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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客户结构的
影响效应及机制：交易成本视角

）

摘要：基于交易成本３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利用２００７—２０２２年中国Ａ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
对企业客户结构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会降低企业客户结构的集中程度，工具变量、ＰＳＭ法等
也都得到一致的结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交易频率、降低交易不确定性、降低资产专用性三条

路径来弱化客户集中度，其中，外界竞争环境、内部高管教育水平都存在一定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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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大数据与云计算、虚拟现实、区块链、数字通信

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各行各业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

变革与机遇［１］，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

背景下产业变革的战略举措①。“十四五”时期是中国

数字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与高科技发展“超车”窗

口期，近一年，国务院发布近７０份文件对企业、教育等
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活动进行规范引导。在国家政策的

大力扶持与数字技术应用的双重影响下，数字化转型已

成为了学术界的热点话题，自２０１６年起，数字化转型技
术与数字化转型应用等领域的文献数量急剧攀升。

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是数字化转型

实际应用的重点领域，目前已有大量文献证明数字化转

型通过提高要素配置速率、促进创新、降低成本等途径

增强企业竞争能力、提升交易话语权，表明数字化转型

存在优化客户结构的可能性，但鲜有文献直接聚焦于数

字化转型与客户结构的联系。客户作为企业极其重要的

利益相关者、处于供应链下游，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财务决

策及资本市场行为等产生重要影响：过于依赖大客户会导

致企业独立性缺失［２］、产生不良的经营决策；而大客户资

源过少则会给企业的收入与业务带来较大风险波动。

二十大报告指出，要重点关注产业链、供应链的安

全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

不能掉链子。利用数字化赋能全产业链条以提升其风

险抵御能力，对于整体经济的健康、稳健、持续运行发展

至关重要。同时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投机主义与逆



!"#$

!

!"#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总第
!&&

期#

向选择成为常态，企业只顾自身利益的单核发展模式正

被逐步淘汰。我们不禁思考：既然数字化可以在要素配

置、创新绩效等方面对企业产生重要影响，那其能否帮

助企业跨越组织边界、发展良性可靠的客户关系？又将

从哪几个方面对客户结构产生显著影响？探究以上问

题为企业缓解“大客户依赖”、提高经营稳定性、降低不

确定风险等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也将进一步探索降低

产业链风险、稳定整体经济运行的可行路径。

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有以下几点：（１）丰富了数字
化转型在供应链视角的研究；（２）从威廉姆森交易成本
视角进行定量测算，拓展了理论的研究范围，为该理论

在企业管理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参考；（３）探索数字化对
客户结构影响路径与内外部调节作用，为企业与政府决

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１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１１　数字化转型与客户结构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为适应数字经济时代而做出的

必然选择。各类文献对数字化转型定义较为广泛，普遍

认可的一种是：通过信息，计算，通信和连接技术的组合

触发其属性的重大变化来改进实体的过程［３］，其多重学

科性对企业战略、管理模式、信息技术、供应链和营销等

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１］：在企业生产效率方面，数

字化转型通过降低成本、驱动创新或加速企业间知识溢

出促进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资本市场上，数字化转

型通过创新效应等提升股票流动性［４］；创新战略层面，

数字化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增量”，并通过融资约束、

弱化代理冲突等方式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数字化对营销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供应链、数字

广告与社交媒体效应领域［１］。目前，数字化趋势下的传

统“供应商—生产商—批发商—零售商”结构被逐步颠

覆，整个供应链呈现出网络化、动态化的特点［５］，因而企

业获客触点增加、客户范围显著扩大，原有的客户结构

也将随之改变。客户集中度是描述客户结构的重要定

义，关于客户集中度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其对企业经

营绩效与资本市场的影响，在这之中存在许多竞争的观

点：有研究认为客户集中度增加将会增加供应商的风险

导致更高的股权成本［６］，但也有研究认为客户集中度显

著提高了中小企业绩效［２］、客户群集中的供应商可以提

高效率［７］等。简而言之，多数文献关注客户集中度对企

业经营的作用，但鲜有文献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个重

要过程对客户集中度的影响。

通过梳理现有的研究文献，企业之所以过度依赖大

客户，根源在于其核心竞争力较薄弱，难以获得足够的

客户资源，资源的缺失使企业对客户的权力有限、不得

不选择依赖部分销售占比较高的老客户［８］。而数字化

转型主要通过创新驱动、要素配置及成本优化几条路径

提高企业的竞争与发展能力进而对客户集中度产生影

响：创新效应方面，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引导企业突破式

创新，促进绩效提升［３，９，１０］，使企业赢得可持续竞争优

势［１１］、议价能力提升，而由于权力与资源依赖直接相关，

最终降低对于销售额占比较大的大客户的依赖；从要素

配置角度，借助数字化转型，企业提升外部资源获取能

力，并将外部资源与内部生产运营要素组合［１２］，借此实

现各类要素的有效配置，提升了企业对于市场变化的适

应能力，有助于拓宽客户范围，现有大客户对组织的影

响程度将会降低。

优化成本视角，主要分为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两部

分，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替代了一部分低端劳动力，且该

过程中对低端劳动力产生的替代效应小于对有形资产

的挤占效应，因此能够降低生产成本［１３］、激发对于技术、

专利、数据资源等无形资产的投入，生产要素创新组合

实现降本增效，生产效率将会进一步提升［１４］；交易成本

方面，企业的数字化建设加速了信息流与资金流的全面

整合与深度融合［１５］，将会减少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机会

主义行为［１６］，进而降低企业监督成本。同时利用物联网

和大数据，企业可以快速建立起客户的消费信息数据

库，并且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对客户进行实时追踪、帮助

高管及时掌握充分的市场信息，提高其决策科学性和准

确性［１７］，降低交易管理成本。此外，数字化信息沟通使

交易双方全面地了解价格、质量等关键信息，避免商业

过程中因沟通不畅和需求模糊造成的问题［１８］，显著降低

额外成本。企业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的降低推动企业

形成自身成本优势，帮助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１８］，进而

拓展市场边界、扩大客户资源，降低对于大客户的过多

依赖［８］。综合以上几方面因素，提出假设：

Ｈ１：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客户集中度存在负相关关系。
１２　基于交易成本三个维度的中介作用

科斯在１９３７年的著作中强调“交易成本的存在导
致企业的出现”，首次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１９］，他总

结交易成本是为准确获得市场信息而需要的费用，还包

括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威廉姆森在科斯的基础上

对交易成本的发展与成因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交

易成本理论的核心是“管理者为追求节省交易成本而进

行的改革”，同时他提出了三个关键因素来衡量交易成

本的高低，分别为交易频率、资产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

性［２０］，也被称为评估交易成本的三个基本维度。本文即

从这三个维度出发，探索数字化转型对客户结构产生影

响的路径。

交易的不确定性是指“围绕交易的意外变化”［２１］，

交易成本理论一般考虑两种不确定性：由于潜在政治或

经济变化引起的环境不确定性，受到客观环境影响较

大，一般难以衡量；第二种是行为的不确定性，当交易缺

乏有效沟通，就可能引起某方信息缺失产生不确定性和

风险。由于环境不确定性难以控制，一般从交易的行为

不确定性入手进行分析：利用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物联网

和大数据，企业可以快速建立起客户的消费信息数据

库，并且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对客户进行实时追踪、帮助

高管及时掌握充分的市场信息、提高其决策科学性和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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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性、降低交易管理成本，另一方面信息的不确定性降

低会提高交易的透明程度［２２］、降低交易风险，吸引更多

的潜在用户。归纳为“数据实时追踪统计———交易不确

定性降低———交易风险与管理成本降低———吸引潜在

客户”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设：

Ｈ２：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降低交易中的行为不确定
性来降低客户集中度。

交易频率主要指阶段内交易的次数。企业采用先

进信息技术对交易流程及材料进行管理，实现物、人等

资源的高效运转，通过改善交易环境的便利性从而提高

交易频率。帮助克服地域文化、语言障碍、国别差异等

现实问题，进而降低了企业之间的沟通、协作成本［２３］，此

外还可以通过享有的规模经济效应，使生产成本进一步

降低。通过信息系统进行的客户匹配与商务谈判简化

了业务流程［１６］，成本优势与交易便捷性都有利于客户的

获取，客户集中度将会降低。上述过程归纳为“数字技

术便利交易环境———交易频率提高、固定交易成本降

低———获取更多客户”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设：

Ｈ３：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交易频率来降低客户
集中度。

资产专用性是威廉姆森假说中最重要的一点，被定

义为“为支持特定交易而进行的持久投资”，当资产改变

用途后产生的价值大幅度降低，说明其专用性更强。高

专用性的资产增加了事后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交易一

方很可能利用这种依赖性进行“敲竹杠”或“要挟”的行

为，这种行为导致双方通过市场完成交易所耗费的资源

往往高于在一体化内部完成同样交易所耗费的资源［２４］，

从而提高了交易成本。据威廉姆森的研究，资产专用性

可以主要分成实物资产专用性等共六大类，其中实物资

产专用性具有独特性和难以替代性的特征，最符合专用

性的定义［２５］，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实物资产专用性。受到

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企业能更加灵活地管理和利用实物

资产，实现设备的多功能化或共享化进而提高其利用

率、降低了其专用程度，交易主体可以随意终止交易并

寻找替代伙伴［２６］，有助于企业开拓新市场、扩大客户范

围，客户集中度将会降低。该路径可以总结为“数字化

促进实物资产多功能化———企业资产专用性降低———

有助于开拓新市场———客户范围扩大———客户集中度

降低”，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设：

Ｈ４：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降低资产专用性来降低客
户集中度。

１３　竞争环境、高管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
外部竞争视角出发，企业的行为与竞争环境紧密联

系。当区域内竞争程度较强时，下游的买方议价能力更

强、外部选择众多，为降低经营风险，企业需要与买方建

立牢固关系，对于主要大客户依赖程度将会提高［２７］，同

时过度的竞争将会一定程度上阻碍企业的技术革新与

数字化转型［２８］，导致企业产生抱团行为；相反，在外部竞

争较弱时，下游买方市场的转换成本较高，企业拥有更

高的议价权、市场地位更高，有余力通过创新研发与数

字革新等活动［２９］来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能力与竞争力，更

有利于进行客户资源的整合与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

假设：

Ｈ５：区域竞争程度将削弱数字化转型对客户集中度
的抑制程度。

转向企业内部管理视角，教育水平更高的高管人员

在适应环境变化并尝试新活动、新技术方面更具优

势［３０］，这种优势会影响高管进行决策行为时获取和分析

信息的能力，从而增强其在进行内部管理的决策有效

性，提高内部管理质量，为企业开展各项转型活动奠定

坚实基础，有利于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顺利开展与客户资

源的优化［３１］。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设：

Ｈ６：高管教育水平将增强数字化转型对客户集中度
的抑制程度。

２　计量模型与变量设定
２１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２００７—２０２２年间Ａ股上市公司数据为
样本，为保证研究的准确性，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１）
排除金融类企业数据；（２）删除ＳＴ企业和在研究期间退
市的企业；（３）剔除控制变量样本缺失，将数据进行标准
化处理；（４）对所有微观数据进行１％和９９％的缩尾处
理。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ＣＳ
ＭＡＲ）。
２２　变量度量
２２１　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数字化转型（Ｄｉｇ）。借鉴文
献［４］，根据国泰安 ＣＳＭＡＲ数据库所公开的数字化转型
程度数据，将关于数字化关键词的五个维度进行加总得

到总词频，最后对总词频＋１进行对数化处理［３２］以衡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２２２　被解释变量
客户集中度（Ｃｕｓ），参考武晨［３３］研究，以前五大客

户营业收入之和占营业收入的比重（ＧＣ１）检验，并以客
户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ＨＨＩ）作为替代变量
进行稳健性检验。

２２３　中介变量
行为不确定性（ＡＱ）采用会计信息质量指标，其中１

＝优秀、２＝良好、３＝合格、４＝不合格，数值越低表明信
息透明度越高。

交易频率（ＴＦ）通过总资产周转率指标表示，总资产
周转率是衡量企业整体资产营运效率的重要指标［３４］，资

产的周转次数的增加与天数的减少，反映了其营运能力

增强、交易频率也就更高。

实物资产专用性（Ｃａｐ）借鉴［２５］采用两个指标进行

测量，首先采用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进行衡量，该

比重越高，说明企业实物资产专用性越强；另采用固定

资产净值、在建工程、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之和占企

业总资产的比重作为衡量实物资产专用性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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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４　调节变量
区域竞争度（Ｅｎｖ）作为外部调节变量，参考李健等

人研究［２８］，选择公司所在省份的公司数量衡量地区竞争

程度，所在地区公司数量越多竞争越激烈；高管教育水

平（Ｅｄｕ）作为企业内部调节变量，选择上市企业披露的
平均高管教育水平进行描述，数值越高表述高管整体受

教育水平更高。

２２５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控制变量选取情况如下：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采用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上市时间
（Ａｇｅ）采用公司上市年数加 １对数值表示；企业性质
（ＳＯＥ）国有为１，否则为０；财务杠杆（Ｌｅｖ），资产负债率
表示；盈利能力（ＲＯＡ）采用净利润与总资产比值；成长
性（Ｇｒｏｗｔｈ）以营业收入增长率表示；管理费用率（Ｍｆｅｅ）
以管理费用／营业收入表示；两职合一（Ｄｕａｌ）董事长与
总经理为同一人为１，否则为０；独立董事比例（Ｉｎｄｅｅｐ）
采用独立董事与董事人数比值表示；董事会规模

（Ｂｏａｒ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Ｓｈｒｃｒ１）；股权制衡度
（Ｂａｌａｎｃｅ）以第二至第五位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
股东持股比例比值表示。

同时本文还控制了年份效应（Ｙｅａｒ）、行业效应
（Ｉｎｄ），采用多维固定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２３　实证模型构建

Ｃｕｓｉｔ＝α０＋α１Ｄｉｇｉｔ＋α２Ｘｉｔ＋Ｙｅａ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εｉｔ
（１）

（１）是对于直接作用效应的检验，其中 Ｃｕｓｉｔ为第 ｔ
年ｉ公司的客户集中度情况；Ｄｉｇｉｔ为第ｔ年ｉ公司的数字
化转型情况；Ｉｎｄｕｓｔｒｙ和 Ｙｅａｒ为行业及年度虚拟变量；ε
为随机误差项。

ＭＥＤｉｔ＝β０ ＋β１Ｄｉｇｉｔ＋β２Ｘｉｔ＋Ｙｅａ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εｉｔ （２）
Ｃｕｓｉｔ＝λ０ ＋λ１Ｄｉｇｉｔ＋λ２ＭＥＤｉｔ＋λ３Ｘｉｔ＋Ｙｅａ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εｉｔ （３）
参考部分研究［２７］采用因果逐步回归法构建模型，

（２）（３）式是对于中介效应的检验机制，ＭＥＤ为中介变
量。α１为数字化转型对客户集中度的总效应，λ１为数
字化转型对客户集中度的直接效应，λ２Ｘβ１为数字化通
过中介变量ＭＥＤ传导的中介效应。
３　实证分析
３１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表１变量描述性统计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经过相关性分析与ＶＩＦ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均
较小，ＶＩＦ均值为１４９，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问题。
３２　基准分析

表２回归模型基准分析列（１）呈现了为未控制特征
变量的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Ｄｉｇ）的回
归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在表１列（３）中，加入
相关控制变量后，Ｄｉｇ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这一

结果初步支持了Ｈ１。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ｔｄ．ｄｅｖ． Ｍｉｎ Ｍａｘ
Ｃｕｓ ２０５８６ ３２６２８９３ ２２１９７２ １４７ ９６８１
Ｄｉｇ ２０５８６ １３７３８５ １４３５１９７ ０ ５１５９０５５
Ｓｉｚｅ ２０５８６ ２０７３８０２ １７２３１１４１５１０４０６ ２４９５７５８
Ａｇｅ ２０５８６ ２６２３５６３ ０５２１３７ １０９８６１２ ３４３３９８７
ＳＯＥ ２０５８６ ０２５１７２５ ０４３４０１４ ０ １
Ｌｅｖ ２０５８６ ０３９８０３２ ０２０８３０２ ００４６６４４ ０９３４０９９
ＲＯＡ ２０５８６ ００３６７２７ ００７２７０６－０３４８４９ ０２０６９２３
Ｇｒｏｗｔｈ ２０５８６ ０３６８９０４ ０９６００３ －０７０３９３ ６８９２９０１
Ｍｆｅｅ ２０５８６ ００９４２０８ ００７４０６７ ０００８９１９ ０４５１５２１
Ｄｕａｌ ２０５８６ ０３２７８９３ ０４６９４５７ ０ １
Ｉｎｄｅｅｐ ２０５８６ ３７６４１８７ ５３４９６２９３３３３ ５７１４
Ｂｏａｒｄ ２０５８６ ８３４９６０７ １５２５６０３ ５ １３
Ｓｈｒｃｒ１ ２０５８６ ３２６９３４３ １４１３２７１ ８５４ ７０７６
Ｂａｌａｎｃｅ ２０５８６ ０８０６０１７ ０６２４１６６ ００３４２ ２８６９

表２　回归模型基准分析
（１） （２） （３）

Ｄｉｇ
－００７０６ －００６２４

（－８６５） （－７７６）

Ｓｉｚｅ
－０１３４ －０１２８

（－１６６７） （－１５８８）

Ａｇｅ
－０１４０ －０１４１

（－１６１１） （－１６２４）

ＳＯＥ
００５２１ ００４９０

（－６７６） （－６３５）

Ｌｅｖ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２２１

（－２６６） （－２６５）

ＲＯＡ
－００５２６ －００５３０

（－６９１） （－６９８）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５５１ ００５７８

（－８１１ （－８５）

Ｍｆｅｅ
００２４８ ００２７５

（－３０９） （－３４２）

Ｄｕａｌ
－００２５６ －００２３０

（－３７７） （－３４０）

Ｉｎｄｅｅｐ
－０００３６５ －０００１１５

（－０４７） （－０１５）

Ｂｏａｒｄ
－００４０１ －００３８８

（－４８７） （－４７２）

Ｓｈｒｃｒ１
００００２１５ －００００８８７

（－００２） （－００９）

Ｂａｌａｎｃｅ
０００４７５ ０００５４４

（－０５） （－０５８）

常数项

－０５２２ －０３６２ －０４２３

（－２６５） （－１８７） （－２１９）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０５８６　 ２０５８６　 ２０５８６　

Ｒ２ ０１１４７ ０１５７２ ０１５９６

　　注：括号内为依据稳健标准误计算的 ｔ值；， ，表示在
１０％、５％和１％水平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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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内生性问题与稳健性检验
４１　内生性问题
４１１　固定效应模型

为避免可能出现的个体差异，进一步对个体效应进

行控制，结果依然显著，佐证原假设。

４１２　ＰＳＭ法
考虑到样本可能存在自选择的干扰，借鉴曾亚婷等

人研究［３１］并采用了类似方法，按照年报中是否出现数字

化转型词汇定义企业是否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二值变量，

选取公司层面的一系列控制变量作为特征变量对实施

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与未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进行１∶１
最近邻匹配。在进行ＰＳＭ回归估计前，所有协变量均通
过平衡性检验，且经过 ＰＳＭ的五种方法估计，数字化转
型企业平均处理效应（ＡＴＴ）在１％水平上显著且系数均
为“－”，与前文基准结果基本一致。

表３　工具变量法结果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ｆｉｒｓｔ：ｙ＝Ｄｉｇ ｓｅｃｏｎｄ：ｙ＝Ｃｕｓ

（１） （２）

Ｄｉｇ
－００９６６

（００２１６）

ｍｅａｎ＿ｖａｒ１
０２０３５

（０００３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１１８７ －０４５６５

（００８５０） （０１９３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０５８６　 ２０５８６　

Ｒ２ ０８２３ ０１５８９

第一阶段统计量 ２４７８３７

４１３　工具变量法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以避免双向因果问

题。采用按年度 －地区 －行业划分的数字化水平均值
（ｍｅａｎ＿ｖａｒ１）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结果发现
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４２　稳健性检验
４２１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客户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ＨＨＩ）作为被
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到 Ｄｉｇ的系数
仍显著为负，核心结论稳健。

表４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替换核心被解释变量

（１）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处理

（２）

Ｄｉｇ
－００５８５８ －００６０７６３４

（－７４２） （－６９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０５８６　 １６９５４　

Ｒ２ ０１８９６ ０１５９１

４２２　变量滞后处理
因为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因此对解释变

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得到Ｄｉｇ的系数仍显著为负，表明
核心结论稳健。

５　机制检验
在Ｈ１的基础上，为探索数字化转型程度影响企业客

户集中度的内在机制，对Ｈ２、Ｈ３和Ｈ４进行进一步检验。
５１　交易不确定性的中介机制检验

表５列（１）、列（２）结果显示企业进行数字化降低了
交易不确定性，交易风险与管理成本下降，客户数量增

加、集中度下降，这支持了Ｈ２。
５２　交易频率的中介机制检验

表５列（３）、列（４）结果显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便
利了交易环境使得交易频率提高、固定交易成本降低，

有利于获取更多客户，集中度下降，这支持了Ｈ３。
表５　中介机制检验

变量

ＡＱ Ｃｕｓ ＴＦ Ｃｕｓ Ｃａｐ１ Ｃｕｓ Ｃａｐ２ Ｃｕ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Ｄｉｇ
－００７６７ －００５８１ ００４９６２ －００６０５ －０２３９６ －００７３７ －０２２６９ －００８１１

（－９８５） （－７２２） （７２６） （－７５２） （－３３７２） （－８９４） （－３５１５） （－９７６）

ＡＱ
００５５８

（－７７７）

ＴＦ
－０３７４３

（－４５６）

Ｃａｐ１
－００４７５

（－６０３）

Ｃａｐ２
－００７３２

（－９７６）

常数项
０６３０２６６ －０４５８ ０２１３８ －０４１４８ ０６７３５ ０３９０８ ０４０２３ －０３７９２

（３３７） （－２３８） （１３０） （－２１５） （３９５） （－２０３） （２５７） （－１９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０５８６　 ２０５８６　 ２０５８６　 ２０５８６　 ２０５８６　 ２０５８６　 ２０３４０　 ２０３４０　
Ｒ２ ０２０８４ ０１６２１ ０３９２ ０１６０５ ０３４３ ０１６１１ ０３５９６ ０１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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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资产专用性的中介机制检验
结果显示数字化实现了实物资产多功能化并减少

了专用资产的投入，降低了企业资产专用性，客户集中

度下降，这支持了Ｈ４。
６　异质性分析
６１　考虑企业外部经济发展水平

考虑企业外部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结果显示，企

业在经济发展迅速的环境中，效应更加显著，这可能是

因为良好经济环境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与技

术资源支持，企业可以更容易地获取支持、拓展市场以

获得更多客户。

６２　考虑企业经营时间
考虑企业经营时间，结果显示，经营时间长的企业

降低该集中度的程度更明显，原因可能在于成立时间久

的企业往往能依靠其技术积累、管理模式以及资金优势

获取更多市场份额、并更多关注未来发展，有利于其开

展数字化转型。

６３　考虑企业规模
本文将企业按规模分为较低与较高两组，实证结果

可知，大型企业该影响更为明显。

表６　异质性分析

外部经济发展水平（人均ＧＤＰ） 经营时间（Ａｇｅ） 企业规模（Ｓｉｚｅ）
变量 低 高 短 长 小 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ｉｇ
－００５７０ －００６３４ －００４３７ －００６６６ －００３１２ －００８３３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１１５）

常数项

－０５８６０ －０５９２６ －０３４２１ －０５６９３ －０２２４４ －０６１１４

（０１９６７） （０９３２１） （０１０８１） （０１９７５） （０１０６４） （０２００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０２７９　 １０３０７　 １００４６　 １０５４０　 １００４６　 １０５４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２０６３ ０１２２６ ００７２１ ０２２８９ ０１０２０ ０２１３９

７　调节效应
７１　区域竞争程度的调节作用

表７显示，随着外部竞争程度增加，数字化转型对
大客户依赖的作用逐渐减弱，与预期作用机理一致，支

持了Ｈ５。
７２　高管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

结果表明随着高管的教育水平提升，数字化转型对

大客户依赖的抑制作用逐渐增强，高管的教育水平发挥

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与预期作用机理一致，支持了Ｈ６。
表７　调节效应

区域竞争程度（Ｅｎｖ） 高管平均教育水平（Ｅｄｕ）
无交互项 有交互项 无交互项 有交互项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ｇ
－００６４４ －００８５３ －００６４０ －００５９３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０８２） （０００８３）

Ｅｎｖ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Ｄｉｇ×Ｅｎｖ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Ｅｄｕ
００４２７ ００３２２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１７０）

Ｄｉｇ×Ｅｄｕ
－００５３０

（００１６９）

常数项

－０４１５６ －０４３０９ －０５２９６ －０４８１２

（０１９６５） （０１９６６） （０２０２２） （０２０２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０４１０　 ２０４１０　 ２００７８　 ２００７８　

ａｄｊＲ２ ０１５８１ ０１５８２ ０１５４３ ０１５４３

８　结论与启示
文章基于２００７—２０２２年的Ａ股上市企业数据进行

分析，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于客户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

（１）数字化转型将会显著降低企业对主要客户的依赖，
与已有研究［８，２７］结论一致。（２）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降
低交易不确定性使得交易风险与成本降低、提高交易频

率，降低固定交易成本从而获取更多客户；此外还存在

通过实现实物资产多功能化降低企业资产专用性的路

径，有助于企业开拓新市场、扩大客户范围；（３）区域竞
争过于激烈会促使企业产生抱团现象，对该影响产生抑

制作用；而高管的教育背景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内部管理

有效性，促进该作用，在部分文章［３０］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４）此影响在成立年限较长的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和
外部经济发展良好的企业样本中更加显著，可能是这几

类企业样本具备良好的内部治理结构与外部发展空间，

新技术实施效果尤其明显，与现有研究［１６，２７］结果一致。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分别从企业调整与政策支

持两个角度提出启示。企业调整视角：（１）关注客户风
险。企业要时刻关注并及时调整自身客户结构，既要抢

占市场资源获得稳定的客户关系，又要不断扩大市场影

响力。（２）提升链条灵活性。企业应当充分把握数字经
济发展所带来的机遇，积极布局数字化战略，从而促进

自身客户资源结构优化。（３）供应链信息共享。完善大
数据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搭建，及时获取、分析数据、展示

关键节点确保信息透明。（４）优化资产管理。对资产进
行全链条动态智能化管理，将资产实物管理与数据价值

管理有机融合，实现业财链路资源配置能力的全面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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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５）内部管理者聘任。在聘任高管团队成员时有意
识地提高高管团队的受教育程度，有利于公司在各项创

新领域的实践与发展。

政府调节视角：（１）优化营商环境。政府需要遵循
差异化的原则，针对不同外部环境与性质的企业要制定

适合的扶持措施，做到因企施策、因行施策。（２）企业差
异化管理。不同性质和规模的企业存在客户资源的获

取不平衡现象，政府应出台数字化转型的专项帮扶与定

向指导政策实现企业的融通发展。（３）提升监管水平。
提升政府数字化监管与治理水平是关键任务。只有加

强立法规范与人才培养合作，才能构建起与数字经济发

展相适应的数字化监管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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