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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动海洋产业创新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的必然要求,而通过数字化转型驱动企业

创新能力提升是实现海洋产业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文章基于2007—2021年92家中国涉海上市

公司面板数据,应用Python技术爬取企业年度报告中“数字化转型”相关关键词,并归集词频制作

数字化转型强度指标,在此基础上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能

力影响。结果表明:中国涉海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经过稳健性

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从区分企业性质来看,相较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涉海上市公司数字化

转型对提升研发创新能力正向作用更大更显著。因此,推进涉海企业数字化技术发展,提升服务

涉海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优先培育数字海洋国有示范企业,借力数字化转型推动涉海企业创新

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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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drivetopropelinnovativedevelopmentwithinthemarineindustryisanessential
requirementinconstructingadistinctmarinepowerhouseforChina.Thepivotalelementina-
chievinginnovationwithinthisindustryliesinaugmentingtheinnovativecapabilitiesofenter-

prisesthroughthedigitizationtransformation.Thisstudyisanchoredinthepaneldataof92

publiclylistedChinesemarinecompaniesspanningfrom2007to2021.LeveragingPythontech-
nology,keywordsrelatedto“digitizationtransformation”weresystematicallyextractedfrom

annualcorporatereports,aggregatingtheirfrequencytoformulateadigitizationtransformation
intensityindex.Buildinguponthisfoundation,apanelfixed-effectsmodelwasemployedt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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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icallyexaminetheimpactofenterprisedigitizationtransformationontheirinnovationcapabil-

ities.Thefindingsrevealasignificantpositiveinfluenceofdigitizationtransformationwithin

Chinesemarinelistedcompaniesontheirinnovationcapabilities,aconclusionupheldevenafter

robustnesstests.Whendistinguishingamongdifferentcorporatenatures,itbecomesapparent

that,incomparisontonon-state-ownedlistedenterprises,digitizationtransformationwithin

state-ownedmarinelistedcompaniesexertsamoresubstantialandconspicuouspositiveeffecton

enhancingresearchanddevelopmentinnovationcapabilities.Hence,advancingdigitaltechnolog-

icaldevelopmentamongmarinelistedcompanies,enhancingtheircapabilityfordigitization

transformation,andprioritizingthecultivationofstate-ownedexemplarydigitalmarineenter-

prisesstandascriticallyimperativemeasurestodriveinnovationdevelopmentwithinmarineen-

terprises.

Keywords:Digitaltransformation,Enterpriseinnovationability,Crawlertechnology,Marine

listedcompanies,Marineindustry

0 引言

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发展阶段步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海洋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

地,海洋经济发展模式同样转向新常态,增速开始

放缓。同时,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海洋开发方

式粗放低效,产业链附加值低等诸多挑战。其中海

洋经济不协调、不充分、不可持续矛盾日益严重。

为了加快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步伐,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党的

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

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中国海洋经济高

质量转型的“瓶颈”集中表现为人才缺乏、创新科技

不足、金融短缺等诸多因素。海洋科技创新是转变

海洋经济发展方式、助推海洋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

抓手。海洋科技创新对于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

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1]。已有研究表明,海洋产业

科技创新水平会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包括要素投入

因素,例如人力资本、研发机构和资金、其他海洋科

研要素投入数量和质量等[2];包括制度环境因素,例

如环境规制会提升海洋绿色技术研发创新效率[3];

包括集聚因素,例如金融集聚[4]和产业集聚[5]等。

数字经济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和区

块链技术等数字技术,为赋能海洋产业创新发展,

提升涉海企业创新能力提供全新思路和可行路径。

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2年)》表明数

字产业化发展正在经历由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阶

段,产业数字化转型持续向纵深加速发展。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快发展数字

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如今经

济不确定性风险增加,内部转型压力急增,传统行

业亟待数字经济赋能转型升级。现有研究发现数

字经济可以显著提升农业[6]、制造业[7]、高新技术行

业[8]等产业创新研发水平,可以提升企业创新绩

效[9],提升企业运营效率[10],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11-12],强化企业资本市场表现[13],还可以间接缓

解企业融资约束,最终提升企业研发创新能力[14]。

数字经济正成为破解海洋科技创新水平制的约因

素,驱动涉海企业创新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力量。

数字化转型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驱动力,是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创新转型和提升涉

海企业创新能力的必然要求。罗瑾琏等[15]研究发

现数字化转型会对企业创新转型具有非线性倒

U型影响,蹇令香等[16]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推

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主体是海洋产业及其构成单位涉海企业。陈琦

等[13]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

升海洋产业及涉海企业研发创新能力。探讨涉海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其创新水平,对于涉海企

业抓住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机遇,推动海洋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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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实现企业创新转型发展,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海洋产业从信息

化向数字化转型的进程正在逐步加快,而研究数字

化转型对涉海企业创新能力的相关文献鲜见,现有

文献对于这两者关系的研究不够充分,需要进一步

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以中国涉海上市公

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涉海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

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并在根据企业性质区分国

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情况下,探讨数字化转型对其

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表现是否不同,本文结论通过

稳健性检验,为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融合发展提供

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数据上升为与劳动力、资

产、土地同等重要地位的新生产要素和创新产出驱

动力,通过加速信息、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的流

动,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本文整理相关文献,数字

化转型主要通过以下4点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促进

企业创新转型发展。

(1)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影响信息交互促进企

业创新。数字技术使得信息流以数据的形式存储

和传播,改善传统实物媒介传输方式,极大地提升

了信息交流的便利度和效率,赋能技术创新[17]。另

外,数字技术平台融合跨行业、跨地区多方面的数

据,实现信息多样化,为产品和服务创新提供契机。

(2)数字化转型帮助企业降本增效,促进生产

和经营模式创新。数字技术作为处理数据的有效

手段,可以高效处理海量杂乱数据,帮助企业低成

本而高效地利用数据。数字化转型融入企业日常

经营和决策的全过程,整合企业零散信息和资源,

优化供需衔接,精准匹配企业生产与市场需求,优

化生产流程,提高产品生产运营效率,提升企业边

际创新产出[18]。

(3)数字化转型提供更多技术资源促进企业技

术创新。企业创新既是一种需求驱动行为,也是一

种技术驱动行为。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

算、大数据等基础技术被引入不同的行业之后,与

行业特定技术进行融合和协调,提升公司创新水

平[19]。此外,跨产业链的不同专业技术可以在数字

生态系统中进行整合和协调,产生跨界产业融合作

用,促进不同产业企业的技术交流与协作,并且最

终在“网络效应”作用下导致非线性技术溢出,进一

步为企业突破性创新提供技术动力。

(4)数字化转型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缓解企业

开展创新活动资金压力。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国中

小企业面临着长期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通过数

字化转型信息披露,企业向市场释放迎合政策和投

资热点的信号,缓解信息不对称情况,提高企业资

金融通效率,增加企业融资渠道进而降低创新企业

融资成本来提高企业融资能力[14,16,20]。

已有研究发现海洋产业研发创新影响因素

主要有要素投入、制度环境和空间集聚[2-4]。其

中,中国海洋产业创新程度偏低,涉海企业创新

水平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海洋科技创新的人力、资

本、物力等资源有效配置能力不足和利用水平不

高[21]。综上所述,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影响

信息交互,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提供更多技术资

源,以及减少信息不对称等方式有效解决海洋产

业创新程度低问题,促进涉海企业提高企业创新

发展水平。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数字化转型对涉

海上市公司创新能力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中国海洋产业正在从粗放式发展向高新技术

密集的集约式发展迈进的关键时期。传统涉海企

业的创新转型和新兴涉海企业的培育发展都需要

大量金融资本的投入支持。而涉海企业融资面临

资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风险水平高等困境。企

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增强企业

融资能力。因此,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更高程度缓

解涉海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困境。另外,相比

非国有企业,涉海国有企业拥有获得资金途径更

广、获取银行贷款能力更强、自身资本储备体量更

大等优势。这些都可以获得更强的企业融资能力,

从而使其获得更高的企业自主创新水平。此外,企

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信息交互和运营管理等角

度大幅度改善企业运营管理环境,降本增效,使其

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企业创新。相比非国有企业,

涉海国有企业人员更加冗杂,供应链信息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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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透明,交易链更加冗长,导致国有企业的经营成

本更高,整体运营效率更低。因此,企业数字化转

型可以更大幅度提升国有企业人员管理效率和供

应链上下游沟通管理效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管

理成本,激励企业将更多资源用于研发创新。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相比于非国有企

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涉海国有上市公司创新能力

正向促进作用更大且更加显著。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7—2021年的中国涉海上市公司为

研究对象。参照GB/T20794—2006《海洋及相关产

业分类》的标准比对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经营范

围中重要涉海产业以及参考“国证蓝色100指数”并

兼顾数据的可得性与代表性来选择涉海上市公司,

最终确定92家涉海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本文

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数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CNRDS),上市公司年报以及其他财务变量等数据

均来自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CSMAR)。

2.2 变量的选取

2.2.1 企业数字化转型

较早研究倾向于使用虚拟变量作为代理变量

来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9]。然而这种方法无法

体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强度,误差较大。考虑到企

业年度报告是企业对外部投资者传递信息的导向

性信息载体,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的计划与成果将

反映在年报中。吴非等[22]首次将上市公司年度报

告中的“数字化转型”相关的词频作为全新衡量上

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的指标。本文借鉴吴非构建的

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征词库,分别为人工智能(AI)、

区块链(BC)、云计算(CC)、大数据(BD)和数字技术

应用(DTA)五大类别。

(1)人工智能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商业智

能、图像理解、智能机器人、投资决策辅助系统、智

能数据分析、语义搜索、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语义

搜索、生物识别技术、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身份验

证、自动驾驶、自然语言处理。

(2)区块链技术。包括:数字货币、智能合约、

分布式计算、去中心化、差分隐私技术、共识机制、

比特币、联盟链。

(3)云计算技术。包括:内存计算、云计算、流

计算、类脑计算、图计算、物联网、绿色计算、认知计

算、融合架构、亿级并发、EB级存储、信息物流系

统、多方安全计算。

(4)大数据技术。包括:大数据、征信、数据挖

掘、文本挖掘、数据可视化、异构数据、增强现实、混

合现实、虚拟现实。

(5)数字技术应用。包括:移动互联网、工业互

联网、移动互联、互联网医疗、电子商务、移动支付、

第三方支付、NFC支付、B2B、B2C、C2B、C2C、O2O、

网联、智能穿戴、智能交通、智能医疗、智能客服、智

能家居、智能投顾、智能文旅、智能环保、智能电网、

智能能源、智慧农业、智能营销、数字营销、无人零

售、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金融科技(Fintech)、量

化金融、开放银行。

使用Python对涉海企业年报文本进行提取形

成数据池作为后续备用,根据表1指标名词进行搜

索、匹配和词频计数,并将企业某年五个大类别的

词汇频 次 求 和 度 量 企 业 当 年 数 字 化 转 型 程 度。

Lndgti,t定义公式如下:

Lndgti,t =Ln(AIi,t +BCi,t +CCi,t +BDi,t +DTAi,t +1)

2.2.2 企业创新能力

专利反映一个区域或者行业的新知识与新技

术的累计情况,这是衡量企业创新能力的核心特征

指标。专利授予存在时间周期,所以专利申请量比

专利授予量更能反映企业的创新能力。因此本文

依照现有研究做法[23],将专利申请数量(LnPai,t)作

为反映企业创新能力程度的变量,定义公式如下。

LnPai,t=Ln(PatentApplyi,t+1)

2.2.3 其他变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

会受到其他特征变量的影响,参考已有研究[24],本

文选取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等企业财

务变量和董事会规模(Boardsize)等企业结构微观

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通过财务变量影响企业财务状

况,企业结构变量影响企业决策结果,进而影响企

业投入的创新研发资金数量,最后对企业创新能力

造成影响。此外,加入个体固定效应控制个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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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结果的影响。主要变量具体名称与定义如表1
所示。

表1 主要变量名称与定义

Table1 Mainvariablenamesanddefinitions

变量 定义

LnPa 企业创新,用专利申请总数+1后的自然对数计算

Lndgt
数字化转型程度,用年报中“数字化转型”相关的词

汇频次+1的自然对数计算

Lndgt-M
数字化转型程度,用年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对

应词汇频次+1的自然对数计算

Size 企业规模,用年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计算

Lev 资产负债率,用年末总负债除以总资产

PPE 固定资产占比,固定资产净额除以总资产

Cash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经营活动现金净额除以总

资产

ROA 总资产报酬率,用净利润除以总资产计算

ROE 净资产收益率,用净利润除以净资产计算

SOE 产权性质,国有企业取值1,否则取值0

BM 账面市值比,股东权益总额除以公司市值

Boardsize 董事会规模,用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计算

Lndboard 独立董事占比

Dual
两职合一,若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取值1,否则

取值0

2.3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设定模型如下所示。

LnPai,t =α0+α1Lndgti,t+∑
12

i=2
αiControlsi,t+λi+εi,t

式中:LnPai,t为涉海上市公司创新能力;Lndgti,t为

涉海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程度;Controlsi,t为控制

变量;λi 为公司个体固定效应;εi,t 为模型随机误差

项。若假设H1成立,系数值α1 显著为正,涉海上

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对于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具

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 示,LnPa和

Lndgt均值大于0,说明涉海上市公司存在数字化

转型和企业创新现象。总资产报酬率最小值为

-1.561,最大值为0.550,说明不同涉海上市公司运

营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别。平均值为0.023,接近0,

说明中国涉海上市公司的总体盈利能力非常低,需

要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改善企业盈利能力。资

产负债率的均值为49.3%,在40%~60%的适宜范

围内,说明财务风险不高。但是平均水平较低,应
当适当融资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高。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le2 Descriptivestatisticsofvariables

变量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LnPa 1128 0 8.540 2.373 2.108

Lndgt 1128 0 4.820 0.866 1.098

Lndgt-M 1128 0 4.654 0.556 0.911

Size 1128 16.520 27.961 22.652 1.551

Lev 1128 0.010 8.612 0.493 0.371

PPE 1128 0.001 0.916 0.312 0.199

Cash 1128 -0.996 0.577 0.041 0.079

ROA 1128 -1.561 0.550 0.023 0.095

ROE 1128 -4.330 11.160 0.044 0.425

SOE 1128 0 1 0.635 0.482

BM 1128 0.0143 1.454 0.679 0.254

Boardsize 1128 1.386 2.772 2.179 0.217

Lndboard 1128 0.2 62.5 37.412 5.904

Dual 1128 0 1 0.174 0.379

3.2 基准回归

表3为基准回归结果。由表3可知,3种模型

(Lndgt)回归系数结果均在1%置信水平上显著,说
明涉海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会显著提升企业的创

新能力水平,即假设 H1得到经验证据支持。3种

(Lndgt)回归结果系数不断减小,表明控制变量在

不断纠正误差,可能是被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部分

因素吸收所致。在加入控制变量和个体固定效应

回归模型中,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董
事会规模(Boardsize)和企业产权性质(SOE)均通

过了1%置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企业加入控

制变量可以减少企业财务状况和企业结构以及企

业产权性质差异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提高结果精准

性。从拟合程度来看,随着控制变量和个体固定效

应不断加入后,R2 从0.096增加到0.321,说明拟合

效果越来越好,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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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不断提高。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Table3 Baselineregressionresult

变量 LnPa LnPa LnPa

Lndgt
0.595***

(0.054)
0.464***

(0.037)
0.215***

(0.041)

Size
0.541***

(0.056)

Lev
0.327***

(0.121)

PPE
-0.477*

(0.287)

ROA
0.168
(0.450)

ROE
-0.087
(0.071)

Cash
-0.120
(0.414)

SOE
0.601***

(0.196)

Boardsize
-0.833***

(0.303)

Lndboard
0.011
(0.008)

BM
0.004
(0.182)

Dual
0.060
(0.105)

Constant
1.857
(0.076)

1.971***

(0.044)
-9.040***

(1.498)

FirmFE No Yes Yes

N 1128 1128 1128

R2 0.096 0.096 0.321

  注:*、**、*** 分 别 表 示 在10%、5%、1%置 信 水 平 下 显 著,

下同。

3.3 内生性问题

由于本文研究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提高会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水平,与此同时,企业创新能力

增强也会使企业意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而投

入更多的资源进行数字化转型,因此本文研究的因

变量和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关系。另外

本文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因此有必要缓解本文

的内生性问题,实证分析基准模型结论是否依旧

成立。

由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具有连续性,前期的数

字化转型会对企业后期的数字化转型造成影响,于

是本文将被解释变量(LnPa)滞后一期和二期两个

滞后变量以及内生变量(Lndgt)滞后一期纳入到模

型中进行动态面板差分GMM 估计,结果如表4第

2列所示,涉海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依旧显著正向

提升公司创新水平。因为差分 GMM 容易受到较

弱工具变量的影响而产生向下的大的有限样本偏

差。本文使用与差分 GMM 相同变量再次进行动

态面板系统GMM估计。结果如表5第3列所示,

Lndgt系数结果的符号和显著性依旧满足。除此之

外,再使用二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处理内生性

问题,选取数字化转型(Lndgt)一期和二期滞后项

作为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结果如表4第4列所

示,数字化转型核心变量系数结果的符号和显著性

依旧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再次说明回归结果

是稳健的,结论是可靠的。

表4 内生性问题与稳健性检验

Table4 Endogeneityissuesandrobustnesstests

变量 FD-GMM SYS-GMM 2SLS

Lndgt
0.096**

(0.056)
0.037***

(0.014)
0.233***

(0.075)

Controls Yes Yes Yes

N 798 906 906

adj.R2 0.734

3.4 其他稳健性检验

前文主要通过改变估计模型来处理内生性问

题,实证表明结果稳健。进一步利用其他方式进行

稳健性检验。

(1)调整被解释变量的时间跨度。考虑到企业

数字化转型后产生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效果需要一

定时间,于是使用未来一期和未来两期的被解释变

量LnPa-1与LnPa-2作为基准回归的被解释变量,

结果如表5第2列和第3列所示,显示系数为0.177



34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4年 

和0.159,并且均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检验表明

涉海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显

著正向促进作用,结论依旧存在稳健性。

表5 其他稳健性检验

Table5 Additionalrobustnesstests

变量 LnPa-1 LnPa-2 LnPa LnPa-1

Lndgt
0.177***

(0.045)
0.159***

(0.049)

Lndgt-M
0.106**

(0.049)
0.009
(0.055)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FirmFE Yes Yes Yes Yes

N 1016 924 1128 1016

R2 0.291 0.294 0.316 0.281

(2)替换解释变量,再使用Python对涉海上市

公司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中的文本进行

提取形成数据池作为后续备用,根据指标名词进行

搜索、匹配和词频计数。与Lndgt计算方法相同,

将企业某年5个大类别的词汇频次求和加1后取自

然对数度量企业当年数字化转型程度 Lndgt-M。

管理层讨论部分体现管理层意志,结果Lndgt-M 也

能够反映企业创新水平,用来作为替换解释变量。

同时考虑到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于是除了使用被

解释变量LnPa,再使用未来一期被解释变量LnPa-

1,结果如表5第4列和第5列所示,第4列系数依

旧显著为正,结果仍然稳健。

3.5 异质性分析

本文根据企业所有制性质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

业和非国有企业,使用与基准回归一致的个体固定效

应模型进行异质性分析,为了减少内生性影响,选择

Lndgt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得到分组结果如表6
所示。表6中涉海国有企业L1.Lndgt系数为0.207,

且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即涉海国有企业数字化

转型对其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涉海

非国有企业L1.Lndgt系数为0.164,在10%置信水平

下显著,即涉海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能力

具有正向作用。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数字化

转型对其创新水平的影响作用更大且更加显著。基

于此,假设H2得到经验证据支持。

表6 基于企业所有制的异质性检验

Table6 Heterogeneitytestbasedoncorporateownership

变量
国有公司 非国有企业

Coefficient Std Coefficient Std

L1.Lndgt 0.207*** 0.058 0.164* 0.061

Size 0.917*** 0.080 0.587*** 0.099

Lev 0.392* 0.177 -0.171 0.227

PPE -1.656*** 0.384 0.931* 0.538

ROA 0.222 0.686 -1.215* 0.755

ROE 0.052 0.076 0.251 0.194

Cash 0.432 0.595 -0.627 0.726

Boardsize -1.780*** 0.383 0.982 0.631

Lndboard 0.002 0.010 0.022 0.015

BM 0.373* 0.242 -0.305 0.275

Dual -0.216 0.156 -0.016 0.143

Constant -14.920*** 2.151 -13.437*** 2.727

Numberofobs 657 359

R2 0.530 0.155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07—2021年92家涉海上市企业的

面板数据,以企业专利申请数作为衡量涉海企业创

新程度指标,以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数字化转型”

相关关键词词频衡量涉海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

证检验涉海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能力

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增加1%水

平,企业创新水平提升0.215%,结论在1%置信水

平下显著。涉海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企业研

发创新能力正向提升,结论在通过变换模型等多种

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对于不

同企业性质的国有与非国有企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对企业创新能力水平影响效果不同。相较于非国

有涉海企业,国有涉海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作用下创

新水平提升效果更大且更加明显。

从世界工业发展历程来看,技术进步过程中的

规模化和智能化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数

字化赋能,推动涉海企业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

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基于以上

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1)加快涉海企业数字化技术发展,提升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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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研发能力。政府应该加大对物联网、工业

互联网、数据中心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支持力

度,制定数字交换的指导性政策和市场运行规范,

为涉海企业数字化技术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和良好

制度环境。搭建综合性海洋信息服务平台,推动数

据要素与海洋资本、人力要素跨区域、跨行业深度

融合交流,优化创新资源配置。

(2)优化软硬件环境,提升服务涉海企业数字

化转型能力。健全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探索多元化

数字金融服务业态,引导资本流向科技含量高、资

本需求大的战略性海洋产业聚集,助推涉海企业数

字化转型发展。优化健全海洋人才培养体系,培养

数字海洋复合型人才,加强涉海企业在岗人员数字

化技能培训,优化数字人才队伍建设,构建跨区域

涉海领域产学研公共合作平台。鉴于国有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效果最好,积极培育

部分领域国有涉海企业数字化转型示范企业,发挥

国有企业创新引领作用。

(3)大力推进涉海企业数字化转型,营造涉海

企业数字创新生态。传统涉海企业应充分认识数

字技术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

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拥抱物联网、5G、大数据等信息

技术,科学合理进行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应利用

数字红利调整内部制度安排和组织实践,更好地匹

配外部环境,更好地获取内外部资源,提高决策准

确性和企业创新效率。加强对涉海企业的支持,深

化海洋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创新发展,促进海

洋资源大规模开发、配置和高效利用,推动海洋制

造业及相关产业可持续发展,从而带动区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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