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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数字经济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创新$ 本文以
$%"".$%$%年沪深两市=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企业探索
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双元创新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
业*%大型企业)相对中小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相对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
可以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增进社会责任履行来促进企业双元创新#即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通
过改善企业内外部关系对企业双元创新产生双轨促进作用#其中在促进探索式创新中的中介效应
更大)内部控制改善和社会责任承担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对开发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

且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社会责任$ 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双元
创新#而且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双元创新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和正向调节作用$ 因此#各
地政府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企业则应加快数字化转型%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并不断强化探索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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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旧动能的转换(经济结构的升级都需要依靠科

技创新来实现& 与此同时#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移动互联等新兴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各个层
面的快速发展和应用#人类社会正加速步入数字经济时代!g''EK,(#$%"%"

,"-

& 与传统经济不同#数字经
济打破了经济主体之间联系的时空限制#并通过共享资源(普惠共赢等路径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发展的
方式和结构!GEJK,-6EK,(#$%$""

,$-

#也对企业创新行为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创新所实现的技术进步角度
看#企业创新可以分为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两类!

#探索式创新是企业脱离原有技术轨道#通过寻求
新知识(拓展新业务等实现技术突破的创新活动!>EEK,(#$%%9"

,!-

#而开发式创新则主要是通过对已有
创新资源的再次利用来对现有技术进行改善!GE--EJEK,(#$%%!"

,9-

& 两类创新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成效#

探索式创新更有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和长期业绩的提升#但通常具有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的特点'开
发式创新则可以提高企业利用现有资源的效率#降低新产品研发风险#但较难实现突破性技术进步& 在
改革开放后的长期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我国企业更多的是通过学习引进(模仿改进等进行开发式创
新#导致整体上探索性创新不足#进而制约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加上世界经济发
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企业必须加强探索式创新才能赢得市场竞争优势和实现内涵式增长& 因
此#有必要从双元的维度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进一步明确数字经济对企业探索式创
新和开发式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

已有文献在研究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时大多未进行创新类型的区分#部分涉及发明专利与
非发明专利比较的研究也只是将其作为证实的补充#未能从理论上进行深入探讨& 同时#从实证结果来
看#也不完全一致& 邱洋冬!$%$$"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发明专利和非发明专利的申请!授
权"数量都具有增进作用#而且总体上对发明专利的增进作用更强,<-

'郑雨稀和杨蓉!$%$$"也认为数字
经济对企业的发明专利!高质量创新"和非发明专利!低质量创新"都有增进作用#且促进高质量创新的
作用更强,3-

& 但蒋殿春和潘晓旺!$%$$"(胡山和余泳泽!$%$$"的分析却显示#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企
业的突破性创新!高质量创新"#而对企业渐进性创新!低质量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8:;-

& 进一步从数
字经济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来看#相关研究大多基于企业创新资源利用的视角展开分析#比如数字经济
可以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及资源约束!冗余资源"(增加研发投入(促进资本要素流动和人才集聚(

推动产学研合作和技术多元化(提高信息化水平(降低供应链集中度(扩展企业知识网络及高校知识转
移等路径来促进企业创新,8:"8-

#也有部分研究从企业发展环境角度探讨了数字经济通过改善营商环境(

降低环境不确定性等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蒋殿春等#$%$$'胡山等#$%$$"

,8:;-

& 然而少有文献从企业
的内外部关系角度来分析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作为本身具有较为复杂的组织结构的现代市场
经济主体#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处理好内部各部门(各环节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要处理好与
其他经济主体及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数字经济本身也具有通过数字技术提高经济单元运行效率和加强
经济单元之间经济联系的功能& 那么#在实践中#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否促进企业改善其内外部关系#进
而促进企业创新0 对于该问题的回答无疑有助于进一步深入认识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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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研究中#类似的分类还有突破性创新与渐进性创新(实质性创新与策略性创新(高质量创新与低质量创新等#

虽然其定义有所不同#但在实证分析中往往采用类似的划分方法#即通过发明专利与非发明专利来进行区分& 本文选择采
用探索式创新与开发式创新的分类#主要是基于其能较好地体现企业技术进步的方式和方向的考虑&



的内在逻辑&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研究数字经济对企业双元创新!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
新"的影响#并从能否改善企业的内外部关系角度探讨数字经济促进企业双元创新的有效路径& 具体来
讲#考虑到加强和完善内部控制是企业调整内部关系的主要方式之一#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提升企业形
象和获取更多外部资源是企业改善外部关系的重要策略之一#因而选择以内部控制质量和社会责任履
行水平为中介变量来分析数字经济能否通过完善内部控制和增进社会责任履行的路径来促进企业双元
创新& 此外#在文献梳理中发现#现有关于数字经济影响企业创新的研究中#$数字经济%基本上都是指
企业所在地区!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在实证分析中"& 但从广义上来讲#数字经济的发展
并不限于地区层面#企业自身也存在数字经济发展#而企业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在相关研究中通常被称
为$数字化转型%& 总体上看#现有研究通过$数字经济%与$数字化转型%的术语划分来分别探讨地区层
面和企业层面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这样有利于区别不同层面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的不同
影响#但也导致鲜有文献对两者之间的关联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沿用多数文献的做法#采用$地区数字
经济发展%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表述对两者进行明确区分#并尝试进一步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地区
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企业双元创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1一是同时分析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
创新的影响#拓展了数字经济影响企业创新的研究视角'二是检验了企业内部控制和社会责任履行在地
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双元创新中的中介作用#深化了数字经济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研究'三是进一
步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企业双元创新的中介和调节作用#为深入考察不同
层面数字经济的共同效应提供了一定借鉴& 总体而言#本文研究有利于深入理解数字经济在促进企业
创新!尤其是探索式创新"方面所具有的功能及其作用机制#进而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积极效应#有效
推动和加强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提供可靠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双元创新
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已得到众多经验分析的证实,<:"8-

#本文主要进一步探讨其
对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的促进作用& 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善了企业的发展环境#促使企业
转变战略规划方向#而且为企业在技术创新上寻求突破提供了更多机遇!&6,(#$%"2"

,";-

& 在传统经济形
态下#企业的知识资源往往以碎片化的形式存在#其整合和利用过程较为复杂并且耗时较长& 在数字经
济形态下#数据资源成为核心要素#突破了要素供给和创新需求的时空限制#降低了要素有限供给对创
新的约束'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但使企业能够有效识别和预测市场需求#而且可以提高人力(知识(

资本等创新资源的质量和配置效率#并降低技术创新风险& 因此#一方面#数字经济创造了新的需求和
技术进步路径#并改善了原有的企业创新体系#促进了异质性知识的交流和碰撞#进而推动企业寻求和
利用新的创新资源进行探索式创新'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还可以对既有创新资源进行更有效的整合和再
利用#进而提高企业开发式创新的绩效&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以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基础的新经济形态#可以促进异质性知识和资源的
有效结合#促使企业摆脱技术进步的路径依赖#推动企业更积极地进行探索式创新& 第一#地区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企业的信息搜集提供了便利#会加速企业内部知识库的更新#促进异构知识的碰撞

;8

李永奎$刘晓康!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双轨促进作用研究



与融合!陈国青等#$%$%"

,"2-

#异质性创新资源的交换与共享可以防止企业陷入创新能力刚性陷阱#让企
业敢于和能够突破原有的技术路径和商业模式#这为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提供了更多新的可能& 第二#地
区数字经济发展不仅缓解了企业创新的资源约束#还有利于企业形成更加灵活的有效的创新活动管理
机制!戚聿东等#$%$%"

,$%-

#打破以往的创新模式#进而保障探索式创新的顺利进行& 第三#地区数字经
济发展可以有效拓展企业创新的主体边界#使得客户(供应商甚至竞争对手都可以深度参与到创新过程
中来!*,PW67,- EK,(#$%"2"

,$"-

#创新主体多元化则有助于企业快速掌握市场信息(了解技术发展前沿趋
势(增强企业进军新业务领域的意愿#这也为探索式创新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

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企业发掘现有资源的潜在创新价值#促进企业打破资源束缚#拓展产
品和服务的新功能#在现有技术路径上进行开发式创新& 第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使企业能够在更广阔
的时空范围内获取(共享和重组创新资源!N'Y,(TJ67D-,-#$%"!"

,$$-

#这种赋能效应有助于企业以更低的
成本整合现有的创新资源#通过挖掘要素的新用途并提高其使用效率推动开发式创新& 第二#地区数字
经济发展会推动企业对现有技术进行数字化改造或智能化升级#使其在原有技术领域持续保持竞争优
势#并通过技术迭代拓展技术创新体系#进而为开发式创新奠定坚实有力的基础& 第三#地区数字经济
发展使企业可以在产品设计完成后根据用户的反馈进行扩展和改进!g''EK,(#$%"$"

,$!-

#这种持续的发
展过程使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多样化的多变的客户需求#为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和改进提供持续动力#进而
推动企业的开发式创新&

由此提出假说>"1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促进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

已有文献研究发现,<:"8-

#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多样化的异质性& 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
业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的影响也具有类似的异质性#参考相关研究的方法和结论#本文主要从企业
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企业所在区域!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 从企业的产权性质来看#国有企业与非
国有企业存在显著差别& 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由于具有所有权优势以及软预算约束#往往会形成
更高程度的资源错配#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主要是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来实现的#

因此其对国有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大& 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与中小
型企业存在显著差异& 相比规模较小的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风险抵抗能力#也
能更充分地获取和利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进而产生相对更强的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
促进效应& 从企业所在区域来看#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状态存在显著差异& 相比东部地
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同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也较低#从而使地区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发展的赋能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得到实现#进而对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
产生相对较大的促进作用&

由此提出假说>$1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企业异质
性#表现为对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相对中小型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相对东部地
区企业"的双元创新促进作用更强&

$.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内部控制改善与企业双元创新
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 一方面#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内部

控制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成为现代企业发展的方向#数字元素也成为决定企
业发展和企业管理的关键力量#这就要求企业对内部控制进行数字化创新#从而提高内部控制质量& 另
一方面#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改善企业的内部控制环境(提高企业的风险评估能力和财务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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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1数字技术的应用使企业财务流程得以简化#内部数据的流通和保存得以优化#进而降低信息不对
称程度#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企业数据管理能力的提高不仅可以产生直接的生产力提升效应#还可以有
效提高其他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李唐等#$%$%"

,$9-

'通过数字技术可以有效配置企业原本难以使用的
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缓解有限知识与无限决策的矛盾#优化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数字经济通过降低股
东和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强化审计监督等降低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由此提升企业
内部控制质量!陈小辉等#$%$$"

,$<-

& 因此#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优化企业的管理方式#促进企业的
组织变革#提升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

企业的创新与其自身的内部控制密切相关#内部控制的强化和完善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

也会降低创新成本(提升创新绩效#进而促进企业创新行为& 相关研究也大多认可内部控制质量提高对
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1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会通过恶化两类代理问题等对企业创新投入产生抑制作用
!倪静洁等#$%$%"

,$3-

#内部控制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张晓红等#$%"8"

,$8-

#企业
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李瑛玫等#$%"2"

,$;-

#内部控制体系建设能够通过
促进企业创新投资的途径对经济发展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影响!钟凯等#$%"3"

,$2-

#企业的内部
控制与其创新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王亚男#$%"2"

,!%-

#内部控制水平的提高会促进企业创新!顾海峰
等#$%$%"

,!"-

#等等&

进一步从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来看1一方面#随着技术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技术更新速度
的加速以及企业之间竞争的加剧#探索式创新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而探索式创新具有高风险
性和不确定性(高成本和长周期等特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可以增强企业内部的协调和统一#有利于
精准评估(识别和应对实施探索式创新带来的风险#并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在促使企业积
极开展探索式创新的同时也降低创新风险(提高创新成功概率& 另一方面#企业内部控制具有风险防范
和自我调节的功能#在拥有良好内部控制的企业中#为了降低企业面临的风险#管理层更有可能加大开
发式创新的实施力度'同时#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也使得企业的开发式创新成本降低& 可见#企业内部
控制的改善对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都会产生促进效应&

再从探索式创新与开发式创新的比较来看1当企业实施新产品和新技术研发的探索性创新时#需要
互补型知识'当企业实施对现有产品和技术进行改进的开发式创新时#需要辅助型知识& 与辅助型知识
相比#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更能促进企业整合和利用互补型知识& 此外#开发式创新需要较少的创新资
源#面临的风险也较低#相应地对内部控制的要求和依赖性较少& 同时#当内部控制质量提高时#企业的
风险承担能力增强#还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更多资金#此时管理者更有可能将增
量资金投资于探索式创新& 因此#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企业内部控制改善#而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
会促进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且对于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

由此提出假说>!1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路径来促进企业双元创
新#且内部控制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中的中介效应更大&

!.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双元创新
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也会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产生影响& 企业的发展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则是企业改善外部关系的重要措施#承担较多的社会责任往往会给企业带来更好的社会形
象#从而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并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然而#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
主体#利润最大化是企业追求的目标#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普遍较弱& 随着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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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理念和方式的转变#社会对企业提出了更多的社会责任要求#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完善社
会信用信息系统& 随着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应用#社会各界的信息收集能力不断增强#信息传播
内容和渠道不断拓展#使得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更加公开透明& 这会强化社会责任履行的信号传
递功能#也会强化社会对企业的监督机制#社会责任履行较好的企业会得到更多的认同和外部资源#而
社会责任履行较差的企业则面临更多的负面影响& 因此#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会促使企业更好
地履行社会责任&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通过声誉机制使其与政府(银行(投资者等建立良好的关系#有助于缓解企
业面临的资金约束#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形成的企业形象还会激发知识型员工的
组织认同感#从而提升员工的创新意愿'企业对内部员工的社会责任履行!如改善工作环境(增加社会福
利"可以吸引创新人才加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巩固和改善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使更多主
体更有意愿参与和支持企业创新& 因此#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积累社会资本#并能提高
员工职业安全感#改善管理层短视现象#缓解融资约束#从而促进技术创新!吴迪等#$%$%'陈钰芬等#

$%$%"

,!$:!!-

&

从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来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使其与利益相关者和其他经济主体形成良好
的社会网络#既可以从中获取探索式创新所必需的异质性知识和信息#又有利于更好地挖掘和利用现有
知识的潜在价值进行开发式创新!>EEK,(#$%%9"

,!-

& 社会责任履行较好为企业带来良好的声誉#使其
更易获取创新活动所需的各类资源#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的提升#也有助于管理层
增强企业持续发展的信心并进行长远规划#这会促使其管理层更有意愿实施长期战略#进而更加重视和
积极实施探索式创新以更好地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目标& 尤其是在企业探索性创新相对不足的情形
下#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对其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 季桓永等!$%"2"的研究也表明#企业更
多地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显著正向影响探索式技术创新#但对利用式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9-

& 因此#地
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一方面会强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其成长和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为企业
获取新的异质性创新资源和挖掘利用已有资源的创新价值提供了更多便利#从而促进企业的探索式创
新和开发式创新'相对于短期发展#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长期发展的影响更大#而探索式创新比开发式
创新更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因而企业增进社会责任履行产生的探索性创新促进效应比开发式创新
促进效应更大&

由此提出假说>91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增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路径来促进企业双元创
新#且社会责任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中的中介效应更大&

三(研究设计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为检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本文构建基准面板回归模型!""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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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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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

!""

其中#下标%(&('分别表示企业(城市和年份#012.和"-3分别代表时间和行业固定效应!虚拟变量"#

"

%&'

为随机误差项&

被解释变量有$个#分别为$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 毕晓方!$%"8"等基于会计核
算方法采用上市公司研发活动中的费用支出和资本化支出来反映企业的双元创新,!<-

#但是#费用支出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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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化支出可能会受到外包(财务信息造假等因素的影响#还存在统计不完整(数据错误和缺失等问题#

较难真实反映企业的双元创新行为& 因此#本文借鉴钟昌标等!$%"9"(黎文靖等!$%"3"和M6等!$%$$"

的研究,!3:!;-

#采用$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加"后取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水平#采用$实用新
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数量之和加"后取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的开发式创新水平&

核心解释变量为$地区数字经济%!$"*""& 借鉴赵涛等!$%$%"的方法,!2-

#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普惠
金融两个方面来测算样本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在互联网发展方面#参照黄群
慧等!$%"2"的研究,9%-

#采用$互联网普及率%$数字化人员基础%$互联网相关产出%$邮政业务%$数字产
业应用基础%<个指标进行测算!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则采用北京大
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联合编制的市级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衡量& 对上述六个指
标数据进行同趋势化和标准化处理后#通过熵权法计算得到各样本城市各年度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控制变量!+,-'.,/"的选择借鉴了毕晓方!$%"8"等的研究,!<-

#从企业层面选取以下2个变量1$企业
规模%!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企业年龄% !企业成立年限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4总资
产"($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4总资产"($股权集中度%!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总资产周转率%!销售
收入4总资产"($固定资产比%!固定资产4总资产"($管理费率%!管理费用4营业收入"($两职合一%!虚
拟变量#董事长和总经理为同一人赋值为"#否则赋值为%"&

为检验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与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企业双元创新中是否具
有中介作用#本文借鉴温忠麟等!$%%9"的方法,9"-

#在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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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介变量有$个1一是$内部控制%!"+"#采用迪博数据库的$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来
衡量#其分值范围为%c"%%%#为便于分析对其进行除以"%%处理#其值越大表明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越
高& 二是$社会责任%!+4!"#采用和讯网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数%来衡量#该指数能够较好地反映上市公
司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并被国内众多学者认可和使用!王站杰等#$%"2"

,9$-

#其值越大则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的积极性和水平越高&

$.样本选择及数据处理
本文以$%"")$%$%年度沪深=股的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删除金融和公共事业类上市公司(@I和

!

@I上市公司以及财务数据严重缺失和异常的上市公司#同时#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双侧"a的缩尾
处理以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最终得到" ;$$家上市公司的"; $$%个$企业)年份%观测值& 其中#企业的
专利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e/@"#财务数据来源于万德!U6-H"和国泰安!C@S=e"数
据库#城市数字经济的指标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并对企业与其所在
城市进行匹配#进而构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双元创新的面板数据& 表"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从中可以发现1样本企业之间的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水平均存在明显差异#样本城市的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也不平衡#样本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以及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同样是差异明显'此外#样本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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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样本期间的开发式创新总体上多于探索式创新&

表"#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探索式创新 "; $$% ");9" ")<98 % <)29;

开发式创新 "; $$% ")2;; ")3;! % 3);<;

核心解释变量 地区数字经济 "; $$% %)%93 %)%9$ %)%%$ %)9$$

中介变量 内部控制 "9 89; 3)!<2 ")!2; % 2);<3

社会责任 "8 %89 $$)223 "9)";3

b

";)9< 2%);8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 $$% $")8<< ")9%$ "2)%%" $<)3$3

资产负债率 "; $$% %)!23 %)"28 %)%9; %);8$

企业年龄 "; $$% !)%;" %)$$9 $)<3< !)3;2

净资产收益率 "; $$% 2)9%! "!)"""

b

9<)"9; <%)$9;

股权集中度 "; $$% 9;)"<; $$)8!8 "2)8< 2<)%%<

总资产周转率 "; $$% %)8%8 %)9%; %)"!! $)!8"

固定资产比 "; $$% %)$%" %)"!; %)%%8 %)3$3

管理费率 "; $$% %)%22 %)%33 %)";< %)!8<

两职合一 "; $$% %)$;< %)9<" % "

四(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基准模型回归及稳健性检验结果
对各变量的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主要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基本小于%)<'进一步的&1B检验结果显

示各变量的&1B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表明本文的实证模型中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可以进
行下一步的回归分析& >,V7P,-检验的Q值小于%)%"#拒绝原假设#因而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
归估计& 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地区数字经济%对$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的估计系
数均在"a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企业的双元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
用#假说>"得到验证&

表$#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探索式创新 探索式创新 开发式创新 开发式创新
地区数字经济

");3%

!!!

!3)<<" ");8%

!!!

!8)8<" ");;<

!!!

!3)";" ")2"3

!!!

!8)$""

企业规模
%)3%9

!!!

!8")8$" %)<!$

!!!

!<8)$8"

资产负债率 b

%)"8%

!!!

!

b

!)%9" %)$$$

!!!

!!)<2"

企业年龄
%)"9%

!!!

!!)9%" %)"%3

!!

!$)!<"

净资产收益率 b

%)%%3

!!!

!

b

8)9%"

b

%)%%;

!!!

!

b

2)$9"

股权集中度
%)%%<

!!!

!"")8%" %)%"%

!!!

!$%)9;"

总资产周转率
%)%<8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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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探索式创新 探索式创新 开发式创新 开发式创新
固定资产比 b

")%!2

!!!

!

b

"9)!!"

b

")"2%

!!!

!

b

"9);;"

管理费率
$)$;3

!!!

!"$)23" %)<3;

!!!

!$)2$"

两职合一 b

%)%2$

!!!

!

b

9)<%"

b

%)%2$

!!!

!

b

9)%2"

常数项 b

%)";2!

b

")<"" b

"!)8;%

!!!

!

b

<2)<!" %)!;<

!!!

!$);3"

b

"")839

!!!

!

b

93)%2"

年份4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 $"% "; $"% "; $"% "; $"%

=H5.e

$

%)"9! %)9%9 %)"3< %)!;8

B "";)! !<!)2 "!;)2 !!%)"

##注1

!!!

(

!!

(

!分别表示"a(<a("%a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K值#下表同&

为保障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1一是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 借鉴
柏培文等!$%$""的方法,9!-

#基于地理位置构建$地区数字经济%的工具变量& 首先#根据交通运输部发
布的*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利用谷歌地图的经纬度度量各样本城市到沿海港口的距离& 一般来讲#

到沿海港口的距离越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同时#考虑到本文的基础样本是随时间变动的动态面
板数据#而样本城市到沿海港口的距离是不随时间变化的#为使工具变量满足时间的动态性#进一步引
入随时间变化的$固定电话每万人用户数%变量#进而采用样本城市$到沿海港口距离的自然对数%与其
当年$固定电话每万人用户数%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该变量满足严外生与强相关的条件& 表!为工
具变量法!$@M@"的回归结果#=-HEJ7'- C,-'- MS统计量的Q值均为%)%%%#表明工具变量有效& 二是核
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处理& 借鉴唐松等!$%$%"的做法,99-

#采用$地区数字经济%的滞后一期项重新进行
模型回归#估计结果见表9的Q,-E(=& 三是改变回归模型& 由于企业的专利数据为正#并具有零值堆积
和正值连续分布的混合性特征#参考李春涛等!$%$%"的做法,9<-

#采用I'W6K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
结果见表9的Q,-E(G& 四是控制高阶联合固定效应& 控制时间和行业的双向固定效应是一种常规做
法#但可能较为$柔性%#对内生性控制尚不够严格#因而进一步控制$时间l行业%的高阶联合固定效应#

回归结果见表9的Q,-E(C& 上述检验中#$地区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的分析结
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工具变量法检验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数字经济 探索式创新 开发式创新

到沿海港口距离l固定电话用户数
%)%%% "

!!!

!!<)2!"

地区数字经济
3)233

!!!

!3)39" 8)9%8

!!!

!3)$$"

C

b

/U,(H B7K,K67K6L " $2%)32 " $2%)32 " $2%)32

f:QJT MS7K,K67K6L

" "$3)$$

!!!

" "$3)$$

!!!

" "$3)$$

!!!

"%aP,Z1&76]E "3)!; "3)!; "3)!;

e:7̂V,JEH %)!<" 2 %)!<" 2 %)!!2

##注1本表模型均控制了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限于篇幅#控制变量和常数项估计结果略!备索"#下表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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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Q,-E(=

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Q,-E(G

I'W6K模型
Q,-E(C

高阶联合固定效应
探索式
创新

开发式
创新

探索式
创新

开发式
创新

探索式
创新

开发式
创新

探索式
创新

开发式
创新

地区数字经济 $)!!%

!!!

!;)$3"

$)9$<

!!!

!8);<"

");8%

!!!

!8)83"

")2"3

!!!

!8)$""

")2"2

!!!

!8)28"

$)%<3

!!!

!8)88"

")2"2

!!!

!8)28"

$)%<3

!!!

!8)88"

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l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 !;2 "3 !;2 "; $"% "; $"% "; $"% "; $"% "; $"% "; $"%

=H5.e

$

%)!;9 %)!89

B !%%)2 $;;)3

$.异质性分析结果
本文采用分组检验法进行异质性分析#分组回归的结果见表<& 具体进行以下!种分组1一是依据

样本企业的产权性质将其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个子样本'二是按照\6-H数据库对企业
规模的分类#把样本企业分为$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两个子样本'三是根据企业所在城市的区域将样
本企业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两个子样本#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
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中西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
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比较表<中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可以发现1无论是对$探索式创新%还是$开发式创新%#$地
区数字经济发展%的估计系数在$国有企业%子样本中比$非国有企业%子样本大#在$大型企业%子样本
中比$中小企业%子样本大#在$东部地区%子样本中比$中西部地区%子样本大#表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
对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假说>$得到验证&

表<#异质性分析结果

Q,-E(=

产权性质

变#量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探索式创新 开发式创新 探索式创新 开发式创新

地区数字经济
9)%89

!!!

!3)!;" !);9;

!!!

!<)3!" ")8<$

!!!

!3)98" ");"2

!!!

!<)23"

观测值 < <2% < <2% "$ 3$% "$ 3$%

=H5.e

$

%)9!3 %)!22 %)!8$ %)!39

B "$;)$ ""%)% $$%); $"!)%

Q,-E(G

企业规模

变#量 大型企业 中小企业
探索式创新 开发式创新 探索式创新 开发式创新

地区数字经济
")8<$

!!!

!3)!<" $)";$

!!!

!8)$!" ")<89

!!!

!!)9$"

%)%<<!%)"%"

观测值 "9 8%% "9 8%% ! <"% ! <"%

=H5.e

$

%)!2< %)!;$ %)!$; %)!%!

B $8<)3 $3%)2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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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Q,-E(C

区域

变#量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探索式创新 开发式创新 探索式创新 开发式创新

地区数字经济
$)!!$

!!!

!;)$9" $)"39

!!!

!3);<" !)<83

!!!

!!)2$" $);;9

!!!

!$);8"

观测值 "! "3% "! "3% < %<% < %<%

=H5.e

$

%)998 %)9"2 %)!83 %)!<3

B !%<)9 $8$)% 22)!" 2")"!

!.内部控制和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分析及稳健性检验结果
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3所示& 从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来看1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

业双元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而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又对企业
双元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路径来促进
企业双元创新'进一步比较两种中介效应的大小#内部控制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中
的中介效应!9)%$a"比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开发式创新中的中介效应为!!)39a"更大& 由
此#假说>!得到验证& 从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来看1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双元创新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并能显著增进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而社会责任的履行又对企业双元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表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增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路径来促进企业双元创新'进一步比较两
种中介效应的大小#社会责任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中的中介效应!$)8;a"比在地
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开发式创新中的中介效应为!")2!a"更大& 由此#假设>9得到验证& 此外#

对比内部控制和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可以发现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即地区
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产生的企业双元创新促进效应比通过增进社会责任履行产生的企
业双元创新促进效应更大&

表3#内部控制和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探索式创新开发式创新内部控制探索式创新开发式创新社会责任探索式创新开发式创新

地区数字经济
");8%

!!!

")2"3

!!!

")%2"

!!!

$)"!9

!!!

$)"23

!!!

%)%%8

!!!

")889

!!!

");;"

!!!

!8)8<" !8)$"" !9)%!" !;)"<" !8)3<" !!)%8" !8)$9" !3)29"

内部控制
%)%32

!!!

%)%39

!!!

!;)3<" !8)!""

社会责任
%)%%8

!!!

%)%%<

!!!

!;)23" !<)22"

观测值 "; $"% "; $"% "9 8!; "9 8!; "9 8!; "8 %39 "8 %39 "8 %39

=H5.e

$

%)9%9 %)!;8 %)"2; %)!"< %)!%8 %)!%< %)!2% %)!32

B !<!)2 !!%)" "%<)% ";2)9 ";$)! $"9)2 !%9)% $8;)8

@'WE(检验
$)$!<

!!

$)$9!

!!

$)""<

!!

");%<

!

!%)%$!" !%)%$9" !%)%!9" !%)%8""

3;

李永奎$刘晓康!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双轨促进作用研究



##为确保中介效应分析结果的可靠性#采用替换解释变量(删除特殊样本和改变检验方法等方式进行
稳健性检验1一是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计算$地区数字经济%变量#并重新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见
表8的Q,-E(=& 与表3相比#回归结果没有显著变化#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为!)<9a!探索式创新"(

$)89a!开发式创新"#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为$);2a!探索式创新"(")8$ a!开发式创新"#依然是在地
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中的中介效应更大#且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社会责任& 二是
考虑到直辖市具有较大的特殊性#借鉴唐松等!$%$%"的方法,99-

#将四个直辖市的样本删除后重新进行
检验#回归结果如表8的Q,-E(G所示#也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三是采用G''K7KJ,Y自助抽样法进行中介
效应检验& 具体而言#对全样本进行" %%%次重复随机抽样#然后以抽取的" %%%组样本进行检验#检验
结果如表;所示& 内部控制和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估计值都显著#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的系
数置信区间均不包含%值#说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双元创新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都显著存
在#前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得到验证&

表8#稳健性检验"替换解释变量和删除特殊样本

变#量 探索式
创新

开发式
创新 内部控制 探索式

创新
开发式
创新 社会责任 探索式

创新
开发式
创新

Q,-E(=

替换
解释
变量

地区数字经济

内部控制

社会责任

观测值
=H5.e

$

B

@'WE(检验

%)%;<

!!!

%)"%$

!!!

%)%9!

!!

%)%;8

!!!

%)"%9

!!!

%)!<"

!!

%)%;%

!!!

%)%22

!!!

!9)83" !<)$"" !$)$3" !9)89" !<)"3" !")22" !9)9!" !<)%%"

%)%8%

!!!

%)%3<

!!!

!;);$" !8)93"

%)%%8

!!!

%)%%<

!!!

!2)%3" !3)%8"

"; $"% "; $"% "9 8!; "9 8!; "9 8!; "8 %39 "8 %39 "8 %39

%)9%! %)!;8 %)"28 %)!"! %)!%< %)!%< %)!;2 %)!32

!<$)" !$;)2 "%9)3 ";8)8 ";")% $"9)8 !%$)< $88)8

")%3;

!!

")%3;

!!

")929

!!

$)%83

!!

!%)%9<" !%)%9<" !%)%$%" !%)%!8"

Q,-E(G

删除
特殊
样本

地区数字经济

内部控制

社会责任

观测值
=H5.e

$

B

@'WE(检验

$)%8;

!!!

$)9;!

!!!

%)2<$

!!!

$)<%"

!!!

$)2$8

!!!

3)!;2

!!

$)%!$

!!!

$)92$

!!!

!8);3" !;)<%" !!)"%" !;)39" !2)$"" !$)9$" !8)<<" !;)!3"

%)%32

!!!

%)%<3

!!!

!8);8" !<);3"

%)%%3

!!!

%)%%3

!!!

!8)"<" !<)88"

"9 9%% "9 9%% "" 8%" "" 8%" "" 8%" "! 93" "! 93" "! 93"

%)!;% %)!3$ %)";8 %)$;; %)$38 %)!%$ %)!39 %)!9%

$3%)3 $9")< ;%)$3 "!3)" "$$)8 "8$)$ $$")" "22)"

");<$

!

");9<

!

%)9<<

!

")88<

!

!%)%3!" !%)%3<" !%)%39"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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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G''K7KJ,Y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中介变量 估计值 置信区间

探索式创新
内部控制

社会责任

间接效应
%)%!9

!!

!%)%!""

,%)%%!#%)%33-

直接效应
$)3<<

!!!

!%)%%%"

,$)";2#!)"$%-

间接效应
%)%9%

!!

!%)%"9"

,%)%%;#%)%8!-

直接效应
%)<28

!!

!%)%!3"

,%)%!;#")"<3-

开发式创新
内部控制

社会责任

间接效应
%)%!;

!!

!%)%"3"

,%)%%2#%)%;<-

直接效应
$)392

!!!

!%)%%%"

,$)"2%#!)"%;-

间接效应
%)%!3

!!

!%)%!%"

,%)%"%#% .%;!-

直接效应
%);92

!!!

!%)%%""

,%)!!;#")!3%-

五(进一步的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
本文所分析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是指企业所在城市的整体情况!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整体的产业

数字化及数字产业化程度"#其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更多的是从改善企业发展环境的层面发挥作用&

然而微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自身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升级改造的数字化转
型也会驱动企业的双元创新& 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对先进数字技术的利用能够低风险(低成本(高质量
地处理海量数据#提高企业的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流动速率#这为企业获得更多新的创新资源和充分挖
掘资源价值提供了信息支持#也为企业进行有效的双元创新增添了内部的技术和管理支撑& 同时#企业
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的代理问题和融资约束#并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而赋能企业创新
!潘红波等#$%$$"

,93-

'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和内部控制质量(增加信息透明度和降低交易成本(

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以及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吸收能力和适应能力等路径促进企业创新!杨洁等#$%$$'

段华友等#$%$$'范红忠等#$%$$'张吉昌等#$%$$"

,98:<%-

& 可见#数字经济可以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和
企业数字化转型两个层面促进企业双元创新#那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双
元创新的过程中会起到怎样的作用0 对此#本文尝试通过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企业双元创新%的框
架中嵌入微观层面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因素来进行初步探讨&

首先#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这不仅是由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数字化
转型之间的底层技术具有高度相似度和同源性#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
供更好的技术条件和发展环境#更在于其他经济主体的数字化转型会驱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地区数
字经济发展的宏观整体水平是微观个体数字化转型累积的结果#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各经
济主体的数字化水平也较高#这会使不进行数字化转型或数字化转型滞后的企业难以生存和发展#从而
倒逼企业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 诚然#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也会推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但这更多的是
企业整体层面发挥的作用#单个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受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比其对地区数字经济
发展的影响往往更大& 同时#如前所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又将促进企业的双元创新#从而形成地区数
字经济发展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双元创新的传导机制#即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地区数字经
济发展促进企业双元创新中具有中介作用&

其次#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还可以强化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双元创新的促进效应& 地区数字经
济发展对企业双元创新的促进#更多的是为企业创新提供更多的可获取的创新资源以及更多的发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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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和技术路径#企业面对这种机遇和红利能否有效利用以及能够利用多少还取决于其自身的相应的创
新意愿和创新能力& 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形成的新的创新资源和创新路径往往需要通过数字技术和数
字化的模式来获取#因而企业本身的数字化程度是决定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带来
的机遇和红利转化为自己的技术进步和发展绩效的关键因素#进而最终表现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
业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大& 因此#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地区数字经济
发展促进企业双元创新中还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企业自身的数字化转型会使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其
双元创新的促进效应增强&

本文采用吴非等!$%$""的方法计算得到反映样本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
标,<"-

#进而以$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回归结果显示!见表2"1地区数字
经济发展显著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双元创新#表明地区数字经济发
展可以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来促进企业双元创新& 此外#还可以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探
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对开放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因而与内部控制和社会责任一样#企业数字化转
型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中的中介效应更大& 进一步借鉴吴非等!$%$""的研究思
路,<"-

#根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位数将样本企业划分为$数字化转型程度高%和$数字化转型程度
低%两个子样本进行分组调节效应检验#估计结果显示!见表"%"1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加快企业的
数字化转型#且对数字化转型程度高和数字化转型程度低的企业都具有显著的双元创新促进效应#但从
两个子样本的比较来看#在$数字化转型程度高%子样本中$地区数字经济%对$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
创新%的估计系数更大!K值也更大"#表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具有较大的
双元创新促进效应& 由上述结果可知#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双元创新#而且在地区数字经
济发展促进企业双元创新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和正向调节作用& 因此#加快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在数
字经济时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路径&

表2#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探索式创新 开发式创新 企业数字化 探索式创新 开发式创新
地区数字经济

");8%

!!!

!8)8<" ")2"3

!!!

!8)$"" $)8$2

!!!

!"")%3" %);!8

!!!

!$)3<" %)38;

!!

!$)%!"

企业数字化转型
%)";2

!!!

!"9)%"" %)"9"

!!!

!2);2"

观测值 "; $"% "; $"% ; 2;! ; 2;! ; 2;!

=H5.e

$

%)9%9 %)!;8 %)!!" %)!9! %)!3;

B !<!)2 !!%)" "$;)" "!")9 "93)"

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程度高 数字化转型程度低
探索式创新 开发式创新 探索式创新 开发式创新

地区数字经济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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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值 ; 2;! "! ;2% "! ;2% 9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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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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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8 $8;)3 3%)2< <3)<<

2;

李永奎$刘晓康!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双轨促进作用研究



六(结论与启示
中国经济发展正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如何推动企业实现创新驱动和创新引领成为必须直

面并有效解决的问题& 相比开发式创新#探索式创新更有利于企业的竞争力提升和长远发展#在探索式
创新相对不足的现实背景下#必须更大程度地更有效地促进企业的探索式创新& 方兴未艾的数字经济
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和路径#要更好地发挥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需要
正确认识其中的影响机制和路径& 本文基于企业双元创新的视角#以$%"")$%$%年沪深两市=股上市
公司数据为样本#验证了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改善企业内外部关系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双轨促进作用#

并进一步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双元创新中发挥的特殊重要作用#分析
结果表明1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双元创新#其中存在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改善企业内部
关系和通过增进社会责任履行改善企业外部关系来促进企业双元创新的双轨路径#且在促进探索式创
新中的中介效应比在促进开发式创新中的中介效应更大'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双元创新#

而且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双元创新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和正向调节作用'此外#地区数字经济发
展对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双元创新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启示1第一#各地政府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有效促进企业双元创
新& 要集中力量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加
快数字中国建设#有效促进地区数字经济繁荣发展& 尤其要加大对数字经济发展滞后地区的支持力度#

缩小数字鸿沟#以数字经济的均衡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第二#企业应加快数字化转型#提高内
部控制质量#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进而增进创新行为并提升创新质量& 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改善(社
会责任承担均有利于企业双元创新的增加#且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 因此#企业不仅要紧跟数
字化转型的时代步伐#还需不断改善内外部关系#以增强获取和利用新资源以及整合提升和挖掘拓展现
有资源价值的能力#进而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创新促进效应#并不断强化探索式创新& 第三#完善和优
化经济调控机制#提高数字经济积极效应的广泛性#使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更多地惠及非国有企业和中
小型企业& 目前#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相对较小#其中固然有
企业自身的原因#但也不能忽视数字经济可能存在的缺陷或短板#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拓展和提升数字经
济的普惠性和共享性#从而使各种类型的经济主体都能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充分把握机遇和分享红利&

本文基于双元创新的视角探讨了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创新的双轨路径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
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还存在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空间#比如1数字
经济影响企业双元创新存在多种传导机制#除了本文从内外部关系改善维度提出的双轨促进机制外#还
有其他的机制和路径值得探究'本文仅以=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其他企业双
元创新的影响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此外在异质性分析方面也可进一步细化和丰富'本文尝试将地
区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和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研究数字经济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
响#但仅就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企业双元创新中起到的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在未
来的研究中还应通过方法创新和视角拓展对不同层面数字经济之间的关系及其共同作用进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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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6EO6-F6--'O,K6'-:HJ6OE- HEOE('YPE-K.?PY6J6L,(,-,([7E7D,OEHEP'-7KJ,KEH KD,KKDEH6F6K,(EL'-'P[

76F-6R6L,-K([L'-KJ6WVKE7K'R6JP6--'O,K6'-# WVK(6KK(E(6KEJ,KVJED,7EZ,P6-EH KDEHV,(6--'O,K6'- YEJ7YELK6OE'R

EZY('J,K'J[,-H EZY('6K,K6OE6--'O,K6'-# 'JEZY('JEH KDE6PY,LKPELD,-67P76- KEJP7'RKDEH6PE-76'-7'R

6PYJ'OEH JE(,K6'-7D6Y7\6KD6- ,-H 'VK76HEKDER6JP.

ID67Y,YEJ,-,([]E7KDE6PY,LK'RKDEHEOE('YPE-K'RH6F6K,(EL'-'P[6- KDEL6K6E7\DEJEKDEL'PY,-6E7,JE

('L,KEH '- KDEHV,(6--'O,K6'- 'RKDEL'PY,-6E7# V76-FKDE=:7D,JE(67KEH L'PY,-6E76- @D,-FD,6,-H @DE-]DE-

RJ'P$%"" K'$%$% ,7,7,PY(E# ,-H V76-F6-KEJ-,(L'-KJ'(# \D6LD JER(ELK7KDE6-KEJ-,(JE(,K6'-7D6Y7'RKDER6JP#

,-H 7'L6,(JE7Y'-76W6(6K[# \D6LD JER(ELK7KDEEZKEJ-,(JE(,K6'-7D6Y7'RKDER6JP# ,7PEH6,K6-FO,J6,W(E7K'EZ,P6-E

KDE6J6PY,LKPELD,-67P7.IDE,-,([767JEOE,(EH KD,K1 ,76F-6R6L,-KY'76K6OEERRELK'RKDE6-LJE,7EH (EOE('R

JEF6'-,(H6F6K,(EL'-'P[HEOE('YPE-K'- W'KD EZY('J,K'J[,-H EZY('6K,K6OE6--'O,K6'- 6- R6JP7# \6KD KD67HV,(

6--'O,K6'- YJ'P'K6'- ERRELKWE6-F7KJ'-FEJ,P'-F7K,KE:'\-EH E-KEJYJ67E7!OEJ7V7-'-:7K,KE:'\-EH E-KEJYJ67E7"#

(,JFEE-KEJYJ67E7!OEJ7V7@S?7"# ,-H E-KEJYJ67E76- KDELE-KJ,(,-H \E7KEJ- JEF6'-7!OEJ7V7E-KEJYJ67E76- KDE

E,7KEJ- JEF6'-7".eEF6'-,(H6F6K,(EL'-'P[HEOE('YPE-KL,- YJ'P'KEHV,(6--'O,K6'- W[6PYJ'O6-FKDÊ V,(6K[

'R6-KEJ-,(L'-KJ'(,-H E-D,-L6-F7'L6,(JE7Y'-76W6(6K[.*,PE([# JEF6'-,(H6F6K,(EL'-'P[HEOE('YPE-K\6((D,OE

,HV,(:KJ,LT ERRELK'- L'JY'J,KEHV,(6--'O,K6'- W[6PYJ'O6-FKDE6-KEJ-,(,-H EZKEJ-,(JE(,K6'-7D6Y7'RKDE

L'PY,-[# \6KD ,FJE,KEJPEH6,K6-FERRELK6- YJ'P'K6-FEZY('J,K'J[6--'O,K6'- !6PYJ'OEH 6-KEJ-,(L'-KJ'(,-H

7'L6,(JE7Y'-76W6(6K[,JEP'JEERRELK6OE6- YJ'P'K6-FEZY('J,K'J[6--'O,K6'- KD,- HEOE('YPE-K6--'O,K6'-"# ,-H

KDEPEH6,K6-FERRELK'R6-KEJ-,(L'-KJ'(67FJE,KEJKD,- KD,K'R7'L6,(JE7Y'-76W6(6K[.BVJKDEJ,-,([767'RKDEJ'(E'R

H6F6K,(KJ,-7R'JP,K6'- 'RE-KEJYJ67E7JEOE,(7KD,KH6F6K,(KJ,-7R'JP,K6'- -'K'-([76F-6R6L,-K([YJ'P'KE7HV,(

6--'O,K6'- 6- E-KEJYJ67E7# WVK,(7'D,7,PEH6,K6-F,-H Y'76K6OEP'HEJ,K6-FJ'(E6- KDEHEOE('YPE-K'RKDE

JEF6'-,(H6F6K,(EL'-'P[R'JHV,(6--'O,K6'- 6- E-KEJYJ67E7.

G,7EH '- KDEEZ67K6-F(6KEJ,KVJE# KD67Y,YEJ,-,([7E7KDE6PY,LK'RJEF6'-,(H6F6K,(EL'-'P[HEOE('YPE-K'-

KDEHV,(6--'O,K6'- 'RE-KEJYJ67E7# ,-H O,(6H,KE7KDEHV,(YJ'P'K6'- PELD,-67P 'R6PYJ'O6-F6-KEJ-,(,-H

EZKEJ-,(JE(,K6'-7W,7EH '- KDEPEH6,K6-FERRELKKE7K# EZY,-H6-F,-H HEEYE-6-FKDEJE7E,JLD '- KDE6--'O,K6'-

ERRELK'RE-KEJYJ67E76- KDEH6F6K,(EL'-'P[.=KKDE7,PEK6PE# KDE6PY'JK,-KJ'(EY(,[EH W[KDEH6F6K,(

KJ,-7R'JP,K6'- 'RE-KEJYJ67E76- KDEHEOE('YPE-K'RKDEJEF6'-,(H6F6K,(EL'-'P[,RRELK6-FKDEHV,(6--'O,K6'- 'R

E-KEJYJ67E767EZY('JEH# L'-KJ6WVK6-FK',HEEYEJV-HEJ7K,-H6-F'RKDEPVKV,(JE6-R'JLEPE-KWEK\EE- KDEH6F6K,(

EL'-'P[,KKDEJEF6'-,((EOE(,-H KDEH6F6K,(EL'-'P[,KKDEE-KEJYJ67E(EOE(.

=LL'JH6-FK'KDER6-H6-F7'RKD67Y,YEJ# ('L,(F'OEJ-PE-K77D'V(H O6F'J'V7([YJ'P'KEKDEHEOE('YPE-K'R

KDEH6F6K,(EL'-'P[,-H K,TE,LK6OEPE,7VJE7K'EZY,-H ,-H E-D,-LEKDEV-6OEJ7,(6K[,-H 7D,J6-F'RKDEH6F6K,(

EL'-'P[# \D6(EE-KEJYJ67E77D'V(H ,LLE(EJ,KEH6F6K,(KJ,-7R'JP,K6'-# 6PYJ'OEKDÊ V,(6K['R6-KEJ-,(L'-KJ'(7,-H

,LK6OE([RV(R6((KDE6J7'L6,(JE7Y'-76W6(6K6E7# KDEJEW[YJ'P'K6-FKDE6J6--'O,K6OEHEOE('YPE-K,-H L'-K6-V'V7([

7KJE-FKDE-6-FEZY('J,K'J[6--'O,K6'-.

:#; <$%.91 H6F6K,(EL'-'P[' H6F6K,(KJ,-7R'JP,K6'-' 6-KEJ-,(L'-KJ'(' 7'L6,(JE7Y'-76W6(6K[' EZY('J,K'J[

6--'O,K6'-' HEOE('YPE-K,(6--'O,K6'-' HV,(6--'O,K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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