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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下数字技术的发展，进行数字化转型成为了企业适应市场竞争，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选择。探

究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何种方式对财务绩效产生影响能够帮助企业更加有效地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因

此，本文基于数字化转型战略理论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此外，基于交易成本理

论、竞争战略理论引入供应商集中度作为研究的中介变量，探究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对企业规模和所

有权性质做了异质性分析。经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对财务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供应商集中度来进一步促进企业财务绩效且供应商集中度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

作用；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产生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企业在

实施数字化转型时，需要充分考虑自身的行业特点和企业规模，制定适合自身实际情况的数字化转型策

略，以期对财务绩效产生积极影响。综上所述，本研究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数字化转型中的

挑战和机遇，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研究结果也对政府和监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具有一定的

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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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an irreplace-
able choice for enterprises to base on market competition and realiz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nterprise financial performance to effectively promote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theory and competitive strategy theor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nterprise financial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based 
o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heory and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supplier concentration is intro-
duced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in the study to explore its role mechanism. And further heterogeneity 
analysis was done on enterprise size and ownership nature. The empirical analysis leads to the fol-
lowing conclusions: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financial per-
forman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further promote enterprise financial performance by reduc-
ing supplier concentration, and supplier concentration plays a partly mediating role in i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different sizes in the pro-
c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refore, when implemen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terprises 
need to fully consider their own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and enterprise size, and formulate reason-
abl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to positively impact financial performance. This study can 
help enterprises better understand and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inall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also use-
ful for governments and regulators to formulate relevant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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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数字化技术已经深入渗透到各行各业，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数字

化转型能够帮助企业精准把握市场脉搏，及时调整产品和服务策略，在竞争中占得先机，增强企业发展

动力。目前，各行各业都在经历着数字化的变革，数字化已然成为企业保持优势、提高效率、激发创新

活力的重要手段。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国家也对数字化转型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

供了有力支持。在数字化的浪潮下，企业需要适应变革，依靠数字化转型来实现自身发展。当然，企业

作为经济市场的主体，其数字化转型进程能否持续关键在于数字化转型所能带来的经济回报[1]。财务的

好坏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股东回报率以及借贷能力等关键方面。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企业

进行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地提升财务绩效，那么，产生该种影响的路径是什么？如何更好地利用企业数

字化转型提高企业财务绩效？围绕这些问题，本文首先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然后对其中机制进一步挖掘，研究了供应商集中度在其中所承担的角色。 

2. 假设提出 

2.1.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 

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优化业务流程、提高运营效率的方式直接促进财务绩效的提升。数字化转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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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给企业的生产经营及内部管理带来全新的技术和平台，并且改造和升级传统的业务流程[2]。这些技术

能够使原本繁琐的工作自动化进行，减少因为员工疏忽而产生的错误，使企业的业务处理水平更加高效。

其次，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的市场敏感性。企业通过大数据分析以及先进的商品管理系统，可以准

确的追踪商品的销售状况并以此确定不同商品的受欢迎程度，从而调整企业的产品结构，使其产品能够

更加迎合客户的需求，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此外，数字化转型还能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3]。数

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优化企业的供应商选择、库存管理、生产调度等环节，降低不必要的浪费和损耗。

同时，数字化转型还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对生产技术的变革与更新，可以有效地减少由于企

业生产技术问题而造成的资源浪费或利用不充分，帮助其发挥各项资源的最大用途。实现企业的可持续

发展。最后，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能够帮助其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这些都将直接反映在企业的财务绩

效上[4]。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财务绩效。 

2.2. 供应商集中度的中介作用 

在企业的运营过程中，维持与供应商之间的良好关系能够增强其核心竞争力。基于资源依赖理论，

供应商集中度反映了企业对供应链上游企业的依赖程度，企业依赖少数供应商会导致权力不对称，而企

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扩大资源池和增强替代性削弱依赖[5]。基于供应链管理理论，数字化转型能

够帮助企业构建数据共享平台，通过优化部门间的协同合作，推动生产的标准化与规范化，进而使生产

效率与产品质量获得明显提高，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并使其更易于赢得潜在供应商的信任与青睐，助

力企业获取更为丰富的供应商选择。其次，数字技术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信息不对称是制约

企业拓展供应商的关键因素。而企业借助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数字技术可以深刻了解到供应商企业的信誉

等级、采购成本、产销能力等信息。最后，相较于原本寻找供应商时成本高昂、风险明显等问题，数字技

术能够运用到供应商筛选、订单管理、供应链服务等各个方面。 
作为企业生产流程的首要环节，供应商对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企业对供应商的依赖程度，直接

关系到其运营状况和财务表现。合理管理供应商关系，确保供应稳定，对于企业财务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议价能力理论，分散供应商网络可以降低企业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从而减少因信息垄断导致的谈

判劣势。当企业供应商集中度较高时，供应商可能利用信息优势抬高价格或隐藏质量风险，增加采购成

本。通过引入更多供应商，企业可借助市场竞争机制获取更透明的价格和质量信息，降低信息搜寻成本。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供应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会对企业施加影响，产生利益侵占，从而对企业财务绩

效产生影响。供应商集中度的上升使毛利下降，从而降低了企业的盈余持续性；同时，供应商还可以通

过较强的议价能力提高原材料购买价格，挤占企业利润空间，蚕食生产企业的收益，加速恶化违约风险，

对企业财务绩效发挥消极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供应商集中度提高企业财务绩效，即供应商集中度在数字化转型与财

务绩效中起到中介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与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 2012~2021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数据处理时剔除存续时间小于 10 年、

该期间退市公司及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其中，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测量通过收集企业年报，并运用文本

挖掘方法获取；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万得(WIND)数据库。为避免异常值的影响，本

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的 winsorize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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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变量定义 

3.2.1. 被解释变量 
企业财务绩效。企业财务绩效能够系统地反映企业财务方面的整体运作情况及发展势头。这些数据和指

标是对企业经营状况、经营成果和经营效果的定量描述。在总结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选取净资产

收益率(ROE)来衡量企业绩效水平。ROE 越高，意味着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相应的企业绩效水平越高。 

3.2.2. 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DT)，其测量方法至今也没有官方的标准，学者们采用不同的方式对此进行测度。吴非等

的研究认为可以从上市企业年报中提取数字化转型相关特征词，根据出现频率来构建数字化转型强度指标。

年报是一份年度管理总结文件，其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公司当年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所以采用文

本分析具有可靠性。借鉴文献的做法采用数字化转型(DT)作为解释变量，对年报中的特征词进行文本识别，

从技术应用、战略方向、组织架构、业务流程四大核心维度构建关键词体系，在对特征词确定后，利用 Python
爬取企业年报中的相关特征词，对初始关键词进行词向量聚类，补充近义词，并通过人工检验剔除歧义词

后，对披露的特征频次进行加总，对其结果加 1 再对数化处理，从而得到数字化转型指标。 

3.2.3. 中介变量 
供应商集中度(SC)。供应商集中度是指企业在采购过程中，某一或某些特定供应商所占采购额的比

例。供应商的集中程度高低能够对企业的采购风险和供应链的稳定性产生重大影响。供应商集中度越高，

一旦其发生变动，就越可能破坏企业供应链稳定性。若是企业依赖程度较高的供应商出现问题，就会使

企业对生产原料的采购受到限制，进而影响企业的整体生产经营。根据上述信息，本文拟用前五大供应

商采购额与年度采购总额的比值来衡量企业供应商集中度。 

3.2.4. 控制变量 
参考众多学者的研究[6]-[10]，本文选取下列指标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Variable table 
表 1. 变量表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 

被解释变量 财务绩效 
ROE 净利润/年平均净资产 

ROA 利润总额/年平均资产 

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 DT 对样本各个企业年报的关键词进行对数化处理 

中介变量 供应商集中度 SC 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与本期总采购额的比值 

控制变量 

股权集中度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企业规模 SIZE 总资产进行对数化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总资产 

企业成立年限 AGE 企业成立年限加一并取对数 

产权限制 SOE 国营企业记为１，非国营企业记为０ 

独立董事比例 DEP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 

行业 Industry 行业固定效应处理 

年份 Year 年份固定效应处理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4883


潘坚铿，张艳彦 
 

 

DOI: 10.12677/ecl.2025.144883 239 电子商务评论 
 

3.2.5. 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拟设计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0 1it it j it itROE DT Controls Industry Yearα α α ε= + + + + +∑ ∑    (1) 

式中，被解释变量 itROA 为财务绩效，即总资产收益率( itROE 为 i 企业在 t 年份的绩效)； itDT 为解释变量，

即数字化转型( itDT 为 i 企业在 t 年份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0α 为常数项， itControls 为其他控制变量；

Industry∑ 和 Year∑ 分别表示的是行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itε 为残差值； 1α 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

数； jα 为各个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拟设置如下中介效应回归模型，目的是研究数字化转型通过何种方式作用于企业财务绩效。 

 0 1it it j it itSC DT Controls Industry Yearα α α ε= + + + + +∑ ∑    (2) 

 0 1 2it it it j it itROE DT SC Controls Industry Yearα α α α ε= + + + + + +∑ ∑   (3)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表 2 的数据进行分析后我们可知，关于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平均值为 1.296，最大值和最

小值分别为 4.963 和 0，标准差为 1.351。这些数据说明不同的企业正处于数字化转型的不同阶段，有些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已经走出了一段路程，而另一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则相对较低甚至可能还未

开始进行数字化转型。在被解释变量 ROE 方面，样本企业的均值为 0.069，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0.290
和−0.294，标准差为 0.082。这样的数据表明在样本所包含的这 10 年中，部分企业的盈利水平较高，而部

分企业则出现了亏损的情况，这也与我国的市场环境相符合。在中介变量 SC 方面，样本企业的均值为

0.328，最大值为 0.895，最小值为 0.058，标准差为 0.196，说明不同企业对供应商的依赖程度存在较大的

差异，有些企业对供应商依赖程度低，能够自由选择供应商，而有些企业则只能依靠有限的供应商为其

提供所需原料。 
 

Table 2. Table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2. 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名 样本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OE 3880 0.069 0.082 −0.294 0.290 

DT 3880 1.296 1.351 0.000 4.963 

SC 3880 0.328 0.196 0.058 0.895 

AGE 3880 2.891 0.346 1.790 3.530 

LEV 3880 0.417 0.188 0.060 0.840 

TOP1 3880 0.344 0.149 0.099 0.758 

DEP 3880 0.368 0.052 0.330 0.570 

SOE 3880 0.431 0.495 0.000 1.000 

SIZE 3880 22.418 1.166 20.360 26.050 

4.2. 相关性分析 

表 3 中数据显示数字化转型(DT)与净资产收益率(ROE)的相关系数为 0.066，在 1%水平下显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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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二者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符合本文假设预期；同时供应商集中度(SC)与净资产收益率(ROE)的相关系

数为−0.076，在 1%水平下显著；数字化转型(DT)与供应商集中度(SC)的相关系数为−0.108，在 1%水平下

显著，均符合本文预期。除此之外，其他主要控制变量的正负关系也符合前文假设，为下一阶段的分析

奠定了基础。此外，具体分析下表 4 中的数据可知，VIF 值最大的变量其 VIF 值为 1.67，远低于经验值

10；此外，所有变量 VIF 值的平均值为 1.22，同样远低于经验值 10。因此，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无需考虑

多重共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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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E SC DT SIZE LEV TOP1 

ROE 1      

SC −0.076*** 1     

DT 0.066*** −0.108*** 1    

AGE 0.00800 −0.048*** 0.073***    

SIZE 0.155*** −0.213*** 0.123*** 1   

LEV −0.098*** −0.155*** 0.00600 0.569*** 1  

TOP1 0.133*** 0.00200 −0.067*** 0.170*** 0.086*** 1 

DEP −0.044*** −0.0200 0.00800 0.029* 0.0140 0.056*** 

SOE −0.035** −0.057*** −0.086*** 0.311*** 0.284*** 0.143*** 

 DEP SOE     

DEP 1      

SOE −0.046*** 1     

注：*p < 0.1，**p < 0.05，***p < 0.01 (下同)。 

4.3. 回归分析 

4.3.1. 基准回归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当只对企业所处行业和时间进行控制而不加入其他控制变量时，企业数

字化转型(DT)与财务绩效(ROE)的回归系数为 0.006229，并在 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表明企业进行数字

化转型确实对财务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当逐渐向模型中加添加控制变量时，可以看到最终结果仍然符合

研究假设，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仍在 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两者相关系数由 0.006229 变为

0.0041337，t 值由 4.75 变为 3.26，相关系数和显著性并未发生明显变化。由此可以排除是因为加入控制

变量才导致二者正向显著的可能性，同时也降低了缺少控制变量导致结果受到影响的可能性。至此，假

设 H1 成立，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有显著作用。 

4.3.2. 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列式在下表 5 中，表中三列分别表示中介效应逐步回归的三个步骤。由表中数

据可知，DT 和 ROE 回归系数为 0.004 (1%水平上显著)、DT 和 SC 的回归系数为−0.012 (1%水平上显著)、
SC 和 ROE 的回归系数为−0.021 (1%的水平上显著)。分析可知，表明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既可以直接促

进企业财务绩效，也可以通过分散企业的供应商集中度来提高企业的议价能力和选择能力，进而减少供

应商对企业的利润的侵蚀，最终给财务绩效带来显著促进作用。并且在加入供应商集中度(SC)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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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Fixed effects benchmark regression table 
表 4. 固定效应基准回归表 

VARIABLES (1) 
ROE 

(2) 
ROE 

(3) 
ROE 

(4) 
ROE 

(5) 
ROE 

(6) 
ROE 

(7) 
ROE 

DT 
0.006*** 0.006*** 0.005*** 0.004*** 0.005*** 0.005*** 0.004*** 

(4.75) (4.76) (3.57) (3.47) (3.64) (3.67) (3.26) 

AGE 
 0.003 −0.001 0.006 0.010** 0.010** 0.014*** 

 (0.62) (−0.26) (1.40) (2.13) (2.15) (3.00) 

SIZE 
  0.014*** 0.025*** 0.023*** 0.023*** 0.025*** 

  (10.51) (16.35) (15.18) (15.25) (15.79) 

LEV 
   −0.123*** −0.123*** −0.122*** −0.119*** 

   (−13.66) (−13.75) (−13.73) (−13.27) 

TOP1 
    0.062*** 0.063*** 0.067*** 

    (6.49) (6.64) (7.01) 

DEP 
     −0.090*** −0.095*** 

     (−3.58) (−3.79) 

SOE 
      −0.012*** 

      (−4.05) 

Constant 
0.102*** 0.095*** −0.192*** −0.424*** −0.434*** −0.406*** −0.446*** 

(3.99) (3.35) (−4.92) (−10.16) (−10.44) (−9.61) (−10.30) 

R-squared 0.060 0.060 0.088 0.131 0.140 0.143 0.147 

adj_R2 0.0431 0.0430 0.0706 0.114 0.124 0.126 0.130 

F 3.570 3.523 5.179 7.985 8.545 8.629 8.770 
 

Table 5. Mediation effects test table 
表 5. 中介效应检验表 

VARIABLES (1) 
ROE 

(2) 
SC 

(3) 
ROE 

DT 
0.004*** −0.012***  

(3.26) (−4.17)  

SC 
  −0.021*** 

  (−2.82) 

AGE 
0.014*** −0.006 0.014*** 

(3.00) (−0.62) (2.96) 

SIZE 
0.025*** −0.033*** 0.024*** 

(15.79) (−9.75) (15.67) 

LEV 
−0.119*** −0.089*** −0.121*** 

(−13.27) (−4.60) (−13.45) 

TOP1 
0.067*** −0.018 0.066*** 

(7.01) (−0.86) (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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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DEP 
−0.095*** 0.059 −0.094*** 

(−3.79) (1.08) (−3.73) 

SOE 
−0.012*** −0.023*** −0.014*** 

(−4.05) (−3.42) (−4.53) 

Constant 
−0.446*** 1.153*** −0.435*** 

(−10.30) (12.28) (−9.88) 

R-squared 0.147 0.299 0.146 

adj_R2 0.130 0.286 0.129 

F 8.770 21.79 8.728 
 

效应之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回归结果仍然显著。上述分析结果表明，供应商集中度在数字

化转型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至此假设 H2 成立。 

4.4. 稳健性检验 

4.4.1. 滞后期检验 
考虑到数字化转型的成果无法及时被企业绩效所反映，故本文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采用滞后一期

的数字化转型(LDT)替换净资产收益率(DT)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模型保持不变，首先，本文展示了未引

入控制变量时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表 6 的第(1)列。在没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滞后一期的数字化转

型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这一结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随后，为了更全面地分析数字

化转型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本文加入了控制变量，并将回归结果呈现在表格的第(2)列，在加入控制变量

后系数为 0.003 且在 10%水平上显著，且各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的正负性与数值均未发生较大变化，该

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确实能够促进企业财务绩效。 
 

Table 6. Lag period inspection table 
表 6. 滞后期检验表 

VARIABLES (1) 
ROE 

(3) 
ROE 

LDT 
0.005*** 0.003* 

(3.42) (1.92) 

AGE 
 0.014*** 

 (2.78) 

SIZE 
 0.025*** 

 (15.28) 

LEV 
 −0.120*** 

 (−12.46) 

TOP1 
 0.070*** 

 (6.80) 

DEP 
 −0.083***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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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SOE 
 −0.013*** 

 (−3.86) 

Constant 
0.091*** −0.499*** 

(3.34) (−10.44) 

R-squared 0.059 0.147 

adj_R2 0.040 0.129 

F 3.190 7.990 

4.4.2. 替换被解释变量 
在之前的分析中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企业绩效，所以在此处拟采用总资产净利润率(ROA)替

换净资产收益率以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模型保持不变，回归结果在表 7 中列式，观察表中数据可知，

更换被解释变量后，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系数为 0.003(在 1%的水平下显著)，证明假设 1 仍然成立，企业 
 

Table 7. Table of robustness tests for replacement variables 
表 7. 替换变量稳健性检验表 

VARIABLES (1) 
ROA 

(2) 
SC 

(3) 
ROA 

DT 
0.003*** −0.012***  

(3.95) (−4.17)  

SC 
  −0.013*** 

  (−3.15) 

AGE 
0.005** −0.006 0.005** 

(2.17) (−0.62) (2.12) 

SIZE 
0.013*** −0.033*** 0.013*** 

(16.13) (−9.75) (16.04) 

LEV 
−0.128*** −0.089*** −0.130*** 

(−26.75) (−4.60) (−26.90) 

TOP1 
0.033*** −0.018 0.032*** 

(6.41) (−0.86) (6.31) 

DEP 
−0.053*** 0.059 −0.053*** 

(−3.96) (1.08) (−3.89) 

SOE 
−0.006*** −0.023*** −0.007*** 

(−3.64) (−3.42) (−4.19) 

Constant 
−0.202*** 1.153*** −0.196*** 

(−8.67) (12.28) (−8.28) 

R-squared 0.258 0.299 0.257 

adj_R2 0.243 0.286 0.242 

F 17.72 21.79 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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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财务绩效，上述回归结果稳健。同时，对替换被解释变量后供应商集中度的

中介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在表中，列(1)、(2)、(3)分别表示中介效应的三步骤，回归系数分别为 0.003 (1%
水平下显著)、−0.012 (1%水平下显著)、−0.013 (1%水平下显著)，假设 2 仍然成立，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4.5. 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成果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进而产生差异，为探究这种促进作用

在面对不同特征企业时有何不同，拟对回归结果进行进一步进行异质性研究，从企业性质角度出发进行

探究。 
首先基于企业所有权性质将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并分别对其进行回归。由表 8 可知，

在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作用，而非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影响不显著。 
 

Table 8. Ownership heterogeneity analysis table 
表 8. 所有权异质性分析表 

VARIABLES 
(1) 

国有企业 
ROE 

(2) 
非国有企业 

ROE 

DT 
0.007*** 0.002 

(3.44) (0.94) 

AGE 
0.029*** 0.011* 

(3.41) (1.94) 

SIZE 
0.018*** 0.035*** 

(7.86) (15.35) 

LEV 
−0.115*** −0.129*** 

(−8.18) (−10.81) 

TOP1 
0.061*** 0.076*** 

(3.76) (6.09) 

DEP 
−0.157*** −0.066** 

(−3.86) (−2.01) 

Constant 
−0.299*** −0.680*** 

(−3.91) (−12.02) 

R-squared 0.183 0.183 

adj_R2 0.154 0.160 

F 6.207 7.907 

 
分析原因如下：首先，国有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时能够更容易地获取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相比

之下，非国有企业可能在资源获取和资金筹措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其次，国有企业在组织架构和管理

体系上通常更加规范和统一，这有利于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和落地。数字化转型需要企业内部各部门的协

同配合和流程优化，而国有企业在这方面的优势有助于确保数字化转型的顺利实施。相比之下，非国有

企业可能在组织结构和内部管理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和复杂性，这可能导致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受到一定的

阻碍。此外，国有企业通常具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使得它们在推进数字化转型时更加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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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有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国有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时可能更加

注重这些方面的提升，从而带来更为明显的财务绩效改善。最后，国有企业往往具有更大的市场影响力

和品牌优势，这使得它们在数字化转型后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化手段来拓展市场、提升品牌影响力。数

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更好地掌握市场需求和变化，更准确地进行产品开发和市场销售。因此，国有企业

在数字化转型后可能更容易实现市场份额的扩大。 
综上所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在国有企业中比非国有企业更加明显。然而，这并不

意味着非国有企业就无法从数字化转型中获益，只要它们能够克服自身在资源、组织和管理等方面的不

足，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同样也能够实现财务绩效的提升和长远发展。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第一，整体而言，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在稳健性检验后仍然

成立。从目前来看，数字化转型已然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在数字化时代，企业必须紧跟时代

潮流，积极拥抱新技术，通过数字化转型来优化业务流程、提升运营效率进而实现财务绩效的提升。数

字化转型不是孤立的，它需要企业整合内部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与外部合作伙伴建立紧密的合

作关系，共同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进程。这要求企业具备开放的心态和合作精神，善于利用外部资源，实

现资源共享和互利共赢。此外，数字化转型需要企业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不仅仅局限于技术方面的研

究与突破，更要着眼于长远的发展，注重企业内部创新性人才的培养、高效内部管理体系的搭建以及对

创新激励机制的完善等。各种途径齐头并进，共同促进数字化转型。 
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供应商集中度，并且通过这一过程来提高企业绩效，首

先，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优化企业的供应商管理。通过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数字化工具，企业可以更

加精准地分析和管理供应商信息，降低对少数供应商的依赖，实现供应链的多元化和稳定化。这不仅可

以降低企业的供应链风险，还有助于提升企业的议价能力，为财务绩效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其次，降

低供应商集中度有助于企业提高采购效率和成本控制能力。如果过于依赖部分供应商，企业可能面临供

应商价格垄断、交货不稳定等问题，导致采购成本上升和运营效率下降。而数字化转型能够帮助企业打

破这种局面，通过扩大供应商选择范围、优化采购流程等方式，降低采购成本，提升运营效率，从而改

善企业财务绩效。 

5.2. 对策建议 

对于政府而言，首先政府可以就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相关政策方面的扶持，并明确企业数字化转型

战略导向，帮助企业厘清数字化转型方向，降低企业的试错成本，使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加高效。其次，

政府可以采用降低数字化转型企业税收比例、提高企业资金补贴额度等手段，降低企业的风险与成本。

再者，政府应建立行业交流平台，通过举办数字化论坛、研讨会等活动，促进同行业企业之间的交流与

合作，分享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经验和最佳实践，降低企业探索成本。最后，政府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同时规范市场行为，防止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不正当竞争和违法行为。 
对于企业而言，首先企业制定应明确的数字化转型战略，结合自身企业所处发展阶段和市场地位等，

制定适合的转型战略。其次，企业需优化对供应商的管理，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应逐步降低供应

商集中度，利用大数据检索与信息系统，将更多潜在的优质供应商纳入企业的供应链条，最终实现企业

供应商的多元化和企业供应链的稳定化。同时，应加强对供应商的评估与了解，对不同供应商的信用水

平和服务质量进行评级，帮助企业更加便捷地筛选供应商，并确保供应商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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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企业应提升数据分析能力，加强企业内部对高新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加大人才引进力度，通过一系列

激励手段和合理的晋升通道吸引人才，提高数据分析能力，以更好地利用数字化手段优化供应链管理，

提高财务绩效。最后，企业应加强合作，以积极的态度寻求合作。通过合作，企业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互

通有无，共同交流经验，提高效率，实现共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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