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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字化同群效应：发生机理及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程若楠，黄少卿

（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３０）

摘　 要：企业数字化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影响企业数字化的各种因素中，社会网络同类企业的

数字化行为对本企业产生的示范作用值得重视。 基于理论和经验文献，本文拟对该现象的发生机制及对企业

价值的影响进行系统讨论。 研究发现，同群效应是企业行为中广泛存在的现象，中国上市公司之间就存在数

字化同群效应。 企业数字化同群效应的主要机制包括：企业会学习和模仿它们认为拥有更多市场信息的企业

的数字化战略；为维持竞争均衡，企业也会跟随其他企业的数字化投资活动。 数字化同群效应对企业价值的

影响受制于多方面因素：一方面，对同群企业数字化策略的学习可以减少企业数字化投资的不确定性，帮助企

业保持相对市场地位并获得组织合法性；另一方面，模仿同群企业数字化战略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受限于同群

企业数字化投资行为的信息质量和本企业自身的组织资源。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同群效应有

利于提升企业价值，尽管该影响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存在差异性。 为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以改善企业价

值，相关政策需借力企业数字化同群效应以带动企业数字化投资，企业管理者也要努力学习和模仿竞争对手

的数字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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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译为）“同侪效应”“同伴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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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数字技术不断创新发展的大背景下，企业

数字化建设已成为影响企业价值和未来发展的重

要因素。 为提高企业数字化应用水平，除了从宏

观、中观和微观的角度考虑影响企业数字化的因

素外［１］ ，我们也不能忽视企业所处的社会网络对

企业数字化的影响。 企业在与它存在某些共通性

和关联性的同群企业组成的社会网络中的学习、
交流、互动和模仿天然地会影响到企业的经营行

为和战略决策，这种现象被称为“同群效应”。①在

思考影响企业数字化决策的因素时，我们不仅要

关注企业自身特征和外部环境，还要考虑它和同

群企业之间关于数字技术的互动和学习。
本文由企业群视角切入，现有相关理论和经

验文献及笔者的实证研究，试图梳理同群效应在

企业数字化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和对企业价值的影

响，并提供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中得到的经

验证据支持，以为各级政府助力企业数字化建设

找到政策发力点，也为企业优化数字化战略与投

资提供更有效的实践启示。

　 　 二、同群效应及其在企业数字化中的表现

（一）同群效应的概念

同群效应是指处于某个群体的个体在进行行

为决策时，会受到群体中其他个体的共同影响。
关于同群效应的研究早期着重于个人层面，Ｂａｎ⁃
ｅｒｊｅｅ（１９９２）以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会考虑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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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决策者的选择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序贯决策模

型，并得出个体的最优选择即是模仿他人做的事

的结论，提供了同群效应产生的一种理论解释，即
学习模仿他人的行为活动有利于效益最大化［２］ 。
这种类似“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效果自然而然

地导致教育学领域出现了大量关于同伴效应的研

究，例如，Ｓａｃｅｒｄｏｔｅ（２００１）发现学生无论是学习成

绩还是加入社团的决定都会被舍友影响，证明了

学生间同伴效应的存在性［３］ 。
（二）企业数字化的同群效应

近些年，经济学、会计学、管理学等领域的学

者则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企业层面，涌现出了大量

关于企业行为的同群效应的相关研究。 从研究内

容来看，一些文献重点关注公司薪酬制定的同群

效应；一些学者实证检验了企业财务决策同群效

应的存在性和作用机制等，也对企业财务活动同

群效应进行了总结和分析；还有学者侧重于研究

对企业兼并收购等公司行为的同群效应；也有学

者探索了企业的基础研究是否受到同群企业的影

响；其他研究对象还包括企业社会责任、投融资行

为、绿色技术创新等。 本文基于对中国目前经济

发展困境的分析以及产业政策中对数字技术相关

行业的重点倾斜，主要探索企业数字化同群效应

的存在性和作用路径。
以往文献中，关于企业数字化同群效应的相

关研究尚不多，一些学者从数字化转型角度切入，
试图验证企业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并
考察其内在机制和影响因素。 陈庆江等（２０２１）
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有着显著的同群效应，提
出社会网络嵌入程度、市场竞争水平等因素对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有着正向的调节作用，
并认为资源基础和动态能力处于中间水平的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更明显［４］ 。 李倩等

（２０２２）则提出虽然行业中的追随者和领导者都

会模仿对方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但是追随者模仿

领导者更多［５］ ，他们还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

化转型的同群效应在拥有男性和高学历 ＣＥＯ 的

企业以及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

加显著。 还有学者指出当属于同一城市和行业的

企业群有大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时，数字化转

型可以更好地提高企业价值［６］ 。
考虑到目前企业中多数研发投入都集中于企

业数字化升级改造，一些学者也从研发投入的角

度证实了企业 Ｒ＆Ｄ 活动同群效应的存在性。 刘

静等（２０１８）以公司研发投入与上年总资产的比

值计算企业研发投入程度，实证检验了非金融上

市公司的同群公司的研发支出对公司研发的正向

影响，并指出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随着企业

与同群企业距离的缩短或分析师覆盖程度的提高

而增强［７］ 。 冯戈坚等（２０１９）则通过研发投入和

专利产出衡量企业创新活动活跃程度，来验证企

业创新行为同群效应的存在性［８］ 。 彭镇等

（２０２０）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进行了异质

性分析，得出处在竞争更激烈的市场环境和较低

市场地位的企业受到同群企业研发投资行为影响

更大的结论［９］ 。 还有学者将研究对象集中于高

科技企业，也证实了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有着显

著的同群效应，同时还发现了环境不确定性和知

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的调

节作用［１０］ 。
但是，从涵盖范围和侧重点上来看，研发投入

和数字化有一定差异，研发投入侧重于创新，也即

新技术、新产品的产生等，数字化不仅包含了数字

技术相关的研发投入，也包括了对现有数字技术

的应用，而大多数企业考虑到投资成本和创新风

险，往往会先利用市场上已有的数字技术对企业

生产经营环节进行升级改造。 尤其是在数字经济

已然成为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重要的经济形态和

发展动力的大背景下，对企业数字化同群效应的

研究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助于帮助我们

深入理解企业经营战略选择的原因和后果。
企业数字化同群效应是指企业对同群企业的

数字化战略进行学习和模仿。 首先，我们需要确

定企业的学习对象，这涉及同群企业的划分标准。
与企业处于同一地区或同一行业的企业，或是与

企业属于同一社会网络的其他企业，如通过分析

师跟踪网络、企业高管的连接等方式组成的社会

关系网，或将上述标准结合作为同群企业标准，这
些均是企业的潜在学习对象。 其次，我们需要对

企业学习和模仿的内容进行整理和分类。 一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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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群内其他企业数字化战略的方向，如引入新的

自动化生产设备、考虑产品的数字化升级、强调办

公管理的电子化和无纸化等；一类是同群内其他

企业数字技术投资的强度，如企业运营中出现的

数字技术资本投入、数字技术投入资本占企业总

资本或营业收入比例等；还有一类则是包含在企

业公告、新闻和企业高管或董事会发言等文本中

关于同群企业对实施数字化战略的情绪信息，即
企业对于实施数字化升级改造的态度是正面还是

负面，以及同群企业数字化发展的现有成果和未

来展望等。 而竞争企业数字化的相关资料包括情

绪信息、财务信息和数字技术应用信息等，可通过

分析企业年报、业绩说明会、企业董事长发言和其

他公司公告等获取，也可利用行业交流会、内部沟

通会等方式获得。
（三）企业数字化同群效应的实证证据

实际上，笔者等人最新的研究已经从实证角

度为国内上市公司数字化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和行

业异质性提供了相关证据［１１］ 。 我们将属于相同

二级行业作为同群企业的标准，对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

国内制造业上市公司和服务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

据以及对应企业年报中包含的数字化信息进行了

一系列的整理和分析，实证检验了同群企业上期

数字化应用对焦点企业当期数字化应用的影响。

　 表 １ 国内上市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数字化的同群效应

制造业 服务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ＤＴ ＰＤＴ ＳＤＴ ＭＤＴ ＤＴ ＰＤＴ ＳＤＴ ＭＤＴ

ＰｅｅｒＤＴ ０．７２５∗∗ ０．３５６∗∗∗

（０．０４０） （０．１１３）
ＰｅｅｒＰＤＴ ０．８４８∗∗∗ ０．４１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９１）
ＰｅｅｒＳＤＴ ０．５５７∗∗∗ ０．４３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９４）
ＰｅｅｒＭＤＴ ０．１４８∗∗∗ ０．２８３∗∗∗

（０．０５１） （０．０８４）

　 　 注：数据来源，Ｃｈｅｎｇ Ｒ．， Ｈｏ Ｃ．， Ｈｕａｎｇ Ｓ．， Ｐｅ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２３。 为更加直观地说明相关实证结果，我们

仅列出主要变量的系数，其中 ＤＴ 表示本企业当期的数字化水平，ＰＤＴ、ＳＤＴ 和 ＭＤＴ 分别表示本企业当期管理、销售和生产相关的数字化

水平，ＰｅｅｒＤＴ 表示同群企业上期加权平均的数字化水平，ＰｅｅｒＰＤＴ、ＰｅｅｒＳＤＴ 和 ＰｅｅｒＭＤＴ 分别表示同群企业上期加权平均的管理、销售和

生产相关的数字化水平。∗∗∗、∗∗、∗分别表示 １％、５％、１０％的统计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标准误

　 　 从表 １ 可以看到，首先，对于制造业企业和服

务业企业来说，同群企业数字化水平对本企业的

影响系数估计值分别为 ０． ７２５ 和 ０． ３５６，且均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 这说明我国制造业企业和服

务业企业的数字化决策确实会受到同行业内其他

企业数字化策略选择的重大影响，即存在明显的

同群效应，并且，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同群效应强

于服务业企业。 其次，通过对数字技术分类我们

还发现，不同类型数字技术产生的同群效应表现

有所差异。 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同群企业生产

数字化、销售数字化和管理数字化水平对本企业

的影响系数估计值分别为 ０．８４８、０．５５７ 和 ０．１４８，
且均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这说明，尽管制造业

企业会参考同群企业所有类型的数字技术，但是

他们更倾向于学习同群企业与生产相关的数字技

术。 对于服务业企业来说，同群企业生产数字化、
销售数字化和管理数字化水平的估计系数分别是

０．４１８、０．４３２ 和 ０．２８３，也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这
表明服务业企业更注重模仿和参考同行业内其他

企业与销售相关的数字化实践。 对比来看，服务

业企业在对同群企业数字技术的学习和模仿上表

现出了和制造业企业不同的模式和重点，这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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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预期相一致，因为一般服务业企业的核心

业务为销售产品和服务，而制造业企业会将业务

重点放在生产环节。 因此，企业需要根据自身所

属行业观察和跟随竞争对手在对应环节进行数字

化升级。 总之，该研究为讨论企业数字化同群效

应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后续考察企业数字化同

群效应的作用机制及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提供了实

证支持。

　 　 三、企业数字化同群效应的作用机制

以往研究针对同群效应的作用机制进行了一

些探索和总结，一部分学者试图从社会学习理论

出发说明企业行为的同群效应，如 Ｋａｕｓｔｉａ 等人

（２０１５）认为，出于对同群企业的行为和对应结果

学习和模仿的目的，同群企业进行股票分拆会提

高本企业分拆股票的概率［１２］ ；另一部分研究则

提出，可从社会效用理论或竞争优势理论出发说

明企业行为同群效应产生的原因，即企业的行为

会直接影响其他企业采取同样行动时产生的经济

后果［１３］ ，也可理解成为保持相对的市场地位或

限制竞争，企业不得不模仿同群企业的行为［１４］ 。
因此，本文将同群效应的理论基础分为两类，一是

信息机制，二是竞争机制，从这两个机制出发分析

企业数字化同群效应的作用路径，随后本文还将

通过社会网络理论理解信息路径和竞争路径的融

合作用。
信息机制是指企业学习和模仿他们认为具有

更多信息的其他企业。 社会学习理论是信息机制

的理论基础之一，也就是说当个体观察到上一个

决策者的行为，跟随他的行为有利于个体效益最

大化。 对于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制定而言，企业无

法保证相关决策能带来确定的正收益，甚至是不

知道选择何种数字化策略，这时他们会转向其他

企业，观察并学习他们已经实施的数字技术应用，
尤其是在经济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企业的这种

行为趋势更加明显。 通过对同群企业数字化战略

的跟随，企业希望能寻找到一些有效的数字技术

投资活动来保证企业自身发展。 从信息机制的另

一理论基础，制度理论的角度出发，企业也希望能

通过模仿其他企业的数字化行为向投资者和市场

发送本公司也进行了相应经营环节的数字化升

级、符合现代市场数字化趋势的信号。 企业出于

以上目的对同群企业数字技术应用进行学习，也
就基本确定了学习对象，一类是规模更大、成功经

验更多、绩效表现更好的企业，一般而言，行业领

头者会有更多信息；另一类则是与企业沟通联系

更紧密、组织结构更相似的企业。 通常，研究者会

将处于同一地区、同一行业或通过高管联结或分

析师跟踪等方式确定的社会网络作为企业同群的

划分标准。 需要指出的是，在以往研究和商业实

践中发现，企业拥有信息的数量越多不代表信息

质量越高，而且，在外界环境更复杂时，所有企业

的决策都产生于信息不确定的黑箱中，企业数字

化同群效应甚至可能会放大原来数字化决策的失

误，这也是同群效应的经济后果不确定的原因之

一。 笔者的相关研究也发现，当经济环境不确定

性较高时，企业并不会像往常一样关注同群企业

的数字化决策，因为这时他们也会怀疑同群企业

在外界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制定的数字化策略的

质量和有效性［１５］ 。
竞争机制是指企业为了维持竞争均衡而选择

跟随其他企业的商业行为。 企业数字化同群效应

产生的另一原因是企业希望在行业竞争中风险最

小化，保持相对的市场地位，所以如果同群企业之

间在数字化战略上保持一致。 例如，互联网行业

中很多企业涉及线上平台业务，平台具有自然垄

断性，即仅由一个平台为交易双方提供服务可以

带来最大化的网络正外部性［１６］ ，在由此产生的

“赢家通吃”效应的行业环境中，跟随其他企业经

营环节中重要的数字化升级改造是防止对手企业

在竞争中领先的手段之一。 另外，当企业与同群

企业的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时，与对方在产品上

的数字化改造或者生产技术的更新换代上保持一

致也是一种合谋，共同发出我们希望维持现有市

场份额分配信号。 数字经济是 ２１ 世纪中国乃至

全球的经济增长点，数字技术不断突破，数字产品

推陈出新，企业数字化建设本身就是为了加快企

业在生产、销售和管理等环节的工作效率，为了在

比以往竞争更加激烈的经济环境下生存，企业无

法忽视同群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只得选择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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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
在商业实践中，考虑到企业对市场信息和市

场波动的高敏性以及对维持市场地位的基础要

求，信息机制和竞争机制作为企业数字化同群效

应的内在机制可能会同时发生作用。 例如，经济

不景气时，同一行业内部的企业组织特征相似、产
品同质，它们为争夺市场份额而成为竞争对手，企
业之间数字技术应用的学习和模仿是同时基于信

息和竞争机制的。 此时，社会网络理论可以帮助

我们更好地理解信息和竞争对企业数字化投入的

同群效应共同作用的过程。 社会网络理论的核心

之一是同一情境中的社会主体因为彼此之间的社

会关系有着类似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 从企业

群的角度来看，企业一方面可以通过社会网络向

内获取数字化建设相关市场信息、先进技术和设

备等发展资源，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社会网络向

外传导企业的数字化发展状况和战略方向，企业

间信息流在社会网络之间传递、接收和反馈，并与

产业结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带来的结果就是

信息机制和竞争机制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的联通使

得企业群的数字化战略表现出相似性，即企业数

字化同群效应。 尤其是在万物互联的时代背景

下，移动网络技术的不断改革和进步推动着物联

网的发展，任何主体都可以用更快的速度进行信

息传递和数据共享，企业之间对于数字化策略的

学习和模仿也被巨大的社会网络效应所强化。

　 　 四、数字化同群效应与企业价值

企业经营过程中实施的各种发展战略势必会

影响企业价值与发展表现，企业对同群企业行为

决策的学习和模仿也不例外。 虽然企业一般出于

跟随同群企业中领导者或保持相对的市场地位的

目的在公司战略中考虑同群企业的做法，但是这

需要企业基础资源的配合和经营能力的支撑，最
终对企业发展产生的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
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

从企业行为来看，一些学者分析了企业高管

薪酬同群效应对企业发展的影响，Ａｌｂｕｑｕｅｒｑｕｅ 等

人（２０１３）指出，高管薪酬的同群效应与企业发展

是共享式的，显著改善了企业收益［１７］ ，其他文献

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一些学者则针对企业财务

决策同群效应的影响后果进行了检验，Ｌｅａｒｙ 等人

（２０１４）发现，企业资本结构和财务政策同群效应

的外部性将外生决定因素对杠杆的影响放大了

７０％以上，Ｆｒａｃａｓｓｉ（２０１７） ［１８］ ，王营等（２０１７）学者

也对企业的投融资、慈善行为等的同群效应对企

业价值的影响进行了分析［１９］ ；还有学者从创新

产出的角度研究了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对企

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２０］ 。 除了企业价

值外，学者们也关注了企业行为同群效应为企业

风险带来的变化，赵颖（２０１６）发现高管薪酬的同

群竞争短期可促进企业发展，但是长期来看会在

一定程度上损害企业发展［２１］ 。
现有相关研究涉及了部分企业行为同群效应

的经济后果，但是鲜有文献针对企业数字化同群

效应对企业价值等影响进行分析，而企业价值的

变化是管理者和投资者关注的重中之重，本章节

试图阐述和分析企业数字化同群效应对企业发展

可能产生的正面、负面影响以及作用机理，以为企

业是否学习、模仿同群企业的数字化决策提供学

理依据。
（一）数字化同群效应对企业发展的正向影响

企业对其竞争对手数字化策略的学习和模仿

可以减少企业数字化投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成

本。 企业的数字化投资活动往往是投入大、风险

高的，很多风险厌恶型的企业会因此减少数字化

资本投入，而参考同群企业已经实施的数字化决策

并关注其经济后果，一方面，若企业采取同样的数

字化策略，可以帮助企业降低数字化投资活动的不

确定成本；另一方面，企业可在竞争对手已有的数

字技术上进行二次创新，从而得到新产品、新应用

甚至是新技术，最终达到提高企业价值的目的。
企业对同群企业数字化决策的跟随，可以帮

助企业保持相对市场竞争地位。 以往的研究常常

将所属地区、所属行业或所属社会网络等作为同

群企业划分的标准，但无论使用何种标准，都代表

同一群体中的企业面临相似的竞争环境和市场境

况，所以，当同群企业利用数字化投资手段获得竞

争优势时，本企业在同类型数字技术资本投入上

的跟进可以暂时维持与竞争对手的市场均衡。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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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激烈的行业或地区中，企业会更加关注其他

主体的行为决策，并参照同群企业数字化行为指

导企业自身数字化决策以缓解竞争压力。
与同群企业在重大数字战略上保持一致，这

也有助于企业获得社会地位的规范性。 企业跟随

竞争对手的数字化决策有时是为保持竞争地位的

主动选择，但有时也会受到其他被动因素的影响。
数字化建设成为中国经济重要发展战略之后，作
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一直受到鼓励去进行数字化升

级和改造，这是因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已被大

众和市场视为必要的发展方向，因此，无论数字化

投资对企业价值带来怎样的短期或长期影响，企
业对同群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学习由于满足了市场

对企业实施数字化战略的强制期望，从而表明企

业符合行业规范，也维持了其在投资者视角下的

组织合法性。
（二）数字化同群效应对企业发展的负向影响

企业对群体内其他企业数字技术投资行为的

内化带来的经济后果取决于同群企业投资行为的

信息质量。 尽管对竞争对手数字化策略的跟随可

以帮助企业减少数字技术投资的风险，但是这一

结果的前提是竞争对手的投资行为包含了有效的

市场预判信息。 企业学习和模仿同群企业数字化

决策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对市场环境和投资方向

的不确定，所以，该企业试图从同群企业的行为中

获取自己未知的信息来指导自身数字化策略的制

定。 但是，数字化投资本身的风险性意味着竞争

对手的投资活动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尤其是在经

济政策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同群企业决定其数

字化战略的信息来源有着天生的不稳定因子，并
不能保证他们投资行为的信息质量，此时，企业对

同群企业数字化决策的参考则会放大数字化投资

活动的风险。
学习和参考同群企业数字化决策引起的企业

价值变化要受到本企业组织资源的限制。 模仿同

群内其他企业的数字技术投资，例如引入相对应

的生产设备、开拓同样的新型销售渠道，或者使用

相似的办公自动化软件等，除了大量资金投入外，
还需要企业组织结构的灵活调整和配合，包括为

提高引入的生产设备的工作效率而雇用更多的技

术和研发人才，为支持企业前端销售渠道的运行

而增强企业后端管理服务功能，为配合企业各个

经营环节的数字化升级而考虑企业整体组织架构

中心化或去中心化的调整，等等。 所以，企业在内

化同群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同时，没有其他互补性

组织资本的投入，不但不能充分发挥数字化投资

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甚至会因为资金过量投

入和企业管理效率下降等原因最终导致对企业利

润的损害。
盲目跟风市场中其他企业的数字化战略而忽

略本企业自身发展需求会增加企业未来发展的风

险。 自主选择数字化建设方案的企业通常是从企

业基本情况、运营状况和市场环境等角度出发进

行数字化决策制定，跟随者则存在不考虑企业目

标而盲目跟风的可能性，企业模仿其竞争对手的

数字技术应用方向和内容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企

业自身的盈利能力和管理效率，保证企业的市场

份额，此时盲从同群企业的数字技术投入实则会

增加数字化战略在企业中实施效果的不确定性。
另外，大部分企业只能从同群企业公开的信息，如
企业年报、新闻公告等，或者行业交流会等了解他

们采用的数字技术，而战略性披露信息是企业常

用的经营策略，在对竞争对手的数字化投资内情

一知半解的情况下，选择模仿其数字化策略对企

业发展来说也并非理智的选择。
（三）数字化同群效应影响企业价值的实证

证据

笔者等人检验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国内上市制

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数字化同群效应对企业价

值的影响。 如表 ２ 所示，我们发现，相对于不考虑

同群企业的数字化策略，参考和学习同群企业的

数字化行为会对服务业企业产生更大的价值提升

作用，但是，对制造业企业的托宾 Ｑ 值并没有显

著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服务业企业更关注同群

企业销售相关的数字技术应用，包括设立线上销

售渠道、建立电子商务平台等，这些方面对企业利

润有着直接的正向影响，从而提高了企业估值；而
投资者可能认为制造业企业之间关于数字技术的

交流和学习是典型的商业行为，并不能直接提高

企业市场价值。 总的来说，对于我国制造业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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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企业，内化同行业内其他企业的数字技术不

会对企业自身发展带来损害，却有可能使投资者

更加看好企业未来发展，这一结果对于服务业企

业体现得更为突出。

　 表 ２ 国内上市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数字化同群效应的企业价值影响

制造业 服务业

（１） （２） （３） （４）

不考虑同群企业 考虑同群企业 不考虑同群企业 考虑同群企业

Ｄ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０）

　 　 注：数据来源，Ｃｈｅｎｇ Ｒ．， Ｈｏ Ｃ．， Ｈｕａｎｇ Ｓ．， Ｐｅ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２３。 为更加直观地说明相关实证结果，我们

仅列出主要变量的系数，其中主要自变量为 ＤＴ，表示本企业当期的数字化水平，因变量为托宾 Ｑ 值，用来衡量企业业绩表现和成长

性。∗∗∗、∗∗、∗分别表示 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标准误

　 　 五、结论与启示

数字化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选

择。 政府提供服务保障、大力发展数字产业以及

企业主动推进自身数字化战略，这些都是企业数

字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因素。 基于理论和经验文

献，本文考虑企业在不同标准构成的社会网络中

与其他企业的交流和互动，试图通过信息机制和

竞争机制解释企业数字化的同群效应。 本文认

为，企业会参考在数字化战略制定上信息数量更

多和信息质量更高的企业的数字化行为，来指导

本企业的数字化决策，而且，也会为了降低风险或

限制竞争而选择跟随其他企业经营中的数字技术

应用。 本文还分析了企业数字化同群效应对企业

发展可能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一方面，企业对

同群企业数字化策略的学习和模仿可以降低数字

化应用的不确定性，有助于企业获得社会规范认

可以及维持相对的市场地位；另一方面，企业数字

化同群效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也取决于同群企业

数字化策略包含的信息质量和企业组织资源和运

营能力的限制，盲目跟风只会增加企业发展风险，
不利于企业盈利能力和管理效率的改善。 基于中

国上市公司的相关经验分析结果也为上述观点提

供了实证证据。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推进企业数字化的政策

设计与企业管理实践有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优化对企业数字化的政策扶持和引导。

一方面，企业数字化同群效应的存在性表明，企业

数字化战略的实施会对同类企业产生正外部性，
这说明支持企业数字化建设的包括税收优惠、财
政补贴等一系列政策干预具有合理性，通过对部

分企业的补贴可以带动企业群的数字化投资的提

高。 另一方面，同群效应对企业数字化活动所具

有的放大效应提醒我们，它既能加强企业间的良

性竞争，又可能因盲目跟风而增加企业数字化投

资的风险。 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在进行数字化政

策制定并预估政策效果时，需要将各类同群效应

考虑在内，把握引导企业数字化投资的方向和强

度，避免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而造成资源浪费。
第二，理解产业异质性在企业数字化建设中

的意义。 企业数字化同群效应建立在企业群的基

础上，通过所属同一行业等标准划分的企业群自

然而然地组成了产业，而且，考虑到信息路径和竞

争路径作为同群效应的内在机制，行业竞争程度、
产业组织结构、行业主营业务等产业特征均会影

响企业数字化投资的同群效应，如制造业和服务

业企业对于同群企业数字化战略学习和参考的侧

重点会有所差异，而行业竞争越激烈，企业对竞争

对手的数字化行为会做出更积极的反应等。 因

此，无论是产业政策的制定者，还是处于不同行业

的企业，在进行数字化决策时需同时将企业数字

化同群效应与产业异质性纳入考量。
第三，实施高效灵活的企业数字化战略。 首

先，无论是为了提高企业价值，还是为了符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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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企业管理者都需要关注同行企业的数字技

术投资并将其内化，而且，市场的其他参与者如投

资者等，也会观察企业的数字化策略是否与竞争

企业有所差异；其次，受限于企业预算和运营能

力，企业管理者需要对同群企业的数字化应用有

选择地学习和参考，要先了解企业在哪些生产流

程、经营环节或管理部分的数字化建设需要迎头

赶上；最后，跟随其他企业数字化策略的同时，企
业自身也需要注重其他要素的补充投入，只有在

企业的技术人才、组织架构等资源与企业数字化

程度相匹配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目标才能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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