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3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7)2024,9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引言

《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明确指出，产业数字化在数

字经济总量中占据了84.4%的比重，这一数据凸显了产业数

字化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地位与关键作用。

在微观维度，产业数字化进程的关键构件中，实体企业的

数字化转型已激发商业领域及学术研究界的深度关注。当

前，我国正逐步推进现代经济转型，其转型特点在于传统

产业在数字产业化驱动下实现了从生产制造基础向技术创

新体系的转变，并涵盖了产业结构到商业模式的全面升级

（任保平，迟克涵，2021年）。例如，在实体企业进行数

字化转型的具体过程中，从以往局限于技术的革新和对前

沿技术的运用正逐步向更深层次的运用发展。实际上，该

过程涵盖了将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与企业运营

管理进行深度整合。在此框架下，数据被赋予了与人力资

源、资本、土地、设备等传统生产要素同等的地位，进而

成为企业价值创造流程中不可或缺的深度参与者。学者认

为，当前数据作为一种创新的生产要素已经融入现代生产

体系之中，数据的广泛运用推动了企业生产效率的飞跃

提升，并进一步带动了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帮

助我国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的根本性转变（

蔡延泽、龚新蜀，2021年）。据统计，当前多数企业在数

字化转型上投入大量人力和资源，升级了信息技术设施和

系统架构。据埃森哲《2021年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

报告显示，只有16%的领先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

了营业收入和净业务收益。尽管这一比例较历史数据有所

上升，然而，从整体上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绩效仍不尽

如人意。观察当前状况，尽管众多企业正积极推进数字化

转型的进程，然而，若以企业收益及利润的显著提升作为

衡量转型成效的准则，我国企业在数字化转型道路上所面

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繁多，亟待解决。在当前全球化背景

下，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动与市场条件的急剧演变，促使企

业寻求数字化转型以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达成

绩效的显著提高，此现象已经引起了业界与学术领域的广

泛关注。在快节奏发展的环境下，企业的动态能力有助于

有效整合和重构内外资源，确保在不确定的市场波动中持

续保持竞争优势。依据Teece，1997年的论述）。在探究企

业数字化转型或数字化改革的学术框架内，动态能力被视

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分析维度（Vial，2019）。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绩效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绩效与生存状况显著受到创新活

动的影响，其核心在于执行数字化转型战略。依据技术创

新理论，须借助技术革新手段，采纳新型策略以及战略性

的转变，企业方能在探索新机遇的过程中获取核心资源，

增强竞争力，进而促进创新成果的提升。详尽分析表明，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在多个层面上直接促进了企业创新

成果的效能提升。在审视外部条件的基础上，企业开展创

新活动的前提条件在于对创新机遇的准确识别。 

1.2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

动态能力理论综合了资源基础观与企业能力观的理论框

架，其核心宗旨在于探究企业在面对快速演化的技术变革

及市场条件下的应对策略与表现特征。在荆浩等研究者的

观点中，企业于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动态能力构成达成卓

越绩效的核心推动因素。动态能力理论创立者Teece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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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凭借对机遇的洞察力、对机遇的掌控力以及对变革的

再塑造力，能够不断地构建及刷新其资源与资产库存，从

而实现对外部市场波动的高效适应。在审视现阶段学术界

的研究成果以及特定行业属性的基础上，本研究表明动态

能力是指企业吸收新知识技术、整合资源以及重新配置的

能力，以便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并促进创新。在传统企业

的转型与升级过程中，动态能力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1.3组织惯性的调节作用

企业组织在持续与外界环境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孕育出

一种惯性特质，该特质本质上表现为对现状保持的固有偏

好。传统制造业领域中的装备制造业，普遍面临着较为显

著的组织惯性问题。本研究提出，组织惯性本质上体现在

对现有运作模式的持续偏好上，此类特性往往在组织进行

改革尝试时才显著显现，且并不总是导致负面后果。传统

企业相比新兴企业，通常表现出更明显的组织惯性。这种

惯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持企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有助

于维护已有的市场地位和客户基础。装备制造业的显著特

征在于其庞大的体量规模以及运行机制的变革难度，这些

因素往往导致该行业内的企业更倾向于维持现状，从而表

现出较强的组织惯性。

2  实证研究设计

2.1研究假设

技术革新驱动下的数字化转型，将数据置于核心生产

要素之列，引发了生产模式的根本性变革。该过程不仅

促使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与生产策略发生转变（参见马名

杰，2019年的论述），而且对企业的外部联合及市场结构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详见Blechman等人2012年，以及Karimi

与Walter在2015年的研究）。Sébastien与Georges（2019

年）通过对中小型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并运用统计学方法

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表明企业的数字化水平与企业绩效

之间存在相关性。Hansen与Kien（2015年）对时尚零售领

域的佼佼者Hummel公司进行了深入案例分析。研究揭示，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显著促进了客户需求的快速搜集与响

应。此技术的运用不仅增强了顾客忠诚度，巩固了市场地

位，而且以此途径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整体绩效表现。H1：

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促进绩效提升效应分析 

2.2动态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经过实证分析，研究确证了企业的动态能力对其业绩

具有显著的正面推动效应。在2005年的学术研究中，张建

东针对影碟机产业实施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动态

能力在跨期绩效提升过程中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刘井健

在2011年的研究中，运用定性与定量相融合的分析手段，

对一百二十家创业初期企业进行了深入考察，研究结果表

明，动态能力对初创企业的业绩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在

本国学术界，张燕红（2018年）依托先前研究成果，将高

层管理团队定位为调节性因素，其研究成果揭示出企业的

动态能力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融合前期理论

梳理与现有研究成果，同时依托对海尔集团及美的集团案

例的深入剖析，特此构建以下推论：

H2a：环境感知能力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2.3数字化转型对动态能力的影响

采纳尖端的数字化技术，企业构建起数字化操作平台，

从而获得了海量的数据信息。Hansen与Sia在2015年的学术

探究中指出，技术应用的普及显著提升了企业对利益相关

者需求变动的敏感度。吴非及其研究团队于2021年提出，

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突破传统界限，增进沟通效率，并

对内外部信息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刘淑春等研究者（2021

年）通过对1950家样本企业实施数字化管理策略的连续五

年监测分析发现，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企业管理工作显著

提升了资源的投入与产出效率比值。综合前述理论梳理以

及现有研究成果，同时考虑到对海尔集团和美的集团的具

体案例分析，据此构建以下假设命题。

H3a命题表明：数字化转型的实施对提升环境感知能力

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H3b：数字化进程在促进资源整合效能方面展现出积极

效应。

2.4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

VIAL和WARNER（2019年）指出动态能力是企业在面对

快速变化的市场和技术环境时，能够适应并持续创新的关

键因素。随后，孟韬（2021年）通过对295份企业问卷数据

的深入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商业模式

调整的显著促进作用，并且明确指出，在这一过程中，动

态能力起到了桥梁的作用，连接了数字化转型与商业模式

的调整。张吉昌和龙静（2022年）利用我国沪深A股市场中

高新技术企业的12年数据，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同样支持了孟韬的发现，并且进一步强化了动态

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联中的关键介导

角色。

3  实证分析与检验

3.1假设检验

以下表格呈现了不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具体涉

及各变量的平均值以及标准差等参数。经分析各变量间的

成对相关系数，结果表明变量相互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性，此研究为深入探讨数字化转型、环境感知能力、资源

整合能力、知识吸收能力、管理及运营效率与企业绩效之

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表1  各变量的信度检验和探索性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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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研究中变量间显著正相关，需避免高度相关性引

起的估算误差，因此研究运用了方差膨胀因子（VIF）检测

方法来评估多重共线性的问题。通常情况下，若方差膨胀

因子（VIF）的数值超过10，则表明多重共线性问题显著，

此时回归分析的结果将伴随一定的偏差。表格6.3展示了变

量间回归共线性的程度，由数据分析可知，变异数膨胀因

子（VIF）的最高值为2.048，而其均值则为1.459，二者均

未超过10的阈值。据此推断，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多重

共线性问题，所构建的模型保持了无偏性特征。

表2  方差膨胀系数表

3.2实证分析

图表3的核心宗旨在于检验假设一以及假设H2a至H2d

的有效性。研究模型1旨在验证控制变量对企业绩效的作

用。研究模型2引入了自变量，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

与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547，

且统计显著性极高（P<0.001），从而证实了假设1。研究

模型3至模型6进一步探讨了环境感知、资源整合、知识学

习和管理运营对绩效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这些因素均显

著促进绩效提升，相关系数分别为0.565、0.465、0.557和

0.511，统计显著性水平均为P<0.001，进一步证实了假设

H2a、H2b、H2c、H2d。

3.3研究检验假设结果汇总

表4  假设检验结果汇总表

结论

本研究以动态能力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及知识基础理论

为理论框架，探讨数字化转型对家电制造企业绩效及动态

能力的作用机制。研究重点在于解析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的

动态能力演变，涵盖对外部变革的适应、资源整合能力、

知识库的重构、组织架构的调整以及运营策略的优化，并

着重于持续调整能力的培养。经探究与分析认为企业在进

行数字化转型的全过程中，必须具备四种关键的动态能

力。这些能力包括对环境的敏锐识别能力，能够及时捕捉

并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资源的高效协同能力，确保企业

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能够得到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持续

的知识学习能力，使企业能够不断吸收新知识，提升自身

的创新和竞争力；以及强大的管理执行能力，确保企业能

够将战略决策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并且在执行过程中保持

高效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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