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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董事会中女性成员逐渐活跃，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制定了关于企业中女性董事比例的法律条

款。性别，作为董事的一个独特属性，对公司战略决策产生的影响逐渐受到各个领域的重视。与男性相

比，女性在面对风险时的倾向、个性特质以及自我认知上有着明显的不同，特别是在面对风险的态度上

与男性有着显著的区别。由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持续时间长、风险性高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

因此，需要深入分析董事会成员的性别特征，将性别异质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以及

探讨研发投入在二者之间是否起到中介作用，进而为实践提供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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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 of women on boards of directors, many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enacted legal provisions on the proportion of female directors in companies. 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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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unique attribute of directors, has an impact on the company’s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which 
is increasingly valued in various fields. Compared to men, women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ir tendencies, personality traits and self-perception when it comes to facing risk, especially in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risk. Becaus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is a long-lasting, 
high-risk, and uncertain proces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analyze the gender charac- 
teristics of board members,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 heterogeneity and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xplore whether R&D investment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two,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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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球经济增长格局深度演变，中国凭借持续创新动能成为稳定全球经济结构的重要基石。环境污染

加剧与能源约束收紧正重塑产业结构，传统粗放型增长模式遭遇系统性瓶颈，转型升级压力贯穿产业链

各环节。近年来，我国明确提出数字经济效能提升的战略目标，强调实体产业与智能技术需形成双向赋

能机制，即前者为后者提供应用场景，后者驱动前者的价值创造模式革新。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堪称推

进产业结构变革、助力科技革命的关键手段与核心环节。让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齐头并进，

已成为衡量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关键性指标。在此背景下，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变得刻不容缓。数字化

转型颠覆了传统生产模式，以人才培养作为有力支撑，促使科技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整体的数字化

转型相互配合、协同共进，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注入

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的各类要素，对有效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意义非凡，这也成为当下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董事会作为企业内部的核心决策中枢，在企业各项事务中享有最终决策权，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

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董事会的战略规划。高层梯队理论及群体决策理论认为，决策团队作为企业决

策的实际主体，对企业发展走向与战略目标设定起着关键作用。所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效，和决策

团队的自身特质紧密相关。决策团队的专业素养、创新意识、战略眼光等特征，都会在企业数字化转型

进程中，从战略制定、资源分配到执行推进等环节，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左右着转型的最终效果。目

前，企业中女性董事的比例显著增加，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社会对性别平等原则的深入贯彻，也促使学

术界聚焦于董事性别异质性，探讨男女董事在决策风格上存在的差异，以及女性董事独有的视角如何为

董事会注入新的活力。男女董事在决策过程中往往展现出不同的偏好。男性可能更倾向于采取果断、大

胆且注重结果的决策方式。相比之下，女性董事则往往展现出更为细腻、全面的决策风格。她们重视团

队的和谐与沟通，追求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这种差异丰富了董事会的决策视角，有助于避免陷入思维

定式，增强决策的灵活性和创新性。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索董事性别多样性如何影响企业的数字化转

型，并进一步分析研发投入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这将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董事性别异质性带来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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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并据此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董事性别异质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学术界对于董事性别差异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展开了论证。Groysberg et al.认为女性在市场

中的地位更高，对消费者的需求有更深入的了解，这有助于董事会中的女性董事为公司的产品或服务

创新指明更为明确的方向[1]。Khan et al.对 2007~2015 年中国 A 股 736 家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研

究显示董事会性别多样性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公司财务应变能力加强了性别多元化与创新成效的

正向关系，深层次揭示了性别多样性对企业创新潜能的正向驱动[2]。在 2006 至 2015 年的时段内，党

建民团队对沪深两市风电行业上市公司展开了详尽的研究分析。其研究成果清晰地表明，女性高级管

理人员在企业中的占比，与企业的创新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相关性[3]。Torchia et al.对 317 家

挪威企业为样本展开研究，发现女性对企业创新有积极作用，特别是女性董事比例超关键水平时，正

面效应更显著[4]。Chen et al.以美国的一系列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其研究成果清晰地表明，董事会女

性成员占比与企业的创新产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里的创新产出具体通过专利授予数量

的指标来进行量化评估[5]。Beatriz et al.对 67 家西班牙上市企业的考察揭示了女性董事在推动企业研

发进程方面扮演着积极角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若这些女性董事与董事会内的其他男性成员具有

亲属关系，她们对研发进程的正面催化效应则会相应减弱[6]。男性领导比例与企业数字化转型速率之

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这一关系揭示了性别因素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正向影响。研究表明，适当比

例的男性领导往往能够凭借其决策效率和目标导向性，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同时，性别差异

在高管团队战略决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男性与女性领导者各自的优势，如男性在逻辑分析和目标设

定上的强项，以及女性在沟通协调和团队建设上的特长，共同促进了高管团队在数字化转型战略上的

多元化思考。因此，性别因素不仅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正向推动力，还通过性别差异的互补性优

化了高管团队的决策质量，为企业在数字化时代下的竞争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本文基于上述分析

提出假设： 
假设 1：董事性别异质性程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正相关关系。 

2.2. 董事性别异质性与研发投入 

Dezsö & Ross [7]将目光聚焦于标准普尔指数公司高管团队的女性高管比例与企业研发创新间的

关系。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的女性比例与更高的 R&D 投入有关。Saggese et al. [8]以意大利高科技行

业公司为样本，深入探讨了让女性进入公司董事会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女性董事对研发投入

有积极影响。 

2.3. 研发投入与数字化转型 

周凌等人研究认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仰赖充裕的资金支持，创新投入与数字化项目的相互促进，

使企业得以敏锐洞察信息技术的潮头，资金的注入强化了企业抵御风险的壁垒，进而为其数字化跃迁注

入动力[9]。郑琼洁和姜卫民强调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技术水平和研发投入程度呈正相关[10]。孔伟杰

研究指出企业创新能力是影响企业转型最重要的因素，且创新能力更强的企业对于转型的意愿也更强烈

[11]。因此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 2：研发投入在董事性别异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中起到中介作用。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4972


马佳琪，吴国庆 
 

 

DOI: 10.12677/ecl.2025.144972 949 电子商务评论 
 

3. 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基于 2011 至 2022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为保证研究的严谨性，我们对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

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缺失的样本被排除；*ST、ST、PT 等特殊财务状况的企业不纳入统计范围；金融类

上市公司由于其特殊性也被剔除。最终，经过筛选，22405 条有效数据构成了实证分析的基础；连续型变

量在 1%和 99%分位数的界值处做了缩尾处理以消除极端值影响。国泰安(CSMAR)数据库是本文全部的

数据来源；Stata17.0 软件是回归分析的工具。 

3.2. 变量选择及测度 

3.2.1. 解释变量 

董事性别异质性(Gender)：
n

2

i 1
1 iH p

=

= −∑ 。 

3.2.2. 被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al)：采用《中国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研究数据库》。 

3.2.3. 中介变量 
研发投入(RD)：研发投入金额与营业收入的比值。 

3.2.4. 控制变量 
为降低可能的遗漏变量对实证结果造成干扰，减少回归系数偏差，本文从财务结构、治理架构与运

营效能三个维度选取控制变量。即选取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及净资产收益率(Roe)衡量经营

主体财务特征；通过企业成长能力(Growth)、董事会规模(Board)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衡量治理特

征；结合企业存续年限(FirmAge)、管理费用率(Mfee)两类指标反映组织运行效率。变量定义如表 1 所示：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s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 Digital 《中国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研究数据库》中对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测度指标。 

解释变量 性别异质性 Gender 布劳系数法
n

2

i 1
1 iH p

=

= −∑  

中介变量 研发投入 RD 研发投入金额与营业收入的比值 

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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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资产收益率 ROE 净利润/平均股东权益 

 企业成长能力 Growth 营业收入增长率 

 董事会规模 Board 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总股数 

 企业成立年限 Age 企业成立年龄 + 1 后取自然对数 

 管理费用率 Mfee 企业管理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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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模型构建 

为验证董事异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 0 1 , , ,i t i t i i t i tDigital Gender Control year industryα α α ε= + + + Σ + Σ +  (1) 

被解释变量 ,i tDigital 代表企业 i 在 t 年的数字化水平， ,i tGender 为解释变量董事性别异质性，Control
代表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年份固定效应由 year 表示，industry 代表企业所属行业固定效应；下标 i 象征着

不同的企业个体，而 t 则是年份的标识， ε 为随机扰动项。解释变量与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用α  
(i = 1, 2, 3..., 10)表示。 

为检验中介效应，构建如下模型： 
 , 0 1 , , ,i t i t i i t i tRD Gender Control year industryβ β β ε= + + + Σ + Σ +  (2) 

 , 0 1 , 2 , , ,i t i t i t i i t i tDigital Gender RD Control year industryλ λ λ λ ε= + + + + Σ + Σ +  (3)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表 2 汇总了本研究涉及的各类核心变量。结果表明，变量的均值和中位数之间的差异很小，表明样

本是正态分布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平均值为 37.61。公司之间存在显著差距，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

异为 42.42。这表明中国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水平方面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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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量 样本数 平均值 中位数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Digital 22,405 37.61 35.56 10.68 23.16 65.58 
Gender 22,405 0.184 0 0.195 0 0.500 

Size 22,405 22.13 21.93 1.232 20.06 26.21 
Lev 22,405 0.391 0.381 0.192 0.054 0.859 
ROE 22,405 0.067 0.073 0.118 −0.525 0.358 

Growth 22,405 0.166 0.116 0.336 −0.480 1.830 
Board 22,405 2.116 2.197 0.189 1.609 2.639 
Mfee 22,405 0.086 0.072 0.061 0.009 0.352 
Age 22,405 2.894 2.944 0.328 1.946 3.526 

TOP1 22,405 0.330 0.308 0.144 0.084 0.728 

4.2. 相关性分析 

表 3 显示，性别异质性(Gender)与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al)的相关系数为负，说明董事性别异质性与

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线性的负相关关系。在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企业成长

能力(Growth)、管理费用率(Mfee)、企业成立年限(Age)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为正相关。净资产收益率

(ROE)、董事会规模(Board)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为负相关。 

4.3. 回归分析 

4.3.1. 董事性别异质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回归分析 
表 4 中的结果显示，回归结果中董事性别异质性的系数为 0.6455，在 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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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3. 相关性分析 

 Digital Gender Size Lev ROE Growth Board Mfee Age TOP1 

Digital 1.0000          

Gender −0.018*** 1.0000         

Size 0.068*** −0.128*** 1.0000        

Lev 0.015** −0.098*** 0.512*** 1.0000       

ROE −0.056*** 0.019*** 0.110*** −0.191*** 1.0000      

Growth 0.0080 0.015** 0.045*** 0.026*** 0.333*** 1.0000     

Board −0.054*** −0.049*** 0.265*** 0.147*** 0.027*** −0.0040 1.0000    

Mfee 0.168*** 0.0090 −0.347*** −0.289*** −0.229*** −0.121*** −0.076*** 1.0000   

Age 0.022*** 0.022*** 0.190*** 0.157*** −0.051*** −0.077*** 0.046*** −0.164*** 1.0000  

TOP1 −0.168*** 0.0000 0.132*** 0.027*** 0.139*** −0.0060 −0.016** −0.130*** −0.086*** 1.0000 

 
Table 4. Multiple regression results 
表 4. 多元回归结果 

变量 Digital 

Gender 0.6455** 

 (0.2615) 

Size 2.2055*** 

 (0.0549) 

Lev 0.0079 

 (0.3364) 

ROE −2.2052*** 

 (0.4990) 

Growth −0.0380 

 (0.1725) 

Board −1.0075*** 

 (0.2826) 

Mfee 15.7482*** 

 (1.1034) 

Age 1.0273*** 

 (0.1812) 

TOP1 −4.9019*** 

 (0.3663) 

_cons −19.5048*** 

 (1.4077) 

R2 0.5252 

N 2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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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董事性别异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支持作用，从而证实了假设 1。 

4.3.2. 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前文可知，董事性别异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影响，通过了中介效应检验的第一步。

表 5 第一列中，董事性别异质性与研发投入的回归系数为−0.4498，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相关；第二列

中，研发投入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达到 0.1164，在 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顺利完成中介效

应检验第二阶段。性别异质性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系数为 0.6978，统计显著性同样达到 1%阈值；当模型

纳入研发投入变量后，调整后的拟合优度由基础模型 0.5252 提升至 0.5267，这一变化证实研发投入在性

别异质性与数字化转型关系中承担部分中介角色。数据最终支持假设 2 的成立。 
 

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s 
表 5.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1) 
RD 

(2) 
Digital 

Gender −0.4498*** 0.6978*** 

  (0.2611) 

RD (0.1286) 0.1164*** 

  (0.0156) 

Size 0.3122*** 2.1691*** 

 (0.0269) (0.0548) 

Lev −4.0874*** 0.4837 

 (0.1842) (0.3386) 

ROE 0.1361 −2.2210*** 

 (0.2910) (0.4987) 

Growth −0.0161 −0.0361 

 (0.0883) (0.1731) 

Board 0.2933** −1.0417*** 

 (0.1432) (0.2824) 

Mfee 36.8100*** 11.4637*** 

 (0.8456) (1.1946) 

Age −1.3342*** 1.1826*** 

 (0.0890) (0.1816) 

TOP1 −1.3717*** −4.7423*** 

 (0.1630) (0.3657) 

_cons −2.5334*** −19.2099*** 

 (0.7967) (1.4000) 

R2 0.5281 0.5267 

N 22,405 22,405 

4.4.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结论的可靠性，本研究采用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方法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表 6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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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董事性别异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 0.6121。这表明，更高的性别性程度

可以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 
 

Table 6. Robustness test 
表 6. 稳健性检验 

 Digital 

Gender 0.6121** 
(0.2940) 

Size 2.0948*** 

 (0.0610) 

Lev −0.1943 

 (0.3852) 

ROE −1.3703** 

 (0.5548) 

Growth −0.1484 

 (0.1939) 

Board −0.8635*** 

 (0.3153) 

Mfee 15.6224*** 

 (1.2429) 

Age 0.4876** 

 (0.2136) 

TOP1 −4.3632*** 

 (0.4123) 

_cons −16.6048*** 

 (1.5841) 

R2 0.5394 

N 18,057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将 2011 年至 2022 年中国 A 股的全部上市公司作为主体研究对象，选取《中国上市公司数字化

转型研究数据库》中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测度结果作为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衡量指标，探讨董事性

别异质性(Gender)对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al)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董事性别异质性对企业数字化

转型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且研发投入在二者之间起到桥梁作用。 

5.2. 建议 

为了有效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应提升董事会成员的性别多样性，特别是增加女性董事的比例。

企业可以优化董事选拔机制，以确保在董事会层面实现性别平衡，从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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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动力。此外，还要加大研发投入，增加研发资金、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加强与科研机构的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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