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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建设与企业市场势力

姚　 博∗

　 　 摘要: 本文基于加成率视角ꎬ考察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ꎮ 结果

表明:信息化建设促进企业市场势力提升ꎬ这主要源于信息化建设的创新效应大于

竞争效应ꎬ最终导致企业加成率提高ꎮ 就创新效应而言ꎬ信息化建设优化企业要素

资源配置ꎬ产生信息技术溢出影响ꎬ提升企业产品质量、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ꎬ增强

企业市场势力和竞争力ꎮ 异质性分析表明ꎬ对于高竞争程度行业、低融资约束程度

行业以及高信息化程度企业、大规模企业来说ꎬ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市场势力的促进

作用更为明显ꎮ 本研究对于促进信息化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ꎮ
关键词: 信息化建设ꎻ市场势力ꎻ创新效应ꎻ竞争效应

中图分类号: Ｆ６２３

一、前言与文献综述

当前ꎬ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十分活跃ꎬ在技术融合影响

下不断催生出新产品、新应用和新模式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ꎬ加快发展数字经济ꎬ促
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ꎮ 在此背景下ꎬ如何加快信息化建设ꎬ借助信息技术促进国

内企业市场竞争力提升、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ꎮ 因此ꎬ有必要

深入考察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ꎮ 实际上ꎬ对这一问题的考察ꎬ可以加深对信息

化建设成效的认识ꎬ也为实现企业竞争力提升提供参考ꎮ
现有关于信息化的研究主要聚焦信息化对创新、出口、分工、企业管理等方面的影响ꎬ鲜

有文献探讨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ꎬ那么在信息化建设影响下ꎬ国内企业市场势

力是否有所改变? 内部机制是什么? 企业异质性会发挥何种作用? 厘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利

于提升企业市场势力和竞争力ꎬ而且能为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可能的微

观解释ꎮ
与本文直接相关的研究对信息化建设的积极经济影响进行了探讨ꎮ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等

(２０２１)采用美国数据研究认为软件投入对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ꎮ Ｌｉｕ 等(２０２０)研究表明

以机器人衡量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了企业创新ꎮ 张龙鹏和周立群(２０１６)认为信息技术会

渗透到不同价值链环节ꎬ例如ꎬ信息化与产品设计、营销的融合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产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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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ꎬ信息化与制造环节的融合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流程创新倾向ꎮ 李磊等(２０２２)采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ꎬ信息化建设能够改善企业专利质量ꎬ提升企业发明专

利效率ꎮ 沈国兵和袁征宇(２０２０)基于制造业数据研究发现ꎬ企业互联网化转型对中国企业

创新及出口活动都有显著促进作用ꎬ并且通过企业创新选择行为间接地促进企业出口ꎮ 施

炳展和李建桐(２０２０)研究认为ꎬ企业互联网转型主要降低搜寻成本而非合约成本ꎬ从而有助

于促进工业企业分工水平的提升ꎮ 陈邑早和岳新茹(２０２３)认为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资源

配置效率ꎮ 肖静华等(２０２１)以美的集团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跨越式战略变革案例为研究对象ꎬ
认为信息技术加速了企业学习效应ꎬ有利于企业实现从粗放式管理到数字化管理的跃迁ꎮ

当然ꎬ也有部分研究认为信息化给企业行为带来的影响不单是正面的ꎬ在不同指标测度

方法和模型设定情况下ꎬ该影响也可能是非线性或负面的ꎬ这一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企业创

新方面ꎮ 韩先锋等(２０１４)发现信息化与创新效率之间呈倒 Ｕ 型关系ꎬ即随着信息化水平的

提高ꎬ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会产生“先提高后降低” 的影响趋势ꎮ Ｋａｒｈａｄｅ 和 Ｄｏｎｇ
(２０２０)分析认为信息技术对企业创新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挤出作用ꎮ

综合上述文献可以看出ꎬ目前研究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发展的文献ꎬ无论是对企业行为产

生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ꎬ均是以创新、出口、分工、企业管理为考察对象ꎬ而忽略了对企业

市场势力的考察ꎮ 成本加成率是衡量企业市场势力和竞争力的一个有效指标ꎬ也是经济学

领域非常重要的研究问题ꎮ 因此ꎬ本文基于成本加成率角度ꎬ探讨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市场势

力的影响ꎮ 首先ꎬ本文构建理论模型ꎬ探讨信息化建设如何通过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提升产

品质量和降低企业进入成本等渠道ꎬ对企业市场势力产生影响ꎮ 其次ꎬ使用相关企业数据检

验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市场势力的正向促进效果ꎬ并验证创新效应和竞争效应的微观作用机

制ꎮ 最后ꎬ考察信息化建设对不同类型行业和企业的市场势力产生的差异性影响ꎮ
与已有文献相比ꎬ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从文献上丰富了关于信息化建设对微

观企业影响的探讨ꎬ既有文献主要考察信息化对企业创新、出口、分工、企业管理等产生的影

响ꎬ但鲜有文献从成本加成率和竞争力角度考察信息化建设对微观企业的影响ꎬ因此ꎬ本文

从理论和实证方面探讨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及机制ꎬ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ꎮ
二是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框架ꎬ将信息化建设引起产品质量提升(创新效应)和市场进入

成本降低(竞争效应)纳入理论机制之中ꎬ从一般均衡角度全面分析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市场

势力的影响ꎮ 三是在实证方面采用更为多元化的识别策略ꎬ并进行稳健性检验ꎬ以增强估计

结果的可信度ꎮ 本文对创新效应和竞争效应进行较为严谨的验证ꎬ并从多个角度评估信息

化建设对企业市场势力的异质性影响ꎬ有助于深化现有文献对信息化建设产生经济影响的

理解ꎮ

二、理论模型分析

本文借鉴 Ａｎｔｏｎｉａｄｅｓ(２０１５)的理论模型ꎬ将信息化作为企业固定投入的一部分ꎬ考察信

息化建设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ꎬ该影响表现为两个渠道:一是创新效应ꎬ即信息化发展通过

优化生产要素配置ꎬ产生信息技术溢出影响ꎬ提升企业产品质量、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ꎻ二是

竞争效应ꎬ即信息化发展导致市场进入成本降低ꎬ促进更多企业进入ꎬ加剧市场竞争ꎮ
假定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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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 ＝ ｙ０ ＋ α∫
ｇ∈Ω

ｙｇｄｇ ＋ β∫
ｇ∈Ω

ｑｇｙｇｄｇ － １
２
γ∫

ｇ∈Ω
ｙ２
ｇｄｇ － １

２
η (∫

ｇ∈Ω
ｙｇｄｇ)

２
(１)

(１)式中:ｙ０ 和 ｙｇ 分别表示消费者对同质化和差异化产品 ｇ 的消费量ꎬｑｇ 为产品质量ꎬ参数

α 表示消费者从差异化产品 ｇ 的消费中获得的效用大小ꎬ参数 β 表示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

偏好程度ꎬγ 和 η 分别表示产品差异程度和替代弹性ꎬΩ 表示产品集合ꎮ 产品反需求函数表

示如下:

ｐｇ ＝ α ＋ βｑｇ － γｙｇ － ηＹꎬＹ ＝ ∫
ｇ∈Ω

ｙｇｄｇ (２)

(２)式中:ｐｇ 为产品价格ꎬＹ 为总产出ꎮ 对(２)式重新整理ꎬ得到企业的总需求为:

ｘｇ ＝
Ｌ
γ
(α＋β ｑｇ－ηＹ－ｐｇ)ꎬＹ＝ Ｎ

ηＮ＋γ
(α＋γβｑ－γｐ) (３)

(３)式中:平均价格 ｐ ＝ １
Ｎ ∫Ωｐｇｄｇ ꎬ平均产品质量 ｑ ＝ １

Ｎ ∫Ωｑｇｄｇ ꎬＬ 表示消费者总数ꎬＮ 表示产

品种类数ꎬ可得产品价格最大值为:

ｐｍａｘ ＝
αγ

ηＮ ＋ γ
＋ β(ｑｇ － ηＮ

ηＮ ＋ γ
γｑ) ＋ ηＮ

ηＮ ＋ γ
γｐ (４)

在生产部门中ꎬ企业进入行业需要支付的固定准入成本为 ｆｅꎬ成本 ｃ 取值区间为[０ꎬ
ｃｍ]ꎬｃｍ 为成本 ｃ 的上界ꎮ 根据企业产品质量 ｑꎬ企业选择对应的投入成本为 δｑ２ꎬ其中ꎬδ 表

示企业的信息化水平ꎮ 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π＝ １
１＋τ

æ

è
ç

ö

ø
÷ ｐｘ－ｃｘ－δｑ２ (５)

(５)式中:参数 τ 为信息化改造的成本费用ꎮ 那么可得企业的价格 ｐ、产量 ｘ、加成率 μ、利润

πꎬ分别表示如下:

ｐ(ｃꎬｑ)＝ １
２
[α－ηＹ＋(１＋τ)ｃ]＋ １

２
βｑ　 　 　 (６)

ｘ(ｃꎬｑ)＝ Ｌ
２γ

[α－ηＹ－(１＋τ)ｃ＋βｑ] (７)

μ(ｃꎬｑ)＝ １
２
[α－ηＹ－(１＋τ)ｃ]＋ １

２
βｑ (８)

π(ｃꎬｑ)＝ １
１＋τ

æ

è
ç

ö

ø
÷
Ｌ
４γ

[(α－ηＹ－(１＋τ)ｃ]＋βｑ{ } ２－δｑ２ (９)

根据利润最大化公式ꎬ计算 ｑ 最优值为:

ｑ＝ ｓ[α－ηＹ－(１＋τ)]ꎬｓ＝ β
４γδ / Ｌ－β２ (１０)

显然ꎬ∂ｑ(ｃ)
∂δ

>０ꎬ即随着信息化建设水平提升ꎬ企业的产品质量提高ꎮ 企业市场临界成本

点为 ｃＤ ＝α－ηＹꎬ那么成本高于 ｃＤ 的企业会退出市场ꎬ结合(１０)式ꎬ可得企业产品质量的另一

种表达式为:
ｑ＝ ｓ[ｃＤ－(１＋τ)ｃ] (１１)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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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立(４)式和(１１)式ꎬ可得 ｐｍａｘ ＝α－ηＹ＋βｑ＝ ｃＤꎬ然后ꎬ对企业的价格 ｐ、产量 ｘ、加成率 μ、
利润 π 重新表述如下:

ｐ(ｃ)＝ １
２
[ｃＤ＋(１＋τ)ｃ]＋

１
２
βｓ[ｃＤ－(１＋τ)ｃ] (１２)

ｘ(ｃ)＝ (１＋βｓ)
２γ

[ｃＤ－(１＋τ)ｃ] (１３)

μ(ｃ)＝ (１＋βｓ)
２

[ｃＤ－(１＋τ)ｃ] (１４)

π(ｃ)＝ １
１＋τ

æ

è
ç

ö

ø
÷
Ｌ
４γ

(１＋βｓ)[ｃＤ－(１＋τ)ｃ] ２ (１５)

结合(４)式和(１０)式ꎬ得到企业数目 Ｎ 与市场临界成本 ｃＤ 之间的关系为:

Ｎ＝ ２γ
η

α－ｃＤ
γβｓ[ｃＤ－(１＋τ)ｃ]－γ[ｃＤ＋(１＋τ)ｃ]＋２ｃＤ

(１６)

(１６)式中:ｃ 为平均成本ꎮ 在达到均衡条件时ꎬ企业的预期利润与固定准入成本相等ꎬ表示

如下:
１

１ ＋ τ
æ

è
ç

ö

ø
÷
Ｌ
４γ

(１ ＋ βｓ) ∫(１－τ)ｃＤ
０

[ｃＤ － (１ ＋ τ)ｃ] ２ｄＧ(ｃ) ＝ ｆｅ (１７)

(１７)式中:Ｇ(ｃ)为成本 ｃ 的累积分布函数ꎮ 假定成本 ｃ 服从帕累托最优ꎬ则 Ｇ(ｃ)＝ (ｃ / ｃｍ) ｋꎬ
参数 ｋ 越大ꎬ说明生产成本越集中ꎬ根据(１７)式可得:

ｃＤ ＝(１＋τ) ２(ｋ＋１)(ｋ＋２)γ(１＋τ) ｆｅｃｋｍ
１
Ｌ
－ β２

４γδ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
ｋ＋２

(１８)

将(１８)式对 δ 求偏导ꎬ可得
∂ｃＤ
∂δ

<０ꎬ即信息化建设会降低企业的市场临界成本 ｃＤꎬ将

(１８)式代入(１４)式ꎬ并求解一阶偏导ꎬ可得:

∂μ(ｃ)
∂δ

＝ １
２

１＋β ∂ｑ(ｃ)
∂δ

æ

è
ç

ö

ø
÷ [ｃＤ－(１＋τ)ｃ]＋

１
２
(１＋βｓ)

∂ｃＤ
∂δ

(１９)

可以看出ꎬ一方面ꎬ由于
∂ｑ(ｃ)
∂δ

>０ꎬ即信息化建设产生信息技术溢出效应ꎬ提高了企业产

品质量ꎬ并导致企业加成率上升ꎻ另一方面ꎬ由于
∂ｃＤ
∂δ

<０ꎬ即信息化建设降低市场进入成本ꎬ加

剧行业竞争ꎬ从而导致企业加成率下降ꎮ 因此ꎬ模型得出如下结论ꎬ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加成

率整体影响方向并不确定ꎬ其总效应大小取决于创新效应与竞争效应的叠加结果ꎮ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说明

１.企业市场势力

本文借鉴 Ｄｅ Ｌｏｅｃｋｅｒ 和 Ｗａｒｚｙｎｓｋｉ(２０１２)的方法测算企业加成率ꎬ用其衡量企业市场势

力ꎮ 假定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Ｑｉ ＝Ｆ ｉ(ＬｉꎬＫ ｉꎬＭｉꎬωｉ)ꎬ其中ꎬＬｉ、Ｋ ｉ、Ｍｉ、ωｉ 分别为劳动投入、资本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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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中间品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ꎬ企业的成本最小化问题表示如下:
ｍｉｎ

ＬｉꎬＫｉꎬＭｉ{ }
ｗ ｉＬｉ＋ｒｉＫ ｉ＋ｐｍ

ｉ Ｍｉ( ) (２０)

ｓ.ｔ. Ｆ ｉ(ＬｉꎬＫ ｉꎬＭｉꎬωｉ)≥Ｑｉ (２１)

(２０)、(２１)式中:ｗ ｉ、ｒｉ、ｐｍ
ｉ 分别表示企业 ｉ 的工资率、资本利率、中间投入品价格ꎬＱｉ 表示既

定产量ꎮ 在一般情形下ꎬ由于企业的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相对于中间品流动要弱一些ꎬ因此ꎬ
本文设定中间品投入作为企业可以自由进行最优化选择的要素ꎮ 根据(２０)、(２１)式ꎬ求解

其一阶条件为:

ｐｍ
ｉ ＝λ ｉ

∂Ｆ ｉ

∂Ｍｉ
(２２)

(２２)式中:λ ｉ 为拉格朗日乘子ꎬ经过变形可以得到:
∂Ｆ ｉ

∂Ｍｉ

Ｍｉ

Ｑｉ
＝ １
λ ｉ

ｐｍ
ｉ Ｍｉ

Ｑｉ
＝
ｐｉ

λ ｉ

ｐｍ
ｉ Ｍｉ

ｐｉＱｉ
(２３)

(２３)式中:ｐｉ 表示企业最终产品价格ꎮ 由于企业加成率为企业产品价格与边际成本的比值ꎬ
因此企业加成率可以根据下式计算:

μｉ ＝ θｍ
ｉ (ψｍ

ｉ )
－１ (２４)

(２４)式中:θｍ
ｉ ≡

∂Ｆ ｉ

∂Ｍｉ

Ｍｉ

Ｑｉ
ꎬ表示中间投入品的产出弹性ꎬψｍ

ｉ ≡
ｐｍ
ｉ Ｍｉ

ｐｉＱｉ
ꎬ表示企业在中间品投入上

的支出占企业总收益的比重ꎬ中间投入品的产出弹性 θｍ
ｉ 则需要对生产函数进行估算得到ꎮ

本文的基本设定是采用中间品投入测算企业加成率的可变投入ꎬ计算过程中借鉴马为

彪和吴玉鸣(２０２３)的做法ꎬ使用企业新产品产值衡量有偏技术进步ꎬ从而得到基于中间品投

入的加成率 μｉ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的中间品投入份额的加总值

要低于整个行业的中间品投入份额ꎬ该差异可能会导致对企业加成率估计的向上偏误ꎬ但面

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会将这种偏差剔除ꎮ
２.信息化建设

在互联互通时代ꎬ信息化建设是一个国家取得竞争优势的源泉ꎮ 依据 Ｃｈｅｎ 等(２０２０)的
观点ꎬ对信息化的定义包括三个层级:第一是核心层ꎬ主要是信息基础设施完善程度ꎻ第二是

中间层ꎬ包括信息服务和信息平台ꎻ第三是最外层ꎬ涵盖电子商务和互联网产业应用等ꎮ 基

于这些认识ꎬ本文借鉴崔蓉和李国锋(２０２１)、李磊等(２０２２)ꎬ从地区层面信息化的普及程

度、基础设施、企业资源、产业应用 ４ 个维度ꎬ选取 １５ 个指标对各个城市信息化建设进行度

量ꎮ 考虑到既有研究中没有将从事信息化业务的企业信息纳入考察范畴ꎬ故本文增加了对

其的衡量指标ꎮ 具体地ꎬ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搜索各个城市企业工商登记信息ꎬ
对企业经营范围进行分词处理ꎬ对经营范围中有智能、网络、软件、计算机、电商、通讯等关键

词进行模糊匹配ꎬ按照匹配的次数打分ꎬ每匹配一次记 １ 分ꎮ 本文梳理匹配 ３ 分以上企业的

注册资本ꎬ然后按照城市进行累加ꎬ用以衡量从事信息化业务的城市企业规模指标ꎮ
本文构建的信息化建设指标体系如表 １ 所示ꎬ对个别年份缺失数据ꎬ本文采用平均值或

者平均增长速度进行填补ꎮ 由于各个变量间具有较强相关性ꎬ存在可以提取的公共因子ꎬ故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各个分指标进行降维处理ꎬ从而得到各个城市的信息化建设程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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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信息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据来源

信息化普及程度

互联网普及率(用户 / 百人)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网民总数(万人)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移动电话数量(部 / 百人)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信息化基础设施

Ｉｐｖ４ 地址(％)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
域名数(个 / 万人)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
互联网端口数(万个)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
光缆线路长度(公里)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

信息化企业资源

企业平均网站数(个)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
网站平均字节数(ＫＢ)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
企业数量(从事信息化业务)(个)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企业注册资本(从事信息化业务)(万元)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信息化产业应用

电子商务交易额(百万元) «中国电子商务年鉴»
互联网产业收入(百万元) «中国电子商务年鉴»
信息、通讯、计算机、软件等从业人员比重(％)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
人均电信业务量(万元 / 人)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

３.主要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行业和城市 ３ 个层面ꎮ 企业层面的变量:(１)企业员工数量 ｓｔａꎬ采
用企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对数表示ꎻ(２)企业利润 ｐｒｏꎬ采用企业营业利润与销售额的比值衡

量ꎻ(３)企业工资支出 ｗａｇｅꎬ采用企业应付工资、薪酬和各类保险之和与从业人数的比值表

示ꎻ(４)企业人均管理费用 ｅｘｐꎬ采用企业各种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与从业人数的比值衡量ꎻ
(５)企业 ｔｆｐꎬ采用 ＯＰ 法测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衡量ꎮ 行业层面的变量:(１)行业集中度

ｈｈｉꎬ采用行业赫芬达尔指数测算ꎻ(２)行业内企业数量 ｎｕｍꎬ采用行业内企业数目的对数表

示ꎮ 城市层面的变量:(１)城市人口 ｐｏｐꎬ采用城市年底常住人口数的对数表示ꎻ(２)城市研

发支出 ｒｄꎬ采用城市研发支出与固定投资比值表示ꎮ
(二)模型设定

本文基准估计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ꎬ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μｉｊｔ ＝ α０ ＋ α１ ｉｎｆ ｊｔ ＋ α２Ｘ ｉｊｔ ＋ ωｉ ＋ ξ ｊ ＋ ϕｔ ＋ ηｈϕｔ ＋ εｉｊｔ (２５)

(２５)式中:μｉｊｔ表示 ｔ 年城市 ｊ 企业 ｉ 的加成率ꎬ取对数ꎻｉｎｆ ｊｔ表示 ｔ 年城市 ｊ 的信息化建设水

平ꎮ 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分别是在企业维度和城市维度ꎬ故可以避免互为因果导致的内

生性ꎮ Ｘ ｉｊｔ为企业、行业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ꎮ ωｉ 为企业固定效应ꎻξ ｊ 为城市固定效应ꎻϕｔ

为时间固定效应ꎻηｈϕｔ 为行业－时间固定效应ꎬ可以控制行业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趋势ꎻεｉｊｔ

为随机误差项ꎮ 回归估计中标准误聚类至城市－行业层面ꎮ
(三)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包括:一是企业层面数据来自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ꎮ 二是城市层面数据来自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ꎮ 三是在测算信息化建设

水平时ꎬ用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电子商务年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ＣＮＮＩＣ)、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数据ꎮ 四是在作用机制分析中ꎬ使用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产品产量数据库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产品产量数据库收录 ２０ 多万家企业 １ ０００ 多种工业

品的生产信息ꎬ其中产品编码是独立的一套编码系统ꎬ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进出口

数据库有所区别ꎮ 借鉴李坤望等(２０１４)的做法ꎬ为提高数据质量ꎬ本文对产品产量数据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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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进行处理ꎬ一是对产品名称和编码不一致的样本进行合并ꎬ二是保留产品名称中的子集

部分ꎬ对总集名称进行重新分类ꎮ 最后ꎬ根据产品名称ꎬ将产品产量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库进行匹配ꎬ得到企业产品销售额和总产量ꎬ进而计算产品单位价值ꎬ以此来衡量企业

的产品质量ꎮ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描述性统计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市场势力 ２６０ ７１１ １.０８２８ ０.０６６１ ０.１３１０ ３.１４６０
信息化建设 ２６０ ７１１ ４.２０１４ ０.４４２０ １.３０２４ ８.６６７２
企业员工数量 ２６７ １２６ ３.１１３４ ０.７１３７ ０.１３１１ ５.１９０５
企业利润 ２６７ ８１４ ２.１６６６ ０.２０８２ ０.５６１２ ６.２１０２
企业工资支出 ２５４ ２５５ １.０１４５ ０.１０５５ ０.１３２０ ４.２０９１
企业 ｔｆｐ ２６０ ８３０ ０.２０６９ ０.０５６２ ０.０１１８ ０.５３３７
企业人均管理费用 ２５６ １２４ ０.０８１０ ０.０２３０ ０.００６９ ０.５４３６
行业集中度 ２６２ ７１４ ０.０２９１ ０.０６６９ ０.００３３ ０.１５１４
行业内企业数量 ２６０ １１６ １.７１２２ ０.２１０９ ０.１４３０ ４.１０３９
城市人口 ２６４ ６１１ １.１５４４ ０.４３７５ ０.２９７０ ４.２５０４
城市研发支出 ２６４ ６１１ ０.２２８１ ０.０３４３ ０.０１８０ ０.５４８７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基准估计分析

表 ３ 为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市场势力影响的估计结果ꎮ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ｉｎｆ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０１８)

ｓｔａ ０.０７３５∗∗∗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７３４∗∗∗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７３４∗∗∗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７３１∗∗∗

(０.００５８)

ｐｒｏ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４)

ｗａｇｅ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０７)

ｈｈｉ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０４)

ｎｕｍ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３)

ｐｏｐ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２４)

ｒｄ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３)
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Ｒ２ ０.９０２２ ０.８８７４ ０.７９０５ ０.８０３５ ０.８３２２
Ｎ ２５０ ９１１ ２５０ ９２５ ２４５ １８７ ２４３ １００ ２４３ ０４０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置信水平显著ꎬ括号内为标准误ꎬ下表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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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第(１)列没有控制变量ꎬ第(２)列包括了控制变量ꎬ第(３)列控制了城市和年份固定

效应ꎬ第(４)列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ꎬ由于不同行业可能会随时间变化而存在异质性趋势ꎬ第
(５)列控制了行业－时间固定效应ꎮ 从各列回归结果来看ꎬ在不同模型设定下ꎬ信息化建设

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ꎬ基本保持在 ０.００６２ 的水平ꎮ 说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ꎬ信息化建

设有利于提升企业市场势力ꎬ增强企业竞争力ꎮ 这意味着与竞争效应相比ꎬ信息化建设的创

新效应发挥主导作用ꎮ 从控制变量影响结果看ꎬ各变量估计系数均符合预期ꎮ
(二)内生性问题讨论

基准回归估计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ꎬ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ꎮ 工具变量

选取应满足相关性与外生性两个条件ꎮ 本文采用各地区 １９９０ 年邮局密度与样本期内互联

网端口数的交互作为工具变量 ＩＶ１ꎮ 从相关性看ꎬ邮局密度越大ꎬ表明该地区信息交流需求

越高ꎬ并且这种需求一般比较稳定ꎬ因此地区邮局密度符合工具变量相关性条件ꎮ 从外生性

看ꎬ邮局密度采用 １９９０ 年数据距离现在较远ꎬ这样的工具变量选取具有一定外生性ꎮ 为在

面板模型中使用该工具变量ꎬ并使其具有时间上的趋势ꎬ本文采用 １９９０ 年邮局密度与样本

期内各年地区互联网端口数进行交互ꎮ 工具变量估计中ꎬ邮局密度采用邮局数量与行政区

域面积的比值表示ꎬ各地区邮局数量和互联网端口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ꎮ
为了稳健起见ꎬ本文选取更多工具变量ꎮ 考虑到固定电话是早期拨号上网必备设施ꎬ因

此采用 １９９０ 年各地区固定电话用户数×年份虚拟变量作为信息化建设的另一个工具变量

ＩＶ２ꎬ固定电话用户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ꎮ 表 ４ 为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估计结果ꎬＫＰ－ＬＭ 统计值说明不存在模型不可识别的问题ꎬ一阶段 Ｆ 值均大于 １０ꎬ
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ꎮ 第(１)列工具变量为邮局密度×互联网端口数ꎬ信息化建设估

计系数显著为正ꎬ第(２)列工具变量为固定电话用户数×年份ꎬ估计系数显著为正ꎮ 第(３)列
同时使用邮局密度×互联网端口数、固定电话用户数×年份、受限信息极大似然估计量作为工

具变量进行回归ꎬ发现结果仍然显著为正ꎮ 此外ꎬ２００８ 年工信部启动“两化融合试验区”试
点政策ꎬ涉及 ３０ 多个城市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ꎬ这类城市多处于沿海地区或为副省级

以上城市ꎬ由于“两化融合试验区”样本城市具有较高的信息化建设水平ꎬ并且这些城市企业

竞争力也较强ꎬ因此有必要剔除“两化融合试验区”城市样本ꎬ从而可以更好抑制这种反向因

果关系的干扰ꎬ降低模型估计的内生性ꎮ 表 ４ 中第(４)列为剔除“两化融合试验区”样本估

计ꎬ结果表明信息化建设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ꎮ

　 　 表 ４ 　 　 内生性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ＩＶ１ ＩＶ２ ＩＶ１、ＩＶ２、受限信息极大似然估计量 剔除“两化融合试验区”样本

ｉｎｆ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２∗∗∗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１９)
ＫＰ－ＬＭ 统计值 ６５.２３ ６８.９０ １３１.２５ １０５.６１
一阶段 Ｆ 值 ２１８.９０ ８０.１１ １８７.７０ ３１０.８９
Ｒ２ ０.７８３０ ０.８０３５ ０.７７４２ ０.８３２０
Ｎ ２５０ １４５ ２４７ ２６４ ２４７ ２６４ １５５ ２１０
　 　 注:表中报告的是第二阶段估计结果ꎬ第一阶段估计结果备索ꎮ 回归估计中控制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行业－年份固定效应ꎬ下表同ꎮ

９４



姚　 博:信息化建设与企业市场势力

(三)稳健性分析

１.控制前期趋势项检验

本文使用 ２０００ 年中国电信骨干网大提速作为外生冲击ꎬ识别信息化建设外生条件发生

变动对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ꎮ 这里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法(ＤＩＤ)对数据进行检验ꎮ 表 ５ 第(１)
列为双重差分法估计结果ꎬ核心解释变量是 ２０００ 年信息化建设程度同其他年份时间虚拟变量

的乘积ꎬ其中实验组前 ２ 年虚拟变量对企业市场势力影响并不显著ꎬ说明在外生变化发生之

前ꎬ信息化建设没有发生较大冲击ꎬ实验组和控制组信息化建设引起企业市场势力的变动趋势

并无系统性差异ꎬ但在 ２００１ 年以后ꎬ实验组影响效果比较显著ꎬ这也印证了信息化建设对企业

市场势力产生影响的有效性ꎮ 另外ꎬ本文采用 ２０００ 年互联网用户数(ｈｌｗ)来衡量地区信息化

建设程度ꎬ将核心解释变量定义为 ２０００ 年互联网用户数与 ２００１ 年年份虚拟变量乘积(ｈｌｗ×
ｙｅａｒ０１)ꎬ第(２)列为对应估计结果ꎬ可以看出ꎬ即使设定完全不同的识别策略ꎬ结果依然稳健ꎮ

由于各个企业市场势力不同ꎬ并可能随着时间变化出现趋势性差异ꎬ导致回归估计有

误ꎮ 本文将 １９９７ 年企业市场势力增速与年份虚拟变量进行交互ꎬ加入基准方程作为控制变

量ꎬ估计结果为表 ５ 第(３)列ꎮ 考虑到企业市场势力可能向均值回归ꎬ第(４)列加入企业市

场势力滞后项ꎮ 结果表明ꎬ无论添加哪种趋势项检验ꎬ信息化建设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ꎮ
２.安慰剂检验

如果未来一期信息化建设影响了当期企业市场势力ꎬ说明回归中可能存在不可观测的

遗漏变量ꎬ它可能会同时对信息化建设和市场势力产生影响ꎮ 故采用未来一期信息化建设

( ｉｎｆｔ＋１)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ꎬ表 ５ 第(５)列回归结果显示ꎬ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市场势

力影响估计不显著ꎬ排除了基准回归中遗漏重要变量的担忧ꎮ

　 　 表 ５ 　 　 控制前期趋势项检验与安慰剂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ＤＩＤ 互联网 初始趋势 均值回归 下一期

ｉｎｆ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０２２)
ｉｎｆ×ｙｅａｒ０１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０２２)
ｈｌｗ×ｙｅａｒ０１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０２７)
ｉｎｆｔ＋１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２１)
ｉｎｆ×年份 控制
ｈｌｗ×年份 控制
μ 增速×年份 控制
μ 滞后项 控制
Ｒ２ ０.７１３６ ０.７６５８ ０.７８９０ ０.６１２５ ０.５６０３
Ｎ ２５８ １５３ ２５８ １５３ ２５７ ８０１ ２５５ １２９ ２５７ ４１２

　 　 注:表中第(１)列控制实验组前 ２ 年虚拟变量交互项ꎬ第(２)、(３)列控制其他年份虚拟变量交互项ꎮ

３.替换变量和数据测度

为了缓解指数构造方式可能带来的偏误ꎬ本文使用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和产出指标作为

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替代变量ꎬ各地区信息化建设的投入指标采用信息化建设评价体系中基

础设施分指标ꎬ产出指标采用信息化建设评价体系中产业应用分指标ꎬ估计结果见表 ６ 第

(１)列和第(２)列ꎬ发现无论是采用投入指标还是产出指标设定的信息化建设变量ꎬ其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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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均显著为正ꎮ 此外ꎬ本文变换了市场势力测度方法ꎬ使用会计法ꎬ将企业加成率定义为

增加值 / (中间投入＋劳动支出)ꎬ同时借鉴 Ｌｕ 和 Ｙｕ(２０１５)的方法ꎬ使用材料投入法计算企

业加成率ꎮ 从表 ６ 第(３)列和第(４)列回归结果看ꎬ采用会计法和材料法得到的结论与基准

回归结果一致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信息技术行业属于高科技行业ꎬ与非高科技行业相比ꎬ高科

技行业的信息化水平本身可能就很高ꎬ这些行业的企业竞争力也比较突出ꎮ 因此ꎬ有必要进

一步检验在剔除信息技术行业后ꎬ其他行业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状况ꎬ表 ６ 第

(５)列为对应估计结果ꎬ可以发现基本结论没有发生明显变化ꎮ

　 　 表 ６ 　 　 替换变量和数据测度的稳健性检验
信息化 市场势力 替换数据

(１) (２) (３) (４) (５)
投入 产出 会计法 材料法 剔除信息技术行业

ｉｎｆ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０９)
Ｒ２ ０.８７８０ ０.７１２６ ０.７５４４ ０.６８８９ ０.８２３０
Ｎ ２４９ １４０ ２４０ １８３ ２４０ ０３９ ２３７ ８００ １９１ ２１０

４.排除竞争性假说和增加新控制变量

在同一样本区间ꎬ可能存在很多政策对结论的稳健性造成影响ꎮ 例如ꎬ加入 ＷＴＯ 导致

关税大幅削减对国内市场形成进口冲击ꎻ大学扩招造成大学毕业生数量迅速增长ꎬ对劳动力

市场供给造成冲击ꎻ土地招拍挂以后ꎬ全国房价开始大幅上涨ꎬ可能对企业经营产生影响ꎮ
各种竞争性假说检验结果如表 ７ 所示ꎬ第(１)列加入进口冲击变量(采用各地区进口贸易额

占 ＧＤＰ 的比重衡量)作为控制变量ꎬ第(２)列加入大学扩招冲击变量(采用各地区在校大学

生数量占城市常住人口数的比重衡量)作为控制变量ꎬ第(３)列加入地区房价指数作为控制

变量ꎮ 地区的进口、大学生、房价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ꎮ 在排除上述竞争性假说以

后ꎬ可以发现基本回归结论没有明显变化ꎮ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结论的稳健性ꎬ本文加入可能影响企业加成率的其他新的控制变

量ꎮ 例如企业产品需求弹性、预期盈利、产量供给等变量ꎬ回归结果见表 ７ 第(４)—(６)列ꎮ
其中ꎬ借鉴孙浦阳等(２０２１)的做法ꎬ产品需求弹性采用产品差异化指标度量ꎬ产品差异化越

大ꎬ表明产品需求弹性越低ꎻ预期盈利采用企业年平均利润除以投资总额测算ꎻ产量供给根

据企业产品产量数据库得到ꎮ 从增加新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来看ꎬ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市

场势力的影响系数仍然显著为正ꎮ

　 　 表 ７ 　 　 排除竞争性假说和增加新控制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进口冲击 大学扩招 房价 产品需求弹性 预期盈利 产量供给

ｉｎｆ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１０)
进口冲击 控制 控制 控制
大学扩招 控制 控制
房价 控制
产品需求弹性 控制 控制 控制
预期盈利 控制 控制
产量供给 控制
Ｒ２ ０.５９７５ ０.６６９０ ０.５２２２ ０.５６３２ ０.６１２０ ０.５２７７
Ｎ ２４８ １１０ ２３４ １７０ ２３０ ０５１ ２５５ ００８ ２５１ ２４０ ２４３ 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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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用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ꎬ一方面ꎬ信息化建设可以优化企业生产要素配置ꎬ为企业产品更新

换代提供技术支持ꎬ从而提升企业产品质量和市场势力ꎻ另一方面ꎬ信息化建设会加剧市场

竞争ꎬ不利于企业市场势力提升ꎮ 前文探讨了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市场势力产生的正向影响ꎬ
接下来将讨论信息化建设的创新效应和竞争效应ꎮ

(一)创新效应

充分发挥信息化建设的创新效应ꎬ对于引导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ꎮ 信息

化建设能够产生信息技术溢出效应ꎬ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ꎬ从而促进企业产品质量

提升ꎬ形成创新效应ꎮ 本文将从信息技术溢出、产品质量、生产效率、管理效率四个方面ꎬ探
讨信息化建设创新效应背后的微观作用机制ꎮ

信息技术溢出指标采用企业新产品产值占总产品产值的比重表示ꎬ信息化建设对企业

产生信息技术溢出的估计见表 ８ 第(１)列ꎬ结果表明ꎬ估计系数显著为正ꎬ即信息化建设对企

业发挥信息技术溢出效应ꎮ 对于产品质量考察ꎬ借鉴李坤望等(２０１４)ꎬ根据前文所述方法测

算企业产品质量变化ꎮ 信息化建设对企业产品质量影响的估计结果见表 ８ 第(２)列ꎮ 从回

归结果看ꎬ信息化建设估计系数显著为正ꎬ说明信息化发展促进了企业产品质量提升ꎬ增强

企业竞争力ꎬ提高企业市场势力ꎮ
那么ꎬ信息化建设是否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 本文的考虑是:信息化

建设为企业带来信息和技术支持ꎬ随着企业信息化水平提高ꎬ企业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也会

不断提升ꎮ 为此ꎬ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企业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ꎮ 表 ８ 第(３)列为信息化建

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结果ꎬ信息化建设估计系数显著为正ꎬ即信息化建设提升了企

业生产效率ꎮ 表 ８ 第(４)列为信息化建设对企业管理效率的回归结果ꎬ管理效率采用企业人

均管理费用来衡量ꎬ从结果可以看出ꎬ信息化建设明显降低企业管理成本ꎬ即促进企业管理

效率提升ꎮ
综上所述ꎬ就信息化建设的创新效应而言ꎬ信息化发展通过信息技术溢出、产品质量升

级、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提升ꎬ使得企业保持竞争力和市场势力优势ꎮ

　 　 表 ８ 　 　 创新效应的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信息技术溢出 产品质量 生产效率 管理效率

ｉｎｆ ０.０２５２∗∗∗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２３８∗∗∗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４１０∗∗∗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０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９２３９ ０.８２５１ ０.７８０３ ０.７０５３
Ｎ ２５６ １８０ ２６０ ８９１ ２６５ １１４ ２６２ １１７

(二)竞争效应

前文验证了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市场势力产生创新的正向效应ꎬ但理论模型表明信息化

建设对企业市场势力也会产生竞争的负向效应ꎮ 表 ９ 第(１)列和第(２)列为信息化建设对

企业市场准入成本的回归结果ꎬ其中市场准入成本借鉴孙浦阳等(２０２１)对市场接入费用的

测算方法ꎮ 由结果可看出ꎬ信息化建设显著降低企业市场准入成本ꎬ即促进更多企业进入市

场ꎮ 为考察信息化建设产生的竞争效应ꎬ本文采用地区信息化水平与行业赫芬达尔指数交

２５



　 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

互项 ｉｎｆ×ｈｈｉꎬ探讨信息化建设如何通过改变行业的竞争程度影响企业市场势力ꎬ估计结果见

表 ９ 第(３)列和第(４)列ꎮ 从结果看出ꎬ交互项估计系数显著为负ꎬ说明在信息化发展影响

下ꎬ与低集中度行业相比ꎬ高集中度行业企业市场势力增加较小ꎮ 本文做如下解释ꎬ高集中

度行业本身的企业加成率下降空间很大ꎬ随着信息化快速发展ꎬ行业竞争不断加剧ꎬ企业加

成率和市场势力会有明显下降ꎬ即高集中度行业表现出更明显的竞争效应ꎬ故市场势力增加

程度会小一些ꎮ 由此说明ꎬ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市场势力不仅产生正向创新效应ꎬ而且具有负

向竞争效应ꎬ但是从总体结果(表 ３ 基准回归)看ꎬ创新效应大于竞争效应ꎬ所以信息化建设

对企业市场势力总体影响为正ꎮ

　 　 表 ９ 　 　 竞争效应的检验结果
市场准入成本 市场势力

(１) (２) (３) (４)

ｉｎｆ －０.２２７９∗∗∗

(０.００８７)
－０.２０６７∗∗∗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０３２)

ｉｎｆ×ｈｈｉ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１２０∗∗∗

(０.００２３)

ｈｈｉ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２５)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Ｒ２ ０.８２３６ ０.８５９０ ０.９０２１ ０.８８０５
Ｎ ２５８ ００２ ２３５ １３４ ２４９ １５３ ２４０ １０８

六、异质性分析

(一)行业竞争程度异质性

行业垄断程度越高ꎬ企业加成率就越大ꎬ企业市场势力也越强ꎮ 从作用机制来看ꎬ信息

化建设通过创新效应和竞争效应影响企业市场势力ꎬ但是不同行业的市场竞争结构会影响

创新效应和竞争效应的叠加效果ꎬ因而企业市场势力所受到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ꎮ 因此ꎬ本
文根据行业竞争程度考察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市场势力影响的差异性ꎮ 采用绝对集中度衡量

行业竞争程度ꎬ并用地区信息化水平与行业绝对集中度进行交互ꎬ然后估计该交互项对企业

市场势力的影响ꎮ
估计结果见表 １０ 第(１)列和第(２)列ꎮ 从结果看出ꎬ交互项估计系数显著为负ꎬ说明高

竞争程度行业的企业市场势力受信息化建设的促进作用大于低竞争程度行业ꎮ 这是因为ꎬ
在低竞争程度行业ꎬ企业的加成率和市场势力下降空间较大ꎬ信息化建设产生的竞争效应较

为明显ꎬ并会抵消创新效应ꎬ所以信息化建设产生的正向效应有限ꎮ 但是ꎬ在高竞争程度行

业ꎬ企业往往会抓住信息化发展机会ꎬ不断革新设备ꎬ获得信息技术溢出效应ꎬ提升生产效率

和管理效率ꎬ从而对企业产品质量升级和市场势力提升产生正向影响ꎮ 因此ꎬ高竞争程度行

业能够充分发挥信息化建设给企业带来的创新效应ꎬ促进企业市场势力提升ꎮ
(二)行业融资约束异质性

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市场势力发挥创新效应的一个重要逻辑在于ꎬ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

置ꎬ更新企业技术设备ꎬ产生信息技术溢出效应ꎬ提升产品质量以及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ꎬ从
而提高企业加成率ꎮ 但是在现实情况中ꎬ企业的信息化升级及设备更新通常受融资约束限

制ꎬ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等问题ꎬ信息化建设对不同融资约束程度行业的企业市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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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产生的创新效应存在异质性ꎮ 因此ꎬ本文构建信息化建设与行业融资约束程度交互项ꎬ并
对企业市场势力进行回归ꎬ行业融资约束程度采用孙浦阳和宋灿(２０２３)的方法测算ꎬ该指标

主要反映各个行业市场融资结构差异ꎬ估计结果见表 １０ 第(３)列和第(４)列ꎮ 从结果看ꎬ交
互项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ꎬ说明行业融资约束程度越低ꎬ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市场势力正向影

响越大ꎬ原因在于低融资约束程度行业更能充分发挥信息化建设的创新效应ꎬ刺激企业进行

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ꎬ也更容易获得信息技术溢出效应ꎬ从而提升企业加成率和市场势力ꎮ

　 　 表 １０ 　 　 行业竞争程度和融资约束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行业竞争 融资约束

(１) (２) (３) (４)
ｉｎｆ×行业绝对集中
度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０８)

ｉｎｆ×行业融资约束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３)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Ｒ２ ０.８０２２ ０.８１０３ ０.７８３２ ０.７７２０
Ｎ ２５０ １３０ ２４４ １３５ ２５０ ９１１ ２４５ ２２３

(三)企业信息化程度异质性

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市场势力的促进作用可能还会受到企业自身信息化程度的影响ꎬ企
业自身信息化转型程度越高ꎬ越容易发挥信息化建设的创新效应ꎮ 这里ꎬ本文采用企业人均

计算机数量衡量企业信息化程度ꎬ并构建地区信息化建设与企业信息化程度交互项ꎬ对企业

市场势力进行回归ꎬ可以预计ꎬ高信息化程度企业市场势力受信息化建设的正向影响更为明

显ꎮ 表 １１ 第(１)列和第(２)列为对应的估计结果ꎬ可以看出ꎬ交互项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ꎬ
也就印证了本文的判断ꎮ

(四)企业规模异质性

相比小规模企业ꎬ大规模企业一般具有更强的融资和技术创新能力ꎬ可以预计ꎬ信息化

建设对大规模企业市场势力的正向影响更为突出ꎮ 本文按照 ４ 分位行业代码ꎬ依据企业市

场销售额衡量企业规模ꎬ构建地区信息化建设与企业规模交互项ꎬ并对企业市场势力进行回

归ꎬ表 １１ 第(３)列和第(４)列为对应的估计结果ꎮ 可以看出ꎬ交互项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ꎬ
说明与小规模企业相比ꎬ大规模企业具有融资和技术应用能力优势ꎬ更有助于发挥信息化建

设的创新效应ꎬ从而稳固其市场势力ꎮ

　 　 表 １１ 　 　 企业信息化程度和企业规模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企业信息化程度 企业规模

(１) (２) (３) (４)

ｉｎｆ×企业人均计算机数量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２５)

ｉｎｆ×企业市场销售额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１０)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Ｒ２ ０.７８０２ ０.６６７８ ０.７１２０ ０.８０３９
Ｎ ２５０ １３１ ２４５ ６３５ ２５０ １３２ ２４５ ６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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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与启示

现有研究探讨了信息化发展对企业创新、出口、分工、企业管理等经营行为的影响ꎬ但较

少文献研究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ꎬ本文丰富了该领域的探讨ꎮ 研究发现:信息

化建设对企业加成率的创新效应大于竞争效应ꎬ从而促进企业市场势力提升ꎮ 原因在于:信
息化建设优化企业生产要素配置ꎬ产生信息技术溢出效应ꎬ提升企业产品质量ꎬ同时提高生

产效率和管理效率ꎬ最终增强企业市场势力ꎮ 此外ꎬ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市场势力的促进作用

在不同行业和企业存在异质性ꎬ对于高竞争程度行业、低融资约束程度行业以及高信息化程

度企业、大规模企业来说ꎬ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ꎮ 本研究涉及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发展带来

的影响ꎬ关系到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ꎬ具有如下政策启示:
(１)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ꎬ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相结合ꎬ提升信息化对企业

竞争力的正向效应ꎮ 研究表明信息技术已经成为推动企业市场势力和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

素ꎮ 因此ꎬ要加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在内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向各领域渗透ꎬ构建信

息技术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交流平台ꎬ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包括税收、补贴、土地、人才等政策)
满足制造业在信息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各项需求ꎮ 积极引导开展信息技术企业与大规模企业

之间的技术应用合作ꎬ并进行广泛推广ꎮ
(２)加大对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ꎬ提升信息技术服务能力ꎮ 信息化建设不仅

要重视引导企业加大信息化转型力度ꎬ还要加强信息通讯类的服务平台和人才队伍建设ꎮ
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ꎬ既要建成支撑企业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的新型硬件基础设施ꎬ又要加

大对信息化领域的产学研合作能力的建设ꎮ 通过不断提升信息技术对实体企业的服务力

度ꎬ实现信息技术对企业生产率和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ꎮ
(３)加强对“卡脖子”类信息技术的研发投入力度ꎮ 信息化产生的正向经济效应十分显

著ꎬ在信息化发展影响下ꎬ企业市场势力得到明显提升ꎮ 当前ꎬ各行各业的信息化融合创新

步伐不断加快ꎬ应以制造业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为主线ꎬ不断提升信息化的化学效应和放大效

应ꎬ促进传统产业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营销服务等方面的信息化转型变革ꎮ 作为提升企

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因素ꎬ信息技术直接影响实体企业的高质量发展ꎮ 因此ꎬ必须加大

对信息化领域关键技术的突破ꎬ这既需要发挥政府的支撑保证作用ꎬ又需要依靠企业和全社

会的研发投入与支持ꎮ

参考文献:
１.陈邑早、岳新茹ꎬ２０２３:«数字技术何以促进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ꎬ«经济评论»第 ４ 期ꎮ
２.崔蓉、李国锋ꎬ２０２１:«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动态演进:２００６~ ２０１８»ꎬ«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
究»第 ５ 期ꎮ

３.韩先锋、惠宁、宋文飞ꎬ２０１４:«信息化能提高中国工业部门技术创新效率吗»ꎬ«中国工业经济»第 １２ 期ꎮ
４.李坤望、蒋为、宋立刚ꎬ２０１４:«中国出口产品品质变动之谜:基于市场进入的微观解释»ꎬ«中国社会科学»
第 ３ 期ꎮ

５.李磊、刘常青、韩民春ꎬ２０２２:«信息化建设能够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吗———来自“两化融合试验区”的证据»ꎬ
«经济学(季刊)»第 ２２ 卷第 ３ 期ꎮ

６.马为彪、吴玉鸣ꎬ２０２３:«数字化转型重塑了企业地理格局吗? ———基于上市公司异地投资的研究»ꎬ«经济
评论»第 ６ 期ꎮ

７.沈国兵、袁征宇ꎬ２０２０:«企业互联网化对中国企业创新及出口的影响»ꎬ«经济研究»第 １ 期ꎮ

５５



姚　 博:信息化建设与企业市场势力

８.施炳展、李建桐ꎬ２０２０:«互联网是否促进了分工: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ꎬ«管理世界»第 ４ 期ꎮ
９.孙浦阳、宋灿ꎬ２０２３:«贸易网络、市场可达性与企业生产率提升»ꎬ«世界经济»第 ３ 期ꎮ
１０.孙浦阳、张陈宇、杨易擎ꎬ２０２１:«生产分割、信息摩擦与关税传导:消费市场的理论与经验»ꎬ«世界经济»

第 ２ 期ꎮ
１１.肖静华、吴小龙、谢康、吴瑶ꎬ２０２１:«信息技术驱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美的智能制造跨越式战略变

革纵向案例研究»ꎬ«管理世界»第 ３ 期ꎮ
１２.张龙鹏、周立群ꎬ２０１６:«“两化融合”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价值链的视角»ꎬ«财经研究»

第 ７ 期ꎮ
１３.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ꎬ Ｍ.ꎬ Ａ. Ｋｕｓｅｔｏｇｕｌｌａｒｉꎬ ａｎｄ Ｊ. Ｗｅｒｎｂｅｒｇ. ２０２１.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Ｆｉｒｍ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１６７ꎬ１２０６９５.
１４.Ａｎｔｏｎｉａｄｅｓꎬ Ａ. ２０１５.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ｏｕｓ Ｆｉｒｍｓ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９５(２):

２６３－２７３.
１５.Ｃｈｅｎꎬ Ｓ.ꎬ Ｗ. Ｌｉｕꎬ ａｎｄ Ｈ. Ｓｏｎｇ.２０２０.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ꎬ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ｅｒ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５８(３):１１４６－１１６６.
１６.Ｄｅ Ｌｏｅｃｋｅｒꎬ Ｊ.ꎬ ａｎｄ Ｆ. Ｗａｒｚｙｎｓｋｉ. ２０１２. “Ｍａｒｋｕｐ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０２(６): ２４３７－２４７１.
１７. Ｋａｒｈａｄｅꎬ Ｐ.ꎬ ａｎｄ Ｊ. Ｄｏｎｇ. ２０２０.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Ｃｕｒｖｉｌｉｎｅａｒ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ＭＩ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４５(３ａ):１００７－１０２４.
１８.Ｌｉｕꎬ Ｊ.ꎬ Ｈ. Ｃｈａｎｇꎬ Ｊ.Ｙ.Ｌ. Ｆｏｒｒｅｓｔꎬ ａｎｄ Ｂ. Ｙａｎｇ. ２０２０. “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１５８:１２０－１４２.

１９.Ｌｕꎬ Ｙ.ꎬ ａｎｄ Ｌ. Ｙｕ. ２０１５. “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ｕｐ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ｓ Ｗ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７(４):２２１－２５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ｗｅｒ
Ｙａｏ Ｂ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ｗ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ａｒｋｕｐ.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ｗｅｒ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ꎬ ａｎｄ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ｕ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ꎬ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ｐｒｏｄｕｃ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ꎬ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ꎬ ｆ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ꎬ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ꎬ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 ｓｃａｌ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ｗｅｒ ｉｓ ｍｏ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ｗｅｒꎬ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ꎬ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１５ꎬ Ｌ８６ꎬ Ｍ３０

(责任编辑:赵锐、彭爽)

６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