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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效率的影响*

——基于熊彼特创新范式的分析框架

师 磊 子彭 晨

摘要： ， 术 ， 、中国背景 企业通 转型战略 新 为推进 革 攻破 键数字 下 过数字化 驱动技 创 成 产业变 关

心 术 势 。本 ， 了以 重 企业竞争 的重 径 文基于 彼特创 范 剖 业数字化 型促进核 技 及 塑 优 要路 熊 新 式 析 企 转

，其创 升的作用新效率提 机理 并结合 2009－2021年共 4350家上 本 了市公司的样 进行 实证 析数据 分 。

，本 讨了 力 。 ：在此 还探 企业 发 件与能 径 研究 明 数 化 型有助于基础上 文 创新的触 条 跃迁路 表 企业 字 转

升其 效率提 创新 ， 攫其作 机制在 企 的 累积效应 熊彼特租金用 于 业 知识 与 取效应； 熊彼特创在 新范式下，

权 ， ，识产 的制度安排 业创新效 提升的 条件 且伴 创 效率的 业知 保护 是企 率 重要触发 随着企业 新 提升 企

了 力 术 。本 对数字 转 促 企 创新能 可 续性 以及关键 领域的 新 的 结论 深化化 型还 进 业 持 提升 技 创 文 研究 企

、 力 心 力 了 ，对业数字化转 业创新能 业核 等方面提供 启发 在数 经济背型 提升企 以及塑造企 竞争 有益 字

景下突破“低端锁定”、 心 术 义。核 壁垒具 启示意攻破关键 技 有重要

关键词： 彼熊 特 新 式创 范 字化转型数 彼特熊 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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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弈 ， 术 势科技创新 成为国 战 博 战场 世界 国凭借技 优 创新体系 优已 际 略 的主 各 重构科技 以塑造竞争

势。 二十大 ，党 告指出的 报 “ 心坚持 在我国现 化建设 核 地位创新 代 全局中的 ”，与此同时要“强 企化

业科 主体地技创新 位”①为 推 企 科技创新扎实 进 业 ， 大力中央 发展党 主张 “数字 国中 ”“东数西算”等

， 术 。字 建设 为企 科技创新营 技 环境数 工程 业 造良好的

叉 、 ， 术在 发展 创新范式深 革背景下 现代信 为重要载 技基础学科交 科技 刻变 以 息网络作 体的数字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数字产业集群竞争力测度与提升路径研究”（编号：21CTJ026）的资

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与编辑部的宝贵意见。本文通讯作者：彭子晨。

①
习近平，202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5页、第36页。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效率的影响

- 100 -

力， 术 。在释放 促进产 技 跃 自正 创新活 业 水平 迁 2006 ，起 中国连 提出 调科技强 战略目年 续 并强 国 标，

， 力 ， 术 小。随 科 国战略的 施 中国自主 断增强 与 间的 距不断缩 欧着 技强 实 创新能 不 发达国家之 技 差 美

义势力 对 术 ，贸易保护 试图在 链重构变 的 际产业 施关键 封 阻新 主 全球价值 局中 中国 国 合作实 技 堵 以 碍

。 ， 术 ，中 融入全球 新网 此 在信息 变革演 与 球 链重塑的 实背景下 如 字国 创 络 因 技 进 全 价值 现 何抓住数

术 ， ， 力 ， 心 术技 发展 效科 创新范式 实 主创新能 迁 解决 的机遇 探索高 学的 现自 跃 关键核 技 “ 子卡脖 ”

， 。难 数 化转型 创新领 亟 决 重 问题题 已成为 字 与科技 域 须解 的 要

了大 讨，理论 与实 围绕数字 转型的 新 进 展开 量有 探 发现企业 型从多界 践界 化 创 促 效应 益 数字化转

、 、 ， 对 、要 环节 面促进企业 依据数字 转型 企 素 创新主 新素 多主体 多 等方 创新 化 业创新要 体以及创 环

， 三类： 一类 对节影响 视角 可 现 献 为 下 第 是创 要素 下企业数 化转型 创的研究 将 有文 归 如 新 视角 字 其 新

。 ， 力， 大的 聚焦创新 素 企业数字 以提升企 能 获 有益于企业 投入影响 要 化转型可 业要素获取 得 量 创新

、 、 术 ， 力。 ，的数 程序 技 素资源 从 业 新活 与 数字化 型 过 升据 知识等要 而激发企 创 此同时 转 还通 提 企

（ ，业创新要 配置 促进企业 新绩效 升 怀素 效率 创 攀 祁 锦等 2020）。 二类第 是创新 体视角下企主 业数字

对 。 ， ，转型 其创 于该 的研究表明 众多企业 进行数 企业间互化 新的影响 基 视角 随着 纷纷 字化转型 联共

、 、 势 力 ， 了合 发 协作 态 成为 升 创 能 主要模式 数字 型构筑 企 间创新通 联 研 创新的 提 企业 新 的 即 化转 业

， 力（ 泽，络 而 企业创新 胡山和余泳网 从 提升 活 2021）。 三类 对环节视角 化转第 是创新 下企业数字 型

。 ， ， 双 耦创新的影响 发环节上 业数字 以贯通创 业 通过 链 下游企其 在研 企 化转型可 新链与产 链 合与上

术之 交 的 径提升企 创新 度业 间技 互 途 业 活跃 （王永钦和董雯，2020）； ，在 新 理 上 企业数创 管 环节 字

门化转型可以 决策系统 统的 管理体系构建智能 与部 协调系 综合 ，从 进企业创而促 新（杨震宁等，2021）。

本 ， （直接关联 陈 等在与 文 的文献中 劲 2022） 讨了 ，基于 理论探 业 范 的 构 从企业熊彼特 企 创新 式 重 创

、 长 讨了 。新激 系 企业家 会成 平 与 业 圈构建等 面探 企业创 向励体 社 台 商 生态 方 新战略导

， 讨 术通过梳 可以 关于企业数 转型创新 进效应 留于数字理现有文献 发现 字化 促 的 论仍停 技 的应用

，如 优化企 与管理 节 缺 关 数字化转 如何 并重塑企 研发创 范 的 研何 业生产 环 层面 乏 于 型 颠覆 业 新 式 相关

。尤 ， 、究与探 其是在知识 字经济强 景下 如何深入挖 据要素 如 利用索 经济与数 劲发展的背 企业 掘数 何

、 ，数 优化研发 与 产工艺 助数字 手 进 业 新效率提 并最 企字化算法 创新流程 生 如何借 化 段促 企 创 升 终使

力、 术 心 力 ， 。业具备 持续性 新 掌 键技 以塑 其核 竞争 等 研究鲜有 技可 创 能 握关 造 问题 现有 涉及 在前沿

术 一 术 ，频 迭的新 轮技 背景下 企 数字化 入繁更 变革 业 转型已进 “深水区”， 术、助 字技 数简单地借 数

心 力， 本 、 力 、开展研 创 动 不 以塑造企 核 竞 据资 积累 法算 支 创 范字平台 发 新活 已 足 业 争 数 算 撑 新 式变

未来 。革是企业 字化转型的数 主攻方向

本 ， 讨 来文以熊彼 框架 层逻辑 探 企 字化转型 何改变 范式并最特创新范式 为底 业数 如 企业创新 终带

。 ，本 ： 一， ，本创 效率提 有研究 比 主 创 点在于 第 研究 方面 文从 彼企业 新 升 与现 相 文的 要 新 在 视角 熊

， 来 未来特创 范 变 发 尝试探 企业数字化 创新范式 业 数 转型的发展新 式 迁出 索 转型带 的 演变以及企 字化

， 较 、 本 对相 于现有 究从生 成 降低以 资 束等视 数字化 型 创方向 研 产率提升 及缓解融 约 角剖析 转 企业 新

，本 。 二， ，本的 响机理而 研究 业深化数 化转型 供 益 第 在作用 理方面 文基影 言 为企 字 提 有 借鉴 机 于熊

， 、 攫 了创新范式 的理 架 从企业知 取与累积 彼特租 方面探索彼特 与知识经济 论框 识获 熊 金 取两个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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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术 ，也化 型 其创 影响的 用 这 别 技 模仿阶 的企 展路径 有 于企业数字 转 新效率 作 机理 有 于 段 业发 别 利

大 本 小 ， ，润 化 最 化的分 范式 而是从 经济发展 出发 企业数字化最 或成 析 创新驱动 阶段的实践 剖析 转型

势。 三， ，本 了如何塑造 业自主 优 第 在研 文 索 企业 率提升 外 触企 创新竞争 究内容上 探 创新效 的 生性 发

， 权 一 ， 讨了 权 力 ，条 以知识产 护这 安排为切 点 探 在 同 识 护 度下 企 数字化转型件 保 制度 入 不 知 产 保 业

。 ，本 来 ， 力率提升效 合近 际发展现状 企业创新 的可持 关键的创新效 应 第四 文结 年 国 基于 能 续性以及

术 力， 了 术 力 ，技 领 能 析 在以 创新能 主 的 际 争环境中 业数 转型如域的创新 剖 关键技 为 战场 国 竞 企 字化

力 。何 进企业 新 跃促 创 能 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长 来， 术 力 。 术 了以 技 进步 认为是促进 的重要驱 全方 改变 经济社期 被 经济发展 动 量 数字技 位地 会

， 了 。 术 术（生产与生 方式 同 统创新范 是 信息通的 活 时颠覆 传 式 数字技 以 信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称简 ICT） 力、 术 术 （为基 演 的 法 链接沟通 技 或 组合 黄础 化出 算 算 等 技 的

，勃等 2023）。 ， 术作为数 化 型 要主体 企 从简单地使 台到使用 管理字 转 的重 业 用数字平 数字技 优化 方

式，再到改进生 程等产流 ，逐步 化数字 实践深 化转型的 。企业 型 现在研数字化转 体 发创新、管理经营、

， 术 、 、生 售 服 等领域 企 通过 数字技 提 其创新 产 理 售等多环 的效率与能产销 与 务 业 使用 升 生 管 和销 节

力， 、 （方式 组织 范式 塑与跃迁实现生产 结构与创新 的重 陶锋 ，等 2023）。 一 术这 方面得 于数字益 技

具有 方位感知全 、 码全过程编 、 行业遍 显著的 络 等 型 征全 历以及 网 效应 典 特 ，能够为 行业多 、 科多学 、

多 来领域带 升级（许 春宪 等，2022）， 一另 在于企业 的竞争正在 率与组织方面 间 从生产效 管理效率的

， ，竞争 技创新竞争 通过数字 转型催 新范式的 提 企业创 成为企向科 转变 化 生企业创 演变进而 升 新效率

。创 高 量 展的重要 向业 新与 质 发 方

（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效率影响的理论分析

（阿 等吉翁 2021） 《 力 》一 了在 创造 破坏的 书 基 彼特创新 论的基础构 创新性 量 中 于熊 理 建 熊彼特

。 ， 义 三 ：范式 所谓 特创新范式 涵要 在于 下 个方 播与积累 核的逻辑框架 熊彼 其内 如 面 知识传 是创新的

心 、 权 。 三在 创新 激励与 保 及 新 致创造性 灭的 现象 上述 方面贯 于 业所 依赖于 产 护以 创 引 毁 经济 个 穿 企

、 。 来 ，的要素投 创新方式以 式之中 从 革的 看 数字化转 在成为企创新 入 及创新模 创新范式变 视角 型正

力 ， 了 、提升创 重要驱动 为 字化转 企业的 新 创 方 以及创新业 新效率的 量 这是因 数 型改变 创 要素 新 式 模

， 了 。式 从 升 企业的 新效率而提 创

大 了 ， 采字 台 用 范围拓 企业的供应 群体 企业 台进 与销售的同数 平 的使 展 商和客户 通过数字平 行 购

时， 以获取上 供应商 户的企业可 游 和下游客 资质信息、 力消 者产品 消费能 关 据 息费 偏好与 等 键数 信 （程

华 ，等 2023）。 对 类 ，企业 助数 算法 关键 据信息 行 处 企业获知 品质量改进借 字化 数 进 分 理 使 产 方向以

未来 。 ， ，创新方向 编码 理的不仅仅是 供应商与 游客户 息 还包括及 当然 企业可 化处 上游 下 的数据信 企

。 ，过 中的生 经过编 化 序 的 产经验可 促使 生产流程 能化与 动业生产 程 产经验 码 与程 化 生 以 企业 智 自 化

。 ，对 、 术这 企业创新 式变革的关 业通过数 统生 造过程 技 以 艺的正是 范 键所在 企 字化转型 传 产制 及工

纂 、 了 ， 、编 化 序化和 企业创新 的 据基础 编码化 信 新 合 工处程 信息化为 奠定 坚实 数 将上述 的 息重 组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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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 ， 丰 了 、 了理 便 现 创 此可见 数 要素与 码 的 富 企业创 要素投入 集 创实 新 由 据 编 化 信息 新 约化 企业

， 一。新方式 字化 中促进其创 率提升的 要特征成为企业数 转型 新效 重 之

， 术 、与知识的 性 于获得 可高效 理 数 化 型赋予企 创新此外 技 广泛传播 易 性以及 处 性是 字 转 业 效率

一 。 本 对 ， 术 ，提升的另 个重要 征 新 在于 知识 重组创造 数 开源共享外 特 创 的 质 的 字技 具有 的特性 使得

了 ， 、 、知识 突破 地理范 限制 可同 汇聚众 体协作创 广 的应用 聚传播 围的 时 多研发主 新 提供更 阔 场景 集

术（ 小涓多样 前 江化 沿技 和靳景，2022）。 对 ， 也知识重组 工方 业 可以通 与多学 领 的在 加 面 企 过 科 域

才 ， ， 。人 交流与 作获得创新 成协同共 式 从 进企业创新 提升 上述高级 协 的灵感 形 享式创新模 而促 效率

， 、 、 、 术析表明 化转型正 要 获取 信 化处理 识 技 代 方向深化分 企业数字 在向数据 素 息编码 知 重组 迭 等

， ， 。 ，本进 致 业创新范 发生变 从 提 创新效率 此 文提出假演 使企 式 革 而 升其 据 说H1。

H1： 。字化转型 创新 提升企业数 可以促进其 效率

（二）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其创新效率提升的作用机制分析

1.企业数 转型通过 展企业 促进其创 升字化 拓 知识宽度 新效率提 。 、 、典经济 典经济 熊古 学 新古 学

义 义 术 。 术主 新 彼特主 均 出知 技 是促进 济发展 重 源 技 发明与 知识创造可彼特 与 熊 指 识与 经 的 要 泉 新 新

本质资以打破物 “收益递减”的规律（樊纲，2023）。在 识以知 、 术 心技 和信息 的知识经 时代为核 济 ，

。 ， 、 、 术 了知 积累成为 要 产 数字 中 云平 区 人 智 等数字技 挥识与信息 企业的重 资 化转型 台 块链 工 能 发

大 ，强 识外溢作 依托以的知 用 建 享 征的共 共 为特 ， 、 、数据 台搭建 多学 多行业的平 科 多领域 创新主体

， ， 也 了 （ ，以开 作交流 促进 与信息流 传播 同 业之间的 等得 展协 知识 通 时 深化 企 分工 袁淳 2021）。分

也 ，属于不 上下游 企 间 以 展协同创同行业 的 业之 得 开 新 “站在 肩膀上巨人 ” 丰 了的 识信息 企 的知 富 业

、 了 本（储备 积累 业的知识资知识 企 Aghion andHowitt，1998）。

长 来， 、 头 ， 术等院校 科 的知 新 与以企业 体的技 创 之间存期以 以高 研院所为源 识创 为主 新 在严重

节脱 （洪银兴，2013）， 一济 发展将 这 局面而数字经 的 会改变 。 等 与 研 所的基础 学研高 院校 科 院 科 究、

术 、 术 本 才 来 术 （孙 ，业间技 交 产业链 环 的 新以及 地 发型人 集聚 机会 瑜康产 流 某 节 技 创 研 都会带 技 等

2019）。 术 、 ， 、 术、在链 等院校 科研 和企业 使 据要素 沿知识在数字技 正 接高 院所 数 算法技 前 多元化

。新 体间充 借助创 主 分流动 “网 效络 应”， 业 快企 更 地感知 术 术到产 链关 节技 突破 技 发展业 键环 与 等

， 对 ，大 了 力。 术信 通 识与信息 储编码 幅提 知识吸收 技 提 业息 过 知 存 升 企业的 能 基于这些 升企 创新过

程 要素配置中的 率效 ， 小 找 术 ，可以 最 的研发 技 新的突 时提高 业 新使企业以 投入寻 到 创 破口 同 企 的创

， 。愿 创新产出 进其 效率的提意 与 促 创新 升

， 计 、 术， 术在数字 转 的 中 企业需 不断更新 算 算法技 以 处理化 型 过程 要 程序 迭代 保证其信息 技 保

， 。 ，持前沿 从而 整合以几 级数为 的知识与 据 素 由此 字化转 已快速 何 倍数增加 信息等数 要 可见 数 型 不

。 ， 术是 单 生产与销 环节 率提升 在 新活动 孵 阶 业就开始 数字技 的应再 简 的 售 的效 创 的 化 段 企 与 用相交

汇， 术数字技 贯 新穿于知识创 、算 新法创 、 术技 创新等 的全过程 环节之创新 各 中（Cockburn et al.，2019）。

， 心 ， 杂创新中 知 数 要素中 的要素 业 可 通 前沿复 的 法收 处在研发 识是众多 据 最为核 企 不仅 以 过 算 集与

，理知识 至还会甚 “训练” 力， 习、其 器 自动收集 处理知识等 的能 让机机 掌握 与 数据要素 器主动学 算

、 术 ， 术 ， 心法自 代 技 自我革 而在技 变 浪潮中 创新的方 企 核 产品动迭 新 从 革 准确识别 向 并实现 业 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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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术 ，的质量 级 企 在 字化转型 程中 断通过数 技 渗透 累 革 沿知识 借务 升 因此 业 数 过 将不 字 与 积 新前

术 、 长 ， 、 力数据要素与 技 自我革 企业 新范式不断 创新效率 创新能助 算法实现 新 成 与演进 的创 变革 与

（持续提升 肖翠萍 ，和李晓云 2023）。 ，本此 提出假据 文 说H2a。

H2a： 数字化 型 于 业 取并积累 识企业 转 有助 企 获 知 ，通 展企业的 识宽度 进 创 率提升过拓 知 促 其 新效 。

2. 攫 力企 数字化转型 企业熊彼 能 促 创新效率提业 通过提升 特租金的 取 进其 升。 熊彼特创 范式在 新

， 。 ， 对 攫 ，下 赖于创新 熊 特创新 业创新 经 励 于 彼特租金 取创新还依 激励 基于 彼 范式 企 的 济激 源 熊 的

术 ， ， 也企 过专利许 获得技 排 性 由此得到 垄断性收益 特租金 这业通 可 的 他 使用 的 即为熊彼 是企业入驻

力。 了 来 ，创新 与原有创新 业进行竞 的重要 由创新成 的 彼特租高地 型企 争 动 为 竞争 功可能带 熊 金 企业

术 ，纷纷进行 革技 新 一 ，创 成 就会侵占 场份旦 新 功 市 额， 而获得行 的高额 断 润 原有企业从 业 垄 利 而将

，挤出市场排 引发 毁灭创造性 的经济现象。

，特创 论表明 企业 期利润与 期利润熊彼 新理 在即 预 之间进行权 ， ，衡 当行业 增 时 企业竞争程度 强

尤 势 小于竞争 的 业其是处 劣 中 企 对 ， ，通 提升创新 平 冲 利润下降 获得更 的 期 即可 过 水 即期 以 高 预 利润

可能存 正向的竞争在 逃避效应（Aghion et al.，2005）。处于竞争 出市 企业中且没有退 场的 会产生更强

的 术 ，技 创新 求需 术 了 术 。 ，数字 高 行业整 会 期 此外 法的获 常常技 发展提 体的技 机 预 创新想 得 是“可

遇 可不 求”， 来 ， 。当企业运 数字 台拓展其 息 源后 以 企 得更多的 想法与新创用 化平 信 可 使 业获 新 意 因

， 本 术 力 对 力，凭借某项 垄断 的企业并不 企业构成 新震慑 数字化此 原 技 专利获得 性 量 会 新 创 新企业在

也 力， 。转 出 发强劲 活 旨在 得 特 金型中 体现 越 的创新 获 熊彼 租

来 、 、 权 来 ，别于 自企 文化 位置 生产 素等因 的 断 李嘉图租 熊彼特租金区 业 地理 要 素 垄 带 的 金 更容

（ ，其他创新 抢占 青等易被 主体剥夺或 刘林 2008）。一 ，一 来方面 项 的出现往往 快会引创新 很 其他企

， ， 术 。 一 ，模仿 为保 行 垄断地 需要不 寻 高 身 新效率的 手段 面业 持自身的 业 位 企业 断 求提 自 创 技 另 方

较 ， ，相 于土 或稀有 源 生 素 数据要 具有强流动 得性 基于 彼特 具地 资 等 产要 素 性与易获 此获得的熊 租金

较 。 势，有 强的流 与转移性 先进行 型的企业 得 数据要 法优 可 更动性 率 数字化转 凭借其获 的 素与算 以 快

， 力 ，获 熊 特租金 从 成为 业中具有 断性 量 企 并 持其垄断 地位设置阻地 得 彼 而 该行 垄 的 业 为维 性 碍其他

术 。 ， 攫 力 ，业进入的 可以 在 取熊彼特 的吸引 下 业更愿 化转型实企 技 壁垒 由此 得知 租金 企 意将数字 践

其 新效率于提升 创 ， 来够以尽 能 创 投 带 更高的 新产使其能 可 低的 新 入 创 出。 此据 ，本文提出 说假 H2b。

H2b： 攫 ， 。企业 字 转 助于企业 创新竞争中 租金 从而 新效 升数 化 型有 在 取熊彼特 促进企业创 率提

三、变量选取、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本 。的被解释 量是企 率文 变 业创新效 以往文献的做法是 企业创将 新 与创新投入 产

出进行标 化准 理处 ，计算单位 新投 创新产出创 入的 ， 此视为 业 创 率将 企 的 新效 （ 泽王玉 等，2019）。

， 、 本 ，随着企业创 不断提升 于研 员 研发资 等 创新要素 述方法但 新活跃度 创新更依赖 发人 多种 上 在衡

较大 。本 ，投入与输 在 限性 文 据包络 析 度 业 创新效率 取的量多 出方面存 局 借鉴数 分 法测 企 的 选 投创新

入指标 括包 、 、 本 、企业 新 入 金 费用化 新投入资金 投入资金 营业创 投 总资 创 资 化创新 研发投入占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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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 研发人 企业总员 人数比员占 工 重 出创新产 指标则使用 权 。授 量专利 数

2. 心核 解释变量。本文的 心核 释 为 业 字化转型解 变量 企 数 。 业数 转型涉及 业管理企 字化 企 与生 等产

多 ， 一面 很难用方 某 个 一 。本单 财务指标表示 文 （参考吴非等 2021） ，的做法 对过 企 字化转型通 业数

计的 词汇进行 频统关键 词 ，利 构建用词频数 企业 型 数数字化转 指 。具体 下步骤如 ： 一第 步， 用使 Python

收集中国A 。股 市企业年上 报 对通过 历年年报企业 的 集收 ，截取 报 能 映企业发 指向的年 中 够反 展 “管

讨理 析层 论与分 ” ，部分 若无则用“ 会报董事 告” ，分替代 再部 对根 份和股票 码等信据年 代 息 文件进

。 二 ，行重命名 第 步 参考肖 盛等土 （2022）的 ，研究 、 布过检索 央 工 和 息化部发 与数通 中 政府 业 信 的

济相关的 列文件字经 系 ， 取选 中其 30 计件进行分 处理与词频份文 词 统 ， 大留频次 于最终保 或等于 5次

的企业 化转型数字 71个关键词 类并进行分 ， 术建企业 词典构 数字化 语 。 三第 步， 本 理 词频文 分析处 与

计。统 将 一上 步选取的 字 型 键数 化转 关 词的出现频次扩充到 Python 的中 “jieba”分词库， 计统 “管理

讨层 与 析论 分 ” 数字化相部分 关 键词关 ，的出现 频次除以频次 将该 “ 讨 分析管理层 论和 ” 本的文部分

长 。本总 度即 企业当年 数字化 文将所得 化 型程度为各 的 转型程度 到的数字 转 乘以 100， 便后文 析以 分 。

3. 。机 变作用 制 量 对 ，本 采 ：于机制变 企业 宽度和熊 特租金 取 下 度量量 知识 彼 文 如 方式 ①对于企

，本知识宽度 文业 杰借鉴张 郑文平和 （2018）的做法， 权国国家 产 局企业专 件中根据中 知识 利文 国际

类分专 号（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简称 IPC）“部－大类－小类－大 －组 小组”的格式，用

大 类 ， 对包 组分 号 性反映 利 识 度 参照赫芬 尔指 测算思路 进行加专利中所 含 的多样 专 的知 宽 并 达 数的 其

权， 体 式具 公 ：为

21itBreadth   （1）

（在 1） ：式中 下角标i和t ，分别表示 份企业和年 itBreadth ，表示企 度业的知识宽  表示 项某

专利在 IPC 类 大分 各 组号中 类分 占 类项专利该 所有分 的比重，专利 IPC 类 大分 号中 组 类分 的比重越低，

，利涉及 域 此即专 领 越多 时 itBreadth 更大， 企业即 知识 度宽 。越高

②对 ， 本 来 ，熊彼特租 而言 其 质 反 是企业创 所带 的回报于 金 在 上 映的 新 Kogan et al.（2017） 了为 测

新的回报度创 ，从企业 被授 础发明专利 股价变化 推断出首次 予基 时的 中 该 价值创新的 。其测 如度的原理

：假设某下 企业在t −1 了一 ，期申请 专 第项 利 在 t 布 权 ， 、 权公 利授 信息 合企 利申请 专 授期 专 结 业专 利

权以及 利 前 票市场变 可测度该项 的熊彼特专 授 后股 动 专利获得 租金。 计 彼特 时在 算熊 租金 ， 计需要 算企

权 长获得专利 信息后 率的增 率业在 授 股票周转 ， 长 大转 的增 率若股票周 率 于零， 对表明市 于 专则 场 该项

的 值是认可利 价 的。 长但股 转率的增 还受到 场 资 变化等其 非创新因素票周 率 市 投 组合 他 影响。因此，需

要剔除 其他创新之外的 因素， 权 布 权这些因素由 专利授 信 公 之后 的波动性 授企业 息 股票市场 减去专利 信

布 来 。 ，本 ：息公 前 场的波 性 到 增 反映 根据 述测 理 文使用 式进行 度股票市 动 所得 的 量 上 度原 下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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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

, 1

it
it it

it it it
i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VolumePremiun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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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 ：式 角标中 下 i和t ，分 表示企业和别 年份 itRent 业为企 i在第t ，期 特租获得的熊彼 金

Premium ，示每股溢价表 Price ，股发行价为每 格 Volume ，为股票交易量 Shares ，流通股数为

Earnings 。益为每股收 率

4.触发机制变量。本 权 ，对 权文将知 产 设 为 业创新效 提升 生触发机 于知识识 保护 定 企 率 的外 制 产

保 的护 测度，常见的测 方法为使用度 Ginarte和 Park（1997） 专利保护构建的 指数（GP指数）。 考参

卢现祥和 汯滕宇 （2020） ，本的做 以法 文 GP 权 ，指数为 础构建 护指标 从 基基 知识产 保 省级层面 于每

万人 师人数 每 拥专职律 与 万人 有的 、 力 未 权师事务所 电 消 和专利 被 率律 数 耗量 侵 的维 使 均 法度 用 方差

执 。 ，测算各 法强度 由于 于省级层 很好 映各地级市 环境的异 性及其省 该指数限 面 所以不能 地反 创新 质

对 权 。本护制度的 还 鉴知识产 保 依赖性 文 借 骁余 （等 2023） ， 了查询并 到 各 级 知识的思想 得 全国 地 市

权 判 ， 权 ， 执 权产 司 审 案 以此作为 地级市 知 产 强度 使用 级 法强度与 识产法 件数 各 的 识 保护 省 地级市知

权力 ， 。保护 作为 级市的知识 指数 并在 基础上 化处理强度的乘积 各地 产 度 此 进行标准

5. 力企 跃 效应变业创新能 迁 量。本 力 心 术企业创 持 与 键 技 创新作 检验 创新文将 新 续能 关 核 为 企业

力 。能 跃 的变量迁 ①对 力 ， ，本创 持 而言 为识 创新投入与 续差异 文于 新 续能 别 产出的持 参考 Triguero

和Corcoles（2013） ，采 一法 用 当期与前 期 投入经费 加总比的做 企业 研发 的 上 一 前两期研前 期和 发投

费 总入经 加 长 ， 一 。 ：的环 再乘上 期 期 发 入经费的 总 具 式如下比增 率 当 与前 研 投 加 体公

 2, 1

, 1 , 2

it i t
it

i t i t

IIN IIN
Sustain

IIN IIN


 




 （3）

在（3） 中式 ：下角标i和t 别 企业和年分 表示 份， itSustain 力为企业创新持续能 ，IIN 企业研为

。发投入经费

②对 心 术 ，本 术关键 创新而言 文 欧盟委员 制定并 完善的关 进 探于 核 技 参考 会 不断修订 键技 领域 行

讨。 术 ： 子 米 子 、 、 术、 料、欧盟 将关键 领 定 微 和纳 电 学 电学 生物技 先 材委员会 技 域确 为 电 光 工业 进

米 术纳 技 及 进 技以 先 制造 术（European Commission，2015）。在上述 域中领 ，本文依据 IPC 类 对分 号

权 ， 计 权 术 。授 专利进 总 算 所有授 专利 于关键技 域专利企业 行识别 并加 企业 中属 领 的数量

6. 。制变量控 ，参 献 做法照已有文 的 本文将 可能影 企 新控制 响 业创 的企 财务特征 治理业 与 特征。

，其中 企业 务特征 括财 包 、 、 、 、业 负债率 总 产周转率 现 总资产净 产增企 资产 资 金流比率 利润率 总资

长 ，流动资产比 业率和 率 企 治理特 包括征 权股 管理费用集中度和 率。

（二）实证模型设定

1. 证 型基准实 模 。为考 数字化察企业 转 对型 其 ，新 率 影响创 效 的 本 计 ：文设 如下 型定 量模

1 'it it it n i t itEff Digital Z          （4）

（4）式中：下 标角 i和t分 表 企 年份别 示 业和 ，被解 变量释 itEff 为企业创新效率，关键解释变量

itDigital 数字 型水平为企业 化转 ， 'itZ 一为 系 业层面控 变量集列企 制 合， n 变量的系为控制 数。 i 、

t 、 it 企 的个体 应分别为 业 固定效 、年份 定 以 随 误差项固 效应 及 机 。 1 本 心为 关注 系数文 的核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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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 对 力 。符 与 可以 效 示 数字化转 其创新效率 用方向与号 有 揭 企业 型 影响的作 度

2. 模型作用机制 设定。企业数字化 促进其创 效率提 机制在于 与 累的知转型 新 升的作用 企业获得 积

企业可 得 济 励识以及 获 的经 激 —— 。 了 ， ：彼特租金 验证 机制 设定 下模型熊 为 上述 如

1 'it it it n i t itMechanism Digital Z          （5）

1 2 'it it it it n i t itEff Digital Mechanism Z            （6）

三 ， 一 （介 应 具有 阶段 型表达式 其 为基准实中 效 模型 模 中第 阶段 证方程 4） 。 （式 在 5） （式和 6）

：式中 下角标i和t ，分 示企业和 份别表 年 itMechanism ，为作 量用机制变 'itZ 一为 系列 控企业层面

，变量集制 合 n 和 n 。控制变 的为 量 系数 i 和 i 、 t 和 t 以及 it 和 it 分别为 业的 固定效企 个体

、 。应 份固定 应 及 误差项年 效 以 随机

3.触 条件模型设发 定。 心 义 权 。 权创新范式 于产 产 保护是触 业创新的熊彼特 的核 要 还在 保护 发企

， 了 权 ，本生性条 知识产 保 数 化转型 创新效 提 触 条 文设定如外 件 为 验证 护是企业 字 促进其 率 升的 发 件

（面板 转换下 平滑 Panel Smooth TransmitionModel，简称 PSTM） ：型模

 0 11
, , 'm n

it it it n it n n it j i t itn
Eff Digital Digital g q c Z      


        （7）

在（7）式中：下 标角 i和t 别表示企 和年份分 业 ， 0 与 1 为 点关注系模型的重 数，  , ,n
n it n ng q c

为第n 换函个转 数，
n
itq 转换函数中为 的第n个转换变量，转换函 为数的数量 m， n 为第n个转换变

的 滑参数量 平 ， 量的转 速反映变 换 度， 换 生 位置由参转 发 的 数 nc 表示， 'itZ 一 列企业层 控制变为 系 面

，集量 合 j ，为 变量系数控制 i 、 t 和 it 、分别为企业 定效应 年 以及 误的个体固 份固定效应 随机

差项。 ， 权 力 。其中 变量设定 知识产转换 为 保护 度

4. 力业创新能 设企 跃迁模型 定。 长 来 ， 心从 期视 业数字 转 否 助 促进企业 竞争角 看 企 化 型是 有 于 核

力 ， 心 术 。 ，本升 还在于 业创新 可 续 关键核 技 域的创新 为 业创新的的提 企 的 持 性与 领 此 文从企 可持续

术 讨 ， ：及关 创新视角展 并将实证 型设定性以 键技 开 论 模 如下

1 'it it it n i t itSustain Digital Z          （8）

1 'it it it n i t itKeyTec Digital Z          （9）

在（8） 和式 （9）式中：下角标i和t 别 示企业分 表 和年份， itSustain 与 itKeyTec 分别 示表 企业

i 力 术的 新 续能 与关 技 创创 持 键 新。 'itZ 一系列企业 面控制 量 合为 层 变 集 ， n 、 n 制变量的 数为控 系 。

i 与 i 、 t 与 t 、 it 与 it 、 。分 的个体固 固定 以及随机误别为企业 定效应 年份 效应 差项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选取 2009－2021年 国中 A股上市公司共 4350家企业为研究对象， 本司 信息公 基 、相关财务

数据以 股 据及 票数 来 于源 （泰安数据国 库 CSMAR） （与万得 Wind） ， 来据库 企业 字化转 数数 数 型 据

布 ， 来自 公司历年 的年报 企业 与研发投上市 公 专利数据 入数据 自 （国研 据服务平台中 究数 CN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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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市数据 自地级 2010－2022 《 计 》。 ，本 对的 中国 鉴 参考现 常 做法 文年 城市统 年 有研究的 见 关键变

本 了 ， 本 ， ，量数据 失 究 进 剔除 同时 将创 入为零的 进行剔 经 上 理 最终得缺 的研 样 行 还 新投 样 除 过 述处

到 30608 。个观测值

表 1 了 变量的给出 主要 计 ，描述性统 结果 ， 大可以 企业创新效 最 值为看出 率的 0.336，标 差为准

0.085， 较大 。表 创新效率 的 异 企业 转型的 值明企业间 存在 幅度 差 数字化 均 为 0.195， 大值最 为 0.701，

本 较大 。 来 ， 长这 明样 内企 数字 型的程度 在 的异 性 其 量 看 企业 产增 率与资说 业 化转 存 质 从 他变 资 产周

势 ，大 权 较 ， 。反映企业 量企 股 集中度水 且可以获 盈利转率 经营态 良好 业的 平 高 得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度方法变量测 观测值 均值 标 差准 小最 值 大最 值

业创新 率企 效 使用DEA方法测度 30608 0.156 0.085 0 0.336

企业数字 转型化 词频法测基于 度 30608 0.195 0.190 0 0.701

知识宽度 基 专于 利 IPC 类号多样性 度分 测 30608 2.368 1.935 0 10.486

熊彼特租金 业股票信基于企 息测度 30608 0.293 15.876 −538.146 2132.621

权产 保知识 护 于基 GP指数测度 3276 0.053 0.147 0 1

力持续能创新 长研 经费环发 比增 率× 发经费总研 额 30608 16.154 1.769 3.423 28.350

术创关键技 新 术关键技 利数量领域专 22717 0.697 1.219 0 9.029

产 率资 负债 末总 债年 负 / 末年 总资产 30608 0.445 1.002 −0.195 138.378

总资 转率产周 营业 入收 /资产 额总 30608 0.628 0.529 −0.050 13.914

金 率现 流比 经营活 产生的现金动 流量净额/总资产 30608 0.045 0.124 −11.056 2.457

总 率资产净利润 净利润/资产总额 30608 0.039 0.710 −1.947 108.366

长总 增 率资产 末年 总 产资 /年初总资产 30608 0.240 1.017 −1.000 107.128

动资产比流 率 产流动资 / 资产总 30608 0.579 0.210 0.000 1.000

权股 集中度 一大 东第 股 持 数股 量/ 股总 数 30608 0.347 0.152 0.290 1.000

管 费用率理 管 费用理 / 收入营业 30608 0.125 0.078 0.009 0.526

： 了 大 来 ，本 对 心 术 了注 为 止数据 动 带 响 文 关键 技 领域专利 加防 波 过 的影 核 数量进行 1 对 。并取 数处理

四、基准回归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 对分析 数字化转型首先 企业 其 新效率的 响创 影 ，基于实证方程（3） 了式进行 回归，结果 见详

表 2。表 2（1） 未列是 制变量引入控 控 业 年 固定效应但 制企 与 份 回归的 结果，此时，数字 转型在化 1%

了 ，显 性 上显著提 企业的创新的 著 水平 高 效率 来 ，归系数 看从回 转型企业数字化 水平变动 1个单位，

将 来带 创新效会 率提升 4.1%。表 2中（2）～（4）列为 入企业层 量引 面控制变 ， 分别控 与年并 制企业

份 定 以 同固 效应 及 时 二控制 者的 归结回 果， 以发现可 ，企业 对数字化 型 创 率的影响 然在转 于 新效 仍 1%

的显著性水平上 。显著为正

数字 型考虑到部分 化转 程度较 本高的 身就企业 属于 ， 较字产业 数字化转 的数 或者部分 型水平 低 企

布 ，未 来 。业还处 段 带 实 性 革在 局阶 质 的变 表 2（5）列 了报汇 对数字化 型水 右两端各 尾转 平左 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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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归 ，结果 此时， 字化转型 在数 仍 1%的显著性水平上 著提高显 了企 率业的创新效 。 ，本此 还外 文

参考以往研究，将 ST和*ST 本样 剔除，表 2（6）列 对中 化转型 企 率 影响仍企业数字 业创新效 的 在 1%

，平上显 为 步的水 著 正 初 了本证 理论分析 分所 的假说验 文 部 提出 H1。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 量 业 效率变 企 创新

（1） （2） （3） （4） （5） （6）

企业 字化转型数 0.041*** 0.063*** 0.087*** 0.041*** 0.041*** 0.036***

（0.006） （0.006） （0.005） （0.006） （0.006） （0.005）

控制变量 未 制控 已控制 已控制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企业 效应固定 已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份 定效应年 固 已控制 未控制 已 制控 制已控 控已 制 已控制

R2 0.697 0.649 0.084 0.698 0.696 0.696

观 值测 30608 30608 30608 30608 30608 29136

：注 ***表示1% 。 类 。的显著性 平 括号 为 到 层面的标 误水 内 聚 企业 准

（二）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回 可能存在归结果中 的变量测度误差和 择证方法选 不实 准确 ，本等问题 文 行如下进 稳健性

验检
①
：

1. 心更换核 解释变量。 本在 准回归 于基 中 文基 大频次 或于 等于 5次的数 化转型字 相关 键词关 构建

了 术企业数字 语词典化 ， 了 。 ，本据 测 业数字化 型指数 为检 的稳健性并 此 度 企 转 验该方法 文基于频次

大于或等于 10次的数字化转型相关关键词 类，行分 重进 新 了 ，业数字化 并 用此测测度 企 转型指数 使

（替换基 实 程度结果 准 证方 3） 心 ，中 核 解释变 重新 回归 具体 果详见式 的 量 进行 结 表 3（1） 。列

，本 ，外 考虑更换 度方法进行 验此 文还 测 稳健性检 使用企 明细 与数字经济 部业无形资产 项中 相关

。分占无 资产总 作为代理 形 产明细 含形 额的比例 变量 当无 资 项中包 “软件”“ 络网 ”“ 端客户 ”“管

理 统系 ”“智能平台” ，等与 数字化转 相关的 键 时 该明细项 为企业 型 关 词 标记 目 “企业数字化相关无

形资产”， 对 一 ，计 本再 多项 化相关资产 加总 算其 年度总 的比例作同 公司当年 数字 进行 占 无形资产 为

一 。字 转型的 变量 再 进企业数 化 另 代理 次 归行回 的结 如表果 3（2） 。列所示 综合表 3（1） （和列 2）

列可以 出看 ，数字 转 依化 型 然在 1%的显著性 平水 上对 。创新效 作用率有正向

2.更换 的测被解释变量 度。 准回归中基 ，得 结论有可 是由被 测量误差 因到的 能 解释变量 所导致的

，本 对 ， 。采文重新 新效率 行 以 行 健性检验此 企业创 进 测度 进 稳 用随机前沿 （分析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简称 SFA） 法方 ，本 对 。文重 企 创 率进行测 在使用新 业 新效 度 SFA 对方法 效率进企业创新

，本 对 ，行 企业 发投入与创 出设定为 数形式 常投入产 及 技测度时 文将 的研 新产 超 从而打破 出弹性以 无

①
在本文基准回归的全样本中，包含了ST和*ST企业，这些企业由于创新失败、财务或经营不善等问题面临投资与退市

风险。由于本文侧重于考察企业创新活动效率如何受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为了排除ST和*ST企业可能带来的干扰，本

文在后续研究中将剔除ST和*ST企业。对于该样本处理方式可能存在的偏误问题，本文将在内生性处理部分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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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偏向 设条件 用性的假 使 基于 SFA测 的 业创新效 替换 回归方程 的被解 变度 企 率 基准 中 释 量对（3）

式进 回归行 ，表 3（3）列 结果的 表明，数 依然在字化转型 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创 率有正向作新效 用。

表 3 系列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量变

：被解释 量 企业变 创新效率

更换数字化

汇 次转型词 频

使用无形

产占比资

用使 SFA测度

企 创 效率业 新

使用 板面

Tobit模型

入高维引

固 效应定

采用PSM 法方

（1） （2） （3） （4） （5） （6）

业 化转型企 数字 0.016*** 0.061*** 0.044*** 0.106*** 0.033*** 0.004***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控 变量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固定效应企业 已控制 已控制 已 制控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 应份固定效 控制已 已控制 控制已 已 制控 制已控 控已 制

行业－年份 定效固 应 未 制控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 制控 未 制控

城市－年份固定 应效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R2或伪R2 0.698 0.807 0.673 0.679 0.751 0.700

值观测 29136 29136 29136 29136 29136 27699

：注 ***表示1% 。 类 。的显著性水 号内为聚 企业层 误平 括 到 面的标准

3.更换回归方法。 一上 公司创 中有 定 量 值由 市 新效率 数 的零 ， 本致导 样 ，采存在截尾 征 用特 线性

回归的方法可能导 回 系 在偏差致 归 数存 。因此，本文使用面板托宾（Tobit）模 一进 步检验型 企业数字

对 ，转型 创新效率的 回归结果 表化 企业 影响 如 3（4）列所示。 字化转型企业数 依旧在 1% 显 性水的 著

平上 了 。提高 企 的 效显著 业 创新 率

4. 。引 高维交互 定效入 固 应 本文 一进 步考虑到可能存在只 时 化的行业随 间变 与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失问题遗 ，因此， 对固定 其加以缓解引入高维 效应 ， 如表结果 3（5）列所示。结果表明， 字化企业数

对转型 的 升创新效率 提 作用在 1% 著性水的显 平上显著，且 数系 ，正为 本表明 文 论稳结 健。

5.采用倾向得分 配法匹 。为 讨探 企 数业 字化转型 ，本 采与创 效率的因果 倾向得分新 关系 文 用 匹配

法（PSM） 检验进行 。 对 家进行数字 型的企业针 每 化转 ， 控制变 配变量以 量作为匹 。 本由 数于研究样

，本 本为非平 数据 文 照 将 拆 为据 衡面板 按 年份 样 分 13期 一 。截面 据分 匹配 为防 其他不 观数 期逐 止 可

，本 ，因 致错配 文 限于在同行 进行匹配测 素导 仅 业企业间 并逐期进行 Logit模型 ，计算得到回归 相应

。 ， ， 二 ：向得分值 后 按照 值序列进 按 下式得 阶矩进 匹的倾 最 倾向得分 行匹配 即 照 分值的 行 配

 2min
j

j i jt Ti
p p T


 （10）

（10） ：中 角式 下 标i和 j ，表示企业 p ，为倾 分值向得 jT 为第 j 本体出现 样 的个个 在 中 期数。

基于上述 法方 ，匹配后重 归新进行回 表 3（6）列的结果表明， 业数企 字化转型仍在 1%的 性水平显著

了上 高 企业 率提 的创新效 。

6.安慰剂检验。 也 ， ，回 的结论 由其他 机 导 的 排除不可 测因 影响基准 归 可能是 随 因素 致 为 观 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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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计了文设 慰剂检安 验：首先，对本 本文 样 中的企 随机生成处研究 业 理组， 数字化转为其 型进行赋值，

经过 1000 ，复随机赋值 归 得到回 系数的次重 与回 归 均值为 0.0002， 小于基准回 数远 归中的系 0.036。

图 1中的（a） 了 布图 慰剂检 的 值呈现 安 验 系数 分 ，图（b） 了现呈 t 计 布统 量分 ，从 t 计 来统 量 看数值 ，

，其围绕 零附近 明 机 并进行在 说 随 赋值 1000 ， ，次 归中 企业数 的系数是 明企回 字化转型 不显著的 表

对 。字化转型 其 效率的影 是稳健业数 创新 响 的

(a）安慰剂检验的估计系数分布 （b）安慰剂检验的 t统计量分布

图1 安慰剂检验的估计系数与 t统计量分布图

（三）内生性问题处理

1.Heckman两阶段 。法 本 择 本考虑到 样文所选 的 为 大当年创 于零的 业新投入 企 ， 一存 定可能 在 的

本 择样 选 偏误 题问 。为此，本 采用文 Heckman两阶段 本 择解决样 问法 选 题，并 设定回归 型重新 模 。具

， 一 采体而言 阶段先 用该过程第 Probit模型对企业 年创 入决策当 新投 ，的哑 进行回归变量 于企业由 当

较大 一 ，本新投入决 上 决于上 新投入 报 照期的创 策在 程度 取 期的创 回 文参 （佳阳 余 2012） ，的做法 在

Heckman 一 一 一阶段 企业上 期 否进行 新 入 他性约束 制变量进行第 引入 是 创 投 这 排 控 回归，同时计算逆

米尔斯比。在 二第 阶段，将 米逆 比尔斯 代入基准方程（3）式进行回归。根据上 路述研究思 ，回归结果

见表 4（1） 和列 （2）列。 ，回归结果显示 米逆 尔斯比系 著数显 且VIF检 值为验 2.681， 小远 于 10，

， 对 。明回 果不受多 共线性 影 企 字化转型 创新效率的 成立表 归结 重 的 响 业数 其 促进作用

2.均值 工具 法差与异方差 变量 。 ，本为缓解由 因果造成 内生性 用工具变反向 的 问题 文使 量法进行

。处理 Lewbel（1997） 了 ，本 采提出 基 差额构 工 量 方 文 用企业 字化 指标与其于均值 建 具变 的 法 数 转型

三 ，在地级 中 业 化转型均 差额的 次方 数字化转 额工 量 并基于该所 市 企 数字 值 构建企业 型的均值差 具变

小二变量使用 阶段最工具 两 乘法（2SLS） 实证检验进行 ， 表结果详见 4（3） 和列 （4）列。Lewbel（2012）

一进 步指出， 心 对 较基于核 释 模 中 他外生变 回归 残差构建 具变量 有 的 性解 变量 型 其 量 后的 工 具 强 外生 ，

心同时与 解释变量具 关性核 有高度相 。本文借鉴Lewbel（2012）的做法， 用使 对 权企 字化转型 股业数

度回归后集中 心 权 ，残差与 的股 集中 作 企业数 型的工 变 次 用的 去中 化后 度的乘积 为 字化转 具 量 再 使

2SLS ，法进行回 具体 详见表方 归 结果 4（5） （列和 6） 。列

表 4（3）～（6） 了 小二列 报 用 变量进行 阶段最 乘法汇 使 工具 两 。果的回归结 ，可以看出 一第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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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F值均大于 10，K-P rk LM 计 与统 量 C-DWald F 计统 量大于 Stock-Yogo的 值临界 16.38。从具体回

来 ， 一 ， 对归结果 回归结果 均 差额构 具变量 基 方 构 的工具变看 第 阶段 显示 基于 值 建的工 和 于异 差 建 量

企业 化转型的 响均在数字 影 1% ， 。平 显 正 表明这 个工具变量 字化转型水 上 著为 两 与企业数 高度相关

表 4 Heckman两阶段法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量变

Heckman两 法阶段 均值差额 变量工具 2SLS 异方 工具变差 量2SLS

一第 阶段 二第 阶段 一第 阶段 二 段第 阶 一阶段第 二第 阶段

业是否企

入投 创新

企 创 效率业 新 企业 字化数

转型

企业创新 率效 企业 字数 化

转型

业创新效企 率

（1） （2） （3） （4） （5） （6）

企业数字化转型 0.240*** 0.002*** 0.002*** 0.003**

（0.025） （0.001） （0.001） （0.001）

性约束控排他 制变量 1.393***

（0.477）

米 斯比逆 尔 −0.068***

（0.002）

差额工具变均值 量 0.012***

（0.001）

方差工具 量异 变 0.032***

（0.003）

控制变量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已 制 已控制 已控制

VIF 2.681

一第 阶段F值 127.460 165.220

K-PrkLM 计统 量 102.651 464.081

C-DWaldF 计量统 6891.626 132.992

业 定效应企 固 已 制控 已控制 已控制 已 制控 已控制 已 制控

固定效应年份 控制已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已控制

R2 0.728 0.046 0.005 0.053 0.026

测值观 31732 29136 29136 29136 29136 29136

：注 **和***分别表示 5%和1% 。 类 。著性水平 号内为 层面的标的显 括 聚 到企业 准误

五、作用机制与异质性分析

（一）作用机制检验

对 ，本证 业数字 其创新 率 的 识 度机制与 彼特 机制 文使 中介效为验 企 化转型 效 影响 知 宽 熊 租金 用 应

，模 进 验 具体结 详见表型 行检 果 5。Sobel z值均在 1%水 显著平上 。本文 一 了在 步地此基础上进 进行

Bootstrap抽样检验（1000次），且在 95%置信度上 置信区的 间 未包含零范围内 ，说 识 度与明企业知 宽

熊 金的中 效 成彼特租 介 应均 立。具 而言体 ， 对企业 字化 企业知识 度的影 在数 转型 宽 响 1% 平 著水 上显 ，

， ， 了且系数 正 表明企业 型有益于 累积 证实 数字化 的使用可 降低企为 数字化转 企业获取与 知识 手段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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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了 。 ，本识的成 并 的 播 遵循 应的检 步 还 企 数字化转 与企业获取知 促进 知识 传 中介效 验 骤 文 将 业 型 业

， 对 （识宽度同 纳入实 方 即 方程知 时 证 程 实证 5） 。式进 回归 从表行 5（3） ，列 企业数字可以发现 化

，显著 知识宽度在转型不再 企业 1% 。 来 ，上显著且 数为正 租金的中 企 数水平 系 从熊彼特 介效应 看 业

字化转型在 1% ，水平上 著 企 熊 特租金的 得 当 业数字化 型与熊 特 金 纳入显 促进 业 彼 获 将企 转 彼 租 同时

， 对实证 型时 可以看 租金 企业 影响模 出熊彼特 创新效率的 在 1% ，平上显著且 为正 企业 字化水 系数 数

对转 新效率的型 企业创 影响在 5% ， 较 ，平 显著且 正 其显 性 回 而 有所下降 映水 上 系数为 著 基准 归 言 反

了 。中 应的成立介效

表 5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量变
企业 识 度知 宽 特租金熊彼 企 创新效率业

（1） （2） （3） （4）

企 转型业数字化 0.092*** 0.076*** 0.001 0.004**

（0.017） （0.017） （0.001） （0.001）

企业知识宽度 0.028***

（0.001）

彼特熊 租金 0.009***

（0.01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 制控 已控制

Sobel z值 9.103*** 21.710***

Bootstrap 区间置信 [0.004, 0.006] [0.005, 0.007]

企业固定效应 已 制控 已控制 制已控 已控制

年 定 应份固 效 控制已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R2 0.836 0.098 0.462 0.649

观测值 29136 29136 29136 29136

：注 **和***分 表别 示 5%和 1% 。 类 。著性水平 号内为聚 到 的标准误的显 括 企业层面

，本 了基于 方法验证 熊 创新范式 的知识 以及熊彼 经 激综上所述 文 实证 彼特 中 累积机制 特租金的 济

， ， 。励机 两者作 下 数 化 型可以推 其创 率的提升制 在此 用 企业 字 转 动 新效

（二）异质性分析

1. 权异质性产 。 ， 对虑 中 国有企业 为公有制经 相 于非国考 到 国的 作 济的主体 有企业而言，国有企

业 ，在数字化转 创新研发 面具有 资难度 且 转型与 方 更低的融 在数字化 型的早期 。索示范 用具有探 作 表

6（1） 和列 （2） 分列 别为国有企 与非 企业业 国有 的回归结果，结 显果 示，数 转型字化 在国 企业确实有

来了带 比在 大有企业更非国 的创新效率， ： 了其可 原因在于 国 业在数字 转型方 多能的 有企 化 面投入 更

的资金， 来且近年 ， 较于 国有企相 非 业而言， 力 才国有企 更 招 到 级劳动 与 发型业 容易 聘 高 研 人 ； 外另 ，

， 本 也 。 ， 权在研发 金投入 面 有 获得风险 投资的机会 国有企业 所有资 方 国 企业 资 要高于非 因此 从企业

来 ：一 ， 势， 一 ，面 国有企业 优 无论是 步深化 型还是提 率 有企业看 方 具备 进 数字化转 升创新效 国 应充

势 ； 一 ， ，发挥其 以 示 引 作用 另 方 需要 非国有企 资源配 效 合 导资源向分 优 起到 范 领 面 注重 业 置 率 理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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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注非 入

2. 术企业高新技 异质性。 术 ，赋能 的过程中 并 有企业都 重数字 创新在数字技 创新 非所 注 化转型的

， 来 、 。 大效应 仅 数字化 管理流 优 动 产 提升即可 用数 手段汇聚部分企业 需 转型带 程 化 劳 生 率 使 字化 数

、 ， ， 一据 运用 字 法 展创新活 并注重创新 升效应 这 生于 技行业企数 算 等开 动 效率的提 过程率先发 高科

。 ，本 本 术 术 。业 文将样 区 为高新 非高新技为此 分 技 企业与 企业 本 了 、集 科技部 和国家文收 由 财政部

术 ， 本 本 ， 本务 认 的 新技 企业 单 再 研究样 进 匹配 并 此 样 企业分为 新技税 总局 定 高 名 与 文 行 据 将 中的 高

术 术 ，企业与 企业非高新技 回归结果如表 6（3）～（4） 。所示列 ， 术看出 高新技 的数字化可以 企业

对 ， 术 计 义型 其创 升存在显 促 效应 非 企业的 归 则 具 统 学意 上转 新效率提 著的正向 进 高新技 回 结果 不 有

。 了 术 ， 术显著 说明 高新 企业的 字 转 为其创新 能 而非高新 数字化转的 性 这 技 数 化 型已 赋 技 企业的 型仍

未 ， 也 未来 术 力、 。新效 域 这 是 非高 企业强化 竞争 深 化转型的触及创 率领 新技 其 化其数字 主要方向

表 6 企业异质性分析

变量

：被解释 业创新 率变量 企 效

企国有 业 非 有企业国 术高 技 企新 业 术高新技 企非 业 术靠近前 技沿 术离 技远 前沿

（1） （2） （3） （4） （5） （6）

企业数 化转型字 0.054*** 0.045*** 0.046*** 0.034 0.053*** 0.046*

（0.011） （0.007） （0.009） （0.020） （0.016） （0.027）

控制变量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经验p值 0.005 0.009 0.039

业固定效企 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已控制 已 制控

年份 应固定效 已控制 已控制 已 制控 控制已 已控制 已控制

R2 0.684 0.685 0.686 0.628 0.689 0.187

测值观 9197 19126 16883 7861 16375 12222

：注 *和*** 别表示分 10%和 1% 。 类 。的 著 平 括号内 聚 到企业层 误显 性水 为 面的标准

3. 术技 距离异质性。 术 术沿技 距离是影响 创新表现 重要因与前 的技 企业 的 素。 、争 新企业市场竞

来对业 部威胁 带 创新 有 作 的进入等企 外 会同时 具 正向 用 “ 离竞争效逃 应”与具 向作用的有负 “ 彼特熊

效应”。 术 择 术落 术 本靠 技 的企业存 主动选 战略 获取前沿 达到 创新近 前沿 在 性技 后以 技 扩散从而 低成

的可能（Acemoglu et al.，2006）。 术 也 术技 前沿的 业 有可 住技 变革 现 主研远离 企 能通过抓 机遇以实 自

落 （发 身 后竞 地改变自 争 位 Matthews，1969）。 术 对具 探 不同技 距 行业 字化转型 业创为 体 究 离 中数 企

，本新 率 影效 的 响 文 术根据各企 所在行业与 技 前沿距业 数字产业 离将企业 在行所 业划 为分 术靠近技 前

业沿企 与 术 ， 本 。远离 前沿企 分样 回归技 业 并进行 从表 6（5） （列和 6）列的 来 ，回归结 业数果 看 企

术 落 术字 转 整 上 以促进前 技 与 领域企业 新效率 提化 型在 体 可 沿 后技 创 的 升， 对 术但 沿技 企业 言于前 而 ，

其在 1% ，对 落 术 ，水平 后技 企业上显著 于 而言 其在 10% ，平上水 显著 这表明在数字 济经 ，时代 企业

数字化转型对 术近技 前于靠 。沿 有 显著的 率促进 用的企业具 更 创新效 作 ，对于 述 质性分析此外 上 异 而

， 本 ，本言 为 不同样 的 数差异 文 用证实 系 性 使 Bootstrap 检验抽样 1000 对 本次 两 样 的系数差组 异性进

了 ，检验 经验行 p ， 本明样 在显著差异值均显著 表 间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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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进一步分析

（一）企业创新效率提升的触发条件

述研究的 础上在上 基 ，本 一 讨文将进 步探 当具备何种条件时，特 是具备 生性质 条别 何种外 的 件时，

对企 数 化转型可 其创 率起到促 作用业 字 以 新效 进 。 ， 权在 识 济 知识产 保 已成为保护知 经 时代 护 创新主

利益的关体 键制度安排，在知 生产过程中识的 ， 者的利益 要源于 所获得的 金创新 主 通过创新 熊彼特租 ，

必 （制度上 新者可 得 彼 租 以强化其 励作 激励企业 新的 要 件从 保障创 获 的熊 特 金 激 用是 创 条 Arrow，

1962）。 ，一 ， 权 势力， 权于 观点可以 现 方面 知识 化创新型 在知 的基 上述 发 产 可以强 企业的垄断 识产

， 大 攫 ， 一 ， 一保护下 企 够最 化 取 创新的 金 企业获 将 步增加 投入 进业能 其 熊彼特租 得租金后 进 其研发

（地 企 创步 激励 业 新 Schumpeter，1942）； 一 ， 权 术 ，另 方面 知 产 保 限制其他 业的技 仿识 护会 企 模 企

势， ， 心 力（业 争中要想 得竞争优 则 地依赖于 创新 强企业的核在竞 获 需要更多 自主研发与 以增 竞争 方

杰炜 ，等 2023）。 ， 权 ， 大由 可知 基 保护的制 业 字化转 在更 限 上此 于知识产 度安排 企 数 型可以 度 激发

力， 。企 创 活 并驱动 业提 新效率业 新 企 升创

权 力 ， 对由 随着知 产 护 变化 企业 字化转型 其 的影响并 升或于 识 保 度的 数 创新效率 不是突然提 突然

， ， 。 ，本下降的 而是 的渐变过 即整个 程不是突 滑 进地发 因此 文缓慢 程 的经济过 变而是平 渐 生变化 选

（取 平 转 模型面板 滑 换 PSTM）， 势该模 的优 能够捕获 济变量 经 机 化而渐进 化的型 在于 经 随 济 制变 变

（过程 Gonzalez et al.，2005）。

1. 择转 选换函数的 。从表 7中可以看出， 假设原 0H ∶r =0 不存在非线 应表明 性效 ，F值、LM值

以及LRT值均在 1% 著水平上显 ，表明拒 验 原假设绝线性检 的 ，也 间存在 线 系即变量 非 性关 ， 一步进

地，在剩余非 性检线 验中，F值、LM值以及LRT 均不再 著值 显 ， 明 转换函数 数为表 最优 个 1。通过

择 来模 结果 看型选 检验 ， 池依 则据赤 信息准 （AIC）、贝 信息准则叶斯 （BIC）与 信息准则奎因 （HQIC）

小 ， ， ， （值最 的 看出 转换 取 指数函 即选用 数 转 模取 原则 可以 函数应选 为 数形式 指 平滑 换 型 ESTM）

， ， ：为最合适 此时 函数的形 为的 转换 式    2, , 1 itq en
n it n ng q c e     。

表 7 面板平滑转换模型选择检验结果

线性 验 剩 线性检验检 与 余非 F值 LM值 LRT值

线性检验 0H ∶ r =0； 1H ∶r =1 4.085*** 2.853*** 2.546***

（0.003） （0.009） （0.009）

线性检验剩余非 0H ∶ r =1； 1H ∶r =2 2.851 0.946 0.389

（0.412） （0.388） （0.677）

择模型选 检验 AIC BIC HQIC

LSTR −92599.131 −92566.012 −92588.489

ESTR −93173.039 −93081.962 −93143.775

NSTR −93171.164 −93071.807 −93139.239

：注 ***表示 1% 。 类 。显著性水平 内为聚 到 业层面的 括号 企 的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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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权 。知识产 保 条护的触发 件 ，本 了据此 文 述检验 果 模 以 转换函数 数进依据上 结 选取 型 及 个 行 回

，归 具体回 结果详 表归 见 8（1） 。 来 ，从 结果 看 企 数字化转型列 回归 业 的系数 0 负但为 1 ，为正 这

了 权 力数字 型在知识产 度不同的 件下呈 特征说明 企业 化转 保护 条 现非线性 ， 0 权为负 识 保说明在知 产

力 ， 对 ，护 度 零时 企 数 转 创 效率具有 向影接近于 业 字化 型 新 负 响 1 正且在为 1%水 上显著 说 当平 则 明

权 力产 保护 度 近于知识 接 1 ， 了 。 ，时 企业 型显著促 率的 这表明 随着 产数字化转 进 其创新效 提升 知识

权 力 ， 对 大，保护 度 增强 企 转型 其创 影 逐渐变的 业数字化 新效率的 响 且在 1% ，平上显 为 示水 著 正 揭

权 。 来 ， 大知 产 保护具 重要 从位置参 看 拐点 出 在出 识 有 作用 数 约 现 0.05， 参数约为斜率 6.47 在且 1%

水平上显著， 对 权 力业数字化 效率 响在知识产 度约为表明企 转型 其创新 的影 保护 0.05的 点处发拐 生显

。剧变化著急

（二）企业创新的能力跃迁

了 ， 长前 业 字化转 于促进 业 效 的 升 但企业 字化 是否能 久 促文证实 企 数 型有助 企 创新 率 提 数 转型 地

势 ？ 势 也进企 竞 优 升以获得 高质量的发 国内具有 意味 在国际上 具业 争 的提 更 展 企业在 竞争优 是否 着其

势？ ，本 术 讨 。争优 为回 上述问 业创新的 以 关键技 角展开有竞 答 题 文从企 可持续性 及 创新视 论

1. 力创 续新持 能 。 长 来 力， 长 了 力中 企业 期以 乏持 新的动 在 成 期为 得 场 能 会国 缺 续创 其 获 市 生存

心 力 ， 心 势， 也 落进行 能 的探索 建 优 但 具有核 立核 竞争 入“ 心核 刚性”与“ 力能 陷阱” ，一风险 旦的

（其创 同行业模 就会陷 局面新被 仿 入被动的 Yayavaram and Chen，2015）。而数 则 以使企字化转型 可

地嵌入 部 网业更好 外 知识 络，实 知识交互 出现 溢 ， 术增 业技 领域 多元性加企 的 、 来 长创 的 增带 新 持续 。

本文基于 证方程实 （7） 讨 了 力式 论 化转型是 企业 化转型的创 续能 提升企业数字 否能够促进 数字 新持 效

，应 具体 如表回归结果 8（2） 。列所 字 转型在示 企业数 化 1% 性水平 促 业 新 续性的的显著 上 进企 创 持

， 长 势 力 。增 意味 有助于企 期竞争 的 造 争 水平的 升强 着这 业 优 塑 和竞 提

表 8 企业创新能力跃迁的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1） （2） （3）

创新效率 力创新持续能 术 新关键技 创

系数 准误标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小 ）企业数 于突变位字化转型 置 −0.001 0.003

（大 ）字 转型 于 置企业数 化 突变位 0.007*** 0.003

企业 字 型数 化转 0.065*** 0.011 0.091*** 0.012

制 量控 变 已控制 控制已 制已控

Threshold位置参数 0.049*** 0.013

Gamma斜率参数 6.473*** 0.972

企业固 应定效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效应年份固定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2 0.027 0.781 0.190

值观测 29136 29136 22717

：注 ***表示1% 。的 性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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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关 技 创新键 。 ， 术字化浪潮 业 字化转 促进其 键 新 仅 企在全球数 席卷下 企 数 型能否 关 技 创 不 是

，也 术业关注 焦点 是学 界亟的 问题 须 。 ，本 术给出答 的 要 因此 文以 字化转型背 技案 重 问题 数 景下企业

创新为逻辑主线， 于实 型基 证模 （8） 一 讨 术式进 步探 数字化转 能否促 技 创新企业 型 进其关键 ，具体回

果 见表归结 详 8（3） 。列

术 少 ， ，本 本，对键技 创 集 制 业 业与 量服 业 因 保留全部 造业企 样由于关 新 中于 造 企 务 此 文 制 业 于

，本 了服 而言 文仅 留务业 保 、 术 ，信息传输 息技 服务软件和信 业 以及 术研究 服务业科学 和技 。的企业

来 ，所汇报的 归结果 字化转型从 回 看 企业数 在 1% 术 ，促 企业关 域的创 这 企水平上 进 键技 领 新 表明 业

术数 化转型有 于企 破技 封锁 跳出字 助 业突 以 “低 陷端 阱”。

七、结论与启示

本 了 ， 讨了文 熊彼特创 范式剖析 企 转型促进 率提 内在机理 同基于 新 业数字化 企业创新效 升的 时探

攫 ， ： 一， 对知识宽度 熊彼特 作用机制 主 结论 第 字化转 其 效 提与 租金 取的 得到如下 要 企业数 型 创新 率

， 一 、具有显著 进作 挥这 作用 底层逻 在 企 字化转型 要素投入 创 创新模升 促 用 发 的 辑 于 业数 从 新过程到

。 ， 对式 新范 迁 其次 企业 化转型 其 新效率 用机制为 与 彼特推动企业创 式变 数字 创 提升的作 知识宽度 熊

， ， 力 。租 识经济 代 资 与 彼特租金 经济 是企业创 效率提 的 在 制 再金 在知 时 知识 产 熊 的 激励 新 升 内 动 机

， 权 。 ，次 知 产 保护的制 企业数字 其创 率提升的重 发条件 最 企业通识 度安排是 化转型促进 新效 要触 后

、 一 了 力 ， 力转型 创新 进 实现 其 的跃迁 体 为 业 新的持续 不断过数字化 效率提升 步 创新能 具 表现 企 创 能

， 术 。并且在关 技 领域 新 所强化 键 创 有 突破

，本 ：基于以上 究结论 文得 策启示研 到如下政

一， 术 、 一 。第 拓展 范围是企业 数字化转 的重要 数字化转延伸技 价值 转型 进 步 型 方向 企业 型已从

、 、 、 纂、 力单 使用数 收集用 数 理 统 级 机器人 入使 方面逐渐 数据编简 地 字平台 户 据 管 系 升 投 用等 向 算

、 ，提 算 代层面演 基于升 法迭 变 “ － 力－数据 算 算法” 字化转型 彻于 的生产与管的数 可全方位贯 企业

、 心 、 ， 一 力式优化 核 品与服 略方向重 面 这 过程 自主创 能 以理方 产 务重构 战 塑等多方 在 中实现 新 提升

， 术 心 力 。能 发展 以掌 关键 其核 竞争 断提升赋 其 握 技 使 不

二， ， 。 ， 、 术积 构 新网络 营 协同创新环 业数字化 技 等 的获第 极 筑创 造 境 随着企 转型 其知识 信息

力 ， 本， ，取能 不 强 这有助 降低企 新成 但显 息 动的红 短期内 效断增 于 业研发创 性知识信 流 利仅在 有 要

， 、 ，续 促 企业创新 需要 方政府积 搭建协 创 平 享创新实 室 以促进多持 性 进 还 各地 极 同 新 台 共 验 领域多

， ，科多行业 交流 创新与生产 等隐性知 流通传学 的研发人员 使其 经验 识 播 释放以“经验”为主要内容

， 一 力。 ， 术隐 知识红 进 步提 创 此 政 还应有意 地从 产业集群 建设技的 性 利 从而 升 新活 外 府 识 建设 向 集

， 术 ， 耦群 导 企业集聚 极引领高技 入驻 以生 新网 的方式使产 群引 地区 积 行业企业 产网络和创 络 合 业集

术 ， 。与技 集 融合发 其协同创群 展 以促进 新

三， 一 权 大执 力 。本 对 讨 ， 了 权完 知识产 系并加 度 发 件 论 证实 知 产第 进 步 善 保护体 法 文 触 条 的 识

。 心 术 ， 、 、 ， 权保 作用 在关 核 技 创 不 原 自主性 基 性创新不足 完善知识护的 键 新 足 创性 础 的情形下 产

，尤 ，于保 新主体的利 是可以保 企业创 特租金获 善 激励措保护有助 护创 益 其 证 新的熊彼 得 不断完 的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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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力。 ， ，步激发 创 与 同 还应关注 业与 异质性 杜将进 业 新活 此 时 企 行业 绝“一刀切” ，式 制 安的 度 排

对 术 一 大 权 执 力 ， 大技 密集型 知识密集型 应进 步加 的 法 在最 范围内于 与 行业企业 知识产 保护 度 以 保护

、 力 心 术 。创新主体 利益 促 主创新能 现 键核 技的 进企业自 提升并实 关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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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s: An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Schumpeterian Innovation

Paradigm

SHI Lei PENGZichen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China, enterprises dri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roug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th to promot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break through key core technologies, and reshape enterprise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Based on the Schumpeterian innovation paradig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en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improve their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sample data of 4350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9 to 2021.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triggering conditions and capability transition paths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helps improve their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the mechanism lies in the knowledge accumulation effect and the Schumpeterian rent-grabbing effect. (2) Under the

Schumpeterian innovation paradigm,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s an important trigger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along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efficiency, the

en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lso promotes the sustainable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innovation in

key technology field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provide useful inspiration for deepening the direc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improving their innovation ability, and shaping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and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breaking through the “low-end lock” and the barriers of key core technologies in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Keywords:Schumpeterian Innovation Paradigm;Digital Transformation;Schumpeterian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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