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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推动企业出口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通过分析数字

化转型如何通过技术创新、运营效率提升和管理水平优化三个方面促进企业出口发展，揭示了数字化转

型在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中的关键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不仅加速了企业的创新模式转变和产品

更新，还通过提高生产工具效率和降低成本来提升运营水平。此外，数字化转型还优化了企业的管理结

构和组织文化，加强了内部协作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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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has a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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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n promoting high-quality export development. By analyzing how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motes the export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rough three aspec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perational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management level optimization, this paper reveals the 
key rol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The study found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not only accelerates the innovation model transfor-
mation and product update of enterprises, but also improves the level of operations b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tools and reducing costs. In additi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lso 
optimizes the management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of the enterprise, and strength-
ens the internal collaboration and innovation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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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企业高质量发

展对经济高质量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被称为“第四次产业革命”——数字经济时代

的来临，也催生了新的外贸形式，用数字化将新外贸与传统外贸区别开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企业持续增长和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出口业务作为企业对

外开放的重要形式，其质量的提升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健康和国际贸易地位。数字化转型升级，即企

业在生产、管理、营销等多个层面通过引入和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来改造传统业务流程和模式，不仅可

以提升企业的内部运作效率，也能够在更广泛的市场中提高其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那么数字化转型是

否能成为企业出口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推手呢？ 
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当前经济转型升级中的重要环节。根据《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报告 2023》

数据显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投资持续增长。报告显示，74.1%的企业在 2022 年的数字化投入较上

一年有所增加，其中 51.8%的企业投入增加了 0~30%。企业在云计算和数据安全方面的投入也有所增加，

显示出企业在这些关键领域的重视程度。与此同时，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也不断提

升，使得机电产品、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具有竞争力。此外，中国的创新能力正在快速提升。2022 年中国

创新指数为 155.7，与 2015 年相比年均增长 6.5%。其中，创新产出指数增长最为显著，年均增长 9.4%。

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也在提升中。中国的外贸企业正通过数字化转型和创新驱动，提高自身

的国际竞争力，增加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整体来看，中国企业出口的高质量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推动，

其中数字化转型发挥了关键作用。 
本研究将扩展现有的数字化转型理论框架，将其与出口业务的高质量发展联系起来。随着全球

经济环境的变化，企业需适应新的市场需求和竞争格局。本研究结果将帮助企业理解数字化转型在

提升出口质量和扩大国际市场中的作用，为企业制定或调整数字化战略提供依据。特别是在策略性

新兴产业的培育、高技术企业的支持以及国际贸易协定的谈判中，提供更具前瞻性和实效性的政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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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分析 

2.1. 相关文献综述 

数字经济不断发展，与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中蕴含的规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社会关注，许多学者开始在此研究领域挖掘二者之间的联系。毋庸置疑，学者们都认同数字经济对于出

口贸易产生了积极促进的作用这一观点。Caroline L. Freund (2004)指出，互联网的使用可以减少与贸易有

关的固定成本，随着信息公司数量的增加，其影响可能也会增加[1]。Faqin Lin (2015)也提出，互联网的

使用可以降低卖家和买家的信息成本，因此互联网的使用可以促进国际贸易，具有因果效应，而且是很

大的正向永久影响[2]。此外，盛丹(2011)认为数字经济不但减少了贸易成本，还对降低通讯效率做出了

巨大贡献[3]。此外，林跃勤(2017)提出数字经济也为后发新兴国家提供了追赶甚至是赶超与发达国家因

传统经济贸易而造成的差距，具有很强的产业融合催化作用[4]。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从理论上提出了数字经济对我国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郭家堂和骆

品亮(2016)提出，计算机可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并运用实证分析证明互联网能够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

从而提升中国全要素生产率[5]。赵涛、张智和梁上坤(2020)实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城市的

高质量发展，通过增强创业活动，效果呈非线性且具有空间溢出特征[6]。姚战琪(2021)实证分析的结果

显示，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增强了中国的对外贸易竞争力，通过促进创新产出和效率，特别是通过数字

经济与人力资本的互动，这种效果在不同地区表现不同[7]。余姗、樊秀峰以及蒋皓文(2021)研究表明，

数字经济通过空间溢出效应、非线性边际递增效应及通过人力资本和贸易成本渠道的间接提升，显著推

动制造业的高质量全球化，显示出数字基础设施在推动高质量出口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8]。 
此外，许多学者也将关注点置于微观层面，深入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机制。李海舰(2014)

强调互联网思维在重新塑造传统企业结构和运营中具有关键作用，通过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帮助企业适应

数字经济的需求并提高其市场竞争力[9]。何帆(2019)指出数字经济下的数字化转型对实体企业具有很强

的绩效提升作用[10]。它主要通过降低成本、提高资产利用效率和增强创新能力来实现这一目标。沈国兵

(2020)提出企业互联网化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促进了出口和非出动[11]。这种影响在非国有

企业中尤为明显。祁怀锦(2020)分析了数字化可以通过改善信息对称和减少管理者的非理性行为来优化公

司治理结构[12]。宋敏(2021)认为金融科技通过技术赋能缓解金融约束，优化信贷配置，显著提升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13]。 
梳理现有的文献可以发现，虽然当前大部分国内外学者认为数字化转型对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有正

面影响，关于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献日益增多。但是当前国内少有研究立足于具体分析数字化转型在微观

层面企业中的影响机制。因此，本文主要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影响。通过这一

研究，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数字化转型在促进企业出口方面的多维作用机制，进一步推动企业的高质

量发展。 

2.2. 相关理论基础分析 

沃纳菲尔特曾在 1984 年提出了资源基础理论，强调企业的资源和能力是竞争优势的关键。沃纳菲尔

特提出，拥有异质性资源的企业能够获得竞争优势，提高企业绩效。在此基础上，潘罗斯挑战了“企业

是产品和市场的合集”这一传统观点。潘罗斯认为，企业由一系列潜在产品和服务组成，是一个有机整

体。邦尼进一步明确了资源需要具备的条件：有价值、稀缺、难以模仿、不可替代才能成为异质性资源，

从而构建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随着市场竞争和环境变化，资源基础理论指出，企业的竞争优势源于其

内部独特的资源和能力。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资源成为新型的异质性资源。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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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通过资源编排和组合利用这些数字资源，以构建和维持竞争优势。这不仅丰富和完善了资源基础理

论，还为企业在数字化时代的成长和发展指明了路径。 
创新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首次提出，他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和革命性变化的核心。

熊彼特指出，创新不仅是技术发明，还包括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如新产品、新技术、新市

场、新供应和新组织形式等。创新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新要素、

新模式和新定位成为创新的关键点。熊彼特的理论强调，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对流通行业的生产要素获

取、商业模式创新和消费者价值定位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推动了流通企业的高效发展。具体而言，数

字化转型使数据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企业需要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创新发展。同时，数字

技术改变了组织管理结构和价值创造模式，为高效率的新模式和新业态提供了发展空间。数字化还实现

了消费、生产和供应链的深度融合，使商品和消费能够精准对接，从生产导向转向消费导向，挖掘消费

者的潜在需求，实现流通高质量发展。从技术创新理论的角度看，数字化通过推动流通组织创新、促进

流通制度创新和加速流通业态创新来提高流通效率。数字化驱动的流通组织创新旨在实现规模化和专业

化效益，随着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高，网络型组织结构逐渐成为主流，提升企业的集约化水平和跨区域

经营能力。业务流程重组是数字技术应用和流通制度创新的重要结合点，通过改造原有制度体系，实现

数字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有效衔接，进一步提升流通效率。数字化转型还促进了流通业态和流通模式

的创新，如电子商务等高级数字管理系统的应用，提高了流通企业的数字管理能力，从而推动整体效率

水平的提升。 
交易成本理论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补充，首先由科斯于 1937 年提出，并由威廉姆森进一步完善。该

理论认为，交易成本是经济活动中不可避免的费用，包括信息获取、谈判和执行等成本。在数字经济背

景下，现代企业广泛应用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这显著改变了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频率，从

而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信息高效便捷的传递和业务智能化工具不仅减少了信息不对称，还提升了管理

透明度，促进了上下游产业链的一体化发展。随着平台型企业的兴起，企业边界变得模糊，跨界融合程

度加深，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为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了新的动力。交易成本理论对理解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生产率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运营管理水平，减少外部交易成本和机会主义行为，

有助于企业实现高效发展。这种转型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还能优化企业的整体运营效

率，提升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3.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3.1. 数字化转型通过技术创新影响企业出口高质量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现代化生产的重要推动力，通过整合资源和加快资本循环，提高了生产效率，

从而促进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数字化转型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还包括企业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的革

新。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和智能平台等技术的应用，企业能够优化内部管理结构和运营模式，提升整个

产业链的协同效率，进而推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创新能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化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显著提高了

企业的信息化水平。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不仅增强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特别是对于突

破性创新具有重要作用，还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此外，数字化转型推动了企业从封闭式的

创新模式向开放式、网络化的协同创新模式转变，这种模式更加注重内部各系统、供应链和消费者的参

与，从而提升了企业的研发精确性和便利性，并降低了研发成本。其次，数字化转型改变了企业的技术

创新模式。数字技术的可编程性和拓展性，使得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变化，加快产品更新速度，

提升产品创新能力和交付速度。基于数字技术的标准化和同质化特性，企业能够以低成本储存和扩散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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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过程中的数据，这些数据在研发、设计、工艺规划等环节中重复高效使用，从而优化了创新全链路流

程。最后，数字技术加强了企业与消费者的连接，通过价值共创的方式改善市场创新。互联网、人工智

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和智能化业务场景，广泛吸引消费者参与到企业的价值创

造过程中，实现了从生产导向到消费导向的转变。这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创新绩效，还促进了企业知识吸

收能力和技术创造能力的提高。通过内部网络的实时共享和连接，企业内部的数据和知识要素得以高效

流通，打破了“部门墙”和“数据孤岛”，从而实现高效的资源整合和跨领域知识传播。 

3.2. 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运营水平影响企业出口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运营效率和资源配置，促进了高质量发展。首先，数字技术提高了生产工具

效率，增强了产业链上下游沟通，减少信息不对称，优化资源利用。此外，数字化转型拓展了服务业务，

提高了生产性服务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嵌入度和增值率。 
在成本降低方面，数字化转型通过多种方式降低外部交易成本和内部管理成本。企业利用数字技术

加快信息获取，降低搜寻成本；提高谈判透明度，降低签约成本；通过数字平台和区块链技术动态监督

合约履行，减少监督成本。内部管理中，ERP 和 PLM 系统提高管理透明度和效率，降低内控成本。互联

网商业模式推动企业向扁平化、共享型结构转型，增强内部协同，降低组织代理成本。制造业应用数字

计算模拟系统和智能芯片，加快设计制造周期，减少生产浪费，降低制造成本。大数据技术使生产计划

和调度智能化，降低库存和物流成本。 
在经营能力提升方面，数字化转型通过数据驱动和业务智能化提高运营水平。实时数据帮助企业精

准预判市场和需求，增强经营决策支持。数据要素贯穿全链路，优化运营和管理。智能化运营减少人工

失误，优化流程，提高业务效率。智能工具加快决策速度，使决策更科学敏捷。互联网商业模式加强企

业与消费者连接，通过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实现用户画像和个性化推荐，提升运营管理能力。 

3.3. 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管理水平影响企业出口高质量发展 

随着传统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内部管理变得复杂，管理成本高、效率低成为普遍问题。数字化转

型在这一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它通过优化内部管理，降低了部门间沟通协作成本，提升了经营管理效率。尤其是在供应链

管理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加速了供销全过程中的库存周转，有效降低了库存和资金占用率，降低了业

务成本，提高了运营效率。其次，数字化转型影响了人力资源管理和购销管理，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管

理水平。通过降低沟通交流和信息获取成本，数字化转型增强了企业各层级之间的协同性，提高了人员

组织管理能力。基于互联网平台应用，企业能够实现业务流程和供应链数据的贯通和智能分析，从而创

新管理模式，进一步提升了购销管理能力。这种提升不仅体现在经营效率上，还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

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数字化转型优化了企业内部环境和控制措施。数字技术的应用缓解了企业

内部层级繁杂的低效状态，加强了员工的团结协作，提高了经营管理效率。同时，数字化技术使控制措

施信息化，如人脸识别、身份验证等技术提高了管理效率，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使得管理活动更加及

时灵活，有效提高了内部控制质量。 

4. 对策与建议 

4.1. 加强企业数字技术研发投入，促进高端数字技术的应用 

在当前数字化转型的潮流下，企业应当更加重视数字技术的研发投入。通过增加资金、人力等资源

投入，企业可以积极推动高端数字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等。这些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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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应用可以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竞争优势和创新潜力。例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实现智能化生产

管理，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深入了解市场需求，精准制定营销策略；而物联

网技术则可以实现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实现智能化生产和服务。 
为了更好地推动高端数字技术的应用，企业可以积极与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共同

开展技术研发项目，分享资源和成果。同时，企业还可以加强与行业领先企业的合作，共同探索和应用

最前沿的数字技术，促进产业链的创新与升级。这种开放式的合作模式可以有效地提高数字技术的研发

效率，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4.2. 优化组织结构，培养数字化企业文化 

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技术的更新，更是企业组织结构和文化的变革。因此，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

的过程中，应当注重优化组织结构，打破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实现信息的共享和协同合作。例如，可

以通过建立跨部门的数字化项目组或者推行数字化转型专责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各项数字化工作，推动

数字化转型的全面推进。 
另外，企业还应当注重培养数字化企业文化，树立以数据为核心的企业理念和价值观。数字化企业

文化应当倡导员工积极应用数字技术，鼓励员工不断学习和创新，形成团队合作和共同发展的良好氛围。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企业可以开展各类数字化技术培训和知识分享活动，提升员工的数字化意识和能力，

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数字化工作环境和需求。 

4.3. 加强政策扶持，助力中小企业顺利数字化转型 

政府在数字化转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应当加大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扶持力度。首先，

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措施，降低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和风险，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数字化转型。例如，

可以给予数字化转型项目一定的财政补贴或者税收减免政策，减轻企业的负担，提高企业参与的积极性。 
其次，政府可以建立数字化转型的咨询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技术支持。这些机

构可以帮助企业制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提供数字化技术咨询和培训服务，帮助企业克

服数字化转型中的困难和挑战，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目标。 
最后，政府还可以加强对数字化转型相关技术和人才的培训和引进，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人才支持。

例如，可以建立数字化转型的人才培训基地或者推行数字化技术人才引进计划，培养和引进更多的数字

化技术人才，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数字化转型升级对企业出口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

术创新、运营水平和管理水平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在提升企业出口高质量发展方面

的关键作用。首先，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技术创新，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

企业得以加速创新过程，提高产品质量和更新速度，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从而增强了在国际市场

上的竞争地位。其次，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通过数字技术的普及，企业实现

了生产工具效率的提升、成本的降低以及经营决策的优化，使得企业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市场变化，提

高了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效率。最后，数字化转型优化了企业的管理结构和组织文化，增强了内部协作和

创新能力。通过建立数字化企业文化，促进信息共享和团队合作，企业能够更好地应对国际市场竞争的

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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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展望 

然而，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和改进。未来的研究可以着重探讨数字化转型在

不同行业和企业规模下的影响差异。不同行业和企业规模可能对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和实施方式有所不同，

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其对企业出口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影响机制。此外，数字化转型将继续深化并成为企

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应用，数字化转型将进一步提升企业出口的质量和竞争力，

助力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跨越式增长。 

参考文献 
[1] Freund, C.L. and Weinhold, D. (2004) The Effect of the Internet on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

nomics, 62, 171-189. https://doi.org/10.1016/s0022-1996(03)00059-x  
[2] Lin, F. (2014)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the Internet o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

nomic Development, 24, 409-428. https://doi.org/10.1080/09638199.2014.881906  
[3] 盛丹, 包群, 王永进. 基础设施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 [J]. 世界经济, 2011, 

34(1): 17-36. 
[4] 林跃勤. 新兴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34(4): 105-108. 

[5] 郭家堂, 骆品亮. 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吗? [J]. 管理世界, 2016(10): 34-49. 

[6] 赵涛, 张智, 梁上坤. 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20, 
36(10): 65-76. 

[7] 姚战琪. 数字经济对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多重影响[J]. 财经问题研究, 2022(1): 110-119. 

[8] 余姗, 樊秀峰, 蒋皓文. 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高质量走出去的影响——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视角[J]. 广
东财经大学学报, 2021, 36(2): 16-27. 

[9] 李海舰, 田跃新, 李文杰. 互联网思维与传统企业再造[J]. 中国工业经济, 2014(10): 135-146. 

[10] 何帆, 刘红霞. 数字经济视角下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评估[J]. 改革, 2019(4): 137-148. 

[11] 沈国兵, 袁征宇. 企业互联网化对中国企业创新及出口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20, 55(1): 33-48. 

[12] 祁怀锦, 曹修琴, 刘艳霞. 数字经济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基于信息不对称和管理者非理性行为视角[J]. 改革, 
2020(4): 50-64. 

[13] 李春涛, 闫续文, 宋敏, 等. 金融科技与企业创新——新三板上市公司的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1): 81-98.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776
https://doi.org/10.1016/s0022-1996(03)00059-x
https://doi.org/10.1080/09638199.2014.881906

	数字化转型升级对企业出口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n High-Quality Export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分析
	2.1. 相关文献综述
	2.2. 相关理论基础分析

	3.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3.1. 数字化转型通过技术创新影响企业出口高质量发展
	3.2. 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运营水平影响企业出口高质量发展
	3.3. 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管理水平影响企业出口高质量发展

	4. 对策与建议
	4.1. 加强企业数字技术研发投入，促进高端数字技术的应用
	4.2. 优化组织结构，培养数字化企业文化
	4.3. 加强政策扶持，助力中小企业顺利数字化转型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5.2. 展望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