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谋划“十四五”时期发展，

要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业。 在数字经济时代，文化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的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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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要“实施文

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

业态、文化消费模式，壮大数字创意、网络视听、数

字出版、数字娱乐、线上演播等产业”。 文化产业的

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我国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必由

之路。 而作为文化产业体系与市场体系的微观基

础，文化企业承载着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功能，同时也是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的主要执行

主体[1][2]。 因此，基于文化企业的微观视角探讨数字

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异质表现，对于

探索推进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现路径、增强文化产

业发展韧劲具有关键作用。

目前关于数字化与文化产业的研究文献，主要

集中于数字技术或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层面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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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上。 例如，诸多学者发现数字化赋能可以丰富文

化产业的内容形式[3]，优化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和

运营绩效[4][5]，提高文化产业的创新水平[6]，促进文化

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跨界融合 [7]，推动文化产业转型

升级 [8]。 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已经从学理上认识到

数字化对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但

鲜有文献从微观角度利用实证研究方法探究数字

化转型对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质影响效果。

同时，陈少峰和李兴旺指出，文化企业提供的产品

和服务具有内容价值性，能够影响社会公众的价值

观和行为倾向 [9]。 所以，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测度

应包含价值层面的引领示范作用，然而目前较少有

学者从文化产业的特殊属性出发，构建能够反映文

化企业高质量发展特征的衡量指标。 基于此，本文

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效统一的特性出发，构建

测度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标，探寻数字化

转型对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影响机理及权

变因素。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利用数字技术重塑价值创

造方式的过程，即通过信息、计算、沟通和连接技

术，重构业务流程、组织结构和商业模式，以适应高

度变化的数字环境，保持产品和服务的竞争优势[10]。

类似地，文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也不是单一的技术

改造，而是在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传播、服务的

全流程中，灵活运用各项数字技术，实现对自身业

务模式、组织形式及价值创造方式等方面的数字化

改造。 具体而言，数字化转型能提升文化企业的数

字赋能和价值发现能力，其核心是企业从生产到流

通过程的数字化流程再造。 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企

业不仅要重新配置内部资源，改变创新模式，还要

重新布局供应链和营销体系，从而打造新的价值增

长点。 因此，本文将从供应链、创新链及营销链的

角度出发，探究数字化转型对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影响。

从供应链的角度看，数字化转型能帮助文化企

业提升其与上下游企业间的互联互通能力，突破供

应链条的地域空间限制，提高文化生产与文化需求

的匹配度。 王彦涛和王维平指出，相较于物质产品，

文化产品的市场需求更加复杂多变[11]。 若不能精准

且快速地把握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即使生产出高品

质的文化产品，也可能因创作周期长、市场需求改

变而产生较大亏损。 已有研究认为，稳定高效的供

应链体系是文化产品高质生产和精准投放的现实

基础[12]，而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加快信息获取速度

及共享频率， 推动文化企业供应链体系的优化，更

好满足客户的个性化文化需求[13]。 一方面，大数据、

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可以迅速聚拢消费者的文化

需求信息，打通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反馈渠道，

加快文化需求信息在文化企业供应链网络中的传

播与共享，提高文化企业对文化需求的预测精度与

响应速度，从而能以最快的速度推出满足人民精神

需求的文化产品，缓解文化生产与需求的错配。 另

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打破信息与数据传递

的空间限制，降低文化企业与供应链合作伙伴间的

沟通成本与交易成本，并且通信、安全与保密标准

的引入也能强化不同地域空间企业的互信与协作[14]，

进一步扩大文化企业交易伙伴的选择范围，文化企

业可以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最能满足特

定文化需求的合作商，实现价值共创，助力高质量

发展目标的实现。

从创新链的角度看，数字化转型可以优化创意

人才的管理方式，重构文化创新流程，提高文化企

业的创新能力。 一方面，文化企业的核心在于“创

意”，而创意人才便是创意的载体，但创意人才却具

有流动性强、管理难度大的特点。 相较于其他专业

的人才，文化创意人才更趋于在宽松的工作环境中

实现自我价值[15]。 数字化技术使远程办公与跨时空

交流成为现实，可以赋予创意人才宽松的办公时间

与自由的工作环境选择权，激发他们的灵感创意，

这也极大降低了用工成本。 此外，文化企业中某些

机械化、创意含量低的工作岗位可被人工智能等数

字化技术代替，节约出来的薪酬可再次分配给核心

创意人才，提高创意人才的薪酬待遇，增强其对企

业的忠诚度，进一步降低创意人才的流失率，从而

为文化创新积蓄足量的人才资本。 另一方面，数字

化转型也改变了文化创新的过程，提高了文化企业

的创新效果。 传统文化企业受限于技术门槛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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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成本，无法与消费者形成良好的互动，因而较难

从用户群体中获取文化创意，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形

成闭门造车的创新困境。 文化企业在数字化转型

中使用多类型数字技术，可以实现内容创意或文化

设计环节与利益相关者的交互，打破不同创新阶段

之间的限制，使具有不同目标和能力的创新链参与

者动态聚集，共同参与到文化产品的创意与生产过

程中[16]，也能将世界各地的用户个体凝聚成为具有

创造能力的群体。 在此情境下，文化产品的消费者

不再只是文化产品的被动接受者，更是文化创意的

共创者，从而使文化企业的创造过程更加以人民为

中心，增强了文化企业与用户间的创新需求匹配度，

提高了创新投入效率。 与此同时，基于机器学习、

语义识别等数字技术，文化企业在进行产品创新时

也能更好地把握主流价值思想，实现文化资源、文

化需求及主流价值链的精准对接 [17]（P39-40），增强

文化产品创新的精神内涵。 这种创新水平的提高

可以让文化企业发展模式由“重视数量”转向“重视

质量”，推动文化产品内容的优化与创新，以实现高

质量发展。

从营销链的角度出发，数字化转型可以拓宽文

化企业营销的广度与深度，提高营销的效率与效果，

打造文化产品消费体验的新范式。 一方面，数字技

术的应用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使得文化企业的

营销范围和渠道能够打破地理空间的界限[18]，不仅

可以在短时间内全面覆盖国内文化消费市场，还可

以将文化产品和内容推广至海外，搭建文化品牌出

海的快车道。 此外，通过多元化的数字技术，文化

企业可以实现对消费者数据的高效收集与利用，敏

锐把握用户心理，智能分析用户的喜好特征，不断

更新文化产品信息推送的内容与形式，实现个性化

精准营销。 在此过程中，文化企业的营销方式可以

完成从“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的转变，提升了营

销精度与准度，大幅降低了信息搜集和宣传推广的

成本。 另一方面，传统营销方式多以文字、图片、广

播等为主，消费者较难从这类平面化宣传中体验到

文化产品内含的精神力量并与之共情。 文化企业

数字化转型后可以搭建特定的数字平台，利用 VR、

AR、声波识别等技术手段，以更为生动、直观的形

式开展交互式、沉浸式场景营销，并适时嵌入主流

意识形态，增强用户的文化体验与价值共鸣。 这种

营销能力的加强能提高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认同，

提升文化企业的品牌形象，从而推动其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了如图 1 的影响机理图，

并提出如下假设：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文化企业的

高质量发展。

图 1 数字化转型对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

三、样本数据及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申银万国行业分类标准（2014），选取

2007-2020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文化传媒类企业
为初始研究样本，其中文化企业的财务数据与社会

责任数据来自 CSMAR数据库，同时基于机器学习

法对文化企业的年报信息进行文本分析，获得数字

化转型程度与文化企业价值宣导绩效数据。 本文

对初始样本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股票标
志为 ST、*ST的样本数据；（2）剔除相关财务数据缺
失的样本数据；（3）对样本中的连续变量均进行了
上下各 1%的缩尾处理，最终获得 784个观测值。

（二）变量定义

1.数字化转型（Digital）。本文利用企业年报“管

理层讨论与分析”（MD&A）部分中的数字化相关词
频占比衡量数字化转型程度。 首先，本文构建了文

化企业数字化词典。 借鉴袁淳等[19]（P143）的处理方

式，利用 Python分词工具对数字化相关政策及政府
报告进行词云分析，提取高频词汇；之后寻找数字

化转型比较成功的文化企业，在其年报中寻找关键

词汇；最后结合相关的书籍和文献对词汇进行补充，

建立一个相对完善全面的词库。 其次，运用机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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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方法对文化上市公司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MD&A）部分进行文本分析，统计数字化相关词汇

出现的频次， 将此作为数字化指标的初始数据。 最

后，考虑到年报文本长度对词频统计的影响，本文

将所得到的相关词汇的词频总数除以上市公司年

报的总词频数并乘以 100，得到文化企业数字化转
型程度（Digital）指标。 Digital 数值越大，表示文化

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

2.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HQD）。 现有文献
对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种：一

是单一指标，即选取传统财务指标[20]、劳动生产率[21]

和全要素生产率 [22]等某一具体变量来衡量企业的

高质量发展；二是综合评价法，即从高质量发展的

内涵出发选取多个指标，构建多维评价体系[23]。 考

虑到文化产业兼具经济和社会双重属性，文化企业

的高质量发展应是能提供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的产品和服务，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

一，重视培育自身的持续成长及价值创造能力，承

担起价值引领与文化传播的使命，是一种兼顾产品

质量、经济效益与精神价值的发展范式。 这也就是

说，在测度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时需要体现出

双效统一的特性，因此，利用综合评价法选取多维

度指标来衡量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将更具说服力。

基于此，本文借鉴潘爱玲等 [24]的研究方法，从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角度衡量文化企业高质

量发展情况，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两个维度的指

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后降维处理，测算出文化企业高

质量发展的综合绩效指标，并以此衡量文化企业的

高质量发展水平（HQD）。 其中，经济效益主要指文

化企业利用各类资源创造经济利润的能力，主要通

过财务绩效指标体现。 为此，本文从盈利能力与发

展能力出发，选取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总

资产增长率、托宾 Q值与经济增加值来衡量文化企
业的财务绩效水平。

文化企业的社会责任除了要聚焦于企业与员

工、企业与政府、企业与社会公众、企业与自然环境

等多重社会关系外，更需要满足社会的价值观要求。

刘乃千和孔朝蓬指出，文化产业对主流价值的传播

潜含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以及对国家道德建

设的广泛参与[17]（P40-42）。 因此，结合文化企业特有

的意识形态属性要求，文化企业的社会效益指标应

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传统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二

是主流价值观传播情况。 为此，本文主要选取税负

率、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意愿、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数

量指标来衡量文化企业的传统社会责任绩效，而主

流价值观宣导绩效则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来衡量。

企业年报中非标准化的文本信息具有较高增量价

值，某些关键词汇在文化企业年报中出现的频率能

从侧面反映出文化企业对该战略导向的重视或认

同程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化企业在实际经

营过程中对该行为的执行力度。 通过整理历年政

府工作报告及文化强国建设的相关政策、报告与文

献，并与来自政府部门、企业、学术界等各方专家进

行咨询探讨，本文从弘扬中国思想价值观、宣导平

等诚信经营、提倡团结友善、倡导依法合规、引领绿

色发展观念 5个角度选取 73个词汇（如图 2），构建
了与主流价值观相关的词库。 论文利用 Python 软
件分析这些关键词汇在企业年报中出现的词频，并

将得到的所有词汇的总词频数作为文化企业主流

价值观宣导指标的衡量值。

图 2 价值观宣导相关词汇图示

3.控制变量（Control）。 本文选取资产规模（Si-
ze）、杠杆率 （Lev）、企业年龄 （Listage）、产权性质

（Soe）、现金持有水平（Cash）、两职合一（Dual）、董
事会独立性（Ine）、股权集中度（Stk）作为控制变量，

详细变量定义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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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定义表

（三）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数字化转型对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推动效用，本文构建了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

HQDi,t=β0+β1Digitali,t+βjControli,t+Year
+Firm +εi,j （1）

其中，HQD为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Dig-
ital 表示数字化转型程度，Control 为一组控制变
量。 同时，此模型还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Year）与
个体固定效应（Firm）。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

表 2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在

本文的研究样本中，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中

位数为 0.150，均值为-0.100，最大值为 6.654，最小
值为-10.840，可见不同文化企业的发展质量存在较
大差距。 数字化转型的均值为 0.140，最小值为 0，
最大值为 0.948，由此我们可看出文化企业的数字
化转型尚处于起步阶段，且不同样本企业间的数字

化转型程度也有较明显差别。 产权性质的均值为

0.455，表明本文样本中大约 45.5%是国有文化企业，

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 3 报告了数字化转型对文化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回归结果。 具体而言，第（1）列展示了仅包含
因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本文重点关注

的数字化转型系数为 2.926，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
性检验。 第（2）列进一步控制了年份与个体固定效
应，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

第（3）列在第（2）列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全部控制
变量，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 3.683，依旧通过了 1%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由此可见，数字化转型与文

化企业高质量发展显著正相关，即数字化转型能推

动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从而证明了前述假设。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注：*** 、** 、 *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

著，括号内为 t值（下同）

（三）影响路径检验

本文认为数字化转型可能通过优化供应链、创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测量

数字化转型 Digital
数字化相关词汇的词频总数/企业年报的总词频

*100

高质量发展水平 HQD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财务绩效指标、社会责任与价

值观宣导指标分析得出

资产规模 Size 期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杠杆率 Lev 期末总资产数额/期末总负债数额

企业年龄 Listage 企业上市年限的自然对数

产权性质 Soe 当为国有企业时取 1，否则为 0

现金持有水平 Cash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总资产

两职合一 Dual 董事长和总经理是由同一人兼任时则为 1，否则为 0

董事会独立性 Ine 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

股权集中度 Stk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变量符号 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HQD 784 -0.100 1.969 -10.840 0.150 6.654

Digital 784 0.140 0.133 0 0.100 0.948

Size 784 22.015 0.970 19.438 21.999 24.287

Lev 784 0.320 0.170 0.011 0.302 0.975

Listage 784 1.919 0.911 0 2.079 3.332

Soe 784 0.455 0.498 0 0 1

Cash 784 0.282 0.189 0.017 0.235 0.866

Dual 784 0.311 0.463 0 0 1

Ine 784 0.376 0.048 0.308 0.364 0.571

Stk 784 36.955 17.451 6.681 35.061 77.133

(1) (2) (3)

HQD HQD HQD

Digital 2.926***

(3.680)
3.541***

(4.138)
3.683***

(4.454)

Controls NO YES YES

_cons -0.510***

(-4.100)
-0.419
(-0.884)

-26.583***

(-5.800)

N 784 784 784

Within_R2 0.021 0.101 0.204

Year YES YES YES

Firm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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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链与营销链等路径来推动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

并在前文机理分析中做了详细阐述，现就影响路径

构造如下回归模型进行检验：

Mi,t=α0+α1Digitali,t+α2Controlsi.t+Year+Firm+εi.t （2）
其中，M 为中间机制变量，其他变量定义与模

型（1）保持一致，中间变量的指标选取具体如下：

1.供应链（SChain）。 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
文化供给的稳定性，更好地满足各类文化需求，同

时也能打破空间限制，扩大消费者及供应商选择范

围，重塑供应链体系。 为此，本文选用供需波动偏

离度（SChainW）与供应链距离（SChainD）来测度数
字化转型对文化企业供应链的影响。 其中，供需波

动偏离程度的衡量主要借鉴杨志强等[25]的研究，以

每年生产波动（季度标准差）对需求波动（季度标准

差）的比值表示。 供应链距离则用文化企业与其客

户、供应商空间距离自然对数的均值衡量。

2.创新链（PChain）。 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文化
企业快速地获取各种创意人才，并提高创新效率。

为此，本文利用文化企业创新人才数量的自然对数

（PChainQ）及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的自然对数（PC-
hainY）来衡量数字化转型对文化企业创新链产生
的影响。

3.营销链（MChain）。 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文化
企业实现精准信息内容的推送，优化消费体验，从

而降低无效费用支出。 所以，本文选用销售期间费

用率（MChainP）及客户满意度的自然对数（MCha-
inS）来测度数字化转型对文化企业营销链的影响。

其中，客户满意度数据主要来自和讯网社会责任评

分明细指标中的“客户满意度调查得分”。

表 4报告了数字化转型对文化企业供应链、创

新链与营销链的影响结果。 列（1）显示了数字化转
型对供需波动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核心变量数字

化转型的系数在 10%水平上显著为负，即说明数字

化转型与文化企业供需波动偏离度负相关；列（2）
显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距离的影响，我们可以

看出数字化转型的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即说明数字化转型与文化企业的供应链距离正相

关。 这意味着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文化企业打破

对大客户与供应商的依赖度，缓解与客户及供应商

的距离阻隔障碍，增强了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的灵

活性，佐证了本文的供应链条优化路径。 第（3）列
和第（4）列展示了数字化转型对文化企业创新链的
影响，我们可以看出 PChainQ和 PChainY与数字化
转型的系数分别在 1%与 5%的程度上显著为正，由

此说明数字化转型与文化企业的创新人才数量及

创新能力正相关，这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对创

意人才的吸引力，提升文化企业创新效果，在一定

程度上佐证了本文的创新链优化路径。 第（5）列与
第（6）列展示了数字化转型对文化企业营销链的影
响，我们可以发现销售期间费用率与数字化转型的

回归系数在 10%水平上显著为负，而消费者满意度

与数字化转型的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由

此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文化企业的宣传效率

与效果，增强消费黏性，从而佐证了本文的营销链

优化路径。

表 4 影响路径检验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1.替换因变量的衡量方式。 本文利用熵值法对

前文的财务绩效、社会责任与价值观宣导指标进行

分析，重新测算出能够衡量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水

平的综合指标（HQL），并利用该指标重新进行回
归。 更换因变量衡量方式的回归结果列示在表 5
的列（1）中，我们可以发现本文的主要实证结果依

旧成立。

2.替换自变量的衡量方式。 本文更换了数字化

(1) (2) (3) (4) (5) (6)

SChainW SChainD PChainQ PChainY MChainP MChainS

Digital -0.082*

(-1.846)
1.551**

(2.370)
2.850***

(3.945)
0.694**

(2.212)
-0.136*

(-1.714)
0.291**

(2.507)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1.458***

(5.939)
2.356
(0.711)

-20.228***

(-5.052)
-6.602***

(-5.903)
1.471***

(3.129)
0.431
(0.656)

N 762 692 784 784 784 726

Within_R2 0.532 0.096 0.681 0.179 0.279 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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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的衡量方式，参考祁怀锦等 [26]的研究，利用文

化企业数字技术无形资产占比作为数字化转型的

代理变量（VcDigl），即利用无形资产明细项目中与
数字经济技术相关的部分占企业总资产的比重衡

量。 更换自变量衡量方式的回归结果展示在表 5的
第（2）列中，我们可以发现主要研究结论依旧没有

发生本质改变，由此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较为稳健。

3.剔除策略性披露的影响。 利用文本分析法测

度数字化转型程度可能会受企业策略性行为的影

响，如部分企业可能会在年报披露中夸大数字化转

型程度或存在炒作数字化概念的嫌疑。 为了排除

这种可能解释，本文借鉴袁淳等[19]（P147）的研究，进

行了如下检验：（1）结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评结
果，仅保留信息披露考评为优秀与良好的文化企业

样本进行回归检验，因为这类公司进行策略性披露

的可能性较低。 （2）为了尽可能剔除夸大数字化转
型嫌疑较高的样本，本部分剔除了数字化转型程度

处于前 20%的样本并重新进行回归检验。 （3）剔除
样本期间曾因信息披露问题被证监会等机构处罚

的样本公司。 该部分的回归展示在表 5的第（3）至

（5）列中，我们可以发现本文的研究结论在剔除文

化企业策略性披露行为后依旧是稳健的。

4.改变样本的时间范围。 考虑到国内数字技术

迅速发展及企业数字化转型浪潮出现主要在 2010
年之后，因此本文缩小了样本的时间范围，仅利用

2011-2020年度的样本数据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

具体实证结果列示在表 5 的第（6）列中，我们可以

发现研究结论依旧成立。

5.工具变量法。 为了进一步缓解潜在的内生性

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对主

假设进行重新估计，并使用文化企业所在省份的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量

（ITemp-IV）与样本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年度中
位数（MDigital-IV）作为工具变量。 原因在于：文化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信息技术人才，所在地区

的信息技术从业人员越多，意味着其数字人才储备

越丰富，越有利于加快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步伐，

但该指标与文化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并没有直

接关联；同时，MDigital-IV与每个企业的数字化转
型水平密切相关，但与单个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

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满足工具变量的选取标准。

表 5 的列（7）与列（8）展示了工具变量的回归
结果。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的系数均

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与本文的预期相符。 第二

阶段回归结果显示自变量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依旧

显著为正，即说明在利用工具变量法控制了内生性

问题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旧成立。 此外，弱工具

变量检验结果显示 F值为 51.682，说明不存在弱工
具变量问题。 Sargan检验的 P值为 0.5205，即不能
拒绝原假设，说明选用的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

问题。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五、拓展性研究

（一）考虑 CEO信息技术背景的调节效应
作为企业经营战略的核心决策者和执行者，

CEO的信息技术背景会直接影响数字化转型过程
中文化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应用质量及相关转型措

(1) (2) （3） （4） （5） (6) (7) (8)

替换
因变量

替换
自变量

剔除披
露质量
差样本

剔除夸
大嫌疑
高样本

剔除受
到处罚
样本

改变样
本观测
范围

第一
阶段

第二
阶段

HQL HQD HQD HQD HQD HQD First Second

Digital 0.314**

(2.266)
2.669***

(2.744)
4.121**

(2.193)
4.381***

(4.408)
4.146***

(4.505)
4.489**

(2.07)

VcDigl 0.180**

(2.292)

ITemp
-IV

0.035***

(2.62)

MDigi-
tal-IV

0.546***

(9.89)

Con-
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2.497***

(-3.235)
-31.614***

(-4.580)
-35.460***

(-6.337)
-22.196***

(-4.086)
-31.941***

(-5.917)
-28.356***

(-5.518)
-0.704***

(-3.38)
-26.118***

(-5.52)

N 736 784 504 628 563 711 784 784

With-
in_R2

0.364 0.1919 0.3669 0.1988 0.2472 0.209 0.336 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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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执行力度，进而影响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最

终效果。 烙印理论指出，个体会在环境的影响下带

上某些可辨识的烙印，而这种烙印能影响个体的价

值感知与行为决策。 因此，管理者的过往信息技术

工作或学习经历会对其自身的行为选择与管理决

策产生重要影响。 一方面，当 CEO具有与信息技术
相关的学习与工作背景时，其在实施数字化转型决

策时就兼具了专业技能与战略视野，可以通过自上

而下的沟通来提高组织内部对数字化变革的认可

及理解程度，降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内部阻力，

从而使文化企业的各项供应链、创新链与营销链优

化行动得以落实。 另一方面，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

CEO也更敢于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启用最新的数
字技术，更加理性地看待数字技术对人的价值观及

行为活动的影响效果，并可依据知识储备与过往经

验选择合适的专业团队与技术人才 [27]（P120），从而

提高供应链、创新链及营销链的变革效率，进一步

推动文化企业发展提速增效。据此，本文认为，CEO
的信息技术背景能够增强数字化转型与文化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关系。

为了验证前文推理，本文参考李瑞敬等[27]（P121）

的研究，构建了 CEO的信息技术背景变量（ITdum），
当样本企业的 CEO 具有与信息化管理、信息技术

相关的教育或从业经历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 同
时，本文将 CEO 信息技术背景与数字化转型的交
乘项（Dig_IT）引入基准回归模型（1），具体结果如
表 6第（1）列所示。 可以发现，交乘项（Dig_IT）的系
数为正，且在 5%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即说明具有

信息技术背景的 CEO能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文
化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这也表明具有信息技术

相关背景的高管是影响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质量

的重要因素。

（二）异质性分析

1.基于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
由于民营文化企业与国有文化企业在经营理

念、资源获取及市场准入等方面具有天然差异，而

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数字技术对

文化企业自内而外的革新，这可能会对不同产权性

质的文化企业产生异质性影响。 为此，本文按照产

权性质将样本分成了国有（SOE=1）和民营（SOE=
0）两个组别，并分别按照模型（1）进行了回归检验，

实证结果如表 6的列（2）和列（3）所示。 可以发现，

不论在民营样本组还是国有样本组中，数字化转型

都能显著促进文化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但民营样

本组中数字化转型的系数要大于国有样本组，且二

者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的 P 值为 0.021。 该结果表
明，相对于国有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更能促进民

营文化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这可能因为：国有文化

企业的各类战略决策需要高度谨慎，相比之下，民

营文化企业的管理相对灵活，可以迅速根据所处的

经济环境适时调整。 换言之，相比国有文化企业，

民营文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更加灵活多变且速度

较快，更易把握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机会，因此，数字

化转型对民营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更

明显。

2.基于资源冗余的异质性分析
冗余资源是组织中的一种实际或潜在的资源

储备，可以为文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资源支持，

从而提高战略变革的成功率。 这就意味着，相较于

冗余资源匮乏的文化企业，冗余资源丰富的文化企

业可以更加包容数字化转型后的业务流程、合作模

式与创新流程变革等激进行为，并可在资源配置和

风险应对方面为供应链、创新链及营销链优化活动

提供足够支持与保障，从而推动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为了验证资源冗余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借鉴已有研

究 [28]，利用流动比率来测度资源冗余程度（Sla），并
按照其年度均值进行了分组，其中资源冗余程度大

于样本均值的为高资源冗余组（Sladum=1），小于样
本均值的为低资源冗余组（Sladum=0）。 表 6 中列

（4）与列（5）报告了分组回归的结果，从回归系数来

看，高资源冗余组中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 4.466，大
于低资源冗余组中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且二者组间

系数差异检验的 P 值为 0.083。 该结果表明，在资

源冗余程度较高时，数字化转型对文化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强。

3.基于地区文化产业集聚程度的异质性分析
传统集聚理论认为，产业集聚带来的劳动力聚

集、规模效应及溢出效应能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可能会对处于不同产业集聚程度下的文化企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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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异质影响。 本文参照既有研究[29]，利用通过各省

份文化产业从业人数计算的文化产业区域熵指数

来衡量各地区的文化产业集聚程度（CIG），并以每
年地区文化产业集聚程度的均值为界限，构造了地

区文化产业集聚程度的虚拟变量（CIGdum），当样
本企业所在地区的文化产业集聚程度大于年度均

值时赋值 1，否则就赋值为 0。 表 6中的列（6）与列

（7）报告了该分组回归的结果。 可以看出，当地区

的文化产业集聚程度较低时，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

3.369，通过了 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而当地区

的文化产业集聚程度较高时，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

3.298，通过了 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且二者组

间系数差异检验的 P 值为 0.017。 该结果说明，不

论文化企业身处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还是集

聚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化转型都是助力其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总体来说，数字化转型对集聚

程度较低地区的文化企业的推动作用更强。 主要

原因在于：数字技术的应用破除了文化企业跨区域

交流与合作的障碍，企业间的知识共享与技术溢出

效应可以突破传统地理空间的限制，削弱了文化产

业地理空间集聚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因此，相比于

文化产业集聚程度较高地区，数字化对集聚程度较

低地区的文化企业的赋能作用更明显。 这也从侧

面证明了数字化转型是破解文化产业区域发展不

均衡的关键力量。

表 6 调节效应及异质性分析结果

六、研究结论及启示

近年来，在技术革命及数字经济政策的驱动下，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文化企业维持竞争优势、提升发

展质量的必然选择。 本文以 2007-2020 年沪深 A
股上市文化传媒类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文化产业的

双重属性出发构建了衡量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综合指标，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文化企业发展

质量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推

动文化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主要影响路径是促进了

文化企业的供应链、创新链及营销链的优化。 拓展

性研究发现，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 CEO 能正向调
节数字化转型与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同

时，当文化企业为民营性质、冗余资源较多及位于

文化产业集聚度较低的地区时，数字化转型对其高

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更明显。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的实践与政策启示主

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文化企业应坚定落实数字化转型战略，

这是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为此，文化

企业应积极推动数字技术对文化产品开发、生产、

营销等流程的升级与改造，重视数字化转型对自身

供应链、创新链及营销链的影响，打造以用户需求

为核心的交互式生产模式，创新主流价值的嵌入载

体与表达形式。 同时，也要积极把握数字化转型机

遇，不断利用数字技术延伸文化产品的价值与品类，

提高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质量，推进文化产业供

应链各环节的技术创新，夯实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建

设的微观基础。

第二，要重视核心决策者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的作用。 高层管理者是企业战略决策的执行主体，

具有数字化思维的管理者能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实施效果。 为此，文化企业应做好数字技术人才

的培养与储备工作，探索数字化管理人才的多样化

培育渠道，积极与高校、科研机构等通力合作，创新

数字化管理人才的联合培养机制。 同时，也应加强

对核心管理人员的数字化素养培训，合理引进具有

数字技术背景的复合型管理人才，提高管理层对数

字化发展的前瞻判断力，为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赋

(1) (2) (3) (4) (5) (6) (7)

HQD HQD HQD HQD HQD HQD HQD

全样本 SOE=0 SOE=1 Sladum=0 Sladum=1 CIGdum=0 CIGdum=1

Digital
3.221***

(3.718)
3.973***

(3.238)
3.456***

(3.465)
3.835***

(3.483)
4.466**

(2.131)
3.369***

(3.082)
3.298**

(2.466)

Dig_IT 2.909**

(2.055)

ITdum -0.020
(-0.063)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4.677
(-0.546)

-45.543***

(-6.587)
-7.226
(-1.243)

-23.580***

(-2.905)
-42.188**

(-2.586)
-38.800***

(-5.603)
-13.400**

(-2.154)

N 784 427 357 535 249 445 339

With-
in_R2 0.276 0.3162 0.1718 0.2518 0.2441 0.2155 0.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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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增能。

第三，数字化转型是民营文化企业实现跨越式

发展的时代机遇。 本文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民

营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这

表明数字化是促进文化市场百花齐放的重要工具，

政府机构应积极支持民营文化企业拥抱数字化变

革浪潮，通过财税补贴、贷款扶持等优惠政策缓解

其数字化转型中的资金压力，通过建立数字人才流

动站、发放人才补贴等多重手段破解数字人才的培

养及引进难题，为民营文化企业营造更好的数字化

发展环境，保障其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四，数字化转型是破解不同地域文化企业发

展失衡难题的重要突破口。 处于欠发达地区的文

化企业应勇于用数字技术突破物理空间集群限制，

利用线上虚拟集聚提高文化创新效率。 同时，政府

相关部门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协助搭建线上文化

信息服务平台，改善数字经济生态环境，提高地区

层面的数字化支撑能力，降低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门槛，提高文化企业虚拟集聚效率，助力不同地

区间文化企业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参考文献：
[1] 李雨辰,李妍.文化产业数字化的关键问题[J].人民论坛,

2022,(24):88-90.

[2] 潘爱玲,王雪.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与市场体系协同发展

的机制和路径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2021,60(1):64-71.

[3] Weeds H. Superstars and the long tail: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market structure in media industries [J].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2012, 24(1): 60-68.

[4] 黄蕊,徐倩.产业发展的效率锁定与效率变革———基于

“文化+旅游”产业融合视域[J].江汉论坛,2020,(8):37-45.

[5] 周建新,谭富强.大数据如何赋能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

发展?[J].东岳论丛,2022,43(10):152-162.

[6] 范周.数字经济变革中的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J].深圳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37(1):50-56.

[7] 郝挺雷.产业链视域下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

究[J].理论月刊,2020,(4):111-119.

[8] 韩若冰.数字技术推动下的文化创意产业生态化发展及

其向度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

49-59.

[9] 陈少峰,李兴旺.论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特殊性[J].福建

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8):51-55.

[10] Li L, Su F, Zhang W, et 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y

SME entrepreneurs:A capability perspective[J].Informati-

on Systems Journal,2018,28(6):1129-1157.

[11] 王彦涛，王维平.唯物史观语境下的我国文化强国战

略[J].青海社会科学,2017,(5):189-194.

[12] 李有文.“互联网+”文化产业模式创新研究综述———基

于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视角[J].长江师范学院学

报,2020,36(5):29-36+125.

[13] 陈剑,刘运辉.数智化使能运营管理变革：从供应链到供

应链生态系统[J].管理世界,2021,37(11):227-240.

[14] 孙兰兰,钟琴,祝兵等.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供需长鞭效

应？ ———基于企业与供应链网络双重视角[J].证券市

场导报,2022,(10):26-37.

[15] 王丽艳,季奕,王咿瑾.城市创意人才居住选址偏好研

究———基于天津市微观调查与大数据的实证分析[J].

管理学刊,2019,32(5):30-37.

[16] 吕芬,朱煜明,凯瑟琳·罗伯特等.中小型企业数字创新

的价值链路径[J].科技管理研究,2022,42(8):102-110.

[17] 刘乃千,孔朝蓬.人工智能对传统文化产业迭代升级的

影响[J].云南社会科学,2022,(3).

[18] 李炎,胡洪斌.集成创新: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本质[J].深

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2(6):107-112.

[19] 袁淳,肖土盛,耿春晓等.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分工：专业

化还是纵向一体化[J].中国工业经济,2021,(9).

[20] 陈丽姗,傅元海.融资约束条件下技术创新影响企业高

质量发展的动态特征[J].中国软科学,2019,(12):108-128.

[21] 石大千,胡可,陈佳.城市文明是否推动了企业高质量发

展?———基于环境规制与交易成本视角[J].产业经济研

究,2019,(6):27-38.

[22] 刘志彪，凌永辉.结构转换、全要素生产率与高质量发

展[J].管理世界,2020,36(7):15-29.

[23] 黄速建,肖红军,王欣.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J].中国工

业经济,2018,(10):19-41.

[24] 潘爱玲,邱金龙,闫家强.“三跨”并购与文化企业综合竞

争力提升研究———来自 A 股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12.

[25] 杨志强,唐松,李增泉.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关系型合约

与供需长鞭效应———基于供应链信息外溢的经验证

据[J].管理世界,2020,36(7):89-105.

[26] 祁怀锦,曹修琴,刘艳霞.数字经济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基于信息不对称和管理者非理性行为视角[J].改革,2020,

(4):50-64.

[27] 李瑞敬,党素婷等.CEO的信息技术背景与企业内部控

制质量[J].审计研究,2022,(1).

第 4 期 潘爱玲，王雪：数字化转型如何推动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 ·53·



[28] 刘力钢,姜莉莉.企业衰落与创新行为的关系研究———

冗余资源与 CEO任期的调节效应[J].科研管理,2022,43

(8):119-128.

[29] 张苏缘,顾江.文化产业集聚如何赋能区域产业结构升

级———基于城市品牌的中介效应分析[J].江苏社会科

学,2022,(5):172-181.

【责任编辑：周琍】

How Do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Enterprises

PAN Ai-ling, WANG Xue
(College of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Enhancing the digitalization capability of cultural enterprises 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
pment of cultural enterprises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becoming a cultural power in 2035.
Based on the dual attributes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index to measur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enterprises, and takes the cultural media companies listed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s from 2007 to 2020 as the research object, empirically tests the effect and path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of cultural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pply cha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help cultural enterprises improve their interconnection capabilities with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enterprises, break through the geographical space constraints of the supply chain, and improve the matching degree of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ultural needs. In innovation chain’s view,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optimize the management
of creative talents, reconstruct the cultural innovation process, and improve the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of cultural
enterprises. In terms of marketing cha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broaden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cultural enterprise
marketing, improve marketing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and create a new paradigm for cultural product consumption
experien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optimize the supply chain, innovation chain and marketing chain of cultural
enterprises, thus significantly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enterprises. In addition, the infor-
mation technology background of CEO can positively adju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enterprise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when cultural enterprises are private,
have more redundant resources and are located in regions with low concentr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lays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i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cultural enter-
prises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irmly implemen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pay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core decision makers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enterprises in different regions throug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ultural enterpris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ack-
ground; cultur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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