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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时代的重要趋势和必然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民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本文选取2013~2021年在中小板及创业板上市的中小企业与其所贷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指数进行年度匹

配，考察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

型能够通过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显著地驱动中小企业持续性创新。进一步分析表明，商业银行数

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持续性创新的促进作用会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银行竞争程度更高地区的企业更

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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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 banks is an important trend and inevitable choic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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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era, which greatly affect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is paper selects SMEs listed on the SME Board and ChiNext Board from 2013 to 2021 to match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dex of the banks they lend to annually and examines the impact and mech-
anis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 banks on the sustainable innovation of SM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 banks can significantly drive the continu-
ous innovation of SMEs by alleviating the financing constraints of SMEs.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 banks will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SMEs 
more significantly than that of technology-intensive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in regions with 
higher bank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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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创新是第一动力”“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

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在数字时代把握发展机遇，全面推动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进而驱动中小企业实

现持续性创新，这是推动数实融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2021 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 R&D 经费年均增长率为 14.5%，增速

远超大型企业。我国现有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 4 万多家，“小巨人”企业 4762 家。尽管如此，中小企业

仍长期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使其创新活动受限。这主要是由于中小企业缺乏足值抵押物，

自身信用基础薄弱；融资渠道不畅通且商业银行缺乏匹配的金融产品；我国管理体系、风险控制机制不

健全以及政策扶持力度不足等因素导致[1] [2]。传统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需要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加以解

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带来重大突破，银行业也开始了数字化

转型之路。2022 年 1 月 27 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全面提出商

业银行数字化的原则、框架与目标，明确了我国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之路。 
目前，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大部分集中于商业银行自身的理论研究。关于商业银行为何进

行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商业银行为了适应国家经济战略需要、适应新的市场环境、保证商业银行的

安全运营从而在数字化的浪潮中保持竞争力，在数字化层面的改变是商业银行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3] 
[4]。数字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及云计算等为银行开办业务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通过数字

化转型，商业银行逐渐地将自身建设成为数字化银行生态系统，促进信贷供给增加，推动信贷配置“脱

虚向实”，增强风险管理能力，促进创新发展[5]-[7]。关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

国内外大多数研究学者都认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信贷担保能力、提高

融资可得性三个方面来促进中小企业融资，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8]。 
近年来，也有许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服

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随着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呈现 U 型[9]。同时，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中小企

业的信贷可得性，增强金融服务中小企业的普惠性，极大程度地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进一步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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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显著促进企业自主创新以及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10]-[12]。但目前尚缺乏关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

中小企业创新活动持续性的相关论证。 
理论上，商业银行通过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好地整合中小企业的关键信息，缓解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

称程度，不仅提高了银行放贷意愿，也降低了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而融资

约束也正是限制企业持续性创新的重要因素，因此，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或将正向影响中小企业持续性

创新。那么，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中小企业持续性创新？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如何？是否会因

企业属性、区域的不同，体现出显著差异？这些问题的探讨丰富了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助力实体经济的

相关研究，也为政府进一步推进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实证基础。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选取 2013 年~2021 年在中小板及创业板上市的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将其与所

贷款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指数进行匹配，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

持续性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商业银行通过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约

束，进而促进其持续性创新。与此同时，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会对技术密集型企业起到“如虎添翼”的

作用；中小企业所在地区的银行竞争度会正向调节银行数字化对企业持续性创新的积极影响。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为：首先，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涉及我国多维度多

方面技术经济的发展。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小企业联系千家万户，因而其创新活动能否持续进行

更是关系着实体经济的命脉。但是现有文献少有研究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对中小企

业的持续性创新的影响更是留白。因此，本文实证研究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影

响，拓展了对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微观经济效果的研究，为我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实体经济产生

的积极影响提供了证据。其次，本文通过实证检验了融资约束起到的部分中介效应，这有助于厘清商业

银行数字化转型影响中小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微观作用路径。最后，为政府更好地推动商业银行数字化转

型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有益借鉴，能更有效地解决实体经济的融资问题。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持续性创新作为一种循环反馈创新，其创新活动具有投入高、周期长、风险大以及不确定性大的特

点。这就需要企业在进行创新活动时投入大量而稳定的现金，因而，融资约束就成为制约持续性创新活

动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企业开展创新活动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绝大多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难以通过自有资金开

展大规模创新活动，从而需要寻求外部融资。但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由于缺乏融资渠道、缺乏足值的

抵质押物以及与银行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长期面临较高的融资约束。企业融资约束强时，通常无

法获得充足的外部融资，从而面临研发投入资金受限等问题，难以保障充足的持续性研发投入，进而会

制约企业的创新活动[13] [14]。另一方面，由于投资者与企业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所以企业在面临

较高的融资约束时，其融资成本也会相对较高[15]。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选择时间短且收益快的创新项

目，以实现快速创收来弥补融资成本。但是从长远看，这一决策不利于企业的持续性创新及发展。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格局的内在要求，通过数字化转型，商业银行可以缓解中小企业长

期面临的融资困境，进而缓解其创新活动难以持续进行的问题。首先，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极大地缓解

了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排斥，提高了其融资可得性。在传统的借贷关系中，银行贷款人员通过与借款

客户频繁的个人接触，能够收集到可供银行借鉴和使用的借款人信誉信息，这些私人信息大多为软信息

[16]，不容易使用数字分数来概括，也不易于在银行外部复制和传输，但却能够建立比公共记录更加完整

的借款人形象。然而，通过“贷款专员”获取软信息的成本较高并且信息真伪难辨，因此，在我国的传

统银行金融服务体系下，相关的“硬信息”是企业想要在银行等金融机构处获得贷款的重要凭证，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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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缺失则是造成银行“信贷歧视”的关键因素。然而在数字时代，商业银行通过数字化转型，可以借

助信息技术重新分析企业的信用可信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企业“硬”信息不足，提高了企业的透明

度，进而减少了银企间的信息不对称。这有利于银行提出企业双方均能接受的降低非利率性或者利益增

加的信款门槛，使得更多无“硬”信息的低风险型客户也可以获得贷款[17]。其次，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

降低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第一，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精简了业务流程。将重复的业务和审核环节合

并，会减少摩擦成本，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便利，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18]。第二，商业银行数字

化转型加剧了信贷市场的竞争，促使传统金融机构开发更低成本的金融产品。这将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

成本，缓解融资约束。第三，第三方互联网金融支付平台可以让信贷双方在相关的网络平台完成金融交

易，节约了线下结算的成本[19]。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越高，越能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进而促

进中小企业持续性创新。因此提出假设 H1。 
H1：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中小企业持续性创新。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鉴于 2013 年作为金融科技元年，因此选取 2013 年作为观测期起点。本文选取 2013~2021 年在中小

板和创业板上市的中小企业作为样本。通过查询 CSMAR 中上市公司贷款数据库，将全部信息统一调整

为以中小企业为主线，形成以年份、企业所贷银行、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等为辅助线的数据集，并

且剔除无贷款记录、所贷银行不明晰以及直接显示为金融机构的企业。最后为了保证实证样本数据质量，

进一步对数据进行筛选。1) 剔除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类企业；2) 剔除 ST 股、ST*标股和样本期间

内进行 IPO 或已经退市的企业；3) 剔除掉关键数据缺失的企业；4) 本文以“3 年连贯”为原则，保留那

些至少连续 3 年数据连续的样本；5) 对初始样本数据进行(1%，99%)的双向缩尾处理，避免异常值带来

的影响。 
本文的数据来源为 CSMAR 数据库和同花顺数据中心，以及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由北京大学公

布。 

3.2.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3.2.1.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持续性创新 
企业持续性创新是指企业通过长期创新投入使技术创新活动得以持续，进而实现创新能力和经济效

益持续提升的活动[20]。本文为更好地反映企业过去与现在创新活动的内在联系，以企业产出维度的持续

性创新来衡量企业的持续性创新。 
学界对于创新持续性的衡量方式主要有借助 0~1 变量衡量是否创新，或通过滞后一期创新绩效对当

期创新绩效进行回归检验得到。而本文将持续创新作为独立研究变量，采用创新产出指标(专利申请量)的
前后期对比来反映创新的持续程度[21]。计算公式具体如下： 

( )i,t i,t 1
i,t i,t i,t 1

i,t 1 i,t 2

OIN OIN
OIP * OIN OIN

OIN OIN
−

−
− −

+
= +

+
                           (1) 

其中， i,tOIP 为企业 i 在第 t 年的持续性创新， i,tOIN 、 i,t 1OIN − 、 i,t 2OIN − 分别表示企业第 t、t − 1、t − 2 年

的专利申请数量。这一计算方法是对企业创新活动连续性的综合性评估，更加精准地反映了企业创新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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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的动态变化和整体表现。 
(2) 解释变量：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是涉及数字技术应用、数字化产品和业务服务以及数字化组织战略管理等多个

维度的综合性变革，如何精准刻画银行数字化转型水平具有挑战性。而北京大学公布的商业银行数字化

转型指数在衡量及评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进程时，从战略、业务和管理三个核心维度出发，构建了一

套科学且全面的指标体系。这套体系不仅多维度地测度了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程度，而且在二级

指标上特别涵盖了数字技术关键词、数字化服务渠道、数字化金融产品、数字化研发能力、数字化组织

架构、信息科技董事会成员、信息科技高管配置以及数字化合作策略等八大方面[22]。因此，本文采取了

北京大学公布的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2010~2021)。 
(3) 中介变量：融资约束 
本文借助企业规模(Size)和企业年龄(Age)来构建 SA 指数[23]，并且取 SA 指数绝对值的对数作为本

文中融资约束的衡量指标。SA 指数数值愈大，表明企业的融资约束愈高。 
(4) 控制变量 
参考现有文献，为了尽可能解决遗漏变量偏误，选取与企业创新活动相关的各类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具体控制变量如下：企业年龄 Age,为当前年份与企业成立年份之差；公司成长能力 Growth，为年末总资

产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 NPR，为(当期净利润/上期净利润) − 1；董事独立性 IDB，独立董事人数/董事

会总人数；前十大股权集中度 Structure 以及固定资产比 GZB，固定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 
各变量的主要含义见表 1。 
 

Table 1. Definition of Main Variables 
表 1. 主要变量的定义 

变量用途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持续性创新 OIP 定义见正文 

解释变量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 Bankdigital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 

中介变量 融资约束 SA SA 指数绝对值的对数 

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 Age 当前年份与企业成立年份之差 

企业成长能力 Growth 年末总资产增长率 

董事独立性 Idb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 

净利润增长率 Npr (当期净利润/上期净利润) − 1 

股权集中度 Structure 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占比 

固定资产比 Gzb 固定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 

3.2.2. 模型构建 
首先，为了验证企业创新的持续性，构建如下模型(2)： 

i,t 0 1 i,t 1 2 i,t 3 i,t i,tOIN OIN Age Sizeα α α α µ−= + + + +                          (2) 

其中， i,tOIN 表示企业 i 第 t 年的产出创新(专利申请量)，若滞后项的回归系数为正数且在统计上显著，

则表明企业创新产出具备持续性特征。 
其次，为考察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影响，进一步构建模型(3)，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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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0 1 i,t 1 i,t i,tOIP Bankdigital Controls Year Industryβ β ε−= + + + + +∑ ∑ ∑                  (3) 

其中， i,tOIP 表示企业持续性创新， i,t 1Bankdigital − 表示企业所贷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指数， i,tControls
为控制变量， Year∑ 和 Industry∑ 分别代表年份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 i,tε 为随机误差项。若滞后项

前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数，则说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持续性创新起到了促进作用。 

4. 实证结果 

4.1. 变量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统计显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及其分项指标方差不大，表

明该指标不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而从被解释变量方差的考察来看，企业持续性创新 OIP 方差分别为

270.253，波动相对较大，表明样本企业间创新活动的持续性存在显著差异。值得一提的是，从对样本企

业 Npr (净利润增速)的统计看，该指标均值为−84.9576，未突破正值，表明平均来看两板企业的盈利相对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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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OIP 持续性创新 1046 454.7266 270.253 1.00 457.50 922.00 

Bankdigital 商业银行数字化 1046 4.2393 0.379 2.46 4.41 5.06 

Age 企业年龄 1046 16.8059 4.727 4.00 16.00 36.00 

Growth 企业成长能力 1046 17.9091 95.265 −61.38 5.41 2381.67 

Idb 董事独立性 1046 0.3887 0.063 0.18 0.38 0.67 

Npr 净利润增长率 1046 −84.9576 727.256 −8133.62 5.86 3575.69 

Structure 股权集中度 1046 30.9953 17.705 0.63 26.54 79.93 

Gzb 固定资产比 1046 0.1642 0.115 0.00 0.15 0.67 

4.2. 基准回归结果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影响结果见表 3。首先为验证企业创新活动是否存在

持续性，选取系统 GMM 模型回归，计量方式上选择了 Stata 中的 xtabond2 指令，在仅控制企业年龄和净

利润增长率两变量下，进行滞后一期产出创新对当期产出创新进行系统 GMM 回归。得到回归结果见表

3 的列(1)。回归结果表明：在对企业年龄、净利润率进行控制后，企业产出创新的一阶滞后项对企业当

期产出创新的影响系数为 1.024，且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据此，验证了样本企业的产出创新存

在持续性的特征。 
进一步地，在验证企业创新存在持续性后，接下来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是否对企业持续性创新起

到了正向影响进行验证，得到实证结果见表 3 的列(2)、(3)所示。从实证结果来看，持续性创新指标前系

数为 97.752，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中小企业持续性创新。

其经济学含义在于，当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提高 1 单位，将带来下一期企业持续性创新 97.752 单位

的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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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 banks on SMEs’ sustainable innovation 
表 3.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回归结果 

变量 
OIN OIP 

(1) (2) (3) 

OINt-1 1.024*** (28.08)   

Age −0.315** (−1.83)   

Npr 0.001** (1.93)   

AR(1) 0.065   

AR(2) 0.373   

Hansen 0.334   

L.Bankdigital  95.250** (2.49) 97.752** (2.56) 

Constant  507.995*** (3.01) 524.459*** (2.91) 

控制变量  No Yes 

行业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864 864 

R2  0.0474 0.0593 

注：表中***、**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4.3. 稳定性检验 

专利数量反映了企业的创新产出，而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积极效果同样可以反映在企业创

新投入方面。无形资产与企业的创新活动密切相关，无形资产增加作为企业创新投入的结果，可视为企

业创新活动的综合反映。因此，本文以无形资产增量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替代上文的专利数量来衡量企

业的持续性创新[24]，记作 Sustain，并对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4 的列(1)、(2)所示。由回

归结果可知，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仍促进中小企业持续性创新，表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强化企

业的创新研发投入，激励企业的持续性创新行为，该检验结果再次验证了假设 1。 
 

Table 4. Robustness check by replacing the explained variable 
表 4.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Sustain 

(1) (2) 

Bankdigital 0.0031 (1.43) 0.0036* (1.66) 

Constant 0.0074 (0.78) 0.0059 (0.59) 

控制变量 No Yes 

行业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046 1046 

R2 0.1626 0.0533 

注：表中***、**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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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机制分析 

本文采取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前文理论分析提出的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小企业持续性创新

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参考江艇[25]对因果推断研究中的中介效应分析建议，本文所选取的中介变量即融

资约束 SA 对被解释变量即持续性创新的因果关系较为直观，已有大量文献验证了融资约束对于企业持

续性创新的影响[26]。因此本文重点关注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因此，在模型(3)的基础

上，本文设定模型(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i,t 0 1 i,t i,t i,tSA Bankdigital Controls Year Industryα α ε= + + + + +∑ ∑ ∑                  (4) 

模型(4)中， i,tSA 表示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 
中介效应结果见表 5，由列(2)可知，将融资约束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考量时，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

的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出负值，说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于融资约束具有明显的缓解效应。

换言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更为充裕的创新资本，从而

有效地促进了中小企业的持续性创新活动。 
 

Table 5. Mechanism Check: Financing Constraints 
表 5. 机制检验：融资约束 

变量 
SA 

(1) (2) 

Bankdigital 0.003 (0.54) −0.008*** (−4.14) 

Constant 1.232*** (43.33) 1.183*** (124.18) 

控制变量 No Yes 

行业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046 1046 

R2 0.2234 0.9243 

注：表中***、**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4.5. 异质性分析 

4.5.1. 基于行业属性划分样本的分析 
从企业属性层面看，处在不同行业的不同企业，无论是面临的融资约束，还是企业管理系统，都存

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性同样能够致使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作用的发挥呈现出异质性。由于其业务特性，

往往需要配备大量高端、尖端且新颖的技术设备，这自然导致了更高的融资需求与融资约束。与此同时，

这些企业通常汇聚了众多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和尖端技术，共同促使该类企业拥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

能力。 
对于是否为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异质性检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其结果如下表 6 中列(1)和(2)所示。从

回归结果的数值来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与非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持续性创新的影

响系数分别为 112.539 和 31.203，前者在 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于技术

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从而验证了相关假设。通过数字技术的赋能，商业银

行数字化转型为这类企业的经营发展与创新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起到了“如虎添翼”的积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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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基于银行竞争度划分样本的分析 
银行竞争度愈高愈促使银行搜集和挖掘企业信息，进一步降低银企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缓解企业

的融资约束[27]。因此，本文依据银行竞争度将样本分为高、低两组进行检验。 
针对商业银行竞争度异质性的实证检验，同样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将银行竞争度进行归一处理，因

为是负向指标，所以将 HHI 低于 0.05 的地区归为高银行竞争度地区，将 HHI 高于 0.2 的地区归为低银行

竞争度地区，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6 中列(3)和(4)所示。从结果来看，列(3)和列(4)所代表的“高银行竞争

度”和“低银行竞争度”地区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313.651 和 175.348，均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

“高银行竞争度”地区的回归系数更高。这表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于银行竞争度高的地区，在支

持当地中小企业进行持续性创新上促进效果更为显著。数据的经济学含义在于，对于银行竞争度高的

地区，商业银行数字化指数每增进 1 单位，就能带来本地企业下一期的产出持续性创新提升 313.651
个单位。 

 
Table 6.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 6. 异质性分析 

变量 

OIP OIP 

(1) (2) (3) (4) 

技术密集型企业 非技术密集型企业 高 HHI < 0.05 低 HHI > 0.2 

L.Bankdigital 112.537** (2.56) 31.203 (0.41) 313.651** (2.35) 175.348** (2.09) 

Constant 36.976 (0.21) 820.988** (2.56) −341.823 (−0.63) 330.686 (1.0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77 287 132 202 

R2 0.0790 0.1351 0.2033 0.1554 

注：表中***、**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通过前文的理论分析及实证研究，可以结论如下。 
首先，实证结果表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来推动企业持续性创新，

并且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影响具有时滞性，即当期商业银行数字化指数的提高

会对企业下一期的创新活动具有提振作用。这种时滞性源于转型的动态渐进性，其中涉及诸多挑战和风

险，使得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从启动到实际效益显现之间存在一个时间缓冲期。 
其次，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密集型中小企业持续性创新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银行竞争会正

向调节该地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持续性创新的提升作用。 

5.2. 建议 

第一，从如何进一步推进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角度来看，在强化商业银行战略数字化以及业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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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商业银行管理数字化。为此，商业银行应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治理结构和组织

管理的深度融合。一方面，在银行组织内部，应增加对数字金融部、金融科技部等关键部门的投入；另

一方面，注重数字化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提升银行管理层中具有信息科技背景的高管比例，以确保银行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具备充足的人才支撑。 
第二，商业银行应加快布局金融科技进步的步伐，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借力数字赋能作

用，将各种新兴技术合理融入业务开发运营，进行良性竞争；同时，为了更精准地满足企业融资需求，

商业银行应当重塑授信逻辑，将数字信息作为评估企业贷款的重要依据，从而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进一步推动企业创新活动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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