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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积极响应国家“双碳”号召，企业将绿色创新置于新的战略高度。如何有效利用数字化发展浪潮赋能

绿色创新成为了企业必须持续关注的关键议题。本文基于2010~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

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管理层股权激励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

生产管理流程、洞察产品技术需求、突破融资信息约束，为绿色创新提供坚实的技术、平台、资金支持，

全面赋能企业绿色创新；第二，管理层股权激励作为关键驱动力，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提升企业韧性加

速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融合；第三，上述赋能效应及管理层股权的催化效果在东部地区公司和国有企

业中更为显著。期望为企业通过数字技术驱动绿色创新提供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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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enterprises place green innovation 
at a new strategic height, how to effectively utilize the wave of digital development to empower green 
innovation has become a key issue that enterprises must continue to focus on.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s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0 to 2022,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green innov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quity incentives 
for management.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vides so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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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platform, and financial support for green innovation by optimizing production man-
agement processes, gaining insights into product technology needs, and overcoming financing infor-
mation constraints, thereby comprehensively empowering enterprises’ green innovation. Second, eq-
uity incentives for management, as a key driving force, accelerate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ransfor-
mation and green innovation by reducing agency costs and enhancing corporate resilience. Third, the 
aforementioned empowering effect and the catalytic effect of management equity are more pronounced 
in companies in eastern region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practical in-
sights for enterprises to drive green innovation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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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经济浪潮下，数字技术对产业链与供应链有着深刻的重塑作用。数字技术正以其深入渗透、

高度协同的特征，促进了产业链与供应链各环节的高效关联与协作效应[1]，通过激发创新潜能、优化人

力资本结构、降低成本等途径、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2]。将数字化转型视为企业战略核心，可以

激发企业高效地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潜力，通过深入融入产业链的途径，实现优质的资源配置，

激发企业活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先机。 
胡鞍钢教授作为我国绿色发展研究领域的先驱和领军人物，首次提出要以绿色治理促进经济、社会

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强力引领与倡导下，消费者和企业出于维护个人形象[3]，
获得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动机[4]，纷纷加大了对绿色产品的追求力度，市场风向标明显向践行环保理念、

严格遵循可持续发展标准的产品调转。绿色创新活动正日益成为驱动变革的关键力量，它不仅在生产与

市场领域引领着深刻的转型，还积极促进经济模式向环境友好型方向迈进，为城市实现碳减排目标铺就

了坚实道路。这一过程不仅彰显了绿色发展的迫切需求，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对可持续未来的共同追求。

因此，绿色创新——旨在推动节能减排、深化清洁生产实践的一系列创新活动，正日益成为驱动变革的

关键力量，推动企业向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的经济模式转型。然而，这一过程并非坦途，其过程具有高风

险性和高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壁垒难以打破[5]，相关成果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和复制[6]。不仅增加了

企业在融资方面的挑战，而且削弱了企业投身绿色创新的积极性。 
本文基于已有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关系的研究做出如下梳理。现有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

提升企业信息披露水平[7]、知识共享水平[8]，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9]，降低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10]
等方式来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的能力。且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国有企业[11]、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12]中的效果更加显著。 
综上所述，绿色创新所具有的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等显著特征，要求企业在启动和推进绿色创

新项目时，必须具备深厚稳定的资源储备、强大的风险承受能力以及长远的战略眼光。数字化转型正是

企业增强自身能力、克服绿色创新挑战的重要利器。而现有的文献对数字化转型具体如何促进绿色发展

的机制途径分析尚显不足。本文期望从优化绿色创新生产和管理流程，洞察绿色创新市场和技术需求，

突破绿色创新融资信息约束三条路径揭示数字化转型如何助力绿色创新发展，并聚焦管理层股权激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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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探讨如何通过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强化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本文从优化企业生产和管理流程、洞察市场产品和技术需

求、突破绿色创新融资信息约束三个维度，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在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进程中的积极效应及

其内在运作机制，为数字赋能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南。第二，本文验证了管理

层股权激励对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从而为企业突破数字赋能绿色发展的瓶颈提供思

路。第三，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在地域差异下对绿色创新产生的不同影响，为各地区根据自身

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推动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2. 理论阐述与研究假设 

2.1. 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 

熊彼特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强调创新的关键在于“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

这一观点为理解和进行现代创新活动提供了重要框架。当前，我国绿色创新的核心挑战可主要归结为技

术根基的薄弱性以及技术与制度之间形成的固化效应，这两大难题严重制约了我国绿色创新发展的步伐

[13]。而数字化正以其蓬勃之势，通过优化绿色创新生产和管理流程，洞察绿色创新市场和技术需求，突

破绿色创新融资信息约束三条路径，以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格局和建立完善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机制的方式，

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推动技术与制度的深度融合。 
1. 优化绿色创新生产管理流程 
在生产流程方面，数字化为企业创新提供了高效的通用技术性工具[14]，实现了绿色创新数据的实时

采集和分析，并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15]。通过精确追踪和分析能源的分布、消耗和需求变化，实现了从

自动化向精细化管理的飞跃。这一转型显著降低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无谓消耗，使

得企业更加从容地投资于绿色创新技术的研发与实际应用中，进一步提升企业核心技术能力，提升绿色

创新的精细化水平，为绿色创新注入源动力。在管理流程方面，数字化转型从降低信息交流、员工管理成

本两方面共同推动技术与制度的深度融合。其一，数字化促进了绿色创新管理的扁平化和透明化。通过建

立数字化的管理平台，构建企业跨部门跨系统协同合作，促使数据、知识要素在企业内部无缝流通与共享，

打破交流壁垒，提升需求预测、库存管理及供应链管理等绿色创新关键环节的运营效率[16]；其二，数字化

技术利用促进员工与企业协作，助力员工洞悉跨行业绿色创新之道，有效降低绿色创新管理成本[17]。 
2. 洞察绿色创新市场技术需求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提供了强大的洞察力，有助于企业敏锐捕捉市场的最新趋势和技术需求变化，并

积极做出响应[18]。借助数字化技术，企业能够更高效地收集、存储、处理和分析大量数据，通过实现对

市场动态的实时监测，迅速捕捉并进行分析消费者的偏好变化、竞争对手的动向，及时了解前沿技术，

洞察市场产品和技术需求，提前预判市场趋势，识别绿色技术潜在的创新点。其二，数字化技术有助于

企业更准确地评估不同绿色创新成果的可行性、市场需求和潜在回报，从而优先投入资源于最具前景的

绿色创新项目，提高绿色创新成功率。 
3. 突破绿色创新融资信息约束 
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角度看，企业数字化转型削弱了信息屏障、增强了信息透明度，使得企业内外

部的信息流动更加顺畅，为融资环境带来了显著的正面效应。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革新了企业开展绿

色创新的方式，打破了传统供应链中信息孤岛的现象，从根本上转变了企业与消费者、供应商及所有利益

相关方的互动格局[19]，增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协作，联手推动绿色创新发展。另一方面，

数字化转型简化了融资流程，缩短了融资周期，提高了融资效率。企业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高效便捷地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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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起与投资方的沟通桥梁，跨越绿色创新融资约束障碍，获得充足的资金保障，赋能企业绿色创新。 
综上所述，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智能化、精细化、便捷化的优势，成为推动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为

绿色创新开辟了崭新的成长空间。通过上述三条路径，帮助企业构筑坚实的技术基石、广阔的平台支撑

以及充裕的资金保障，为企业绿色创新孕育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故，本文提出假设 1： 
H1：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2. 管理层股权激励的调节作用 

完善数字化体系进行绿色创新成果产出过程中，考虑到技术难度与结果的不确定性势必需要高昂的

成本投入，短期看投资回报率不甚显著。而股东和企业管理层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可能会导致管理者

权衡决策时，对涉及高风险、长周期回报的绿色创新项目持保守消极态度，缺少足够热情。股权激励则

有利于将管理层利益与企业利益绑定。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强化企业韧性，激发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

的积极效应。 
1. 降低代理成本 
代理成本是指在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和信息

不对称而产生的额外成本。出于中国集体主义和儒家中庸思想影响，管理者更倾向规避高风险策略。在

利用数字化推进企业绿色创新的实施过程中，通过增加管理层股权激励减少因管理者保守态度而产生的

代理成本则可以进一步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赋能作用。其一，Jensen 和 Meckling [20]提出

的利益趋同效应表明管理层股权激励能够将管理者个人利益与股东利益紧密捆绑，管理者重视信息流通、

摒弃短期思维，更加积极拥抱数字化转型，利用丰富的数字资源驱动绿色创新长期发展；其二，有学者

提出管理层股权激励会降低高管离职率[21]，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于维护数字化赋能绿色创新这一复杂且

长期过程的稳定性至关重要，能减少因管理层频繁变动带来的信息流失，避免新管理者因适应期而可能

导致的赋能效应减弱；其三，作为对管理者努力和贡献的认可，管理者股权激励会进一步激励他们追求

更高的职业成就，促使管理者在维护股东利益的同时，积极发挥主动能动性，更加聚焦于高效整合数字

化工具与技术赋能绿色创新，通过在此前沿阵地上取得显著成果来提升管理者个人声誉和地位。 
2. 强化企业韧性 
基于生态位竞争机理，企业难以永久性地固守于某一优势地位，数字化转型可以推动企业从生态位

宽度、生态位重叠与生态位分离三个维度上展现出卓越的竞争实力和应变能力，采用数绿协同、业务深

耕的创新机制实现基于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22]。该过程，需要企业有强大的韧性来支撑，而管理者股

权激励，从打破融资桎梏和塑造管理层心态两方面强化企业韧性。其一，激励管理者积极与投资者互动，

传递绿色价值，树立正面形象，赢得投资信心与政府支持，减轻资金压力。其二，出于企业持续发展角

度考虑，管理者股权激励提升了管理层对绿色创新项目失败的包容性，为企业投资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

创新的尝试和实验提供更大的空间，保护了企业在利用数字化转型赋能绿色创新道路上的勇气与决心。 
综上所述，管理层股权激励有效降低代理成本，增强企业韧性，是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创新的关键

驱动力，不仅优化了内部管理效率，而且激发了管理层对企业长远规划的大胆尝试，从而在数字化转型

的浪潮中，更加坚定地推动绿色创新实践。故，本文提出假设 2： 
H2：管理层股权激励促进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 2010~2022 年我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按以下条件做样本筛选：(1) 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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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ST、PT 样本；(2) 剔除金融、保险行业样本；(3) 剔除有缺失数据的样本。为消除异常值的影响，

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1%分位的缩尾处理。经过上述筛选，最终得到 31,937 个观测值。本文数据

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和 CNRDS 数据库。 

3.2. 变量定义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绿色创新，以企业当年独立获得的绿色实用专利数量 + 1 取对数和企业当年独立

申请的绿色实用专利数量 + 1 取对数为计量方式，GI 数值越大，标明企业绿色创新成就越大；解释变量

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本文遵循了吴非等学者研究思路，识别并统计了“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

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数字技术应用”相关词频，将词频总数加 1 取对数来合理衡量数

字化程度，DCG 取值越大，表明企业的数字化程度越高。此外，本文还选取企业年龄、两职合一、账面

市值比、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市净率、财务杠杆、资产收益率、应收账款占比、营业收入增长率为控制

变量，具体定义如下表所示。调节变量为管理层股权激励，参考陈德球等学者思路，采取股价上涨 1%时，

管理层持有的股票和股票期权价值增量占其总薪酬的比例作为管理层股权激励的量化方式。具体计算方

式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ata meanings 
表 1. 数据含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绿色创新 Gi1 当年独立获得的绿色实用数量 + 1 取对数 

绿色创新 Gi2 当年独立申请的绿色实用新型数量 + 1 取对数(用于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 Dcg “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

“数字技术应用”等相关总词频 + 1 取对数 

调节变量 管理层股权激励 Incentive 股价上涨 1%时，管理层持有的股票和股票期权价值增量占其总薪

酬的比例 

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 Firmage 公司成立年限取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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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股本 

应收账款占比 Rec 应收账款/总资产 

市净率 Pb 股票市价/每股净资产 

营业收入增长率 Growth (当年营业收入 − 上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 

财务杠杆 Fl 普通股每股收益变动率/息税前利润变动率 

资产收益率 Roa 净资产/总资产 

3.3. 模型构建 

根据假设 1、假设 2 构建模型分别如(1)，(2)所示： 
 , 0 1 , 2 , ,1i t i t i t f t i tGi Dcg Controlsα α α λ λ ε= + + ∑ + + +  (1) 

 , 0 1 , 2 3 4 , ,1i t i t it it it i t f t i tGi Dcg Incentive Dcg Incentive Controlsβ β β β β λ λ ε= + + + × + ∑ + + +  (2) 

其中：i、t 分别为企业和年份；GIi,t 为企业的绿色创新表现；Dcgi,t 为企业数字化转型；Incentivei,t 为管理

层股权激励；Controls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λf、λt 分别为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i,t 为残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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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1、β3 为本文重点关注的参数，分别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程度和管理层股权激励

在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4. 实证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根据表 2 中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结果可知企业绿色创新(GI)的最大值为 2.691，最小值为 0，说明

企业间绿色创新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且部分企业尚未在绿色创新领域形成显著成果。数字化转型(Dcg)的
标准差为 0.821，说明在本文的研究样本中，各企业数字化程度差异较大。其他控制变量的分布也均在合

理范围内。表 3 为本文主要数据的相关性分析结果，主要变量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初步验证了

假设的合理性。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2. 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Dcg 31,937 0.923 0.821 0 2.691 

Gi1 31,937 0.216 0.546 0 2.708 

Gi2 31,937 0.206 0.533 0 2.708 

Incentive 31,937 0.298 0.348 0 0.966 

Firmage 31,937 2.873 0.346 1.792 3.526 

Bm 31,937 0.617 0.25 0 1.179 

Inst 31,937 43.882 25.942 0.201 93.944 

Pb 31,937 3.42 2.639 0 14.916 

Fl 31,937 1.219 0.777 −0.452 6.085 

Roa 31,937 0.042 0.058 −0.173 0.221 

Rec 31,937 0.125 0.101 0 0.455 

Growth 31,937 0.149 0.316 −0.486 1.698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3. 相关性分析 

 Gi1 Dcg Incentive Firmage Bm Inst Pb Fl Roa Rec Growth 

Gi1 1           

Dcg 0.072*** 1          

Incentive 0.019*** 0.119*** 1         

Firmage −0.00600 0.106*** −0.203*** 1        

Bm 0.064*** −0.090*** −0.253*** 0.105*** 1       

Inst 0.033*** −0.086*** −0.533*** −0.00900 0.109*** 1      

Pb −0.020*** 0.082*** 0.305*** −0.145*** −0.665*** −0.039*** 1     

Fl 0 −0.090*** −0.127*** 0.045*** 0.151*** 0.026*** −0.113*** 1    

Roa −0.00200 −0.039*** 0.110*** −0.051*** −0.244*** 0.126*** 0.170*** −0.121*** 1   

Rec 0.109*** 0.215*** 0.196*** −0.054*** −0.123*** −0.220*** 0.115*** −0.017*** −0.057*** 1  

Growth 0.00400 −0.00600 0.082*** −0.072*** −0.103*** 0.044*** 0.127*** −0.020*** 0.327*** 0.04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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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准回归与调节效应 

表 4 (1)列为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系数为正，且在 1%的水平上显

著，(2)列为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企业绿色创新仍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两列共同 
 

Table 4. Results of baseline regression and moderating effects 
表 4. 基准回归和调节效应结果 

 (1) 
Gi1 

(2) 
Gi1 

(3) 
Gi1 

Dcg 0.014*** 0.014*** 0.014*** 

 (2.577) (2.595) (2.660) 

Incentive   −0.007 

   (−0.533) 

Dcg × Incentive   0.035*** 

   (3.227) 

Firmage  0.098*** 0.080** 

  (2.619) (2.125) 

Bm  −0.001 0.002 

  (−0.044) (0.141) 

Inst  −0.000 −0.000 

  (−0.917) (−1.060) 

Pb  −0.002 −0.002 

  (−1.260) (−1.114) 

Fl  −0.000 −0.001 

  (−0.097) (−0.200) 

Roa  0.019 0.021 

  (0.378) (0.417) 

Rec  0.016 0.019 

  (0.313) (0.371) 

Growth  −0.018** −0.018** 

  (−2.345) (−2.419) 

_cons 0.135*** −0.081 −0.039 

 (13.417) (−0.852) (−0.401)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N 31937 31937 31937 

R2 0.014 0.015 0.015 

F 30.872 19.937 18.678 
***p < 0.01, **p < 0.05, *p <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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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绿色创新，假设 1 得到验证。表 4 (3)列通过引入管理层股权激励(In-
centive)与数字化转型(Dcg)的交互项，检验管理层股权激励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

Dcg × Incentive 的系数为正，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当管理层持有公司股权作为激励时，数字化转

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面影响会被进一步放大，验证了假设 2。 

4.3. 稳健性检验 

1. 剔除异常年份 
为避免 2015 年我国金融市场股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及相关控制变量可能产生的影响，本

文剔除了该年样本，以确保结论不受金融市场冲击的影响。由表 5 (1)，(2)列可得，基准回归系数为 0.015，
在 1%的水平上显著，调节效应也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2. 替换解释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计量方式为当年独立申请的绿色实用新型数量 + 1 取对数，由表 5 (3)列可知，基

准回归系数为 0.013，在 5%的水平上显著，由表 5 (4)可知交互项 Dcg × Incentive 的系数为正，系数为

0.026，在 5%的水平上显著，再次验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起促进作用和管理层激励对企业数

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的正向调节作用。 

 
Table 5. Stability test results 
表 5. 稳定性检验结果 

 (1) 
Gi1 

(2) 
Gi1 

(3) 
Gi2 

(4) 
Gi2 

(5) 
Gi1 

(6) 
Gi1 

Dcg 0.015*** 0.016*** 0.013** 0.013**   

 (2.735) (2.820) (2.406) (2.480)   

Incentive  −0.006  −0.020   

  (−0.432)  (−1.451)   

Dcg × Incentive  0.039***  0.026**   

  (3.386)  (2.411)   

_cons −0.078 −0.033 0.019 0.090   

 (−0.798) (−0.337) (0.462) (0.944)   

L.Dcg     0.028**  

     (2.10)  

L2.Dcg      0.106*** 

      (3.1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9911 29911 31937 31937 27,271 23,558 

R2 0.016 0.016 0.011 0.011 0.012 −0.000 

F 20.436 19.119 14.236 13.353 3.336 2.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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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内生性检验 
文本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由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

性，故采用滞后一二期核心解释变量(L.Dcg、L2.Dcg)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得出结果由表 5 (5)，
(6)列所示，回归系数为 0.028 和 0.106，方向为正，分别在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以上结果排除了内生

性问题的影响。 

5. 异质性分析 

5.1. 地区 

本文根据企业所处地区差异对数据进行异质性分析，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进行基准回

归和调节变量检验。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一方面，面临更充分的市场竞争，这种竞争态势促使

企业产生更强的绿色创新需求和动力，以应对市场挑战并抓住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拥有更前沿的技术水

平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撑企业绿色创新。通过比较表 6 各列结果可得，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提

升作用在各个地区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基准回归系数为 0.021，在 1%水平上显著，数字化转型与管理层

股权激励的交互项(Dcg × Incentive)系数为 0.037,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

用和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两者关系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更明显。 
 

Table 6. Results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 6. 地区异质性分析结果 

 
(1) 

东部地区 
Gi1 

(2) 
东部地区 

Gi1 

(3) 
中部地区 

Gi1 

(4) 
中部地区 

Gi1 

(5) 
西部地区 

Gi1 

(6) 
西部地区 

Gi1 

Dcg 0.021*** 0.021*** 0.019 0.021 −0.018 −0.018 

 (3.338) (3.390) (1.192) (1.330) (−1.249) (−1.250) 

Incentive  −0.011  0.040  0.004 

  (−0.691)  (0.870)  (0.208) 

Dcg × Incentive  0.037***  0.060  0.005 

  (3.040)  (1.456)  (0.16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0.224** −0.174 0.089 0.098 0.441* 0.436 

 (−2.072) (−1.583) (0.258) (0.281) (1.667) (1.616)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3651 23651 3539 3539 4735 4735 

R2 0.018 0.018 0.016 0.017 0.016 0.016 

F 17.716 16.608 2.396 2.301 3.236 2.957 

5.2. 产权性质 

本文基于产权性质，将研究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大类别，旨在深入分析不同产权性

质下，企业利用数字化转型赋能绿色创新的水平。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受到更多政府干预，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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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多政府补贴，因此在资金和政策上具备显著优势。同时，国有企业往往肩负更重的社会责任(王博、

康琦，2023)，其发展规划与国家战略更加契合，这使得它们更有能力、更有意愿利用数字化手段推动企

业绿色创新的发展。通过表 7 各列结果，充分验证上述猜想。 
 

Table 7. Analysis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in property rights 
表 7. 产权性质异质性分析结果 

 
(1) 
国企 
Gi1 

(2) 
国企 
Gi2 

(3) 
非国企 

Gi1 

(4) 
非国企 

Gi2 

Dcg 0.021** 0.022** 0.011 0.009 

 (2.162) (2.326) (1.640) (1.39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_cons −0.023 0.161 −0.068 0.032 

 (−0.120) (0.845) (−0.589) (0.281)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9942 9942 21995 21995 

R2 0.017 0.013 0.014 0.011 

F 7.429 5.697 12.506 9.705 

6.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从生产流程优化、市场需求洞察及融资信息突破三方面揭

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作用，且经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第二，验证了管理层股权激励对

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的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第三，分析了地域差异下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不同

影响。一方面，充实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企业绿色发展方面的文献，启发学者们在公司治理领域内的深

化探索；另一方面，有助于启发管理实践者以更广阔的视野进行前沿实践，加速推进公司治理的数字化

转型进程，以技术创新为驱动，重塑治理模式，开启智能化、高效化的治理新篇章。管理层作为企业发

展的重要支柱，与公司长期发展息息相关。通过股权激励方式，提高管理者归属感，加强管理层与企业

发展的利益关联度，调动管理层进行绿色创新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通过上述研究，对我国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有了如下启发：第一，以敏锐的直觉捕捉新一代信息技术

迅猛发展与大数据时代全面来临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持续挖掘与创造数字化技术这一新兴动力源，以

数字知识为引领，破解绿色创新发展的技术难题，解除绿色创新发展的制度障碍，研发出更多绿色创新

成果，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市场地位。第二，加强股权激励措施，提高管理层对绿色创新的

积极性，营造浓厚的绿色创新氛围，从上至下加强全企对绿色创新的认识和参与度。第三，制定差异化

绿色创新策略。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资源状况、经济发展、产业特点等因素，因地制宜地打造具有地

方特色的绿色创新模式，推动区域经济的绿色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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