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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选取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１２６ 家 Ａ 股上市的涉农企业数据ꎬ基于双固定效应模

型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赋能涉农企业经营绩效提升的传导机制ꎮ 研究发现:(１)验证了数

字化转型对涉农企业经营绩效提升的赋能作用ꎬ并且发现该作用具有持续的正向性ꎻ(２)营

业成本控制效率在数字化转型赋能涉农企业经营绩效提升的传导中扮演着完全中介效应ꎬ
即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营业成本管理水平ꎬ进而提升涉农企业经营绩效水平ꎻ(３)期间

费用控制效率在数字化转型赋能涉农企业经营绩效提升的传导中扮演遮掩效应ꎬ即数字化

转型使企业期间费用在总收入的占比上升ꎬ从而削弱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作

用ꎮ 基于以上发现ꎬ研究还提出数字化转型赋能涉农企业经营绩效提升的资政建议ꎮ
关键词:涉农企业ꎻ数字化转型ꎻ经营绩效ꎻ传导机制

一、引　 言

当下ꎬ中国数字经济正蓬勃发展ꎮ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

书(２０２１ 年)»显示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ꎬ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３９ ２ 万亿元ꎬ占 ＧＤＰ 的比重超过 １ / ３ꎬ且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与全球经济下行双重影响下ꎬ中国数字经济仍保持 ９ ７％的高位增长ꎬ是同期

ＧＤＰ 名义增速的 ３ 倍多ꎬ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ꎮ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ꎬ越来越多的企

业开启了数字化转型之路ꎮ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

指出ꎬ“要推动产业数字化ꎬ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

造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ꎬ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ꎮ 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

数字技术的普及ꎬ极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ꎬ促成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孕育兴起ꎮ 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ꎬ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ꎬ加快建设制造强国ꎬ支持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将数据确认为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和管理之

后的第七种生产要素ꎬ反映了最具时代特征生产要素的重要变化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ꎬ促进数字技术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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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济深度融合ꎬ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ꎮ
数字化转型同时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ꎮ 企业数字化转型从本质上讲ꎬ是以数据的高效流动改

善技术、资金、人才、物资等要素在时空中的配置ꎬ并缓解外部环境对企业冲击的系统性进程(陈庆江

等ꎬ２０２１)ꎮ 就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这一问题ꎬ学界已从企业竞争优势(Ｃｉａｍｐｉ 等ꎬ２０２１)、企
业生产率(Ｄｅｄｒｉｃｋ 等ꎬ２００３)、企业生产组织方式(Ｙｏｏ 等ꎬ２０１２)以及企业成本费用率(何帆等ꎬ
２０１９)等方面展开研究ꎮ 然而ꎬ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尚存在分歧ꎬ研究结论主要分为四派ꎬ
即无影响(Ａｒａｌ 等ꎬ２００７ꎻＣｈａｅ 等ꎬ２０１４ꎻ吴溪等ꎬ２０１７ꎻ伍利娜等ꎬ２００３)、正向影响(Ｃｅｎａｍｏｒ 等ꎬ２０１９ꎻ
Ｃｉａｍｐｉ 等ꎬ２０２１ꎻ何帆等ꎬ２０１９ꎻ杨德明等ꎬ２０１８)、负向影响(Ｂｕｔｔｉｃè 等ꎬ２０２０ꎻＳｈａｈ 等ꎬ２０２１)与非线性

影响(孙晓琳等ꎬ２０１０ꎻ李晓宇等ꎬ２０１９)ꎮ 其中基于成本视角的研究较少ꎬ杨德明等(２０１８)研究表明ꎬ
成本费用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无显著的中介效应ꎮ 然而ꎬ企业营业成本与期间费用的产生

来源不同ꎬ数字化转型对两者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ꎮ 另外ꎬ以上研究主要以传统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

象ꎬ鲜有聚焦于涉农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ꎮ
涉农企业作为农业发展领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ꎬ对于中国农业实现产业化、组织化、集约化、规模

化经营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和带动效应(李晓阳等ꎬ２０１８)ꎮ 然而ꎬ由于农业的天然弱质性使得涉农

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弱于非农企业(李晓阳等ꎬ２０２１)ꎬ且中国的农产品市场竞争比较充分ꎬ产品同质化

严重(李晓阳等ꎬ２０２０)ꎮ 涉农企业迫切需要引入先进的生产要素ꎬ赋能传统生产环节转型升级ꎮ 数

据既是新型生产要素(谢康等ꎬ２０２２)ꎬ又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陈卫洪等ꎬ２０２２)ꎬ通过生产环节、
流通环节和销售环节的数字化实现了经济、生态和文化价值的再创造(马述忠等ꎬ２０２２)ꎮ 那么ꎬ在农

产品竞争激烈、产品同质化严重的背景下ꎬ数字化转型是否能够赋能涉农企业绩效提升? 数字化转型

赋能涉农企业经营绩效的传导机制是怎样的? 为回答上述问题ꎬ本文选取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１２６ 家 Ａ 股

上市的涉农企业数据ꎬ首先通过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验证数字化转型对涉农企业经营绩效提升的赋

能作用ꎬ在此基础上从成本视角出发ꎬ构建分步模型实证研究营业成本控制效率与期间费用控制效率

在数字化转型赋能涉农企业经营绩效的传导机制ꎬ为数字化转型赋能涉农企业经营绩效提升提供证

据和参考建议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化转型对涉农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学界关于数字化转型是否能赋能企业绩效的提升尚存分歧ꎮ 生产率悖论认为信息技术投入与企

业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Ａｒａｌ 等ꎬ２００７)ꎮ Ｃｈａｅ 等(２０１４)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ꎬ信息技术投入

与企业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联系ꎬ信息技术领导者企业并未表现出比控制企业更好的财务绩效ꎮ 吴

溪等(２０１７)研究发现ꎬ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后两年时间内的经营绩效无明显提升ꎮ 也有学者认为ꎬ数
字化转型可以促进企业绩效提高(杨德明等ꎬ２０１８)ꎮ 数字技术有利于企业催生高效的生产和组织方

式ꎬ促进新产品与服务的开发(Ｙｏｏ 等ꎬ２０１２)ꎬ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Ｄｅｄｒｉｃｋ 等ꎬ２００３ꎻＯｈ 等ꎬ
２０１４)ꎬ进而促进企业绩效(Ｏｈ 等ꎬ２０１４)ꎮ 数字化转型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成本费用率ꎬ进而增加了企

业的经济效益(何帆等ꎬ２０１９)ꎮ Ｍｉｔｈａｓ 等(２０１６)指出ꎬＩＴ 投资有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市场价值ꎮ Ｃｉ￣
ａｍｐｉ 等(２０２１)研究发现ꎬ大数据分析能力有利于企业在动态环境中获取竞争优势ꎮ Ｃｅｎａｍｏｒ 等

(２０１９)研究发现ꎬ创新型中小企业通过利用数字化平台ꎬ提高自身绩效ꎮ 而部分学者认为ꎬ数字化转

型对企业绩效提高具有抑制作用ꎮ Ｂｕｔｔｉｃè 等(２０２０)研究发现ꎬ数字化转型催生的数字技术造假会削

弱企业的经济效益ꎮ Ｓｈａｈ 等(２０２１)认为数字技术易形成垄断局面ꎬ进而打击其他企业竞争力ꎮ 此

外ꎬ部分学者认为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并非线性关系ꎬ而是非线性关系ꎮ 孙晓琳等(２０１０)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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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现ꎬ数字技术硬件投资存在时滞ꎬ短期内硬件投资对绩效有负面影响ꎬ两年后对绩效有正向影响ꎮ
李晓宇等(２０１９)研究发现ꎬ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间呈正 Ｕ 型关系ꎬ即企业需要经历一段转型变革

期ꎬ数字化转型才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影响ꎮ
鉴于涉农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更加注重数字技术的应用ꎬ而非数字技术的创新ꎬ因此转型成本较

低ꎬ转型成本对当期绩效影响相对较小ꎮ 根据信号传递理论ꎬ在同质化严重的农产品市场ꎬ依托数字

技术有利于向市场输送优质产品的附加信息ꎬ提升产品竞争力ꎮ 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企业利用数字化

平台拓宽销售渠道(Ｃｅｎａｍｏｒ 等ꎬ２０１９)ꎬ增加产品差异ꎬ在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ꎮ 因此ꎬ本文提出假

设 Ｈ１:
Ｈ１:数字化转型能够赋能涉农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ꎮ
(二)成本视角下数字化转型赋能涉农企业经营绩效提升的传导机制分析

涉农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将对企业产生三种效应ꎬ分别是要素替代效应、去中介效应与组织变革

效应ꎮ 根据要素替代理论ꎬ在保持企业产量不变的前提下ꎬ企业更倾向于用成本更低的生产要素替代

成本较高的生产要素ꎬ以获取更高的利润ꎮ 涉农企业所从事的行业ꎬ如农业、林业以及纺织等制造业

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ꎬ企业经营成本中人工成本占有较大比重ꎮ 而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厂商在业务

环节融合数字技术ꎬ将突破时空限制ꎬ在采购、营销、物流等环节中降低资源匹配、渠道运营费用ꎬ甚至

能以趋零的代价处理客户个性化需求信息(李晓钟等ꎬ２０１８)ꎬ降低信息资源获取成本ꎮ 信息与人工

的相对成本发生变化ꎬ促使企业人力资源逐步被成本更低的信息资源替代ꎬ从而降低人工成本规模ꎮ
数字化转型的要素替代效应表现在两个方面ꎮ 一是要素种类替代ꎬ数字化转型基于数字技术提高了

信息传递的及时性与准确性ꎬ降低了沟通成本(陈冬梅等ꎬ２０２０)ꎬ使得传统的人工被先进的机器替

代ꎬ加剧了降低员工工资的可能性(Ａｒｎｔｚ 等ꎬ２０１６)ꎮ 二是要素规模替代ꎬ数字化转型依托数字技术

人才ꎬ对企业人力资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ꎬ而传统的多数人工无法胜任这一工作而被少数的技术人才

替代ꎮ 因此ꎬ这两方面的替代效应降低了企业对劳动力的总需求以及人工成本的总规模ꎬ能够显著提

高企业的经营绩效ꎮ
去中介效应在于ꎬ相较于传统模式ꎬ数字化转型企业可以依靠数字技术ꎬ高效便捷地获取上下游

反馈的信息ꎬ可以依靠数字驱动的新商业模式减少中间商ꎬ大幅压缩渠道成本(李海舰等ꎬ２０１４ꎻ杨德

明等ꎬ２０１８)ꎮ 由于信息不完全ꎬ传统涉农企业无法获取其发展相关的全部信息且搜寻有效信息的成

本高昂ꎮ 而数字化转型的涉农企业可以借助数字技术健全完善企业信息数据库ꎬ同时降低信息搜寻

成本ꎮ 涉农企业可以通过更宽广的信息渠道了解到更多销售渠道的信息ꎬ一方面可以跳过上游中间

商以更低廉的价格获取生产所需的原材料ꎬ另一方面可以越过下游中间商直接与消费者对接并以略

高于下游中间商进货价的价格出售产品以获得更多利润ꎮ
组织变革效应在于ꎬ数字化转型进程具有鲜明的“不破不立”“破而后立”的创新特征ꎬ既需要企

业摆脱传统经营管理模式的路径依赖ꎬ也对其组织架构变革和生产要素流动形式提出了更高要求

(王永贵等ꎬ２０２１)ꎬ意味着新的开支、较高的学习成本与不确定性ꎮ 数字化运营与管理需要大量专业

人员参与(Ｌｏｇｇ 等ꎬ２０１９)ꎬ而企业获取这类人才的渠道有两个ꎬ一是企业通过招聘平台招聘ꎬ二是通

过组织培训员工ꎻ但目前人才市场上数字技术型人才供不应求ꎬ招聘成本上升ꎬ且招聘的人才规模难

以满足企业的转型需求ꎬ企业仍需主动培训员工ꎬ使其适应数字化转型后的工作要求ꎬ这无疑增加了

企业费用开支ꎮ 同时ꎬ数字化转型增大了审计师的固有风险、控制风险与报错风险ꎬ因此审计师会提

高审计费用(杨德明等ꎬ２０１７)ꎮ
企业成本根据来源不同可以分为营业成本与期间费用两大类ꎬ其中营业成本是企业生产产品过

程中投入的各种要素ꎬ如人工、原材料、生产车间制造费用的直接支付ꎬ计入当期产品成本的部分ꎻ而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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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费用则是企业围绕销售、日常管理、财务费用等与产品成本无直接关联的支出ꎮ 与企业数字化转

型三大效应相关的成本构成如图 １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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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数字化转型相关成本构成

综上ꎬ企业数字化转型ꎬ有助于用信息要素与高质量的人力要素替换大量的一般人力要素ꎬ缩减

人工成本规模ꎬ成本视角下数字化转型机制如图 ２ 所示ꎮ 同时ꎬ依靠数字技术实现去中介的目的ꎬ降
低了材料采购成本ꎬ提升企业利润空间ꎮ 基于此ꎬ本文提出假设 Ｈ２ 与假设 Ｈ３:

Ｈ２:数字化转型与营业成本控制效率呈正相关ꎮ
Ｈ３:营业成本控制效率与涉农企业经营绩效呈正相关ꎮ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数字化专业人才需求增加ꎬ通过平台招聘或者自行培训员工ꎬ企业开支增加ꎮ

同时企业组织变革使得不确定风险增加ꎬ这一过程产生了额外费用ꎮ 基于此ꎬ本文提出假设 Ｈ４ 与假

设 Ｈ５:
Ｈ４:数字化转型与期间费用控制效率呈负相关ꎮ
Ｈ５:期间费用控制效率与涉农企业经营绩效呈正相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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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成本视角下数字化转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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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沪深 Ａ 股上市的涉农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研究ꎮ 按照证监会 ２０１２ 版

行业分类标准ꎬ选择“农、林、牧、渔业”ꎬ制造业中选择“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

精制茶制造业”“纺织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

业”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中主营业务涉及农机、农业、肥料的企业ꎮ 剔除 ＳＴ、∗ＳＴ、暂定上

市、退市的样本以及关键变量缺失样本ꎬ最终筛选出 １２６ 家涉农企业ꎮ 相关数据均来自 ＣＳＭＡＲ 数

据库ꎮ
(二)变量定义

１ 被解释变量ꎮ 企业经营绩效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ꎬ参考何帆等 ( ２０１９) 以及叶陈刚等

(２０１６)的研究ꎬ本文选用企业总资产利润率衡量企业经营绩效ꎬ以净资产利润率作为企业经营绩效

的替代变量用作稳健性检验ꎮ
２ 核心解释变量ꎮ 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衡量方式ꎬ李坤望等(２０１５)采用 ＩＴ 投资、电信支出ꎬ

数字化无形资产等指标ꎬ这些指标尽管直观ꎬ但过于单一ꎬ且可能受到企业炫耀性投资的影响(Ｔｒｉｐｌｅｔｔ
等ꎬ１９９９)ꎬ因而不能很好反映数字化实际应用情况ꎮ 部分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式ꎬ以企业信息技术

资源投入层面(王永进等ꎬ２０１７)以及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层面(胡青ꎬ２０２０)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ꎬ但问

卷调查样本量少ꎬ时间跨度不长ꎬ难以具备代表性ꎮ 上市公司年报中的内容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企

业的经营理念与发展路径ꎬ因而近年来运用企业年报中涉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进行词频统

计来综合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备受学界青睐(李琦等ꎬ２０２１ꎻ吴非等ꎬ２０２１ꎻ武常岐等ꎬ２０２２)ꎮ 本

文所采用的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上市公司数字化版块中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正是基于此方法ꎮ 该指标通

过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分为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与数字技术应用五个

方面ꎬ并对企业年报中五个方面对应的关键词出现频率进行统计ꎬ最后加总得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

度ꎮ 该指标数值越大ꎬ则说明该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ꎮ
３ 中介变量ꎮ 如何降低成本提高企业利润是企业进行成本控制的基本思路(张颖ꎬ２０１１)ꎮ 企业

成本主要包括营业成本与期间费用两个部分ꎮ 其中ꎬ企业营业成本是企业经营过程中对购买的劳务、
生产原材料的直接支付ꎬ而期间费用是企业在一个经营期间内ꎬ不计入当期营业成本控制效率的费

用ꎬ包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以及财务费用ꎮ 考虑到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ꎬ降低绝对成本较难实现ꎬ故
本文采用企业相对成本ꎬ即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重ꎬ来反映企业成本控制的效率ꎮ 因此ꎬ将营业成本

控制效率表示为营业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重ꎬ该比值越小说明企业营业成本控制效率越高ꎮ 同理ꎬ期
间费用控制效率表示为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与财务费用之和占营业收入的比重ꎬ该比值越小说明企业

期间费用控制效率越高ꎮ
４ 控制变量ꎮ 参考已有研究(杨威等ꎬ２０１７ꎻ杨德明等ꎬ２０１８ꎻ何帆等ꎬ２０１９ꎻ李琦等ꎬ２０２１ꎻ李晓阳

等ꎬ２０２１)ꎬ本文选择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两职合一、企业性质以及企

业上市年限作为控制变量ꎬ变量定义如表 １ 所示ꎮ
(三)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假设 Ｈ１ꎬ参考倪克金等(２０２１)的方法ꎬ建立控制时间效应与行业效应的双固定效应模

型以验证数字化转型水平对涉农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ＲＯＡｉꎬｔ ＝ α０ ＋ α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ꎬｔ －１ ＋ ∑ α２ｊ Ｘ ｉꎬｊꎬｔ ＋ ∑ β３ꎬｔｙｅａｒｔ ＋ ∑ β４ꎬｎ ｉｎｄｎ ＋ εｉꎬ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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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ꎬ被解释变量ＲＯＡｉꎬｔ表示第 ｉ 家企业第 ｔ 期的经营绩效ꎬ考虑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

响存在滞后性ꎬ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ꎬ表示为ｄｉｇｉｔａｌｉꎬｔ－１ꎬ即第 ｉ 家企业第 ｔ－１ 期的数字化

转型水平ꎬＸｉꎬｊꎬｔ为企业特征的控制变量集ꎬ即第 ｉ 家企业 ｔ 期的第 ｊ 个控制变量ꎬｙｅａｒｔ为控制年份的虚

拟变量ꎬｉｎｄｎ为控制行业的虚拟变量ꎬεｉꎬｔ为扰动项ꎮ 若α１为正ꎬ则说明数字化转型水平正向影响涉农

企业经营绩效ꎮ 为了验证假设 Ｈ２ 和假设 Ｈ３ꎬ借鉴温忠麟等(２０１４)的方法ꎬ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Ｍｉꎬｔ ＝ β０ ＋ β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ꎬｔ －１ ＋ ∑ β２ｊ Ｘ ｉꎬｊꎬｔ ＋ ∑ β３ꎬｔｙｅａｒｔ ＋ ∑ β４ꎬｎ ｉｎｄｎ ＋ εｉꎬｔ (２)

ＢＰ ｉꎬｔ ＝ γ０ ＋ γ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ꎬｔ －１ ＋ γ２ Ｍｉꎬｔ ＋ ∑ γ３ｊ Ｘ ｉꎬｊꎬｔ ＋ ∑ γ４ꎬｔｙｅａｒｔ ＋ ∑ γ５ꎬｎ ｉｎｄｎ (３)

其中ꎬ变量Ｍｉꎬｔ为中介变量ꎬ其余变量定义均与(１)式相同ꎮ (２)式中β１反映了数字化转型水平对中介

变量的影响ꎬ(３)式中γ１反映了数字化转型水平对企业经营绩效的直接效应ꎬ而β１×γ２则反映了中介

效应的影响ꎮ 若(１)式的α１、(２)式的β１以及(３)式的γ２回归系数均显著且β１×γ２与γ１同号则存在中介

效应ꎬ若异号则为遮掩效应ꎮ 在确定中介效应或者遮掩效应存在的前提下ꎬ若(３)式的γ１不显著则为

完全中介或者完全遮掩ꎬ否则即为不完全中介或者不完全遮掩ꎮ

表 １　 变量符号及定义

类型　 　 　 变量 符号 定义

被解释变量
总资产利润率 ＲＯＡ 总资产利润率

总资产净利润率 ＲＯＥ 总资产净利润率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程度 ｄｉｇｉｔａｌ 企业年报中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出现的总次数

中介变量
营业成本控制效率 ｃｏｓｔ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期间费用控制效率 ｆｅｅ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营业收入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企业总资产取对数

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 企业总负债 /企业总资产

董事会规模 ｂｏａｒｄ 董事会人数取对数

两职合一 ｄｕａｌｉｔｙ 董事长总经理是否为同一人(是＝ １ꎬ否则＝ ０)
董事会独立性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ｒ 独立董事人数 /董事会人数

企业性质 ＳＯＥ 是否为国有企业(是＝ １ꎬ否则＝ ０)
企业上市年限 ａｇｅ 企业上市年限＝当前年份－上市年份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 ２ 列出了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１２６ 家涉农企业全部相关数据的描述性统计ꎮ 资产净利润率的均值

０ ０１３ 大于中位数 ０ ００８ꎬ表明多数涉农企业经营绩效低于平均水平ꎬ且最大值与最小值差距较大ꎬ表
明各涉农企业之间的盈利水平具有较大差距ꎬ同时部分企业存在亏损状况ꎮ 数字化转型水平的中位

数 ０ 小于均值 ２ １０３ꎬ表明多数涉农企业还未开展数字化转型ꎬ且最大值与最小值差距较大ꎬ表明涉

农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存在较大差异ꎮ 营业成本控制效率和期间费用控制效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差距较大ꎬ但营业成本控制效率均值与中位数相近ꎬ分布较为均匀ꎬ而期间费用控制效率均值大于中

位数且距离最大值较远ꎬ表明多数涉农企业期间费用控制效率水平较低ꎬ部分涉农企业可能存在严重

的期间费用管理问题ꎮ
(二)数字化转型与涉农企业经营绩效

数字化转型与涉农企业经营绩效的回归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ꎮ 首先ꎬ检验数字化转型对涉农企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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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直接影响ꎬ即模型(１)ꎮ 然后在模型(１)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ꎬ检验控制企业特征后数字化转

型对涉农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ꎬ反映为模型(２)ꎮ

表 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ＲＯＡ １３８６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３ ０ １５２ －０ ０８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１３８６ ２ １０３ ０ ０００ ４ ４３２ ４４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ｃｏｓｔ １３８６ ０ ７３４ ０ ７８６ ０ １９２ １ ３７６ ０ ０７１
ｃｏｓｔ１ １３８６ ０ １７９ ０ １４７ ０ １３２ １ ６５１ ０ ００８
ｓｉｚｅ １３８６ ２２ １０６ ２２ ０１０ １ ０２３ ２６ ０８６ １９ ４７８
ｌｅｖ １３８６ ０ ４１８ ０ ４０３ ０ １９６ １ ２２９ ０ ０３１
ｂｏａｒｄ １３８６ ２ ２２６ ２ １９７ ０ ２４９ ３ ０４５ １ ６０９
ｄｕａｌｉｔｙ １３８６ ０ １６９ ０ ０００ ０ ３７５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ｒ １３８６ ０ ３７９ ０ ３６４ ０ ０６８ ０ ７００ ０ １８２
ＳＯＥ １３８６ ０ １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３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ａｇｅ １３８６ １２ ９８４ １３０ ０００ ６ １６４ ２８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表 ３　 数字化转型与涉农企业经营绩效

模型(１) 模型(２)
变量 ＲＯＡ ＲＯＡ

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ｓｉｚｅ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００６)
ｌｅｖ －０ ０４００∗∗∗

(０ ００２８)
ｂｏａｒｄ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２２)
ｄ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１３)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ｒ ０ ００６８

(０ ００６９)
ＳＯＥ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０２０)
ａｇｅ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１)
＿ｃｏｎｓ ０ ０１４６∗∗∗ －０ １２５８∗∗∗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１３０)
Ｎ １２６０ １２６０
ｒ２ ０ １７５１ ０ ３１４７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ꎬ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ꎮ 下同

由模型(１)结果可知ꎬ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０００７ 且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ꎬ表明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正向影响ꎮ 在加入控制变量后ꎬ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有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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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ꎬ但仍然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ꎬ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为企业拓展销售渠道、提升竞争优势、完
善内部信息追踪管理提升决策效率ꎬ直接促进企业经营绩效提升ꎬ假设 Ｈ１ 成立ꎮ

通过对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分析发现ꎬ企业规模对涉农企业经营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ꎮ 企

业规模扩大ꎬ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ꎬ市场话语权更强ꎬ更有利于获得各种资源ꎬ且可以享受规模效益ꎮ
而资产负债率显著负向影响涉农企业经营绩效ꎬ过大的财务杠杆将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ꎬ且增大了未

来偿还负债的压力ꎬ同时也挤压了当前用于生产的资金ꎮ 董事会规模对涉农企业经营绩效存在显著

的负向影响ꎮ 尽管董事会人数的增加有利于提高企业决策的准确性ꎬ但过大的董事会规模会增加大

股东占用资金的可能性(杜兴强等ꎬ２０２２)ꎬ且不利于形成统一的决策ꎬ增加了企业决策执行的成本ꎬ
从而抑制了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ꎮ 国有企业性质对涉农企业经营绩效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ꎬ相较于

非国有企业ꎬ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ꎬ出于其公益性的基本属性使得国有企业绩效水平低于

非国有企业ꎮ
(三)数字化转型赋能涉农企业经营绩效提升传导机制检验

１ 营业成本控制效率的中介效应ꎮ 为了检验营业成本控制效率的中介效应ꎬ参考温忠麟等

(２０１４)的分步回归法进行实证研究ꎮ 模型(３)将因变量企业经营绩效(ＲＯＡ)换成中介变量营业成本

控制效率(ｃｏｓｔ)进行回归ꎬ用于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营业成本控制效率的影响ꎮ 模型(４)在模

型(２)的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营业成本控制效率(ｃｏｓｔ)进行回归ꎬ用于检验剔除企业营业成本控制效

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后ꎬ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净效应ꎮ 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ꎮ

表 ４　 营业成本控制效率的中介效应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变量 ＲＯＡ ｃｏｓｔ ＲＯＡ
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０１)
ｓｉｚｅ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３６３∗∗∗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０５)
ｌｅｖ －０ ０４００∗∗∗ ０ ２６７８∗∗∗ －０ ０２３５∗∗∗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２２９) (０ ００２５)
ｂｏａｒｄ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１４９) (０ ００２０)
ｄ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１０７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９４) (０ ００１１)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ｒ ０ ００６８ －０ ０６１９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５０７) (０ ００６２)
ＳＯＥ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０１９)
ａｇｅ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１)
ｃｏｓｔ －０ ０６１５∗∗∗

(０ ００５０)
＿ｃｏｎｓ －０ １２５８∗∗∗ １ ３７２０∗∗∗ －０ ０４１５∗∗∗

(０ ０１３０) (０ ０９７７) (０ ０１２０)
Ｎ １２６０ １２６０ １２６０
ｒ２ ０ ３１４７ ０ ５７６５ ０ ４３２６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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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中模型(２)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ꎻ模型(３)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ꎬ假设 Ｈ２
成立ꎮ 模型(４)ｃｏｓｔ 的系数显著为负ꎬ假设 Ｈ３ 成立ꎮ 上述结果表明在数字化转型对涉农企业经营绩

效的影响过程中存在营业成本控制效率的中介效应ꎬ且模型(４)中 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ꎬ说明

营业成本控制效率在数字化转型对涉农企业绩效影响的过程中发挥完全中介的作用ꎮ 完全中介效应

还表明ꎬ在剔除了营业成本管理效率对企业绩效的提升效应后ꎬ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

用不明显ꎮ 因为农产品市场近似于完全竞争市场ꎬ单位产品价格与成本相近ꎬ利润空间小ꎬ因而数字

化转型的去中介效应更多发挥在压缩生产原料成本方面ꎮ 由此得出ꎬ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替代效应

与去中介效应ꎬ压缩生产成本ꎬ促进营业成本控制效率提高ꎬ进而赋能涉农企业经营绩效提升ꎮ
２ 期间费用控制效率的中介效应ꎮ 同上采用分步回归法来进行实证研究ꎬ模型(５)将因变量企

业经营绩效(ＲＯＡ)换成中介变量期间费用控制效率( ｆｅｅ)进行回归ꎬ用于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

业期间费用控制效率的影响ꎮ 模型(６)在模型(５)的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期间费用控制效率( ｆｅｅ)进
行回归ꎬ用于检验剔除企业期间费用控制效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后ꎬ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影响

的净效应ꎮ 回归结果如表 ５ 所示ꎮ

表 ５　 期间费用控制效率的中介效应

模型(２) 模型(５) 模型(６)
变量 ＲＯＡ ｆｅｅ ＲＯＡ

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０１)
ｓｉｚｅ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２７１∗∗∗ ０ ００７２∗∗∗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４８) (０ ０００６)
ｌｅｖ －０ ０４００∗∗∗ ０ ０４０５∗∗ －０ ０３９１∗∗∗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１９１) (０ ００２８)
ｂｏａｒｄ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３３８∗∗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１４０) (０ ００２１)
ｄ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１７１∗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１００) (０ ００１３)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ｒ ０ ００６８ －０ ０３１１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４６２) (０ ００７０)
ＳＯＥ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１０４) (０ ００１９)
ａｇｅ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１)
ｆｅｅ －０ ０２１９∗∗∗

(０ ００５８)
＿ｃｏｎｓ －０ １２５８∗∗∗ ０ ６９８８∗∗∗ －０ １１０５∗∗∗

(０ ０１３０) (０ ０９５３) (０ ０１３２)
Ｎ １２６０ １２６０ １２６０
ｒ２ ０ ３１４７ ０ ２８２７ ０ ３２７０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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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结果表明ꎬ模型(２)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ꎻ模型(５)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ꎬ
假设 Ｈ４ 成立ꎻ模型(６)ｆｅｅ 的系数显著为负ꎬ假设 Ｈ５ 成立ꎻ说明期间费用控制效率在数字化转型对涉

农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过程中存在遮掩效应ꎮ 数字化转型的组织变革效应产生的员工培训费用、人
才招聘、风险控制等活动使得企业期间费用增加ꎬ降低了期间费用控制效率进而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

抑制作用ꎬ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经营绩效的直接效应(０ ０００５)大于中介效应(－０ ０２１９×０ ００４２)ꎬ企
业数字化转型仍然可以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ꎮ

五、稳健性检验

(一)内生性检验

为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ꎬ将滞后一期的涉农企业经营绩效(Ｌ ＲＯＡ)加入模型(２)进行检验ꎬ以解

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ꎬ采用 ＧＭＭ 方法进行实证分析ꎮ 估计结果(见表 ６)表明ꎬ模型不存在二阶

自相关ꎻ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ꎻ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系数显著为正ꎬ说明实证结果不存在内

生性问题ꎮ

表 ６　 系统 ＧＭＭ 估计结果

变量 ＲＯＡ

Ｌ ＲＯＡ ０ ４７９６∗∗

(０ １９６４)
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１３)
ｓｉｚｅ ０ ０１５５

(０ ０１８９)
ｌｅｖ －０ ０８２３

(０ ０８５９)
ｂｏａｒｄ ０ ０３０９

(０ ０５０６)
ｄ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０１０３

(０ ０３７５)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ｒ ０ ０７０６

(０ ２０３０)
ＳＯＥ －０ ０２８２

(０ ０２２０)
ａｇｅ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２８９)
＿ｃｏｎｓ －０ １９９２

(０ ５３９７)
Ｎ １２６０
ＡＲ(１) 显著

ＡＲ(２) 不显著

Ｈａｎｓｅｎ 不显著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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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持续性

为验证数字化转型能否长期赋能涉农企业绩效提升ꎬ分别将解释变量滞后期延长 ２ ~ ４ 期ꎬ将被
解释变量顺延 ２~４ 期ꎬ回归结果如表 ７ 所示ꎮ 可以观察到ꎬ无论是对解释变量滞后 ２~４ 期ꎬ还是对被

解释变量顺延 ２~４ 期ꎬ数字化转型对涉农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ꎬ说明数字化转型对

涉农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具有长期的稳定性ꎮ 而且ꎬ当期的数字化转型对未来 ４ 期企业经营绩

效的提升作用有逐渐加强的趋势ꎮ 根据学习效应理论ꎬ个体会在长期的生产工作中积累经验ꎬ促使生

产单位产品所花费的成本下降ꎮ 数字化转型使得工作模式发生变化ꎬ对企业员工与管理者都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ꎮ 面对陌生的新模式ꎬ员工与管理者都需要经历一个适应期ꎮ 随着员工对新模式的了解

逐渐加深ꎬ与之配套的技能逐渐熟练ꎬ企业内外部信息获取越发便捷ꎬ管理者决策效率进一步提高ꎬ数
字化转型赋能作用随之增强ꎮ

表 ７　 数字化转型对涉农企业经营绩效影响持续性检验

变量 ＲＯＡ ＲＯＡ ＲＯＡ Ｆ２ ＲＯＡ Ｆ３ ＲＯＡ Ｆ４ ＲＯＡ

Ｌ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１)
Ｌ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１)
Ｌ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１)
ｓｉｚｅ ０ ００７９∗∗∗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９)
ｌｅｖ －０ ０３９９∗∗∗ －０ ０３９４∗∗∗ －０ ０３８６∗∗∗ －０ ０２７８∗∗∗ －０ ０２７５∗∗∗ －０ ０２５０∗∗∗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０４１)
ｂｏａｒｄ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２４)
ｄ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１５)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ｒ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１０５ ０ ０１０２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７６)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０７６)
ＳＯＥ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２１)
ａｇｅ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ｃｏｎｓ －０ １２７６∗∗∗ －０ １２７４∗∗∗ －０ １３０３∗∗∗ －０ ０８６２∗∗∗ －０ ０８１９∗∗∗ －０ ０８０８∗∗∗

(０ ０１３４) (０ ０１３９) (０ ０１５１) (０ ０１４８) (０ ０１５６) (０ ０１７６)
Ｎ １１３４ １００８ ８８２ １１３４ １００８ ８８２
ｒ２ ０ ３１２６ ０ ３０４２ ０ ３００２ ０ ２４３８ ０ ２３５９ ０ ２２１９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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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替换被解释变量

用净资产利润率(ＲＯＥ)替换总资产利润率(ＲＯＡ)进行回归ꎬ结果如表 ８ 所示ꎮ 滞后一期的数字

化转型水平依然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ꎬ且各控制变量符号、系数大小以及显著性在替换前后变化不

大ꎬ说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ꎮ

表 ８　 替换被解释变量

变量 ＲＯＡ ＲＯＥ

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ｓｉｚｅ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６)
ｌｅｖ －０ ０４００∗∗∗ －０ ０４０８∗∗∗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２９)
ｂｏａｒｄ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２２)
ｄ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３)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ｒ ０ ００６８ ０ ００６２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０６９)
ＳＯＥ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２０)
ａｇｅ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ｃｏｎｓ －０ １２５８∗∗∗ －０ １２９０∗∗∗

(０ ０１３０) (０ ０１３１)
Ｎ １２６０ １２６０
ｒ２ ０ ３１４７ ０ ３１５８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主要探讨数字化转型是否可以赋能涉农企业经营绩效提升ꎬ并基于成本视角探讨了数字化

转型赋能涉农企业经营绩效提升的传导机制ꎬ得到如下结论ꎮ 第一ꎬ数字化转型对涉农企业经营绩效

具有正向促进作用ꎮ 第二ꎬ营业成本控制效率在数字化与涉农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存在完全中介效应ꎬ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企业经营成本控制效率进而提高涉农企业经营绩效ꎮ 第三ꎬ数字化转型直接

促进涉农企业经营绩效的同时也间接降低了期间费用控制效率ꎬ从而间接抑制了涉农企业经营绩效

的提升ꎮ 除此之外ꎬ本文还发现数字化转型对涉农企业经营绩效的正向影响具有持续性ꎬ当期数字化

转型对涉农企业未来 ４ 期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逐渐递增ꎮ
基于此ꎬ本文提出如下建议ꎮ 就涉农企业而言ꎬ应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ꎬ借助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替代效应缩减人工成本规模ꎬ依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去中介效应压缩企业原材料成本ꎮ 同时ꎬ在数字

—９１１—

　 　 李晓阳等:数字化转型赋能涉农企业经营绩效提升的传导机制研究　 　



化转型过程中涉农企业须做好成本控制与风险控制之间的平衡ꎬ夯实涉农企业内部治理结构ꎬ做好应

对由数字化转型组织变革效应产生的不确定性风险ꎬ注重对员工数字能力的培养ꎬ平稳过渡企业转型

期ꎮ 就政府而言ꎬ一方面应当对涉农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政策激励ꎬ支持涉农企业组织员工进行数字

技术培训ꎬ让更多涉农企业参与到数字化转型的行列中ꎬ增强涉农企业盈利能力ꎬ促进中国涉农企业

高质量发展ꎬ有效促进数字化转型赋能涉农企业绩效提升ꎮ 另一方面ꎬ数字化转型也产生了很多的不

确定性ꎬ对市场监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ꎬ须进一步完善会计准则ꎬ加强对企业信息披露的监管ꎬ提升上

市涉农企业盈余信息质量ꎬ从而降低审计费用ꎬ切实保障数字化转型赋能涉农企业绩效提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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