制优

化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实现生产方式、组织方

式的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级，是铸造制造业

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

然选择。当前，数字经济日益融入社会发展各

领域全过程，得益于数字经济下先进技术和市

场需求的双重驱动，智能场景将抽象的技术概

念转化为具象的实际应用，被广泛运用到智慧

车间、智慧工厂、智慧物流等多个关键领域。这

些应用为制造业“智改数转”奠定了良好基础，

也对传统经济的组织结构和商业模式产生了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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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性影响［４］。数字经济和智能场景的融合发展

扩展了企业价值的内涵，重塑了企业价值创新

模式，使之超越传统的经济价值范畴，提供了一

个新的评估企业整体价值和发展潜力的维

度［５］，显著促进了企业价值的创新。因此，对于

制造企业而言，深入理解并把握数字经济发展

趋势，利用智能场景技术推动企业转型与价值

创新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鉴于此，本文拟在探讨数字经济发展、智能

场景应用与企业价值创新三者间互动关系的基

础上，通过实证分析论证数字经济推动企业价

值的积极作用，以及智能场景应用在数字经济

发展与企业价值创新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以

期为制造业企业通过应用智能场景推进“智改

数转”提供新视角，也为其持续成长与价值创

新提供新思路。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１．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价值创新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以数据为核心，借助现

代信息技术将数据转化为制造业可应用信息的

经济形态，其本质在于推动数据信息与传统制

造业的深度融合［６］，不仅提升制造业的数字化水

平，还加速其转型升级的步伐［７］。数字经济通过

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推动生产模式升级，重构行

业竞争格局，为传统制造业企业提供“智能生

产”和“平台共享”等创新业务模式［８］，从而延长

传统产业链条，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该经济模式

有助于实现经济价值增长和社会价值提升的同

步推进。一方面，企业应用数字技术可以识别并

解决当前环境治理的难点，使得企业能够专注绿

色技术的研发创新［９］；另一方面，数字化助力企

业满足 ＥＳＧ信息披露和资本市场监管的需

求［１０］，增强ＥＳＧ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全面性，提

高企业ＥＳＧ实践能力与绩效表现，实现企业价

值增长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机统一。

数字经济与数字化知识信息改变着技术创

新模式和管理创新模式，形成一种新型经济生

态［１１］。企业通过重组数据和技术，实现知识与

资源的有效融合，推动现有技术的“智改数

转”。同时，企业将打破行业边界，探索跨界合

作关系，从而推动技术的交流与共享［１２］。从整

个社会环境来看，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实施数

字化转型，这些企业能够更好地实现数据与资

源共享，使数据互通成为可能，这种数字化分享

生态将形成一种多赢效应［１３］。因此，在数字经

济的推动下，企业价值的内涵得到重新定义和

扩展，传统的财务指标不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

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正在成

为新的衡量尺度［５］，这些因素反映一个企业长

期发展的综合能力，以及对社会和环境的贡献

程度，也反映社会对企业角色的新期待和新要

求。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

其发展战略，以确保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也

能够实现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价值创新有促

进作用。

２．数字经济发展、智能场景应用与企业价

值创新之间的关系

智能场景应用是指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

下，企业改变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方式，将数字技

术融入到具体环境中以满足客户需求的场景表

现［１４］，即将“大智移云物区”等数字技术运用于

企业活动中，对生产进行模拟、扩展和延伸的场

景，均属于智能化场景设计的范畴［１５］。该设计

体现了企业在针对消费者需求进行产品创新过

程中日益重视场景化交流，并已成为商业革新

的关键思维模式。多样化的数字技术应用到不

同场景中，会构成各种各样的智能场景，这些不

同的连接、匹配与组合的方式，使得智能场景具

备多样性和灵活性等特征，从而为企业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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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与价值创新提供无限可能。

数字技术的飞速进步和革新升级不仅重构

传统产业布局和技术架构，而且重塑生产模式

和研发结构，催化智能场景的广泛落地和持续

进步，使得智能场景应用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进而促使数字经济逐渐由数字技术驱动转为场

景应用驱动［１６］。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极大

地助推了智能场景的覆盖升级，在此过程中，基

于需求的智能场景开发成为数字技术落实到企

业生产最核心的内容，其强调以用户需求为核

心进行产品设计，更加全面分析和解决用户的

需求与困局，确保产品设计方向的合理性和用

户对产品的满意度。同时，智能场景应用的研

究可以保证技术投入是由业务需求驱动的［１４］，

并通过工业设计的创新和智能产品的输出，将

数字技术与物理产品有效融合。

数字技术的多维运用不仅扩大了智能场景

的应用范畴，也为企业提供了多元创新的战略

决策。企业顺应数智时代发展趋势，运用数字

技术生产出满足客户在特定场景下需求的产

品，构建以客户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这一转型

意味着制造业从传统的单一制造业务模式，演

变为制造与服务并进的双重驱动模式［１７］。同

时，随着新兴智能技术的应用，传统生产模式与

链条得以更新迭代，实现了向绿色创新、低碳生

产的持续发展转变。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　智能场景应用在数字经济发展与企

业价值创新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

　　二、研究设计

　　１．样本选择

本文以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１１年间中国Ａ股制

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整理初期样本时对

样本进行如下处理：（１）剔除 ＳＴ、ＳＴ、ＰＴ和被

终止上市等研究样本；（２）对部分数据缺失的

研究样本进行线性插值处理；（３）剔除主要变
量数据缺失过多和异常的研究样本；（４）对所
有连续变量在１％和９９％分位数上进行缩尾处
理。经过筛选和处理最终确定了包含 １５１５７
个样本的有效数据集。数据源自国泰安数据库

中企业年报、社会责任报告和环境部门网站等，

数字经济发展指标的原始资料引自《中国统计

年鉴》。

２．模型构建
结合前文理论分析，为检验数字经济发展

与企业价值创新之间的关系，在控制了其他变

量的基础上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ＥＶＩｉ，ｊ，ｔ＝ｃ０＋ｃ１ＤＩＥｉ，ｔ＋∑ｃ２Ｃｏｎｔｉ，ｊ，ｔ＋
∑Ｙｅａｒ＋∑Ｉｎｄ＋εｉ，ｊ，ｔ ①

其中，ｉ、ｊ和ｔ分别表示行业、企业和年份，ＥＶＩ表
示企业价值创新，ＤＩＥ表示数字经济发展，Ｃｏｎｔ
表示控制变量的合集，Ｙｅａｒ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Ｉｎｄ表示行业固定效应，εｉ，ｊ，ｔ表示随机干扰项。

参考温忠麟等［１８］关于中介效应的研究，对

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智能场景应用促进企业

价值创新的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模型构建如下：

ＩＳＡｉ，ｊ，ｔ＝ａ０＋ａ１ＤＩＥｉ，ｔ＋∑ａ２Ｃｏｎｔｉ，ｊ，ｔ＋
∑Ｙｅａｒ＋∑Ｉｎｄ＋εｉ，ｊ，ｔ ②

ＥＶＩｉ，ｊ，ｔ＝ｃ０＋ｃ１ＤＩＥｉ，ｔ＋ｂ２ＩＳＡｉ，ｊ，ｔ＋

∑ｃ２Ｃｏｎｔｉ，ｊ，ｔ＋∑Ｙｅａｒ＋∑Ｉｎｄ＋εｉ，ｊ，ｔ③
其中，ＩＳＡ为智能场景应用，其他变量与模型①
一致。

３．变量选取和定义
（１）被解释变量
在探究企业价值创新的过程中，本文从黄

世忠［５］可持续发展理念下“创造共享价值”的

角度出发，对企业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环境价

值三个关键维度进行指标选取。经济价值维

度，选择净资产收益率（ＲＯＥ）作为衡量标准，该
指标被广泛认为是企业财务绩效的重要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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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效代表企业的经济价值。环境价值维度，

参照王浩等［１９］使用的方法，综合考量燃烧和逃

逸排放、生产过程排放、废弃物排放和由土地利

用方式的转变所产生的碳排放量，通过汇总得

到一个关于企业碳排放的全面数据。社会价值

维度，采用和讯网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评级

（ＣＳＲ），这一评分系统覆盖股东责任、员工责

任、供应商关系、客户和消费者权益责任、环境

责任和其他社会责任，该评级系统的综合性使

其能全面评价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为

了确保这三个维度的统一性和可比性，运用熵

权法对其进行降维处理和无量纲化操作，最终

得出一个用于衡量企业价值创新能力的综合

指标。

（２）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将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

量，采用刘军等［２０］所提出的构建方法，并结合

城市层面数据的可访问性，对数字经济的综合

发展水平进行评估，该评估侧重互联网发展和

数字金融普及。对于互联网发展的量化评估，

借鉴黄群慧等［２１］的研究方法，选取互联网普及

率、互联网相关行业从业人员数据和移动电话

普及率等关键指标进行测量。对于数字金融普

及的测度，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

蚂蚁金服合作编制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

数”。最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数字经济

综合发展指数［２２］。通过以上方法，可确保数字

经济发展指数的准确性和全面性，为本文的分

析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

（３）中介变量

对于中介变量智能场景应用，本文采用文

本挖掘手段［２３］，对Ａ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年度

报告进行系统的搜索匹配整理，形成关于数字

技术的原始词频库，之后筛选并确认一系列关

于智能场景应用的特征词范围［２４－２５］，主要包括

人工智能技术、数字技术运用、智能制造技术

等，并对各类别下的词语数量累加得出总词频，

最后对总词频进行对数化处理，得到一个反映

智能场景应用特征的中介指标。在此过程中，

部分重复词语被删除，目的是消除数据冗余，保

障词频计数准确。

（４）控制变量

参照赵晨［２６］的研究，本文筛选出一些控制

变量进行研究。这些控制变量均针对制造业企

业的关键特征进行选取，以确保分析结果的精

确性。此外，还将年份和行业的虚拟变量作为

控制因素。其中，行业虚拟变量专门指向制造

业中的子分类。变量定义见表１。

表１　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企业价值创新 ＥＶＩ 经济价值、环境价值、社会价值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 ＤＩＥ
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互联网相关产出、

移动互联网用户数、数字金融普惠发展

中介变量 智能场景应用 ＩＳＡ 总词频的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销售净利率 Ｎｅｔｐｒｏ 年末总负债／年末总资产
员工人数 Ｅｍｐ 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

现金流比率 Ｃａｓｈ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流动负债
管理费用率 Ｍｆｅｅ 管理费用／营业收入
总资产周转率 Ａｔｏ 营业收入／平均资产总额
董事会规模 Ｂｏａｒｄ 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年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企业年龄 Ａｇｅ 企业年龄的自然对数

年份 Ｙｅａｒ 控制时间效应

行业 Ｉｎｄ 控制制造业细分行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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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证分析

　　１．描述性统计

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２。由表

２可知，企业价值创新最大值为０．９４８，最小值

为０．１３８，说明我国 Ａ股制造业企业在价值创

新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观察数字经济发

展情况，数据显示最大值为 ０．７１１，最小值为

０．０１７，说明样本内制造业企业所在地区数字经

济发展程度差异明显，表明我国不同地区在数

字经济发展上存在不均衡；智能场景应用指标

最大值为６．５７５，最小值为０，说明样本中制造

业企业在智能化应用方面的成熟度和普及度存

在明显差异，制造业企业数智化转型的进度参

差不齐。

２．基础模型回归

本文选择时间和行业的双固定效应进行基

础模型回归，结果见表３。基础模型回归揭示

了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价值创新之间的关系，

在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列（１）中，数字经济

发展对企业价值创新的回归系数为０．０８３３，

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

促进了企业价值创新。引入控制变量后，这一

促进作用仍然在１％水平上显著，假设Ｈ１得到

了验证。

表２　描述性统计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变量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ＥＶＩ １５１５７ ０．６１８０ ０．１２９０ ０．１３８０ ０．９４８０
ＤＩＥ １５１５７ ０．２１８０ ０．１６３０ ０．０１７０ ０．７１１０
ＩＳＡ １５１５７ ３．４５３０ １．２２４０ ０．００００ ６．５７５０
Ｎｅｔｐｒｏ １５１５７ ０．０８８７ ０．１２４０ －０．８８１００．４８６０
Ｅｍｐ １５１５７ ７．６７１０ １．１３１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３００
Ｃａｓｈ １５１５７ ０．０５３７ ０．０６２９ －０．１６０００．２６６０
Ｍｆｅｅ １５１５７ ０．０８６０ ０．０５３１ ０．００９３ ０．３７８０
Ａｔｏ １５１５７ ０．６１８０ ０．４１６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０７０
Ｂｏａｒｄ １５１５７ ２．１１７０ ０．１８９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０８０
Ｓｉｚｅ １５１５７ ３．０８６０ ０．０５０７ ２．９８８０ ３．２４８０
Ａｇｅ １５１５７ ２．８０６０ ０．３４６０ １．０９９０ ３．５５５０

　　３．中介效应分析

引入智能场景应用作为中介变量之后所得

到的回归结果见表４。具体来说，列（１）为数字

经济发展对企业价值创新的直接影响，回归系

数为０．０１７９，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

经济发展对企业价值创新有显著正面影响；列

（２）为数字经济发展对智能场景应用的影响，

回归系数为０．５２８７，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

明数字经济的推进对智能场景应用有着强烈的

正向作用；列（３）为引入智能场景应用作为中

介变量后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价值创新的影

响，回归系数为０．０１６７，并在１％的水平上显

著，表明智能场景应用在数字经济发展和企业

表３　基础模型回归结果

（１） （２）
变量 ＥＶＩ ＥＶＩ
ＤＩＥ ０．０８３３ ０．０１７９

（１３．０３６４） （２．９１９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５９９５ －０．２２００

（３４４．６０２８） （－２．５２８７）
Ｃｏｎ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 １５１５７ １５１５７
Ｒ２ ０．０１１ ０．４３１

调整的Ｒ２ ０．０１１０ ０．４３０
　　注：表示ｐ＜０．０１，表示 ｐ＜０．０５，表示 ｐ＜０．１，
下同。

表４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１） （２） （３）
变量

ＥＶＩ ＩＳＡ ＥＶＩ
ＤＩＥ ０．０１７９ ０．５２８７ ０．０１６７

（２．９１９０） （９．６５３６） （２．７０６２）
ＩＳＡ ０．００２４

（２．６１０１）
Ｃｏｎ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 １５１５７ １５１５７ １５１５７
Ｒ２ ０．４３１ ０．５００ ０．４３２

调整的Ｒ２ ０．４３０ ０．４９８ ０．４３０
Ｓｏｂｅｌ检验 ６．１４５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 ［０．００９７　０．０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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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创新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并且这种

作用是正向的。据此，假设Ｈ２得到了验证。

本研究进一步采用 Ｓｏｂｅｌ检验法和 Ｂｏｏｔ

ｓｔｒａｐ检验法，以验证中介效应。其中，Ｓｏｂｅｌ检

验得出Ｚ值为６．１４５，明显超出标准阈值，且 ｐ

值小于０．００１，因此拒绝原假设，中介效应得到

检验。同时，执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对中介效应采

用１０００次抽样，结果表明，置信区间不包含０，

从而印证智能场景应用确实能够强化数字经济

发展对企业价值创新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与

前文分析结果一致。

４．稳健性检验

（１）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ＯＬＳ）

在处理内生性问题时，选择合适的工具变

量是关键。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假设

Ｈ１进行进一步验证，结果见表 ５。由表 ５可

知，使用工具变量（滞后一期）进行内生性处理

后，ＤＩＥ的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数

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价值创新的假设

仍旧成立。此外，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

检验均显示研究选取的工具变量具有合理性。

（２）广义矩法（ＧＭＭ）

在探讨静态面板模型时，发现未能充分考

量早期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价值创新的长期影

响。此外，该模型中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价值

创新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增加了研

表５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结果

ｓｅｃｏｎｄ
变量 ＥＶＩ

ＤＩＥ ０．０４８

（５．１０）
Ｃｏｎｔ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Ｉｎｄ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 ７２２０
Ｒ２ ０．２６７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Ｗａｌｄ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７１１３．３９０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Ｗａｌｄ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１ｅ＋０６

究的复杂性。为了更准确地评估这一关系，本

研究引入广义矩法进行估计，对系统 ＧＭＭ随

机扰动项执行ＡＲ检验，结果见表６。由表６可

知，ＡＲ（１）检验的 ｐ值小于０．０５，ＡＲ（２）检验

的ｐ值大于０．０５。所以，接受模型的随机扰动

项不存在显著的自相关问题，并且确认了所选

用的一阶滞后结构的有效性。据此，本文构建

的动态面板模型在统计上是合理的，能够有效

用于后续的分析研究。

（３）其他检验方法

在上述方法验证研究结果稳健性基础之

上，本文继续做了替换因变量、滞后三期检验与

控制变量递增检验，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与原

始结论基本一致。首先，对衡量企业价值创新

的方法重新考量，即以资产收益率（ＲＯＡ）替换

综合价值指标，新的结果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其次，针对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价值创新的影

响，考虑到企业从开始实施到产生积极效果之

间可能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本研究兼顾了此

动态因素，并将解释变量进行三个周期的滞后

处理，时间跨度为３～４年，依据表７所示稳健

性检验的相关数据，确认了研究结果的有效性。

再次，依次增加控制变量，控制变量递增结果分

别在１％和５％水平上显著，与前文分析结果基

本一致。

基于上述一系列的评估模型与稳健检验，可

以得出本研究的实证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表６　系统广义矩法检验结果

变量 ＧＭＭ

Ｌ．ＥＶＩ ０．３９７

（３．６８）
ＤＩＥ ０．５６７

Ｃｏｎｔ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Ｉｎｄ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 １２９０２
ＡＲ（１） ０．０００
ＡＲ（２） ０．７０６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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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异质性分析

（１）产权异质性分析

本研究继续探讨在不同产权结构背景下，

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企业价值创新的作用。通过

对样本进行分类比较，将之分为国有企业和非

国有企业两个群体，分析结果见表 ８。由表 ８

可知，国有企业的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价值创

新影响方面的显著水平达 １％，回归系数为

０．０４５９，而非国有企业并未呈现出显著性。据

此可得出结论：相较于非国有制造业企业，国有

制造业企业从数字经济发展中获得的企业价值

创新促进效应更为积极和明显。这一现象主要

归因于国有制造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具备

更为充沛且多元的资源支撑体系、国家政策的

有力扶持与引导和在市场环境中享有的特定优

势，三者相互作用助力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

上展现出较强的动力与明显的成效。

（２）产业异质性分析

通过制造业企业是否被划分为高新技术产

业分析其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影响差异。由

表８可知，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价值

的影响并不显著，反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回归

系数为０．０３２０，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数

字经济发展更能促进非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价值

创新，这种结果可能暗示了在数字经济时代，非

高新技术企业通过“跨越式发展”策略，能够更

有效地利用数字化机遇，快速适应并融入数字

经济新形态，实现从传统经营模式到现代技术

应用的根本转变。

（３）行业异质性分析

在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价值创新的影

响时，本研究还特别关注了制造业企业是否属

于重污染行业。将样本数据按重污染行业与非

重污染行业进行分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８所

示。在重污染行业组中，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

价值创新之间的回归系数为０．０３４５，呈现出

１％水平的正向显著性；而在非重污染行业组

中，这种关联性并不明显。这一结果表明在环

表７　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变量 替换因变量 滞后三期检验 控制变量递增

ＲＯＡ ＥＶＩ ＥＶＩ ＥＶＩ ＥＶＩ ＥＶＩ ＥＶＩ

ＤＩＥ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１７１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２４５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１７９

（２．５８１６） （２．７６４６） （２．７６０１） （２．０８７３） （３．４３５９） （２．４５０７） （２．９１９０）
Ｃｏｎ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 １５１５７ １３４５１ １０２９８ ５９２５ １５１５７ １５１５７ １５１５７
Ｒ２ ０．７２５ ０．４４３ ０．５０１ ０．５１８ ０．２１８ ０．４１８ ０．４３１

调整的Ｒ２ ０．７２４ ０．４４１ ０．４９９ ０．５１５ ０．２１６ ０．４１６ ０．４３０

表８　异质性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变量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 非高新技术企业 重污染行业 非重污染行业

ＤＩＥ ０．０４５９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３２０ ０．０３４５ ０．００８７
（３．００５８） （０．２２０５） （０．５５６４） （３．４２０５） （３．２４２１） （１．１４８４）

Ｃｏｎ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 ３８１４ １１３４３ ７５１３ ７６４４ ５５３７ ９６２０
Ｒ２ ０．３７０ ０．４８１ ０．４３１ ０．４３５ ０．４４８ ０．４１９

调整的Ｒ２ ０．３６３ ０．４７９ ０．４２９ ０．４３２ ０．４４５ ０．４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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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问题更为突出的产业领域，数字经济发展对

于促进企业创新能力和提升企业价值的重要作

用。在面临严峻的环境挑战时，数字化进程能

够为重污染企业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帮助企

业在环境保护和价值增长之间找到平衡点。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取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中国 Ａ股制造业
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应用相关理论方

法和实证分析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价值

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１）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企业的价值创新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

经济效益的增长上，更体现在企业的社会责任

效益与环境保护效益上；（２）智能场景应用作
为连接技术创新与商业应用的关键桥梁，在推

动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价值创新的过程中

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有效推动制造业企业

价值体系的发展；（３）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行
业属性和环境污染程度条件下，数字经济对企

业价值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特征，具体而言，

在国有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和环境污染严重

的行业中，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企业的价值

创新带来的正面效应尤为明显。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了持续发挥数字经

济对制造业企业价值的驱动作用，本文提出以

下建议：

其一，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制定更具针

对性的差异化支持政策。数字经济不仅是经济

增长的新引擎，更是推动制造业向可持续发展

转型的强大动力。政府相关部门应制定更具前

瞻性和针对性的支持政策，加大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投入力度，推动数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

企业提供税收优惠、资金补贴等激励措施，以鼓

励制造业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同时

应加强监管，构建健全的数字经济监管体系，保

障市场秩序平稳运行，规范数据合理使用和隐

私保护，维护企业和消费者权益。此外，数字经

济发展对特定区域和类型的制造业企业价值有

巨大潜能和发展空间，应激发各类主体参与创

新活动的积极性，进而释放出潜在活力，这不仅

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外部环境，还能促进整个社

会高质量发展。

其二，抓住数智时代转型契机，借助智能场

景推动制造服务模式转变。制造业企业应抓住

数字经济下的转型契机，深入理解智能场景是

转型关键，注重研发投入与产出的效率提升，通

过采用先进技术手段提供个性化和差异化的服

务体验，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数字技术为手

段，应用智能场景融合产品生产制造与客户需求

服务，实现从产品设计、生产制造到销售服务的

全链条优化，并且在产品设计、生产流程优化和

节能减排等多个环节实现突破性进展，从而在制

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中找到新的增长点。此外，

企业还应重视知识产权的管理，通过授权和保护

措施以保障创新成果的合法性与市场独特性。

其三，完善绿色创新管理体系，实现可持续

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共生。绿色创新作为制造

业企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是推动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策略之一。为实现这一绿色发展目标，

企业应确立绿色管理理念，将环境保护和可持

续发展纳入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并完善绿色管

理体系，加强环境绩效评估和监测，建立内部生

态循环系统，确保各项环保措施得到有效实施。

同时，应积极推动绿色技术研发和应用，开发更

加高效节能的生产技术和产品，以及实施有效

的绿色供应链管理，推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共

同实施绿色生产和经营策略等。通过这些综合

性措施，实现更加精准和顺畅的可持续发展路

径，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真正实现经

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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