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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并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

响，以及会计信息透明度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正向促

进作用；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进而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并基于研究结论，从政府

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相关研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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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1,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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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ically tests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Dig-
ital transformation can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y improving 
the transparenc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research suggestions from two levels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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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以 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不断催生符合市场需求的新形态、

新模式，加快推进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建设数字中国，大力

发展数字经济，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有机融合，使各行业形成数字产业集群并具备国际竞争力。随着

科技的进步，数字战略的兴起成为了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企业层面，为了满足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和变化，保证自身的生存环境以及可持续发展，都会将

数字化变革设定为企业发展的战略核心，投入大量资金更新自身的核心系统和设备，积极进行数字化、

信息化改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3)》报告指出，2022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50.2 万亿元，

在 GDP 中占据了高达 41.5%的规模水平，有力推动了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我国自从加入 WTO 之后，就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以强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随后，上交所和深交所也分别颁布了关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编制的指引和要求。根据和讯网公布的

历年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分和等级，大部分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和承担还处在较低水平。而近年来，随

着“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目标的驱动下，社会公众开始积极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将企业社

会责任表现作为衡量企业绩效和评判企业未来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也逐渐

认识到其价值的实现不仅在于谋求自身利益最大，还在于推动社会进步、行业发展以及环境可持续发展。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以及会计信息透明度在其中所发挥的中

介影响路径作用。 

2. 文献综述 

2.1. 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一词最早出现在 Nicholas Negroponte 撰写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1]。刘飞(2020)将数

字化转型的概念演变阶段划分为“信息化–数字化–数字化转型”，“信息化”则是对传统信息通讯技

术的应用，而“数字化”则是近些年来兴起对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以及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的

应用[2]。Abdelbaki A et al. (2019)也阐明“数字化”侧重于对新兴数字技术的应用，而“数字化转型”则

是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对企业的组织结构、运营方式以及商业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3]。 
Fitzgerald et al. (2014)认为数字化转型是通过使用相关数字化技术进行诸如提升用户体验、改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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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优化运营模式、创新商业模式等重大业务改造的过程[4]。曾德麟等(2021)也提出数字化转型就是

借助移动设备和云计算，搭建数字化平台，对企业传统技术路径和模式进行变革[5]。Vial (2019)将数字

化转型视为组织变革的过程，企业在利用信息、计算、通讯等技术的过程中，通过资源整合，转变企业

业务流程和商业模式，提升企业内部运营效率[6]。 
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从企业创新发展视角出发，Kalle et al. 

(2016)发现数字化可以通过项目创新网络、宗族创新网络、联合创新网络等共同推进企业创新[7]，也通

过分门别类地整理信息内容[8] (Rebecca, 2020)，梳理信息框架，推动企业创新绩效有效提高[9] (侯光文

等，2022)。从企业效益发展视角出发，研究表明企业通过创造出新的商务模式[10] (Liu et al., 2017)、为

消费者创造更多价值[11] (Benedict, 2019)提高利润。从企业绿色发展视角出发，研究表明提升数字化水平

和加强企业内部技术的集成，有利于促进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12] (郭炳南等，2021)。 

2.2. 企业社会责任 

正式的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 CSR)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24 年，第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Oliver Sheldon (1924)在其著作《管理的哲学》中，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这一

概念，他认为企业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还要兼顾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承担起部分道德

责任[13]。随后，直到 1953 年，被誉为“现代企业社会责任之父”的美国经济学教授 Howard R. Bowen (1953)
在其著作《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中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概念解释，他认为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之一的企业在对企业本身经济绩效负责的同时，也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按照社会价值规范，承担相应的

社会责任[14]。从此，学术界开启了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并迅速发展，尤其近几年来越来越多国内外

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多视角多学科交叉研究。 

2.3.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数字化转型可以促使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国内学者赵宸宇(2022)提出相对

于国有企业和轻污染企业，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15]，
无独有偶，肖红军等(2021)也提出，数字情境下，在非国有产权、政治关联性不为零、市场化水平低于平

均值的地区样本中，企业能够更体现社会责任的相关行为，在促进社会责任后会对信息披露有较大帮助，

改善信息质量，并能强化企业内部控制治理体系运行机制[16]。国外学者 Adams et al. (2006)认为技术能

够拉拢股东、员工等多方利益共同体加入和协助公司的目标规划制定中来[17]，Horisch et al. (2014)进一

步探寻了拉拢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数字社区等机制[18]，促进社会责任的践行。 
然而少部分学者对此存在争议，例如 Ghosh et al. (2009)认为数字化的践行是一种成本的投入，这样

的资源性付出受到竞争对手进入的影响，也受到外部现存环境变化的影响，不一定能推动社会责任践行

[19]。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3.1.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社会责任 

上述文献表明，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之后，国内外学者开始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承担社会责任的

影响及其内在作用路径。肖红军等(2021)发现，企业数字化通过提升内部控制信息透明度和弱化机会主义

行为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16]。赵宸宇(2022)发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创新能力和促进服

务转型升级来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且在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更加显著[15]。申明浩等(2022)研
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健全内部管理机制、改进生产方式、改善外部关系促进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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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高技术行业、竞争性行业和制造业中更为显著[20]。尚洪涛和吴桐(2022)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

促进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进而提升企业价值[21]。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承担起对于公司股东、员工、消费者、供应商、政府、

所在社区以及环境等一系列责任而组成的综合责任，和讯网将其进一步归纳总结为五种维度，分别是股

东责任、员工责任、消费者与供应商责任、环境责任以及社会责任。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之后，将数字

技术应用于企业经营、内部控制管理等流程中。一方面，优化经营模式，促进消除传统运营模式而造成

的冗余成本，从而提升企业绩效，促进更好地履行股东责任、员工责任，另一方面，搭建数字化信息平

台，削弱因信息壁垒而造成的损失，更好地了解消费者需求和市场动态，从而更好地履行消费者与供应

商责任，最终企业降低了经营成本，创新了经营模式，从而促进企业创新高质量发展，进而更好地履行

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因此，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正向促进作用 

3.2. 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透明度与企业社会责任 

在衡量企业发展水平的时候往往会考虑会计信息透明度这一因素，一方面，对于企业内部环境，会

计信息透明度高的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业务信息更加透明，从而会提升管理层决策质量，进而完善企

业内部控制体系，提高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对于企业外部环境，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越

高使得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程度越低，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和获得更多政府政策性支持，

从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辛清泉(2014)从企业盈余质量、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分析师跟踪人数、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和是否

为国际四大审计等五个纬度综合衡量得出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程度[22]。首先，企业通过大数据技术来进

行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内部搭建可视化数字信息平台，实现对企业各部门之间的业务信息进行实时监控，

有效削弱管理层对于会计政策的决定权，减少企业盈余操纵行为和“内部人”隐藏部分信息的行为。这

样一来数字化转型对于提升企业盈余质量和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起到了关键作用。其次，企业通过云计算

技术和区块链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将企业内部经营数据和财务信息共享给企业利益相关者，有利于打

通企业与外部之间的信息壁垒。外部投资者获得有效准确的会计信息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对企业的

投资，有效降低企业融资约束[23] (吴津钰、颜金花等，2023)。此外，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可以积极顺应

国家发展政策，获得更多政府优惠政策，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企业在获得更多

的融资支持和持续降本提效经营之后，更有可能承担起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环保责任和社会责任等。

因此，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进而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4. 研究设计 

4.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10~2021 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数据来源于和讯网企业社

会责任评级报告，由于和讯网 2022 年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报告还未发布，研究样本年限故选择 2010~2021
年；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数据来源于各个研究样本公司的企业年报，并通过文本分析法对企业年报相关

关键词进行提取统计；中介变量会计信息透明度数据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其余控制变量数据均来源

于 CSMAR 数据库。 
本文通过 Excel 初步完成对实验数据的整理，并在实证分析前对所选取的研究样本做了如下筛选处

理：1) 剔除 ST、*ST 上市公司；2) 剔除金融业上市公司；3) 剔除所有研究变量存在缺失值的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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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消除极端异常值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对所有连续性变量在 1%和 99%分位数上进行 winsor2 缩尾处

理。通过以上数据处理，最终得到 3771 家上市公司的 26,636 个研究样本。 

4.2. 变量选取 

4.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LnCSR)，根据赵宸宇(2022) [15]以及国内学者对企业社会责

任的已有研究来看，现有研究较为普遍地通过和讯网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报告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

表现，其中和讯网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指数从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责任、环

境责任以及社会责任等五个维度来评价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本文通过对和讯网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总得分

加一取对数之后形成 LnCSR，并以此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4.2.2. 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数字化转型(Dig)，参照袁淳(2021) [24]的相关研究，首先，借助数字经济相关的

国家政策文件搭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词库，其次，通过 Python 对研究样本上市公司的企业年报进行

文本分析，最后，将文本分析提取到与数字化转型词库相匹配的关键词进行频率计算，最终完成数字化

转型指标的构建。 

4.2.3. 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为会计信息透明度(TRANS)，参照辛清泉(2014) [22]的相关研究，通过企业盈余质量、

信息披露质量、分析师跟进人数、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和是否为国际四大审计等五个指标构建会计信

息透明度指标。 

4.2.4. 控制变量 
参考赵宸宇(2022) [15]和肖红军，阳镇等(2021) [16]的相关研究和实证分析结果，本文选取企业年龄

(FirmAge)、现金流(Cashflow)、产权性质(SOE)、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
和两职合一(Dual)作为控制变量。此外，本文还对研究样本进行年份和个体固定。具体变量定义说明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escription of variable definition 
表 1. 变量定义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缩写 定义 

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 Dig 基于文本分析的词频统计数 

被解释变量 企业社会责任 LnCSR Ln (和讯网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指数 + 1) 

中介变量 会计信息透明度 TRANS 通过企业盈余质量、信息披露质量、分析师跟进人数、分析师盈余

预测准确性和是否为国际四大审计等五个指标构建 

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 FirmAge 对企业成立年限做滞后一期处理 

现金流 Cashflow 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与总资产之比 

产权性质 SOE 取值为 1 代表国企，取值为 0 代表非国企 

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公司总股本 

企业规模 Size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总资产 

两职合一 Dual CEO 兼任董事长为 1，否则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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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模型设计 

为检验假设 H1 和 H2 是否成立，参照温忠麟(2014) [25]提出的中介效应模型，本文构建如下年份、

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 0 1 , ,i t i t n i i i tLnCSR Dig Controls Year Stkcdα α α ε= + + + + +                   (1) 

, 0 1 , ,i t i t n i i i tDig Controls Year StkTRANS cdβ β β ε= + + + + +                   (2) 

, 0 1 , 2 , ,i t i t i t n i i i tLnCSR Dig Controls YeTRAN ar StkcdSγ γ γ γ ε= + + + + + +              (3) 

其中：LnCSRi,t表示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Digi,t表示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TRANSi,t表示中介变

量会计信息透明度，i 代表第 i 家样本企业，t 代表年份，Controls 代表控制变量，Yeari代表年份固定效

应，Stkcdi代表个体固定效应，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 

5. 实证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表 2 为本文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在 26,636 份研究样本中，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评分

(LnCSR)平均值为 3.081，最小值为 0.191，最大值为 4.314，中位数为 3.148，说明各个企业之间履行社会

责任的水平具有明显差异，此外，研究样本中超过半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评分达到 3 分以上，说明大部

分的企业还是很重视社会责任的履行，且表现水平良好。数字化转型程度(Dig)平均值为 0.84，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4.246，中位数为 0.52，说明各个企业之间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程度差异较大，存在部分企业

尚未进行数字化转型，并且超过半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在 0.5 左右浮动，说明现阶段我国 A 股上市大

部分公司虽然进行了数字化转型，但转型程度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会计信息透明度(TRANS)平均值为

0.313，最小值为 0.005，最大值为 0.892，中位数为 0.313，说明不同上市公司之间的会计信息透明度存

在差异。以上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现有研究文献结果类似，为后续实证实验奠定了研究基础。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N Mean p50 SD Min Max 

LnCSR 26,636 3.081 3.148 0.646 0.191 4.314 

Dig 26,636 0.840 0.520 0.856 0 4.246 

TRANS 26,636 0.313 0.295 0.184 0.00500 0.892 

FirmAge 26,636 2.844 2.890 0.356 1.099 3.611 

SOE 26,636 0.349 0 0.477 0 1 

Cashflow 26,636 0.0490 0.0480 0.0680 −0.224 0.257 

Size 26,636 22.14 21.95 1.274 19.52 26.43 

Lev 26,636 0.407 0.398 0.204 0.0270 0.925 

Dual 26,636 0.285 0 0.451 0 1 

Top1 26,636 0.350 0.331 0.148 0.0810 0.758 

5.2. 回归分析 

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 3 表示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以及会计信息透明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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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起到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 
 

Table 3.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regression result of intermediary 
effect 
表 3.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及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 

 
(1) (2) (3) 

LnCSR TRANS LnCSR 

Dig 0.037*** 0.011*** 0.029*** 

 (0.009) (0.002) (0.008) 

TRANS   0.753*** 

   (0.030) 

Cashflow 0.966*** 0.047*** 0.931*** 

 (0.060) (0.013) (0.059) 

Top1 0.513*** −0.000 0.513*** 

 (0.060) (0.013) (0.059) 

Dual 0.011 0.004 0.008 

 (0.012) (0.003) (0.012) 

Lev −1.159*** −0.114*** −1.074*** 

 (0.036) (0.008) (0.036) 

Size 0.294*** 0.069*** 0.242*** 

 (0.009) (0.002) (0.009) 

FirmAge 0.064 0.048*** 0.028 

 (0.051) (0.011) (0.050) 

SOE −0.063** −0.021*** −0.047* 

 (0.027) (0.006) (0.027) 

_cons −2.936*** −1.218*** −2.019*** 

 (0.230) (0.049) (0.230) 

N 26,636 26,636 26,636 

r2 0.161 0.066 0.183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 
 

其中列(1)为控制了年份和个体效应以及相关变量之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检验结

果，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Dig)与企业社会责任(LnCSR)之间的回归系数为 0.037，并且在 1%的水平上显

著，说明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也就是说进行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的企业，其

社会责任表现也相应越好。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设 H1：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正向促进作

用得到验证。 
列(2)为控制了年份和个体效应以及相关变量之后，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透明度影响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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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Dig)与会计信息透明度(TRANS)之间的回归系数为 0.011，并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

说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显著提升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 
列(3)为控制了年份和个体效应以及相关变量之后，在模型(1)的检验基础上，加入了会计信息透明度

这一中介变量，检验会计信息透明度是否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结

果表明会计信息透明度(TRANS)的回归系数为 0.753，并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此外，数字化转型(Dig)
与企业社会责任(LnCSR)回归系数仍为正数(0.029)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 

综上所述，根据温忠麟(2014) [25]中介效应相关研究，会计信息透明度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

影响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企业

会计信息透明度和会计信息质量提升之后，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更加积极，从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也

就越好。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设 H2：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进而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得到验证。 

5.3.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以上回归结果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采用替换

解释变量衡量指标的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文参考张永坤(2021)将上市公司每年财务报告附注中关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年末无形资产占无形

资产总额的比例作为数字化转型(Dig)的替代衡量指标[26]。表 4 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Dig)与企业社

会责任(LnCSR)之间的回归系数为 0.111，并且仍在 1%的水平下显著，此外，数字化转型(Dig)与会计信

息透明度(TRANS)之间的回归系数以及会计信息透明度在其中的中介效应都符合上述回归结果，说明本文

的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Table 4. The results of robustness test for measuring indicators by replacing explanatory variables 
表 4. 替换解释变量衡量指标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LnCSR TRANS LnCSR 

Dig 0.111*** 0.010** 0.096*** 

 (0.019) (0.005) (0.019) 

TRANS   0.718*** 

   (0.026) 

Cashflow 1.264*** 0.111*** 1.121*** 

 (0.056) (0.012) (0.055) 

Top1 0.397*** −0.006 0.409*** 

 (0.034) (0.010) (0.033) 

Dual 0.024** 0.003 0.021** 

 (0.009) (0.002) (0.009) 

Lev −0.963*** −0.144*** −0.835*** 

 (0.027) (0.007) (0.027) 

Size 0.185*** 0.086*** 0.118*** 

 (0.005) (0.001)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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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FirmAge 0.006 0.001 0.015 

 (0.017) (0.005) (0.016) 

SOE −0.080*** −0.011*** −0.074*** 

 (0.012) (0.004) (0.012) 

_cons −0.515*** −1.454*** 0.603*** 

 (0.106) (0.031) (0.111) 

N 26,602 26,602 26,602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 

6.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 2010~2021 年我国全部 A 股上市公司中经过筛选后的 3771 家上市公司的 26,636 个研究

样本，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内在影响路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 企业进行数字

化转型之后可以显著提升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2) 数字化转型程度越好的企业，其会计信息透明度也相

应较好，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进而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政府层面来看，政府需要持续提供有利于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和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利好制度政策

支持，打造良好健康的数字经济环境。加强数字化转型相关基础建设，加大对数字技术的研究和提升相

关研究院校、企业的研发投入，对于高质量技术人才引进提供相关配套政策支持。针对企业的异质性，

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推行不同的政策支持，特别是对于处于行业竞争尾部、内部控制管理质量较低以及

推动数字化转型难度较大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27]，推动企业加快数字化系统建设，助

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企业层面来看，企业要积极拥抱数字化经济时代，将数字化赋能企业经营流程和内部管理当中，根

据自身发展阶段和实际，循序渐进有计划地推进数字化转型。一方面，将数字技术应用到优化经营业务

流程和内部控制管理之中，搭建数字平台，减少信息传递和内部决策的时间成本，有效提高企业会计信

息透明度，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更好地履行相关社会责任，从而推动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

将数字化战略与企业社会责任战略进行有机结合，打造面向股东、员工以及供应商等利益相关方的数字

沟通、价值互惠共创的平台[16]，有效辐射环境、社区等相关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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