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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十四五”规划

也明确指出我国要“加快数字化发展”。作为国民经

济的主体，制造业企业在数字经济环境下的转型升

级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从我国

制造业整体情况来看，无论是在基础民生行业，还是

国家安全的关键行业，国有企业都占据了主导地

位[1]。2020年，国资委颁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

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强调要发挥国有企业的

引领作用。2021年，国资委发出了“共创共建数字国

企”的倡议。然而我国制造业国有企业的转型升级

却面临诸多阻碍，一方面，数字经济下市场环境快速

变化，而制造业国有企业往往规模庞大，转型升级面

临着高昂的沉淀成本和结构刚性[1]；另一方面，数字

经济下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而国有企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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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力不足、组织管理模式落后[2]，转型升级面临着

技术壁垒和人才缺口。在此情形下，厘清制造业国

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帮助国有企业提升转

型升级能力，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围绕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现

有研究主要围绕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展开。从内部环

境来看，企业在战略、制度、技术以及管理等方面的

创新是国有煤炭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 [3]，而技

术、设计、市场和组织等管理要素之间的有效组合能

够促进装备制造企业实现高端化转型[4]，但企业内的

各类组织惯性会对国有集团子公司的转型升级造成

阻碍[5]。从外部环境来看，经济结构转型通过需求拉

动效应和环境协同效应助力制造业国有企业创新升

级[6]，而国有企业的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也会对企业

转型时的战略变化产生重要影响[7]。同时，外部环境

的不确定性容易引发行业主导逻辑的变革，造成企

业主导逻辑外部脱耦，不利于国有企业的战略转

型[8]。以上研究为厘清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

影响因素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存在以下不足：首

先，现有研究大多为案例分析，缺少实证研究成果[9]，

相关研究结论能否推广仍有待客观数据的验证；其

次，现有研究经常单独分析企业内部或外部的转型

升级影响因素，忽视了对企业内外部影响因素之间

的协同效应分析[9]；最后，现有成果中，专门针对国有

企业的研究比较有限 [10]，而国有企业在数字经济背

景下承担着转型升级的示范作用，对于其他类型企

业的发展有借鉴意义。因此，有必要通过收集客观

数据，对国有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因素对转型升级的

影响作用进行协同分析，从理论研究上对制造业国

有企业转型升级的相关结论进行验证和扩展。

基于此，本文在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利用我

国制造业国有上市企业的年报数据和各地区的统计

数据，采用组态视角，同时关注企业内部和外部影响

因素，从多重因素间的联动效应出发探索影响制造

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条件组合。本文可能理论贡

献有：①利用制造业国有上市企业的公开数据和各

地区的统计数据，对以往相关研究中的国有企业转

型升级的影响因素进行验证，有利于丰富国有企业

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②利用组态分析方

法，对影响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外部因素

进行整合，并分析多重因素间的协同作用效果，以期

从整体视角揭示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复杂机

理；③响应了吴小节等[9]的号召，考虑企业转型升级

的情境特征，补充数字环境这一重要影响因素，能够

丰富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研究。

1 模型构建

制造企业在制订转型升级战略时，会受到内外

部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 [11]，协同理论认为内部因素

和外部因素能够形成“合力”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从

外部环境来看，一方面，外部环境为企业转型升级带

来契机，如数字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会改

变市场供求关系和商业逻辑，为企业转型升级带来

机遇和挑战；另一方面，外部环境也能够为企业转型

升级提供资源支持，如良好的资本环境能够帮助企

业解决转型升级的资金问题 [12]，而成熟的技术环境

有利于企业研发和创新。从内部环境来看，企业的

转型升级需要多种资源的获取与整合，而创新能力

被认为是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 [13]。同时，企业的组

织变革、商业模式创新的实现都与企业的内部管理

能力分不开[14]。影响企业转型升级的因素是多种多

样的，但是难以将全部因素纳入研究[15]。因此，本文

借鉴KETCHEN等[16]提出的归纳法，对转型升级影响

因素的现有研究成果或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从而确

定组态条件；同时，遵循“有限多样性”和“简洁性”的

分析原则[15]，最终确定了3个外部因素(数字环境、融

资环境和技术环境)和3个内部因素(内部管理能力、

资源获取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1.1 影响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外部因素

1.1.1 数字环境 近年来，数字经济成为驱动世

界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数字环境日益成为衡

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以及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数

字环境对于制造业国有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

面：①数字环境有利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为

制造业国有企业的发展提供信息、数据等高端生产

要素，从而实现从低端制造向高端智造的转变[17]；

②数字环境有利于数字技术的聚集和发展，以数字

技术为基础的“云平台”，有利于实现产业链一体化

整合，促进创新产业集群形成 [18]，从而推动转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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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当前我国各地区的数字环境差异较大，与其他

类型企业可以追逐地域红利不同，制造业国有企业

的分布以及搬迁要考虑更多因素 [19]。因此，地区间

差异的数字环境决定了制造业国有企业能否借助数

字化的“东风”顺利实现转型升级。

1.1.2 融资环境 企业的转型升级过程离不开大

量的资金投入 [12]，且该问题基本上不能依靠企业自

筹来解决。因此，外部环境对于企业的融资支持成

了企业转型升级的一大制约要素[20]。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多次强调，要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

环境，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与其他类型的企业

相比，国有企业往往拥有相对宽松的融资环境[21]，这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制造业国有企业在转型升级时

面临的资金阻碍。但制造业国有企业的体量和规模

较大，转型升级的资金需求较大，而且随着其在价值

链上位置的提高，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将持续增大，从

而对进一步转型升级产生抑制[22]。与此同时，相对宽

松的融资环境也可能导致国有企业过度投资[23]，降低

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反而对企业的转型升级造成阻

碍。因此，地区间差异的融资环境决定了制造业国有

企业能否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来实现转型升级。

1.1.3 技术环境 制造业实现从低端到高端的转

型升级离不开技术的革新和进步，我国制造业经历

了“制造大国”时期，已经进入了“技术为王”的时

代。技术是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

能够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 [24]，实现智能

化转型。技术环境能够反映出当地的技术水平、发

展趋势以及技术政策等，良好的技术环境有利于实

现先进技术的聚集，促进区域内的企业加强技术合

作，一方面有利于企业进行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另

一方面也有利于降低企业自主创新的成本和风险，

提高自主创新的收益。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国

有企业往往掌握了行业内的领先技术，但缺乏自主

创新的动力 [25]，且害怕承担自主创新失败的后果。

良好的技术环境能够提升制造业国有企业的创新

意愿，并为其提供技术政策、先进理念以及高素质

人才等支持。因此，地区间差异的技术环境决定了

制造业国有企业能否成功借助技术创新来实现转型

升级。

1.2 影响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内部因素

1.2.1 内部管理能力 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结

构越来越扁平化和平台化，这种趋势打破了原有的

企业内部管理模式，以人力资源素质为代表的企业

管理能力逐渐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 [26]，许多企

业甚至采用兼并、合资等方式来吸收学习管理经验，

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27]。与其他类型企业相比，国有

企业的内部管理能力一直备受质疑，一方面，国有企

业管理者的选拔并非完全依据管理能力进行，还包

含了政治考量[28]；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考评

不会完全依据企业的经营情况衡量，管理者的时间

和精力也不会全部用于企业的生产性活动。尤其是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制造业国有企业庞大的组织规

模和结构必须依赖有效的内部管理才能顺利应对外

部环境的快速变化。因此，内部管理能力会对制造

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产生重要影响。

1.2.2 资源获取能力 企业转型升级是一个需要

不断获取资源、整合资源并进行优化配置的过程，企

业的资源和能力往往决定了转型升级的路径选

择[29]。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难以提升价值链位置的主

要原因就是资源匮乏和能力不足 [30]，企业具备能力

获得转型升级所需的各种资源是转型升级的关

键 [31]。近年来，为了鼓励实体经济顺应时代发展积

极开展数字化转型，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为

企业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比如加大 5G、工业互联

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示范基地

等。与其他类型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具备“准政府组

织”的性质，在资源尤其是政策资源获取上拥有天然

优势 [32]。在国家大力提倡数字化转型现实背景下，

制造业国有企业需要充分发挥在资源获取上的优

势，积极储备和利用转型升级所需的资源，以应对数

字经济带来的不确定环境。因此，资源获取能力会

对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产生重要影响。

1.2.3 自主创新能力 相比于传统生产要素，高

级生产要素对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因此

创新能力又被认为是企业转型升级的第一动力 [13]。

自我国提出创新型国家战略以来，自主创新就成了

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核心。尽管同属于创新，但模仿

创新对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远不如自主创新。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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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不仅能够优化制造流程、提升产品或服务的附

加值，更重要的是帮助企业掌握核心技术。长期以

来，国有企业在国内掌握着行业领先技术，但是在一

些关键技术领域却无法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限

制 [33]，使得企业的转型升级无法迈向更高阶段。与

其他类型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方面承担

着引领作用，这意味着其不仅需要依靠自身的自主

创新能力来实现转型升级，还需要积极带动产业链

上的其他企业进行创新，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

行业整体结构优化。因此，自主创新能力会对制造

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产生重要影响。

1.3 理论框架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转型升级是一个复

杂过程，受到企业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以往研

究方法聚焦于各变量间的净效应分析，未能考察内

外部因素之间的联动效应和协同作用[34]。本文基于

组态视角探究影响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不同

组态，分析是否存在单一因素是促进制造业国有企

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条件，以及多个内外部因素的组

合对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具体而言，

本文首先分别探索数字环境、融资环境、技术环境、

内部管理能力、资源获取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6个影

响因素中，是否存在单一因素构成制造业国有企业

转型升级的必要条件，然后对6个影响因素进行组合

分析，探究内外部多重因素如何协同影响制造业国

有企业转型升级。综上所述，本文构建的内外协同驱

动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近年来，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作为一种定性

和定量技术的混合方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传

统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关注的“净效应”不同，

QCA方法将研究案例作为结果变量和因果变量之间

配置的组合[35]，并通过运用布尔代数计算方法，评估

不同的原因如何结合来解释相关结果的产生[36]。与

传统的定性、定量分析相比，本文更适合采用模糊集定

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的理由如下。①采用 fsQCA
方法可以探索数字经济下影响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

各因素的复杂因果机制。fsQCA采取组态的思维视

角，打破了传统统计方法的可加性假设，并认为社会

某种现象的产生是复杂多元并且是非线性的，不再

孤立看待单一因素对结果产生的独立影响 [34]，并假

设多个前因要素组合对结果产生影响。本文同时探

索6个内外部因素对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影

响，适合采用 fsQCA方法进行研究。②使用 fsQCA方

法可以发现影响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成功与否的非

对称性影响因素组合。由于社会现象是复杂多变

的，很多因果关系往往不具有对称性，而传统的回归

分析很难解释这种情况。事实上，导致数字经济下

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成功与否的原因具有复杂性，

不能简单局限于对称性思维，需要以不同的“原因组

合”进行分别解释，而 fsQCA则成为解决此类问题的

图1 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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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工具[12，34]。③利用 fsQCA方法可以深入分析影响

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不同组态的案例企业。fsQCA
结合了定性和定量各自研究方法的优势，不仅能通

过使用较多的案例弥补定性分析的“普适性”缺点，

也能够深入挖掘案例的“独特性”，使得深入分析数

字经济下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的典型案例更具现实

指导意义。④fsQCA方法运用布尔代数进行计算，不

会因为遗漏变量导致结果偏差，因此没有控制变量

的需求[37]。此外，由于本文是对261家制造业国有上

市企业进行研究，样本量属于“中等样本”，既低于定

量分析的大样本要求，又超出了定性分析的合适样

本数量，但却符合 fsQCA对样本量的需求。

2.2 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8年之前在沪深A股上市的所有制造

业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企业的内部管理能力、资源

获取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和企业转型升级的数据来

源于CSMAR数据库、WIND数据库以及上海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提供的主板上市企业信息。同时为保证

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本文还按照以下标准对样本进

行筛选：①删除ST及*ST类企业；②删除主营业务利

润为负的企业；③删除数据及信息披露不详的企

业。最终得到 511个案例企业。数字经济环境数据

来源于腾讯研究院编制的《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

指数(2019)》，该报告覆盖了我国 351个城市的数字

经济发展指数；融资环境和技术环境的数据来自《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2019)》。
企业转型升级的投入与产出具有时滞性，因此

本文对转型升级的数据采取滞后一期进行处理，即

内外部影响因素均为 2018年数据，转型升级的结果

变量为 2019年数据。最后，将数据库和统计年鉴的

数据进行匹配，剔除信息不全的数据后，最终筛选出

261家制造业国有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案例。参照证

监会 2012年发布的制造业行业大类分布标准，这些

企业分属于20个行业大类，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及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的企业居多，占

比达到了 13％和 10.7％。进一步，本文以要素密集

度为标准，将261家制造业国有企业划分为技术密集

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3类。技术密集型制造

业最多，占比达到了41％。同时，案例企业在地域上

分布较广，北京和上海企业相对较多，占比分别达到

了12.3％和9.6％。案例企业地域分布和行业分布情

况如表1所示。

表1 案例企业地域分布和行业分布

区域

北京

上海

广东

江苏

山东

安徽

湖北

产业类型

技术密集型制

造业

劳动密集型制

造业

数量

32
25
23
22
21
14
11

具体行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医药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装
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纺织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区域

湖南

云南

贵州

吉林

天津

甘肃

广西

数量

6
6
5
5
5
4
4

数量

34
21
20
19
12
1
12
9
7
5
2

区域

四川

陕西

河北

河南

江西

福建

浙江

产业类型

资本密集型制

造业

数量

10
9
8
8
8
7
7

具体行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

金属制品业

区域

辽宁

宁夏

新疆

重庆

海南

黑龙江

山西

数量

4
4
4
4
2
2
1

数量

28
21
17
15
14
10
7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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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变量测量

2.3.1 转型升级 现有关于企业转型升级的测量

方法主要以产品附加值和研发投入强度进行测

度[13，48]，由于研发投入更能体现出企业转型升级的过

程，本文采用该指标作为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

的替代变量。本文参考郑季良和陈白雪 [39]的做法，

用企业的研发投入在主营业务收入中的占比来衡量

转型升级。

2.3.2 数字环境 数字经济环境用“互联网+”数
字经济指数来表示，该指标由基础分指数、智慧民生

指数、产业分指数以及双创分指数4个维度构成，最

终将这些指标进行加权平均分计算。该指标作为衡

量地区数字经济环境的代理变量得到已有研究的验

证 [40]。本文也采用“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来衡量

数字环境。

2.3.3 融资环境 贷款余额越多，说明地区企业可

以获取的贷款余额越多，金融约束越小，地区的融资

环境越好。本文参考陈健等[41]的做法，以企业所在地

区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来衡量融资环境。

2.3.4 技术环境 现有关于地区技术环境的衡量

方式主要包括专利申请数、专利授权数。由于专利

的受理量通常会受到一定限制，且从申请到授权一般

超过两年的时间，具有较强的时滞性，而专利的受理

量和申请量具有很强的关联，因此，本文参考王元地

等[42]的做法，用地区的专利申请量来衡量技术环境。

2.3.5 内部管理能力 以往关于企业管理能力衡

量的主要使用企业的管理费用，管理费用越高，说明

企业的管理能力就相对较差。但事实上，管理费用

的支出与企业规模也有正向关系，本文参考胡磊

等 [43]的做法，以管理费用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来衡

量内部管理能力。

2.3.6 资源获取能力 国有企业主要通过政府的

直接资源补充机制影响企业经营活动，而且政府补

贴对企业的资源获取具有直接效应 [44]，因此本文参

考杨洋、魏江和罗来军[45]的做法，以企业当年度实际

获得的政府补贴来衡量资源获取能力。

2.3.7 自主创新能力 现有文献关于企业的自主

创新能力的度量往往采用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人员

占比进行衡量，但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规模密切相

关，本文参考张平等[46]的做法，选择企业研发人员占

比来衡量自主创新能力。

2.4 变量校准

变量校准是将连续变量转换为 0到 1之间的模

糊集变量。具体来说，首先确定结果变量和6个前因

条件的 3个临界值(完全不隶属点、交叉隶属点和完

全隶属点)，然后运用 fsQCA3.0软件根据设置的锚点

将所有数据校准成0—1的模糊集变量。由于本文数

字环境等变量的锚点缺乏成熟的标准，因此参照过

往研究的一般处理方式[12，15]，将三个锚点分别设置为

样本描述性统计的上四分位点(75％)、中位数和下四

分位点(25％)。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内部管理能力的

衡量指标管理费用是一个反向指标，采用了反向校

准方式。各变量校准和描述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3 分析结果

3.1 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在对影响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因素进行

组态分析之前，需要检验单一因素是不是导致结果

产生的必要条件。通常，当一致性大于 0.9时，即

表2 变量校准和描述性分析

变量

数字环境

融资环境

技术环境

内部管理能力

资源获取能力

自主创新能力

转型升级

模糊值校准

完全不隶属点

1.65
31474767
10186
10.5151
11490811

5.85
1.57

交叉隶属点

5
119715488

36027
7.5864

29933118
10.99
3.30

完全隶属点

25.94
482823800
150233
4.8991

76151463
16.285
4.775

均值

11.04
249087591
74061.5249

8.3048
108972212
12.9474
3.5532

描述性分析

标准差

12.442
261279707
77138.5033
5.10655

312430749
10.31437
2.7488

最小值

0.01
5324000

738
0.81
60000
0.02
0.05

最大值

36
704836718
228608
34.06

3583637108
56.63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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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认为此因素是结果产生的必要条件。本文采用

fsQCA3.0对实现高转型升级和非高转型升级进行一

致性分析，得到各单一因素对结果变量的一致性分

析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发现，各单一因素对结果变量的必要

性检验的一致性均未超过0.9，说明并不存在某个因

素是导致企业高转型升级或非高转型升级的必要条

件，这也进一步说明，各企业并不能只依靠某一个因

素来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需要进行组合分析。

3.2 组态分析结果

本文采用 fsQCA软件分别分析导致制造业国有

企业高转型升级和非高转型升级的组态，这些不同

组态表示导致同一结果(高转型升级和非高转型升

级)的不同影响因素组合。在分析过程中，本文将原

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案例频数阈值设置为3，同
时将PRI值阈值设置为 0.75。由于缺乏相关因素确

切影响结果出现的理论证据，因此在反事实分析过

程中没有对任何因素进行方向性期盼。

运用 fsQCA分析转型升级的有效组态时，会产

生简单解、中间解和复杂解3个解。根据FISS[36]的研

究，通过对中间解和简单解的嵌套对比，将同时出现

在简单解和中间解的因素确定为核心条件，将只在

中间解出现的因素确定为边缘条件。fsQCA分析结

果如表4所示。

前因条件

数字环境

融资环境

技术环境

内部管理能力

资源获取能力

自主创新能力

一致性

原始覆盖度

唯一覆盖度

总体一致性

总体覆盖度

高转型升级组态

S1
●
●
●

●
●

0.9226
0.2678
0.0590

S2a
●

●


●

0.9456
0.2257
0.0001

S2b
●
●
●


●
0.9578
0.3569
0.0052
0.9020
0.5864

S3a





●

0.8882
0.2204
0.0036

S3b





●
0.8968
0.2732
0.0452

非高转型升级组态

F1



●


0.8607
0.3514
0.0654

F2



●



0.8980
0.2654
0.0039
0.8852
0.5466

F3
●
●

●


0.9301
0.2882
0.1902

注：表示前因变量水平非高，●表示前因变量水平较高；大圈表示核心条件，小圈表示边缘条件。

表4 制造业国有企业实现高、非高转型升级的组态

表3 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前因条件

数字环境

～数字环境

融资环境

～融资环境

技术环境

～技术环境

内部管理能力

～内部管理能力

资源获取能力

～资源获取能力

自主创新能力

～自主创新能力

高转型升级

一致性

0.535131
0.568325
0.579339
0.521914
0.576073
0.528219
0.371971
0.743107
0.556931
0.551538
0.774934
0.349335

覆盖度

0.602858
0.519078
0.599984
0.513221
0.614488
0.505451
0.373048
0.754105
0.584456
0.535669
0.777533
0.354342

非高转型升级

一致性

0.46409
0.641206
0.496173
0.60688
0.473985
0.632161
0.753382
0.363742
0.513413
0.596985
0.352145
0.774333

覆盖度

0.513692
0.575412
0.504878
0.586346
0.49676
0.594344
0.742363
0.362676
0.529374
0.569679
0.347153
0.77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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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导致制造业国有企业高转型升级的组态

由表4可以发现，高转型升级组态的中间解的总体一

致性为 0.902，总体覆盖度为 0.5864。5个组态的一

致性范围为 0.8882～0.9578，原始覆盖度范围为

0.2204～0.2732，符合 fsQCA分析的基本标准。由于

核心条件相同，S2a、S2b和 S3a、S3b分别构成了二阶

等价组态，为更好地比较各组态之间差异，本文将组

态 S1、S2和 S3分别命名为“数字环境主导下资源与

创新驱动型”“数字环境助力下自主创新驱动型”和

“企业内部自主创新驱动型”，接下来详细分析每一

种组态的具体形式和内容。

1)数字环境主导下资源与创新驱动型。组态S1
以高数字环境、高资源获取能力和高自主创新能力

为核心条件，以互补高融资环境和高技术环境为边

缘条件。该组态表明，当外部环境以数字环境为主

导时，制造业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提升内部的资源获

取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来实现转型升级。具体而

言，外部良好的数字环境能够为制造业国有企业提

供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和先进的数字技术，可有

效解决企业产品制造和销售的难题，结合企业依

靠自身能力储备的转型资源以及良好的自主创新

能力，制造业国有企业能够进一步实现产品制造

效率的优化和提升，从而实现生产智能化和高端

化的转型。该组态一方面验证了以往案例研究中

的观点，验证了数字环境[17]、资源获取能力[14]和自主

创新能力[47]能够对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产生积

极影响；另一方面进一步说明数字环境与企业内部

能力之间存在促进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协

同效应。

通过详细分析该组态下的企业案例，本文发现

通过该组态成功实现高转型升级的制造业国有企业

有 19家，其中有 16家企业来自北京、上海和广东等

省市，17家企业来自计算机、通信等技术密集型制造

业。该组态的典型案例是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车”)。作为“新四大发明”之一的中国

高铁，已经成了中国的一张名片，而中车正是这张

“大国名片”的制造者。从中车的外部环境来看，中

车的总部位于北京，数据显示 2018年北京的数字经

济规模占全国的 50％以上，是国内数字经济环境最

好的城市之一。从中车的内部环境来看，中车在整

合各方资源的基础上成立了中车研究院，并且始终

坚持自主创新，不仅国内的发明专利申请数和审批

数逐年增长，还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申

请海外专利 100多件。依托北京市提供的良好数字

经济环境，中车利用数字技术对企业原有的制造方

式进行了变革，不仅建成了世界领先的轨道交通设

备技术平台，而且在美国、欧洲收获了大额订单，在

国际舞台上展现了“大国制造”的风采。在北京良好

的数字环境主导下，中车在获取整合优质资源的基

础上坚持自主创新，成功实现了大国重器的研发、制

造和出口，是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典范，符合

本文提出的“数字环境主导下资源与创新驱动型”组

态的典型特征。

2)数字环境助力下自主创新驱动型。组态 S2a
以高自主创新能力和非高内部管理能力为核心条

件，以互补高数字环境、高技术环境和非高资源获

取能力为边缘条件。组态 S2b以高自主创新能力和

非高内部管理能力为核心条件，以互补高数字环

境、高融资环境和高技术环境为边缘条件。这两个

组态表明，当外部环境能够在数字、融资和技术方

面提供支持时，即使制造业国有企业的内部管理能

力不高，企业也可以依靠自主创新能力实现转型升

级成功。具体而言，优质的外部环境对制造业国有

企业产生了良性的共生效应，数字环境、融资环境

和技术环境为制造业国有企业提供了转型升级所

需要的资金、技术、平台等方面的支持，使得制造业

国有企业能够专心进行自主创新，突破发达国家在

技术上的封锁，从而实现高质量转型升级。该组态

一方面验证了以往研究关于自主创新能力的结

论 [47]，即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实现转型升级

的关键；另一方面也说明自主创新能力可以与优质

外部环境共同发挥作用，对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

级产生协同效应。

通过详细分析该组态下的企业案例，本文发现

通过该组态成功实现高转型升级的制造业国有企业

有27家，与“数字环境主导下资源与创新驱动型”组

态类似，有16家企业来自北京、上海和广东等省市，

但不同的是，该组态中有15家企业是来自通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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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该组态的典型案例是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柴”)。上柴

是一家典型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拥有上千名

员工，年销售额超过40亿元。从外部环境来看，上柴

的总部位于上海，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超一线城

市，上海聚集了众多优秀企业和先进技术，2018年上

海的数字经济总量约为1.6万亿元，也是国内数字经

济环境较好的城市之一。同时，上海为了加快本市

企业的产业经济转型升级，设立了专项资金，为有需

要的企业提供支持。从上柴的内部环境来看，作为

我国内燃机行业的技术领跑者，上柴十分重视自主

创新，不仅建立了业内第一家企业工程研究院，还把

每年营业收入的3％～5％投入技术研发中。上柴以

自主创新为核心，以上海良好的数字环境、融资环境

和技术环境为依托，逐步从低端发动机的生产商和

销售商转型成为中高端发动机服务商，符合本文提

出的“数字环境助力下自主创新驱动型”组态的典型

特征。

3)企业内部自主创新驱动型。组态 S3a以高自

主创新能力和非高的内部管理能力为核心条件，以

互补非高融资环境和非高技术环境为边缘条件。组

态 S3b以高自主创新能力和非高的内部管理能力为

核心条件，以互补非高融资环境和非高技术环境为

边缘条件。这两个组态表明，在外部环境不能为转

型升级提供支持且企业的内部管理能力也不高的情

况下，依靠自主创新能力是实现制造业国有企业转

型升级的唯一途径。具体而言，在缺乏外部环境支

持的情况下，制造业国有企业更应该从内部出发，充

分调动和挖掘自身的创新能力，紧紧围绕客户为中

心，实现产品制造的智能化和服务化。正所谓“打铁

还需自身硬”，只要制造业国有企业能够将自主创新

能力的效果最大化发挥出来，仍然是可以实现向价

值链更高位置的转型升级。该组态验证了自主创新

能力这一核心条件对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有重

要推动作用。

通过详细分析该组态下的企业案例，本文发现

通过该组态成功实现高转型升级的企业有26家，其

中有25家企业来自烟台、许昌和兰州等非一线城市，

14家企业来自通用设备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制造

业。该组态的典型案例是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信”)。中信是我国最大的重型装备

制造企业之一，主要从事大型机械制造和矿山机械

制造，被称为“中国工业的脊梁”。从中信的外部环

境来看，中信的总部位于河南洛阳，相比北上广深等

一线发达城市来说，洛阳并不能给予中信同等的外

部环境。2018年数字中国指数排名显示，洛阳仅位

列全国第 64位，而同年的城市GDP排行，洛阳也仅

排名全国第48位。从中信的内部环境来看，中信全

体员工都非常重视和强调自主创新。中信的董事

长任沁新曾说，超前的创新是中信能够取得今天成

就的关键。中信不仅积极调动企业内部员工的主

动性，提倡“人人创新”，还建立了国内最大的矿山

机械综合性技术开发研究机构吸引人才，目前已经

拥有了近20项核心技术，在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中

名列前茅。面对不具备优势的外部环境，中信充分

挖掘自身潜力，利用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了关键技术

突破，促进企业向高端设备的制造和研发转型，符合

本文提出的“企业内部自主创新驱动型”组态的典

型特征。

3.2.2 导致制造业国有企业非高转型升级的组

态 本文还检验了导致制造业国有企业非高转型升

级的组态，产生非高转型升级的组态有 3个。首先，

组态 F1显示，在缺乏高数字环境、高融资环境、高

技术环境和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情况下，即便有高内

部管理能力，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也不会成

功。其次，组态 F2显示，在缺乏高数字环境、高融

资环境、高资源获取能力和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情况

下，即便有高内部管理能力，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

升级也不会成功。最后，组态 F3显示，在缺乏高自

主创新能力的情况下，即便有高数字环境、高融资

环境和高内部管理能力，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

也不会成功。本文进一步发现，组态F1、F2和F3都
呈现出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即制造业国有企

业无法自主研发新技术，推动产品和服务更新，无论

外部环境和其他内部能力如何，都导致了非高的转

型升级。

3.3 稳健性检验

本文对制造业国有企业高转型升级的前因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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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从QCA方法来看，变量的校准

阈值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一方面将

案例的频数一致性由3提升至4，产生的组态并没有

明显变化(见表 5)。另一方面，将 PRI一致性由 0.75

提升至0.8，产生的组态基本一致(见表6)。从转型升

级的相关研究来看，企业技术能力(研发投入)和产品

服务能力(产品附加值)是转型升级的核心。因此，本

文将结果变量替换为产品附加值(采用企业利润率

注：表示前因变量水平非高，●表示前因变量水平较高；大圈表示核心条件，小圈表示边缘条件。

表5 提高频数的稳健性检验

前因条件

数字环境

融资环境

技术环境

内部管理能力

资源获取能力

自主创新能力

一致性

原始覆盖度

唯一覆盖度

总体一致性

总体覆盖度

高转型升级组态(频数的阈值为3)
1
●
●
●

●
●

0.9226
0.2678
0.0590

2a
●

●






●
0.9456
0.2257
0.0001

2b
●

●

●



●
0.9578
0.3569
0.0052
0.9020
0.5864

3a





●
0.8882
0.2204
0.0036

3b






●
0.8968
0.2732
0.0452

高转型升级组态(频数的阈值为4)
1
●
●
●

●
●

0.9226
0.2678
0.0590

2
●

●

●



●
0.8980
0.2654
0.0039
0.9054
0.5825

3






●
0.9301
0.2882
0.1902

表6 提高PRI一致性阈值的稳健性检验

注：表示前因变量水平非高，●表示前因变量水平较高；大圈表示核心条件，小圈表示边缘条件。

前因条件

数字环境

融资环境

技术环境

内部管理能力

资源获取能力

自主创新能力

一致性

原始覆盖度

唯一覆盖度

总体一致性

总体覆盖度

高转型升级组态(频数的阈值为3，PRI一致性为0.75)
1
●
●
●

●
●

0.9226
0.2678
0.0590

2a
●

●






●
0.9456
0.2257
0.0001

2b
●

●

●



●
0.9578
0.3569
0.0052
0.9020
0.5864

3a





●
0.8882
0.2204
0.0036

3b






●
0.8968
0.2732
0.0452

高转型升级组态(频数的阈值为3，PRI一致性为0.8)
1
●

●

●



●
0.9578
0.3569
0.2418

2






●
0.8882
0.2204
0.0039
0.9221
0.5275

3







●
0.8968
0.2732
0.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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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测量)，经过分析得到的组态基本一致(见表 7)。
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研究的结果具有普遍性。

4 结论、讨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为实现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国

有企业必须承担起“排头兵”的重任，探究影响制造

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外部因素成为理论界和实

践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协同理论，采用QCA方

法，从组态视角出发分析了制造业国有企业的内外

部影响因素和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单个外部或内部影响因素并不构成产生

高转型升级的必要条件，但自主创新能力在推动高

转型升级上发挥着较为普适的作用。其次，推动制

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3种影响因素组合为“数字

环境主导下资源与创新驱动型”“数字环境助力下自

主创新驱动型”和“企业内部自主创新驱动型”。这3
种不同的影响因素组合体现了企业面临不同外部环

境、具备不同内部能力时转型升级的多重实现方

式。最后，高转型升级的所有组态中都包含自主创

新能力，且非高转型升级所有的3个组态都包含非高

自主创新能力，反映出自主创新能力是推动制造业

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

4.2 理论贡献

首先，本文丰富了国有企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

的实证研究。一方面，从研究对象来看，现有研究大

多关注企业的转型升级问题，但针对国有企业转型

升级的研究较少[10]。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

量增长的重要引擎，在理论上厘清影响国有企业转

型升级的因素有助于全面发挥国有企业的引领作

用。另一方面，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研究在分析转

型升级的影响因素时以案例研究为主[9]，而实证研究

较少。尽管案例研究以转型成功的企业为例，获得

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其研究结论能否适用于其他

企业仍需要客观数据来进行验证。本文利用 261家
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对6个影响制造业国有

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外部影响因素(数字环境、融资环

境、技术环境、内部管理能力、资源获取能力和自主

创新能力)进行了分析，不仅丰富和补充了关于国有

企业转型升级的针对性研究，还对相关研究的结论

进行了验证，比如王艳 [47]通过纵向单案例研究发现

自主创新能力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因素。本

文在扩展该结论的外部效度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分

注：表示前因变量水平非高，●表示前因变量水平较高；大圈表示核心条件，小圈表示边缘条件。

表7 更换结果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前因条件

数字环境

融资环境

技术环境

内部管理能力

资源获取能力

自主创新能力

一致性

原始覆盖度

唯一覆盖度

总体一致性

总体覆盖度

高转型升级组态(结果变量为研发投入强度)
1
●
●
●

●
●

0.9226
0.2678
0.0590

2a
●

●






●
0.9456
0.2257
0.0001

2b
●

●

●



●
0.9578
0.3569
0.0052
0.9020
0.5864

3a





●
0.8882
0.2204
0.0036

3b






●
0.8968
0.2732
0.0452

高转型升级组态(结果变量为产品附加值)
1
●
●




●
0.80292
0.1986
0.1006

2
●

●




●

0.8559
0.1064
0.101
0.7970
0.2378

3

●

●


●

●
0.8138
0.0860
0.0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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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了自主创新能力与不同外部环境的协同作用，丰

富和补充了相关研究的结论。

其次，本文提出了国有企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

的整合研究视角。企业的转型升级是一个涉及多种

因素的复杂过程，但以往研究更多关注企业内部影

响因素或外部环境影响因素的单独作用机制[9，12]，对

不同影响因素间的组合作用分析较少[12]。基于协同

理论，本文从组态视角出发同时考虑了6种影响制造

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外部因素，发现了3条能够

促进制造业国有企业高转型升级的组态路径，揭示

了不同地区的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能力提升的

路径。本文提出的整合研究视角能够更全面审视国

有企业的转型升级过程，更贴近真实的复杂社会现

象，也可以避免落入“单一因素决定一切”的陷阱。

同时，本文响应了余菲菲和董飞 [12]关于寻找其他影

响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因素的呼吁，并在他们关注

区域和行业层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加入了企业内部影

响因素，进一步明晰了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过

程中内外部因素的协同作用机制。

最后，本文扩展了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国有企业

转型升级研究。在不同的社会时期，影响企业转型

升级的主要因素不同。吴小节等[9]通过文献梳理发

现，现有研究忽视了企业转型升级的情境特征，并呼

吁未来研究要充分考虑情境因素对企业转型升级的

影响。本文响应吴小节等[9]的号召，关注在数字经济

背景下数字环境、融资环境和技术环境对制造业国

有企业转型的影响，并且发现不同的区域外部环境

能够给企业转型升级带来差异影响。一线城市的

数字环境较好，能够主导或者协助当地制造业国有

企业进行转型升级，而在缺少外部环境支持的情况

下，企业只能依靠自身力量进行转型升级。本文以

数字经济作为当前时代和科技的重要背景，突出了

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情境因素的重要性，为制造

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研究增加了数字环境特征，

丰富了数字时代的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研究

成果。

4.3 实践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和制造业国有企业均

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对于政府管理部门而

言，首先，影响企业高转型升级的原因具有组态效

应，任何一个因素都不是导致转型升级的必要条

件。政府管理部门应该理性看待企业转型升级行

为，不能盲目认为某一环境因素是导致企业转型升

级的关键，从整体上营造有利于制造业国有企业发

展环境才是促进转型升级的关键。其次，在数字经

济时代下，大力营造地区优质的数字环境仍是提高

企业高转型升级的重要措施。良好的数字环境对于

北京、上海和广东等一线城市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

行业企业转型升级成功具有协同作用，但对于非一

线城市的企业转型升级却未起到推动作用，政府管

理部门仍须大力推进优质的数字环境建设，尤其应

该将建设资源更多转向非一线城市，以此助力更多

制造业国有企业完成转型升级。最后，仅仅依靠市

场机制和政策引导并不是保证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

升级成功的万全之策。对于非一线城市的制造业企

业而言，依靠企业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依然能实现

企业成功转型升级，政府管理部门应加大培育企业

创新能力的政策力度，通过适当给予企业研发补贴，

鼓励企业吸引与培育更多先进技术和人才，为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持续注入新的动力。

对于制造业国有企业而言，一方面，处于经济发

展水平较高的一线城市的制造业国有企业，应在外

部环境的支持下，尽快搭上数字经济的“东风”。尤

其是借助地区优质发展环境的红利，国有企业可以

集聚不同效用的社会资源，积极推动数字化平台的

建设和实施，将自身优势产品实现智能化和服务化，

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最终依

托共生的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完成转型升级。另一方

面，处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的非一线城市的制

造业国有企业，面对不具备优势的外部环境也不要

失去转型升级的信心，更要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来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具体而言，企业管理者要

大力推行企业内部智能制造变革，通过不断完善智

能基础设施建设，引进智能化设备，完成智能化工厂

改造。同时，还要积极争取政府补贴，最大程度利用

现有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转型升级。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仍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影响制造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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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因素有很多，本文采用归纳法自

下而上从已有研究中获得6种组态条件，可能忽视了

尚未被现有研究关注的其他影响因素。未来研究可

以采用演绎法自上而下确定组态条件 [16]，进一步丰

富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其次，本文使用的测量方

式均得到了大多数研究的认可和使用，但相关测量

方式仍然应该进一步提升和改进。比如，对于转型

升级的测量更侧重于企业的转型升级能力，未来研

究应该开发更合适的转型升级测量工具或指标，对

转型升级进行更深入的判断和评价。另外，针对国

有企业使用的“政府补贴”作为资源获取能力的测量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未来研究可以考虑从多个角度

对资源获取能力进行测量，从而使其适用于其他类

型企业的研究。再次，企业转型升级的投入与产出

具有时滞性，本文进行了滞后一期处理，但本质上仍

属于横截面研究，未来研究可以将时间因素纳入考

虑，研究企业内外部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如何影响

企业的转型升级。最后，本文将数字环境作为一个

整体进行考虑，未来研究可以对数字环境进行解构，

考虑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平台等不同因素对企业转

型升级的影响，更加深入地探索数字经济背景下的

企业转型升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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