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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2）》和《2020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

公报》显示，服务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位居我国三次产业之首，生产性服务业同

时也是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向和力量。2021 年发布的《“十四五”对外贸

易高质量发展规划》更是进一步将“坚持数字赋能，加快数字化转型发展”作为

下一阶段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此背景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企

业的“走出去”现状却存在着投入大、营收小等问题。为助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

企业做大做强，走出国门行稳致远，本文聚焦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国

际化程度的影响，以期为政府政策制定、企业战略选择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出发，通过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其次，

选取中国沪深两市 A股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 2007-2020 年财务数据，建立 OLS

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在此

基础之上，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该影响的具体传导机制；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稳

健性检验以提高研究结论信度；并从应用技术、企业规模、企业所有制属性、企

业所处区位四个层面展开异质性探讨，力图丰富研究结论。最后，辅以微观案例

分析，通过对案例企业海默科技公开数据的搜集整理和实地调研访谈，探究具体

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国际化程度。 

研究发现，第一，OLS 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数

字化转型对其国际化程度的影响系数显著性为正，验证了本文的假设，稳健性检

验和内生性检验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观点。第二，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

通过加强企业的动态能力和信号效应进而提高其国际化程度。第三，异质性分析

结果显示，工业互联网技术的影响不显著，而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应用则有着

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影响更为

显著。第四，案例分析的研究结论说明，数字化转型在提高海默科技生产效率的

基础上，拓宽了其业务范围、革新了传统业务的开展模式，有助于其建立并巩固

竞争优势，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政府制定支持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相关政策，企业自身运用数字技术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  国际化程度  生产性服务业  海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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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White Paper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2022) and the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2020, the penetration rat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ranks first among China's three industries, and the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is also the main direction and strength of 

China's enterprises' foreign investment.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for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released in 2021, further 

regards "adhering to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accelera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s one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for China's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in the next stage. In this contex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oing global" of China's producer services enterprises is 

characterized by high investment and low revenue. In order to help China's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enterprises become bigger and stronger, and go 

global to achiev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enterprise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useful reference for policy 

formulation and enterprise strategy selection.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theoretical level and proposes research 

hypothese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Secondly, 

based on the financial data of A-share producer services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s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markets from 2007 to 2020,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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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S fixed effect model is establish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enterprises. On this basis, a mediation effect model is established to test 

the specific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Using multiple 

methods for robustness testing to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of research 

conclusions; And explore heterogeneity from four aspects: application 

technology, enterprise scale, enterprise ownership attributes, and enterprise 

location, in an effort to enrich research conclusions. Finally, supplemented 

by micro case analysis, through the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of public data 

from the case company Heimer Technology and field research interviews, 

we explore how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ffect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enterprises in specific situation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first,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OLS fixed 

effect model show that the significant coefficient of influence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enterprises on their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positive, which validates the hypothesis of this 

article. The robustness test and endogenous test further confirm the above 

view. Secondly,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enhance the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ignal effects of enterprises, thereby 

improving their internationalization. Thirdly, the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internet technology is not 

significant, while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and cloud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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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more significant. Fourth,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of the case study indicate tha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roadened the scope of its business and innovated the 

traditional business development model on the basis of improving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Heimer Technology, helping it establish and 

consolidate its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further explore overseas market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of this article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relevant policies to suppor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for enterprises themselves to use digital 

technology to explore overseas markets. 

 

Key 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Degree;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Haimo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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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数据显示，从 2012 至 2021 年间，我国数字经济规

模从 11万亿元增长到超4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 21.6%提升至39.8%。

2021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讲话

时进一步指出，未来应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的优势，促进数字

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在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张、政策支持力度持续

提高的背景下，推动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已成为全社会共同高度关注的

重点问题之一。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2）》显示，2021 年我国服务业的数字经济

渗透率为三次产业之首，与数字经济结合程度最高。数字技术应用提高了服务业

资本、劳动要素的配置效率，成为了破解服务业“成本病”的有效手段（Qian等，

2022），并消除传统服务部门的国际化障碍，加快了服务经济全球化、离岸化的

进程（张祥，2012；夏杰长，2019），从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等方面深刻影响了

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开展模式（Elitsa等，2019）。在如今世界经济不确定性上升，

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中国“稳外贸”压力不断提高的背景下，2021 年发

布的《“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进一步将“坚持数字赋能，加快数

字化转型发展”作为下一阶段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数字化转型是

否有助于我国企业提高竞争优势，开拓海外市场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从我国

企业“走出去”的现状来看，《2020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

止 2020 年末，中国有近八成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集中在服务业，其中以租赁和

商务服务、批发和零售、金融、交通运输/仓储等行业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领

域的投资大多名列前茅。从对外投资企业的行业构成来看，2020 年末中国境内

投资者在全球设立对外投资企业 4.5万家，其中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合计占

比 44.6%，达到了近一半的比重。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去向还是来源上来说，生

产性服务业都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向和力量（闫付美等，2017；戚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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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20；钟鑫等，2021）。然而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海外扩张的过程中长期存

在着“投资大、营收小”，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问题（夏杰长等，2019），数字化转

型能否改善这一现状，帮助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更高质量的“走出去”？数字化转

型可以从哪些渠道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国际化扩张？从微观层面看，数字化

转型又是如何帮助企业改造业务流程，推动国际化发展的？本文尝试从宏观和微

观两个层面探讨上述问题，厘清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走出去”

间的理论逻辑，并为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决策提供参考。 

%(-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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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于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研究目的在

于，第一，在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国际化特殊性的基础上，探究数字化转型影响生

产性服务业企业国际化的理论机制。第二，构建 OLS 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

字化转型对生产性服务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第三，从海默科技的案例入手，通

过对其数字化转型途径和国际化经营历程的梳理分析，探究数字化转型与海默科

技国际化转型间的现实关联。第四，通过上述分析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应的

政策建议。 

!%&%& `acd$

（1）理论意义 

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在学界受到了相当关注，但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业企业的影响，将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直接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

较少（宋大强，2021）。另一方面，关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研究中，

同样主要聚焦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及其出口的影响，针对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

服务业的研究较少（Pergelova等，2019；易靖韬等，2021；王墨林等，2022）。

本文从生产性服务业视角出发，通过宏观与微观、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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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研究结论信度，并针对企业动态能力和信号效应进行机制检验，有助于丰富数

字化浪潮下有关异质性企业的理论探讨与经验证据。 

（2）现实意义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企业联系紧密，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向，也

是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长期与

其重要地位不相匹配。本文的研究聚焦数字技术应用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化

程度的理论逻辑与传导机制，再通过企业案例剖析具体情境下数字技术的应用方

式与效果，旨在为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一定的现实借鉴与参考。 

%(3 )*4567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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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献分析法 

通过中国知网、CSMAR 国泰安数据库、CNRDS 数据库、巨潮资讯网等平台查

阅相关文献并搜集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国际化经营和海默科

技相关资料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为后续概念界定、理论研究、假设提出和实证

研究等研究内容提供扎实的文献基础。 

（2）实证分析法 

本文旨在探讨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服务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为此以国家统

计局印发的《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为标准，选取中国沪深两市 A 股

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构建衡量企业

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代理变量，再建立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其国际化程度的 OLS

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传导机制，

并采用 bootstrap检验相互印证。 

（3）单案例研究法 

本文以海默科技为研究对象，探究具体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如何改造企业的业

务流程，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发展。通过对海默科技财务报表等公开资料的整理，

分析其国际化程度与数字化转型的发展历程。通过实地调研和访谈，向企业一线

人员了解其数字化转型的动机、绩效以及对国际化经营的微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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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聚焦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与传导机制，具

体研究内容如下：首先，通过文献梳理和理论推导分析数字化转型影响生产性服

务业企业国际化的机制。其次，构建 OLS 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中国生产性

服务业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建立中介效应模型，通过“逐步回归法”和 bootstrap

抽样法检验传导机制；进一步为提高研究结论的可信度，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调整样本范围、控制内生性方法做稳健性检验；并从数字技术、企业规模、企业

所有制和所处区位四个维度进行异质性讨论，丰富实证研究结论。再次，从具体

的企业案例海默科技入手，通过对公开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实地调研访谈，探究在

具体情境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国际化进程的影响。最后，通过上

述实证分析与案例分析得出研究结论，为政府、企业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各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引言。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研究方法、

内容与技术路线，并从企业国际化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

服务业企业的影响三个角度梳理文献，做文献综述。 

第二章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企业国际化程度与数字化转型的发展现状

分析。主要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企业的国际化和数字化两个角度出发，从时

间趋势、行业差异、技术构成等多个角度展开，评估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国

际化与数字化发展现状。 

第三章为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国际化程度影响的理论分析。本章

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通过新新贸易理论、生产折衷理论、动态能力理论、信号

效应等理论分析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与传导机制，

并建立相应的假设以待检验。 

第四章为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国际化程度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

针对第三章提出的检验假设，首先构建 OLS 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中国生产

性服务业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其次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传导机制，再次通

过稳健性检验和控制内生性增强结论信度，最后从技术应用、企业规模、企业所

有制属性、企业所处区位四个层次展开异质性讨论，丰富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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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为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国际化程度影响的案例分析。本章

引入海默科技这一企业案例，从海默科技的国际化经营模式、外部环境和数字化

投入、策略展开，探讨数字化转型对海默科技国际化程度的影响渠道。 

第六章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章高度总结前文的研究内容，形成本文的

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1 ijkl$

 

 

图 1.1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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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研究对象上。基于现有文献，大多研究往往以生产性服务业作为解释

变量，关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其他行业产生的影响，尚未发现有研究将生产性

服务业自身作为被研究对象。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对外投资、产业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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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中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本文将生产性服务业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有助于进一

步提高对其的认识。 

第二，研究内容上。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聚焦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并

基于信号理论将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与其数字化程度通过外界关注的信号效应联

系起来，有助于丰富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异质性经验证据。 

!%G%& op$

在样本选择上，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择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样本选择可能存在一定偏差。在指标选取上，本文在实证中综合采用了两种现有

研究中常用的数字化程度代理变量并采用多种手段展开稳健性检验，尽可能保证

了结果的可信，但这些指标对企业数字化程度的刻画能力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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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中国 2001 年加入 WTO世界贸易组织，2004年修订《对外贸易法》将外

贸经营权管理由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取消外贸经营权的门槛限制以来，我国

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繁荣成长起来。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

断提高，对“走出去”企业的要求也从简单的货物贸易向创造更多附加值的稳定

跨国经营转变。企业国际化方面的研究我国起步相对较晚，但借鉴国外已经十分

成熟的研究经验，国内学者也纷纷就企业的国际化经营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

探讨。 

（1）企业国际化的定义 

企业国际化是国际商务领域的重要话题，但目前对企业国际化的定义尚未有

权威的共识，学者们大多从各自视角出发，根据各自研究的需要对企业国际化提

出不同的定义。Dunning（1977）较早地提出了国际化企业的概念，并在 Hymer

（1960）的研究基础上建立了 OLI跨国企业生产折衷的研究范式。他认为只要企

业在多个国家开展经营活动，如生产、销售等，就可称为国际化企业。Johanson

等（1977）更加全面地指出，企业的国际涉入程度的提高就是国际化程度的提高，

而并不局限于企业在多个国家开展经营活动。在此基础之上，Johanson和 Vahlne

（1977）提出了著名的乌普萨拉模型（the Uppsala model），将跨国公司的海外

经营划分为几个阶段，认为企业会基于东道国未知环境中的运营风险而渐进式的、

有序的开拓海外市场，提高国际化程度。 

除此之外，企业国际化也可以被概括为企业通过全球性的生产组织方式完成

研发、生产、推广、销售与服务的完整流程，也是企业由单一国家经营进入跨国

经营的发展过程。企业国际化又有两个维度（闫立罡等，2006），一是企业内向

国际化，即通过吸引国外投资、引进技术经验而推动本企业国际化发展。其形式

主要包括进口产品、“三来一补”贸易、与外国公司合营建立子公司等。二是企

业外向国际化，即企业把自身的经营活动拆分延伸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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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直接或间接的原材料或产成品的出口、对外直接投资设立子公司或合资企业，

向外国承包商转让技术专利等非货物贸易等等。参考这一分类，本文主要研究企

业的外向国际化，即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海外投资设立子公司或建立合营公

司等。 

（2）企业国际化的理论研究 

现代跨国公司理论之父 Hymer从 1960 年开始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研究

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问题，首次提出了“企业特定优势”（Firm Specific 

Advantages，FSA）这一概念，将国际商务的研究真正转向了企业层面（Hymer，

1960）。Dunning 进一步扩展 Hymer 的研究成果提出生产折衷理论，建立了由所

有权优势（Ownership Advantage）、区位优势（Location Advantage）、内部化

优势（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构成的三优势模型，即经典的“OLI”范式

（Dunning，1977；Dunning，1998）。在解释 OLI模型中的区位优势时，Dunning

提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四大驱动因素：自然资源导向、市场导向、效率导向和

战略资源导向，对模型做出了进一步补充。OLI 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重点关

注企业国际化过程中资本和管理的转移，为后来解释企业国际扩张的乌普萨拉模

型等一系列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 Theory，RBT）假设企业间拥有异质的

独特资源，且这些资源具有稀缺性、不可模仿性等特征，最初旨在分析企业如何

建立并保持竞争优势。之后这一概念被引入国际商务的研究领域，并认为企业所

具有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资源有助于其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克服各种进入壁垒。

实证研究中，朱华（2012）首先基于 RBT理论探讨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推

动机制，并以研发效率和研发支出作为代理变量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企业的研

发创新资源将有效推动其对外投资的结论。不仅如此，周茂等（2015）学者基于

RBT理论发现，异质性资源的获取与相关能力的建立也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跨

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同样基于 RBT理论视角，孟丁等（2013）实证

检验了研发密度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发现中国上市制造业企业的研发密度

与国际化程度间呈现显著的正 U型关系；王雯等（2018）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从

财务资源等渠道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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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企业资源是提高其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渠道，财务、技术、营销、人力等资源

越丰富的企业国际化程度越高。 

 “吸收能力理论”认为企业可通过感知、获取、重构等一系列动态能力吸

收、开发和改变知识，进而达到增强竞争优势的目的（Teece，1997）。该理论指

出，由于隐性知识的存在，人力资本是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吸收、获取并转移知识

的重要载体，认为企业的知识即员工知识的外部吸收和内部扩散，且这一机制针

对服务行业表现得更为突出（张骁等，2012）。 

（3）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 

有别于制造业和其他服务行业，本文聚焦的生产性服务业存在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生产与消费有着强烈的不可分割性，即二者总是同时发生的，例如专业技

术人员必须前往客户所在地提供安装、调试服务等（Buckley等，1992），因此其

活动的开展十分强调以人员为载体传输隐性知识（张骁等，2012）。第二，其产

品并不作为最终消费品，而是以中间品的形式投入生产的下一环节。一方面，相

较于传统的 OLI范式，生产性服务业为追逐服务对象有很强的客户导向特征，因

而呈现出专业化、碎片化、定制化的特点（宋大强，2021）。另一方面，由于与

制造业联系紧密，生产性服务业更倾向于通过在东道国设立机构的方式直接投资。

在这一过程中，相比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可以收获更多技术溢出收益，

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也更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向（钟

鑫等，2021）。 

实证研究中，聚焦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国际化问题的研究较少，其中刘丹鹭

（2013）从创新能力视角出发，基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数据实证研究了企

业的创新战略与国际化程度间的关系。其余文献则从生产性服务业 FDI 视角出

发，关注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创新能力、出口等方面的影响（张艳等，2013；

陈明等，2018）。 

（4）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测算 

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测算主要分为国际化的深度、广度两类。国际化深度重

点关注企业的国际市场的参与程度，该类指标主要包括企业的出口额、海外资产

额、海外员工人数、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等（易靖韬等，2021；安占然

等，2021；洪俊杰等，2022）。国际化广度的指标则包括企业的海外子公司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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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数量和海外销售产品种类等（海本禄等，2012；王墨林等，2022）。由

于不同行业间经营方式、生产模式的差异，在选取企业国际化指标时也应当因地

制宜。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形式以产品出口为主，因此通过其海外销售额、出口

额等指标来衡量国际化程度是十分恰当的；从事海外工程承包的建筑业企业则往

往在海外持有大量资产，雇佣大量当地员工。与上述行业不同的是，生产性服务

业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依赖人员流动展开，在东道国市场设立代理机构、成立子公

司是其主要的国际化经营形式。因此本文采用海外子公司数量这一指标作为生产

性服务业企业国际化程度的代理变量，以期更好得刻画其国际化程度。 

&%!%& J7<=>?@Krs`a)*$

（1）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定义 

李载驰等（2021）的研究仔细梳理了国内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界定，

发现虽然各研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尚未有明确统一的定义，但大都认同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一大重要特征为是否应用了例如社交移动分析技术、云技术、大数据分

析等最新的数字技术。就本文的研究对象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来看，数字化转型大

多体现为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融合，拓展传统业务范围并推动产业升级。主要途

径为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方式，与完全是以新业态出现的

平台经济企业等数字企业有较大的差别，具体应用的相同（吕铁，2019）。因此

在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问题时，理应结合具体的技术范式来看。 

第一，大数据、云计算技术。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海量的数据开始被

企业生产、挖掘、存储并经由云计算技术处理，针对不同行业大数据的应用方式

有所差异，但都在其生产经营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许宪春等，2021）。大

量相关研究已表明，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应用有效提高了企业吸收获取知识并

转化应用的能力，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叶春森等，2014）、强化管理

效率（栾志乾等，2014）并深刻影响企业的投资选择（何大安，2019）。 

第二，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技术。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出发，赵剑波

（2022）对比了美国工业互联网、德国工业 4.0 以及中国的一系列数字化转型范

式，认为无论这些范式的概念如何，其核心思想都在于如何通过应用数字技术提

高传统企业的效率。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应用为企业实现生产的定制化、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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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提供了条件，也为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的推广奠定了基础。一方面，通过分

析现有数据并改良生产工艺，企业可以在生产过程中最大限度的降低损耗，提高

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可以更精细地捕捉客户需求，使

“产消合一”成为可能，深刻地影响了企业的商业模式（许宪春等，2021；威聿

东等，2022；Rha等，2022）。 

（2）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度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测度目前多为定性研究（陈剑等，2020）。定量研究方面，

由于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标难以直接度量，因此学者们大都根据各自研究的

需要构建了不同的定量分析指标。何帆等（2019）构建虚拟变量，如果当年存在

数字化转型则记为“1”，反之则记为“0”，以此来测度企业是否进行了数字化转

型。然而这种类似于多重差分法的数据处理方式过于模糊，仅能在时点上反应企

业的数字化时机，难以体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度和程度，容易造成结果估计的

偏差和遗漏。胡青（2020）则通过发放问卷，用 7 点量表来进行测量转型程度，

从 1到 7 程度不断加深，但是这种方法主观性较强，且对数据来源和质量要求较

高，测度结果与实际情况容易产生较大偏差。祁怀锦等（2020）通过衡量数字资

产占企业无形资产的比重建立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治

理能力的影响。易靖韬等（2021）基于世界银行 2012 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通

过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指标。吴非等（2021）、王墨林等（2022）

则从企业战略层面出发，认为数字化转型作为当前国家大力推行的重大发展战略，

且对企业来说均属于重要披露范围，因此企业年报中对该类信息的披露成为了该

企业转型的重要刻画特征。基于此，他们对企业年报中的关键词进行筛选，利用

沪深 A股上市企业的年报中所提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词频作为数据统计角度

来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 

（3）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微观经济影响 

现有研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微观效应做了充分探讨。祁怀锦等（2020）认

为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进而加强内部控制，提振管理效

率；秦建群等（2021）和陈庆江等（2021）重点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如何通过削减

企业间信息不对称进而促进企业集聚，以及正向调节“同群效应”促进企业创新

的作用。Alenka 等（2020）和戚聿东等（2022）认为工业 4.0、智能制造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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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实现对客户需求的精细捕捉，进而推动“产销合一”的“柔性制造”，提高

生产效率。张吉昌等（2022）认为数字化转型增加了企业的创新机会而降低创新

成本，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上述研究论证的企业数字化效应正契合了生

产性服务业在国际化过程中表现出的客户追逐导向（宋大强，2021），“定制化、

专业化”服务模式和知识密集特征（Dai等，2022）。 

&%!%1 <=>?@RJ7AB>CDKHI`a)*$

（1）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国际化发展的影响 

现有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国际化发展的研究主要聚焦企业的出口行为

（Hervé等，2020；易靖韬等，2021）、出口产品质量（洪俊杰等，2022）、跨国

战略联盟（He等，2020），以及国际化战略与数字化战略在企业商业模式转型中

的协同作用（陈琳等，2017；George等，2022），开拓海外市场过程中数字技术

所发挥的作用等（Yu等，2022）。上述研究中，一支文献强调数字化转型为企业

带来的生产促进效应。认为数字化转型有效改善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创新能力和

人力资本结构，即增强了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而对其国际化扩张起到了积极的促

进作用。另一支文献则强调数字化转型的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作用。这一作用体

现在内外两个方面，对内而言，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大量“非结构化”的数据标准

化，提高了企业的内部控制效率，有助于企业整合内部资源扩大竞争优势进而克

服东道国的进入成本；对外而言，数字技术提高了企业的信息搜索、匹配能力，

降低了跨国贸易、投资成本，有助于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扩大国际化经营。 

（2）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异质性影响 

进一步区分企业的异质性特征来看，国外研究较为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传统中

小型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冲击（Veglio 等，2020；Dethine 等，2020；Reim 等，

2022）；国内研究则强调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王墨林等，2021；

易靖韬等，2021）。 

关注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研究还十分有限。William等（2003）分析了 IT技

术进步对生产性服务业跨境提供业务的影响，但未使用量化指标，也没有从生产

性服务业的生产方式出发，深入探讨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国际化效应。Charles

（2015）则从信号效应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了数字技术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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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战略的影响，但其研究以理论探索为主，尚缺乏对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国际化

程度的量化指标。总体而言，目前仍缺乏量化研究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服务业企

业国际化程度的文献。 

&%!%G '(*t$

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在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研究中，从 Hymer、

Dunning等学者开始，学界已对企业国际化的内涵界定、国际化程度的相关理论、

国际化程度的测度等问题做了丰富细致的研究。落到细分行业时，传统研究大多

关注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问题。近年来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

逐渐凸显，大量研究开始探讨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的影响，但仍较少

有研究关注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本身的国际化问题。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行业特点

的影响下，呈现出区别于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的一系列特征。这些独特的需求能

否被全新的数字技术满足，进而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国际化程度仍需进一步研究。 

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中，学者们或基于传统理论视角，或结合全新的

研究框架做了大量研究。在研究分歧和统计数据获得困难的影响下，学者们基于

各自研究的需要构建了不同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这些研究证实，数字化转型

有助于企业改变价值创造模式，拓展业务范围，提高创新效率，降本增效并推动

企业国际化发展，且现有的企业国际化研究范式也在数字化的影响下亟需拓展。 

综上所述，第一，现有研究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化程度影响的研究已十

分丰富，但研究对象多集中于制造业企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化程度是否会受

到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影响机制如何尚需进一步研究。第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

在国际化时受客户驱动而产生定制化、碎片化的需求，十分依赖以人力资本作为

载体的隐性知识的学习和传输。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数字

技术则在从传统途径影响企业的同时，契合了上述生产性服务业的专门需求，帮

助企业保持并稳固自身竞争优势，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开拓海外市场。基于此，

本文以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研究数字化转型对

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并尝试厘清具体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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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光勇等（2022）将企业的数字化效应划分为“资源论”和“信息论”两类。

“资源论”强调数字化对其他生产要素的赋能，认为数字技术通过与原有技术的

深度融合可加强企业的运营效率、创新强度等一系列能力。如倪克金等（2021）

验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劳动效率、降低营业成本促进企业成长的机制；

陈庆江等（2021）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加强“同群效应”，进而提高企业间互

相模仿与学习的能力；不仅如此，张吉昌等（2022）的研究证明数字化转型可增

强企业的创新能力，进而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洪俊杰等，2022）。“信息论”则重

点关注数字化转型缓解信息不对称的能力，如吴非等（2021）等的研究表明企业

数字化转型可提高企业受关注度，加强媒体正面报道，进而缓解投资人与管理层

间的信息不对称；车德欣等（2021）认为数字化转型可提高企业的信息透明度，

进而帮助其放宽融资约束；易露霞等（2021）指出数字化转型可通过加强企业的

内部控制进而影响其主业绩效；雷光勇等（2022）则认为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信

息不确定性提高了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等等。 

从“资源论”角度来看，企业的生产效率、创新能力、运营管理等一系列能

力的提升，都加强了企业自身的特定优势。生产力高的企业更具备开拓海外市场

的能力是异质性企业理论的重要结论（Melitz，2003）；生产折衷理论（OLI 模

型）认为企业的所有权优势是其向海外扩张的重要前提；资源基础观下上述能力

更是企业保持和加强竞争优势的重要体现。因此本文认为，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

业的生产效率、资源优势，进而有助于其开拓海外市场。从“信息论”角度来看，

数字化转型的信息效应体现在内外两个方面。一方面，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企业与

外界的信息不对称，也加强了企业的主业绩效，放宽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降低

其出海门槛；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对高质量信息的搜集、匹配能力，

降低了企业在出海前的沟通成本。 

基于上述两条路径，王墨林等（2021）、易靖韬等（2021）、洪俊杰等（2022）

和杜明威等（2022）就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进行了细致的研

究，并得出了数字化转型可有效提高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程度的结论。相较于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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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而言，提供“中间品”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则具有更强的客户导向特征，对具

有专业化、碎片化、定制化特点的“柔性制造”需求也更高（宋大强，2021）。

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间的沟通效率，使企业可以更精细地捕捉客户需求促进

“产消合一”，正契合了生产性服务业的经营需求，因此本文认为数字化转型满

足了生产性服务业的经营需求，有助于其提高国际化经营程度。除此之外，随着

技术进步、市场整合程度的不断提高，许多原先难以实现跨国流动的传统服务部

门的国际化障碍正在不断被清除（安占然等，2021），数字化的应用则在此基础

之上进一步革新传统技术加强了服务部门全球化、离岸化的进程（张祥，2012；

夏杰长，2019），有助于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国际化程度。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数字化转型一方面通过从内部赋能传统生产要素，提高

企业竞争优势进而推动其国际化；另一方面，通过降低外部信息不对称削减贸易

成本降低出海门槛进而提高企业的国际化意愿，且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化驱动因

素与数字技术应用的直接效应更为契合，由此提出以下假说： 

H1: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国际化程度。 

&%&%& <=>?@HI234567J7AB>Kwx./$

（1）资源基础与动态能力理论的机制 

资源基础观下，一方面，企业数字化的能力本身即是一种稀缺的、难以模仿

的资源，有助于企业建立并保持竞争优势（马丹等，2022）。另一方面，数字化

通过赋能其他生产要素，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创新能力、组织管理效率等一

系列资源带来的竞争优势。动态能力理论则对资源基础观的静态研究视角做了动

态拓展演化（焦豪等，2021），指出企业的动态能力可通过对资源的重构获取在

具体情境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数字技术的应用提高了信息传播效率，有效的加

强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吸收能力和适应能力，使企业的动态能力获得了相应的进

步（张吉昌等，2022）。不仅如此，王墨林等（2021）基于制造业样本直接验证

了数字化转型通过加强企业动态能力进而提高其国际化广度的传导机制。生产性

服务业企业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创新能力、人力资本都是重要的企业资源优势（张

骁等，2012；刘丹鹭，2013）。而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的创新能力有着正向的影

响，同时也会倒逼企业提高优化员工结构、提高人力资本（张吉昌等，2022；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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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杰等，2022），因此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人力资本等企业

资源，强化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动态能力进而提高其国际化程度。 

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说： 

H2:数字化转型通过加强动态能力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国际化程度。 

（2）信号效应的理论机制 

信号理论认为，市场主体需要主动向外界释放信号以缓解信息不对称。数字

化转型在降低企业与企业间，企业与消费者间信息不对称的同时，也会降低企业

与投资者间的信息不对称。这种效应体现为，一方面，在政策导向等因素的影响

下，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企业更容易收获媒体报道获得曝光度，进而吸引投资人

关注（吴非等，2021）。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强化了企业的内部治理，有助于

提高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提高向投资者传递信号的准确性、实效性，进而吸引

投资获得更宽松的融资约束（车德欣等，2021）。Seiichi等（2009）最早使用信

号效应理论研究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他们认为国际化是企业经营中的重要战略，

也是企业向投资者传递的重要信号。如 Reuer等（2014）认为，跨国战略联盟的

建立有助于企业在国内以更低的成本获得融资；Haifeng等（2018）的研究表明，

跨国并购可帮助企业提高在母国的资源获取效率，都证实了企业国际化的信号效

应。Charles（2015）的研究同样表明，信号效应可以在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国

际化战略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字技术的应用使企业的受关注度提高，也相

应的放大了企业国际化带来的信号效应，从而提高了企业国际化程度意愿。因此

提出以下假说： 

H3：数字化转型强化信号传递效应，进而加强企业国际化意愿。 

 

 

图 3.1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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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目前尚未有权威的企业层面数字化转型度量指标，因此本文参考吴非等

（2021）的研究，首先根据底层技术运用和技术实践运用场景确定企业数字化的

关键词图谱，如表 2.1 所示。进一步，根据关键词抓取上市公司财报中相关文本

信息，汇总后将企业当年的数字化转型词频记录为其数字化转型指标。该方法的

依据在于，首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目前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因此处于数

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企业有强烈的动机披露该类关键词以获得资本市场上的支持；

其次，数字化转型是企业的重大发展战略，在具有总结性的年度财务报表中的披

露更能显示出该企业对数字化转型发展的重视程度。 

 

表 2.1	 企业数字化转型关键词	

人工智能技术	

人工智能、商业智能、图像理解、投资决策辅助系统、智能

数据分析、智能机器人、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语义搜

索、、生物识别技术、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身份验证、自

动驾驶、自然语言处理。	

大数据技术	
大数据、数据挖掘、文本挖掘、数据可视化、异构数据、征

信、增强现实、混合现实、虚拟现实。	

云计算技术	
云计算、流计算、图计算、内存计算、多方安全计算、类脑

计算、绿色计算、认知计算、融合架构、亿级并发、EB 级储

存、物联网、信息物理系统。	

区块链技术	
区块链、数字货币、分布式计算、差分隐私技术、智能金融

合约。	

数据来源：吴非,胡慧芷,林慧妍,任晓怡.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

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1,37(07):130-144+10.	

	

这种通过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披露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频率来构建数字化

指标的方法得到了张叶青等（2021）、王墨林等（2022）等研究的一致认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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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具有较高的刻画能力。因此本文在构建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代

理变量后，针对中国沪深两市的 A 股生产性服务业共计 775 家上市公司展开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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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展示了 2007 年至 2020 年间中国沪深两市 A 股中生产性服务业上市

公司的数字词频均值与方差。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词频均值来

看，2007年时生产性服务业财务报表中平均数字化转型词频为 0.84条，2018年

时达到最高值平均 57.79条，统计截止的 2020 年时均值为 36.25条，较 2007年

提高了约 43倍。从均值的增长率来看，2008年至 2020 年期间，除 2019年均值

增长率为-38%之外，其余年份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词频均保持为

正的增长态势。其中 2018年均值增长率为 84%最高，2010 年、2011 年增长率为

67%次之。总体而言，2010 年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词频开始迅

速增长，之后增长速度短暂放缓，2018 年时增长率达到峰值，再之后则稍有停

滞。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总体数字化转型词频的方差来看，2007 年方

差为 1.76，到 2020 年达到峰值 7.62。统计期间内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方差的增长

率除 2019年外全部为正，其中 2009年增长幅度最高达到了 35%，总体上保持着

单调递增的态势。 

由上述分析可知，一方面，在统计期间内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的数字

化转型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14年间企业的平均披露词条增长了约 43倍。这表

明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对自身数字化转型的迫

切程度随之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整体数字化水平有了可观的增长。另一方

面，随着数字化转型均值的提高，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程度的

方差也基本呈单调递增态势，从 2007年的 1.76 增涨到了 2020 年的 7.62。这说

明随着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总体程度的不断提高，企业间的差

异也在不断增加，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随之出现。由此可见，数字化转型对

企业的自身资源有较高要求，因此区分出企业的异质性做进一步讨论是非常有必

要的。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研究 
                                                                          ——以海默科技为例 

	 19	

	

 

 

表 2.2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总体数字化转型程度均值与方差	  
年份 均值（单位：条） 均值增长率（%） 方差 方差增长率（%） 

2007 0.84 - 1.76 - 

2008 1.22 45 1.99 13 

2009 2.51 10 2.69 35 

2010 4.21 67 3.26 21 

2011 7.05 67 4.09 25 

2012 8.13 15 4.21 2 

2013 11.63 43 4.59 9 

2014 15.83 36 5.11 11 

2015 21.26 34 5.94 16 

2016 25.87 21 6.53 9 

2017 31.24 20 7.25 11 

2018 57.79 84 7.60 4 

2019 35.58 -38 7.44 -2 

2020 36.25 1 7.62 2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2007-2020 年度国泰安数据库数字经济专题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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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国家统计局印发的《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为标准，本文将

生产性服务业划分为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金融业和批发零售业五大行业，分别计算了上述五大行业上市公司的

数字化转型词频均值，计算结果见表 2.3。可以看到，2007年时生产性服务业五

大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均值分别为 0.43、0.61、2.04、0.34 和 0.87，到 2020 年

时分别为 9.62、18.79、87.46、31.21 和 28.06，所有行业均有很高的提升幅度。

细分行业来看，2020 年时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平均数字化转型词频为 87.46

条最高，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平均为 9.62 条最低。其中金融业的数字化词频

从 2007年的平均0.34条提高到了2020年的平均32.49条，年平均增长率 79.74%，

最高且远超其他行业的年平均增长率。批发和零售业的数字化转型词频从 2007

年的平均 0.87 条增长到 2020 年的平均 27.14 条，年平均增长率为 32.88%，是

五大行业中最低的一个。其余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32.95%、39.51%和 3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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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分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均值（单位：条）	

年份 
交通运输/仓

储/邮政业 

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批发和零售业 

2007 0.43 0.61 2.04 0.34 0.87 

2008 0.34 0.69 3.15 2.56 1.01 

2009 0.65 1.14 8.02 1.4 2.12 

2010 0.93 4.11 13.14 1.33 3.34 

2011 1.41 4.73 24.01 2 5.29 

2012 1.51 6.52 24.67 4.24 6.12 

2013 3.31 8.55 33.17 10.03 8.34 

2014 5.09 7.6 43.68 18.37 11.401 

2015 6.58 10.91 59.3 16.92 15.77 

2016 8.26 13.24 68.21 16.5 19.62 

2017 12.11 14.87 84.43 24.15 23.14 

2018 9.81 14.96 90.77 28.68 25.07 

2019 9.62 18.79 87.46 31.21 28.06 

2020 10.18 18.81 89.75 32.49 27.14 

年平均增长率 32.95% 39.51% 38.86% 79.74% 32.88%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2007-2020 年度国泰安数据库数字经济专题计算得到。 

 

从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占比来看，见图 2.1，统计期间内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的占比最高，但随着其他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不断提高，相对有下降

趋势。金融业的占比不断提高，在 2020 年时居第二名，批发和零售业次之，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次之，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最低。 

 

 

图 2.1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分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2007-2020 年度国泰安数据库数字经济专题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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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生产性服务业五大行业中，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由于行业相关

原因总额、占比均最高。但在近些年的发展过程中，其他行业同样有着较高的增

长速度，使得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占比相对下降。其中金融业以高达 79.74%

的年平均增长率迎头赶上，目前已居于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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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照国家统计局于 2011 年发布的《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将

我国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

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共 13 个

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共 6省；西部

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

宁夏和新疆共 12 省、直辖市、自治区。由于中部、西部地区上市企业较少，将

两地区企业合并为中西部地区企业，与东部地区企业进行对比分析。2007 年至

2020 年中西部地区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均值及增长率计算结

果见表 2.4。 

 

表 2.4	 中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程度均值	

年份 中西部地区（条） 
中西部地区

增长率（%） 
东部地区（条） 

东部地区 

增长率（%） 

2007 0.41 - 0.97 - 

2008 0.92 125 1.31 34 

2009 1.34 45 2.83 115 

2010 2.34 73 4.66 64 

2011 3.59 53 7.81 67 

2012 3.74 4.1 9.02 15 

2013 5.57 49 12.84 42 

2014 7.44 33 17.46 35 

2015 10.01 34 23.49 34 

2016 14.01 40 28.23 20 

2017 16.93 20 33.96 20 

2018 18.71 10 36.61 7.7 

2019 19.53 4.3 38.56 5.3 

2020 19.71 0.9 39.25 1.7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2007-2020 年度国泰安数据库数字经济专题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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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4 所示，2007 年时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

均值为 0.41条，东部地区为 0.97条，二者仅相差 0.56条。到 2020 年时，中西

部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均值达到 19.71条，东部地区则达到了 39.25条，

相差 19.54条，双方差距逐渐提高。从各自增长率来看，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增长

率 2008 年最高，达到 125%，但由于上年仅有 0.41 条因此总量仍较低。东部地

区企业2009年增长率为 115%，但同样处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初期，总体水平较低。 

从不同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提高的时间趋势来看，见图 2.2，统计期间

内无论是中西部地区企业还是东部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都呈现递增趋势。

中西部地区企业 2012 年之前增长幅度较为平缓，2012后增长速度大幅提高，到

2017 年之后有所放缓。东部地区企业的增长趋势基本类似，2012 年后的增长速

度迅速提高，到 2017年之后有所放缓。同样由图 2.2 可看出，东部地区与中西

部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差距从 2012 年开始差距逐渐扩大，且未见缩小趋

势。 

 

 

图 2.2	 中西部与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趋势图（单位：条）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2007-2020 年度国泰安数据库数字经济专题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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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程度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且这一差距有

着逐年扩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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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根据前文在文献综述中的论述，本文将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范式分为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三类，以此计算了中国

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应用这三类技术的均值并绘制了直方图，见表 2.5 与图

2.3。 

综合表 2.5 与图 2.3 可知，2007年至 2010 年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尚处于

起步阶段，对三类技术的应用程度都较低。2011 年后进入快速增长时期，三类技

术中大数据技术的增长速度最快，年平均增长率为 71.1%，工业互联网技术为

43.3%次之，云计算技术的增长速度最慢为 40.8%。然而大数据技术在经历过 2015

至 2017年的快速增长后，增速逐渐放缓，2019年开始甚至出现下降趋势，其余

两项技术的应用则基本保持了单调递增态势。 

 

表 2.5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海外子公司数量均值与方差（单位：条）	
年份 工业互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 

2007 0.18 0.05 0 

2008 0.2 0.19 0 

2009 0.62 0.12 0.33 

2010 1.08 0.08 1.23 

2011 1.33 0.32 2.73 

2012 1.52 0.55 2.86 

2013 2 1.31 3.27 

2014 2.33 2.34 4.24 

2015 2.61 5.35 5.19 

2016 3.66 7.34 6.16 

2017 6.43 8.88 7.42 

2018 7.63 8.99 8.28 

2019 8.76 8.52 9.26 

2020 9.52 8.02 9.745 

年平均增长率（%） 43.3 71.1 40.8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2007-2020 年度国泰安数据库数字经济专题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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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应用数字技术类型（单位：条）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2007-2020 年度国泰安数据库公司研究板块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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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文第一章 1.3.1 中对企业国际化程度测算方式的分析，本文认为使用

海外子公司开设数量作为衡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国际化程度的代理变量较为合

理，本节同样采用沪深 A股生产性服务业共 775家上市企业展开分析。 

1%&%! 23456789:;AB>CDK}~EF$

由表 2.6 可知，2007 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平均开设的海外子公司

数量为 1.43 家，到 2020 年时平均为 5.61 家。从 2007 年到 2020 年期间，除

2009、2010 两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海外开设子公司数量均值有所下降，下降幅

度分别为 1.6%和 14%外，其余年份均保持了增长态势。其中 2008年增长幅度最

高，达到了 29.84%，2013、2014年次之，均达到了 25%的增长率。 

除此之外，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开设的海外子公司数量的方差来看，

2007年方差为 2.33，到 2020 年为 3.57。其中除 2009年、2015 年外，方差增长

率始终为正，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的国际化程度离散程度不断提高，

企业间差异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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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海外子公司数量均值与方差	
年份 均值（家） 均值增长率（%） 方差 方差增长率（%） 

2007 1.43  2.33  

2008 1.86 29 2.67 14 

2009 1.83 -1.6 2.38 -10 

2010 1.56 -14 2.53 5.8 

2011 1.93 23 2.57 1.7 

2012 2.18 12 2.57 0.05 

2013 2.73 25 2.84 10 

2014 3.44 25 3.17 11 

2015 3.71 7.9 3.06 -3.5 

2016 4.06 9.2 3.07 0.17 

2017 4.44 9.4 3.07 0.07 

2018 4.88 9.8 3.14 2.42 

2019 5.18 6.2 3.25 3.57 

2020 5.61 8.1 3.57 9.61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2007-2020 年度国泰安数据库公司研究板块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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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 2.1.4相同的划分方式，本文分别计算了中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

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开设海外子公司数量的均值及年平均增长率，并绘制了折线

图以表明趋势，见表 2.6与图 2.4。从中可以看出，2007年东部地区平均每家生

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在海外开设 1.77家子公司，到 2020 年则提升为 5.99 家。

除 2008 到 2010 年间数量有所下降外，其余年份均保持增长态势，年平均增长率

为 10.5%。中西部地区企业则在2013年之前都未能平均在海外开设一家子公司，

但在统计期间始终保持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为 22.4%，到 2020 年中西部地区企

业平均在海外开设子公司的数量为 3.51，较 2007年有了较大的提升。从图 2.4

中也可看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企业在海外开设的子公司数量近年来逐渐开

始呈现缩小趋势。此外，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间差距来看，2007年两地差距

为 1.51家，2016年差距最大为 2.7家，统计结束的 2020 年则相差 2.48 家，较

最高年份差距有所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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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海外子公司数量均值（单位：家）	
年份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2007 1.77 0.26 

2008 2.33 0.32 

2009 2.24 0.36 

2010 1.83 0.44 

2011 2.23 0.59 

2012 2.47 0.76 

2013 3.08 0.96 

2014 3.84 1.36 

2015 4.15 1.53 

2016 4.51 1.81 

2017 4.81 2.49 

2018 5.31 2.67 

2019 5.57 3.11 

2020 5.99 3.51 

年平均增长率（%） 10.5 22.4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2007-2020 年度国泰安数据库公司研究板块计算得到。	

 

 

 

图 2.4	 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开设海外子公司数量趋势图（单位：家）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2007-2020 年度国泰安数据库公司研究板块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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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而言，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对国家政策的号

召响应更加及时，也具备更雄厚的资金、技术实力。本文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

市公司划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后，分别逐年计算其开设海外子公司的平均数

量，见表 2.7。首先，总体来看国有企业平均开设的海外子公司数量始终高于私

营企业。但从增长率角度来看，国有企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2.5%，私营企业的

年平均增长率则为 18.2%，私营企业增长速度更快。其次，样本统计区间内，国

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基本保持了同步的增长态势。其中私营企业在 2010 年前有小

幅度下降趋势，2010 年后一直保持增长趋势。最后，2007 年时国有企业与私营

企业间的差距为 0.82家，该年也是双方差距最小的一年，到 2020 年时双方差距

2.66 家，差距不断扩大。 

 

表 2.7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分所有制海外子公司数量均值（单位：家）	
年份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2007 1.68 0.86 

2008 2.27 1.02 

2009 2.37 1.01 

2010 2.55 0.54 

2011 2.89 1.11 

2012 3.21 1.36 

2013 3.95 1.80 

2014 4.98 2.33 

2015 4.91 2.93 

2016 5.26 3.34 

2017 5.82 3.72 

2018 6.17 4.22 

2019 6.51 4.56 

2020 7.47 4.81 

年平均增长率（%） 12.5 18.2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2007-2020 年度国泰安数据库公司研究板块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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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构建 OLS 模型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国际化程度间的相关关系，进

一步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具体影响机制，增强因果推断信度。 

（1）基准模型 

参照现有研究的普遍做法，本文构建如（1）式的 OLS 模型检验数字化转型

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 

𝐹_𝑐𝑜𝑚𝑝𝑎𝑛𝑦!,# = 𝛽$ + 𝛽%𝑑𝑖𝑔𝑖𝑡𝑎𝑙!,# + 𝛽&𝑋!,# + 𝜇# + 𝜑! + 𝜀!,#          (1) 

其中𝐹_𝑐𝑜𝑚𝑝𝑎𝑛𝑦!,#表示 i企业 t年的海外子公司数目，作为企业国际化程度

的代理变量。digital',(为 i 企业 t 年的数字化转型程度。X',(为控制变量的集合，

µ(为个体固定效应，φ'为时间固定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 

（2）机制检验 

为检验数字化转型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国际化的传导机制，本文借鉴温忠

麟等（2014）的中介效应模型，利用“逐步回归法”构建实证模型，具体如下： 

𝑀𝑒𝑑𝑖𝑡𝑎𝑡𝑜𝑟!,# = 𝛼$ + 𝛼%𝑑𝑖𝑔𝑖𝑡𝑎𝑙!,# + 𝛼&𝑋!,# + 𝜇# + 𝜑! + 𝜀!,#           (2) 

𝐹_𝑐𝑜𝑚𝑝𝑎𝑛𝑦!,# = 𝛾$ + 𝛾%𝑑𝑖𝑔𝑖𝑡𝑎𝑙!,# + 𝛾&𝑀𝑒𝑑𝑖𝑡𝑎𝑡𝑜𝑟!,# + 𝛾)𝑋!,# + 𝜇# + 𝜑! + 𝜀!,# (3) 

其中，𝑀𝑒𝑑𝑖𝑡𝑎𝑡𝑜𝑟!,#为中介变量，具体包括企业的动态能力（Dy）和外界关

注（News），其余符号含义与基准模型一致。在（1）式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

际化程度的直接效应的基础上，（2）式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中介变量的影响，（3）

式则用于检验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国际化的中介效应。 

G%!%& ��|W+z{��$

（1）被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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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国际化程度（F_company）。不同于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以出口为主要方式

国际化经营的企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业务开展更依赖于人员的跨国流动，在海外

直接开设子公司向客户提供服务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主要的跨国经营形式。因此

本文以企业的海外子公司数量衡量其国际化程度。 

（2）主要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程度（digital）。相较于虚拟变量（何帆等，2019）、问卷调查

（胡青，2020）等方法，近年来通过数据挖掘文本分析进而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

程度的方法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吴非等，2021；张叶青等，2021；杜明威等，

2022）。除此之外，祁怀锦等（2020）用无形资产中数字资产占比来衡量企业数

字化转型程度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上述两种测度方法各有侧重，为更全面的衡

量企业的数字化程度，同时增加研究结论的信度，本文采用上市公司企业年报中

数字化关键词频率作为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代理变量，用数字资产作为稳健性

检验。 

企业数字化词频的测算方法：首先，参考吴非等（2021）的研究根据底层技

术运用和技术实践运用场景确定企业数字化的关键词图谱，详见第二章 2.1.1图

2.1 所示。进一步，根据关键词抓取上市公司财报中相关文本信息，汇总后将企

业当年的数字化转型词频记录为其数字化转型指标。另外，参照吴非等（2021）、

张叶青等（2021）、王墨林等（2022）的一致做法，考虑到这类统计数据的“右

偏”特征，对上述数据做对数化处理得到最终的数字化转型指标，记为 digital。 

企业数字资产的测算方法：参考何帆等（2019）、祁怀锦等（2020）的方法，

在企业披露的财务报表附注中，首先以表 4.1 中的关键词为标准筛选无形资产附

录，在此基础上将明细中包含“软件”、“网络”、“客户端”、“智能平台”等关键

词的条目也标记出来。将具备上述关键词的无形资产条目金额加总后标记为企业

的数字资产，再将企业的数字资产与无形资产的比率作为衡量其数字化转型程度

的代理变量，记为 digasset。 

（3）中介变量 

动态能力（Dy）。动态能力是衡量企业能否建立动态的竞争优势的指标，主

要由企业的研发能力、管理能力等一系列指标构成。借鉴王墨林等（2022）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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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采用企业的研发投入、发明专利存量与本科以上学历员工占比三项指标，标

准化后加和处理得到。 

外界关注（News）。参考吴非等（2021）的研究，选取当年财经新闻中对样

本企业的正面报道条数，取对数后得到企业受外界关注的代理变量，进而衡量其

信号效应。 

（4）其他控制变量 

企业层面：参考吴非等（2021）的研究，采用投入资本回报率（ROIC）和资

产负债率（DAR）用于衡量企业的经营能力；企业员工人数（Emp）用于衡量企业

规模。城市层面：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的行业属性，参考安占然等（2021）的研

究，采用国民生产总值（GDP）用于衡量企业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

接投资实际金额（FDI）用于衡量企业所在地的对外开放度；第三产业占比（Ind_3）

用于衡量企业所在地的服务业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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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样本选择 

本文将国家统计局印发的《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与证监会 2012

版行业分类匹配，从国泰安数据库中整理出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名录，

并剔除了带有 ST、ST*标记的企业。这是因为，带有 ST 和 ST*标记的企业财务

报表缺乏稳健性，可能会使得研究结论产生偏误，因此予以剔除。综合考虑我国

数字经济发展的起步时间和数据可获得性后，最终选择了 2007年至 2020 年间的

775家企业，共计 5211 个样本。 

（2）数据来源 

本文企业层面的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的数字经济研究专题、公司研究专

题和 CNRDS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数据库；城市层面的数据则来自《中国统计年

鉴》。为减少异方差影响，对非比率类变量都做对数化处理。变量的名称、解释

与数据来源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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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变量名称、解释与数据来源 

  变量名称 变量解释 数据来源 

F_company 企业海外开设子公司数量取对数处理； 国泰安数据库 

digital 
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通过对年报中的

关键词频统计得到并取对数处理； 
国泰安数据库 

digasset 数字资产； 国泰安数据库 

Dy 企业动态能力； 国泰安数据库 

News 外界关注度； CNRDS数据库 

 ROIC 投入资本回报率； 国泰安数据库 

 Emp 员工人数取对数处理； 国泰安数据库 

 DAR 资产负债率； 国泰安数据库 

 GDP 国民生产总值取对数处理； 中国统计年鉴 

 Ind_3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中国统计年鉴 

 FDI 外商投资实际额取对数处理。 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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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为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企业国际化程度（F_company）的均值为 0.826，

标准差为 0.897，离散程度较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digital）的均值为

1.659，标准差为 1.582，与吴非等（2021）研究中的样本特征接近。从城市层面

控制变量的样本特征来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GDP）和对外开放度（FDI）的均

值为 9.152、12.884，标准差为 0.965、1.364。相较之下，服务业发展水平（Ind_3）

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0.581 和 0.142，样本间差异较小。此外，从企业层面控

制变量的样本特征来看，企业的投入资本回报率（ROIC）、雇员人数（Emp）、资

产负债率（DAR）的均值分别为 0.097、9.256、0.4，对应的标准差分别为 1.264、

1.412 和 0.227，表明样本哪企业间的经营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进一步，为观察核心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时间变化趋势，本文绘制了

2007～2020 年样本企业数字化转型词频与数字资产的均值折线图，如图 4.1 所

示。无论是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的数字化关键词频还是财务报表附注中注明的数

字类无形资产，在样本区间内都保持了基本稳定的增长态势。两种衡量方法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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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有助于说明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指标选取、构建的合理

性。 

 

表 4.3	 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F_company	 5211	 0.826	 0.897	 0	 4.956	

digital	 5211	 1.659	 1.582	 0	 6.252	

GDP	 5211	 9.152	 0.965	 4.452	 10.474	

Ind_3	 5211	 0.581	 0.142	 0.114	 0.835	

Fdi	 5211	 12.88	 1.364	 3.258	 14.941	

ROIC	 5211	 0.097	 1.264	 -0.04	 90.694	

Emp	 5211	 9.256	 1.412	 2.485	 15.432	

DAR	 5211	 0.4	 0.227	 -0.195	 4.87	

数据来源：根据国泰安数据库测算得到 

	

 

图 4.1	 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时间趋势图	

=(- hijkHI"

为观察数字化转型程度提高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本文分别构建随机效

应模型、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加以检验，观察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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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模型设定条件下回归结果能否保持一致、稳健，回归结果如表 4.4 中（1）～

（3）列所示。 

 

表 4.4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变量名 F_company F_company F_company 

digital 0.0949*** 0.0640*** 0.0741*** 

 (0.00759) (0.00793) (0.0149) 

GDP 0.301*** 0.185*** 0.414** 

 (0.0311) (0.0395) (0.200) 

Ind_3 0.694*** 0.0207 0.336 

 (0.186) (0.194) (0.662) 

Fdi -0.107*** -0.0605*** -0.0717* 

 (0.0152) (0.0159) (0.0409) 

ROIC 0.00553 0.00426 0.00233 

 (0.00526) (0.00515) (0.00218) 

Emp 0.168*** 0.142*** 0.108*** 

 (0.00955) (0.00993) (0.0249) 

DAR 0.393*** 0.332*** 0.313*** 

 (0.0498) (0.0490) (0.113) 

_cons -2.826*** -1.753*** -3.399* 

 (0.187) (0.244) (1.744) 

N 5211 5211 5211 

Year  “Yes” “Yes” 

Firm   “Yes”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示 10%显著水平,	**	 表示 5%显著水平,	***	 表示 1%显著
水平，下同。	

 

（1）列随机效应模型中数字化转型（digital）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系

数为 0.0949，并通过了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同时大多数控制变量都在 1%水

平显著，表明在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确实对

其国际化程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的模型设定基本合理，有较强的解释力

度。进一步，本文逐步加入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如（2）、（3）列所示。可以看

到，加入时间、个体固定效应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国际化程度的影响系数分别

为 0.0641 和 0.074，影响系数有所波动但依旧对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保持着 1%水

平显著。上述结论支持了本文的假说 H1，即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条件下，数字化转

型将显著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提高国际化程度。在此之外，回归结果中企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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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GDP）、第三产业发展水平（Ind_3）和对外开放程度（FDI）

都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影响系数均为正，说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是

企业依托基础设施、市场环境进行数字化转型并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外部环境，

在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提高国际化程度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而针对企业的资产负债率（DAR）和发展规模（Emp）的检验也表明，企业自

身经营水平同样是其通过数字化转型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 

=(3 lmdeno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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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验数字化转型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机制，打开这一

影响过程中的“黑箱”，本文借鉴温忠麟等（2014）的研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通过逐步回归法来检验中介变量企业动态能力（Dy）和外界关注（News）的传导

作用。具体做法为，首先构建 OLS 模型检验主要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的直接

效应；其次，将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中介变量回归，检验中介变量与主要解释

变量间的关系；最后，将主要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一同加入回归模型，检验具体

的传导机制。若以上三步的检验结果均符合预期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则说

明中介效应成立。第一步结果即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已在上一节中汇报，第二、

三步检验结果汇报见表 4.5。 

如表所示，其中（1）～（2）列为企业动态能力（Dy）的中介效应模型回归

结果，（3）～（4）列为外界关注（News）的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到

将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其动态能力回归，得到的影响系数为 0.00853，在控制

变量与固定效应的情况下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符合预期。最终将企业

动态能力与数字化转型程度同时加入回归模型，结果见列（2），二者的影响系数

分别为 0.837 和 0.066，且均在 1%水平显著，支持了本文的假说 H2，即企业数

字化转型可通过加强其动态能力进而提高国际化程度。同样的，通过（3）～（4）

列可以看到，（3）列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外界关注的影响系数则为 0.17，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4）列中将企业的外界关注和数字化转型同时放入回归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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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外界关注的影响系数为 0.0156，通过了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数字化转

型的影响系数则为 0.0714，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 4.5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1) (2) (3) (4) 

变量名 Dy F_company News F_company 

Dy  0.837***   

  (0.250)   

News    0.0156** 

    (0.00704) 

digital 0.00853*** 0.0660*** 0.170*** 0.0714*** 

 (0.00197) (0.0155) (0.0300) (0.014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N 4140 4140 5211 5211 

Year “Yes” “Yes” “Yes” “Yes” 

Firm “Yes” “Yes” “Yes” “Yes” 

 

上述结论表明，企业的动态能力与外界关注在三步回归中均符合假设预期，

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验证了本文提出的机制假说 H2 和 H3，即企业数字化转型

可通过加强动态能力和外界关注进而提高国际化程度。 

G%1%&���������  ¡¢f$

为进一步提高机制检验信度，增强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 Bootstrap抽样

法，通过 1000 次 sobel检验来验证两个中介变量（江艇，2022），检验结果见表

4.6。 

 

表 4.6 bootstrap检验结果	
 观察系数 bootstrap 标准误 P>|z| 区间 

动态能力 

直接效应 0.010 0.002 0.000 （0.006，0.015） 

间接效应 0.073 0.008 0.000 （0.057，0.089） 

外界关注 

直接效应 0.003 0.000 0.000 （0.001，0.005） 

间接效应 0.058 0.007 0.000 （0.038，0.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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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所示，动态能力和外界关注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都在 1%水平检验显

著，且分布区间不包含 0，符合中介效应假设预期，验证结果与“逐步回归法”

中介效应模型一致，说明中介效应假设成立，提高了本文中介效应的检验信度，

进一步加强了结论的稳健性。 

=(= pqLde"

为加强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取替换被解释变量测度方式、调整样本范围，

和控制内生性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G%G%! £¤z{¥De¦$

虽然以企业财务报表中数字化转型关键词频作为其数字化程度代理变量的

方法已被诸多文献认可，但这一战略层面的规划对企业实际数字化水平的刻画能

力仍有一定局限。为此，本文参考祁怀锦等（2020）的研究，将企业无形资产中

数字资产的比重作为代理变量加入回归。相较于词频法，数字资产更多侧重于企

业已有的数字能力，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刻画其数字化水平，使本文的结论更加可

信。回归结果如表 4.7 中（1）列所示。数字资产（digasset）对生产性服务业

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系数为 0.0532，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

与本文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数值相近、符号一致。考虑了了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后这一效果依然保持稳健，符合本文的假设预期，进一步论证了本文的核心假设，

即数字化转型可显著得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国际化程度。 

 

G%G%& §¨¢©ª«$

由于生产性服务业中包含软件服务这一分类，该行业的财务报表中数字关键

词偏高，可能会使估计结果产生偏误，因此本文在剔除软件服务业和互联网相关

行业后对剩余样本再次回归。结果如表 4.7（2）列所示，digital的系数为 0.0915，

依然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在剔除软件服务业等行

业后对其他生产性服务业依旧保持相当的解释力度，研究结论基本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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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4) 

变量名 F_company F_company Digital F_company 

digasset 0.0532***    

 (0.0165)    

digital  0.0915***  0.1601*** 

  (0.0259)  (0.0226) 

IV   0.9298***  

    (0.025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N 4006 1961 5211 5211 

Year “Yes” “Yes” “Yes” “Yes” 

Firm “Yes” “Yes” “Yes” “Yes” 

G%G%1 g24�,$

参照祁怀锦等（2020）的研究，本文选取行业内所有公司的数字化程度均值

作为工具变量，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处理内生性问题。结果如表 4.7（3）、

（4）列所示。一阶段行业内企业数字化程度均值（IV）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系

数为 0.9298，在 1%水平显著，两阶段回归结果中 digital对企业海外子公司数

量的影响系数为 0.1601，同样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上述结论表明在处

理了内生性问题好，本文研究结论仍旧保持稳健，可信度较高。 

=(r stLHI"

数字化是一个相对宽泛的定义，其中包含了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

一系列技术范式（吕铁，2019；吴非等，2021）。这些技术对企业的赋能各有侧

重，因此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最终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本文以此为划分标

准对企业应用的数字技术进行异质性检验。除此之外，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先期投

入大、固定成本高的战略选择，对企业自身的资金、技术、人员有着极高的要求。

而我国企业发展存在明显的规模差异，相应的企业资源在各企业间分布离散程度

也较高，因此区分企业规模进行进一步的讨论是有必要的。上述企业间的资源差

异同时也受到企业的所有制和所在区位影响。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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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关键部门起到带头示范作用，对国家政策的响应速度更快、更积极，本身

也具备更丰富的资源推动数字化变革，因此本文将区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做异

质性讨论。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异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依托良好的基础设施

条件和优越的地理区位，东部地区企业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存在天然的发展优

势，推动数字化转型究竟能否发挥“数字红利”效应，进一步相对提振中西部地

区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同样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因此本文将区分样本企业中所在区

位的差异做异质性分析。 

G%Q%! ij���¬4$

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方式。区分企业应用

技术异质性的检验结果如表 4.8（1）～（3）列，其中工业互联网（dig_A）对生

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影响系数为 0.0244，但并未通过 10%水平的显著性

检验。大数据技术（dig_B）和云计算技术（dig_C）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0565 和

0.065，均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可见直接作用于生产效率的技术应用对

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国际化相对而言影响有限。大数据、云计算技术有助于提高

信息传递效率、降低信息不对称，这类技术应用则有助于对生产性服务业削减跨

国经营成本，有助于其开拓海外市场。 

 

G%Q%& ��¬4$

本文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位数作为标准，将样本企业中主营业务收入高于

中位数的企业定义为大型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低于或等于中位数的企业定义为中

小企业。表 4.8（4）、（5）列展示了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服务业大型企业和中小

规模企业的异质性回归结果。（4）列中，数字化转型对大型企业的影响系数为

0.068，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5）列中对中小型企业的影响系数则为

0.0591，同样在 1%水平显著。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资源基础和动态能力都有极

高的要求，如表（4）、（5）列中所示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和投资回报率都对企

业的国际化程度有着显著的影响。大型企业相对而言具有更明显的资源优势，推

动数字化转型的能力更强，相应的其国际化经营受到的影响系数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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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企业技术应用、规模异质性检验结果	
 (1) (2) (3) (4) (5) 

 工业互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 大型企业 中小企业 

变量名 F_company F_company F_company F_company F_company 

dig_A 0.0244     

 (0.0163)     

dig_B  0.0565***    

  (0.0181)    

dig_C   0.0650***   

   (0.0175)   

digital    0.0680*** 0.0591*** 

    (0.0164) (0.0228) 

GDP 0.390* 0.422** 0.405** 0.166 0.474* 

 (0.203) (0.203) (0.200) (0.275) (0.263) 

Ind_3 0.318 0.425 0.341 -0.370 1.511* 

 (0.676) (0.670) (0.666) (1.005) (0.854) 

Fdi -0.0702* -0.0732* -0.0732* -0.00254 -0.0721 

 (0.0409) (0.0410) (0.0404) (0.0264) (0.0707) 

ROIC 0.00239 0.00199 0.00246 -0.00191 0.134** 

 (0.00228) (0.00223) (0.00222) (0.00240) (0.0611) 

Emp 0.113*** 0.110*** 0.110*** 0.0193 0.190*** 

 (0.0260) (0.0254) (0.0254) (0.0261) (0.0382) 

DAR 0.328*** 0.315*** 0.327*** 0.210 0.421** 

 (0.115) (0.114) (0.116) (0.132) (0.189) 

_cons -3.216* -3.480* -3.298* -1.096 -5.320** 

 (1.783) (1.779) (1.746) (2.614) (2.134) 

N 5211 5211 5211 2605 2606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Yes” “Yes” “Yes” “Yes” “Yes” 

G%Q%1 ��x�¬4$

表 4.9（1）列显示，数字化转型对国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影响

系数为 0.0817，在 1%水平显著；（2）列中对私营企业的影响则不显著。这可能

是因为：首先，在海外开设子公司对企业的自身实力有较高要求，而国有企业具

有较高的资金实力、相对宽松的融资约束，本身便有更高的国际化绩效。其次，

国有企业无论在“走出去”还是在数字化转型方面，都具有政策性质较强的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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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示范作用。而私营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对数字化、和国际化的决策也都相对

更加稳健。 

G%Q%G �®�¬4$

参考第二章中的地区划分方法，本文将样本分为东部地区企业和中部地区企

业回归，结果如表 4.9 所示。其中列（3）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东部地区企业的

影响为 0.0713，在 1%水平显著；（4）列中对中西部企业的影响系数为 0.0747，

在 5%水平显著。这一异质性检验结论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虽然东部地区

相对受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显著，但中西部地区更高的影响系数表明数字技术对

减少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存在积极的意义。但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中，仍需进一步

关注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这一客观存在的问题，更有效得发挥数字经济的作用。 

 

表 4.9	 企业所有制、区位异质性检验结果	
 (1) (2) (3) (4)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东部企业 中西部企业 

 F_company F_company F_company F_company 

digital 0.0817*** 0.0249 0.0713*** 0.0747** 

 (0.0221) (0.0191) (0.0163) (0.0367) 

GDP 0.355 0.542* 0.569** -0.252 

 (0.254) (0.308) (0.252) (0.371) 

Ind_3 0.282 1.554 0.454 -0.666 

 (0.867) (1.071) (0.933) (1.202) 

Fdi -0.0852 -0.0614 -0.0351 -0.120 

 (0.0627) (0.0427) (0.0426) (0.0746) 

ROIC 0.00494** -0.00218 0.00224 0.0129 

 (0.00230) (0.118) (0.00246) (0.344) 

Emp 0.163*** 0.0891** 0.107*** 0.111*** 

 (0.0316) (0.0403) (0.0297) (0.0369) 

DAR 0.277* 0.203* 0.297** 0.322 

 (0.162) (0.113) (0.126) (0.206) 

_cons -3.114 -5.261* -5.267** 2.637 

 (2.022) (2.905) (2.299) (3.280) 

N 2164 2636 4462 749 

Year “Yes” “Yes” “Yes” “Yes” 

Firm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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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在第二章提出的理论假说的基础上，构建对应的实证模型一一检验，得

到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基准模型检验结果表明，无论在随机效应模型、时间固定效应模型还

是时间、个体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数字化转型都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国际化

程度有着显著的促进效应。其中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设定下，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

服务业企业的影响系数为 0.0741，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本文之后通过

将主要解释变量替换为数字资产、缩小样本范围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都通

过了假设预期。将行业内其他企业数字化转型均值作为工具变量，通过两阶段最

小二乘法控制内生性问题后，检验结果依旧稳健。 

第二，为检验数字化转型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国际化程度的传导机制，本

文构建了“三步法”中介效应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 bootstrap自抽样检验。

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均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H2 和 H3，即数字化转型可通过影响企

业的动态能力和外界关注进而提高其国际化程度。 

第三，从应用技术类别、企业规模、企业所有制属性、企业所处区位四个角

度展开的异质性分析表明，首先，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应用对企业的国际化程

度影响显著，其他技术则为通过 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次，大型企业的企业

资金、研发、营销等资源更丰富，数字化转型对其的影响系数更高，中小型企业

受到的影响则相对稍低。再次，国有企业受影响相较于私营企业更加显著，这可

能受由于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更多，对政府层面的政策响应更积极，融资渠道

也更宽松导致的。最后，数字化转型对东部企业的影响相较于中西部企业更加显

著，数字经济的“数字红利”效应虽然产生，但仍需注意东西部地区发展存在的

客观差异，积极制定政策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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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第三节的实证分析，本文在宏观层面验证了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服务业

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及其机制。本章则选取一家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

象进行案例研究，在宏观验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数字化转型在现实操作过程中

如何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经营管理、改造传统业务，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 

r(% )*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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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默科技）是兰州高新区第一家

高科技民营上市企业，主营石油设备制造、油田技术服务和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

业务。海默科技最初成立时以生产用于油气勘探检测的多相流量计作为主营业务，

产品销往中东、美国等地，并于 2010 年 5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随

着经营经验、公司整体实力的不断增加，海默科技在原有以出口为主的业务基础

之上，增加了油气勘探服务为主的新型业务模式，公司服务化程度不断提高。截

至目前，海默科技已取得多项发明专利，在中东、南美、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设有子公司或代理机构开展业务，是我国油气服务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在国内

国际两个市场都取得了亮眼的成绩。 

本文选取海默科技作为案例研究对象的原因为：第一，海默科技是我国开拓

海外市场取得重大成果的企业之一，在多个国家开展海外业务，并在国内处于行

业领军地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第二，海默科技具备了中小企业、民营企业、

西部地区企业等诸多性质，通过对其的研究有助于为同类型企业提供一定的现实

借鉴意义，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第三，海默科技地处兰州，有助于实地调研获取

一手资料，提高了本文研究的可行性。 

Q%!%& <�¯°±�$

作为上市企业，海默科技的财务数据、战略规划等信息皆可通过公开的招股

说明书、年度报告、财务报表等文件获得。此外，笔者还先后两次赴海默科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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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实地调研，通过与公司管理人员的访谈获取一手资料：第一次，2022 年 2 月

至兰州市海默科技总部，通过与海默科技总经理访谈，并实地参观企业内部生产，

获得了大量关于海默科技海开拓海外市场的内部详细资料。第二次，2022 年 8月

至深圳市海默潘多拉数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数字化业务负责人就海默科

技的数字化转型的历程做详细访谈。具体资料来源见表 5.1: 

 

表 5.1	 案例资料来源	
资料名称 资料来源 

海默科技基本信息 
公司官网、招股说明书

（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 

海默科技财务状况 
财务报表

（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 

海默科技战略规划 
财务报表

（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 

海默科技海外经营状况 实地调研访谈 

海默科技数字化发展状况 实地调研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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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默科技是一家致力于为深水、深层和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提供创新的技术、

产品和服务的跨国企业。公司始创于1994年，2000年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5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证券简称：海默科技，股票代码：

300084）。目前，海默科技是国际市场上主要提供多相计量产品和服务的厂商之

一。公司不仅为国内“三桶油”：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提供服务，也获准成

为 Royal Dutch、Total、CONOCOPHILLIPS、ADNOC、PDO等二十几家国外主流的

石油公司的合格供应商，其产品和服务远销中东、北非、东南亚、中亚和欧洲等

地区，是国内乃至亚洲地区唯一能够提供商品化的多相流的厂商，目前在国内市

场上，海默公司的产品占有绝对的市场份额，已经处于市场领导地位。 

公司在国内外设有全资分（子）公司 13 家，控股子公司 7 家，参股公司 1

家，有近千名员工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公司产品及服务销往中东、北非、中

亚、南亚和东南亚、北美、南美等地区的多个国家。海默科技的主营业务主要分

为三部分：油田高端装备制造、油田技术服务和油田数字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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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海默科技逐渐总结出一套成熟的海外市场开拓流程，

具体如图 5.1 所示： 

 

 

图 5.1 海默科技海外市场进入步骤 

	

在进入目标市场时，海默科技首先通过与东道国当地企业合作设立代理机构，

采用贸易出口的方式让产品进入当地市场。等到产品在目标市场达到一定规模后，

再通过设立办事处的方式跟进售后服务，独立开发客户。当形成稳定合作关系的

客户规模较高后，便在目标市场设立子公司，此时主要为客户提供增加值、利润

率更高的勘探测井服务。在访谈中海默科技总经理表示，相较于手续繁杂、周期

较长的传统产品出口模式，海外实地探勘油田的单次收入都在数千美元以上。这

一方面大大降低了公司的业务成本，增加利润空间；另一方面实地服务的质量更

高，更容易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也提高了客户粘性，显然对公司发展更优、

更具吸引力。 

（1）海外业务现状 

由图 5.2 可以看出，2012到 2014年，海默科技通过一系列海外市场并购活

动，使海外营业收入不断提高。首先，在国内收购兰州城临石油钻采设备有限公

司 57%的股权，进军压裂装备市场。在此之后，通过收购哥伦比亚 Oilfield 

Service & Supply公司 51%的股权，在美国成立全资子公司等方式逐步打开国际

市场。但自 2014年开始，海默科技海外发展受阻。这是因为，一方面，从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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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中东欧地区一系列地区冲突事件，OPEC 与美国页岩气产业矛盾激化，因

而在 OPEC 牵头下世界爆发了新一轮的原油价格战。作为与原油产业高度绑定的

油服行业，海默科技深受全球油价下跌影响，海外市场受损严重。另一方面，中

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导致海默科技的海外收益进一步受损。因此，海默科技开始

尝试转移企业战略重心，于 2017年后加大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投入，

顺应开发“数字化油田”、“智能油田”的趋势。 

 

 

图 5.2 海默科技海外营业收入及出口营业收入占比	

数据来源：海默科技 2013—2022 年度财务报表。	 	
 

（2）海外开设子公司现状 

如表 5.2 所示，截至 2022 年，海默科技已累计在境外开始 6 家子公司。其

中三家子公司位于中东地区，三家子公司位于美国。从子公司所处区位来看，海

默科技开设子公司显然深受油服行业的特性影响。中东地区是世界主要产油区，

为追逐客户从而提高服务质量，海默科技的子公司多设立于阿联酋、阿曼、沙特

阿拉伯等中东国家，且主要从事市场开拓、销售工作。美国同样是世界主要的油

气资源出口国家之一，油气资源丰富，且具备高超的油气勘探技术和经验。海默

科技在美国设立子公司除了开拓市场之外，也有积极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技术的

动机。除位于美国的哥伦比亚油田服务有限公司是以并购的方式设立，位于阿曼

玛斯卡特市的海默科技（阿曼）有限公司是 70%直接持股和 28%间接持股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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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默科技在海外设立的其余五家子公司均以绿地投资的形式设立，并 100%持股。

绿地投资和完全控股使得海默科技可以提高对子公司的掌控力度，也从侧面反映

出服务业的跨国经营十分依赖近乎完全持股子公司的设立。 

 

表 5.2	 截止 2023 年海默科技海外子公司名录 

子公司名称 经营地 注册地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海默国际有限公司 中东 阿联酋迪拜 100% 投资设立 

海默科技（阿曼）有限

公司 
中东 阿曼玛斯卡特市 

70%（直接）

28%（间接） 
投资设立 

海默石油天然气有限责

任公司 
美国 

美国 

特拉华州 
100% 投资设立 

海默美国股份有限公司 美国 美国休斯顿市 100% 投资设立 

哥伦比亚油田服务有限

公司 
美国 哥伦比亚波哥大市 79% 并购 

海默科技沙特公司 中东 沙特阿拉伯 100% 投资设立 

资料来源：海默科技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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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是企业在跨国经营时不可避免的核心影响因素，本文通过 PEST 分

析方法，从企业战略目标和战略制定的角度来分析企业外部宏观环境，进而分析

海默科技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动因。 

（1）政治环境 

从母国政治环境来看。第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致力于优化营商环境，

为国内企业“走出去”搭建各种平台，积极推动我国民营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

展会开拓海外市场。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外贸经营权开

放，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使得海默科技在国内享有优秀的政治环境，有助于其不

断提高自身经营实力、开拓海外市场。第二，海默科技地处兰州市高新区，近年

来甘肃省、兰州市不断推动本地营商环境优化建设，着力支持本地龙头企业发展，

同样为海默科技创造了稳定的经营环境。海默科技更是多次被兰州市政府评为

“兰州市科技兴贸重点企业”、“兰州市民营科技十佳企业”、“兰州市工业经济先

进企业”等。第三，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区域间的要素流动壁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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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减弱，海默科技得以通过并购、开设子公司等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资源配置，

有利于其进一步发展并巩固自身竞争优势。 

从东道国政治环境来看。2019年至 2021 年期间，海某科技海外业务收入分

别占到了总营业收入比例的 30.38%、17.63%和 24.68%，其中中东地区是海默科

技主要的传统市场。在中东地区经营的政治风向较高，这种一方面来源于地区战

乱影响。由于教派冲突等历史遗留问题，中东地区的营商环境、治安环境较弱，

经常对海默科技当地的设备甚至人员造成威胁，进而造成损失。另一方面，由于

当地政府治理能力欠佳，不稳定的政策法规和相对苛刻的政治、经营条件也使得

海默科技在当地的投资具有较高风险。 

（2）经济环境 

一方面，随着低碳经济、绿色发展逐渐成为全球共识，2020 年 9月 22 日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采取更有力的政策和措

施在 2030 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即“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双碳”目标提出，欧美各国的环保政策也逐渐升级，传统油气行业受到了较大

冲击，作为服务于油气行业的海默科技也受到了波及。除此之外，近年来新冠疫

情、俄乌冲突等事件频发，世界经济不稳定性增加，全球需求进一步趋于萎缩，

都使得海默科技的外部经济环境紧张化。 

另一方面，首先，数字经济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也为海默科技的发

展提供了新的机遇。随着我国对数字经济支持力度的不断增强，数字基础设施不

断完善、大量的扶持政策出台，使海默科技的数字化转型遇上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其次，中国经济近年来稳定的增长态势也为海默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稳

定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居民可支配收入使得国内消费正在被稳步开发。最后，

“一带一路”倡议收获的认可不断提高、RCEP协定正式生效，都为中国企业走出

国门提供了新的机遇。而海上丝绸之路、RCEP 核心地带的东盟地区同样油气资

源丰富，因此紧抓机遇转型主攻水下油气资源勘探的海默科技经营前景仍可保持

乐观。 

（3）社会环境 

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短缺、老龄化问题已逐渐成为当今中

国社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劳动人口的减少对智能化、数字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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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海默科技谋求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动力之一。通过数字化转型，企业不但能实

现对传统业务的改造升级，也能依托数字平台等进一步拓展自身业务范围，有利

于公司业务长远发展。社会文化方面，受全球变暖影响，无论国内外人们普遍降

低了对传统化石能源制品的消费，新能源成为新的时代浪潮，对海默科技所处的

传统能源行业产生了一定挤压。 

（4）技术环境 

油服行业行业是一个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国在该领域属于后来者，并不具备

先发优势。国际上油服公司的领头者斯伦贝谢、哈里伯顿等大型跨国公司往往深

耕该领域多年，其资金雄厚技术先进，在国际油服市场上占据了绝对的领导地位。

这些公司对传统技术的专利壁垒使该行业具有较高的技术垄断趋势。正如新能源

汽车发展一般，数字化转型可作为新兴企业绕开国际巨头专利壁垒，开辟新赛道

实现“弯道超车”的有效手段。 

r(= |}~9TUVWX��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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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默科技数字化转型的资源基础 

企业资源在其国际化进程中扮演者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数字化能力本身又对

企业资源有着极高的要求（马丹等，2022）。参考王雯等（2018）的研究，本文

从财务资源和创新资源两个角度来分析海默科技的资源基础。 

第一，财务资源。财务资源包括企业的市值、利润率、资产规模等指标，是

企业实力最直观的表现。如图 5.3 展示了 2010 年至 2019年海默科技的总资产、

市值和净利润变化趋势图，2020 年后企业经营状况受到新冠疫情冲击致使财务

数据出现较大波动，因此未将 2019年之后的数据纳入分析。如图所示，自从 2020

年上市披露财务报表以来，海默科技的总资产始终保持增长态势，直到 2017 年

后出现小幅下跌趋势，增长趋于平缓。公司市值和净利润则变化波动相较更加剧

烈。2016年海默科技市值达到峰值，这之后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行业经营状况

整体走低。然而与此同时，海默科技敏锐的把握世界局势走向，精准布局新行业，

公司净利润在经过 2014-2016年短暂的下跌后进入一个高增长期，快速增长的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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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也为海默科技充足的现金流提供了基础，进而有助于其集中资源进行数字化

转型。 

 

 

图 5.3	 海默科技财务资源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海默科技 2011—20220 年度财务报表。 

	

图 5.4展示了从 2008年至 2022 年海默科技分季度营业收入现金含量，营业

收入现金含量的计算方法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营业总收入。该比

值越大说明企业的产品、劳务更加畅销，资金周传快、市场占有率高。抛开受上

游行业影响的波动，海默科技的营业收入现金含量在统计区间稳步增长。同时对

比表 5.3 中海默科技所属行业的平均营业收入现金含量来看，海默科技的现金流

状况在同行业中也处于较高水平，表明其可流动资金高，便于迅速调集资金进行

数字化转型。 

表 5.3	 海默科技所属行业平均营业收入现金含量	
行业代码 行业名称 统计截止日期 行业营业收入现金净含量 

B11 开采辅助活动 2010-12-31 0.091922 

B11 开采辅助活动 2012-12-31 -0.02171 

B11 开采辅助活动 2014-12-31 0.029425 

B11 开采辅助活动 2016-12-31 0.006682 

B11 开采辅助活动 2018-12-31 0.089595 

B11 开采辅助活动 2020-12-31 0.106599 

数据来源：CSMAR 国泰安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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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海默科技分季度营业收入现金含量	

数据来源：CSMAR 国泰安数据库 

 

第二，创新资源。自成立以来，技术导向便是海默科技发展的主攻方向。海

默科技集团总经理在访谈中表示，海默科技在初入国际市场时曾短暂凭借国内相

对低廉的原材料、人工等成本优势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程度不

断提高，特别是近些年来在产品方面已很难取得成本方面的价格优势。因此海默

科技长期以来一直不曾放弃锻炼自身的技术优势，凭借质量过硬的核心专利成功

实现转型，这些从海默科技的创新投入方面也可提现。如图 5.5 所示，海默科技

的研发支出、研发投入在 2010 年至 2021 年间总体保持上涨态势，其中研发支出

在 2020 年最高，研发投入在 2019年达到峰值。此外，海默科技研发投入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也在统计期间内基本保持上涨态势，同样反应出海默科技对创新能力

的重视程度。 

 

图 5.5	 海默科技研发投入情况	

数据来源：海默科技 2011—2022 年度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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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默科技数字资产发展情况 

数字资产包括软件、网络、客户端、管理系统以及智能平台等包含了数字技

术的无形资产（祁怀锦等，2020），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硬件支持。通过对海默

科技 2016年至 2021 年的财务报表中无形资产附注的整理，本文统计了海默科技

近年来数字资产的保有状况，如图 5.6所示。2015 年和 2016年海默科技总体数

字资产持有量较低，2017年后迅速上升，且直到统计期结束都保持着增长态势。

海默科技从 2018 年开始正式将数字化转型作为公司的未来主要发展方向，早年

间对数字资产的“硬件积累”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图 5.6	 海默科技数字资产总额与占总资产比重	

数据来源：海默科技 2016—2021 年度财务报表。 

 

（3）海默科技数字专利申请状况 

数字资产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硬件支持，数字技术专利则是软件方面的积累，

同时也反映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投入起到了如何的作用。如图 5.7所示，海

默科技从 2017年后当年独立申请并获批的数字专利有明显增长态势。2017年尚

未成功申请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仅有 2 项，到 2019 年时成功申请 10 项发明专

利；2020 年时成功独立申请实用新型 26项，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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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海默科技数字专利申请情况（单位：项）	

数据来源：CNRDS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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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默科技的数字化转型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效，其业务主要包含油田数字化和

工厂数字化两大板块： 

（1）油田数字化主要包括智能油井生产优化平台和数据潘多拉设备。数据

潘多拉系统通过油田井口各种传感器和仪表采集井口工况及生产数据，利用工业

智能计算机潘多拉盒子的边缘计算能力运行各种 AI 推断模型，实现油井生产的

智能化决策和油井数字化，再通过业界领先的 IOT技术，智能控制油井生产，达

到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生产效率的目的。数据潘多拉智能油井生产优化系统是一

个集大数据、物联网及人工智能技术的新一代油井智能生产决策系统，通过潘多

拉智能盒子，可实现油井生产状态远程监控、预警，井口设备远程控制，抽油机

及流量计等仪表预测性维护以及生产优化策略智能决策等功能，可有效提升油井

生产效率，降低现场作业成本，并通过自学习能力持续实现油井资产策略优化。 

此外，数字化转型还使海默科技革新传统海外业务，推出了数据订阅服务。

具体过程为依托美国海默分公司，对油田现场的设备进行安装维护、数据采集并

传送回国内通过本地算法进行数据处理，最终向客户提供优化解决方案。 

（2）工厂数字化主要依托海默科技的全资子公司海默潘多拉数据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进行。该公司以“让低成本数字化普惠中小企业”为使命，面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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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制造企业提供低成本、短周期、可灵活定制的全业务链条工厂数字化解决方

案。 

在具体操作层面，海默科技首先以集团内部子公司试点的形式推进数字化转

型。首先将数字化方案应用于集团内部的其他子公司上，在验证转型方案的同时

推动集团内部首先完成数字化转型。以默科技的传统产品高端压裂装备为例，该

装备是一种用于测量水下勘探数据的易耗品。通过海默科技推出的数字化智能平

台，数字技术可以实现对该产品产生数据的实时检测，并记录其本身的性能数据，

以实现对产品的快速迭代优化。 

r(r |}~9TUVWXy�YZV��/��_`"

海默科技的数字化转型一方面提高了其自身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拓展了传

统的业务范围。此外，数字技术的应用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传统的业务模式，

协助其克服外部风险，这都有助于海默科技巩固并建立新的竞争优势，从而进一

步开拓海外市场。 

Q%Q%! ÀÁE�3ÂÃnÄyÅÆÇ23�È$

首先，数字化转型大大提高了海默科技原有产品的生产效率。工厂数字化提

高了多相流量计、压裂设备等海默科技的传统主营产品的生产效率，并通过数据

监测大大提高了这些产品的迭代速度，进一步增加了产品质量。这有助于降低生

产成本，并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在海外市场获得更强的竞争力。 

其次，油田数字化项目的推进使得海默科技向海外客户提供的服务变得更加

及时高效。降低了海外业务的成本，进一步获得价格优势。这有助于打破海外强

势竞争对手的市场垄断和技术封锁，开拓并巩固海外市场。 

Q%Q%& ÉÊ<=>eSnËÌÅÍ¶76ª«$

工厂数字化在促进自身数字化转型提高效率的同时，也使得海默科技开拓了

全新的业务，即向其他的制造业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方案。这一方面有助于开拓

海默科技的营业范围，增加业务收入；另一方面也使得海默科技获得了更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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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并完善其数字化转型方案。数字产品具有较高的固定成本和极低的边际成本，

完善的数字化转型方案在其可复制性的加持下有望成为海默科技新的主营业务

增长点。从扩展边际的角度来看，这增加了海默科技的业务范围，有助于其开拓

新的海外市场。 

Q%Q%1 ÎzÏ�76É¶�¦ÅÐÑ¸¹ÒÓ$

数字化转型同样改变了海默科技的业务模式，此处以油田数据订阅服务为例。

在数字化转型之前，海默科技开展跨国业务的形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直接出口

流量计等设备到目标市场。这种方法收益较低，虽然是海默科技的传统主营业务，

但已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第二，在东道国设立代理机构或直接成立子公司，与

客户签订协议后从总部派遣技术人员前往现场实地进行勘测。相较于出口，这种

到现场提供服务的模式有着更高的盈利空间，也有助于与客户方实现深度合作，

保持长久的合作关系。缺点则在于跨国设立子公司的高昂成本与人员流动带来的

一定风险，近年来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时间的影响下这一风险尤为突出。油

田数据订阅服务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难题，海外子公司不再负责实地搜集

分析数据等技术要求较高的作业，而是只进行设备的安装、维护等基础性工作。

油田数据则直接传输回国内，通过分析得出方案后再向客户方提供。这一方面大

大减少了人员的跨国流动，降低了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不断通过该项服务积

累的油田数据有助于海默科技进一步优化完善自身服务，不断提高后续服务质量。

而数字产品的可复制性也使得这些方案更易于提供给其他客户，降低后续成本。 

r(u vwxn!

本章选取了海默科技作为案例，首先从其国际化经营历程、业务开展模式、

面临问题出发，分析了海默科技的国际化经营现状。其次从海默科技的数字化转

型投入出发，分析其数字化转型的方式与成效。最后在结合与海默科技一线人员

的访谈记录，分析数字化转型对海默科技国际化经营的影响渠道，进而得出数字

化转型如何影响海默科技国际化程度的结论。 

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海默科技的产品迭代效率，提高其生

产效率，这与既有研究的结论基本吻合。第二，数字化转型拓宽了海默科技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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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范围。通过对集团内部公司的试点数字化转型，海默科技现已将向其他制造业

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方案作为一项新的业务开展。这一方面为海默科技提供了新

的增长点，另一方面也拓展了其扩展边际，有助于提高海默科技的经营实力，巩

固并提高企业实力进而开拓海外市场。第三，数字化转型改变了海默科技原有业

务的开展模式。基于数字技术实现的数据订阅服务同时降低了海默科技跨国经营

的成本和风险，有利于海默科技进一步提高国际化程度。 

上述研究结论一方面与现有的理论研究、实证研究相互印证，加强了本文研

究结论的信度；另一方面也从具体情境视角揭示了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带来的变革，有助于提高数字化转型影响国际化程度的认识，为企业提供一定的

现实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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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实证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并从动

态能力、外界关注两条渠道进行了机制检验，进一步通过对案例企业海默科技数

字化转型的探讨揭示微观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国际化程度的

影响。 

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有效提高了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无论是随机效

应模型、时间固定效应模型还是时间、个体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都表现出同样的

结果。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调整样本范围的稳健性检验，通过工具变量控制

内生性的内生性检验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核心观点，增强了检验结果的可信度。 

第二，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加强企业的动态能力和提高其外

界关注两大渠道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起到了显著的影响。在机制检

验过程中，动态能力和外界关注两个中介变量都发挥了正向的积极作用。在“三

步法”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的基础上，本文引入 bootstrap自抽样法，经检验得到

了同样的结果，确保了机制检验的稳健性。 

第三，异质性检验表明，从应用技术层面来看，直接作用于生产效率的工业

互联网技术应用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不显著，而大数据、云计算等提高信息处理

效率技术的应用则高度显著。从企业规模来看，数字化转型对大型企业的影响更

显著，对中小规模企业的影响相对有限；从企业性质来看，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

业的影响更加显著，对民营企业的影响相对有限。上述企业层面的异质性可能是

由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资金等资源有较高的要求。从区位层面来看，数字

化转型虽然对东部地区的影响相对更加显著，但对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影响系数更

高，可以推测这是“数字红利”在发挥着积极的影响。 

第四，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本文在微观层面对海默科技案例分析表明，数

字化转型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更可以帮助企业拓宽传统业务范围，革

新业务模式，帮助企业巩固并建立新的竞争优势，进一步深化国际化经营程度。

案例分析的研究结论一方面在现实情境下呼应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结论，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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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也通过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的剖析为企业提供了一定现

实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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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条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政策制定、企业战

略选择做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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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大力度提高数字投入。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生产性服

务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其规模扩张之快，使得我国在数字投入方面显

得相对速度不足（Guan等，2022）。因此一方面政府应当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的

投入，另一方面企业自身也应当进一步提高数字化转型的研发投入。 

第一，政府层面应当重点提高对“新基建”ICT、5G基站、数据中心、工业

互联网等外部基础设施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

济》中做出七大部署，指出未来应重点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打通经济社会发

展的信息“大动脉”。2022 年 11 月 16 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就我国数字

经济发展情况发布报告，同样指出要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

经济发展基础。数字基础设施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先决条件，因此政府部门应当

进一步完善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构建现代化数字平台，为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数

字化转型建立坚实的外部基础。 

第二，企业层面应当部署资源，提高在数字技术方面的研发投入。数字化转

型对企业的资源基础有较高的要求，为此企业应当战略层面明确目标，长远规划

企业资源。适度调整企业发展方向，对传统业务做出一定割舍，主动布局谋求数

字化转型；成立专门的数字化转型部门，积极吸纳具有半导体、计算机软件等数

字技术专业知识的人才，重视人才引进与培养；提高研发支出在业务收入中的比

重，重视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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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而言，针对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中地区间、企业间客观存在的不均衡问

题，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积极作用。对企业而言，

数字化转型成功的企业同样存在着因盲目转型致使资源闲置甚至浪费的问题，因

此应明确数字化转型的具体目标，注意数字化转型与原有业务的结合。 

第一，针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转型难、不会转、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问

题，实施针对性的纾困鼓励政策。一方面，重点培育“专精特新”具有一定国际

竞争力的中小企业。通过减税降费、制定专项贷款的方式放宽该类企业的融资约

束，优化其现金流夯实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另一方面，统筹规划全国数字资源，

推广面向中小企业的互联网服务平台，尽可能实现数字化转型资源的共享，补齐

中小企业资源缺失的短板。 

第二，中西部地区政府、企业应当把握国家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政策机遇，

努力融入数字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来。中西部地区长期以来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技

术积累相对不足，与东部地区存在客观差距。2023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

表文章《努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出要加快发展数

字经济、加快实施“东数西算”等重大工程。“东数西算”等重大数字工程的实

施为中西部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机遇，当地政府与企业

应当积极把握机会，借助有利条件实现数字化转型，开拓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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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企业在制定数字化转型方案时，也应当合理评估自身状况，明确数字

化转型方向，避免盲目数字化转型产生的资源浪费与风险。在具体实施数字化的

过程中，可以循序渐进，从内部试点开始逐步推广；注意数字技术与传统业务的

融合发展，不仅要实现生产上的数字化转型，还应注意管理流程中的数字化转型。 

第二，数字技术涵盖范围广、门类多，在极高的资源投入要求下，企业更应

当有针对性的选择数字技术投资。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对生产性服务业海

外经营的正向影响有限，而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则有着显著的促进效应。因此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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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数字化转型时也应当重点投资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对其余技术应持谨慎态

度，避免盲目扩张数字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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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国际化经营面临着来自政治、汇率等一系列风险，在如今世界范围内

不确定性风险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政府和企业都应当主动出击，利用数字技术构

建完善的机制为企业“走出去”规避风险、保驾护航。 

第一，政府应在宏观层面为企业通过数字技术开拓国际市场创造良好的局面。

2021 年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我国提出共建“数字丝路”推进数字经济国际合

作；2022 年 11 月 15 日至 16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发布巴厘岛峰会宣言，达成

了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共识；2022 年 12 月举办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习

近平总书记在强调当前经济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时提出，要积极推动《数字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经贸协议落实。上述各项关于数字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建设的国际贸易协定的推进、达成、落实，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各国间

数字技术标准的差异，降低了我国企业出海的技术壁垒，将显著促进我国企业通

过数字技术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 

第二，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如火如荼的同时，政府应当及

时跟进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首先，尽快厘清数字要

素产权归属，保护企业知识产权，鼓励企业通过自主创新培育独特的数字化转型

优势。其次，建立健全相对透明的市场机制，确保信号效应在市场中真实传递。 

第三，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应当充分发挥数字技术降低技术壁垒、减少人

员流动、规避国际投资风险的优势，开拓海外市场。数字技术的应用在一定程度

上使企业在开展跨国经营活动时避免了人员流动，这一方面有利于节约经营成本；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企业规避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的影响，降低经营风险。为此，

有意深耕海外市场的企业更应当保证充分的投入，积极开发数字技术革新传统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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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时间 

2022 年 2 月 17日。 

二、调研地点 

甘肃省兰州市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访谈对象 

贺经理，海默科技集团总经理。 

四、调研提纲  

（一）海默科技的市场开拓进程 

1.海默科技的海外市场开拓已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1）已开拓了哪些重要的海外市场，在这些市场的经营状况如何？ 

（2）海外市场的产品知名度、占有率如何？ 

（3）海外市场的投资合作项目进展如何？ 

2.海默科技的海外市场开拓采用了怎样的策略？ 

（1）海默科技过去的海外市场开拓策略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是否经历过调

整？ 

（2）您认为海默科技的现行海外市场开拓策略是否契合了公司的发展需要？ 

（3）海默科技作为一家服务于油气勘探开采的企业，经营状况深受油气行

业影响，在开拓海外市场时海默科技是如何处理相关方面的危机的？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开拓海外市场有哪些新的机遇  

1.贵司是否参与过“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东道国共建的工业园区？ 

（1）如果参加过，这些工业园区在哪些方面提供了怎样的优惠支持？ 

（2）较之于东道国市场自身优势，是否更倾向于参与共建的工业园项目？ 

2.东道国政府是否基于“一带一路”合作给予过政策优惠？ 

（3）不同国家优惠政策的力度、落实状况如何？ 

3.甘肃省的“国际物流通道”建设（中欧班列、中亚班列等）对贵司开拓海

外市场起到了怎样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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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金融支持方面，贵司是否获取过“一带一路”的专项贷款项目？ 

（三）市场开拓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1.海默科技在开拓海外市场的进程中是否有过受挫的经历？ 

2.您认为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了受挫现象的发生？ 

（四）政府的政策支持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是否符合企业的需要 

1.在开拓海外市场时，政府的减税降费、出口退税等政策的支持力度、落实

情况如何？ 

2.甘肃省“十四五”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支持传统企业转型升

级，并积极发展数字化产业。海默科技的数字化转型是否得到了政府的政策支持？

如果有，具体是怎样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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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时间  

2022 年 8月 19日下午。 

二、调研地点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西北工业大学三航科技大厦 12C。 

三、调研对象  

季经理，海默潘多拉数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SaaS 产品经理，海默科

技数字化转型业务主要负责人。  

四、调研提纲 

（一）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  

1.在全球数字经济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工业 4.0、智能制造、万物互联等

概念不断涌现，作为一线从业者，能谈谈在这些概念背后您个人对数字化转型的

见解吗？ 

2.您认为同过去的智能化、机械化、信息化相比，数字化有着怎样突出的不

同？ 

3.请您谈谈数字化转型可以从哪些方面影响传统企业？ 

（二）海默科技的数字化发展历程  

1.首先，能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海默科技数字化战略的驱动因素、实现路径和

发展历程吗？ 

2.海默科技数字化的主要业务和产品是什么？面向的客户群体是哪些？业

务范围主要针对海默科技内部还是外部？ 

3.请您谈谈海默科技数字化团队的人员规模、构成和管理模式。 

4.海默科技将数字化转型公司在深圳布局的原因是什么？ 

（三）海默科技数字化业务与传统业务间的关系  

1.在兰州海默科技调研时获悉，贵公司传统业务为“产品+服务”的模式，

那么新的数字化业务对传统模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数字化业务对传统业务的

影响是体现在对产品本身性能的提升还是对生产流程的优化等方面？ 

2.数字技术的应用对传统业务中人力资源的依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否

会减轻业务进行中对一线工作人员的需要，而对提高技术研发人员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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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默科技的数字化除了体现在新业务上，是否还涉及对企业内部的组织管

理变革等方面？ 

（四）海默科技数字化转型对国际化的影响  

1.现阶段的数字化转型对海默科技的海外扩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2.数字化转型是否改变了海默科技国际化的商业模式，使企业降低对人员跨

国流动的依赖？ 

3.在企业的跨国商务活动中，一线人员往往具备着难以量化的宝贵实践操作

经验，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是否会降低公司对上述个人经验的依赖？ 

4.数字化转型后海默科技对外开拓市场的动机有了怎样的变化？新冠疫情

的出现对这一变化起到了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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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三年研究生学习生涯即将结束，在学位论文完成之际，真诚感谢这段经历，

为我增加了学识，开拓了眼界，更感谢在这一阶段遇到的老师和同学们。 

首先，十分有幸拜入朱安师门下。感谢安占然导师对我事无巨细的悉心指导，

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为人处事，安老师严谨、审慎的态度都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

感谢朱廷珺导师的悉心指导，过去三年里我亦步亦趋跟随朱老师研究课题、调研

访谈。朱老师严谨治学、高瞻远瞩的态度、视野和思想，将是我未来道路上永远

的指路明灯。 

其次，感谢刘子鹏、班元浩、彭治军等已毕业的师兄师姐们在学习、生活中

对我的指点和帮助。感谢朱安师门的各位同学，感谢京华烟云讨论小组带给我三

年美好的生活回忆。感谢 20 国商的各位同学在过去三年里给予我生活和学习上

的帮助。 

最后，感谢父母家人二十余年来对我的养育和教导，没有父母的付出与支持，

便不存在今日的我。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希望未来可以在社会上、在生活

中自立自强，回报亲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