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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2010~2023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并以创新能力作为中介机制，探讨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韧性提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产业链韧性；

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能通过提高创新水平来促进产业链韧性提升；第三，对于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

型对产业链韧性的助推效果更加突出。这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我国产业链韧性提升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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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0 to 2023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dopts the 
fixed effect model and uses the innovation ability as an intermediary mechanism to explor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enhancement of industrial chain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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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improve the re-
silience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Secondly,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promote the en-
hancement of industrial chain resilience by improving the innovation level. Thirdly, for manufac-
turing enterprises, the boosting effe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resilience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is more prominent. This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resilience of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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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面临重构，产业链供应链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

定性上升，呈现区域化、本土化、近岸化等趋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进一步凸显，如何有效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话题[1]。 
2024 年 1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会议指出，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

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背景下，中国亟待加快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

化升级，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2] [3]。企业作为产业链构成的微观主体，其数字化转型

能充分利用科技创新成果，将信息技术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从而整合全新的生产要素，把科技创新的潜

能转化为生产动力，促使产业链实现数智化变革与升级，从而提升产业链韧性。 
综上，已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于产业链韧性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二者之间

的具体关系有待进一步探究。因此，本文将 2010~2023 年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数字化转

型对产业链韧性的具体影响及机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我国产业链韧性提升提供理论依据。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第一，在抵御能力方面，企业能借助数字化构建风险监测系统，利用大数据、物联网感知风险，多

元化并可视化供应链，减少供应依赖与盲点，强化数据安全隐私保护，以应对潜在威胁，增强产业链在

风险冲击下的稳定性与抗干扰性。第二，在恢复能力方面，企业能通过数字化转型制定数字化应急预案

并演练，基于 ERP 等系统实现弹性生产与资源调配，构建知识管理体系留存经验，便于企业及产业链在

遭受冲击后迅速调整，协调各方资源，高效恢复正常运营，减少损失与影响。第三，在转型更新力方面，

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推动技术创新应用，驱动业务模式变革，构建产业生态整合资源，加强人才培

养提升数字化素养，变革组织架构促协同，引领产业链向智能化、生态化方向转型升级，提升整体竞争

力与适应性。通过抵御风险、迅速恢复、转型更新三个维度，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产业链韧性水

平。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H1： 
H1：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韧性的提升具有积极正向作用。 
从创新活力与速度维度来看，企业能够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广泛收集市场信息、消费

者偏好以及行业动态等多维度数据，从而快速推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极大地提高了创新的效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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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性，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变化，使得企业在产业链中能够更好地适应波动与不确定性，从而增强产业

链整体的韧性。第二，从创新文化与能力塑造角度来看，在数字化转型浪潮的推动下，企业更加注重培

养员工的数字化素养与创新思维，从而在产业链中扮演创新驱动者的角色，带动上下游企业共同提升创

新意识与能力，通过知识共享、技术转移等方式促进产业链整体创新水平的提升，使产业链在面对各种

外部冲击时能够依靠创新力量迅速调整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保持稳定发展态势。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

设 H2： 
H2：企业数字化转型能通过提高自身创新能力从而提升产业链韧性。 

3. 数据选择与模型设计 

3.1.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鉴于数据的充分性和可得性，本文将 2010~2023 年 2778 家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相关数据

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为提高研究结论可信度，对样本进行如下处理：① 剔除样本期内“ST”
“*ST”、期间退市企业样本；② 剔除参与回归中所有缺失值样本；③ 对主要连续变量进行 1%双边缩

尾(Winsorize)处理。最终获得包括 14,527 个样本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3.2. 变量选择 

3.2.1. 被解释变量：产业链韧性 
产业链韧性的本质是产业系统应对外部环境扰动的抵抗能力、迅速适应调整的恢复能力、风险过后

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的转型更新力[4]。抵抗能力具体是指企业在面对外部环境风险时能以最小的波动

平稳度过，主要考察企业自身资金关系；恢复能力具体是指企业供应链受到外部扰动后能在较短时间内

恢复产品或服务在供应链上的顺畅流通，主要考察企业的产品流动水平；转型更新力具体是指企业在风

险过后通过加大研发投入等手段提升自身竞争力，从而更好抵御外来风险，实现产业优化升级，主要考

察企业创新水平和研发投入。基于上述分析并参考张树山等学者的研究[5]，从抵御能力、恢复能力、转

型更新力三个维度构建了产业链韧性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并利用熵权法进行测算，得到了产业链韧

性综合指数 Cas。 
 

Table 1. The indicator system of industrial chain resilience 
表 1. 产业链韧性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指标 

抵御能力 资金关系 应收账款与总收入的比值 

恢复能力 产品流动 存货周转率 

转型更新力 
创新水平 专利数量 

研发投入 研发费用占比 

3.2.2. 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 
目前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测算主要分为三种方法。方法一为事件冲击法，通过观测企业受到政府

数字化转型政策冲击的影响程度来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如李磊等利用工信部批准的信息化和工业

化融合政策[6]，李万利等利用国务院确定的“宽带中国”政策[7]，方明月等利用国家信息消费示范城市

来测算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8]。方法二为客观数据法，通过计算企业内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投资支出来

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如张永珅、陶锋等使用数字化相关的投资占无形资产总额的比值进行测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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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方法三为文本法，把上市公司年报中涉及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数加 1 取自然对数作为数字化转型的

指标[11]，以此体现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重视程度，是当前测算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主流方法。本文采

用第三种方法即文本法测算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得到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指数 dig。 

3.2.3. 控制变量 
考虑到产业链韧性可能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借鉴张树山等学者的研究[5]，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

量：资产负债率 lev，公司规模 size，董事会规模 board，企业上市年数 age。 

3.2.4. 中介变量：创新能力 
数字化转型能大幅提高产业链韧性，其实现路径之一为企业数智创新效应。具体而言，数字化转型

将网络组织作为载体，利用知识整合有目的、有步骤地优化组织运行效率，不仅促进多元化产业结构的

诞生和成熟，而且依托核心技术摆脱路径锁定的困局，最终产生进一步提升产业链韧性的效果[12]。因此

本文将创新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借鉴习明明等人的研究，以创新多元化、创新效率两个指标构建创新能

力指数 ic [13]。其中，创新效率为当年专利授权总数与上一年度研发投入总额的比值，创新多元化计算

公式为： 
2

1 t
t

 
−  

 
∑ 年分类型专利数量

年专利总量
 

变量名及其具体含义如表 2 所示。 
 
Table 2. Definition of variables 
表 2. 变量含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具体定义 

被解释变量 Cas 产业链韧性指数 

解释变量 dig 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数 

中介变量 ic 由创新总量、创新多元化、创新效率构成 

控制变量 

size 企业规模，企业年末总资产的对数 

age 企业上市年数 + 1 的对数 

lev 资产负债率 

board 董事会规模的对数 

3.3. 模型构建 

为验证假设 H1，设立了如下所示的模型，并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 

0 1 2 3 4 5Cas dig size lev age board industryit it it it it it itb b b b b b ε= + + + + + + +∑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3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产业链韧性 Cas 最大值为 10.94，最小值为−2.009，方差为

1.302，说明各企业的产业链韧性存在较大差异，测算绩效区分度较好。企业数字化水平 dig 的最大值为

6.38，最小值为 0，均值为 1.472，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水平普遍偏低，但也有部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走在前列，远高于企业平均水平，这一特征与吴非等学者的研究相符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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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3. 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Cas 14,527 2.089 1.302 −2.009 10.94 
dig 14,527 1.575 1.472 0 6.38 
lev 14,527 0.388 0.216 0.008 8.009 
size 14,527 22.077 1.273 18.996 28.636 
age 14,527 1.779 0.938 0 3.497 

board 14,527 2.106 0.193 1.386 2.833 
ic 7,711 3.787 1.484 0 9.951 

4.2. 基准回归分析 

表 4 报告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结果，且列(1) (2) (3)均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列(1)
中企业数字化转型 dig 的回归系数为 0.0295，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产

业链韧性水平，且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从控制变量来看，公司规模 size 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可能

原因是规模较大的企业拥有更为稳固的资金链和产品链，能更好抵御外部冲击；资产负债率 lev 在 1%的

水平上显著为负，可能原因是企业需要将大量的资金用于偿还债务本息，可能会导致资金链紧张，甚至

断裂，从而导致产业链韧性下降。综上所述，在考虑多种控制变量后，仍可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提升

产业链韧性水平有显著的积极正向作用，假设 H1 得到验证。 
 
Table 4. Benchmark regression and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表 4. 基准回归及稳健性检验结果 

VARIABLES 
(1) (2) (3) 
Cas Cas F.Cas 

dig 
0.0295*** 0.0461*** 0.0355** 
(2.7396) (3.4943) (2.2168) 

board 
−0.0097 −0.0107 0.0428 
(−0.1290) (−0.1428) (0.4694) 

age1 
0.0207 0.0152 0.0329 

(1.0956) (0.7996) (1.3987) 

size 
0.1870*** 0.1780*** 0.1429*** 
(9.5974) (8.9402) (5.5511) 

lev 
−0.1732*** −0.1680*** −0.2586*** 
(−2.7927) (−2.7081) (−2.6989) 

Constant 
−2.0369*** −1.9273*** −1.1995** 
(−4.8449) (−4.5549) (−2.2196) 

Observations 14,527 14,527 10,542 
R-squared 0.665 0.665 0.674 

Industry FE YES YES YES 
Adj-r2 0.600 0.600 0.604 

F 51.68 52.64 23.46 
N 14,527 14,527 10,542 

注：**、***分别表示在 5%、1%置信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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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稳健型检验 

4.3.1. 更换解释变量 
为避免解释变量测度方式干扰回归结果，对解释变量 dig 进行更换，借鉴袁淳的研究[14]，采用数字

化转型的词频总数与年报总句数的比值生成新的数字化转型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4 (2)列所示，新的数字

化转型变量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说明模型具有稳健性。 

4.3.2. 滞后被解释变量 
考虑到前一期的被解释变量水平可能会对本期的被解释变量水平产生影响，且产业链韧性存在长周

期性，故对解释变量滞后三期进行检验，表 4 (3)列的回归结果仍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一致，再次验证了模

型的稳健性。 

4.4. 中介效应分析 

为验证企业数字化转型能通过提高数智创新能力实现产业链韧性的提升，参考温忠麟提出的中介效

应检验模型进行分析[15]，设定模型如下，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0 1 2 3 4 5 6Cas dig ic size lev age board industryit it it it it it it itb b b b b b b ε+= + + + + + + +∑  

 
Table 5. Mediator effect test 
表 5. 中介效应检验 

VARIABLES 
(1) (2) (3) 

Cas ic Cas 

dig 
0.0295*** 0.0279* 0.0099** 

(2.7396) (1.9228) (2.2819) 

ic   
0.046*** 

(3.495) 

board 
−0.0097 0.0955 −0.0032 

(−0.1290) (0.9324) (−0.1041) 

age 
0.0207 0.2218*** −0.0122 

(1.0956) (8.2612) (−1.5110) 

size 
0.1870*** 0.5406*** 0.0606*** 

(9.5974) (19.8113) (7.2057) 

lev 
−0.1732*** −0.0482 −0.0596** 

(−2.7927) (−0.4774) (−1.9783) 

Constant 
−2.0369*** −8.8115*** −0.9369*** 

(−4.8449) (−14.7228) (−5.1525) 

Observations 14,527 7,711 7,711 

R-squared 0.665 0.789 0.705 

Industry FE YES YES YES 

Adj-r2 0.600 0.733 0.647 

F 51.68 307.8 323.4 

N 14,527 7,711 7,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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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能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3)列为加入了中介变量 ic 后的

回归结果，可见 ic 和 dig 的回归系数依旧显著为正，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通过提高自身创新能力以实

现产业链韧性提升，中介机制能够成立，假设 H2 成立。 

4.5. 异质性分析 

相较于其他产业，制造业企业更易实现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有利于产业链上游度和产业链国内长度

的提升和价值实现，因此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的产业韧性水平影响更强[16]。为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不同

行业产业链韧性水平的异质性影响，将企业按照行业类别划分为制造业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回归结果

分别为列(1)和列(2)，如表 6 所示，可见相较于非制造业企业，制造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韧性的

影响更为显著，该结果证实了对企业所属行业的异质性分析。 
 
Table 6.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 6. 异质性分析 

VARIABLES 
(1) (2) 

Cas (制造业) Cas (非制造业) 

dig 
0.0357*** 0.0183* 

(2.9084) (1.6643) 

board 
−0.1128 −0.0966 

(−1.2993) (−1.2523) 

age 
0.0141 0.0146 

(0.6610) (0.7612) 

size 
0.1847*** 0.1876*** 

(8.2471) (9.4296) 

lev 
−0.2114*** −0.1614*** 

(−2.8781) (−2.5946) 

Constant 
−1.7687*** −1.8535*** 

(−3.6854) (−4.3470) 

Observations 10,753 3,738 

R-squared 0.643 0.662 

Industry FE YES YES 

Adj-r2 0.572 0.595 

F 37.50 43.74 

N 10,753 3,738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2010~2023 年 A 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机制。

研究结果如下：(1) 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产业链韧性；(2) 中介效应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通

过提高创新水平来促进产业链韧性提升；(3) 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韧

性的助推效果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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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企业应制定清晰的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明确各阶段目标与实施路径。加大数字化技术投入，

如引入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优化内部运营流程，提升生产与管理效率。同时，积极培养

或引进数字化人才，组建跨部门的数字化创新团队，鼓励员工探索数字化应用场景，通过技术创新与业

务创新双轮驱动，增强自身在产业链中的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进而提升产业链韧性。 
第二，在产业链中建立数字化协同机制，由核心企业牵头，联合上下游企业搭建共享的数字化平台。

通过平台实现信息实时共享，包括市场需求、库存、生产进度等，优化供应链协同效率，降低牛鞭效应

风险。鼓励企业间开展数字化技术交流与合作，共同攻克关键技术难题。对于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的产

业链环节，给予更多资源倾斜与合作机会，促进产业链整体数字化水平提升，增强产业链韧性应对外部

冲击。 
第三，政府可出台一系列鼓励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如设立专项财政补贴，对积极开展数字化转

型的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尤其向制造业倾斜；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相关数字化设备采购与技术研发

的税收。加强高速网络、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保障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条件；构建产学研

合作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为产业链韧性提升营造良好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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