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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一直以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压舱

石”。2010年，我国制造业产值首次超越美国位列世界第一，当今，“中国制造”

约占全球 35%。但同时，中国制造业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大而不强的特征，

面临诸多挑战。制造企业顺利转型，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技术为基本元素与核心驱动力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悄然而

至，带动制造企业深层次变革。优化企业成本管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制造企

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面。基于粘性视角，探究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成本管理产生

的影响及作用路径，能够为制造企业降低成本粘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一定

的理论基础和有益参考。

文章以 2016 - 2020年我国沪、深 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数字

技术应用对制造型企业成本粘性产生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并进一步分析数字技术

应用对不同类型成本粘性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1）数字技术应用能够有效降

低制造企业成本粘性；（2）相较于国有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企业成本粘性

的降低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3）数字技术应用通过调整成本路径、代理

冲突路径、管理层乐观预期路径降低了制造企业成本粘性；（4）数字技术应用对

制造企业成本粘性的降低作用主要体现在降低了营业成本粘性而非销管费用粘

性。

文章将数字技术应用的经济后果拓展到微观企业成本管理领域，从“粘性”

视角揭示了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企业成本管理的影响。从理论层面来说，不仅丰

富了数字技术应用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也为制造企业如何降低成本粘性提供了

理论依据。从实践层面来说，为制造企业加强数字技术应用以降低成本粘性、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有益参考，同时也为制造企业转型升级，促进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路径。

关键词：数字技术应用 成本粘性 制造业 资源配置效率 产权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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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pillar indust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always been the "ballast ston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2010, China's manufacturing output value

surpassed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first time to ranked first in the world.

Today, "Made in China" accounts for about 35% of the world. But at the

same time,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show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but not strong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development, and faces

many challenges. The smooth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n the party's 20th annual report,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ointed out that "we shoul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as the basic element and the core driving force, has come

quietly, driving the deep reform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Optimizing

enterprise cost management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re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tickines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enterprise cost management, and

provides a certain theoretical basis and useful referenc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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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o reduce cost stickines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Taking the listed a-share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in 2016-2020, the

paper examines the influence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on the cost stickiness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further analyze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st

stickiness.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cost stickiness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2)

compared with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reduces the cost viscosity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3)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reduces the cost viscosity by adjusting the cost path, the agent conflict

path and the management; (4)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reduces the effect of the cost viscosity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mainly reflected in reducing the operating cost viscosity instead of the

cost viscosity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extend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the field of micro-enterprise cost management, and

reveals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on the cost

management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ickiness". From the theoretical level, it not only enriches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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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also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how to reduce the cost

stickiness; from the practical level, It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useful reference fo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o strengthen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reduce their cost stickines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also provides a new

path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Key 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Stickiness; Manufacturing;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Property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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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取得了巨大发展，规模和总量成为世界第一，产

业体系完备，是全球唯一具有全部工业部门的国家。但中国制造业在质量、效率、

效益、核心技术、资源消耗等方面与制造业强国仍存在较大差异，“大而不强”

的问题依旧突出。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发生了转变，从高速发展转

向了高质量发展。制造业作为我国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发展水平

参差不齐，劳动密集型、附加值较低的产品占多数。制造型企业具有成本投入大、

产业链长、成本具有刚性等特点，这导致制造型企业成本较高且成本粘性现象较

为突出，较高的成本粘性会降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竞争力。成本管理是制

造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完善成本管理制度、优化管理流程有助于降本增效

促进制造业健康长远发展。研究如何通过有效途径降低制造企业成本粘性能够提

高企业经济效益及长期竞争潜力，进而推动我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数字技术的蓬勃发

展，以其为基本元素与核心驱动力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悄然而至，带动制造企业深

层次变革。数字技术应用是指企业将新兴数字技术嵌入价值创造的各个环节，促

进经营管理全面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各国政府积极部署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如美国颁布的“先进制造业战略计划”、德国实施的

“工业化 4.0”等，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大力推动数字技

术与实体企业相融合，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23年 2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

强调，全面提升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今，数字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新兴数字技术不断赋能实体企业，各行业

围绕数字化主线深度协作、融合、完成变革与转型。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企业的

影响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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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优化企业成本管理，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理论界与实务界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数字技术应用作为重

要战略与先进技术，必定会影响企业成本决策行为，进而影响企业成本粘性。成

本性态是管理会计研究的核心概念，传统的成本性态理论根据成本与业务量之间

的关系，将成本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认为成本随业务量的变动成本按固定

比例均衡增减，即当业务量增长或下降相同比例时，成本的变化幅度也相同。这

表明在不同的业务量变化方向上，边际成本的变动具有线性和对称性的特点。

1997年，Noreen & Soderstrom在研究某医院的成本管理行为时发现，当业务量

下降时，成本并没有成比例下降，对成本线性变化的观点产生了质疑。2003年，

Anderson 等以美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首次证实了

当业务量的变化方向不同时，成本的增减幅度也不相同，即企业成本与业务量之

间并非线性和对称变化的关系，并借鉴经济学中粘性的概念，将此现象定义为“成

本粘性”。成本粘性指当业务量上升时成本增加的幅度大于业务量下降时成本减

少的幅度，意味着资源投入“易增难减”，是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体现。2004

年，孙铮和刘浩通过研究我国上市公司，首次证实了中国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

性”。2007年，孔玉生等通过实证研究方法研究表明我国 A股上市公司存在营业

成本“粘性”，此处营业成本为财务报表中主营业务成本与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之和。韩飞和刘益平（2010）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期间费用加入营

业成本，证实了企业存在总成本“粘性”。以上研究证实了成本粘性具有普遍性。

企业存在成本粘性现象，通常表明其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从而会影响企业绩

效（葛尧，2017）、经营风险（Yao ，2018；肖翔等，2021）、分析师盈利预测（Weiss，

2010）等。基于“粘性”视角，分析成本费用是企业进行成本管理的一个重要方

式，有助于打开成本管理的“黑箱”。随着新兴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制造企业

的生产方式、商业模式、组织结构等方面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数字技术应用是否

会对制造企业成本粘性产生影响，如果是，将产生何种影响？考虑到我国特殊的

制度环境，上述影响是否会因产权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呢？上述影响的具体路

径是什么？数字技术应用对不同类型成本粘性（营业成本粘性及销管费用粘性）

的影响一致吗？回答上述问题对于降低我国制造业成本粘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 2016-2020年我国沪、深 A股上市公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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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从成本粘性视角出发，检验了数字技术应用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成

本管理的影响。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目的

2016年，G20峰会通过《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数字经济进入了

融合深化的时代。因此，本文以 2016年为时间起点，以 2016-2020年沪、深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数字化技术的细分指标在年度财务报告中出现

的频次+1 的自然对数作为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度量指标，探究数字技术应用对

制造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数字技术应用与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在不同产权性质

的制造企业中是否存在差异、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机制及数

字技术应用对不同类型成本粘性（营业成本粘性、销管费用粘性）的不同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重点探讨了以下内容：（1）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企业成本粘性产

生何种影响？（2）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是否因产权性质不

同而存在差异？（3）数字技术应用作用于制造企业成本粘性的具体路径是什么？

（4）数字技术应用对营业成本粘性与销管费用粘性的影响是否具有异质性？最

后，本文根据研究结论对制造型企业与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促

进新兴数字技术与传统制造企业融合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助力我国向制造

业强国迈进。

1.2.2 研究意义

当前市场竞争激烈且不确定性程度大，料、工、费不断攀升并表现出“易增

难减”的特点，制造企业要想保证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需要强化成本管理。新

兴数字技术作为全新生产要素，具有联接、开放、共享的特点，通过促进跨界知

识与资源的碰撞、融合、创造价值并促进实体企业转型升级。本文从粘性角度出

发，研究数字技术应用是否能够提高制造企业成本管理水平，降低成本粘性。对

于促进制造企业降本增效、推动其转型升级、提高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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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论意义

一方面，扩展了数字技术应用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本文在数字经济迅速发

展的背景下，将数字技术应用与企业成本管理相结合，以成本粘性的视角考察了

数字技术应用的经济后果。以往研究主要从创新和效率两个角度探讨数字技术应

用的经济后果，如：创新绩效（Khin & Ho,2018；王海花和杜梅，2021）、创新

效率（武可栋和阎世平，2021）、双元创新（陈庆江等，2021）、突破式创新（张

吉昌和龙静，2022）、地区经济效率（吴福象等，2022）、企业生产率（徐寒,2021）

等，而成本粘性是从成本管理的角度探讨数字技术应用的经济后果，丰富了现有

研究。

另一方面，为企业如何降低成本粘性提供了新视角。企业如何降低成本粘性，

现有研究主要从管理层权力（Kama & Weiss,2013；孙贺捷和王北辰，2021）、内

部控制（胥朝阳等，2021）、产业政策（洪荭等，2021）、“互联网+”（赵璨等，

2020）、融资约束（张德刚和刘耀娜，2018）等角度展开讨论。数字技术应用是

企业数字能力升级的表现，与企业资源配置密切相关，而鲜有文献探讨数字技术

应用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本文丰富了企业如何降低成本粘性方面的研究。

（2）现实意义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许多企业积极应用各种新兴数字化技术，但

是数字技术应用是否能够促进企业降本增效，本文基于成本粘性的视角，综合应

用规范研究法与实证研究法展开分析。新兴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的影响成为一个

新的研究领域，分析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有

利于明晰数字技术应用对微观企业成本管理的影响。

对企业而言，通过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企业成本粘性影响的研究，可以合理

引导企业应用新兴数字技术，企业在考虑业务需求和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应积极

推进新兴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企业形态和产业模式根本性

转变，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从而提高制造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与核心竞争力。

对国家而言，应当重视新兴数字技术在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积极

采用产业政策、提供政府补助、减税降负等手段鼓励企业应用数字技术。同时，

应该不断完善网络基础和技术产业基础，为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数字技术应用环

境，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促进新兴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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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内容及框架

1.3.1 研究内容

根据写作目的及文章内容，本研究共分为七部分，具体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绪论。作为全文的基础，本章基于国内外制造企业普遍存在成本

粘性的事实，结合新兴数字技术的特点及在我国发展的现状，提出本文重点研究

的问题：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分别阐述本研究的研究背景、

目的和意义、内容与框架、思路与方法以及本文存在的创新性。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首先，梳理了成本粘性的存在性、产生原因、影响因

素及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为后文深入探讨成本粘性进行了理论铺垫；其次，梳

理了新兴数字技术的内涵、企业应用数字技术的动因及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对

新兴数字技术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最后，在整理归纳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究

尚未涉及的研究视角，明确本文重点研究的内容，突出本研究的增量贡献。

第三部分：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阐述并论证了制造

企业普遍存在成本粘性现象。依据新兴数字技术的功能与制造企业的特征，借鉴

现有研究从调整成本、代理冲突与管理层乐观预期三个路径分析数字技术应用对

成本粘性的影响，进而提出了本文的假设 H1。考虑到我国企业的制度属性，阐

述了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数字技术应用与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

差异，进而提出本文的假设 H2。

第四部分：研究设计。首先介绍了样本的范围及来源；其次，借鉴现有研究，

确定本文主要变量（数字技术应用与成本粘性）的度量方式，并说明本文控制变

量的选取依据及度量方式；最后，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文的研究主题构建

多元回归模型，并对模型的原理进行分析与阐述。

第五部分：实证检验及分析。首先，本部分对变量进行了简单的描述性统计，

初步了解研究对象的分布特征；其次，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排除多重共线性问题

的影响；再次，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对本文提出的假设 H1、H2 进行检验；最后，

本部分还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控制盈余管理变量、控制省份固定效应进行稳健

性检验，以保证结论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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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进一步分析。第一，根据理论分析部分的论述，实证检验了数字

技术应用对制造企业成本粘性的作用路径。第二，考虑到制造企业不同类型成本

的差异，本部分将企业总成本分为营业成本与销管费用，分别计算营业成本粘性

与销管费用粘性。采用前文中的多元回归模型分别对数字技术应用与营业成本粘

性和销管费用粘性进行回归，考察数字技术应用对两类成本粘性的异质性影响。

第七部分：结语。本部分对前文研究进行梳理，归纳出本文的结论，分别向

企业及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最后，反思并总结本文的研究不足以及

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具体的研究框架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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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研究框架

图 1.1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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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1.4.1 研究思路

为保证结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本文以 2016-2020年沪、深 A股制造业上市

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规范研究法与实证研究法展开分析。首先，通过对数字技

术应用、制造企业成本粘性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通过理论推理提出研究假设。

其次，借鉴现有研究选取数字技术应用、成本粘性及控制变量并确定其具体度量

方式。构建多元归回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应用是否影响制造企业成本粘性及数

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是否因产权性质不同而存在差异，为提高

结论的可靠性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检验。再次，阐述并检验了数字技术应用作用于

制造企业成本粘性的具体路径及数字技术应用对不同类型成本粘性影响的差异

性。最后，通过归纳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及对未来研究的展

望。所有数据均来自于 CSMAR 数据库。数据处理使用 Stata 16和 Excel 2010完成。

1.4.2 研究方法

（1）规范研究法。通过系统回顾现有文献，识别值得研究的问题，运用演

绎推理的方法，明晰所研究问题背后的影响机制及现实意义，是社会科学领域一

项基本的研究方法。在本文中，笔者借助图书馆的书籍、期刊、电子资料等途径，

搜集、梳理了关于数字技术应用与成本粘性相关的国内外文献，了解了数字技术

应用、成本粘性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现有研究，形成本文的文献综述。在此基础上

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突出本研究的边际贡献。

（2）实证研究法。问题的论证依赖于规范且严谨的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法

通过分析大量数据从而总结经济发展规律，是社会科学领域一项重要的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应用多元回归模型对数字技术应用与企业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检验，掌握了数字技术应用作用于企业成本管理的一般规律，并且进行了稳健性

检验以保证结果的可靠性。利用实证分析法，验证了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部分的

推论，掌握了数字技术应用与制造企业成本粘性之间关系的一般规律，为提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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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建议策奠定了基础。

1.5 创新之处

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以往关于新兴数字技术应用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从创新绩效、创新效

率、双元创新、突破式创新等角度展开，本文重点探究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企业

成本管理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并选择成本粘性这一视角进行分析。成本粘性不仅

是制造型企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而且还表明企业成本管理不力、资源配置效率

低下。以成本粘性为视角探究数字技术应用的经济后果，能够深入了解数字技术

应用对企业成本管理行为的影响，丰富了现有研究。

（2）以往关于企业成本粘性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内部控制、管理者动

机等角度展开，部分文章探讨了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单一数字技术应

用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本文从综合的数字技术应用角度，探讨其对成本粘性的影

响。近年来，随着新兴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现实企业会综合应用多种数字技术，

充分发挥其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的功能，本文结合新兴数字技术的特点及企

业综合应用数字技术的实际情况，从这一新的角度探讨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企业

成本粘性产生的影响。

（3）现有关于成本粘性的研究一般探讨总成本粘性或销管费用粘性，鲜有

文章根据成本特性将企业总成本分为营业成本与销管费用，探究某因素对其粘性

可能存在的不同影响。本文综合考虑新兴数字技术的作用及不同类型成本的特性，

分析并检验了数字技术应用对总成本粘性、营业成本粘性与销管费用粘性的异质

性影响。进一步明晰了数字技术应用影响企业成本管理的机制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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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成本粘性的相关研究

2.1.1 成本粘性的存在性

成本是管理会计研究的重要内容，成本性态的划分是成本管理研究的基础，

传统的成本性态理论根据成本与业务量之间的关系，将成本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

成本，认为成本随业务量的变动按固定比例均衡增减，即成本与业务量之间满足

如下线性关系:y=nx+b,其中 y为总成本，x为业务量，n为单位变动成本，b为

固定成本。当业务量上升 1%时，总成本增加 n%；当业务量下降 1%时，总成本

减少 n%。表明在不同的业务量变化方向上，边际成本的变动具有对称性，即成

本具有弹性。1993年，Banker & Johnson对美国航空公司实践成本进行分析时，

发现当业务量增加或者减少相同幅度时，成本的变化幅度不同。1997年，Noreen

& Soderstrom在研究某医院的成本管理行为时发现，当业务量下降时，成本并没

有成比例下降，对此观点提出了质疑。可以看出，关于成本变化与业务量变化之

间的非线性和对称性的关系早期是通过案例研究发现的。

2003年 Anderson等以美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

首次证实了当业务量的变化方向不同时，成本的增减幅度也不相同，即企业成本

与业务量之间并非线性和对称变化的关系，并借鉴经济学中粘性的概念，将此现

象定义为“成本粘性”。成本粘性指当业务量上升时成本增加的幅度大于业务量

下降时成本减少的幅度，意味着资源投入“易增难减”，是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

重要体现。同时，也将该模型称为 ABJ模型。2003年，Weidenmier & Subramaniam

两位学者以 ABJ 模型为基础，将制造型企业成本按照成本属性分为总成本、营

业成本及期间费用分别进行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证明了企业不同类型成本普遍

存在成本粘性现象。2004年，孙铮和刘浩通过研究我国上市公司，首次证实了

中国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性”；2007年，孔玉生等通过实证研究方法研究表明

我国 A股上市公司存在营业成本“粘性”,此处营业成本为财务报表中主营业务

成本与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之和；韩飞和刘益平（2010）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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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象，将期间费用加入营业成本，证实了企业存在总成本“粘性”。以上研究

证实了成本粘性具有普遍性，普遍存在于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成本项目中，需

要关注其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

2.1.2 成本粘性产生的原因

关于成本粘性产生的动因，国内外学者分别从调整成本（Anderson等，2003）、

代理冲突（Chen等，2012）、管理层乐观预期（Banker等，2010；宋云玲等，2019）

等角度进行了研究。现有关于影响企业成本粘性因素的研究，大多数是通过分析

单一动因或者综合分析多个动因展开。

调整成本观认为，管理者对企业资源的调整配置会产生一定成本，调整成本

既包括业务量上升时企业向上调整的成本又包括下降时企业向下调整的成本。由

于实物资产流动性低、人力资本成本高等属性，导致企业减少资源的成本更高，

故管理者在业务量下降时不愿或不能同比例向下调整资源，便产生了“成本粘性”。

资本密集度通常代表了企业对资源的调整成本，企业获取资源的能力会影响企业

调整成本的大小，若企业获取资源的能力强，当业务量上升时，企业会积极购置

资源，扩大生产规模；当业务量下降时，企业不必及时处理冗余资源回笼资金。

若企业获取资源的能力较弱，当业务量上升时，企业无法大量购置资产、扩大规

模；当业务量下降时，由于面临较为严重的融资约束，企业通常会迅速变卖资产，

回笼资金。由此可知，企业获取资源的能力越强，其成本粘性现象越严重。劳动

力密集度通常代表了企业对劳动力的调整成本，劳动力保护法越严格、劳动力保

护制度越完善，企业对劳动力的调整成本越大。

代理冲突观认为，不同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企业管理层与股东之间普遍

存在利益冲突。由于管理层各项决策使其获取的收益和承担的风险具有非对称性，

作为受托方的管理层在资源调整与决策时存在自利行为，如出于构建“商业帝国”

的动机，当业务量提高时，会积极增加资源投入，业务量下降时，拒绝削减资源，

从而导致成本粘性。万寿义和王红军（2011）研究表明自由现金流量（管理层自

利的代理变量）与费用粘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对管

理层的监督制约会减弱自由现金流量对费用粘性的加强作用。Wang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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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债务期限越短，还款压力越大，成本粘性越小。股东

和债权人对管理层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有利于降低代理冲突。

管理层乐观预期观认为，管理层对企业未来发展的判断会影响资源调整，继

而影响成本粘性。管理者的预期往往基于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当其业务量增加时，

管理者往往会产生乐观预期；当外部经济环境较好时，管理者也倾向于产生乐观

预期。刘彦文和王玉刚（2009）以我国 GDP增长率作为管理者乐观预期的代理

变量，研究发现，管理者乐观预期加剧了企业费用粘性。当企业业务处于上升状

态时，具有乐观预期的管理者会表现出更多的信心，增加企业资源投入；当企业

业务处于低迷状态时，具有乐观预期的管理者可能会认为这种现象是暂时的、正

常的阶段性波动，选择持有现有资源，从而导致成本粘性。

综上所述，资源的成本特性与管理层的决策行为是导致企业产生成本粘性现

象的主要原因。

2.1.3 成本粘性的影响因素

现有研究主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探究了影响成本粘性的因素，下

文分别进行梳理。

就宏观层面而言，臧文佼和章玉贵（2021）研究发现，养老保险降费政策通

过降低劳动力的调整成本和固定资产投资降低成本粘性，减少企业负担。高琼和

考秀梅（2022）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纠正管理者乐观

预期、对研发投入进行调整降低企业成本粘性。但此研究并未证明绿色信贷能够

通过调整生产要素投入和劳动力投入降低成本粘性。程萍（2022）研究发现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越高，企业成本粘性现象越严重。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融资约

束越小、内部控制质量越低的企业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成本粘性的促进作用

更显著。洪荭等（2021）研究发现产业政策短期内提高了企业成本粘性。罗栋梁

和焦雨蒙（2021）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提高了企业成本粘性。此外，考虑到我国不

同地区宏观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将上市公司按照其注册登记地分为中、东、西三

个地区，研究发现在西部地区，政府补助与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更为显著。

Kitching等（2016）以 39个国家的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不同社会文化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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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男性主导、追求长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企业成本粘

性较低。Alavinasab等（2017）以德黑兰证券交易所 2008-2014年上市公司为研

究对象，考察了经济繁荣和经济衰退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经济繁荣期

成本粘性较为严重，在经济衰退期成本表现出反粘性的特征。

就中观层面而言，陈智（2021）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通过提高企业调整成本

的程度，缓解了成本粘性。王雄元和高开娟（2017）研究发现在竞争激烈或不确

定性高时，良好的客户关系表现出合作效应；在专用性资产投入过高的样本中，

良好的客户关系表现出敲竹杠效应。陈良华等（2019）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

对象，研究表明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成本粘性之间存在先降后升的倒 U型关系。

Yan（2021）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关联供应商显著降低成本粘

性。当主要供应商为上市公司的关联公司时，供应商的相关度和相关供应商的影

响将显著降低成本粘性，而供应商的波动度将显著增加成本粘性。

就微观层面而言，何熙琼和杨昌安（2019）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持续性越强，

成本粘性越大。占美松等（2022）以国有制造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国有企业

论资排辈的现象会提高成本粘性。李继元等（2021）考察了党组织治理对成本粘

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党建入章”通过提高治理水平、降低代理成本，降低了企

业总成本粘性。赵欣和杨世忠（2021）考察了高管学术经历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认为曾从事学术研究的高管具有谨慎、细心、独立思考、尊重客观事实的性格特

点，根据烙印理论这些性格特点会影响高管的成本管理行为，降低成本粘性。具

体而言，高管的科研机构、高校学术经历会对企业成本粘性产生显著抑制作用。

吴树畅等（2021）考察了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其具有

显著的抑制作用。赵玲和黄昊（2022）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约束管理层

自利行为、替代劳动力用工、提高供应链效率降低成本粘性。孙建强和张婧（2021）

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的不同动机会影响成本粘性，倾向于套利动机的金融化会显

著抑制成本粘性；倾向于保值动机的金融化会加剧企业成本粘性现象。Keke

（2021）以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可能会加剧

企业的成本粘性。Eskandar &Ashayeri（2022）研究表明信贷贸易能够降低成本

粘性，且降低作用在代理问题严重或在竞争较差的市场中更显著，因为供应商可

以更多的了解企业，保证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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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成本粘性的经济后果

成本粘性是资源配置效率和发展潜力的重要体现。因此，成本粘性也会影响

企业经营管理和投融资等多个方面。现有学者主要从全部 A股上市公司和不同

行业分别进行了研究。

就全部 A股上市公司而言，肖翔等（2021）研究发现成本粘性会增加企业

经营决策风险，分析师跟踪与机构投资者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抑制作用。曹璨

（2022）研究发现当企业成本粘性越高时，审计费用越高，并发现企业风险在成

本粘性与审计费用的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李哲（2022）研究发现，企业

成本粘性越高，会计信息质量可靠性越低，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真实经营情况的可

靠性越差。陈旭和邱霞（2021）研究发现成本粘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负

相关关系，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加强二者之间的负相关系。谢获宝和惠丽丽（2017）

以企业成本粘性作为经营风险的代理变量，研究其与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

以制造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的实证检验发现两者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Yang（2020）研究发现成本粘性对公司价值具有跨期的异质性影响，在短期降低

公司价值，在长期提高公司价值。Tang（2019）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

究了成本粘性与未来损失的可能性、成本粘性和审计成本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

现，企业的成本粘性越大，企业未来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审计成本会随着

企业成本粘性的增加而增加。

就分行业而言，白晓月和吴清（2022）以物流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

究表明成本粘性显著提高了企业风险。肖鲜艳（2021）基于代理理论分析了房地

产上市公司成本粘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二者存在显著的负相

关关系。陈信汛（2022）以批发零售业为研究对象，发现成本粘性增加了企业绩

效的波动性，与企业绩效的稳健性显著负相关。李江涛和李倩茹（2021）以信息

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成本粘性对企业长短期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成本粘性与信息技术企业短期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成本粘性与信息技术企业

长期绩效呈现倒 U型关系。Yao（2018）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

现了成本粘性显著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水平，且股权集中度越高越显著。Kim &

Zhou（2023）考察了银行的借款合同是否会将借款人的成本粘性因素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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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贷款利差随着成本粘性的增加而增加，而且这对违约风险高、信息风险

高的借款人的影响更为明显。

现有研究表明企业成本粘性大多为企业带来负面影响，如何采取有效途径降

低企业成本粘性成为成本管理领域当前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2.2 数字技术应用的相关研究

2.2.1 数字技术的内涵

新兴数字技术发展迅速、应用场景广泛，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关键点，

各个国家和企业也更加重视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数字技术经历了计算机阶段

（1946-1970 年）、互联网阶段（1969-2015年）、新一代信息技术阶段（2016年

至今），但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数字技术的定义依旧模糊不清，目前仍没有一个

公认的概念。狭义的观点认为数字技术是将声音、文字、图片等各种类型的信息

通过特定设备转换为二进制代码，通过算法对其储存、处理、传输的技术，这种

观点强调了数字技术的数字化改造功能（谭颖，2021）。广义的观点认为认为数

字技术为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互联网、大数据等各种数字技术的总称，

认为其内涵是对企业组织结构、业务流程、运营方式等的变革，这种观点强调了

数字技术的赋能与重塑功能（谭颖，2021）。本文基于广义观点的数字技术展开

研究。

数字技术主要利用“数据+算法”将物理世界“数字化”，用数据应对复杂世

界的不确定性挑战（杨晶和李哲，2020），是关于如何将人力、物力、数据、流

程等整合以达到创造价值和保持竞争优势的目的。由于新兴数字技术具有连接、

共享、开放等特点，已快速渗透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数字技术与实体企业的深

度融合并非简单的网络应用行为，而是将数据视为与传统三大生产要素（劳动、

土地、资本）同等重要的全新生产要素，将通信、信息、计算和连接技术进行组

合，从根本上改变企业战略、经营流程、产品和服务等，通过促进跨界知识与资

源的碰撞与融合、创造价值并促进实体企业转型升级。数字能力作为一种动态能

力，在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能够实时处理海量信息、准确创建新产品、处理和应

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从而降低内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给企业带来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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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数字技术应用的动因

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和迅速普

及所带来的万物数字化趋势，影响了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对企

业而言，在数字经济浪潮的背景下，企业选择应用数字技术是为了应对内外部环

境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通过改变与重塑企业组织结构、业务流程、管理模式等

提高经营绩效和竞争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现有研究认为企业应用数字技术

主要是为了求生存、谋转型、促发展。通过阅读、归纳现有研究，本文发现企业

应用数字技术的动因主要包括政策环境因素和竞争环境因素。

政策环境方面，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数字

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规划》强调，全面提升数字中国建

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化驱

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

强大动力。国家对实体企业应用数字技术进行了系统性的谋划和全局性的部署，

不仅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企业融合发展，为融合发

展营造了良好发展环境。而且还加快推进 5G研发和产业化、实施工业技术软件

化行动和“芯火”计划，夯实网络基础和技术产业基础以促进融合发展。地方政

府也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如佛山、嘉兴、台州等地，采用金融等手段促进制造

业加强数字技术应用，为本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赋能。随着政策扶持及信息技术

不断发展，新兴数字技术具有了可负担性、普遍性、可靠性等优势，这提高了企

业应用数字技术的可能性。

竞争环境方面，全球经济进入低增长阶段、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给传统企业带

来巨大冲击，竞争环境变的异常激烈。就竞争力而言，传统的市场竞争主要来自

产品、行业、地域等，在数字经济时代，人们的消费习惯、消费场景发生了巨大

改变，企业间的竞争不仅仅是产品竞争，还存在于客户关系与市场地位。就竞争

对象而言，传统的竞争对手限于同行业或相似行业的企业，在数字技术时代，由

于不同行业的产品能够满足客户的同一需求，出现了跨界竞争。此外，随着第四

次产业革命席卷全球，许多制造业强国为打造全球竞争优势也纷纷颁布了相应计

划，这也增加了我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激烈的竞争促使企业使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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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增加企业的洞察力、协同力、敏捷力，使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交融、匹配、

相互驱动，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2.2.3 数字技术应用的经济后果

数字技术应用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手段，有利于通过降本、提效、创新

等路径赋能实体企业，改善企业经营模式、管理流程等，提高经济效益和发展潜

力。现阶段，我国企业应用数字技术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效，下面分别从宏观层面

和微观层面进行梳理。

宏观层面来看，赵星等（2022）以我国 30个地区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研

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与地区创新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梁佳等（2022）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以省级数据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数字技术对零售企业高质量

发展与经营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数字技术积极推动了我

国零售业高质量发展。韩啸（2022）以 30个省市区数据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数

字技术应用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应用通过知识

流动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吴福象等（2022）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深化通过提高

数字技术专业化水平，进而提升地区生产率，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Wang

等（2023）基于 2006-2016年中国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以电子商务试点政策为

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 DID 模型研究发现电子商务试点政策显著减少了碳排放。

微观层面来看，陈剑等（2020）通过对数字经济时代商务活动进行分析和探

究，认为数字技术应用增强了企业洞察运营管理各个环节的能力，有助于优化运

营流程、提高运营效率。于赟（2022）以苏宁易购为研究对象，采用案例分析的

研究方法总结了数字技术应用作用于现代流通业组织变革的路径，进而提高流通

企业发展水平。张吉昌和龙静（2022）通过实证检验认为数字技术应用通过改变

资源配置方式，从而促进企业突破式创新。戴翔和杨双至（2022）研究发现数字

赋能对制造企业绿色化转型具有正向的积极影响；沈剑飞等（2022）研究表明数

字化转型能够加快资本调整速度，机制检验发现，信息不对称性与代理成本在企

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Zhang等（2022）

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 2009-2017的数据为样本，通过构建 DID 模型，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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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的实现对促进企业经济效益起着重要的作用且具有稳健性。

2.3 文献述评

新兴数字技术作为一种全新生产要素，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及国家经济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已经渗透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成本粘性作为制造企业普遍存

在的一种经济现象反映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及未来发展潜力。就数字技术与企

业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现有文献主要基于单一数字技术的角度展开讨论。例如，

赵璨等（2020）通过理论分析提出竞争性假设并且实证检验互联网+对成本粘性

的影响。谭建华和王雄元（2021）采用多时点动态双重差分方法探讨企业应用物

联网技术对企业成本行为产生的影响。岳宇君和顾萌（2022）以我国制造业上市

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成本粘性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机理。

上述研究分别表明：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均能降低企业成本粘性。

数字技术是时代发展的产物，现有研究从单一数字技术视角出发，为理解数

字技术影响企业成本粘性现象提供了初步的实证证据和实践启示，但还存在进一

步研究的空间。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属于底层数字技术，这便于理解

企业应用特定数字技术的经济后果，但现实中企业会综合应用多种数字技术，充

分发挥其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的功能，以综合的数字技术角度，探讨数字技

术应用对企业成本管理行为和成本粘性影响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此方面研究仍

有空缺，这为本研究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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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3.1 数字技术应用与制造企业成本粘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取得了迅速发展，但仍存在大而不强、成本偏高

等问题。受行业属性影响，制造业企业在经营前期会进行专用性资产投入，如：

厂房、设备、技术、人员等，由于资源的沉落性，企业向下调整成本的力度有限，

导致了成本粘性。当企业业务量提高时，管理层倾向于投入资源来满足经营需求；

当业务量下降时，管理层根据其已有认知和风险偏好决定是否处置资源，通常情

况下出于构建“商业帝国”或因“机遇预期”的动机不愿进行向下的成本调整，

因此，我国制造企业的成本粘性现象普遍存在。

数字技术不仅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思维。作为一种技术，数字技术应用一

方面降低了企业信息搜寻、匹配、签约成本；另一方面，能够更为及时、全面、

准确地反映企业各项交易或事项、捕获机遇，有助于管理层科学、合理地配置资

源，降低成本粘性。作为一种思维，数字技术应用不是简单地使用数字，而是强

调将数字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系统并非局部地理解事务、配置资源，有利于数字

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跨界经营”。上述特点决定了数字技术应用将

会对企业成本管理行为及成本粘性现象产生影响，文献综述表明：调整成本、代

理冲突、管理层乐观预期是产生成本粘性的重要原因。因此，本部分将从上述三

个角度分别论述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机制。

第一，数字技术应用通过调整成本路径降低制造企业成本粘性。制造企业调

整成本不仅包括招聘员工、增加机器设备、无形资产等向上的调整成本还包括解

聘员工、固定资产报废、减损等引起的向下的调整成本。以往研究表明，在面临

业务量下降时，管理层不愿做出向下调整成本的决定，这便产生了成本粘性。数

字技术应用能够对企业调整成本产生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能够提高企业

调整成本的意愿。数字技术应用改变了企业价值创造的思维模式，更加重视整体

思维和生态思维，带动制造业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变革，从而降低了调整成本。

相较拥有资源，数字技术应用使企业更加重视资源的使用，当业务量上升时，企

业更加青睐“租用”而非“购买”的方式获得产能。当业务量下降时，企业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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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出租”而非“闲置”自身过剩产能，促进企业资源利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能够提高企业调整成本的能力。数字技术应用提高了企

业对市场趋势、销售预测分析的科学性与准确性，从而促进企业生产与需求相匹

配、及时处理冗余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成本粘性。此外，数字技术应

用能够降低信息风险、提高资产定价准确性，增强管理层去无效产能的意愿和能

力。

第二，数字技术应用通过代理冲突路径降低制造企业成本粘性。代理冲突指

在委托代理关系下，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由于管理层各项决策使其获取的

收益和承担的风险具有非对称性，因而具有构建“商业帝国”的私利动机。在代

理冲突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即便企业业务量下滑，管理层倾向于拒绝向下调整资

源，从而产生了成本粘性。数字技术应用有利于缓解企业的代理冲突问题，一方

面，新兴数字技术能够海量地记录企业各项交易和事项，从而能够提高信息传递

效率和透明度，有利于实现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互联互通，不仅有助于委托人

更加了解企业经营管理信息，而且能够促进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有效监督，从而约

束管理层的私利行为，降低成本粘性。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有助于组织结构

的扁平化发展、减少层级传递，完善企业在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等方面的制度，

促进企业形成以数据驱动的监管体系，提高决策效率和治理效能，约束管理层机

会主义行为。数字技术应用通过提高对管理层监督的有效性，使管理层对资源的

投入、保留、处置做出科学决策，有效抑制管理层过度投资行为，提高企业成本

调整的灵活性。

第三，数字技术应用通过管理者乐观预期路径降低制造企业成本粘性。无效

产能通常与管理层对企业前景判断偏误有关。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市场需求变

化迅速，管理者通常依据已有认知和价值判断做出战略决策。当企业的收入下滑

时，具有乐观预期的管理层可能认为这属于临时现象并非长期趋势，选择保留相

关的资源配置或为时刻准备抢占市场而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导致产品积压、产能

过剩等后果。此时，成本未能随业务量的下降而成比例降低，成本粘性现象严重。

数字技术应用有助于企业广泛收集信息并对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提高管理层对

市场预判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合理性。管理层可以应用数字技术工具预测、分析

市场需求和业务量的变化，减少管理层的自由裁量权，从而提高对下一阶段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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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配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数字技术应用能够纠正管理层乐观预期，促使管理层

对未来发展趋势保持合理、准确预期，从而及时地调整企业资源投入，将无效产

能转换有效产能，降低成本粘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1: 数字技术应用能够降低制造企业成本粘性。

3.2 产权性质对数字技术应用与制造企业成本粘性之间关系的

影响

产权性质是我国企业的基本属性，受制度背景的影响，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

业在产权保护、监管环境、治理机制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使得国有企业和非国

有企业在调配资源，削减成本时考虑的因素不尽相同。当企业应用数字技术时，

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动力和能力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企业生产决策和经营

管理，导致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企业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首先，非国有企业更有动机和能力降低调整成本，数字技术应用对成本粘性

的抑制作用更显著。非国有企业主要以企业价值和所有者权益为考虑的核心因素，

而国有企业考虑经营绩效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就业、社会秩序、环境治理等因素。

当业务量下降时，数字技术应用通过对市场趋势、销售状况进行较为科学、准确

的分析和预测，非国有企业可以据此自主决策向下调整成本，如解聘员工、固定

资产报废、减损等，降低成本粘性。然而，国有企业受到多重经营目标的约束，

其决策的自由度更小。甚至当经济不景气，业务量下降时，国有企业可能需要招

聘更多员工、增加更多投资和福利性支出等措施承担社会责任，因此，其利用新

兴数字技术向下调整成本的能力较弱。

其次，非国有企业有更强的动机和能力降低代理成本，数字技术应用对成本

粘性的抑制作用更显著。一方面，国有企业产权归国家所有，管理层的政治晋升

由国资委决定，一些国有企业仍存在较为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在缺少有

效监督的情况下，管理层容易出现懈怠甚至滥用权利谋取私利等行为。非国有企

业的产权归个人所有，企业采用市场化机制选拔和任命管理层，竞争更加激励，

监督更加充分，管理层有动机主动约束自身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代理成本。另

一方面，国有企业管理层的报酬较为固定，其升迁受上级部门的影响，管理层机

会主义行为较为严重。相反，非国有企业具有与经营绩效更紧密相关的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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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股权激励、弹性薪酬等），这引导管理层将精力主要放在提高企业经营绩效

和发展潜力上，有利于其利用新兴数字技术降低自身机会主义行为，降低成本粘

性。

最后，非国有企业管理层乐观预期更低，数字技术应用对成本粘性的抑制作

用更显著。国有企业往往具有垄断性质，其在政府补助、政策倾斜方面具有天然

优势，并且面临较小的竞争压力，国有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分析判断市场前景的动

机较弱。当业务量下滑时，国有企业管理层可能较为乐观，认为这属于临时现象

并非长期趋势，选择保留相关的资源配置从而导致产品积压、产能过剩，导致成

本粘性提高。非国有企业往往是非垄断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管理层对市

场往往更加谨慎客观，数字技术应用有助于非国有企业广泛收集信息并对数据进

行挖掘和分析，提高管理层对市场预判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减少管理层的乐观预

期自由裁量权，从而提高对下一阶段的资源配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当业务量减

少时，非国有企业更容易对人员和规模进行削减，降低成本粘性。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假设：

H2: 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企业成本粘性的降低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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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设计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制造业是我国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数字技术应用对其成本管理的

影响具有重要意义，2016年，G20峰会通过《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

数字经济进入了融合深化的时代。本文以我国沪、深 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 2016

-2020年所有数据作为初始样本，为保证结论的可靠性，参照现有研究对样本进

行以下处理:（1）剔除 ST公司、* ST公司样本；（2）剔除上市时间未满一年

的样本；（3）剔除数据存在缺失值的样本；（4）对所有连续变量在 1%和 99%

分位点上进行了缩尾处理。最后，本文得到 4148 个样本，所有数据均来自于

CSMAR数据库。数据处理使用 Excel 2010和 Stata 16完成。

4.2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考察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H1），参照谭建华和王

雄元（2021）、岳宇君和顾萌（2022）的研究， 同时考虑到企业存在不随时间

改变的个性差异，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 �����,� �����.�−1 = �0 + �1�� REV�,� REV�.�−1 + �2Decit × �� REV�,� REV�.�−1 +

�3Decit × �� REV�,� REV�.�−1 × ���,� + �4���,� + �������� + Code� +� Year� +��,�

（1）

式（1）中，因变量为营业总成本变化（Ln（COSTi,t/COSTi,t-1））。借鉴洪荭

等（2021）的研究，用营业总成本变化率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此处的营业总成

本指广义的成本，包括：营业成本、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

自变量为营业收入变化（Ln（REVi，t/REVi，t-1））、收入下降（Decit）和数字

技术应用（DT）。借鉴洪荭等（2021）的研究，营业收入变化（Ln（REVi，t/REVi，

t-1））用营业收入变化率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收入下降（Decit）为虚拟变量，

若本年营业收入低于上年营业收入则取 1，否则取 0。借鉴陈庆江等（2021）、

张吉昌和龙静(2022）的研究，本文认为数字技术是多种数字化技术的集称，包

括人工智能技术、区块连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和数字技术实践，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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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企业年报中与上述数字技术相关的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来构建企业数字技术应

用指标，由于这类数据具有典型的“右偏性”特征，本文将其进行对数化处理。

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应用（DT）采用上述新兴数字技术的细分指标在年度财务

报告中出现的频次+1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并且，统计结果剔除了细分指标前

存在“不”“没”“无”等否定词语的表达。

�0为常数项；�1、�2、�3、�4为变量系数； ��������表示控制变量，借鉴

赵璨（2017）等研究，本文控制了可能导致企业存在成本粘性的其他变量，主要

包括：总资产收益率（ROA）、资产负债率（LEV）、企业规模（Size）、上市年

限（Age）、董事会规模(Board）、股权集中度（H5）、总资产增长率（Growth）、

资本密集度（AI）、员工密集度（EI）、产权性质（SOE）、两职合一（Dual）；Code

表示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Year 表示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主

要变量定义与计算方法见表 4.1。

根据成本粘性的定义，当成本在业务量上升时边际增加量�1大于业务量下降

时边际减少量（�1+�2）时，表明企业存在成本粘性。即模型（1）的回归系数�2

为负时,表明企业存在成本粘性现象。考虑到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企业成本粘性

的影响，当成本在业务量下降时边际减少量为（�1+�2+�3），当（�1+�2+�3）

大于（�1+�2）时，表明数字技术应用能够降低企业成本粘性，即当交乘项 Decit ×

Ln REVi,t REVi.t−1 × DTi,t的系数�3为正时，表明数字技术应用能够降低企业成

本粘性。

表 4.1 主要变量定义与计算方法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与计算

因变量 营业总成本变化 Ln（COSTi,t/COSTi,t-1） 营业总成本变化率的自然对数

自变量

营业收入变化 Ln（REVi，t/REVi，t-1） 营业收入变化率的自然对数

收入下降 Decit
若本年营业收入低于上年营业收入则

取 1，否则取 0

数字技术应用 DT
新兴数字技术的细分指标在年度财务

报告中出现的频次+1 的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总资产收益率 ROA 期末净利润/期末总资产之比

资产负债率 LEV 期末总负债/期末总资产

企业规模 Size 期末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上市年限 Age 企业上市年限取自然对数

董事会规模 Board 董事会人数加 1的自然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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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主要变量定义与计算方法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与计算

控制变量

股权集中度 H5 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

总资产增长率 Growth
（资产总计本期期末值—资产总计本

期期初值）/（资产总计本期期初值）

资本密集度 AI 总资产/营业收入

员工密集度 EI
年末员工数与当年营业收入的比值

(营业收入的单位为百万元)

产权性质 SOE 国有企业取值为 1，否则取 0

两职合一 Dual
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取值为 1，否

则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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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证结果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5.1所示。由于营业收入（Ln（REVi，t/REVi，t-1））与

营业成本（Ln（COSTi,t/COSTi,t-1））相关性较高，故营业收入变动与营业成本变

动的平均数、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相差不大。这些统计值均与以往文献保持

一致。数字技术应用（DT）的最小值为 0.693，最大值为 4.913，平均数为 1.944，

表明在不同的研究样本中数字技术应用（DT）存在较大差异。其他变量的描述

性统计结果均分布在合理范围之内。

表 5.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N mean sd min p25 p50 p75 max
Ln（COSTi,t/COSTi,t-1） 4148 0.088 0.214 -0.535 -0.020 0.078 0.187 0.899
Ln（REVi，t/REVi，t-1） 4148 0.095 0.230 -0.586 -0.017 0.090 0.202 0.915
Decit 4148 0.277 0.448 0 0 0 1 1
DT 4148 1.944 1.042 0.693 1.099 1.792 2.639 4.913
ROA 4148 0.035 0.065 -0.267 0.013 0.036 0.065 0.186
LEV 4148 0.417 0.178 0.070 0.282 0.415 0.551 0.844
Size 4148 22.46 1.154 20.19 21.66 22.34 23.12 25.93
Age 4148 2.304 0.571 1.099 1.946 2.197 2.833 3.258
Board 4148 2.374 0.222 1.792 2.303 2.398 2.485 2.944
H5 4148 0.103 0.103 0.001 0.019 0.071 0.155 0.488
Growth 4148 0.110 0.195 -0.294 0.005 0.076 0.174 0.968
AI 4148 2.336 1.387 0.533 1.413 2.005 2.777 8.354
EI 4148 1.198 0.727 0.131 0.676 1.067 1.558 4.001
SOE 4148 0.293 0.455 0 0 0 1 1
Dual 4148 0.291 0.454 0 0 0 1 1

5.2 相关性分析

由表 5.2可知，Ln（COSTi,t/COSTi,t-1）与 Ln（REVi，t/REVi，t-1）的相关系数

为 0.954，在 1%的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两者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这是由于

成本与收入相匹配导致的。Ln（COSTi,t/COSTi,t-1）、Ln（REVi，t/REVi，t-1）与 Decit

的相关系数均显著为负，这主要是由于 Decit变量反映收入下降所导致的。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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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0.5，说明相关性问题不严重。对主要变量进行 VIF

检验，单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2.5，其平均方差膨胀因子为 1.44，明显

小于 10，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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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0.01, ** p<0.05, * p<0.1

表 5.2 相关性分析

InCOST InREV Decit DT ROA LEV Size Age Board H5 Growth AI EI SOE Dual

InCOST 1

InREV 0.954*** 1

Decit -0.635*** -0.682*** 1

DT 0.003 0 -0.012 1

ROA 0.244*** 0.328*** -0.332*** -0.003 1

LEV 0.059*** 0.040*** -0.003 0.032** -0.298*** 1

Size 0.111*** 0.099*** -0.089*** 0.070*** 0.095*** 0.498*** 1

Age -0.096*** -0.084*** 0.031** -0.013 -0.016 0.263*** 0.406*** 1

Board -0.026* -0.035** 0.020 -0.003 -0.051*** 0.156*** 0.206*** 0.206*** 1

H5 -0.040** -0.034** -0.010 -0.015 0.131*** 0.063*** 0.210*** 0.089*** 0.051*** 1

Growth 0.470*** 0.483*** -0.326*** 0.024 0.363*** 0.019 0.115*** -0.143*** -0.061*** -0.031** 1

AI -0.200*** -0.228*** 0.240*** -0.039** -0.257*** -0.158*** -0.141*** -0.104*** -0.020 -0.137*** -0.015 1

EI -0.111*** -0.124*** 0.115*** -0.006 -0.148*** -0.226*** -0.388*** -0.214*** -0.085*** -0.109*** -0.017 0.265*** 1

SOE -0.045*** -0.038** -0.016 -0.081*** -0.011 0.201*** 0.288*** 0.487*** 0.272*** 0.229*** -0.083*** -0.093*** -0.136*** 1

Dual 0.025 0.020 0.008 0.078*** -0.028* -0.057*** -0.104*** -0.203*** -0.176*** -0.096*** 0.042*** 0.070*** 0.090*** -0.29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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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回归结果分析

5.3.1 数字技术应用与制造企业成本粘性的回归分析

表 5.3列（1）、列（2）报告了假设 H1 的回归结果。列（1）为验证制造企

业是否存在成本粘性的回归结果，Ln（REVi，t/REVi，t-1）×Decit系数的参数估计

值为 0.066，在 1%的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存在成本粘

性现象。列（2）为验证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企业成本粘性影响的回归结果，Ln

（REVi，t/REVi，t-1）×Decit系数的参数估计值为 0.136，在 1%的统计意义上显著

为负，同样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存在成本粘性现象。Ln（REVi，t/REVi，t-1）

×Decit×DT系数的参数估计值为 0.039，在 1%的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

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显著降低成本粘性。假设 H1 得到验证。列（1）、列（2）

中 R2分别为 0.90、0.91，是因为营业收入(Ln（REVi，t/REVi，t-1））与营业成本

（Ln（COSTi,t/COSTi,t-1））相关性较高所导致的，实际上，在以往关于成本粘性

的研究中 R2的值都十分显著（洪荭等，2021；占美松等，2022）。

表 5.3 数字技术应用与成本粘性

（1） （2）
Ln（COSTi,t/COSTi,t-1） Ln（COSTi,t/COSTi,t-1）

Ln（REVi，t/REVi，t-1） 0.937*** 0.937***
(107.12) (107.04)

Ln（REVi，t/REVi，t-1）×Decit -0.066*** -0.136***
(-3.62) (-4.34)

Ln（REVi，t/REVi，t-1）×Decit×DT 0.039***
(2.77)

DT -0.002
(-0.68)

ROA -0.444*** -0.453***
(-15.21) (-15.46)

LEV -0.088*** -0.091***
(-4.06) (-4.20)

Size 0.045*** 0.046***
(7.02) (7.24)

Age -0.047*** -0.046***
(-4.87)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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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3 数字技术应用与成本粘性

（1） （2）
Ln（COSTi,t/COSTi,t-1） Ln（COSTi,t/COSTi,t-1）

Board -0.004 -0.003
(-0.51) (-0.43)

H5 -0.076** -0.076**
(-2.29) (-2.30)

Growth 0.005 0.004
(0.58) (0.53)

AI 0.003 0.002
(1.45) (1.33)

EI 0.014*** 0.014***
(2.94) (2.88)

SOE 0.016 0.016
(1.45) (1.46)

Dual -0.001 -0.001
(-0.25) (-0.21)

_cons -0.854*** -0.886***
(-6.37) (-6.59)

N 4148 4148
R2 0.90 0.91
Code Yes Yes
Year Yes Yes

注：*、**、***分别代表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 值（下文同）。

5.3.2 产权性质对数字技术应用与成本粘性之间关系的影响分析

为检验在不同产权性质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中，数字技术应用对成本粘性的影

响是否存在差异，即假设 H2，根据产权性质的差异，将总体样本分为非国有企

业样本和国有企业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详见表 5.4，在国有企业样本与

非国有企业样本中，Ln（REVi，t/REVi，t-1）×Decit系数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 0.169、

0.136，在 1%的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表明成本粘性在我国制造企业中具有普遍

性。在国有企业样本中，Ln（REVi，t/REVi，t-1）×Decit系数的参数估计值为 0.030，

在统计意义上不具有显著性；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Ln（REVi， t/REVi， t-1）

×Decit×DT系数的参数估计值为 0.047，在 1%的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该结果表

明在国有企业中，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业成本粘性的作用并不显著；在非国有企

业中，数字技术应用能够显著缓解制造业成本粘性。假设 H2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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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产权性质对数字技术应用和成本粘性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Ln（COSTi,t/COSTi,t-1） Ln（COSTi,t/COSTi,t-1）

Ln（REVi，t/REVi，t-1） 0.939*** 0.933***
(60.43) (87.11)

Ln（REVi，t/REVi，t-1）×Decit -0.169*** -0.136***
(-2.82) (-3.61)

Ln（REVi，t/REVi，t-1）×Decit×DT 0.030 0.047***
(1.09) (2.82)

DT -0.008* -0.000
(-1.70) (-0.11)

ROA -0.382*** -0.469***
(-5.80) (-13.89)

LEV -0.138*** -0.073***
(-3.31) (-2.74)

Size 0.066*** 0.043***
(4.81) (5.77)

Age -0.064** -0.045***
(-2.47) (-3.99)

Board -0.010 -0.001
(-0.77) (-0.06)

H5 -0.039 -0.092**
(-0.71) (-2.21)

Growth 0.009 0.005
(0.56) (0.46)

AI 0.002 0.001
(0.63) (0.65)

EI -0.004 0.018***
(-0.32) (3.19)

Dual -0.004 -0.002
(-0.41) (-0.34)

_cons -1.218*** -0.840***
(-4.27) (-5.32)

N 1216 2932
R2 0.91 0.91
Code Yes Yes
Year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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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稳健性检验

5.4.1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

数字技术应用与制造企业成本粘性的关系可能因公司之间存在的固有差异

而不同。因此，本文将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取中位数，如果样本大于中位数则赋值

为 1，否则赋值为 0；然后将总资产收益率（ROA）、资产负债率（LEV）、企业

规模（Size）、上市年限（Age）、产权性质（SOE）作为协变量计算倾向得分，

进行无放回 1:1最近邻匹配。匹配后所有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在 10%以内，且

p值均不显著，通过了平衡性检验。PSM后共得到了 3103个样本，重新对假设

H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5.5所示。列（1）、列（2）中 Ln（REVi，t/REVi，t-1）×Decit

系数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为 0082、0.238，均在 1%的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表明

我国制造上市公司业普遍存在成本粘性现象。列（2）中，Ln（REVi，t/REVi，t-1）

×Decit×DT系数的参数估计值为 0.072，在 1%的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

技术应用能够显著降低制造业上市公司成本粘性，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 H1的有

效性，结果稳健。

表 5.5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的回归结果

（1） （2）
Ln（COSTi,t/COSTi,t-1） Ln（COSTi,t/COSTi,t-1）

Ln（REVi，t/REVi，t-1） 0.946*** 0.945***
(86.56) (86.71)

Ln（REVi，t/REVi，t-1）×Decit -0.082*** -0.238***
(-3.52) (-5.07)

Ln（REVi，t/REVi，t-1）×Decit×DT 0.072***
(3.84)

DT -0.001
(-0.18)

ROA -0.493*** -0.502***
(-13.38) (-13.65)

LEV -0.113*** -0.113***
(-4.14) (-4.17)

Size 0.046*** 0.047***
(5.60)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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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5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的回归结果

（1） （2）
Ln（COSTi,t/COSTi,t-1） Ln（COSTi,t/COSTi,t-1）

Age -0.046*** -0.043***
(-3.73) (-3.47)

Board -0.007 -0.006
(-0.71) (-0.64)

H5 -0.110*** -0.111***
(-2.66) (-2.72)

Growth 0.013 0.012
(1.33) (1.24)

AI 0.004* 0.003
(1.72) (1.47)

EI 0.010* 0.010*
(1.69) (1.70)

SOE 0.017 0.017
(1.22) (1.23)

Dual 0.000 0.001
(0.03) (0.17)

_cons -0.868*** -0.892***
(-5.04) (-5.20)

N 3103 3103
R2 0.90 0.90
Code Yes Yes
Year Yes Yes

5.4.2 加入盈余管理控制变量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等数据来源于年度财务报告，现有研究表明企业有动机

进行盈余管理，考虑到企业可能进行盈余管理从而使成本粘性数据偏离真实值，

故借鉴占美松等（2022）研究，加入盈余管理控制变量。根据 Dichow等（1995）

的研究，将操作性应计盈余管理的绝对值（Absda）作为盈余管理的代理变量，

重新对假设 H1、H2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详见表 5.6，列（1）、列（2）为假设

H1的回归结果，Ln（REVi，t/REVi，t-1）×Decit系数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 0.067、

0.136，均在 1%的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存在成本粘性

现象；列(2)中 Ln（REVi，t/REVi，t-1）×Decit×DT系数的参数估计值为 0.038，在

1%的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技术应用能够降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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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性，结果稳健。列（3）、列（4）为假设 H2的回归结果，列（3）为国有企

业样本的回归结果，Ln（REVi，t/REVi，t-1）×Decit×DT系数的参数估计值为 0.028，

在统计意义上不具有显著性。表明在考虑了盈余管理因素后的国有企业中，数字

技术应用对制造业成本粘性的作用并不显著。列（4）为非国有企业样本的回归

结果，Ln（REVi，t/REVi，t-1）×Decit×DT系数的参数估计值为 0.047，在 1%的统

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表明在考虑了盈余管理因素后的非国有企业中，数字技术应

用能够显著降低制造业成本粘性。上述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 H1、H2的有效性，

结果稳健。

表 5.6 加入盈余管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Ln（COSTi,t/COSTi,t-1）

（1） （2） （3） （4）
Ln（REVi，t/REVi，t-1） 0.938*** 0.937*** 0.940*** 0.934***

(106.94) (106.84) (60.42) (86.86)
Ln（REVi，t/REVi，t-1）×Decit -0.067*** -0.136*** -0.167*** -0.137***

(-3.68) (-4.35) (-2.80) (-3.63)
Ln（REVi，t/REVi，t-1）×Decit×DT 0.038*** 0.028 0.047***

(2.72) (1.03) (2.78)
DT -0.002 -0.008* -0.000

(-0.68) (-1.69) (-0.11)
ROA -0.452*** -0.461*** -0.385*** -0.480***

(-14.91) (-15.13) (-5.84) (-13.39)
LEV -0.088*** -0.091*** -0.137*** -0.073***

(-4.07) (-4.21) (-3.29) (-2.75)
Size 0.044*** 0.046*** 0.065*** 0.043***

(6.96) (7.18) (4.78) (5.72)
Age -0.047*** -0.046*** -0.065** -0.044***

(-4.86) (-4.69) (-2.48) (-3.97)
Board -0.004 -0.003 -0.010 -0.000

(-0.50) (-0.43) (-0.80) (-0.04)
H5 -0.075** -0.076** -0.038 -0.092**

(-2.28) (-2.29) (-0.68) (-2.21)
Growth 0.006 0.005 0.010 0.005

(0.69) (0.63) (0.65) (0.55)
AI 0.003 0.002 0.002 0.001

(1.40) (1.28) (0.61) (0.61)
EI 0.014*** 0.014*** -0.004 0.017***

(2.89) (2.84) (-0.35)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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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6 加入盈余管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Ln（COSTi,t/COSTi,t-1）

（1） （2） （3） （4）
SOE 0.015 0.015

(1.42) (1.44)
Dual -0.001 -0.001 -0.004 -0.002

(-0.23) (-0.19) (-0.35) (-0.34)
Absda -0.025 -0.022 -0.039 -0.026

(-1.05) (-0.93) (-0.90) (-0.88)
_cons -0.845*** -0.877*** -1.205*** -0.831***

(-6.28) (-6.51) (-4.22) (-5.26)
N 4148 4148 1216. 2932
R2 0.91 0.91 0.91 0.91
Code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5.4.3 控制省份固定效应

受宏观因素的影响，我国不同省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成本粘性现象及数字技

术应用现状可能存在差异。故在控制个体、年份固定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重新对假设 H1、H2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5.7所示所示。列（1）、

列（2）为假设 H1的回归结果，Ln（REVi，t/REVi，t-1）×Decit系数的参数估计值

分别为 0.066、0.135，均在 1%的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

司存在成本粘性现象；列（2）中 Ln（REVi，t/REVi，t-1）×Decit×DT 系数的参数

估计值为 0.038，在 1%的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技术应用能够降低制造

业上市公司的成本粘性，结果稳健。列（3）、列（4）为假设 H2的回归结果，

列（3）为国有企业样本回归结果，Ln（REVi，t/REVi，t-1）×Decit×DT系数的参数

估计值为 0.032，在统计意义上不具有显著性。表明在考虑了省份差异因素后在

国有企业中，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业成本粘性的作用并不显著。列（4）为非国

有企业样本回归结果，Ln（REVi，t/REVi，t-1）×Decit×DT系数的参数估计值为 0.046，

在 1%的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表明在考虑了省份差异因素后的非国有企业中，

数字技术应用能够显著降低制造业成本粘性。上述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 H1、H2

的有效性，结果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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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

Ln（COSTi,t/COSTi,t-1）

（1） （2） （3） （4）
Ln（REVi，t/REVi，t-1） 0.936*** 0.935*** 0.939*** 0.931***

(106.40) (106.32) (60.44) (86.41)
Ln（REVi，t/REVi，t-1）×Decit -0.066*** -0.135*** -0.176*** -0.131***

(-3.59) (-4.30) (-2.92) (-3.47)
Ln（REVi，t/REVi，t-1）×Decit×DT 0.038*** 0.032 0.046***

(2.73) (1.17) (2.73)
DT -0.002 -0.008* -0.001

(-0.71) (-1.74) (-0.16)
ROA -0.444*** -0.453*** -0.374*** -0.471***

(-15.15) (-15.40) (-5.67) (-13.88)
LEV -0.087*** -0.090*** -0.136*** -0.071***

(-3.97) (-4.12) (-3.26) (-2.67)
Size 0.045*** 0.047*** 0.065*** 0.044***

(7.06) (7.28) (4.79) (5.85)
Age -0.048*** -0.046*** -0.065** -0.045***

(-4.87) (-4.70) (-2.49) (-4.03)
Board -0.005 -0.004 -0.009 -0.002

(-0.63) (-0.54) (-0.71) (-0.20)
H5 -0.073** -0.073** -0.041 -0.085**

(-2.19) (-2.20) (-0.74) (-2.03)
Growth 0.005 0.004 0.009 0.004

(0.56) (0.52) (0.54) (0.40)
AI 0.002 0.002 0.002 0.001

(1.32) (1.20) (0.57) (0.59)
EI 0.014*** 0.014*** -0.003 0.017***

(2.88) (2.81) (-0.28) (3.12)
SOE 0.016 0.016

(1.47) (1.48)
Dual -0.001 -0.001 -0.005 -0.001

(-0.20) (-0.18) (-0.50) (-0.26)
_cons -0.882*** -0.913*** -1.212*** -0.856***

(-6.39) (-6.60) (-4.25) (-5.26)
N 4148 4148 1216 2932
R2 0.91 0.91 0.91 0.91
Code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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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进一步分析

6.1 数字技术应用对成本粘性的影响路径检验

前文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应用降低了制造企业成本粘性。而其中的

影响路径是什么？理论分析指出，数字技术应用可通过调整成本路径、代理冲突

路径和管理者乐观预期路径影响制造企业成本粘性，借鉴 Chen等（2012）的研

究方法，对样本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进行路径检验。

6.1.1 调整成本路径检验

本部分借鉴王竹泉等（2017）的研究构建资产专用性指标，并以年度中位数

将研究样本分为资产专用性强、弱两组，进行调整成本路径检验。其中，资产专

用性指标选择企业当期期末固定资产净额、在建工程净额、无形资产净额及长期

待摊费用之和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表 6.1报告了具体的回归结果，在资

产专用性较强组的样本中， Ln（REVi，t/REVi，t-1）×Decit×DT系数的参数估计值

为 0.101，在 1%的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在资产专用性较弱组的样本中，其系数

的参数估计值为 0.010，在统计意义上不具有显著性。回归结果表明在资产专用

性较强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中，数字技术应用对成本粘性的降低效应更显著。以上

结果支持了数字技术应用通过调整成本路径降低了制造企业成本粘性的观点。

表 6.1 调整成本路径检验

资产专用性较强 资产专用性较弱
Ln（COSTi,t/COSTi,t-1） Ln（COSTi,t/COSTi,t-1）

Ln（REVi，t/REVi，t-1） 0.927*** 0.948***
(68.71) (76.54)

Ln（REVi，t/REVi，t-1）×Decit -0.263*** -0.024
(-4.99) (-0.56)

Ln（REVi，t/REVi，t-1）×Decit×DT 0.101*** -0.010
(3.93) (-0.54)

DT 0.001 -0.004
(0.1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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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1 调整成本路径检验

资产专用性较强 资产专用性较弱
Ln（COSTi,t/COSTi,t-1） Ln（COSTi,t/COSTi,t-1）

ROA -0.507*** -0.424***
(-9.81) (-10.89)

LEV -0.133*** -0.074**
(-3.91) (-2.34)

Size 0.072*** 0.032***
(7.18) (3.16)

Age -0.058*** -0.030**
(-3.90) (-2.03)

Board -0.019 0.011
(-1.63) (1.00)

H5 -0.107** -0.056
(-2.41) (-1.00)

Growth 0.004 0.002
(0.30) (0.15)

AI -0.004 0.006**
(-1.17) (2.36)

EI 0.015* 0.016**
(1.81) (2.45)

SOE 0.007 0.019
(0.43) (1.13)

Dual -0.001 0.004
(-0.19) (0.52)

_cons -1.368*** -0.647***
(-6.41) (-3.08)

N 2074 2074
R2 0.889 0.924
Code Yes Yes
Year Yes Yes

6.1.2 代理冲突路径检验

委托人与代理人双方由于地位、利益不一致等因素产生了代理冲突，加剧了

企业成本粘性。独立董事占比越低，说明独立董事对管理层的监督、制约较弱，

管理层权利较大，容易产生冲突问题。为检验数字技术应用是否能够通过减少代

理冲突降低制造企业成本粘性，借鉴陈银飞和邓雅慧（2021）的做法，以年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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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数将独立董事占比分为高、低两组，进行分组回归。表 6.2报告了具体的回归

结果。在独立董事占比较高即代理冲突小的样本中，Ln（REVi，t/REVi，t-1）×Decit

×DT系数的参数估计值为 0.017，在统计意义上不具有显著性。在独立董事占比

较低的样本中即代理冲突大的样本中，Ln（REVi，t/REVi，t-1）×Decit×DT系数的

参数估计值为 0.048，在 5%的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表明在独立董事占比较低即

代理冲突大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中，数字技术应用对成本粘性的降低效应更显著。

该结果支持了企业数字技术应用通过缓解代理冲突路径降低制造企业成本粘性

的观点。

表 6.2 代理冲突路径检验

独立董事占比高 独立董事占比低
Ln（COSTi,t/COSTi,t-1） Ln（COSTi,t/COSTi,t-1）

Ln（REVi，t/REVi，t-1） 0.915*** 0.945***
(59.52) (71.93)

Ln（REVi，t/REVi，t-1）×Decit -0.060 -0.179***
(-1.16) (-3.70)

Ln（REVi，t/REVi，t-1）×Decit×DT 0.017 0.048**
(0.76) (2.11)

DT -0.002 -0.003
(-0.50) (-0.67)

ROA -0.435*** -0.450***
(-9.56) (-9.28)

LEV -0.070** -0.121***
(-1.98) (-3.54)

Size 0.030*** 0.065***
(2.84) (6.14)

Age -0.055*** -0.057***
(-3.51) (-3.56)

Board 0.010 -0.013
(0.84) (-1.03)

H5 -0.135** 0.034
(-2.44) (0.64)

Growth 0.021 0.004
(1.52) (0.31)

AI 0.008*** 0.001
(2.76) (0.20)

EI 0.013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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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2 代理冲突路径检验

独立董事占比高 独立董事占比低
Ln（COSTi,t/COSTi,t-1） Ln（COSTi,t/COSTi,t-1）

(1.58) (1.40)
SOE 0.024 0.001

(1.31) (0.07)
Dual -0.004 -0.004

(-0.50) (-0.55)
_cons -0.554** -1.232***

(-2.47) (-5.30)
N 2013 2135
R2 0.90 0.91
Code Yes Yes
Year Yes Yes

6.1.3 管理层乐观预期路径检验

管理层对企业未来业务量的判断受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环境不确定性越高，

管理层越难充分、客观地掌握企业生产经营所需信息，产生乐观预期的可能性越

大。管理层乐观预期可导致企业生产经营决策偏离内、外部的变化，而企业应用

数字技术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分析、预测相关信息，能够帮助管理层做出相对合

理、客观的判断，有助于降低管理层乐观预期。因此，本文借鉴岳宇君和顾萌（2022）

的做法，构建企业环境不确定性指标来衡量管理层的预期倾向，并且以年度中位

数将研究样本分为环境不确定性高、低两组，分别进行分组回归。具体而言，企

业环境不确定性指标采用过去 5年非正常销售收入的标准差并经行业调整后的

值来衡量。表 6.3 报告了具体的的回归结果，在环境不确定性高的样本中，Ln

（REVi，t/REVi，t-1）×Decit×DT系数的参数估计值为 0.057，在 1%的统计意义上

显著为正；在环境不确定性低的样本中，其系数的参数估计值在统计意义上不具

有显著性。上述结果表明相较于管理者乐观预期较低的制造业上市公司，在管理

层乐观预期较高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中，数字技术应用对成本粘性的降低效应更显

著。以上结果支持了数字技术应用通过降低管理层乐观预期进而降低制造企业成

本粘性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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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管理者乐观预期路径检验

环境不确定性高 环境不确定性低
Ln（COSTi,t/COSTi,t-1） Ln（COSTi,t/COSTi,t-1）

Ln（REVi，t/REVi，t-1） 0.947*** 0.932***
(71.20) (47.56)

Ln（REVi，t/REVi，t-1）×Decit -0.204*** -0.049
(-4.42) (-0.50)

Ln（REVi，t/REVi，t-1）×Decit×DT 0.057*** -0.006
(2.69) (-0.14)

DT 0.001 -0.004
(0.13) (-1.16)

ROA -0.443*** -0.458***
(-9.43) (-9.57)

LEV -0.127*** -0.086***
(-3.31) (-2.80)

Size 0.060*** 0.032***
(5.58) (2.84)

Age -0.060*** -0.022*
(-3.04) (-1.67)

Board -0.008 0.009
(-0.57) (0.94)

H5 -0.098 -0.076*
(-1.44) (-1.80)

Growth -0.000 0.016
(-0.01) (1.32)

AI 0.005 -0.004
(1.54) (-1.14)

EI 0.017* 0.010
(1.92) (1.49)

SOE 0.040** -0.024
(2.04) (-1.48)

Dual 0.002 0.000
(0.19) (0.04)

_cons -1.163*** -0.617***
(-5.09) (-2.62)

N 2074 2074
R2 0.93 0.79
Code Yes Yes
Year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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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数字技术应用对不同类型成本粘性影响的差异检验

制造企业成本要降低成本，必须通过调整营业成本、销管费用或同时调整营

业成本和销管费用来实现。由于营业成本与销管费用的属性存在显著差异，为进

一步探究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企业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是如何实现的，本文借鉴

Eskandar & Ashayeri（2022）的研究首先将企业总成本分解为营业成本与销管费

用，分别计算营业成本变化（Ln（COGSTi,t/COGSTi,t-1））与销管费用变化（Ln

（Expensei,t/Expensei,t-1）），其次分别替换基准回归模型中的因变量（Ln（COSTi,t

/COSTi,t-1）） 重新对假设 H1进行回归，表 6.4报告了具体的回归结果。列（1）

是营业成本变化 Ln（COGSTi,t/COGSTi,t-1）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Ln（REVi，t/REVi，

t-1）×Decit系数的参数估计值为 0.121，在 1%的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表明营业

成本存在粘性现象。Ln（REVi，t/REVi，t-1）×Decit×DT的系数为 0.061，在 1％的

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数字技术应用降低了制造企业营业成本粘性。列（2）是

销管费用 Ln（Expensei,t/Expensei,t-1）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Ln（REVi，t/REVi，t-1）

×Decit系数的参数估计值为 0.269，在 1%的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表明销管费用

存在粘性现象。Ln（REVi，t/REVi，t-1）×Decit×DT系数并不显著，说明数字技术

应用并不会显著影响销管费用粘性。综合以上结果，可以发现制造型上市公司营

业成本与销管费用都存在粘性现象；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企业成本粘性的降低作

用主要体现在营业成本而非销管费用。进一步明晰了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成本管

理的影响。

表 6.4 数字技术应用对不同类型成本粘性的影响差异检验

（1） （2）
Ln(COGSTi,t/COGSTi,t-1) Ln(Expensei,t/Expensei,t-1)

Ln（REVi，t/REVi，t-1） 1.007*** 0.547***
(100.49) (18.84)

Ln（REVi，t/REVi，t-1）×Decit -0.121*** -0.269***
(-3.37) (-2.59)

Ln（REVi，t/REVi，t-1）×Decit×DT 0.061*** -0.001
(3.78) (-0.02)

DT 0.004 -0.014
(1.43)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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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4 数字技术应用对不同类型成本粘性的影响差异检验

（1） （2）
Ln(COGSTi,t/COGSTi,t-1) Ln(Expensei,t/Expensei,t-1)

ROA -0.384*** -0.699***
(-11.43) (-7.19)

LEV -0.086*** -0.096
(-3.45) (-1.34)

Size 0.038*** 0.063***
(5.18) (2.97)

Age -0.015 -0.241***
(-1.31) (-7.41)

Board 0.005 -0.007
(0.61) (-0.26)

H5 -0.091** 0.040
(-2.39) (0.36)

Growth -0.028*** 0.134***
(-2.94) (4.91)

AI 0.006*** -0.015**
(2.70) (-2.41)

EI 0.007 0.061***
(1.28) (3.82)

SOE 0.021* 0.002
(1.68) (0.05)

Dual 0.001 -0.002
(0.16) (-0.11)

_cons -0.795*** -0.860*
(-5.16) (-1.93)

N 4148 4148
R2 0.90 0.29
Code Yes Yes
Year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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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

7.1 研究结论

在新兴数字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本文选用 2016-2020年我国沪、深Ａ股

上市公司中的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数字技术应用与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

首先，探究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H1）及在不同产权性质的样

本中数字技术应用与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异质性表现（H2）。其次，

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加入盈余管理控制变量、加入省份固定效应的方式进行稳

健性检验，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最后，进行进一步分析，包括影响路径检验

（调整成本路径、代理冲突路径和管理层乐观预期路径）与成本的异质性分析（营

业成本粘性、销费用粘性）。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数字技术应用能够有效降低制造企业成本粘性；（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

况下，相较于国有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企业成本粘性的降低作用在非国有

企业中更显著；（3）数字技术应用通过调整成本路径、缓解代理冲突路径、降

低管理层乐观预期路径降低了企业成本粘性；（4）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企业成

本粘性的降低作用主要体现在降低了营业成本粘性。本文将数字技术应用的经济

后果拓展到企业成本管理领域，从“粘性”视角揭示了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成本

管理的影响，对制造企业加强数字技术应用以降低企业成本粘性，提高资源配置

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7.2 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研究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制造业企业应抓住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积极推进数字技术应用。

数字技术应用能够显著降低成本粘性，且对营业成本粘性的降低作用更显著。因

此，在考虑企业实际情况和业务需求的基础上，制造企业应积极推进新兴数字技

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重塑商业模式和产业边界，促进制造业达到降本增效、

取得竞争新优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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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政府应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推动国有制造型企业高质量发展。部分

国有企业仍存在监督力度不足、“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具有垄断性等问题，

增加股东类型的多样化和多元化，让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的战略决策和经营

管理，有助于发挥其监督作用，缓解代理冲突，降低企业成本粘性。此外，深化

国企改革有助于增加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

积极性，使管理层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持有合理预期，降低企业成本粘性。深化国

企改革有助于国企做优做强，提高竞争力。

第三，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产业数字化发展和数字产业化发展。本研

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的正确性。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离不开

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政府应着力营造发展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良好氛围和政策

制度环境。一方面，应出台产业扶持政策、财政补贴、财税优惠等政策引导企业

加强数字技术应用；另一方面，应加强人才培养、产学研互动、基础设施建设等

为企业提供人才支撑和科技支持。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促进新兴数字技术与传统

制造企业融合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助力我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第一，尽管本文根据权威文献采用新兴数字技术的细分指标在年度财务报

告中出现的频次+1 的自然对数对数字技术应用进行了度量，但此度量方式传达

的信息有限，未来研究可以尝试构建更为合理的数字技术应用指标，提高指标的

信息含量，深入探讨数字技术应用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第二，本文及大多数文献采用大样本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某种因素对企业

成本粘性的影响，但在现实中，不同企业的业务和经营管理具有一定差异，大样

本实证检验的结论不一定适用于某一特定企业，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尝试如何将

案例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来探究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是一个

值得关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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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三年的时光转瞬即逝，研究生生活即将接近尾声。段家滩见证了三年的忙碌

与充实，道不尽万千感慨。

感谢我的老师们。我的导师高天宏老师持续关注本领域的前沿问题，经常给

我们分享书籍、转发公众号推文、录制公开课，为我敲开了科学研究的大门。除

此之外，高老师在生活中也给予我很多帮助和关心。朱泽钢老师、周德良老师等

老师组织并参与的“自由 seminar”学术交流活动，激发了我对科研的探索欲与

热情。南星恒老师讲述的数字技术应用对成本分摊的影响，让我深受启发，是这

篇论文的主要灵感来源。蔡永斌老师、王雷老师、孙颖老师等答辩组老师每一次

认真地审阅和指导，帮助我按期完成此篇论文。从大二相遇至今，关瑞娣老师给

予了很多引导和支持，让我更加敢于表达、善于表达。感恩之心，无以言表。愿

各位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感谢我的同学和朋友们。我的室友，她们善良、努力、勇敢，我们和而不同，

无话不谈，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会计学的同学们，可爱、乐观、积极向上，

让我感受到了一起成长的美好与幸福。开题与答辩时的紧张、黄河边喝茶聊天时

的惬意都是珍贵且美好的回忆。常联系的朋友，永远是我信心的来源、前进的动

力和受挫时的港湾。还有许久不联系的同学，虽然在不同的城市求学或者工作，

闪闪发光的你们是促使我前进的无形力量。愿我们彼此牵挂、各自珍重、熠熠生

辉。

感谢我的家人们。亲人的关心、爱护和牵挂让我有了十足的底气去面对人生

道路上的每一个挑战。从小到大，父母亲都能够无条件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让

我成为了一个满怀希望、情绪稳定、努力奋进的人。小我八岁的弟弟已经有了大

人的模样，是我的快乐源泉和最好的礼物。相识十年，相伴九年，男朋友是我前

进路上最大的底气，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我们。愿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愿有朝一日我也能成为你们的依靠。

始于金秋，终于盛夏，行文至此，思绪繁杂。感恩所有的遇见，感谢所有的

经历。愿母校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人生里尽可能找到快乐与意义！

山高路远，来日再相逢。毕业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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