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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优化研究

于武巧ꎬ陶应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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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ꎬ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战略ꎬ而成功的数字化转型需要企业从战略

高度出发ꎬ系统性地推进各项变革ꎬ并在技术应用、人才培养、组织管理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ꎮ 文章阐述了数字化的含义、数字化

转型对企业的重要意义ꎬ分析了当前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ꎬ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建议ꎬ旨在加深对

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复杂过程的理解ꎬ为企业制定和实施数字化战略提供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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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１ 世纪以来ꎬ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

长的重要引擎ꎮ 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ꎬ正积极

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ꎬ２０２１ 年我国数字化规模达到

４６ 万亿元ꎬ２０２２ 年增至 ５０.２ 万亿元ꎬ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 ４１.５％ 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
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纲要”)等也为企业数字化转

型提供了良好的支持和广阔的市场[１]ꎮ
对企业而言ꎬ成功的数字化转型对绩效产生积

极的促进作用ꎮ 但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

变革ꎬ而是涉及企业战略、组织结构、业务流程以及

企业文化等多方面的深刻变革ꎬ在这个过程中ꎬ有些

企业存在一些问题ꎬ转型绩效不尽如人意ꎮ 因此ꎬ提

出能使企业有效实施数字化转型的对策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ꎮ

１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含义

１.１　 数字经济对企业的影响

１９９６ 年ꎬ唐泰普斯科特在«数字经济:网络智

能时代的前景与风险»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数字经济

的概念ꎮ 此后ꎬ在各国政策的积极推动下ꎬ数字经济

开始广泛应用于教育、医疗、交通运输和政府部门等

诸多领域[２]ꎮ ２０１６ 年ꎬ中国在 Ｇ２０ 峰会上提出数字

经济的关键因素ꎬ包括其数字化的生产方式、媒介ꎬ
以及如何通过信息化、智能化最大限度地完善经济

体系、提升经济效益ꎬ其认为数字经济是通信时代下

诸多主体与产业融合的成果[３]ꎮ 数字经济打破了

传统产业的局限性ꎬ使得跨界融合成为常态ꎬ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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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周刊

企业发展的新机遇与挑战ꎮ 中小企业可以借助数字

平台参与全球竞争ꎬ但大型企业则会面临来自全球

范围内的更多潜在竞争者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企业需

要重新规划其全球化战略ꎬ利用数字技术整合资源ꎬ
提升国际竞争力ꎮ 数字经济对企业的组织结构和人

才需求也造成一定的影响ꎬ单一专业知识人才可能

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ꎬ面临市场的淘汰ꎮ 现有人才

必须掌握一定数字技术和工具ꎬ才能为企业更好的

服务ꎬ所以企业要调整人才战略ꎬ培养或引进具备数

字技能的人才ꎮ
１.２　 企业数字化转型含义

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自己的视
角和解释ꎬＶｏｓｓｅｎ[４] 认为数字化转型主要是转变客

户体验、转变运营模式以及转变商业模式ꎮ Ｖｅｒｈｏｅｆ
等[５]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就是通过读取、收集、运
用有价值的数据ꎬ为企业做出正确判断、动态调整策

略、提前布局规划ꎬ及时提供精准、全面、有效参考ꎮ
仉瑞和徐婉渔[６] 强调数字化转型目标是打破传统

模式ꎬ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者需求ꎬ拓宽销售

渠道ꎮ 俞枫[７]指出ꎬ数字化转型是通过整合数据和

业务流程ꎬ推进企业业务流程数字化改造ꎬ创新打造

商业价值模式ꎮ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为了适应数字经

济时代的要求ꎬ利用数字技术重塑业务模式、重构运

营流程、重新定义客户价值的全方位改革ꎮ 数字化

转型要求企业以数字思维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目

标、核心能力和竞争策略ꎬ构建面向未来的数字化企

业形态ꎮ 在技术层面ꎬ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为提高

效率ꎬ将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应用

在数据收集、分析等方面ꎬ目前常见的就是企业财务

共享中心的建设ꎮ 在财务层面ꎬ数字化转型不仅仅

是指自身财务流程的自动化转型ꎬ其还要求企业在

进行投资时将更多资源配置到数字技术和能力建设

上ꎬ在管理时利用实时数据分析和预测性建模ꎬ实现

更精准的财务预测和风险管理ꎬ甚至数字化转型的

成功与否也反映在财务上ꎬ包括收入增长、成本优

化、利润率提升等方面ꎮ 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持续的

而非一蹴而就的过程ꎬ它需要企业在战略层面做出

长期规划ꎬ系统性地推进各项措施ꎮ 同时ꎬ数字化转

型也是一个因企业而异的过程ꎬ不存在标准模式ꎬ企
业需要根据自身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和核心能力ꎬ
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数字化转型路径ꎮ

２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企业发展、提升行

业地位的关键因素ꎬ企业管理者必须高度重视并积

极推进ꎮ
２.１　 企业在数字时代保持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消费者行为的变化ꎬ传
统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方式正面临巨大挑战ꎬ有的企

业运用先制造后销售的模式ꎬ这会造成存货滞销的

情况ꎮ 数字化转型可以在生产上提高响应速度ꎬ实
现订货销售模式ꎬ从而适应市场的变化ꎮ

２.２　 为企业价值创造提供新的途径

通过数字技术ꎬ企业可以深入洞察客户需求ꎬ提
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ꎬ从而创造更高的客户价值ꎮ

２.３　 帮助企业发掘新的商业机会

企业可以通过开发数据驱动的增值服务ꎬ或者

构建基于平台的商业生态系统ꎬ甚至是迅速打破地

理限制ꎬ促成国际合作ꎮ 这些新的价值创造方式不

仅能够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ꎬ还能够增强其在市场

中的不可替代性ꎮ
２.４　 企业实现内部管理升级的有效手段

通过引入先进的数字工具和管理方法ꎬ企业可

以显著提高运营效率ꎬ降低运营成本ꎮ 例如ꎬ利用人

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优化供应链管理ꎬ或者通过云

计算和物联网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控制ꎮ
２.５　 有利于企业培养创新能力和增强组织凝

聚力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打破传统的思维

模式ꎬ鼓励跨部门协作和创新ꎬ增强企业韧性ꎮ
２.６　 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结

构的优化ꎬ促进新业态的发展ꎬ也可以提高资源配置

效率ꎬ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ꎮ

３　 企业数字化转型动因及模式分析

３.１　 动因分析

３.１.１　 外部动因

①政治环境ꎮ 国家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起到

了重要的推动作用ꎮ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加快数字化发展ꎬ这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政

策指引ꎮ 许多企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ꎬ将数字化转

型作为战略重点ꎬ例如推出云平台来规范管理体系

等ꎮ 同时ꎬ一些行业龙头还积极参与数字化标准制

定ꎬ这不仅推动了行业发展ꎬ也为公司自身的数字化

转型提供了方向指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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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探索

②经济因素ꎮ 随着经济从传统工业经济向数字

经济转型ꎬ企业普遍认识到数字化转型是把握新一

轮发展机遇的关键ꎮ 许多企业积极布局新兴产业和

数字化领域ꎬ致力于成为产业创新变革的推动者和

数字化转型的赋能者ꎮ
③社会因素ꎮ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ꎬ当前数

字经济时代深刻影响着企业的运营模式和价值体

系[８]ꎮ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ꎬ许多企业发现原有的业

务模式显露出不适应性ꎬ已无法完全满足提升发展

质量、服务国家战略和民生需求的更高价值追求ꎮ
通过实施数字化转型ꎬ企业可以重构价值体系ꎬ推动

业务与技术的深度融合ꎬ实现协同创新ꎮ
④技术因素ꎮ 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企业的内

部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ꎮ 企业积极将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应用于内部管理和运营ꎮ
例如ꎬ一些软件服务提供商开发各种智能系统和解

决方案ꎬ大幅提升了客户服务效率和满意度ꎮ 许多

企业还利用自身技术优势ꎬ开发面向不同行业和领

域的综合业务解决方案ꎬ服务于各级政府部门、企业

和社会公众ꎮ
３.１.２　 内部动因

①业务转型需求ꎮ 面对市场环境的变化ꎬ许多

企业发现现有模式已难以支撑长远发展ꎬ甚至面临

退出竞争市场的风险ꎬ急需通过数字化转型来优化

业务模式ꎮ 企业普遍开始采用各种业务过程管理系

统ꎬ对业务过程内容进行全面管理ꎬ实现内容资源的

全生命周期管理ꎬ从而支持业务转型ꎮ
②竞争力提升需求ꎮ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ꎬ大多企业意识到只有通过全面的数字化转型ꎬ才
能增强竞争优势ꎮ 在管理层面ꎬ企业选择引进智能

化的企业管理系统ꎬ如东软的慧鼎数据治理系统、慧
鼎高管洞察系统等ꎮ 在运营层面ꎬ一些企业选择运

用区域链应用平台ꎬ大幅提升了运营效率ꎮ
③绩效改善需求ꎮ 东软集团总裁盖龙佳认为数

字化转型的背后是对效率极致的追求ꎮ 通过数字化

转型ꎬ企业可以优化内部流程ꎬ提高效率ꎬ节省开发

人力成本ꎮ 许多企业也引进了绩效管理体系ꎬ将绩

效管理业务变革方案体系化、规范化、集成化、电子

化ꎬ规范了整个企业内的绩效管理行为ꎮ
３.２　 模式分析

企业ꎬ尤其是领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自

身发展的需要ꎬ更是引领行业变革的探索ꎬ他们的转

型模式具有借鉴意义ꎮ
３.２.１　 管理数字化

企业管理数字化转型主要体现在全局战略经营

智脑的构建上ꎬ其能够实时感知企业的经营活动ꎬ设
定指标阈值预警ꎬ同时ꎬ还能针对线上的数字化干预

进行追溯ꎬ评估企业行动的有效性并推动改善ꎬ从而

形成完整的闭环管理体系ꎮ 在数据治理方面ꎬ许多

企业采用了“标本兼顾”的策略ꎬ建立了自上而下的

指标管理和自下而上的数据治理体系ꎬ通过以用促

建的方式实现企业级指标贯穿整个数据治理体系ꎮ
通过此方法ꎬ企业能够从战略目标、资产管理、经营

投入强度、人力财力审核机制、内控和风险管理等多

个维度ꎬ直观地指导核心数据资产的识别和管理ꎮ
３.２.２　 运营数字化

在运营方面ꎬ很多企业改变了传统的“建治用”
模式ꎬ转而采用“用治建”的新思路ꎬ以小步快跑的

方式推进转型ꎬ避免了传统方式中常见的项目周期

长、金额大、落地效果不佳的问题ꎮ 数据是数字经济

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ꎬ企业在数据运营中应非常注

重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应用ꎬ通过建立企业级的数据

中台ꎬ以实现数据的统一管理和共享ꎬ为各业务部门

提供数据支持ꎬ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效率ꎮ 另外ꎬ要
注重运营过程的持续优化ꎬ通过建立数字化的运营

监控体系ꎬ实时跟踪各项运营指标ꎬ及时发现和解决

问题ꎮ 同时ꎬ借助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ꎬ不断提

升企业运营预测的准确性ꎬ为企业的精细化管理提

供更有力支撑ꎮ
３.２.３　 生产数字化

大多数企业在生产数字化方面的转型主要体现

在业务创新数字产线的构建上ꎮ 为了适应个性化、
小批量生产的市场需求ꎬ企业可以建设高度灵活的

柔性生产线ꎬ这些生产线能够快速切换产品型号ꎬ满
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ꎮ 例如ꎬ服装制造商可以实现

生产线的快速重配置ꎬ以应对不同季节和流行趋势

的变化ꎮ 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供应链的可

视化和优化ꎬ包括原材料采购、库存管理和物流配送

等环节ꎮ 例如ꎬ零售企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算法优

化库存水平ꎬ减少库存积压ꎬ同时确保货架的充足

供应ꎮ
４　 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存在的问题

４.１　 财务增长能力不足

有些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财务增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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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足的问题ꎮ 数字化转型通常需要大量的前期投

入ꎬ包括技术基础设施的升级、人才引进和培养、新
业务模式的探索等ꎬ这些投入在短期内可能无法产

生明显的财务回报ꎬ导致企业面临财务压力ꎮ 同时ꎬ
传统业务可能因转型而受到影响ꎬ进一步加大了财

务增长的困难ꎬ所以一些企业会犹豫不决ꎬ难以获得

持续的资金支持ꎮ
４.２　 内部管理能力不足

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的升级ꎬ更是管理模式

的变革ꎮ 有些企业的管理者习惯在舒适区管理ꎬ缺
乏必要的数字化思维和技能ꎬ短时间难以转变ꎬ无法

有效领导和推动转型ꎬ导致企业内部管理能力难以

适应数字化时代的需求ꎮ 企业传统的层级管理模式

也无法支持跨部门协作、数据驱动决策、敏捷管理等

新型管理方法的实施ꎮ
４.３　 转型压力及市场竞争力不足

部分企业转型方向的选择不当ꎬ未能准确把握

市场需求和技术趋势ꎬ或者也可能是因为转型速度

跟不上市场变化ꎬ导致企业在竞争中处于落后地位ꎮ
还有一些企业过于关注技术升级而忽视了商业模式

创新ꎬ难以在市场中形成新的竞争优势ꎮ
４.４　 外界形象受损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据安全问题是至关重要

的ꎮ 一些数据泄露事件可能会引起利益相关者对企

业的不信任ꎬ或者在转型过程中未能及时沟通解决

售后问题ꎬ也会导致企业形象受损ꎮ

５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对策与建议

５.１　 提升财务管理与盈利能力

企业应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加强财务管

理ꎬ制订合理的投资计划ꎬ平衡短期投入和长期回

报ꎮ 企业也需进行深入的成本分析ꎬ制订分阶段的

转型计划ꎬ合理分配资金ꎬ实现盈利增长和增强企业

抗风险能力ꎬ为后续加大研发资金投入进行深入数

字化转型留有更大空间ꎮ
５.２　 重视数字化人才ꎬ强化内部管理能力

数字化人才因其专业的技术能力和对业务需求

的理解ꎬ可以减少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出现的管理问

题ꎬ因此ꎬ企业应该高度重视数字化人才的培养和引

进ꎮ 一方面ꎬ建立完善的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ꎬ对现

有员工进行系统的数字化思维及技能培训ꎻ另一方

面ꎬ建立数字化人才引进激励机制ꎬ吸引行业内顶尖

的数字化人才ꎮ

５.３　 理解转型内涵ꎬ明确转型路径与市场定位

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时ꎬ首要任务是明确数

字化转型的真正内涵ꎮ 数字化转型不等同于传统的

信息化ꎬ管理者需要清晰地辨别两者的差异ꎮ 企业

要基于自身的优势和市场需求ꎬ找准差异化竞争优

势ꎬ明确数字化转型的方向和目标ꎬ制定清晰的转型

路径ꎬ包括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ꎬ以及每个阶段的

关键举措ꎻ还要持续关注行业趋势和技术发展ꎬ及时

调整转型策略[９]ꎮ
５.４　 建立数字化转型绩效评估体系ꎬ重塑品牌

形象

企业需要加强信息安全和数据保护ꎬ以及建立

科学的数字化转型绩效评估体系ꎮ 通过定期评估及

披露相关指标ꎬ管理者可以清晰了解数字化转型对

企业各方面的影响ꎬ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ꎻ利益相关

者可以看到转型进展和取得的成果ꎬ有利于企业积

极塑造形象ꎬ增强市场竞争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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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ꎬ顺利推进我国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决定其未来发展和促进农业产业升级的关键因

素ꎮ 文章深入剖析了县域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ꎬ梳理其数字化转型进程所面临之困局ꎬ基于此精准识别县域农业企业数字

化转型关键风险并构建其针对性风险治理机制ꎬ为更有效认知和治理县域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风险ꎬ助推我国农业企业顺利推

进数字化转型战略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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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当前ꎬ我国正值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迈进的

关键时期ꎬ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ꎬ农业企业量大

面广ꎬ多措并举推动农业企业科学高效开展数字化

转型ꎬ对我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１]ꎮ

２０１９ 年以来ꎬ相关方面发布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

纲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５ 年)»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

见»等文件都强调大力推进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进

程ꎬ但大多数农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仍处于起步阶

段ꎬ区域间农业企业数字化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

的状况ꎬ数字化赋能农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广度和

深度有待拓展[２]ꎮ 在县域地区ꎬ农业企业生产经营

方面数字化融合度较低ꎬ导致了县域农业企业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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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过程中效率低、效果不佳ꎬ进而在安全化生产、精

准化生产、可持续生产等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

节面临明显的数字化转型风险ꎬ而这些转型风险则

进一步降低了其数字化转型效率[３]ꎮ 因此ꎬ探索识

别县域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风险及构建其数字化转

型风险治理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ꎮ

１　 县域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与困局

１.１ 　 县域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基础设施不

完善

基础设施是县域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根基ꎬ
也是推动县域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前提条件ꎮ 目

前ꎬ县域地区仍存在制约农业企业数字化发展的瓶

颈因素ꎬ如地理位置偏僻、网络基站分布不均匀、网
络信号不稳定、网络传输速度缓慢等ꎬ这不仅降低了

县域农业企业获取和传递信息的效率ꎬ还使农业生

产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场景受到了限制ꎮ 此外ꎬ农业

数字化基础设备在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

产效益以及面对自然灾害等多个方面都起着不可或

缺的作用ꎬ但这些设备通常具有购买维护成本双高

的特点ꎬ因此县域农业企业普遍面临数字化设备短

缺问题ꎬ包括缺少智能农机和传感器等基础设备ꎮ
１.２　 县域农业企业数字化素养欠缺

农业从业者数字化素养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

农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ꎮ 县域农业企业数字化

转型推进过程中ꎬ基层农业从业者普遍存在数字化

素养不高的问题ꎮ 一是县域教育水平和质量相对不

高ꎮ 在数字技术领域ꎬ县域农业企业员工的知识储

备明显不足ꎬ导致其无法深入理解并灵活运用农业

相关数字技术ꎮ 二是县域农业企业数字技术渗透、
数字化应用不足ꎮ 员工对数字设备的认识和培训不

足ꎬ使得他们对数字化农业机械与数字化农业信息

系统感到无从下手ꎬ难以最大化地利用相关工具和

信息开展农业活动ꎮ
１.３　 县域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缺少资金支持

县域农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ꎬ需要大规

模的财务支持ꎬ用于农业数字化设备的采购与更新、
数据模型的建构与运营、农业基层员工的引入与培

训、农产品供应链与网络平台的搭建等ꎬ而由于县域

农业企业抵押物缺乏、信用等级低、外部不确定性强

等多种因素ꎬ其在融资方面存在融资渠道不畅通、融
资能力差等困难ꎬ这不利于县域农业企业实现在基

础设施建设和硬件配置方面的资金需求[４]ꎮ
１.４　 县域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技术人才缺乏

农业数字化技术应用具有高复杂度和强专业化

特点ꎬ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大量通晓农业科学、
信息技术、数据分析等多个专业领域的、跨学科背景

的专业技术人才加以支撑ꎮ 而县域专业技术人才普

遍涌入城市ꎬ导致县域农业企业中精通农业数字化

转型的专业人士非常稀缺ꎮ 同时ꎬ县域原有的专业

技能培训与教育结构已经无法满足日益更新的数字

技术需求ꎬ这将导致县域农业企业员工与新兴农业

数字技术脱节ꎬ进一步加剧了县域农业企业在数字

化转型方面的人才短缺问题ꎮ

２　 县域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风险识别

２.１　 战略决策风险

第一ꎬ战略规划风险ꎮ 县域农业企业想要成功

地进行数字化转型ꎬ关键在于制定详尽且长远的数

字化策略规划ꎮ 县域农业企业高层管理者是企业战

略规划的制定者ꎬ是县域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掌

舵人ꎮ 而现阶段ꎬ县域教育水平相对落后ꎬ县域农业

企业管理者对数字化转型的了解不足ꎬ难以确立清

晰的策略方向、详尽长远的数字化转型战略ꎬ以及有

效的规划落地保障措施ꎬ这将导致数字化转型效果

不明显ꎬ甚至转型失败ꎮ
第二ꎬ政策感知风险ꎮ 近年来ꎬ相继出台不少有

关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ꎬ例如ꎬ江苏省常州市

２０２２ 年出台了«常州市制造业企业智能化改造和数

字化转型专项贷款贴息奖励实施细则(试行)»ꎻ湖
北随县 ２０２２ 年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高

质量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等ꎬ而县域受网络覆盖

率低、信息化差等因素影响ꎬ信息传递受阻ꎬ一旦县

域农业企业对政策的了解不及时不充分ꎬ就极有可

能拿不到相关政策补贴、赶不上政策的“顺风车”ꎬ
使得数字化转型的努力付诸东流ꎮ

２.２　 资金管理风险

第一ꎬ融资风险ꎮ 近年来ꎬ基于国家利好政策ꎬ
农业企业有所发展ꎬ但对一些县域农业企业而言ꎬ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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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人才、数字化技术等要素

储备上仍处于较大劣势ꎬ亟须大量前期投入进行弥

补ꎬ而对县域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这样一个有高不

确定性的过程而言ꎬ银行金融体系可能无法提供充

足、有力的外部资金支持ꎮ 融资约束之下ꎬ多数县域

农业企业为实现数字化转型被迫抬高融资成本、缩
短融资期限等ꎬ这很可能导致企业形成 “融资约

束—转型困难—融资约束提升”的恶性循环ꎮ
第二ꎬ投资风险ꎮ 县域农业企业生产过程中所

需数字化场景颇多ꎬ如云台监控、温湿度监测、土壤

探测等ꎬ每个场景所牵涉的软硬件集成各不相同ꎮ

县域农业企业想要实现先进管理和高水平数字化ꎬ

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购买各种设备ꎬ这将导致农产

品成本极高ꎮ 而农业行业进入壁垒低ꎬ农产品售卖

环节价格无法大幅提升ꎬ且农产品受天气等不确定

因素影响极大ꎬ产量无法得到保障ꎬ增值效应和增质

效应都无法让农产品价值上涨抵消其高额成本ꎮ 投

入与收益的严重不匹配可能导致县域农业企业资金

链断裂ꎬ并致使数字化转型效果不佳ꎮ

２.３　 人力资源风险

第一ꎬ数字化人才供给风险ꎮ 确保足够的数字

化人才是支持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关键ꎮ 现阶

段ꎬ我国城乡发展仍存在不平衡现象ꎬ县域在工作机

遇、工资待遇等方面不足ꎬ从而引进外部数字技术人

才的成果往往不明显ꎮ 农业数字化相关知识在县域

地区的推广和应用受到了数字技术人才缺乏的制

约ꎬ给县域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了一定风险ꎮ

第二ꎬ员工对数字化的排斥风险ꎮ 县域人口老

龄化较为严重ꎬ县域农业企业员工平均年龄较大ꎬ基

层员工在数字化技能和数字化思维方面可能无法满

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标准ꎮ 一方面ꎬ他们思维固化ꎬ

认为数字化转型可能会对他们的持续发展构成威

胁ꎻ另一方面ꎬ他们安于现状ꎬ出于排他心理可能不

太愿意参与数字化转型项目的执行ꎬ这将大大降低

县域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效率ꎮ

２.４　 数据安全风险

县域农业企业在数字技术的应用过程中ꎬ会形

成大量的数据资料ꎬ如农作物种植、农地规划、农产

品参数、客户信息、农产品生产计划等生产运营数

据ꎬ这些数据资料是推动县域农业企业数字化发展

的关键因素ꎬ存在被窃取、滥用和贩卖的风险ꎮ 一方

面ꎬ县域农业企业管理者安全意识不足ꎬ导致农业数

据容易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泄露ꎮ 另一方面ꎬ由于

县域法律普及不足ꎬ县域农业企业在信息保护技术

方面存在不足ꎬ使得县域农业企业在数据收集、数据

整合、数据存储和数据分析等方面面临一定的风险ꎮ

３　 县域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风险治理机制

３.１　 完善县域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管理体系

一是企业内部成立政策研究小组ꎮ 正确理解并

充分利用每一条县域农业企业适用政策ꎬ通过数字

金融、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相关条款获取更多资金

支持ꎬ克服融资约束ꎬ降低数字化转型成本ꎮ 二是制

定县域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ꎮ 县域农业企

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时ꎬ不应盲目行动ꎬ而应有明确

的目标和计划ꎬ县域农业企业应根据自身所处环境

的资源特性ꎬ因地制宜地制定战略方案ꎬ明确各个阶

段的目标、实施步骤、关键技术和保障措施等ꎬ确定

农业数字化转型推进的时间表和路线图ꎮ 三是积极

开展政策宣传和培训活动ꎮ 通过会议、培训、内部刊

物等方式ꎬ自上而下地向农业企业全体员工传达数

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ꎬ提高县域农业企业员

工对数字技术和数字思维的认知ꎬ使其更加主动地

融入县域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ꎮ
３.２　 建设县域企业数字化转型基础设施

一是加速县域在道路、水电、沟渠等农业生产加

工基础设备设施上的现代化进程ꎬ为县域农业企业

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的物理基础ꎮ 二是加大县域

５Ｇ 网络、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信息技术设备的

建设力度ꎬ增强县域农业企业的数字化互联能力ꎬ为
农业数字技术的实际运用提供坚实的网络基础ꎮ 三

是县域农业企业应加强与信息终端、电商、物流等平

台的合作ꎬ积极招商引资ꎬ以便整合农业、气象、市场

等多方面的信息资源ꎬ解决农产品“最初一公里”和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ꎮ

３.３　 优化县域数字化人才培养和引进体系

一是加大县域农业企业数字技术专业人才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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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ꎮ 一方面通过家乡情怀与政策支持吸引当地数

字技术人才回归家乡ꎬ服务农业行业ꎻ另一方面加强

校企合作ꎬ拓展人才引进渠道ꎬ吸引外来数字技术人

才ꎬ并为其提供稳定的薪资保障ꎬ创造一个数字技术

专才“引得来”并“留得住”的企业氛围ꎮ 二是积极

组织县域农业企业的员工前往数字化农业示范园区

进行实地参观学习ꎬ为其提供可效仿的农业企业数

字化转型成功案例ꎬ培养员工的数字化思维及能力ꎬ
增强其对县域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信心ꎮ 三是明

确员工激励机制ꎮ 打消县域农业从事者转型即被辞

退的顾虑ꎬ并为员工提供项目奖金、晋升机会以及其

他福利待遇ꎬ激励员工积极地参与到数字化转型活

动中ꎮ
３.４　 构建县域农业企业数据安全保障机制

一是确保县域农业企业数据物理安全ꎬ对机房和

设备进行妥善的维护和管理ꎬ加强密码使用、监测检

测和应急演练等一系列保障措施ꎬ确保数据的及时备

份和存档ꎬ对重要的数据ꎬ还应进行刻录光盘或创建

纸质版档案ꎮ 二是完善县域农业企业网络管理体系ꎬ
加强管理与技术防范相结合ꎬ确保网络安全得到适当

的保护ꎬ防止无授权的工作人员错误操作或篡改关键

信息ꎬ并确保所有数据都是可追溯、可随机抽查和可

对比的ꎬ避免人为错误ꎮ 三是县域农业企业各个部门

应定期组织数字信息安全的培训活动ꎬ以提高县域农

业企业员工对农业数字信息安全的感知力ꎬ确保县域

农业企业信息安全的稳定性和保密性ꎮ

４　 结论与展望

县域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虽面临重重挑战ꎬ但
通过精准识别风险并构建完善的治理机制ꎬ仍具有

广阔的发展前景ꎮ 在未来ꎬ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与

政策的持续优化ꎬ县域农业企业应积极顺应数字化

潮流ꎬ持续优化自身的管理与运营模式ꎮ 一方面ꎬ企
业自身要强化风险意识ꎬ密切关注内外部环境变化ꎬ
动态调整风险治理策略ꎬ确保数字化转型的平稳推

进ꎻ另一方面ꎬ政府、高校、科研机构等应加强合作ꎬ
形成合力ꎮ 政府可进一步加大对县域农业数字化转

型的政策扶持与资金投入ꎬ完善相关法律法规ꎬ营造

良好的转型环境ꎻ高校与科研机构则应积极开展针

对性的科研与培训项目ꎬ为县域农业企业培养更多

专业人才ꎬ提供更先进的技术支持与智力保障ꎮ 相

信在多方共同努力下ꎬ县域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必

将取得显著成效ꎬ有力推动农业产业升级与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ꎬ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为

重要的作用ꎬ为实现农业强国目标奠定坚实基础ꎮ

参考文献:
[１]王志刚ꎬ胡宁宁ꎬ项猛.资源与能力视角下农业企业数字

化转型研究:基于 １１０ 家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验分

析[Ｊ].经济与管理研究ꎬ２０２４ꎬ４５(５):７８－９５.

[２]曾神星.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研

究[Ｊ].中国市场ꎬ２０２４(１５):１８７－１９０.

[３]罗伟ꎬ苏志华ꎬ韩会庆.数字技术赋能小农户融入农业高

质量发展的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 Ｊ].当代农村财经ꎬ

２０２４(７):５４－５７.

[４]饶媛媛ꎬ郝汉.我国涉农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困境及对

策研究[Ｊ].山西农经ꎬ２０２３(２２):１４８－１５０.

作者简介:贺婷婷ꎬ女ꎬ湖南衡阳人ꎬ长沙师范学院经济管理

学院学生ꎬ研究方向:财务管理ꎻ

余莉娜ꎬ女ꎬ湖南长沙人ꎬ长沙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ꎬ

研究方向:会计理论与实务ꎮ

—８—



管理探索

创业孵化基地的数字化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苏　 红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ꎬ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００)


摘　 要:文章旨在分析当今数字化转型对创业孵化基地提出的新挑战ꎬ研究如何构建“基本服务＋增值服务”的多层次、全方

位“融合式”服务体系ꎮ 通过对创业孵化基地基本服务功能的阐述ꎬ浅析数字化赋能背景下基地建设运行所面临的困难和瓶颈ꎬ
从而提出了创业孵化基地在产教融合、产城融合、政企融合、数实融合方面的数字化转型发展新路径ꎮ

关键词:数字经济ꎻ创业孵化ꎻ创业服务ꎻ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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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当前ꎬ以数字科技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革命方兴未艾ꎬ在数字科技成熟、产业转化的同

时ꎬ不断有新的颠覆性科技创新涌现出来ꎬ展现了催

生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的巨大潜力[１]ꎮ 在这个

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增长新时代ꎬ以更开

阔的视野去审视和发掘数字经济中的创新优势ꎬ用
数字化来催生创业孵化基地的新活力ꎬ成为各类创

业孵化基地创新发展的新动能ꎮ

１　 创业孵化基地的本质与现状

１.１　 创业孵化基地的内涵和外延

创业孵化基地是一种专门为创业创新者提供孵

化、支持和辅导的载体ꎬ以培育创业主体和完善创业

服务为工作重点ꎬ以促进创业带动就业为根本目的ꎬ
通过提供场地、资源、技术、人脉等服务ꎬ帮助创业者

快速构建自己的企业或项目ꎬ促进其成长和发展ꎻ主
要作用是帮助创业者快速积累经验、获取资源、拓展

市场ꎬ同时提供法律、财务、技术、人力资源等全方位

的支持ꎬ帮助企业实现从初创到规范的转型ꎮ
１.２　 创业孵化基地的服务功能

１.２.１　 核心服务

在项目开发方面ꎬ为孵化对象确定创业项目、开
展市场调研、制订创业计划、组建创业团队等方面提

供服务和帮助ꎻ在项目对接方面ꎬ为孵化对象搭建对

接平台ꎬ助其引资、引智、引才ꎻ在项目形象设计方

面ꎬ在各类线上线下平台为孵化对象提供战略指导、
广告策划、市场营销、项目推广等服务ꎮ

１.２.２　 成长服务

提供专业化创业指导ꎬ根据项目需求匹配创业

培训、经营管理指导、创业项目推介和创业信息咨询

等各类促成长帮扶措施ꎻ搭建创业融资对接平台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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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周刊

孵化对象提供风险投资、融资对接以及融资担保服

务ꎻ积极对接本地人力资源市场ꎬ为孵化对象提供岗

位发布、人才招聘等就业服务ꎮ
１.２.３　 保障服务

一方面是场地保障ꎬ制定入驻相关优惠政策ꎬ为
符合条件的孵化对象提供低成本的生产经营场地、
基本办公条件和后勤保障服务ꎮ 另一方面是打造低

成本、高质量的特色化事务代理服务平台ꎬ协助孵化

对象办理企业登记注册、财务代账、融资担保、专利

申请、法律维权等专业事项ꎮ
１.３　 建设运营的现状及瓶颈

１.３.１　 管理机制不够健全

现阶段ꎬ人社部门更注重创建时各基地展示的

软硬件配套及孵化成功率等成效ꎬ对基地常规运营

中出现的问题把握不足ꎮ 需要人社部门坚持正向激

励与反向约束相结合ꎬ改“一评定终身”为“定期评

估”ꎬ从常态推动向长期驱动转变ꎻ更需要引入数字

化管理手段以提高基地的管理效率和创新能力ꎬ促
使创业载体“蓄水池”活起来ꎮ

１.３.２　 各方力量不够协调

目前ꎬ与创业孵化基地各类业务相关的政府部

门未能形成合力ꎬ社会资本参与创业孵化基地建设

的效能也不够高ꎬ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基地的健康有

序发展ꎮ 要建设数字化信息互享共用平台ꎬ发挥资

源配置的最大效能ꎬ加强政府部门和创业孵化基地

之间的创业信息交流ꎮ
１.３.３　 服务资源不够集成

各创业孵化基地需定期并且长期保持与各类创

业服务资源的对接ꎬ从方方面面为创业项目提供

“店小二”式的便利服务ꎮ 但就现状来看ꎬ不少基地

更注重视觉效果好、宣传作用大的活动ꎬ对各类服务

资源的集成度不够ꎬ未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打造集

成的服务平台ꎮ “保姆式”服务体系还未真正形成ꎬ
尚未打通人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２]ꎮ

１.３.４　 创业活动不够丰富

目前ꎬ一些创业孵化基地的活动都以政策宣讲

为主ꎬ在形式上缺少生动有效的表达ꎬ也难以从活动

中发现潜在的优质创业项目ꎮ 因此ꎬ应鼓励创业孵

化基地自主组织或者承办创业大赛、创业故事汇、创
业者交流沙龙、银企对接会等创新创业活动ꎬ发现并

跟踪服务好具有潜力的创业项目ꎬ为创业者提供展

示自我的交流平台ꎮ

２　 数字化对创业及创业孵化基地的影响
２.１　 数字化的主要特征

数字化是信息技术发展的高级阶段ꎬ是数字经

济的主要驱动力ꎮ 数字转型是当今社会各个行业都

需要面对的崭新台阶ꎬ其既有效拓宽了经济发展的

广度ꎬ又促进经济可持续的深度ꎬ同时还持续推动着

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ꎬ促进了传统产业和数字技术

的深度融合ꎮ
２.１.１　 信息化的创新驱动和引领

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渗透在各行各业ꎬ传
统产业在不断更迭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积累了海量

的数据ꎬ数据在交汇和共享时得到了进一步的萃取

和凝练ꎬ引领传统行业变得更加智能ꎮ 加之 ５Ｇ 等

信息化技术将大量的数字创新主体进行有效的对

接ꎬ使技术创新和数字服务深度交融ꎬ加倍释放了经

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ꎮ
２.１.２　 开放式的优化重组和融合

随着数据的开放与共享ꎬ传统产业正在不断实

现着产能、质量和效率的更优化配置ꎬ形成了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ꎬ集群中价值链上的各类

企业乃至跨行业、跨价值链的不同企业之前加强了

跨界合作ꎬ从而实现了资源配置的重组和优化ꎮ 数

字经济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和创业过程ꎬ重塑了传

统创业结构和创业生态系统ꎬ推动了创业数字化、智
能化转型发展[３]ꎮ

２.１.３　 普惠型的共建共享和协作

信息化的广泛应用ꎬ使企业和社会组织正在朝

着去中心化和集体协作的方向发展ꎮ 随处可见的数

字化基础设施建设ꎬ各种云服务的大数据模式ꎬ各类

电子商务、金融、娱乐等信息服务平台ꎬ使得普罗大

众参与经济活动的方式更加多元化和便捷化ꎬ不断

推动着数字经济出现“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普惠

格局ꎬ推动城市服务向着更加智能、便捷、高效的方

向发展ꎮ
２.２　 数字化带来的新挑战

２.２.１　 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ꎬ各创业孵化基地重点引入的创业项目在云

计算、物联网等产业领域发展速度较快ꎬ但以区块链、
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型高端领域ꎬ在竞争力、影响

力、创新力等方面依然较为薄弱ꎮ 各创业孵化基地网

络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程度不同ꎬ数据来源及质量

也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ꎬ政府、园区和企业之间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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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探索

息孤岛依然存在ꎬ制约着数字化转型的实施ꎮ
２.２.２　 健全数字化管理模式

数字化转型需要一套适合数字化管理的模式ꎬ
这一模式要根据详细的转型路线图来指导实施ꎬ更
要考虑孵化基地内部需求以及外部行业和市场变化

来制定具体的战略和行动方案ꎬ是一个长期的、逐步

推行的过程ꎮ 虽然各创业孵化基地在数字化建设和

运营管理上相继落地并加速推进ꎬ但协同发展的数

字经济产业生态体系尚未建立ꎮ
２.２.３　 深化数字经济融合应用

数字技术与不同行业融合的速度与方式存在较

大差异ꎬ仍需探寻其底层融合路径与机制ꎮ 首先ꎬ融
合不够全面ꎬ数字技术在不同产业、行业的创业孵化

基地的覆盖不均衡ꎮ 其次ꎬ融合不够深入ꎬ数字技术

尚未形成对创业孵化基地入驻项目产品全生命周期

和产业链的深度赋能ꎮ 很多创业项目和孵化基地只

是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简单应用数字技术ꎬ对数

据的挖掘和利用远远跟不上数据爆发式增长的

态势ꎮ
２.２.４　 优化数字营商环境

从数字政府视角出发ꎬ“数字政务”领域尚有提

升空间ꎬ在政务数据资源体系建设、政务新媒体建

设、政府网上服务提升等方面有待优化ꎬ需要进一步

为创业孵化基地和入驻项目完善政务数据共享平台

和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的对接机制ꎬ归集整合、开发共

享公共信用信息ꎬ提供供应链融资、贸易融资、直接

融资等支持ꎮ

３　 创业孵化基地的发展新路径

３.１　 加强数字化融合教育ꎬ提升产教融合质量

３.１.１　 实施数字双创育人模式

积极打造培养数字产业人才的摇篮ꎬ有效推动

各类主体深度参与高校创业课程专业设置、人才培

养规格定位、课程教学资源开发等工作ꎮ 坚持双师

型教学队伍建设、校外创业导师队伍建设ꎬ加强数字

技能提升、数字素养培训ꎬ使之成为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的推动者和实践者ꎮ 同时ꎬ将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入课程开发和教学实践

中ꎬ创新打造智慧教室、云课堂ꎬ建立更加灵活开放

的数字化创新创业育人生态ꎮ
３.１.２　 搭建产业人才生态体系

各创业孵化基地联合高校共同搭建产业人才生

态体系ꎬ提炼人才画像及需求ꎬ培育具有产业服务能

力的学生人才资源池ꎮ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及人才发

展战略ꎬ把科技创新、产业集聚、资本运作、项目孵

化、成果转化等功能集成起来ꎬ促进创新各要素先

“聚合”再“聚变”ꎬ使创新驱动和人才发展这两个轮

子协同高速旋转起来、快起来ꎬ推动教育链、人才链

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ꎮ
３.１.３　 探索长效融合机制建设

一方面ꎬ探索供需对接长效机制ꎮ 基于大数据

和云计算等技术ꎬ开展行业发展、人才供需和技术供

需精准分析与预测ꎬ匹配创业孵化基地的产业需求

和高校创业供给ꎬ促进产教供需高效对接ꎮ 另一方

面ꎬ探索科研创新长效机制ꎮ 利用产教融合平台开

展智能数据分析ꎬ协同攻克企业生产一线面临的生

产性和技术性难题ꎬ提升产教融合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ꎮ
３.２　 推进数字化转型支撑ꎬ积蓄产城融合动能

３.２.１　 坚持“科创＋产业”协同发展

坚持以城促产、以产兴城ꎬ聚焦大数据产业ꎬ抢
占数字经济蓝海ꎬ围绕产业、人才、生活、生态“四个

协同”ꎬ瞄准新兴产业ꎬ设立开放式、国际化高端研

发机构ꎬ加快集聚全球创新资源ꎬ构建协同创新平台

和机制ꎮ 全面推进产业谋划和落地ꎬ赋能城市发展ꎬ
从而不断做优做强基地产业生态ꎬ提升平台发展能

级ꎬ奋力实现传统创业园区向数字创业孵化基地的

华丽蜕变ꎬ加快形成“科学园＋技术园＋产业园＋生活

园”的产城融合发展模式ꎮ
３.２.２　 培育智慧数字应用场景

培育贯穿全生命服务周期的智慧数字应用场

景ꎬ为入驻项目提供人力资源、商务交流、配套设施

等优质服务支持ꎬ让接地功能更丰富、特点更鲜明ꎬ
针对创客、初创企业、科技型小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

等不同阶段企业的特点和需求ꎬ形成资源高度协同、
功能高度融合、服务高度支撑的创业创新平台ꎬ实现

从单一到多元到互联的“平台蝶变”、从落地到增效

到双赢的“项目蝶变”、从追量到谋变到求质的“产
业蝶变”ꎮ

３.２.３　 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围绕“源头供给—转移转化—产业育成”创新

链条ꎬ构建线上一张网、线下创新服务体系ꎬ建设一

批联合共享实验室、新型高端研发机构ꎬ为科技成果

转化服务ꎬ积极发展未来场景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

等新型孵化组织ꎬ推动更具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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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爆发ꎬ育成一批新业态创新企业ꎮ 推动大数据从

“存起来”到“跑起来”再到“用起来”ꎬ以创业式创

新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题ꎮ
３.３　 激发数字化服务能级ꎬ发挥政企融合力

３.３.１　 建立新型的政企关系

坚持“政府引导、园区搭台、企业创新”的市场

化思路ꎬ促进效率和质量提升ꎬ通过“互联网＋产品＋
服务”的新型经营模式ꎬ围绕决策指挥、招商企服、
工程建设、产业赋能、资管物业和行政办公六大应用

场景ꎬ建设智慧园区数字底座ꎬ培养立体感知、互联

互通、共享协同与智能预警能力ꎬ进一步提升园区的

管理和服务水平ꎬ全力促进区域数字产业的发展壮

大ꎮ 在创新性引导下ꎬ企业要适当引入“破坏式创

新”ꎬ提高对数字化转型的主观能动性[４]ꎮ
３.３.２　 打造强大的资源链接

政府和创业孵化基地应针对不同创业阶段的特

点和需求ꎬ提供个性化的资源链接ꎮ 为初孵企业提

供证照办理、创业指导、政策对接、法律咨询等基础

性综合服务ꎬ为高成长企业提供仪器设备和专业技

术服务ꎬ快速实现创业项目小试、中试、产业化ꎬ规避

“技术踩雷、重复投资”ꎬ为高端企业提供标准化厂

房、研发平台、科技成果展示中心ꎬ帮助企业与一流

高校院所开展技术合作、引进高端人才、开拓市场ꎮ
３.３.３　 构建智能的服务机制

基于“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高

标准ꎬ不断推动服务机制的创新和优化ꎬ形成广泛、
便捷、智能的一体化服务体系ꎬ持续增强创新环境吸

引力ꎮ 针对企业进驻、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ꎬ
打造线上线下联动服务模式ꎬ进一步完善企业诉求

流转机制、全员走访制等工作机制ꎬ重点做好企业

“派单—处置—反馈”流程闭环打造ꎬ努力构建完善

的合作、联动、协调机制ꎬ全力激发各类创业孵化基

地的创新生态生长力ꎮ
３.４　 聚焦数字化技术赋能ꎬ催生数实融合业态

３.４.１　 夯实数字产业化的根基ꎬ突破关键共性

技术

准确把握数字化和智能化方向ꎬ利用数字化新

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多方位、全链条的改造ꎬ有效发

挥数字信息技术对创业孵化基地发展的叠加、放大

和倍增作用ꎮ 打破信息孤岛ꎬ优化跨界合作和创新

发展环境ꎬ促进跨行业、跨领域、跨区域的数据互联

互通ꎮ 强化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ꎬ提高创新资源整

合、创新成果商业化能力ꎬ实施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项目ꎬ强化专利保护ꎬ促进成果共享ꎬ加快数字领

域共性技术研发ꎬ推动数字经济“脱虚向实”ꎮ
３.４.２　 畅通产业数字化的堵点ꎬ创新数字技术

应用场景

充分发挥各类创业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的优

势ꎬ不断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ꎮ 数

字技术应用成本高、适配难度大、成效不确定是阻碍

产业数字化的关键堵点ꎬ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深入研

究并着力提高数字技术适配性ꎮ 构建全要素全链条

数字经济生态圈ꎬ推动数据要素集聚ꎬ创新数字技术

应用场景ꎮ 同时ꎬ也要降低数字化转型成本ꎬ支持各

创业孵化基地的大型企业引领推广数字技术、中小

企业深化应用ꎬ实现融通发展ꎮ
３.４.３　 统筹数字化发展和安全ꎬ完善数字经济

治理体系

聚焦数据资源开发、数据安全、数据知识产权保

护与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等ꎬ进一步改进和提升数

据监管的技术和手段ꎬ把数据监管和治理贯穿基地

入驻项目的创新、投资、生产、经营全过程ꎮ 加大市

场监管力度ꎬ保障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ꎬ数据资

源的应用需结合市场运行进行ꎬ要不断推进其市场

化进程[５]ꎮ 同时ꎬ加强数字经济安全防控机制和风

险预警的建设ꎬ实现战略资源、核心技术、重要产业

等数据的安全可控ꎬ促进数实深度融合不断取得新

进展、新成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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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智慧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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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探讨了广州市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与对策ꎬ旨在通过综合分析ꎬ提出促进该领域发展的策略ꎮ 研究指出ꎬ

当前广州市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在智能穿戴设备、远程健康监测、智能家居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ꎬ但仍面临服务供给不足、技术

接受度不高、隐私安全顾虑等挑战ꎮ 在此基础上ꎬ文章建议加强技术创新与应用ꎬ建立健全政策与制度ꎬ增强公众意识ꎬ推动广州

市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的全面发展ꎬ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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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广州市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现状

１.１　 服务设施与技术应用情况

在广州市ꎬ智慧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和技术应用

展现出了显著的多元化发展趋势ꎬ旨在通过高科技

手段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ꎬ确保他们的健康安全ꎬ
同时减轻家庭和社会的照护负担ꎮ 第一ꎬ智能穿戴

设备ꎮ 广泛应用于老年人群体ꎬ这些设备能够实时

监测心率、血压、睡眠质量等生理指标ꎬ并通过无线

方式将数据传输给家人或医疗机构ꎬ实现早期的健

康预警和及时干预ꎮ 第二ꎬ定位追踪器ꎮ 为患有认

知障碍的老年人设计ꎬ帮助家属随时掌握其位置ꎬ预

防走失风险ꎮ 第三ꎬ远程健康监测系统ꎮ 安装在家

中的智能终端ꎬ可进行日常健康检查ꎬ如血糖、血氧

饱和度测量ꎬ数据自动上传至云端ꎬ医生可远程查看

并提供咨询或调整治疗方案[１]ꎮ 第四ꎬ智能家居环

境ꎮ 如智能音箱、智能灯光、智能门锁等ꎬ通过语音

指令控制ꎬ降低老年人操作难度ꎬ提高居住便利性和

安全性ꎮ 总体而言ꎬ广州市智慧居家养老服务正朝

着更加个性化、智能化、网络化的方向发展ꎬ通过综

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ꎬ有效应对了人口老龄化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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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战ꎬ提升了养老服务的效率与质量ꎮ

１.２　 广州市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

在广州市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的快速发展中ꎬ尽

管取得了显著成就ꎬ但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ꎬ
这些问题可能阻碍服务的进一步普及和效能提升ꎮ

第一ꎬ服务供给不足ꎮ 一是资源分配不均ꎮ 智

慧养老服务在城市中心区域与郊区、农村之间存在

较大差异ꎬ偏远地区因基础设施不足、资金投入有

限ꎬ难以享受到同等水平的服务ꎮ 二是专业人才短

缺ꎮ 智慧养老涉及医疗、信息技术、社会工作等多个

领域ꎬ而具备跨学科知识的专业人才相对稀缺ꎬ影响

了服务的深度和广度ꎮ 三是定制化服务缺乏ꎮ 老年

人群体需求多样ꎬ但市场上提供的智慧养老服务往

往较为标准化ꎬ难以满足每位老人的个性化需求ꎮ
第二ꎬ技术接受度低ꎮ 其一ꎬ数字鸿沟ꎮ 部分老

年人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较弱ꎬ存在操作困难、使用

恐惧等问题ꎬ限制了智慧养老产品的实际应用ꎮ 其

二ꎬ教育与培训不足ꎮ 针对老年人的数字技能教育

培训ꎬ缺乏简便易学的操作指南和持续的使用辅导ꎮ
其三ꎬ传统观念影响ꎮ 部分老年人更倾向于传统的

面对面服务ꎬ对智能化服务持保留态度[２]ꎮ
第三ꎬ隐私安全顾虑ꎮ 数据安全风险:个人健康

数据、生活习惯等敏感信息在传输、存储过程中存在

被非法获取、滥用的风险ꎬ引发老年人及家属的担

忧ꎮ 信任缺失:由于过往数据泄露事件ꎬ部分老年人

对科技公司的数据处理能力缺乏信心ꎬ担心个人隐

私得不到有效保护ꎮ
第四ꎬ标准与监管滞后ꎮ 行业标准缺失:智慧养

老行业缺乏统一的服务标准和评价体系ꎬ导致服务

质量参差不齐ꎬ消费者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ꎮ 监

管机制不完善:面对快速发展的智慧养老服务ꎬ现有

的监管体系尚未完全适应ꎬ对新兴业态的规范和监

管力度有待加大ꎮ
第五ꎬ经济负担ꎮ 成本问题:高质量的智慧养老

服务及设备往往价格不菲ꎬ对经济条件有限的老年

人及其家庭来说ꎬ可能构成经济负担ꎮ

２　 广州市智慧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分析

广州市智慧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分析是确保服务

质量与效率的关键步骤ꎮ 这一过程涉及对老年人生

活全方位的细节关注ꎬ从基本的生活照料到复杂的

医疗健康需求ꎬ从情感社交到个性化娱乐偏好ꎮ 通

过利用数据分析和智能技术ꎬ服务提供者能够洞察

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点滴需求ꎬ进而提供更为精确

和个性化的智慧养老服务ꎮ 这种服务不仅能够提升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ꎬ也能够有效预防和减

少潜在的健康风险ꎬ为老年人打造一个更加舒适、安

心的居家养老环境ꎮ
２.１　 基本生活辅助需求

第一ꎬ饮食管理方面ꎬ广州市智慧居家养老服务

需要满足老年人智能化餐饮的需求ꎮ 这包括自动烹

饪设备、营养配餐建议系统和食物配送服务ꎬ以确保

他们能够获得营养均衡的饮食ꎮ

第二ꎬ家务协助方面ꎬ智能家居系统发挥着重要

作用ꎬ如智能扫地机器人、智能洗衣机等ꎬ有助于减

轻老年人在家务上的负担ꎬ使他们能更轻松地应对

日常生活ꎮ

第三ꎬ移动辅助设备也是至关重要的ꎬ例如智能

助行器、电动轮椅等ꎬ能够帮助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

高独立生活能力ꎬ增强他们的行动自主性ꎮ 通过这

些生活辅助设备和服务的整合ꎬ能够为老年人提供

一个更加安全、便捷和舒适的居家养老环境ꎬ提高他

们的幸福感ꎮ

２.２　 健康管理与监测需求

第一ꎬ远程健康监测ꎮ 在广州市智慧居家养老

服务体系中ꎬ远程健康监测是基础且关键的一环ꎮ

服务需涵盖全天候的心率、血压及血糖监测设备ꎬ这

些设备不仅要有高度的精确性ꎬ还需易于操作ꎬ以方

便老年人的使用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这些监测设备需

要连接到一个稳定的信息系统ꎬ一旦检测到数据异

常ꎬ系统能即时反馈ꎬ确保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得到迅

速的关注和处理ꎮ
第二ꎬ个性化健康管理计划ꎮ 个性化的健康管

理计划同样不可或缺ꎮ 通过对收集的健康数据进行

深入分析ꎬ养老服务提供者可以根据每位老人的具

体健康状况ꎬ制订个性化的运动计划ꎬ并提供饮食建

议和用药提醒ꎮ 这种定制化服务不仅能帮助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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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ꎬ还能及时发现并干预潜在的

健康问题ꎮ

第三ꎬ紧急响应系统ꎮ 紧急响应系统是保障老

年人安全的重要措施ꎮ 养老服务应包含一键呼救功

能ꎬ老年人在遇到突发情况时ꎬ可以通过这一功能迅

速联系到社区医疗服务中心或紧急救援机构ꎬ确保

在第一时间得到有效的援助ꎮ 这一系统的设计与实

施ꎬ需确保其反应速度快、操作简便ꎬ能在危急时刻

真正起到救命的作用ꎮ
２.３　 社交互动与情感慰藉需求

第一ꎬ虚拟社交平台ꎮ 为老年人设计一款简单

易用的社交软件ꎬ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与家人保持

联系ꎬ并与其他老年人进行交流ꎮ 这款软件可以提

供语音、视频通话功能ꎬ以及文字聊天、图片分享等

互动方式ꎬ让老年人在熟悉的环境中轻松地与他人

沟通ꎮ

第二ꎬ陪伴机器人ꎮ 具备对话、娱乐、情感交流

功能的智能机器人ꎬ可以成为老年人生活中的好伙

伴ꎮ 这些机器人可以根据老年人的喜好和需求ꎬ提

供个性化的服务ꎬ如播放音乐、讲故事、提醒吃药等ꎮ

同时ꎬ它们还可以通过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技

术ꎬ与老年人进行真实的对话ꎬ帮助他们排解孤

独感[３]ꎮ

第三ꎬ提供在线学习课程和兴趣小组ꎬ让老年人

在家中就能参与到各种学习和社交活动中ꎮ 这些课

程可以涵盖养生保健、文化艺术、科技知识等多个领

域ꎬ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学习需求ꎮ 而兴趣小组则

可以让老年人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ꎬ共同探讨兴趣

爱好ꎬ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谊ꎮ
２.４　 安全与环境适应需求

第一ꎬ智能家居安全系统ꎮ 为了确保老年人的

住宅安全ꎬ智慧养老服务需要整合烟雾报警、入侵检

测、智能门锁等设备ꎬ形成一个全面的安全防护网

络ꎮ 这些设备能够监测住宅内部的异常情况并实时

报警ꎬ从而保障老年人的安全ꎮ 同时ꎬ智能门锁可以

为老年人提供更为便捷的出入方式ꎬ避免因忘记带

钥匙而带来的困扰ꎮ

第二ꎬ环境适应性改造ꎮ 考虑到老年人身体状

况的特殊性ꎬ对他们的住宅进行无障碍改造是至关

重要的ꎮ 这包括安装扶手、防滑地板、坐式淋浴间等

设施ꎬ以防范老年人在家中发生意外的风险ꎮ 此外ꎬ

还可以通过调整家具布局、增加照明等方式ꎬ使住宅

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求ꎮ
第三ꎬ位置追踪与防走失设备ꎮ 对记忆力减退

的老年人来说ꎬ外出时走失的风险较大ꎮ 因此ꎬ为他

们配备位置追踪与防走失设备是非常必要的ꎮ 这些

设备可以通过全球定位系统ꎬ实时追踪老年人的位

置信息ꎬ一旦发现异常情况ꎬ可以立即采取措施ꎬ防

止老年人走失ꎮ

２.５　 精神健康与心理支持需求

第一ꎬ为了及时发现并应对老年人可能出现的

心理问题ꎬ智慧养老服务需利用智能设备定期检测

老年人的情绪状态ꎬ采用高级的数据分析技术来评

估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ꎮ 一旦发现异常ꎬ应立即提

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和适时的心理疏导ꎬ帮助老

年人处理孤独、焦虑和抑郁等情绪ꎮ

第二ꎬ生命回顾服务ꎮ 借助人工智能技术ꎬ可以

创建个性化的数字回忆录ꎬ允许老年人重温生命中

的美好时光ꎬ从而强化他们的自我认同感和情感寄

托ꎮ 通过声像并茂的交互界面ꎬ老年人能方便地回

顾旧照片、视频和重要人生事件ꎬ这也有助于传承个

人故事给年轻一代ꎮ

第三ꎬ宗教与文化活动ꎮ 考虑到老年人可能有

特定的宗教信仰或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ꎬ智
慧养老服务应提供线上宗教仪式和文化活动的直播

服务ꎮ 这能让那些身体不便或独居的老年人感受到

社会的温暖和文化的联结ꎬ从而满足他们精神层面

的需求ꎬ提升生活的幸福感和满足感ꎮ
２.６　 个性化与定制服务

第一ꎬ需求评估机制ꎮ 为了确保服务能够真正

契合老年人的实际需求ꎬ智慧养老服务需要建立一

个定期进行的个性化需求评估机制ꎮ 通过专业的评

估团队ꎬ深入了解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兴趣爱好、生

活习惯等信息ꎬ从而制定出更加符合他们期望的服

务方案ꎮ 这种评估不仅在服务初期进行ꎬ而且要定

期重新评估ꎬ以适应老年人需求的变化ꎮ
—５１—



市场周刊

第二ꎬ持续反馈与优化ꎮ 服务的优化是一个不

断进步的过程ꎬ需要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ꎬ让老年人

及其家属能够轻松地提出服务使用中的意见和建

议ꎮ 通过这些反馈ꎬ服务提供者可以及时了解服务

的实际效果和使用体验ꎬ进而不断调整和优化服务

方案ꎮ 此外ꎬ还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ꎬ从
整体上分析服务的使用数据ꎬ找出改进的方向ꎬ提升

服务质量ꎮ

３　 广州市智慧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分析对策

与建议实施路径

３.１　 加强技术创新与应用

技术创新与应用是推动广州市智慧居家养老服

务发展的核心动力ꎮ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老年人群体ꎬ
以下是一些促进智能技术在居家养老服务中创新应

用的策略ꎬ旨在通过人工智能辅助护理、大数据健康

分析等前沿技术ꎬ提升服务的智能化、个性化水平ꎮ
第一ꎬ人工智能辅助护理与健康管理ꎮ 广州市

相关部门可开发能够执行日常护理任务(如翻身、
喂食、清洁)的机器人ꎬ减轻护理人员的负担ꎬ同时

确保老年人得到及时、专业的照顾ꎮ 并且ꎬ可利用人

工智能技术分析老年人的语音、面部表情ꎬ识别情绪

波动ꎬ提供适时的情感交流和心理疏导建议ꎮ 此外ꎬ
还后制订个性化健康干预计划ꎮ 广州市智慧居家养

老服务建设过程中ꎬ可结合人工智能算法分析个体

健康数据ꎬ定制化推荐运动、饮食和医疗干预方案ꎬ
促进健康管理和疾病预防ꎮ

第二ꎬ大数据健康分析与预测ꎮ 广州市智慧居

家养老服务建设需要建立统一的数据接口和标准ꎬ
整合来自可穿戴设备、家用医疗设备的健康数据ꎬ形
成全面的健康档案ꎮ 同时ꎬ可建立疾病风险预测模

型ꎮ 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ꎬ识别潜在健康风险因素ꎬ
提前预警慢性病、跌倒等高风险事件ꎬ实现早发现、
早干预ꎮ 此外ꎬ可根据大数据分析结果ꎬ匹配最合适

的医疗资源和服务ꎬ如远程专家会诊、个性化药物治

疗方案ꎮ
第三ꎬ物联网技术的深度融入ꎮ 其一ꎬ智能家居

互联ꎮ 广州市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建设可通过物联网

技术ꎬ实现家中各类智能设备的互联互通ꎬ根据老年

人习惯和需求自动调节家居环境ꎬ提高生活便利性

和安全性ꎮ 其二ꎬ远程监控与紧急响应ꎮ 利用物联

网传感器监测家中环境安全(如火灾、燃气泄漏)ꎬ
并通过智能设备实现即时报警和快速响应ꎮ

第四ꎬ５Ｇ 与边缘计算的应用ꎮ 高速数据传输:
５Ｇ 技术提供高速、低延迟的网络连接ꎬ使得高清视

频通话、远程医疗等应用成为可能ꎬ改善医患交互体

验ꎮ 边缘计算优化:在靠近用户端部署边缘计算节

点ꎬ处理大量健康数据ꎬ减少数据传输延迟ꎬ提高服

务响应速度和隐私保护能力ꎮ
第五ꎬ用户界面与交互设计ꎮ 其一ꎬ适老化设

计ꎮ 广州市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建设可针对老年人的

视力、听力下降等特点ꎬ设计大字体、高对比度、语音

交互友好的用户界面ꎬ确保技术产品易于上手[４]ꎮ
其二ꎬ家庭成员参与平台ꎮ 广州市智慧居家养老服

务建设可开发家庭共享平台ꎬ让子女或其他家庭成

员能够远程监控老人的健康状况、参与服务选择和

调整ꎬ增进家庭间的情感联结ꎮ
３.２　 强化政策与制度建设

为了促进广州市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的健康发

展ꎬ政府在政策与制度建设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

角色ꎮ 政府部门应强化政策与制度建设ꎬ通过财政

支持、税收优惠、法律保障等措施ꎬ为智慧养老创造

良好的外部环境ꎮ
第一ꎬ资金补助与激励措施ꎮ 其一ꎬ设立专项基

金ꎮ 广州市政府可设立智慧养老产业发展专项基

金ꎬ用于支持研发创新、市场推广、人才培养等关键

环节ꎬ特别是对初创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给予重点支

持ꎮ 其二ꎬ设立补贴政策ꎮ 广州市智慧居家养老服

务建设过程中可为使用智慧养老服务的老年人或家

庭提供直接补贴ꎬ尤其是低收入、高龄、失能老人群

体ꎬ减轻其经济负担ꎮ 其三ꎬ开设政府采购与示范项

目ꎮ 政府通过公开招标ꎬ采购优质的智慧养老服务

和产品ꎬ用于公共养老设施或作为示范项目ꎬ带动市

场发展[５]ꎮ
第二ꎬ税收优惠政策ꎮ 一方面ꎬ企业税收减免ꎮ

对广州市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建设过程中从事智慧养

老服务的研发企业、运营机构给予所得税减免、增值

税优惠等ꎬ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ꎬ扩大服务规模ꎮ
另一方面ꎬ个人所得税优惠ꎮ 广州市建设智慧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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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中可为购买智慧养老产品和服务的家庭提

供税收抵扣ꎬ激励家庭投资于智慧养老解决方案ꎮ
第三ꎬ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法规ꎮ 其一ꎬ立法先

行ꎮ 制定和完善智慧养老领域的数据保护法律ꎬ明
确数据采集、处理、存储、传输的规范ꎬ确保老年人个

人信息的安全ꎮ 其二ꎬ监管框架ꎮ 建立智慧养老数

据监管机制ꎬ包括数据分类管理、安全审查、应急响

应等ꎬ加强对服务商的数据安全监管ꎮ 其三ꎬ公众教

育ꎮ 广州市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建设可开展数据安全

与隐私保护的公众教育活动ꎬ增强老年人及其家庭

的数据保护意识ꎬ明确其权利与义务ꎮ
３.３　 增强公众意识

提升公众对智慧养老的认知与接纳ꎬ是促进智

慧居家养老服务普及的关键ꎮ 这要求从多个维度出

发ꎬ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ꎬ包括但不限于老年

人的数字技能培训、家庭成员的支持与引导ꎬ以及社

会整体的宣传教育ꎮ
第一ꎬ老年人数字技能培训ꎮ 其一ꎬ定制化培训

课程ꎮ 广州市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建设可设计符合老

年人学习特点的数字技能课程ꎬ如简化操作流程、使
用大字体界面、重复练习等ꎬ确保培训内容实用且易

于理解ꎮ 其二ꎬ线上线下结合ꎮ 利用社区中心、老年

大学等线下场所ꎬ结合线上平台(如视频教程、直播

教学)进行教学ꎬ提供灵活的学习方式ꎮ 其三ꎬ志愿

服务支持ꎮ 组织大学生志愿者、社区工作者等为老

年人提供一对一辅导ꎬ帮助解决学习过程中的具体

问题ꎬ增强学习信心ꎮ 其四ꎬ持续跟进与反馈ꎮ 定期

回访ꎬ评估培训效果ꎬ根据老年人的反馈调整培训内

容和方法ꎬ确保学习成果得以巩固和提升ꎮ
第二ꎬ家庭成员的支持与引导ꎮ 其一ꎬ建立家庭

培训工作坊ꎮ 广州市可举办面向家庭成员的培训活

动ꎬ教授并协助老年人正确使用智能设备ꎬ通过智慧

养老平台关注和管理老年人的健康状况ꎮ 其二ꎬ建
立家庭互动平台ꎮ 广州市政府可建立家庭成员间共

享的智慧养老应用ꎬ促进家人之间的沟通与协作ꎬ共
同参与老年人的日常照护和健康管理ꎮ 其三ꎬ提升

情感与心理支持ꎮ 教育家庭成员理解老年人对新科

技的接受程度和心理需求ꎬ鼓励耐心引导ꎬ避免技术

使用成为家庭矛盾的来源ꎮ

第三ꎬ社会整体宣传与教育ꎮ 其一ꎬ加强媒体宣

传ꎮ 广州市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建设利用电视、广播、
报纸、互联网等多种媒介ꎬ普及智慧养老的概念、优
势和成功案例ꎬ改变公众对养老的传统认知ꎮ 其二ꎬ
公共讲座与展览ꎮ 广州市政府可以在公共场所、社
区举办智慧养老主题讲座、体验展览ꎬ让公众直观感

受智慧养老产品的便利与安全ꎮ 其三ꎬ加强政策宣

传ꎮ 加大对政府支持政策的宣传力度ꎬ如补贴政策、
税收优惠等ꎬ增加民众对智慧养老政策的了解和信

任ꎮ 其四ꎬ成功案例分享ꎮ 广州市智慧居家养老服

务在建设过程中可广泛收集并分享智慧养老的正面

案例ꎬ包括改善生活质量、预防疾病、紧急救援等实

例ꎬ增强说服力ꎮ

４　 结论与展望

总体而言ꎬ智慧居家养老服务作为应对人口老

龄化挑战的重要途径ꎬ正逐步展现出其巨大的潜力

与价值ꎮ 通过技术创新与应用、政策与制度的不断

完善、公众意识的有效增强ꎬ广州市乃至全国的智慧

养老事业正朝着更加智慧化、个性化、人性化的方向

迈进ꎮ 未来的智慧居家养老服务不仅仅是技术的堆

砌ꎬ更是对老年人尊严、自由和幸福生活的深刻尊重

与全面支持ꎬ目的是共创一个更加温馨、和谐、智慧

的老年友好型社会ꎮ

参考文献:
[１]孙长智ꎬ赵艳蕊ꎬ武长奥.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用户使用意

愿影响因素研究[ Ｊ].长春师范大学学报ꎬ２０２４ꎬ４３(３):

５４－６３.

[２]龙玉其.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协同治理的逻辑机理与实践

路径[Ｊ].行政管理改革ꎬ２０２３(７):５０－５８.

[３]谈笑.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慧养老服务探析[ Ｊ].科技资

讯ꎬ２０２３ꎬ２１(１５):２４９－２５２.

[４]刘和山ꎬ董雪ꎬ范志君ꎬ等.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系统设计研

究[Ｊ].包装工程ꎬ２０２０ꎬ４１(８):３６－４２.

[５]文荣强.运用大数据构建智慧居家养老服务模式[ Ｊ].重

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１９ꎬ３８(３):４２－５０.

作者简介:吕凤亚ꎬ女ꎬ河北保定人ꎬ硕士ꎬ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副教授ꎬ研究方向:公共管理、高职教育ꎮ

—７１—



市场周刊

社会工作视域下农村老年人数字鸿沟介入策略

张　 娈

(青岛科技大学ꎬ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６１)


摘　 要:随着智能科技的迅速普及与演进ꎬ现代社会的生活面貌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ꎬ文章通过剖析智能设备在农村老年人

群中的普及现状ꎬ进而拓展分析这一科技工具在促进数字化消费行为、重构社会交往网络以及改善健康状况等方面的多维度效

应ꎮ 通过研究ꎬ在社会工作方面找到介入农村老年人数字鸿沟的有效策略ꎬ在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三个层面提出具体可行的

社会工作建议ꎬ缩小数字鸿沟、促进农村老年人更好地融入数字时代ꎮ
关键词:数字鸿沟ꎻ社会工作ꎻ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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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科技的发展ꎬ数字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显

著特征之一ꎮ 然而ꎬ随之而来的数字鸿沟问题也逐

渐显露出来ꎬ老年群体ꎬ尤其是农村老年人ꎬ成为受

影响最大的人群ꎮ 由于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环境、生
活方式、教育程度以及信息获取渠道与年轻人存在

较大差异ꎬ他们对科技的接受度普遍较低ꎬ这使得他

们在数字领域的参与度不足ꎬ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

量和社会参与度[１]ꎮ
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以服务社会为宗旨的专业ꎬ

其对帮助农村老年人弥合数字鸿沟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ꎮ 本文从社会工作的视域出发ꎬ探讨介入农村

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的策略ꎬ以期促进农村老年人

更好地融入数字社会ꎬ提升他们的城市生活状态和

满意度ꎮ

１　 智能设备对农村老年人生活的影响研究

１.１　 数字化消费的形式

回望我国移动支付的发展历程ꎬ其萌芽期可追

溯至 １９９９ 年ꎬ而真正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则是在

２０１１ 年前后ꎮ 中国银联发布的«２０２０ 移动支付安全

大调查报告»显示ꎬ高达 ９８％ 的受访民众将移动支

付视为日常最常用的支付方式ꎮ 然而ꎬ这一数字化

进程的广泛覆盖在惠及广大农村居民群体的同时ꎬ
也凸显了农村老年人在适应并融入数字化消费环境

中所面临的显著障碍与挑战ꎬ这已成为当前推动普

惠金融发展、增强数字包容性过程中一个亟待关注

和解决的关键议题[２]ꎮ
移动支付作为一种依托移动客户端(如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等便携式电子设备)实现的电子货币

交易方式ꎬ通过高效整合互联网、智能终端与金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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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ꎬ构建了一个创新的支付生态系统ꎮ 移动支付对

老年人的影响体现在各个方面ꎮ 首先ꎬ生活便利性

显著提升[３]ꎮ 移动支付技术使农村老年人能够跨

越时空限制ꎬ轻松完成各类交易活动ꎮ 利用智能手

机等智能设备ꎬ实现随时随地支付ꎬ覆盖了从日常购

物、公共事业缴费到医疗健康支付的广泛场景ꎬ极大

地提升了生活效率与舒适度ꎮ 其次ꎬ资金安全保障

的强化也是不容忽视的方面ꎮ 通过引入密码、生物

识别(如指纹、面部识别)等多重安全验证手段ꎬ为
移动支付平台构筑了坚固的安全防线ꎬ有效减少了

老年人面临的现金遗失、盗窃及假币等风险ꎬ让资金

保管与使用更加安心ꎮ 再次ꎬ移动支付增强了农村

老年人的经济自主性与管理能力ꎮ 它赋予了老年人

即时查看账户动态、交易历史的能力ꎬ使其对自身财

务状况有更为清晰的认识与掌控ꎮ 同时ꎬ养老金、各
类补贴等资金的电子化发放与接收ꎬ也极大减轻了

老年人的领取负担ꎬ提升了他们的经济独立性与生

活质量ꎮ 最后ꎬ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ꎬ移动支付的普

及对推动农村金融服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它打

破了传统金融服务的地理与时间限制ꎬ提升了农村

地区的金融普惠水平ꎬ更为农村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ꎮ
１.２　 丰富社会交往

老年群体的社会交往是一个多维度且错综复杂

的议题ꎬ它深刻关联着老年人的心理状态、生理变化

以及社会角色的转型ꎮ 随着岁月的流逝ꎬ农村老年

群体逐渐从职业与家庭的核心角色中淡出ꎬ这一过

程往往伴随着孤独感与失落感的加剧ꎮ 在此背景

下ꎬ利用现代智能技术促进社交互动ꎬ成为老年人缓

解孤独情绪、增进社会联系的关键途径[３]ꎮ
首先ꎬ智能设备为农村老年人开辟了更为广阔

的社交空间ꎮ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ꎬ智能手机、平板

电脑等智能终端在农村地区普及使用ꎬ为老年人搭

建起了一座连接家庭与社会的桥梁ꎮ 通过微信、抖
音等平台ꎬ老年人能够跨越物理界限ꎬ与子女、亲友

保持紧密的联系ꎬ分享日常生活的点滴ꎬ从而有效拓

宽了他们的社交网络ꎮ 视频通话与语音聊天的便捷

性ꎬ更是让老年人即便身处异地ꎬ也能享受到“面对

面”交流的温馨与亲近ꎬ极大地强化了情感纽带ꎮ
其次ꎬ智能设备作为信息获取的窗口ꎬ使老年人能够

轻松获取新闻资讯、健康养生、生活百科等丰富内

容ꎬ为他们增添了更多社交话题ꎬ促进了交流互动的

深入ꎬ缓解了农村老年人的孤独感ꎬ为老年人构建了

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社交环境ꎮ
２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老年人数字鸿沟弥合

方向与建议
２.１　 提高接入水平

２.１.１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鉴于农村地区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滞后现

状ꎬ政府与社会各界应携手加大投入力度ꎬ首要任务

是提升互联网在农村的普及率与访问速度ꎬ并采取

措施降低网络服务的经济门槛ꎬ以保障农村老年人

能够无障碍地接入互联网ꎮ 为此ꎬ社会工作者需积

极充当桥梁角色ꎬ加强与政府及电信运营商的沟通

协调ꎬ共同推动农村网络基础设施的升级与优化ꎬ确
保老年人能够享受到稳定、高速的网络连接ꎬ进而加

速网络在农村的广泛覆盖ꎮ 政府层面ꎬ应制定并实

施一系列扶持政策与激励措施ꎬ为农村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引导ꎬ特别是针

对经济条件有限的老年群体ꎬ可考虑设立专项补贴

或免费网络服务计划ꎬ以减轻其经济负担ꎬ促进其数

字融入ꎮ
在此过程中ꎬ社会工作者应发挥重要作用ꎬ不仅

需协助老年人了解并申请相关政策补贴与优惠服

务ꎬ还需提供必要的数字技能培训和心理辅导ꎬ帮助

他们克服技术恐惧ꎬ提升信息素养ꎬ从而更好地利用

互联网资源改善生活质量、提升自我价值ꎮ 通过政

府、社会与老年人自身的共同努力ꎬ可以有效缩小农

村老年人在数字领域的知识与技能差距ꎬ推动其全

面融入并受益于数字时代ꎮ
２.１.２　 增强认知与意识

为了提升农村老年人对数字技术价值的认识与

接受度ꎬ需充分利用多元化传播媒介ꎬ如社区公告

板、广播系统、电视平台以及新兴社交媒体等ꎬ全方

位、多角度地宣传数字技术的重要性与便捷性[４]ꎮ
社会工作者应发挥桥梁作用ꎬ策划并举办一系列专

题教育活动ꎬ如讲座、研讨会等ꎬ诚邀行业专家与技

术骨干作为主讲嘉宾ꎬ深入浅出地阐述数字技术的

基础理论、实践应用及未来趋势ꎬ以此激发老年群体

的学习兴趣与探索欲ꎮ
在活动中ꎬ社会工作者应注重展示数字技术改

善老年生活的实际案例ꎬ特别是聚焦于在线医疗服

务、远程教育培训、电子支付系统等与老年人日常生

活紧密相关的应用场景ꎬ通过生动具体的实例ꎬ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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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数字技术如何为老年人提供便利、解决难题ꎬ从
而增强其对数字技术的认同感与接纳度ꎮ 此外ꎬ鼓
励并分享同龄人成功运用数字技术的经验故事ꎬ形
成正向激励效应ꎬ进一步促进农村老年人群体内部

的数字技能学习与交流ꎬ共同融入更加智慧、便捷的

生活中ꎮ
２.１.３　 政策倡导与资源整合

社会工作者应担当起倡导者的角色ꎬ积极向政

府及其相关部门汇报农村老年人在数字接入方面所

面临的鸿沟挑战ꎬ并基于深入调研与分析ꎬ提出切实

可行的政策建议ꎬ以推动政府制定并出台一系列旨

在促进农村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的政策措施ꎮ 同

时ꎬ社会工作者需密切关注这些政策的具体实施情

况ꎬ确保政策真正惠及广大农村老年群体ꎬ缩小数字

鸿沟ꎮ
为有效推进农村老年人数字鸿沟的弥合工作ꎬ

还需构建一个包含政府、企业、社区、家庭等多方参

与的协同机制ꎮ 这一机制旨在整合各方资源ꎬ形成

强大合力ꎬ提升农村老年人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ꎮ
在此过程中ꎬ社会工作者应充分发挥其桥梁与纽带

作用ꎬ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有效沟通与深度合作ꎬ推
动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ꎬ确保各项举措能够精准对

接农村老年人的实际需求ꎬ助力其跨越数字障碍ꎬ共
享数字时代的红利[５]ꎮ

２.２　 增强使用技能

２.２.１　 技能培训与普及

在服务实践中ꎬ社会工作者应规划并实施一系

列定期的数字素养提升课程ꎬ这些课程需紧密贴合

农村老年人的特征与个性化需求ꎬ设计内容力求简

明扼要、易于理解ꎬ涵盖智能手机基础操作技巧、常
用应用程序使用指南以及网络安全防护知识等关键

领域ꎮ 为增强教学的灵活性与适应性ꎬ课程实施应

采纳多元化的教学模式ꎬ如面对面互动式讲授、直观

易懂的视频教程以及个性化远程辅导等ꎬ旨在让老

年人能够依据自身学习习惯与偏好ꎬ灵活选择适合

自身的学习方式[６]ꎮ
在技能培训过程中ꎬ社会工作者需秉持高度的

同理心与耐心ꎬ积极促进与老年人的互动交流ꎬ不仅

传授知识与技能ꎬ更重视倾听他们的疑问与困惑ꎬ及
时给予清晰明了的解答与指导ꎬ助力老年人克服学

习障碍ꎬ树立学习信心ꎮ 此外ꎬ建立健全的反馈收集

机制至关重要ꎬ通过定期收集并分析老年人的学习

体验反馈、心得分享及改进建议ꎬ社会工作者能够不

断优化课程结构与教学方法ꎬ确保培训内容与形式

更加贴近农村老年人群体的实际需求ꎬ持续提升培

训效果与质量ꎮ
２.２.２　 促进代际互动与家庭支持

提倡在家庭中实施“数字反哺”文化ꎬ即鼓励年

轻一代成员主动承担起教授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的

责任ꎬ以此作为促进家庭内部代际沟通、深化情感纽

带的契机ꎬ助力老年人跨越数字时代的鸿沟ꎮ 社会

工作者可策划并实施“家庭数字融合”系列活动与

讲座ꎬ旨在提升年轻家庭成员对数字反哺价值的认

识ꎬ并提供具体的指导策略与资源支持ꎬ确保这一过

程的顺利进行ꎮ
同时ꎬ在社区维度上ꎬ应积极推动建立数字互助

社群或志愿者网络ꎬ鼓励老年人之间形成互助学习

的良好风尚ꎬ通过经验交流、技能分享等形式ꎬ共同

构建一个积极向上、互帮互助的数字学习环境ꎮ 社

会工作者在此过程中可扮演关键角色ꎬ协助组建这

些互助小组ꎬ提供必要的组织架构设计、教育资源整

合以及持续的技术与心理支持ꎬ确保社区数字互助

机制的有效运行与持续优化ꎬ最终促进整个社区老

年人群体的数字素养全面提升[７]ꎮ
２.２.３　 建立支持网络

社会工作者在农村社区应积极促进老年人数字

技能互助网络的构建ꎬ营造一个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的良好环境ꎮ 互助小组定期举办交流研讨会ꎬ为成

员提供平台ꎬ以分享各自在学习数字技术过程中的

心得体会与宝贵经验ꎬ从而加深彼此间的理解与合

作ꎬ促进学习共同体的形成ꎮ
此外ꎬ社会工作者还可以主导组建一支志愿服

务力量ꎬ扩大服务范围ꎬ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更加全

面、及时的数字技能辅导与咨询服务[８]ꎮ 志愿者不

仅定期深入老年人家庭ꎬ开展一对一或小组形式的

辅导ꎬ精准对接其个性化需求与面临的挑战ꎬ还通过

主动走访ꎬ深入了解老年人的实际困难与期望ꎬ为他

们量身定制解决方案ꎬ确保数字接入过程的顺畅无

阻ꎮ 这一举措不仅能增强社区内部的凝聚力ꎬ也能

发挥社会工作者在推动数字包容性发展中的关键

作用ꎮ
２.３　 提升知识运用能力

２.３.１　 拓宽获取信息渠道

为了促进农村地区的数字包容性ꎬ首要任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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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ꎬ通过提升网络覆盖率和

带宽速率ꎬ确保老年人能够顺畅地接入互联网ꎮ 具

体而言ꎬ可在社区中心、村委会等老年人频繁活动的

公共场所广泛布设免费 Ｗｉ－Ｆｉ 接入点ꎬ为他们提供

免费、便捷的上网服务ꎮ 同时ꎬ针对农村老年人的特

殊需求ꎬ应积极开发并推广定制化的信息服务平台ꎬ
如专为老年人设计的移动应用程序、微信公众号等ꎬ
这些平台应集新闻资讯、健康养生、日常生活服务于

一体ꎬ内容丰富多样ꎬ便于老年人获取所需信息ꎮ 此

外ꎬ还应鼓励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ꎬ增加面向老年

人的专题节目ꎬ特别是关于数字技能普及、政策解读

等内容ꎬ以拓宽老年人信息获取的渠道ꎬ满足其多样

化的信息需求ꎮ
在社区层面ꎬ社会工作者可以协助建立老年人

之间的互助体系ꎬ鼓励他们相互分享数字资源、交流

使用经验ꎬ形成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ꎮ 同时ꎬ为了进

一步提升服务水平ꎬ可在社区内设立专门的信息咨

询服务站点或开通热线电话ꎬ由专业人员为老年人

提供一对一咨询与解答服务ꎬ及时解决他们在使用

互联网及数字产品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ꎬ确保他

们能够更加顺畅地享受数字生活带来的便利ꎮ
２.３.２　 提高社会参与度

为了增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感与归属感ꎬ需定

期策划并举办一系列适宜其参与的社区活动ꎬ如数

字技能竞赛、健康知识讲座及文化娱乐活动等ꎬ旨在

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ꎬ同时提升其社会融入

度ꎮ 通过各类活动ꎬ引导老年人紧跟社会步伐ꎬ关注

时事动态ꎬ积极参与公共议题讨论ꎬ培养其社会责任

感与主人翁精神[９]ꎮ
政府及社会各界应积极响应ꎬ出台一系列支持

性政策与措施ꎬ如设立学习补贴、表彰优秀学员等激

励机制ꎬ以鼓励老年人积极学习数字技能并广泛参

与社会活动ꎮ 同时ꎬ加强宣传引导工作ꎬ提升公众对

老年人学习数字技能重要性的认识ꎬ营造全社会支

持、尊重老年人学习新知的良好氛围ꎬ共同推动老年

人群体的数字素养提升与社会融入ꎮ

３　 结语

数字化时代背景下ꎬ智能设备与互联网已成为

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ꎬ然而ꎬ对农村老年人而

言ꎬ由于生活环境、教育背景及身心状况的限制ꎬ他
们与数字社会的融合面临巨大挑战ꎬ在数字技术的

接入、使用、知识掌握及权利维护等方面均存在显著

障碍ꎮ 这些障碍不仅源于老年人自身的身心状况和

学习能力的下滑ꎬ还受到家庭、社区及市场环境等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ꎮ 因此ꎬ要有效弥合农村老年人的

数字鸿沟ꎬ必须采取综合性的介入策略ꎮ 未来ꎬ社会

工作应继续强化以人为本、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理

念ꎬ不断拓展数字服务内容ꎬ提高农村老年人的数字

技能水平ꎮ 同时ꎬ社会各界也应加强对农村老年人

数字融入问题的关注和支持ꎬ共同推动数字社会的

包容性发展ꎬ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享受到数字化带

来的便利和福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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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全世界老龄人口正在迅速增长ꎬ老龄化问题现

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ꎮ 根据联合国对人口老龄化

社会的标准ꎬ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６０ 岁及其以上人

口超过 １０％或者 ６５ 岁及其以上人口超过 ７％ ꎬ就意

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ꎮ 人口老

龄化已成为全球的趋势[１]ꎮ 中国同样面临老龄化

的问题ꎬ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２]ꎮ 根据«２０２２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ꎬ截至 ２０２１ 年ꎬ中国 ６５ 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１４.２％ ꎮ 预计到

２０５０ 年ꎬ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 ３.９３ 亿ꎬ占全球老人

比重 ２６.２％ [３]ꎮ 然而ꎬ我国正面临养老服务产品供

给不足、 养老服务人力资源短缺、服务主体参与积

极性不高、社会资本投入积极性差等问题ꎬ且个人经

济收入水平的影响也导致了社会养老服务的有效供

给不足[４]ꎮ

江西省赣州市是江西省面积最大的设区市ꎬ截

至 ２０２２ 年末ꎬ６５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１０８.４６ 万ꎬ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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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市总人口的 １２.０７％ ꎬ养老问题日益突显ꎬ老龄

化工作任务也日趋繁重[５]ꎮ

为缓解我国老龄化压力ꎬ本次研究的养老模式

为一种新型养老模式———三权模式(即居住权、学

习权、共享权)ꎬ该模式是以“老年公寓”为主体充分

利用大学资源ꎬ依托老年大学ꎬ探索大学服务老年群

体的新模式ꎮ 该模式与董峰[６]、刘艺娴[７]、王媛

等[８]研究的养教结合养老模式具有相似之处ꎬ而三

权养老模式更注重老年人在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

下ꎬ去追求高质量的晚年生活ꎮ 三权养老模式旨在

为老人提供深层次的精神服务ꎬ形成投身养老、助

老、爱老的模式ꎬ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

所学、老有所教ꎮ 本次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调查

并分析江西省赣州市老年人对三权养老模式参与意

愿及影响因素ꎬ为科学合理规划和配置养老资源提

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于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至 ２ 月选取江西省赣州市老年

人为研究对象ꎮ 纳入标准:①年龄≥６０ 岁ꎻ②本人

及其照护者(包括家属、保姆等)能正常交流ꎻ③知

情同意ꎬ自愿参与本研究ꎮ 排除标准:①阿尔茨海默

病ꎻ②不愿意参与本研究者ꎮ

１.２　 抽样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ꎬ选取赣州市 ４ 个社区

进行问卷调查ꎮ 本次研究为现场面对面调查ꎬ现场

发放问卷ꎮ

１.３　 调查内容

参考研究现状ꎬ根据研究目的自行设计调查问

卷ꎬ考虑到研究对象可能从未听说过三权养老模式ꎬ

或对三权养老模式理解存在偏差ꎬ在填写调查问卷

前ꎬ调查员应先详细介绍三权养老模式ꎬ以便真实、

准确地了解研究对象对问卷的真实想法ꎮ 问卷分三

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对三权养老模式的介绍ꎻ第二部

分包括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ꎬ如年龄、性别、受教育

程度、婚姻、居住情况、月收入等基本信息ꎻ第三部分

是自变量测量部分ꎬ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量表进行设计ꎮ

主要由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三个层面的

２１ 个题目ꎬ以及一个参与意愿因变量组成ꎮ 经检

验ꎬ该问卷的总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７３８ꎬＫＭＯ 值

为 ０.７２５ꎬ问卷的信效度良好ꎮ

１.４　 质量控制

调查人员在开展调查前进行基本知识培训ꎮ 在

进行调查前ꎬ调查员充分告知被调查者研究目的和

问卷调查的注意事项ꎬ并取得其同意ꎮ 调查结束后ꎬ

进行数据的逻辑校验ꎮ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编制数

据库ꎬ并对数据进行双份录入ꎮ 在数据统计分析阶

段ꎬ使用标准的数据统计分析软件和正确的统计

方法ꎮ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ꎬ计数

资料以构成比(％ )表示ꎬ并开展描述性分析与 χ２检

验ꎬ确保数据分析的科学性与准确性ꎬ为研究结果提

供可靠依据ꎬ同时采用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老年

人对三权养老模式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ꎬ并对有显

著影响的影响因素进行交互作用分析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ꎬ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共发放调查问卷 ２４７ 份ꎬ有效问卷 ２２５ 份ꎬ回收

率为 ９１.０９％ ꎬ其中男性 １１５ 人(５１.１％ )ꎬ女性 １１０ 人

(４８.９％ )ꎻ城镇老年人 １３４ 人(５９.６％ )ꎬ农村老年人

９１ 人 ( ４０. ４％ )ꎻ 在 年 龄 上ꎬ ６０ ~ ６９ 岁 １２１ 人

(５３.８％ )ꎬ７０ ~ ７９ 岁 ８６ 人(３８.２％ )ꎬ≥８０ 岁 １８ 人

(８％ )ꎻ在受教育程度上ꎬ小学及以下 ９０ 人(４０％ )ꎬ

初中 ６４ 人(２８.４％ )ꎬ中专和高中 ４１ 人(１８.２％ )ꎬ大

专及以上 ３０ 人(１３.３％ )ꎮ

２.２　 老年人个性特征、个人因素的城乡差异

分析

结果显示ꎬ城镇老年人 １３４ 人(５９.６％ )ꎬ农村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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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 ９１ 人(４０.４％ )ꎮ 赣州市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在

受教育程度( χ２ ＝ ２６. ９２１ꎬｐ < ０. ００１)、月收入( χ２ ＝

２９.０７６ꎬｐ<０.００１)、养老观念(χ２ ＝ ２１.０６６ꎬｐ<０.００１)、

身体状况( χ２ ＝ １０. ７３０ꎬｐ ＝ ０. ０３０)、社交需求( χ２ ＝

１１.４５９ꎬｐ＝ ０.０２２)等方面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３　 个性特征与参与意愿单因素分析

赣州市老年人对三权养老模式的参与意愿在受

教育程度 ( χ２ ＝ １４. ４１２ꎬ ｐ ＝ ０. ００２) 和月收入 ( χ２ ＝

１５.１５６ꎬｐ＝ ０.００４)等方面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ꎬ而

在性别 ( ｐ ＝ ０. ４１２)、年龄 ( ｐ ＝ ０. ２０７)、婚姻 ( ｐ ＝

０.３４２)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从受教育程

度上看ꎬ初中学历、中专或高中学历和大专以上学历

的老年人参与意愿分别达到 ７８. １％ 、 ８２. ９％ 和

９４.３％ ꎬ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参与意愿比例最大( χ２

＝ １４.４１２ꎬｐ<０.０５)ꎮ 从月收入情况上看ꎬ月收入达

到２ ０００元以下、２ ００１ ~ ３ ０００ 元、３ ００１ ~ ４ ０００ 元、

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０ 元和 ５ ０００ 元以上的老年人参与意愿分

别为 ７２.７％ 、６９.０％ 、７３.３％ 、１００％ 和 ９４.７％ ꎬ其中月

收入在 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０ 元的老年人参与意愿最高(χ２ ＝

１５.１５６ꎬｐ<０.０５)ꎬ见表 １ꎮ

表 １　 个性特征与老人三权养老参与意愿单因素分析

(ｎ＝２２５)

相关变量 变量分布 人数
三权养老

选择意愿 / ％
愿意 不愿意

χ２ ｐ

受教育
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９０ ６７.８ ３２.２
初中 ６４ ７８.１ ２１.９

中专 / 高中 ４１ ８２.９ １７.７
大专及以上 ３０ ９４.３ ５.７

１４.４１２ ０.００２

月收入

２ ０００ 元以下 １３２ ７２.７ ２７.３
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 元 ２９ ６９.０ ３１.０
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 元 １５ ７３.３ ２６.７
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０ 元 ３０ １００ ０
５ ０００ 元以上 １９ ９４.７ ５.３

１５.１５６ ０.００４

　 　 ２.４　 养老意愿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

以是否愿意参加三权养老模式为因变量(不愿

意＝ ０ꎬ愿意＝ １)ꎬ通过前期单因素分析ꎬ剔除个性特

征中不显著的控制变量ꎬ将相关影响因素作为自变

量ꎬ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结果显示个人因素层

面ꎬ助人意愿情况(ＯＲ＝ ２.１４２ꎬｐ<０.０５)和闲暇时间

(ＯＲ＝ ０.６０９ꎬｐ<０.０５)对三权养老参与意愿有显著影

响ꎬ两者均在 ５％水平上显著ꎮ 其中ꎬ助人意愿对三

权养老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ꎬ闲暇时间对三权

养老模式参与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ꎮ 家庭状况层

面ꎬ子女参与程度(ＯＲ ＝ ０.６９６ꎬｐ<０.１)和家人支持

(ＯＲ＝ ４.３７２ꎬｐ<０.０１)对三权养老模式参与意愿有显

著影响ꎬ两者分别在 １０％ 和 １％ 水平上显著ꎮ 其中

子女参与程度对三权养老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ꎮ 家

人支持对三权养老模式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ꎮ

社会因素层面ꎬ社区信任程度(ＯＲ＝ ０.４３８ꎬｐ<０.１)对

三权养老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ꎬ且这种影响为负相

关关系ꎮ 本研究中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Ｈｏｓｍｅｒ－Ｌｅｍｅ￣

ｓｈｏｗ 检验的 χ２值为 ６.９３６(ｐ＝ ０.５４４)(表 ３)ꎬ综合结

果显示该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理想ꎬ回归模型预测

正确率为 ８５.８％ (表 ４)ꎮ

表 ２　 三权养老参与意愿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结果

影响因素 Ｂ ＳＥ Ｗａｌｄχ２ ＯＲ ９５％ＣＩ ｐ
个人
因素

助人意愿 ０.１０８ ０.３９１ ３.７８９ ２.１４２ ０.９９５~４.６１２ ０.０４７
闲暇时间 －０.０６６ ０.２３８ ４.３４０ ０.６０９ ０.３８２~０.９７１ ０.０３７

家庭
因素

子女参
与程度

－０.０４０ ０.２００ ３.２９１ ０.６９６ ０.４７０~１.０３０ ０.０７０

家人是
否支持

０.１９６ ０.２８６ ２６.６７４４.３７２ ２.４９８~７.６５４ ０.０００

社会
因素

社区信
任程度

－０.０７３ ０.３９７ ４.３１４ ０.４３８ ０.２０１~０.９５５ ０.０３８

表 ３　 Ｈｏｓｍｅｒ－Ｌｅｍｅｓｈｏｗ 拟合度检验

变量 数值
χ２ ６.９３６

自由度 ８
ｐ 值 ０.５４４

表 ４　 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预测准确率

参与意愿
预测值

愿意 不愿意
预测准确率

/ ％
愿意 １６６ ９ ５４.０

不愿意 ２３ ２７ ９４.９
合计 ８５.８

２.５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亚组交互效应分析

将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中对参与意愿有显著

影响的助人意愿、闲暇时间、子女参与程度、家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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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社区信任程度和受教育程度六个影响因素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亚组交互效应分析ꎮ 其中助人意愿与受

教育程度、家人支持与受教育程度交互作用较为明

显ꎮ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ꎬ比较情愿助人的老年人

愿意参加三权养老模式的概率较非常不情愿助人的

老年人明显增加(图 １)ꎮ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ꎬ家

人比较支持的老年人愿意参加三权模式的概率比家

人比较反对的老年人明显增加(图 ２)ꎮ

图 １　 助人意愿与受教育程度交互图

图 ２　 家人支持与受教育程度交互图

２.６　 三权养老模式相关因素分析

表 ５ 显示ꎬ赣州市老年人对三权养老模式的参

与意愿在模式定价( χ２ ＝ １９.５６２ꎬｐ<０.０５)、与大学生

共同生活( χ２ ＝ ７５.４４２ꎬｐ<０.００１)、哪个项目感兴趣

(χ２ ＝ ６７.７２４ꎬｐ<０.００１)等方面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ꎮ 从模式定价上看ꎬ选择 １ ０００ ~ ２ ０００ 元的老年

人中愿意参加三权养老模式占比高达 ９１.８％ ꎻ愿意

与大学生共同生活的老年人中愿意参与三权养老模

式的占比为 ８９.１％ ꎻ对老年公寓最感兴趣的老年人

中有 ６１.１％的愿意参与三权养老模式ꎮ

表 ５　 三权养老模式相关因素分析

相关变量
三权养老选择

意愿 / ％
愿意 不愿意

χ２ ｐ

模式
定价

１ ０００ 元以下 ６９.８ ３０.２
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 元 ９１.８ ８.２
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 元 ６２.５ ３７.５
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 元 １００ ０.０
５ ０００ 元以上 ０.０ １００

１９.５６２ ０.００１

与大学生
共同生活

愿意 ８９.１ ２８.０
不愿意 １０.９ ７２.０

７５.４４２ ０.０００

哪个项目
感兴趣

老年公寓 ６１.１ １２.０
志愿活动 ２１.７ ２０.０
老年课堂 １１.４ １８.０

微信公众号 １.１ ２.０
与大学生共同生活 ２.３ １４.０

都不感兴趣 ２.３ ３４.０

６７.７２４ ０.０００

３　 讨论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国务院印发了«“十四五”国家老

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ꎬ其中指出要支

持建设专业化、规模化、医养结合能力突出的养老机

构ꎬ完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套ꎬ健全基本养老服务

体系ꎬ引领全行业规范健康发展[９]ꎮ 三权养老模式

正是基于该规划提出ꎬ充分利用高校资源ꎬ依托老年

大学ꎬ探索大学服务老年群体的新型养老模式ꎮ 通

过对江西省赣州市老年人进行三权养老模式参与意

愿及其影响因素开展问卷调查ꎬ结果表明赣州市老

年人三权养老模式参与意愿较高ꎮ 在当前人口老龄

化大背景下ꎬ我国养老形势日趋严峻ꎬ尽管相较于存

在时间较长、开展范围较广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模

式ꎬ三权养老模式的知名度和普及度相对较弱ꎬ但参

与意愿仍然超过半数ꎬ这表明ꎬ三权养老模式有其推

广价值ꎮ 三权养老模式不仅拥有社区养老模式的基

础设施ꎬ还能满足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

所乐的内在需求ꎬ通过老年课堂学习身体的养护知

识ꎬ提高身体生理机能ꎬ塑造良好的身体资本ꎮ 同

时ꎬ通过三权养老模式学习、交流ꎬ还可增进老年人

彼此的信任、情感ꎬ形成良好的心理资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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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周刊

在赣州市老年人城乡差异分析中ꎬ城镇老年人

的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ꎬ以及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

高于农村老年人ꎮ 由于农村老年人家庭经济压力大

于城镇老年人ꎬ会优先考虑较低成本的养老服务ꎬ这

与马琦峰等[１０] 的研究结果相似ꎮ 农村老年人在养

儿防老观念的认同程度上高于城镇老年人ꎬ更倾向

于居家养老ꎬ这与刘露露等[１１]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在个性特征与参与意愿单因素分析中发现ꎬ受

教育程度对老年人选择三权养老模式的意愿有显著

影响ꎮ 尽管高学历人群在老年群体中占比较小ꎬ但

从参与意愿的角度来看ꎬ高学历人群更愿意参与三

权养老模式ꎬ这与豆璨和张桦[１２] 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分析原因ꎬ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ꎬ更易接受新的

观念ꎬ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养老模式ꎬ对晚年的生活安

排更具有自主性和多元化ꎬ比较倾向于精神文化生

活丰富的养老模式ꎬ对新型养老模式的接受程度较

高ꎮ 经济条件也是影响老年人选择参与三权养老模

式的重要因素之一ꎬ月收入≤５ ０００ 元的人群范围

内ꎬ大致呈现月收入越高ꎬ愿意参与三权养老模式的

人越多的趋势ꎬ这与何景波等[１３] 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究其原因ꎬ当老年人的收入水平达到一定层次后ꎬ经

济方面依赖子女较少ꎬ更愿意选择服务较好的养老

模式来度过晚年ꎮ 故在三权养老模式的价格上应尽

量在大部分老年人可接受范围内定价ꎬ以便让更多

的老年人享受三权养老模式的服务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结果显示ꎬ个人行为认知层

面ꎬ助人意愿对三权养老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ꎬ

这与李晓钰等[１４] 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助人意愿越高ꎬ

意味着老年人越能从助人行为中获得幸福感与满足

感ꎬ这与三权养老模式中的“寸草心志愿活动”的创建

理念完美契合ꎮ 闲暇时间对三权养老模式参与意愿

有显著负向影响ꎬ这与巩世乐等[１５]的研究结果相似ꎮ

当闲暇时间越少时ꎬ老年人越渴望得到更多的自由ꎬ

享受生活ꎮ 大学为三权养老模式提供了物质基础ꎬ包

括场所、设施和技术等各种公共基础服务ꎬ为参与三

权养老模式的老年人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ꎮ

家庭状况层面ꎬ子女参与程度对三权养老意愿

有显著负向影响ꎬ这与余意和原彰[１６]的研究结果相

似ꎮ 子女参与程度主要指老年人与子女交流和交往

的情况ꎬ双方关系越和谐ꎬ意味着晚辈对长辈的照料

和陪护也越细心、越贴心ꎬ更加贴合中华文化中“养

儿防老”的传统理念ꎬ可以有效保障老人居家养老

的生活品质[１７]ꎬ在此背景下ꎬ三权养老参与意愿自

然较低ꎮ 家人支持对三权养老模式参与意愿有显著

正向影响ꎬ这与杨心悦和许兴龙[１８] 的研究结果相

似ꎮ 当家人无法提供充分的照顾时ꎬ会希望老人享

受更好的养老服务ꎬ因此老年人也越愿意参与三权

养老模式ꎮ

社会因素层面ꎬ社区信任程度对三权养老参与

意愿有显著影响ꎬ并且这种影响为负相关关系ꎬ这与

廖欢[１７]的研究结果相似ꎮ 当居民对社区有较高的

信任度时ꎬ社区的各项工作更易于开展ꎬ老年人也更

愿意居住在他们自己信任的小区ꎬ因此他们对参与

三权养老模式的意愿自然较低ꎮ

在交互作用分析中ꎬ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ꎬ比

较情愿助人的老年人愿意参加三权养老模式的概率

较非常不情愿助人的老年人明显增加ꎮ 分析其原

因ꎬ比较情愿助人的老年人更渴望获得社会认可ꎬ更

重视三权养老模式子项目中的志愿活动ꎬ并愿意为

社会做有意义的事情ꎻ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ꎬ家人

比较支持的老年人愿意参加三权模式的概率比家人

比较反对的老年人明显增加ꎮ 在本次调查访谈中ꎬ

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需要照顾孙辈ꎮ 而受教育程度

较高的老年人更向往自由的生活ꎬ当家人支持老年

人参与三权养老模式时ꎬ老年人更加放心地参与

其中ꎮ

三权养老模式相关因素分析中ꎬ模式定价对三

权养老模式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ꎬ其中三权养老模

式定价在 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 元最能吸引老年人参加三权

养老模式ꎬ选择 １ ０００ ~ ２ ０００ 元的老年人中愿意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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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探索

加三权养老模式占比达 ９１.８％ ꎮ 故只有在老年人的

可接受价格范围内ꎬ才能促使更多感兴趣的老年人

参与该模式ꎮ “与大学生共同生活”对三权养老模

式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ꎬ大部分老年人是非常愿意

和大学生共同生活的ꎬ愿意与大学生共同生活的老

年人中愿意参与三权养老模式的比例为 ８９.１％ ꎬ大

学生作为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ꎬ对待老年人较为友

好ꎬ较易获得老年人的好感ꎮ “哪个项目最感兴趣”

对三权养老模式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ꎬ在对老年公

寓感兴趣的老年人中ꎬ６１.１％ 愿意参与三权养老模

式ꎮ 老年公寓作为三权养老模式的主体ꎬ不仅注重

房间设计的安全性ꎬ还提高了老年人的居住舒适度ꎬ

因此深受老年人的喜爱ꎮ

综上所述ꎬ三权养老模式为老年人提供了深层

次的精神服务ꎬ其市场需求大ꎬ有推广的价值和可行

性ꎮ 该模式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ꎬ在推进过程中ꎬ应

根据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ꎬ并持续

探索和优化三权养老模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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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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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化转型可以推进企业数据收集与分析ꎬ并可以为企业提升商业信用提供数字化工具和交易平台ꎮ 为推进企业

数字化转型ꎬ提升企业的商业信用水平ꎬ需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商业信用融资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究ꎮ 文章在分析企

业数字化转型与商业信用之间关系的基础上ꎬ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行为的影响进行深入探究ꎬ并立足政府、企业、

供应商三个角度ꎬ提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优化商业信用融资行为的路径ꎬ以期为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数字化转型等提供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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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ꎬ为了获取资金支持ꎬ往
往会通过相关方式向银行贷款ꎬ但是企业想要获得

银行信贷需要经过多个环节审批ꎬ并且存在较多的

条件限制ꎬ导致银行信贷难以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ꎮ

商业信用融资是指基于企业之间信任所形成的关系

型融资ꎬ商业信用融资供给方会根据企业经营治理

状况对企业商业信用风险进行判断ꎬ从而为企业提

供所需要的资金ꎮ 商业信用融资属于非正式的融资

方式ꎬ在企业融资中应用较为广泛ꎬ成为企业短期融

资的主要来源ꎮ 随着数字技术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

广泛应用ꎬ企业逐渐向数字化的方向发展ꎬ数字化转

型发展正影响着企业的经营发展活动ꎬ也可能会对

商业信用融资行为产生影响ꎬ导致企业无法获取经

营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融资ꎮ 基于此ꎬ本文对企业

数字化转型与商业信用融资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了

探讨ꎮ

１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商业信用之间的关系

当前ꎬ我国正处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阶段ꎬ无

论是从政策引导还是企业实践的角度来看ꎬ数据都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ꎬ数据已经成为企业生产的核心

要素ꎮ 数字技术的应用ꎬ能够为企业信息化发展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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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基础ꎬ发挥信息的经济效应ꎮ 相关研究显示ꎬ企业

数字化转型与商业信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ꎮ 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企业声誉、经营风险等都会

对企业商业信用产生影响ꎮ 同时ꎬ企业供应链关系、

社会责任表现也会对企业商业信用产生一定影

响[１]ꎮ 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商业信用很大程度

取决于企业数据和信息获取能力ꎬ商业信用融资供

给者需要结合企业的经营发展信息判断企业商业信

用ꎬ分析为企业提供融资的风险程度ꎬ最终决定是否

给企业提供融资ꎮ

１.１　 数据驱动的商业信用评估

数字化转型使企业能够收集和分析大量数据ꎬ

包括销售数据、供应链数据、客户数据等ꎮ 这些数据

可以用于商业信用评估ꎬ帮助金融机构和供应商更

准确地评估企业的信用状况和风险水平ꎮ 数字化转

型可以提供更多数据来源和更全面的信息ꎬ从而提

高商业信用评估的准确性和可靠性ꎮ

１.２　 提升商业信用的数字化工具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提供了各种工具和平台ꎬ用

于管理和优化商业信用ꎮ 例如ꎬ企业可以利用数字

化的财务管理系统来实时跟踪和管理财务状况ꎬ提

高财务透明度和准确性ꎮ 此外ꎬ数字化的供应链管

理系统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管理供应商关系ꎬ优化

供应链流程ꎬ提高供应链的可靠性和效率ꎮ 这些数

字化工具可以帮助企业建立更好的商业信用ꎬ提升

合作伙伴的信任度ꎮ

１.３　 数字化的商业信用交易平台

数字化转型促进了商业信用交易的数字化和自

动化ꎮ 通过数字化的交易平台ꎬ企业可以更方便地

与供应商和客户进行交互和交易ꎬ实现更快速、高效

的交易过程ꎮ 这些数字化平台可以提供更多商业信

用信息和评级ꎬ帮助企业更好地评估合作伙伴的信

用状况ꎬ减少交易风险ꎮ

综上所述ꎬ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提供更多的数

据和工具ꎬ帮助企业更好地管理和提升商业信用ꎮ

数字化转型为商业信用评估、信用管理和信用交易

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便利ꎬ促进了商业信用的发展

和提升[２]ꎮ

２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行为的

影响

第一ꎬ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增强企业商业

信用融资效果ꎮ 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ꎬ所获取的商

业信用融资越多ꎮ 同时ꎬ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

企业实力ꎬ加快内部外部信息传递速度ꎬ使商业信用

融资供应商企业可以快速获得企业信息ꎬ加快商业

信用融资进程ꎮ 数字化转型避免了传统商业信用融

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情况ꎬ能够提高企业自身价

值创造能力ꎬ还可以降低商业信用融资过程中存在

的违约风险ꎬ提高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有效性ꎮ

第二ꎬ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缓解企业内部外部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ꎬ可将企业信息传递给供应商和

自身客户ꎬ使企业获得更多的正面期待ꎬ为商业信用

融资奠定基础ꎮ 通过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价值

创造能力ꎬ增强企业实力的同时ꎬ在企业的商业信用

融资中获取更大的话语权ꎮ 数字化转型还有助于降

低企业融资过程中的风险ꎬ提高企业的信用度ꎬ从而

增强供应商为企业提供更多融资的可能性ꎮ

第三ꎬ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对融资程度产生约束

性ꎬ并且市场竞争地位处于偏低的状态ꎬ供应商高度

集中的企业ꎬ商业信用融资所发挥的作用也更加明

显[３]ꎮ 如果企业为融资约束力较强的企业ꎬ并且面

临较为严峻的外部形势ꎬ这类企业要更加重视数字

化技术的赋能作用ꎬ借助数字技术对企业全流程进

行改造ꎬ在提高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中ꎬ要注重改善

企业信息环境ꎬ让企业获得更多商业信用ꎻ如果企业

在市场中地位较低ꎬ会导致企业难以从银行中获得

融资支持ꎬ借助数字化转型可缓解企业信息存在的

不对称情况ꎬ在提高企业自身实力的同时ꎬ让企业获

得更多商业信用融资ꎻ如果企业存在供应商高度集

中的情况ꎬ会过于依赖供应商ꎬ这会导致供应商出现

坐地起价的情况ꎬ针对这种情况ꎬ数字化转型能够拓

展供应商渠道ꎬ企业在商业信用融资的过程中能够

获得更大话语权ꎬ也可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商业信

用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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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ꎬ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实时收集和分析

财务、运营和市场数据ꎬ使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能够更

准确地评估企业的信用状况ꎬ从而提升融资能力ꎮ

同时ꎬ数字化工具能够帮助企业记录和维护信用历

史ꎬ形成信用档案ꎬ为企业未来的融资提供良好的基

础ꎬ增强企业的信用ꎻ通过自动化财务和融资流程ꎬ

能减少人工干预和错误ꎬ提高效率ꎬ降低企业在融资

过程中的时间和人力成本ꎮ 另外ꎬ数字化转型有助

于企业实时监控财务状况和市场变化ꎬ通过数据分

析及时识别潜在风险ꎻ使企业能够实时跟踪现金流

和应收账款ꎬ优化流动性管理ꎬ确保企业在经营过程

中资金链的健康ꎮ

３　 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优化商业信用融资

行为的路径

３.１　 政府角度

政府部门要以健康发展数字经济作为积极条

件ꎬ这有助于企业加快实现全要素数字化转型ꎮ 政

府部门要遵循全新的发展理念ꎬ把握好数字经济发

展机遇ꎬ重视加强数字基础设施ꎬ为企业数字化转型

提供支撑ꎬ有序推进地区数字基础设施转型升级ꎬ加

快数字经济和实体产业的深度融合ꎬ推动地区数字

经济发展ꎬ为企业实现全要素数字化转型奠定良好

的基础ꎬ并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赋能的作用ꎮ 企业数

字化转型需要较长的时间ꎬ企业所需要投入的成本

也较高ꎬ政府部门要对有需求的企业给予政策倾斜ꎬ

减少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成本投入ꎬ加快企业数字化

转型ꎮ 对存在数字化转型困难的中小企业ꎬ政府部

门要加强与第三方机构的合作ꎬ为企业提供成本投

入较少的数字化转型方案ꎬ促进企业形成数字化思

维ꎮ 政府部门还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ꎬ并加强对市

场的监督管理ꎮ 基于数据是企业生产的全新要素ꎬ

政府部门应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ꎬ防范企业数字化

转型过程中的违法行为ꎮ 同时ꎬ要加强对企业数据

信息的保护ꎬ加大市场监督管理力度ꎬ提高企业相关

信息的安全性[４]ꎮ

３.２　 企业角度

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要顺应数字化转型浪潮ꎬ

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ꎬ从而推进企业全要素数字化

转型ꎮ 企业应结合自身经营发展模式加强对数字化

技术的应用ꎬ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ꎮ 企业经营发

展过程中应抓住数字化转型发展机遇ꎬ逐步推进企

业数字化发展进程ꎮ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资金、

人力资源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ꎬ企业应结合自

身实际情况制定合适的数字化转型策略ꎬ保证数字

化转型符合企业实际情况ꎬ避免盲目投入资金、人力

后无法取得预期成果ꎮ 企业在实施数字化战略的过

程中ꎬ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ꎬ引入合适的数字技术、

设备等ꎬ实现数字赋能ꎬ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ꎬ这样

才能够促进企业实现全要素数字化转型目标ꎮ 此

外ꎬ企业想要实现全要素数字化转型ꎬ还要加大对数

字技术人才的引进力度ꎻ企业内部可以建立相关部

门ꎬ制定合适的数字化制度ꎬ并加强对数字技术人才

的培养ꎬ如定期开展数字化技术培训、组建数字技术

人才队伍等ꎬ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持ꎮ

数字化转型应落实在企业的各个方面ꎬ减少企

业信息不对称性的同时ꎬ降低风险ꎬ提升企业创造价

值的能力ꎬ为企业争取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机会ꎮ

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让企业获取更多的商业信用融

资ꎬ还能够对企业信用结构进行优化ꎬ降低企业供应

链中的风险ꎮ 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ꎬ实现对企

业经营管理赋能ꎮ 借助数字平台的信息传递功能ꎬ

加强企业内部外部信息沟通交流ꎬ有效解决企业存

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ꎬ也可降低商业信用融资中的

违约风险ꎬ能够进一步增强供应商自信心ꎮ 同时ꎬ也

能够提高企业自身价值创造能力ꎬ增强企业的综合

实力ꎬ使企业在融资谈判当中获得更多先机ꎬ借助商

业信用融资弥补资金缺口ꎬ为企业赢得更多的商业

信用融资机会ꎬ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ꎮ 传统企

业经营发展过程中ꎬ企业对资金需求量较大ꎬ并且获

取银行贷款的难度较高ꎬ导致企业缺少充足的资金

支撑ꎬ难以在市场当中占据主要地位ꎬ而商业信用融

资可以替代银行信贷ꎬ可帮助企业应对发展困境ꎬ为

企业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５]ꎮ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ꎬ有助于其降低成本ꎬ提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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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效率ꎬ推动企业向着高质量的方向发展ꎮ 企业正

面预期不仅能够提高商业信用融资方对企业的信任

度ꎬ还能提高企业的商业价值ꎬ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

中占据一席之地ꎮ 同时ꎬ也能够提高企业股票流动

性ꎮ 股票流动性提高可提高企业资金周转率ꎬ降低

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违约风险ꎬ让商业信用融资者

愿意为企业提供资金ꎬ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商业信用ꎮ

企业数字化转型还能够让企业迅速认识到社会问

题ꎬ调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ꎬ促进企业创新发

展ꎬ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ꎬ提高企业的信用水平ꎮ

３.３　 供应商角度

商业信用融资供应商企业要将数字技术作为抓

手ꎬ不断拓展自身信息收集渠道ꎬ帮助企业做好信用

风险防范工作ꎮ 供应商可对企业市场占有量、企业

发展战略等进行分析ꎬ便于供应商精准评估企业的

经营发展状况ꎬ确定企业的履约能力ꎬ并结合企业实

际情况做出合适的信用融资策略ꎮ 供应商可以借助

数字技术构建动态化的监控机制ꎬ对应收账款发放

和回款情况进行动态监测ꎬ为供应商商业信用融资

决策提供支持ꎬ在保证为企业提供融资的基础上ꎬ避

免自身经济利益的损失ꎮ 供应商还应该对企业商业

信用融资金额进行规划ꎬ如果供应商盲目信任企业ꎬ

会提高商业信用融资风险ꎮ 如果商业信用融资金额

较高ꎬ会导致供应商面临较高的违约风险ꎬ增加企业

收账成本的同时ꎬ还会增加坏账ꎬ给供应商企业带来

损失ꎮ 因此ꎬ供应商与企业合作时ꎬ要借助数字技术

对企业实际情况进行详细分析ꎬ评估商业信用融资

风险ꎬ科学规划融资交易量ꎬ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ꎬ

可适当对融资交易量进行调整ꎬ降低供应商融资

风险ꎮ

４　 结束语

综上所述ꎬ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会对商业信用

融资产生积极的影响ꎬ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能提升

商业信用融资水平和商业信用度ꎮ 基于数字化转

型ꎬ企业能够吸引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ꎬ为经营发展

提供支持ꎬ促进企业持续发展ꎮ 未来ꎬ企业应借助先

进的信息技术ꎬ深化数字化转型ꎬ以提升商业信用融

资水平ꎬ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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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ＥＳＧ 理念的企业投融资管理研究

吴逸敏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ꎬ浙江　 桐乡　 ３１４５００)


摘　 要:在当今全球化的商业环境中ꎬ企业投融资管理不再仅仅关注财务回报ꎬ而是越来越多地融入环境、社会和治理

(ＥＳＧ)理念ꎮ 这种转变不仅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响应ꎬ更是对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追求ꎮ 基于此ꎬ文章以企业投融资管理为基础ꎬ

对 ＥＳＧ 投融资进行概述ꎬ对 ＥＳＧ 理念下企业投融资管理现状进行剖析ꎬ对 ＥＳＧ 理念下企业投融资管理的优化策略进行深入研

究ꎬ以促进企业投融资管理工作健康稳定发展ꎮ

关键词:ＥＳＧ 理念ꎻ企业投融资管理ꎻ现状ꎻ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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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企业资本运作通常通过投资与融资两种途径进

行:融资主要是为企业获得现金流量ꎬ为企业不断发

展注入新鲜血液ꎻ通过投资可以找到企业发展的新

方向ꎬ同时帮助企业拓展新的发展空间ꎮ 企业的融

资和融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其未来的发展ꎬ

它的投资和融资管理已被提升到了财务战略的高

度ꎬ对企业价值创造及最终实现具有一定影响ꎮ 当

前ꎬ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ꎬ与此同时ꎬ环境污染问

题也成为经济发展中重要的部分ꎮ 低碳经济概念的

提出ꎬ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ꎮ

“双碳”背景下ꎬ如何有效地借助现有的发展资源ꎬ

实现低碳经济的稳定发展是企业需要重点研究的课

题ꎮ ＥＳＧ 背景下ꎬ企业投融资管理工作的开展也将

成为引领全社会投资和融资活动向更加绿色、低碳、
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的有效抓手ꎮ 因此ꎬ文章分析

ＥＳＧ 理念下企业在进行投融资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不

足ꎬ并以此为基点提出针对性的优化策略是企业掌

握自身资金流向主动权的关键部分ꎮ

１　 ＥＳＧ 投融资概述

１.１　 ＥＳＧ 投融资的内涵

ＥＳＧ 是英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环境)、 Ｓｏｃｉａｌ (社

会)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公司治理)的缩写ꎬ是一种关注

企业环境、社会、治理绩效而非财务绩效的投资理念

—２３—



管理探索

和企业评价标准ꎮ 它强调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

时ꎬ不仅要关注传统的财务指标ꎬ还要充分考虑企业

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履行以及公司治理方面的表

现ꎮ 在融资方面ꎬ企业也需要向投资者展示其在

ＥＳＧ 方面的积极举措和成果ꎬ以吸引更多的资金支

持[１]ꎮ 环境因素涵盖了企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污
染排放控制、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表现ꎮ 例如ꎬ企
业是否采取了节能减排措施、推广可再生能源的使

用、积极参与生态保护项目等ꎮ 社会因素则关注企

业在员工权益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社区发展等方

面的贡献ꎮ 包括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公平的

薪酬待遇、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等ꎮ 公司治理因素涉

及企业的内部管理结构、决策机制、信息披露透明度

以及对股东权益的保护等ꎮ
１.２　 ＥＳＧ 投融资的重要意义

１.２.１　 推动可持续发展

ＥＳＧ 投融资有助于引导资金流向那些具有良

好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表现的企业ꎬ从而推动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ꎮ 通过支持环保产业和可持续项目的

发展ꎬＥＳＧ 投融资可以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减少

环境污染、缓解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ꎮ 同

时ꎬ它也可以激励企业更加注重社会责任的履行ꎬ为
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ꎮ

１.２.２　 降低投资风险

考虑 ＥＳＧ 因素可以帮助投资者更好地评估企

业的长期风险和价值ꎮ 那些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

理方面表现不佳的企业ꎬ面临更高的法律风险、声誉

风险和运营风险ꎮ 例如ꎬ环境污染事件导致企业面

临巨额罚款和诉讼ꎬ社会责任缺失引发消费者抵制

和员工流失等问题ꎮ 而注重 ＥＳＧ 表现的企业通常

具有更稳定的经营业绩和更强的抗风险能力ꎬ从而

为投资者带来更可靠的回报ꎮ
１.２.３　 满足投资者需求

随着社会对可持续发展关注度的不断提高ꎬ越
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关注 ＥＳＧ 因素ꎮ 机构投资者、
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等大型投资者纷纷将 ＥＳＧ
纳入投资决策框架ꎬ以实现长期的投资目标和社会

责任ꎮ 此外ꎬ个人投资者也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具有

良好 ＥＳＧ 表现的投资产品ꎬ以满足自身的价值观和

投资需求ꎮ
１.３　 ＥＳＧ 投融资的发展现状

在投资方面ꎬＥＳＧ 投资策略不断丰富和完善ꎮ
包括负面筛选、正面筛选、可持续主题投资、影响力

投资等多种策略ꎮ 负面筛选是指排除那些在环境、
社会或公司治理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的企业ꎻ正面筛

选则是选择那些在 ＥＳＧ 方面表现优秀的企业进行

投资ꎻ可持续主题投资聚焦于特定的可持续发展领

域ꎬ如清洁能源、水资源管理、可持续农业等ꎻ影响力

投资则旨在通过投资产生积极的社会和环境

影响[２]ꎮ
在融资方面ꎬ企业也越来越重视 ＥＳＧ 表现对融

资成本和融资渠道的影响ꎮ 一些企业通过发布

ＥＳＧ 报告、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等方式ꎬ向投资者

展示其在 ＥＳＧ 方面的努力和成果ꎬ以获得更低的融

资成本和更广泛的融资渠道ꎮ 同时ꎬ金融机构也在

不断创新融资产品和服务ꎬ推出绿色债券、社会债

券、可持续发展债券等 ＥＳＧ 相关的融资工具ꎬ以满

足企业和投资者的需求[３]ꎮ

２　 ＥＳＧ 理念下企业投融资管理现状

２.１　 投融资决策困境

第一ꎬＥＳＧ 信息的不透明性和标准的不统一是企

业面临的首要问题ꎮ 由于缺乏全球统一的 ＥＳＧ 报告

标准ꎬ企业在披露相关信息时往往存在较大的主观性

和选择性ꎬ这使得投资者难以准确评估企业的 ＥＳＧ
表现ꎮ 此外ꎬＥＳＧ 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成本较高ꎬ对许

多中小企业而言ꎬ这无疑增加了其财务负担ꎮ
第二ꎬＥＳＧ 投资往往与短期财务回报存在冲突ꎮ

追求高 ＥＳＧ 评分的投资项目意味着更高的初始投

资成本和更长的回报周期ꎬ这与追求快速财务回报

的投资者利益相悖ꎮ 因此ꎬ企业在选择投资项目时ꎬ
需要在追求 ＥＳＧ 目标和满足投资者财务期望之间

找到平衡点ꎮ
第三ꎬＥＳＧ 理念的实施需要企业内部文化和管

理体系的全面变革ꎮ 这包括建立健全的 ＥＳＧ 管理

体系、培养员工的 ＥＳＧ 意识ꎬ以及调整企业战略和

运营模式ꎮ 这一过程不仅耗时耗力ꎬ还易遭遇来自

内部和外部的阻力ꎬ如员工的不理解、合作伙伴的抵

触等ꎮ
—３３—



市场周刊

２.２　 内外融资困境

第一ꎬ内部融资困境ꎮ 例如ꎬ在金融信贷危机日

益严重的情况下ꎬ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将不断减少ꎬ一
些经营管理不善的公司将会遭受巨大的打击ꎮ 在这

样的背景下ꎬ企业在进行投资和融资的过程中会遇

到一些法律法规、财务政策等方面的限制ꎬ同时也会

产生一些管理风险ꎮ 但在对外投资、融资的同时也

会面对来自银行的各种风险ꎮ 如果选择了吸收直接

投资或者股权融资等方式ꎬ那么在获得了外部资金

之后仍有发生被兼并的风险ꎮ 因此ꎬ企业在对外融

资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减少资金成本ꎬ避免

运营风险ꎮ
第二ꎬ外部融资困境ꎮ 企业内生性融资具有独

创性、自主性、低成本和高风险的特点ꎮ 相较于外源

融资ꎬ内源融资能够有效地缓解公司内部信息不对

称ꎬ减少融资成本ꎬ提升企业的剩余控制权ꎮ 然而ꎬ
企业的内部筹资能力与成长程度却受制于公司的获

利能力、净资产规模以及对未来收益的期望ꎮ 所以ꎬ
我国大多数私营企业采取保留利润并对其进行增资

的方式ꎬ内部资金短缺ꎬ外部融资困难依然是企业的

难点ꎮ

３　 ＥＳＧ 理念下企业投融资管理的优化策略

３.１　 构建碳资产融资环境

ＥＳＧ 理念下利用碳金融市场不仅可以提高企业

对碳资产的管理水平ꎬ还给企业带来了新的动力ꎮ
因此ꎬ企业为有效构建碳资产融资环境ꎬ需要采取以

下策略:对企业碳资产进行抵押ꎻ对碳信贷、碳债券

等各种衍生产品进行研究ꎬ对碳资产的多种金融服

务进行探索ꎬ对碳资产的租赁和融资进行探索ꎻ建立

公司碳汇资金管理系统ꎬ实现对碳汇额度的有效管

理ꎬ实现对资产的活化ꎬ在企业生态建设过程中释放

“碳流动性”ꎬ实现经营理念的转变ꎻ建立和完善碳

交易市场ꎬ提供透明的价格信号和流动性ꎬ增强碳资

产的吸引力ꎻ投资于碳排放计量和报告技术ꎬ提高数

据的准确性和透明度ꎬ增强市场的信任度ꎮ
３.２　 利用多元化融资渠道

ＥＳＧ 不仅关注企业的财务表现ꎬ还强调企业在

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方面的表现ꎮ 在这

种背景下ꎬ企业需要探索和利用多元化的融资渠道ꎬ

以支持其 ＥＳＧ 目标的实现ꎮ
第一ꎬ企业可以通过绿色债券市场融资ꎮ 绿色

债券是专门用于资助环境友好项目的债券ꎬ如可再

生能源、节能减排和清洁交通等ꎮ 通过发行绿色债

券ꎬ企业不仅能筹集资金ꎬ还能向市场展示其对环境

保护的承诺ꎬ增强投资者的信任ꎮ
第二ꎬ企业可以考虑通过社会责任投资( ＳＲＩ)

基金或 ＥＳＧ 指数基金来吸引投资ꎮ 这些基金专门

投资于那些在 ＥＳＧ 方面表现良好的公司ꎮ 企业如

果能在 ＥＳＧ 方面取得优异成绩ꎬ就能更容易地吸引

这些基金的投资ꎬ从而获得资金支持ꎮ
第三ꎬ企业可以通过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合

作ꎬ获取 ＥＳＧ 相关的贷款ꎮ 许多银行现在提供绿色

贷款或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ꎬ这些贷款的利率通常

与企业的 ＥＳＧ 表现挂钩ꎮ 企业如果能在 ＥＳＧ 方面

持续改进ꎬ就能享受更低的贷款利率ꎬ从而降低融资

成本ꎮ
第四ꎬ企业可以通过股权融资的方式ꎬ吸引重视

ＥＳＧ 的投资者ꎮ 在公开市场上ꎬ越来越多的投资者

开始关注企业的 ＥＳＧ 表现ꎬ愿意为在 ＥＳＧ 方面表现

出色的企业支付更高的股价ꎮ 因此ꎬ企业如果能有

效地展示其在 ＥＳＧ 方面的努力和成果ꎬ就能吸引更

多的股权投资者ꎮ
总之ꎬ在 ＥＳＧ 理念的指导下ꎬ企业需要积极探

索和利用多元化的融资渠道ꎮ 通过绿色债券、社会

责任投资基金、ＥＳＧ 相关贷款和股权融资等方式ꎬ企
业不仅能筹集到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的资金ꎬ还能

提升其在投资者和公众中的形象ꎬ实现可持续

发展[４]ꎮ

４　 ＥＳＧ 理念下企业投融资管理的建议

４.１　 提升 ＥＳＧ 信息披露质量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ꎬ中国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投

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 (以下简称«指引»)ꎬ进一

步规范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ꎮ «指引»要

求ꎬ上市公司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规

定积极召开投资者说明会ꎬ向投资者介绍情况、回答

问题、听取建议ꎮ 投资者说明会包括业绩说明会、现
金分红说明会、重大事项说明会等情形ꎮ 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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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董事长或者总经理应当出席投资者说明会ꎬ不能

出席的应当公开说明原因ꎮ 此外ꎬ«指引»还对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形式和指标体系等做出了具

体规定ꎮ 信息披露是 ＥＳＧ 评价的重要基础ꎬ因此提

高上市公司 ＥＳＧ 信息披露质量对加强 ＥＳＧ 投资有

着十分重要的意义[５]ꎮ 提高 ＥＳＧ 信息披露质量应

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增强 ＥＳＧ 信息披露的规

范性ꎻ二是提高 ＥＳＧ 信息披露的可读性ꎻ三是强化

ＥＳＧ 信息披露的透明度ꎻ四是注重 ＥＳＧ 信息的真实

性和可靠性ꎮ
４.２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第三方机构的作用

ＥＳＧ 评级、ＥＳＧ 报告是市场对企业 ＥＳＧ 表现的

直接反映ꎬ同时也是对企业 ＥＳＧ 风险、ＥＳＧ 信息披

露有效性的评价ꎬ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权威性ꎮ 企

业应当充分发挥第三方机构的作用ꎬ建立完善的

ＥＳＧ 报告体系ꎬ将自身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所面

临的风险、机遇和挑战等内容充分披露ꎮ 行业协会、
第三方机构可以从多个角度对企业进行全面评估ꎬ
比如通过分析企业与其上下游供应商、客户、投资者

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ꎬ评估企业在环境保护、社
会责任方面的表现ꎬ并对其进行排名ꎬ为投资者提供

投资参考ꎮ 同时ꎬ第三方机构还可以将企业在环境

保护、社会责任方面所面临的风险、机遇和挑战等内

容披露给政府监管机构ꎬ以促进整个市场更加规范

有序的发展ꎮ
４.３　 关注多元化 ＥＳＧ 评价

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之下企业需要具有更强大的

抗风险能力ꎬ比如资金体量和生产规模ꎮ 在投资决

策时一定要进行详细的市场调查和分析ꎬ注意 ＥＳＧ
的评估指标和等级标准ꎬ以此为基准开展多元化的

ＥＳＧ 评价ꎬ有效地控制投资风险ꎬ减轻资金压力ꎮ
ＥＳＧ 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借助国际和国内比较有影响

力的 ＥＳＧ 评价机构的评价体系构建ꎬ包括 ＳＣＩ、ＦＴ￣
ＳＥ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ＤｏｗＪｏｎｅｓ、 ＴｈｏｍｓｏｎＲｅｕｔｅｒｓ

以及华证、商道融绿、社会价值投资联盟、万得等专

业 ＥＳＧ 评价机构ꎮ 此外ꎬ与 ＥＳＧ 相关的投行及风控

机构保持不间断的交流和学习ꎬ投融资管理之前对

其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ꎬ明确投融资方式ꎬ实现创新

共赢、技术共享ꎻ还要不断完善企业的内部管理以及

控制体系ꎬ防止投资风险ꎮ

５　 结语

综上所述ꎬＥＳＧ 投融资强调企业在环境、社会和

治理方面的表现ꎬ这有助于企业降低财务风险、提高

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ꎮ 企业应通过多元化融资

渠道ꎬ如绿色债券、社会责任投资基金等ꎬ支持 ＥＳＧ
目标ꎮ 同时ꎬ提升 ＥＳＧ 信息披露质量和利用第三方

机构评估ꎬ这有助于增强投资者信任和市场规范ꎮ
企业还需关注多元化 ＥＳＧ 评价ꎬ以有效控制投资风

险ꎬ实现可持续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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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相关法规强调了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的责任ꎬ要求其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严格的现场与非现场监管ꎬ以及对高风险行

为的及时处置ꎬ这些措施共同构成了对小额贷款行业风险防控的全面框架ꎮ 在这一监管环境中ꎬ小额贷款公司需不断完善内部

控制体系ꎬ强化风险识别评估及应对能力ꎬ确保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保持竞争力ꎮ 基于此ꎬ文章旨在通过分析互联网金融下的小

额贷款公司风险ꎬ并提出降低风险的措施ꎬ为金融行业提供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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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改变了传统金融服务的模

式ꎬ使小额贷款公司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

服务个人以及中小企业客户ꎮ 这种新型金融模式能

够利用线上渠道实现资金的快速流动ꎬ满足了市场

对资金灵活性的要求ꎮ 与此同时ꎬ互联网金融的特

性也带来了数据隐私泄露、身份认证欺诈、信用风险

扩散等新的风险因素ꎮ 这些风险的增加ꎬ要求小额

贷款公司在业务运营中建立更加完善的风险管理体

系ꎬ以确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稳健的发展

态势ꎮ

１　 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分析
１.１　 单户贷款上限与资金流失的危机

在小额贷款公司运营中ꎬ单户贷款上限的设定

直接影响资金的分散性ꎬ高额度贷款虽然能带来较

大的利润ꎬ但也使公司面临较大的资金流失风险ꎮ
资金过于集中于单个借款人或少数客户ꎬ削弱了小

额贷款的普惠性ꎬ并增加了违约风险ꎮ 一旦高额度

客户发生逾期或违约行为ꎬ公司将面临较大的现金

流压力ꎮ 而低额度贷款虽然分散了风险ꎬ但相对保

守的贷款限额可能导致市场份额缩小ꎬ影响公司的

盈利能力ꎮ 这种资金的流失风险不仅存在于贷款发

放阶段ꎬ回收过程中同样不可忽视ꎮ 当高额贷款的

违约率提高时ꎬ公司的资金回笼速度变慢ꎬ现金流短

缺的危机随之加剧[１]ꎮ
１.２　 关联方借贷与风险暴露的挑战

关联方借贷因涉及股东、管理层等与公司有特

殊关系的借款方ꎬ可能导致资金的不合理分配ꎬ甚至

隐性利益输送ꎮ 这种关系会导致贷款审批过程中的

不公正性ꎬ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与风险控制能力ꎮ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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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方借贷通常涉及较大金额ꎬ若借款人发生信用问

题ꎬ公司的财务健康将面临严重威胁ꎮ 互联网金融

环境下ꎬ关联方借贷的风险更为复杂ꎬ信息不透明以

及利益勾连使风险识别变得困难ꎮ 关联方结合数字

化手段绕过传统的监控机制ꎬ增加了公司对借款人

的风险评估难度ꎬ一旦关联方无法按时偿还借款ꎬ公
司将面临大额资产损失ꎬ甚至引发流动性危机ꎮ

１.３　 催收合规与债务回收的均衡

随着借贷门槛降低ꎬ逾期还款以及违约的风险

日益增大ꎬ如何利用合法途径进行催收ꎬ成为公司面

临的一大挑战ꎮ 不当的催收行为会引发法律纠纷ꎬ
还会损害公司的品牌形象与市场声誉ꎮ 与此同时ꎬ
公司也必须确保债务回收的及时性ꎬ以维护自身的

资金流动性ꎮ 催收过程中的强度与合规性之间存在

天然的张力ꎬ过于强调合规可能导致催收效率低下ꎬ
无法及时回收欠款ꎬ而忽视合规则可能面临法律以

及舆论的双重风险ꎮ 在互联网金融环境下催收的合

规要求更为严格ꎬ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大规模的负

面舆论ꎮ
１.４　 网络安全与客户信任的考验

网络安全问题是小额贷款公司在互联网金融环

境下面临的重大挑战ꎮ 在网络攻击和数据泄露的情

况下ꎬ公司运营可能会遭受严重打击ꎻ而黑客攻击、恶
意软件等威胁会导致客户敏感信息的泄露ꎬ进而引发

客户对公司信任度的急剧下降ꎮ 一旦客户数据未能

得到有效保护ꎬ客户流失率将显著提高ꎬ直接影响公

司的市场声誉和业务稳定性ꎮ 更为严重的是ꎬ网络安

全问题还可能引发法律监管风险ꎬ若公司未能按照国

家法律法规妥善管理和保护客户信息ꎬ不仅会受到严

厉的监管处罚ꎬ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ꎬ甚至丧失经营

资质ꎮ 由此ꎬ网络安全隐患不仅关乎公司的运营安

全ꎬ还关系到法律合规性以及客户关系的长远维护ꎬ
任何失误都可能导致难以弥补的信誉损失ꎮ

２　 小额贷款公司降低风险的方法

２.１　 精细信贷审查:构建专业的信贷资格审核

体系

小额贷款公司必须严格审查借款人的收入水

平、资产状况、债务负担等因素ꎬ确保贷款额度与借

款人的实际还款能力相匹配[２]ꎮ 精细化的信贷审

查要求公司建立科学的评估标准ꎬ避免仅凭客户申

请表面信息做出决策ꎮ 应引入多维度数据分析技

术ꎬ结合借款人的历史信用记录、银行流水等信息ꎬ
构建完善的审核机制ꎬ以确保借款用途的合法性及

贷款金额的合理性ꎮ
网络贷款虽然方便快捷ꎬ但也带来了更多潜在

的风险ꎬ如在数据不透明、缺乏面对面交流的情况

下ꎬ风险更加难以把控ꎮ 结合严格的多维度信贷审

查体系ꎬ借款人申请时提交的各类信息ꎬ如银行流

水、收入证明、征信记录等ꎬ能够被更加精细化地审

查以及交叉验证ꎮ 信贷审查体系的完善ꎬ能够帮助

公司提前识别潜在的信用风险ꎬ避免发放超出借款

人偿还能力的贷款ꎮ 不断优化审核标准ꎬ小额贷款

公司能够确保贷前审批的合规性ꎬ避免因借款人信

息造假、隐瞒债务等问题引发的资金风险ꎮ 精细化

的审查还有助于控制风险ꎬ提升客户对公司的信任

度ꎬ形成良好的商业信誉ꎬ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以及

稳定性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小额贷款公司通过对政策

文件中的贷款用途、借款上限等合规要求ꎬ进一步强

化审查的严谨性ꎬ能有效控制信贷集中度及关联方

借贷带来的风险ꎮ
２.２　 地域业务界限:确立严格的区域经营指导

原则

作为地方金融组织ꎬ小额贷款公司需严格遵守

省级地方金融管理机构的审批以及监管规定ꎬ明确

经营区域ꎬ不得随意跨省区市开展业务[３]ꎮ 这种区

域经营限制有助于公司更好地管控本地市场的信用

风险ꎬ降低跨区域经营带来的管理复杂性ꎮ 借助设

定严格的区域界限ꎬ小额贷款公司能够集中资源在

本地市场ꎬ减少因跨区域操作导致的政策差异、市场

规则冲突等问题ꎮ 同时ꎬ区域界限的设定能够确保

公司在合规的前提下ꎬ依托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客
户信用状况等进行精准的风险评估ꎬ从而降低潜在

的违约风险ꎮ
虽然跨区域经营为网络小额贷款公司提供了更

多市场机会ꎬ但监管层面对其审批条件较为严格ꎮ
小额贷款公司若想扩展到新的区域ꎬ需经省级地方

金融管理机构的批准ꎬ且必须具备完善的风险防控

体系ꎮ 在跨区域业务中ꎬ网络小额贷款公司必须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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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所在地的法律法规ꎬ避免因跨区域操作带来的政

策合规问题ꎮ 同时ꎬ网络平台在跨区域业务中的风

险管理能力尤为重要ꎬ必须利用数据系统以及信息

化手段ꎬ确保借款人在不同区域的信用风险得到有

效评估ꎮ 在区域经济差异较大的情况下ꎬ跨区域经

营需依托精密的市场分析以及合规体系ꎬ确保贷款

发放的安全性ꎬ避免因经济状况以及法律环境的差

异导致的不良贷款风险(表 １)ꎮ
表 １　 确立严格区域经营指导原则

要素 要求 目的

审批条件
需省级地方金融管理
机构批准ꎬ具备完善
的风险防控体系

确保公司合规性及风
险控制能力

法律法
规遵循

遵循 所 在 地 法 律 法
规ꎬ避免跨区操作的
政策合规问题

防止因跨区域政策差
异导致的违规操作

风险管理
利用数据系统与信息
化手段ꎬ评估不同区
域的信用风险

降低因区域经济与法
律差异导致的不良贷
款风险

　 　 ２.３　 贷款用途监控:实施贷款资金使用跟踪

管理

对贷款资金的流向若不加以严格监控ꎬ可能被

借款人用于高风险领域或非法活动ꎬ从而增加违约

的可能性ꎮ 借助对贷款用途实施持续的跟踪管理ꎬ
能够及时发现贷款资金的异常使用情况ꎬ避免资金

流入股票、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市场或进行股本权益

性投资等违反政策规定的用途ꎮ 贷款用途监控的关

键在于建立系统化的管理机制ꎬ确保资金使用符合

政策法规的要求ꎬ并根据借款合同进行全程跟踪ꎮ
由于互联网贷款的远程操作特性ꎬ借款人能够

更加便捷地隐瞒实际资金用途ꎬ增加了公司监控的

难度ꎮ 凭借有效的资金跟踪系统ꎬ贷款发放后ꎬ借款

人的资金流向能够得到实时记录ꎬ并与合同中约定

的用途进行比对ꎮ 一旦发现资金被用于政策限制的

高风险领域ꎬ监控系统能够及时发出警告ꎬ要求借款

人提供资金使用证明ꎬ确保资金的合法合规性ꎮ 在

生产经营类贷款中ꎬ借款人的经营状况以及资金使

用效率也是监控的重点ꎮ 对大额贷款ꎬ特别是在网

络小额贷款中用于生产经营的贷款ꎬ监控借款企业

的资金流动性至关重要ꎮ 如果企业因经营不善或资

金挪用导致贷款资金未能按照原计划使用ꎬ公司将

面临严重的信贷风险以及资产损失ꎮ 因此ꎬ贷款资

金使用的跟踪管理既是对公司资金安全的保障ꎬ也
是对政策合规性的一种严格执行ꎬ结合完善的监控

体系ꎬ小额贷款公司能够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有效

控制贷款风险ꎬ确保贷款资金的安全性与可追溯性ꎮ
２.４　 网络风险管理:建立小贷专用网络风险

防控

由于小额贷款公司大量依赖互联网平台进行业

务操作ꎬ网络攻击、数据泄露、系统故障等网络风险

随之而来ꎬ建立专门的网络风险防控体系是保障公

司安全运营的关键[４]ꎮ 这种体系不仅需要增强网

络平台的技术防护能力ꎬ还需要不断完善的数据加

密、入侵检测、应急处理机制等手段ꎬ以确保系统在

受到网络攻击时具备较强的抵御恢复能力ꎮ 此外ꎬ
网络风险管理还涉及对客户信息的安全保护ꎬ尤其

是在数据使用和存储过程中ꎬ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

规ꎬ以确保客户信息的安全性ꎮ
构建高效的信息化管理平台ꎬ有助于小额贷款

公司在贷款申请、审核、发放和回收的每一个环节

中ꎬ实时监测潜在的网络风险ꎮ 例如ꎬ借助防火墙和

入侵检测系统ꎬ公司的网络平台能够自动识别恶意

攻击并采取相应措施ꎬ确保数据安全ꎮ 同时ꎬ数据加

密技术的应用能确保客户信息的保密性ꎬ避免因网

络漏洞导致的客户敏感信息的泄露ꎮ 在贷款逾期管

理中ꎬ通过网络平台的实时监控ꎬ公司能够对风险信

息进行提前预警防范ꎬ确保贷款业务的安全性ꎮ 应

急处理机制的建立同样至关重要ꎬ一旦发生系统故

障或网络攻击ꎬ公司能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ꎬ确保业

务运营不中断并最大限度降低损失ꎮ 在网络小额贷

款业务中ꎬ平台的数据积累和分析能力对风险管理

尤为重要ꎬ这有助于公司有效识别并控制跨区域业

务带来的风险ꎮ
２.５　 规范逾期催收:设计合法有效催收流程

模式

在逾期贷款催收行为中ꎬ合规性是首要原则ꎬ一
旦超出法律规定ꎬ不但会引发法律诉讼和监管处罚ꎬ
还可能导致公司声誉受损ꎬ严重削弱市场竞争力ꎮ
因此ꎬ小额贷款公司需要制定一套严格的、符合法律

规定的催收流程ꎬ确保在维护债权的同时不侵犯借

款人的合法权益ꎮ 这一流程应包括ꎬ催收的方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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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频率等多个方面ꎬ并且确保每一步操作都在法律

框架内进行ꎮ 凭借合规的催收流程设计ꎬ小额贷款

公司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债务回收的合法性ꎬ同时

避免潜在的法律纠纷及其声誉损害ꎮ
小额贷款公司在催收时ꎬ不得使用任何形式的

暴力、威胁或骚扰行为ꎬ应利用合法的电话通知、书
面催告等方式ꎮ 在催收过程中ꎬ借款人的个人隐私

必须得到保护ꎬ任何涉及借款人个人信息的传递和

公开都必须严格遵循相关法律规定ꎬ避免侵权行为ꎮ
催收的时间频率也应合理安排ꎬ不能以高频次催收

或在不适当的时间段进行催收ꎬ避免对借款人的正

常生活造成干扰ꎮ 为了保证催收的效果ꎬ贷款公司

应在合同中明确逾期责任和违约金计算方式ꎬ使借

款人在贷款初期就清楚了解逾期产生的后果ꎮ 借助

规范的催收模式ꎬ贷款公司能够提高回款率ꎬ并在合

规的前提下保持良好的客户关系ꎮ 另外ꎬ在网络小

额贷款业务中ꎬ催收的全流程管理更加依赖于技术

手段的支持ꎬ利用系统化的催收流程设计ꎬ能够有效

避免人为操作中的不当行为ꎬ实现高效且合法的债

务回收ꎮ 同时ꎬ小额贷款公司应对第三方催收机构

进行严格审查ꎬ确保合作的催收机构具有合法资质ꎬ
并且不存在任何暴力催收等行为ꎬ避免因外包催收

引发的法律风险ꎮ
２.６　 贷后管理优化:强化小贷公司内部控制

系统

内部控制系统能够帮助公司监控贷款资金的使

用情况ꎬ并对借款人的偿还能力进行动态评估ꎬ确保

对风险的早期识别防范ꎮ 完善的内部控制流程ꎬ有
助于公司在贷款发放后及时跟踪资金流向ꎬ定期审

查借款人的财务状况和经营表现ꎮ 内部控制系统的

优化还包括数据共享与分析机制的建设ꎬ这有助于

各部门及时获取客户风险信息ꎬ确保贷后管理的连

贯性ꎮ 与此同时ꎬ健全的内部控制系统能够防止内

部操作风险ꎬ确保各项贷后管理措施的准确实施ꎬ减
少人为失误或内部欺诈行为的发生ꎮ

在实际操作中ꎬ优化贷后管理的内部控制系统

往往依赖于高效的信息化平台和自动化工具的支

持ꎮ 引入先进的管理系统ꎬ有助于小额贷款公司在

贷后管理中实时监测贷款资金的流动情况ꎬ并自动

生成借款人的财务报告ꎬ以便及时发现潜在风险ꎮ
内部控制系统能够有效规范贷后风险预警机制ꎬ确
保在借款人经营状况恶化或出现逾期迹象时ꎬ系统

能够迅速向管理层发出警示ꎬ并启动相应的风险控

制措施ꎮ 贷后管理中ꎬ客户还款记录的系统化追踪

分析ꎬ能够帮助公司准确评估借款人未来的还款能

力ꎬ避免资金损失的进一步扩大ꎮ 内部控制系统还

可以通过多层次的风险审核机制ꎬ将贷后管理与前

端信贷审查紧密结合ꎬ确保从贷款发放到回收的全

流程风险控制ꎮ 对网络小额贷款业务而言ꎬ内部控

制系统的优化尤为关键ꎬ平台必须具备强大的数据

处理能力以及风险监测功能ꎬ以应对不同区域、不同

客户群体的风险差异ꎬ确保贷后的精准化管理ꎮ

３　 结语

综上所述ꎬ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为小额贷款

公司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ꎬ如何在复杂的

市场环境中保持稳健经营ꎬ已成为相关公司亟待解

决的问题ꎮ 结合精细化的信贷审查、严格的区域经

营指导、有效的贷款用途监控ꎬ以及健全的网络风险

防控和贷后管理优化ꎬ小额贷款公司能够在有效规

避风险的同时ꎬ提升其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ꎮ 这

种与时俱进的风险管理策略ꎬ是企业自我保护的必

然选择ꎬ更是应对市场变革与法律合规需求的重要

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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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姜露丹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ꎬ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６)


摘　 要: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金融行业ꎬ为中小企业融资带来了新的机遇ꎮ 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

的应用ꎬ数字金融不仅提高了融资效率ꎬ降低了成本ꎬ还拓宽了融资渠道ꎮ 技术的进步使得金融机构能够更准确地评估企业信用

和风险ꎬ从而提供更合理的贷款条件ꎮ 同时ꎬ数字金融还推动了监管科技的发展ꎬ提高了金融行业的合规性和风险管理能力ꎬ为

中小企业快速融资提供了参考ꎬ推动了中小企业的良好发展ꎮ

关键词:数字金融ꎻ中小企业ꎻ融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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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ꎬ数字金融作为一种新兴

的金融业态ꎬ正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深刻的变革ꎮ 数

字金融致力于服务更广泛的用户群体ꎬ体现了其用

户基础的多样性ꎮ 尽管金融的本质未因数字技术而

改变ꎬ但数字金融确实改变了传统金融的运行方式

和风险特征ꎬ金融交易的“脱媒化”现象日益显现ꎮ

数字金融并非仅限于新型科技企业提供的解决方

案ꎬ传统金融机构也在通过技术手段不断提升服务

质量ꎬ这种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正在推动金融服

务的持续创新与优化ꎮ

１　 数字金融的发展历程

近年来ꎬ数字金融快速发展ꎬ主要受到数字技术

进步的推动ꎬ尤其是在中国ꎮ 相关统计显示ꎬ２０２３

年中国数据生产总量已超 ３２ＺＢꎬ总算力规模排在全

球第二[１]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金融领域如何有效应用

技术成为重要议题ꎮ

在银行业务方面ꎬ客户与银行的关系正在加速

重塑ꎬ服务渠道变得更加多元化ꎬ尤其是虚拟服务渠

道的快速发展ꎮ 以花旗银行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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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国际银行ꎬ积极采用敏捷开发模式ꎬ推动“双

速 ＩＴ”的金融科技开发战略ꎬ这一模式能够将产品

创新上市时间缩短 ４０％ ~ ６０％ ꎬ同时开发错误率减

少 ６０％ [２]ꎮ 这种转变使得传统银行能够更好地适

应市场变化并提高服务效率ꎮ

数字金融的另一大趋势是监管科技的崛起ꎮ 监

管科技不仅是金融科技的应用延伸ꎬ也是数字金融

的重要探索领域ꎬ这为行业的合规性和风险管理提

供了新的工具和思路ꎮ 根据北京大学的研究ꎬ数字

金融是过去 ２０ 年中国金融体系最重要的创新之一ꎮ

在移动支付、在线投资理财、科技借贷、手机银行及

场景化金融服务等领域ꎬ中国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ꎮ

展望未来ꎬ数字金融的发展将呈现几个趋势ꎬ其中跨

境数字金融和中国金融科技企业的国际化将是重要

方向ꎬ因为许多国家的数字金融渗透率仍然较低ꎬ这

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机会[３]ꎮ

２　 数字金融的技术基础

传统融资方式高度依赖人工审核和决策ꎬ这一

过程不仅极为耗时费力ꎬ而且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

干扰ꎬ出现各种误差ꎮ 相比之下ꎬ现代技术的引入彻

底颠覆了融资流程ꎬ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与智能化ꎮ

大数据技术就像是一位洞察一切的智者ꎬ通过对海

量数据进行深度分析与挖掘ꎬ为金融机构绘制出全

面而精准的客户画像ꎮ 它可以从客户的消费行为、

社交关系、信用记录等多维度信息入手ꎬ如同拿着一

把精密的尺子ꎬ准确地评估客户信用、风险和投资机

会ꎮ 如此一来ꎬ金融机构在进行融资决策时便有了

可靠的依据ꎬ极大地优化了决策流程ꎮ

区块链技术则为融资活动注入了全新的安全元

素和透明度ꎮ 在资产管理和交易中ꎬ区块链的分布

式账本技术如同坚固的堡垒ꎬ确保交易记录的不可

篡改和可追溯性ꎮ 这不仅显著降低了中介成本ꎬ还

大幅提升了交易的安全性与效率ꎮ 每一笔交易都被

清晰地记录在区块链上ꎬ仿佛一本公开透明的账本ꎬ

让参与各方都能放心地进行交易ꎮ 同时ꎬ智能投顾

和供应链金融等新兴服务领域的诞生ꎬ正是得益于

数字金融技术的强力推进ꎮ 这些新兴领域进一步拓

展了融资服务的受众范围ꎬ让更多企业和个人能够

享受到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ꎮ

人工智能在数字金融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ꎮ 它犹如一位聪明的谋士ꎬ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对

大量数据进行分析ꎬ精准地预测市场趋势和客户需

求ꎮ 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投资建议和风险

管理策略ꎬ帮助金融机构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

做出明智的决策ꎮ 此外ꎬ人工智能还可以实现智能

客服ꎬ如同一位贴心的助手ꎬ为客户提供 ２４ 小时不

间断的服务ꎮ 无论何时何地ꎬ客户都能得到及时的

回应和解答ꎬ极大地提高了客户满意度ꎮ

３　 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影响

３.１　 融资渠道的多元化

数字金融的兴起为中小企业开辟了多元化的融

资渠道ꎬ深刻改变了其融资环境和资金获取方式ꎮ

银行业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ꎬ推

出了一系列线上信贷产品ꎬ这些产品不仅简化了融

资流程ꎬ更提高了资金的可获得性ꎮ 以“科创贷”为

例ꎬ它针对中小企业常常面临的流动资金短缺问题ꎬ

通过智能化的信用评估和风险控制机制ꎬ实现了快

速审批和放款ꎬ有效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４]ꎮ

数字人民币及其相关智能合约技术的引入ꎬ为

供应链金融和小微企业服务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ꎮ

通过智能合约ꎬ供应链中的各方可以更加透明、高效

地管理资金流和信息流ꎬ降低了融资成本和风险ꎮ

对小微企业而言ꎬ这意味着其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得

资金支持ꎬ进而促进业务的快速发展ꎮ

这些创新的融资渠道不仅展现了数字金融在解

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上的巨大潜力ꎬ更体现了金融

科技如何推动金融服务的升级与变革ꎮ 通过这些具

体而深入的细节ꎬ可以看到数字金融正在为中小企

业的成长和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ꎮ

３.２　 融资成本的降低

数字金融的崛起ꎬ为中小企业融资带来了极大

变革ꎬ尤其是在降低融资成本方面ꎮ 传统的融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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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下ꎬ中小企业常常面临复杂烦琐的手续和高昂的

利率ꎬ这无疑增加了企业的财务负担ꎬ限制了其发展

潜力ꎮ 然而ꎬ数字金融的引入ꎬ有助于中小企业通过

技术手段对信贷审批流程进行全面优化ꎬ降低融资

成本ꎮ

数字金融借助大数据分析和风险评估模型ꎬ实

现了对中小企业信用状况的精准评估ꎮ 这使得金融

机构能够更全面地了解企业的真实运营状况和偿债

能力ꎬ进而提供更为合理的贷款条件和利率ꎮ 相较

于传统模式ꎬ这种方式不仅简化了融资流程ꎬ还使得

企业在融资过程中能够享受到更为优惠的利率ꎬ从

而降低了资金成本ꎮ

例如ꎬ在数字金融的推动下ꎬ银行开始综合评价

客户的全方位信用和风险状况ꎬ而非仅仅依赖于传

统的抵押物或担保ꎮ 通过深度挖掘企业的经营数

据、交易记录以及市场前景等信息ꎬ银行能够为企业

提供量身定制的融资方案ꎬ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ꎬ

给予更具竞争力的贷款条件ꎮ 这不仅提升了融资效

率ꎬ更在实质上减轻了企业的财务压力ꎬ为其持续健

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ꎮ

３.３　 融资审批的快速化

数字金融的迅速发展ꎬ显著提升了中小企业融资

审批的效率ꎬ实现了信贷审批的快速化ꎮ 通过自动化

技术的深入应用ꎬ数字金融极大地缩短了贷款申请的

审批时间ꎬ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好的融资服务ꎮ

在传统银行体系中ꎬ信贷审批流程烦琐且耗时ꎬ

往往导致企业急需资金时却面临漫长的等待期ꎮ 然

而ꎬ数字金融的引入改变了这一现状ꎮ 数字化转型

后的金融机构ꎬ借助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和自动化

审批系统ꎬ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对贷款申请的

审核与决策ꎮ 这不仅大幅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ꎬ

还使得中小企业能够在关键时刻迅速获得所需资

金ꎬ从而抓住市场机遇ꎬ推动业务发展ꎮ

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ꎬ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获贷率

已从 １４％显著提升至 ４７％ [５]ꎮ 这一数据不仅彰显了

数字金融在快速响应市场需求方面的巨大优势ꎬ更反

映了数字金融对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推动经济创新的

重要作用ꎮ 通过实现融资审批的快速化ꎬ数字金融为

中小企业打开了一扇通往更高效、更便捷融资服务的

大门ꎬ有力地支持了企业的成长与壮大ꎮ

４　 数字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挑战与

对策

４.１　 面临的主要挑战

４.１.１　 缺乏信用背书

中小企业普遍缺乏有效的信用记录和信用背

书ꎬ这使得金融机构在放贷时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ꎮ

信用信息的缺失导致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中小企

业的信任度降低ꎬ从而影响其融资意愿ꎮ 尽管近年

来信用信息共享有所改善ꎬ但是仍然存在与企业生

产经营密切相关的信用信息未能实现全面共享的问

题ꎬ这进一步加剧了信用背书的不足[６]ꎮ

４.１.２　 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原因之

一ꎮ 金融服务的风险成本高ꎬ主要源于金融机构难

以全面掌握产业链的真实情况及潜在风险ꎮ 传统金

融服务在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上存在短板ꎬ导致对

中小企业的信贷审批变得更加谨慎ꎮ 尽管数字化转

型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正在缓解这一问题ꎬ但仍需

进一步提高信息共享的效率和透明度ꎮ

４.１.３　 高风险偏好

中小企业通常被视为高风险借款者ꎬ金融机构

的高风险偏好使得它们在贷款审批时更加谨慎ꎮ 由

于中小企业的经营模式和财务状况复杂ꎬ金融机构

往往对其风险评估较高ꎬ从而提高了融资门槛ꎮ 这

直接导致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上升ꎬ进一步加剧了其

融资难题ꎮ

４.２　 应对策略

４.２.１　 加强信用背书:中小企业融资的新路径

在中小企业融资的诸多难题中ꎬ信用背书问题

显得尤为重要ꎮ 信用背书ꎬ作为衡量企业信誉与偿

债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ꎬ直接关系到金融机构对企

业的贷款意愿ꎮ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ꎬ建立健全的信

用信息共享机制势在必行ꎮ 这一机制的建立ꎬ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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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金融机构更为全面地洞察企业的信用脉络ꎬ进

而做出更为精准的信贷决策ꎮ

各级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应坚守公益性原则ꎬ积极

向接入的金融机构提供基础性信用信息服务ꎮ 这不

仅能够降低信用信息的获取门槛ꎬ还可以增强金融机

构对企业的信任度ꎬ从而为中小企业拓宽融资渠道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商业银行需进一步强化与全国融资信

用服务平台的数据交互ꎬ以此为基础ꎬ创新信贷产品ꎬ

更精准地满足中小企业多元化的金融需求[７]ꎮ

４.２.２ 　 提高信息对称性:打破中小企业融资

壁垒

信息不对称ꎬ这一在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普遍

存在的问题ꎬ已成为制约其融资活动的一大瓶颈ꎮ

这种不对称性不仅导致了贷款的可得性降低ꎬ还使

得信用贷款在整体融资中的占比偏低ꎮ 为了打破这

一壁垒ꎬ提升信息的透明度与共享性成为关键ꎮ

实现这一目标ꎬ需要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紧

密协作ꎮ 政府应推动信用信息的公开与共享ꎬ为金

融机构提供更为详尽的企业信用数据ꎻ同时ꎬ金融机

构也应主动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ꎬ确保所获取的

信用信息准确无误ꎮ 通过双向的努力ꎬ建立起一个

长效机制ꎬ以逐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的困境ꎮ 此外ꎬ

鼓励银行在信贷审批过程中ꎬ更多地依赖于企业的

信用信息ꎬ而非过度看重传统的抵押物ꎬ也是提升信

息对称性、优化融资环境的重要举措ꎮ

４.２.３　 降低风险偏好: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更

多可能

金融机构在面对中小企业融资申请时ꎬ往往表

现出较高的风险偏好ꎮ 这种偏好不仅限制了中小企

业的融资机会ꎬ还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融资成本ꎮ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ꎬ金融机构需要从多个维度出发ꎬ

全面优化自身的风险评估体系ꎮ

首先ꎬ金融机构应加深对中小企业的了解ꎬ通过

实地考察、与企业管理层交流等方式ꎬ更为准确地把

握企业的经营状况与发展前景[８]ꎮ 其次ꎬ实施更为

灵活的信贷政策也是降低高风险偏好的有效途径ꎮ

这包括但不限于调整贷款期限、优化还款方式以及

提供个性化的融资解决方案等ꎮ 最后ꎬ通过引入先

进的数据分析工具ꎬ金融机构可以对中小企业的信

用风险进行更为精准的评估ꎮ 这些措施共同作用

下ꎬ不仅有助于减少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限

制ꎬ还能为中小企业创造更为公平的融资环境ꎮ

５　 结语

数字金融的迅速发展为中小企业融资带来了新

的机遇和挑战ꎮ 相关方面应进一步完善数字金融体

系ꎬ加强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建设ꎬ提高信息对称性ꎬ

降低风险偏好ꎬ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更加良好的环

境ꎬ助力中小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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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银行票据业务的发展现状与风控对策研究

张松平

(江苏长江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ꎬ江苏　 靖江　 ２１４５００)


摘　 要:票据业务是我国中小银行的重要业务ꎬ涵盖商业汇票的承兑、贴现、转贴现与再贴现业务等①ꎮ 票据业务的经营情

况和风险管理水平ꎬ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流动性状况和合规表现有极大影响ꎮ 文章将着重研究我国中小银行票据业务

的发展现状、风险防控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ꎬ并就具体应对措施以及注意事项进行讨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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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年来ꎬ我国的中小银行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导向ꎬ将更好满足中小微企业票据服务需求作为

出发点ꎬ根据地方经济和区域市场的特点ꎬ深入践行

差异化的票据业务经营策略ꎬ有力拓展票据业务市

场ꎬ推动票据客户群体下沉ꎬ努力改善广大中小微企

业票据开立、贴现、结算和使用环境ꎬ提高了票据业

务的服务便利度与客户触达率ꎮ 与此同时ꎬ当前国

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及票据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

化ꎬ在票据新规出台、票交所改革持续深入的背景

下ꎬ对中小银行票据业务经营模式变革升级和风险

管控的有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１]ꎮ 第一ꎬ中小银行

亟须加大科技投入ꎬ加快信息系统建设进度ꎬ提高对

客户的智能化服务水平ꎬ切实增强票据业务助力区

域实体经济发展的质效ꎻ第二ꎬ中小银行要加强风险

管控ꎬ优化及完善票据业务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ꎬ有
效补强风险防控的机制和手段ꎬ着力推动票据业务

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ꎮ 对地方

中小商业银行来说ꎬ由于业务种类相较于国有大型

银行简单ꎬ票据业务规模在整体资产业务中所占的

比重相对较大ꎬ做好风险管控显得尤为重要ꎮ 当前

一些地方中小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风险管理机制建

设方面仍然存在不足ꎬ相关风险隐患较大[２]ꎮ 为

此ꎬ本文将深入分析中小银行票据业务的发展现状ꎬ

探讨地方中小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风险管理方面面

临的问题和挑战ꎬ进而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ꎮ

—４４—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ꎬ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１ 日实施ꎮ



管理探索

１　 中小银行票据业务的发展现状

中小银行作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力军ꎬ主
要服务对象为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三农群体ꎮ
票据业务是中小银行的传统业务ꎬ多年来ꎬ在区域客

户积累、业务办理模式、资金渠道建设等方面形成了

自身独特优势[３]ꎮ 近年来ꎬ中小银行积极贯彻落实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建设金融强国的要求ꎬ推
动票据业务的增量扩面ꎬ有效支撑了民营经济、普惠

小微、先进制造、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的发展ꎮ ２０２３
年ꎬ我国签发票据的中小微企业 ２１.３０ 万家ꎬ占全部

签发票据企业家数的 ９３.１０％ ꎬ中小微企业票据签发

发生额 ２０.７０ 万亿元ꎬ占全部票据签发额的６５.９０％ ꎮ
办理票据贴现业务的中小微企业 ３２.００ 万家ꎬ占全

部票据贴现企业家数的 ９６.５０％ ꎬ中小微企业票据贴

现发生额的 １７. ５０ 万亿元ꎬ占全部贴现发生额的

７３.６０％ [４]ꎮ 中小银行持续提升客户票据融资服务

便利性ꎬ高度重视企业票据权益的保护工作ꎬ落实票

据市场信用约束和信息披露机制ꎮ 中小银行在持续

做好票据承兑、票据贴现等传统业务的同时ꎬ创新产

品服务、优化业务流程ꎬ整合支付结算、融资增信、风
险规避等票据业务功能ꎬ为企业提供一揽子的票据

综合服务ꎬ并开发票据业务线上受理渠道ꎬ扩大客户

服务的覆盖面ꎬ有效适应了中小微企业资金需求

“短、频、急”的特点ꎮ 当前ꎬ在各地区、各部门大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多措并举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

展、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ꎬ中小银行票据

业务的发展必将对推动社会融资成本降低、资金流

通效率提升发挥更积极的作用ꎮ

２　 风险管控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２.１　 票据业务可持续经营能力不足

部分中小银行经营理念不审慎、发展模式较为

粗放ꎬ业务经营的精细化程度缺失ꎬ客群积累薄弱ꎬ
票据业务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亟待提升ꎮ 相当一部分

中小银行的票据经营部门存在短期业绩冲动ꎬ与
“社会中介”合作办理票据业务的现象依然存在ꎬ基
础客群拓展不力ꎬ没有真正擦亮中小银行服务区域

经济发展的票据业务特色品牌ꎬ核心竞争力欠缺ꎮ
２.２　 票据业务内控管理机制不完善

个别中小银行票据业务领域的内控机制亟待健

全ꎬ业务管理不规范、风险防控不到位、检查监督不

全面ꎬ存在一定的信用风险和合规风险隐患ꎮ 业务

制度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基础ꎬ商业银行只有建

立健全票据业务经营管理制度体系ꎬ才能够有效防

控相关风险ꎮ 从实际情况来看ꎬ一些地方中小商业

银行对制度建设的重视不足ꎬ制度建设的整体效能

偏低ꎬ制度增删更新节奏无法适应当前监管要求和

外部市场形势的变化ꎮ 票据业务风险管理方面ꎬ有
的地方中小商业银行的承兑业务制度、贴现业务制

度、转贴现业务制度、授信管理制度、业务推动和考

核制度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ꎮ 一些中小银

行的票据业务授信“三查”要求落实不力ꎬ没有对客

户贸易背景的真实性、融资需求的合理性做出客观

评价ꎬ具体业务办理环节对交易背景佐证材料的收

集与审核要求不明确、不严谨ꎬ对票据资金流向的监

控流于形式ꎮ
２.３　 票据业务领域案件防控形势严峻

部分中小银行员工行为管理不到位ꎬ票据领域

的案件以及舆情事件时有发生ꎬ案件风险防控尚未

形成工作合力ꎮ 中小银行个别票据业务人员甘愿被

不法分子利用ꎬ与“票据中介” “资金掮客”内外勾

结、沆瀣一气ꎬ伙同社会不法人员办理票据业务、资
金过桥ꎬ甚至肆意占用银行信贷资源进行牟利ꎬ对商

业银行信贷资产安全和票据市场正常秩序构成了极

大威胁ꎮ
２.４　 流动性风险与市场风险管理能力薄弱

部分中小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管理水

平有待提高ꎮ 个别中小银行头寸管理能力不足ꎬ票
据承兑规模偏大ꎬ过分依赖票据业务吸收存款ꎬ未能

通过票据业务的有效开展和摆布ꎬ实现资产负债结

构动态平衡的目标ꎮ 中小银行预测、监控、应对市场

风险的针对性、前瞻性不足ꎬ利率管理体系不完善ꎬ
票据业务操作时机把握不精准ꎬ难以形成长期可持

续的盈利[５]ꎮ

３　 中小银行票据业务风控对策与建议

３.１　 强化合规经营意识ꎬ夯实票据业务高质量

发展基础

第一ꎬ中小银行应当树立内控优先、审慎经营的

发展理念ꎬ正确处理业务发展与风险防范、短期利益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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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长远发展的关系ꎬ科学制定业务发展目标ꎬ不得通

过票据业务虚增存贷款、以贷转存、以票吸存ꎮ 第

二ꎬ中小银行应继续积极开展票据业务ꎬ进一步巩固

传统优势ꎮ 票据业务作为银行调剂头寸的有效工

具ꎬ在提升流动性、促进资产负债结构健康等方面有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中小银行要发挥自身资源禀

赋ꎬ深耕当地市场ꎬ深入拓展票据客源ꎬ紧紧围绕各

类企业票据融资中的痛点和难点ꎬ真正践行普惠金

融要求ꎬ探索向自然人、个体工商户等非法人组织提

供票据金融服务的有效途径ꎬ确保票据业务的健康

可持续发展ꎮ 中小银行要立足服务实体经济的定

位ꎬ厘清票据业务经营思路ꎬ认真研究区域票据市场

客户分布特点ꎬ围绕地区特色产业的上下游开展营

销ꎬ潜心拓展终端客户ꎬ踏踏实实做好所在地区有真

实票据业务需求企业客户的积累工作ꎮ 通过找准目

标客户定位ꎬ积极开展同业合作ꎬ拓展票源ꎬ发掘与

自身经营定位相匹配的客户ꎬ有效增强自身票据业

务差异化经营的能力和核心竞争力ꎮ 第三ꎬ严把票

据客户准入关ꎬ创新授信准入模式ꎬ通过优化完善系

统功能、采集运用外部大数据ꎬ实现对客户主体资格

的自动化审核ꎬ有效拦截问题客户ꎮ 要把票据贴现

资金流向监控做实做细ꎬ认真分析资金流向的合法

合理性ꎬ强化资金流向预警工作ꎬ切实增强对“票据

中介”“资金掮客”的主动识别能力ꎬ严防不法企业

或个人骗取银行信贷资金ꎮ 第四ꎬ引导分支机构切

实将票据承兑、票据贴现等所谓“低风险”业务纳入

风险管控范畴ꎬ坚决杜绝以“经营机构只负责营销”
等理由放弃承担风控责任[６]ꎮ

３.２　 加强票据业务授信管理和风险防控机制

建设

第一ꎬ中小银行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票据业务的

内控制度和操作流程ꎬ将票据业务纳入统一授信管

理ꎬ夯实授信“三查”管理基础ꎮ 中小银行应当对照

«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办法»ꎬ梳理监

管政策最新变化ꎬ修订完善票据业务相关管理制度ꎬ
严格落实交易背景核查、信息披露等管理要求ꎬ加强

对银票签发余额和保证金余额占存款总额比例的监

控ꎮ 中小银行应按照«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

引»的要求ꎬ充分收集客户资料ꎬ防止票据业务不当

授信、超额授信ꎬ确保票据授信符合企业的经营范

围、授信额度与企业的经营规模相称ꎮ 授信调查要

全面了解授信客户的真实需求ꎬ严格落实尽职调查

规定ꎬ确保各环节动作真实、完备、有效ꎮ 授信审查

要对票据业务交易背景真实性、授信需求合理性等

做出客观评价ꎮ 要做好授信后检查ꎬ密切关注票据

授信客户主体资格、业务经营状况是否出现异常ꎬ监
控票据授信资金流向及使用情况ꎮ 第二ꎬ要强化业

务流程管控ꎮ 中小银行要高度关注票据业务的案件

隐患ꎬ针对银票承兑业务及贴现业务的特点ꎬ严格落

实强化授信交易背景和调查审查、强化业务授权审

批管理、强化异地票据客户管理、强化业务办理阶段

佐证资料收集等四个“强化”要求ꎮ 要坚决防止办

理无真实交易背景、无业务逻辑性、异地客户、申请

人和交易对手的注册地或经营地址相同的票据业

务ꎬ从严审慎办理申请人和交易对手同为贸易公司

的银承签发和贴现业务ꎮ 要做实业务办理阶段的贸

易背景审查ꎬ通过升级系统功能、调用内外部数据ꎬ
对客户所提供发票的真伪、发票要素与贴现票据信

息的匹配性进行自动校验ꎬ确保票据业务的合规性ꎮ
第三ꎬ中小银行亟须切实加强对票据业务领域的检

查监督ꎮ 业务管理条线、风险合规条线、审计监督条

线要在各司其职的基础上ꎬ强化工作协同ꎬ提高内部

审计和监督检查的覆盖率与频度ꎬ充分发挥“三道

防线”合力ꎬ对票据业务实现全方位、多层面、无死

角的检查ꎬ重点抓好贸易背景真实性、保证金来源合

规性的核查ꎬ有效查处与中介合作办理业务、票据业

务交易背景不真实等违规行为ꎬ深入挖掘票据业务

领域管理机制、操作流程及实际执行中存在的问题ꎬ
跟踪督促整改措施的落实ꎮ

３.３　 加强员工行为管理ꎬ遏制违法违规现象

中小银行要持续夯实员工行为管理基础ꎬ切实

做好案件风险防控工作ꎬ有效推动«银行保险机构

涉刑案件风险防控管理办法»等监管政策落实落

细ꎮ 第一ꎬ中小银行要梳理完善员工行为管理制度

体系ꎬ在«员工行为准则»等相关禁止性规定中ꎬ明
令员工不得与“票据中介” “资金掮客”合作办理业

务ꎬ切实防止内外勾结作案ꎮ 第二ꎬ中小银行要结合

入职培训、企业文化宣贯ꎬ全面加强廉洁文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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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文化理念教育ꎬ有效强化全员的守法合规意识ꎮ
第三ꎬ定期组织开展廉洁从业和案防合规警示教育ꎬ
特别是开展票据承兑、票据贴现等低风险业务专题

警示教育ꎬ进一步增强警示教育的针对性和及时性ꎮ
第四ꎬ稽核审计部门要加大针对员工异常行为的排

查力度ꎬ重点排查票据业务等关键岗位人员资金借

贷、经商办企业、涉诉涉案和社会关系往来等情况ꎬ
严肃查处领导干部强令、指使、暗示、授意下属越权、
违规办理票据业务等情形ꎬ对有章不循、违规操作等

行为要加大问责力度ꎬ从严追究操作经办、业务监督

人员和机构管理人员的责任ꎮ
３.４　 加强统筹ꎬ做好票据业务的流动性和市场

风险管理

第一ꎬ合理确定银票签发、贴现规模ꎬ将票据业

务增速控制在合理范围内ꎬ确保流动性安全ꎮ 中小

银行应当建立票据业务等低风险业务经营指标定期

监测机制ꎬ指定专人专岗对低风险授信业务经营数

据、指标情况进行持续监测ꎬ如发现指标超标ꎬ须及

时通知经营机构暂停业务受理ꎬ确保月末保证金类

存款余额、银票余额、银票贴现余额ꎬ以及保存比、票
贷比等指标均控制在合理范围内ꎮ 第二ꎬ健全利率

管理体系建设ꎮ 中小银行需持续提升票据市场投研

能力ꎬ精准研判利率走势ꎬ开展分时段监测ꎬ适时调

整策略ꎬ有效防范票据利率风险ꎮ 中小银行要加强

对票据市场行情波动的前瞻性研究ꎬ有针对性地开

展票据业务经营ꎬ准确高效地把握票据贴现以及转

贴现等具体业务的办理时机和规模ꎬ拓宽业务渠道、
提高议价能力ꎬ确保票据业务操作的盈利水平ꎬ增强

票据业务商业化可持续经营能力ꎮ 第三ꎬ中小银行

要参与做好票据市场信用体系建设ꎮ 对照票交所工

作指引ꎬ完善票据信息披露机制ꎬ按规定披露银行承

兑汇票相关信息ꎬ强化对承兑人的信用约束机制ꎬ督

促企业树立和培育信用评级理念ꎬ助力提升票据市

场整体信用环境和市场透明度ꎮ

４　 结语

综上所述ꎬ中小银行要顺应票据市场形态和监

管政策的最新变化ꎬ推动票据业务的又好又快发展ꎬ
积极发挥票据作用ꎬ有效优化风险防控的机制和手

段ꎬ着力推动票据业务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

全的良性互动[７]ꎮ 本文聚焦地方中小商业银行ꎬ分
析我国中小银行票据业务的发展现状ꎬ探讨中小银

行在票据业务风险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ꎬ并对应提

出票据业务风险管理机制优化完善的建议ꎬ以助力

地方中小商业银行的票据业务风险防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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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周刊

基于供应链视角的物流管理应用分析

王　 悦

(陕西省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ꎬ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７５)


摘　 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ꎬ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ꎬ这对物流企业经营发展提出了全新要求ꎮ 在此基础上ꎬ物流企

业要深入挖掘供应链管理工作的优势ꎬ依托供应链管理模式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ꎬ推动物流企业持续健康发展ꎮ 鉴于此ꎬ文章分

析了供应链视角下物流企业的管理特征、物流应用管理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ꎬ提出了对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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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企业实施供应链管理工作的过程中ꎬ非常容易

受物流因素影响ꎮ 物流作为企业产品运输、货物交

付的重要环节ꎬ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ꎮ 面对不断变

化的内外部市场发展形势ꎬ物流企业要深入挖掘供

应链管理工作的价值ꎬ将信息化技术和供应链管理

工作有机融合ꎬ帮助企业占据更多市场份额的同时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ꎮ 由此可见ꎬ基于供应链视角

对企业物流管理应用工作展开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

意义ꎮ

１　 物流管理概述

物流管理一般是指在物流原料、半成品、产品等

生产运输过程中ꎬ根据实际流通规律ꎬ通过科学系统

的方式方法ꎬ对物流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

调、控制和监督ꎬ汇聚各项资源要素ꎬ形成禀赋效应ꎬ

以降低物流成本ꎬ增加经济利润及运营效益ꎬ提升企

业核心竞争力ꎮ 随着经济持续发展ꎬ物流管理开始

具备信息处理功能ꎬ可满足用户多元化需求ꎮ 物流

管理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ꎬ是企业日常工作的

组成内容之一ꎮ

２　 供应链视角下企业物流管理特征

基于供应链视角对企业的物流管理应用特征进

行研究发现ꎬ在传统的物流管理模式下ꎬ参与物流管

理的各方均和相关上下游企业开展信息交互工作ꎮ

但是在供应链管理模式下ꎬ可实现不同市场参与者

信息共享和交互ꎮ 企业的信息传输模式由单一的线

性传播模式向网络状传播模式发展ꎮ 信息传输模式

变化如图 １ 所示ꎬ市场参与者均可以结合自身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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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对应信息数据ꎬ为物流企业合理配置内部资源

创造了良好条件ꎮ

图 １　 供应链信息分享流程

综合来看ꎬ供应链视角下的企业物流管理具有

以下典型特征:
２.１　 信息沟通网络化发展

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ꎬ处于供应链上游和

下游的企业可直接借助信息化工具传输信息ꎬ这不

仅彻底打破了信息交互壁垒ꎬ也有效提高了信息传

输质量和效率ꎮ 物流企业也可以直接利用信息传输

平台获取供应链上下游的库存情况、货运状况以及

订单状态等信息数据ꎬ为物流企业实现供应链动态

化管理奠定坚实基础ꎮ 此外ꎬ在信息沟通网络化态

势下ꎬ可以显著提升物流管理工作的透明度和公开

性ꎮ 物流企业可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及时追溯物流流

程ꎬ确保物流活动安全合规[１]ꎮ 透明化的物流信息

可以为客户及时获取物流信息提供便利ꎬ对推动物

流企业发展具有一定的价值ꎮ
２.２　 生产经营集约化发展

供应链视角下ꎬ企业物流管理工作还具有典型

的生产经营集约化发展特征ꎮ 在供应链模式下ꎬ可
以帮助物流企业合理利用内部资源ꎬ实现对有限物

流资源的集中统一管理ꎬ避免物流资源被浪费ꎮ 物

流企业可通过集中仓储、集中运输和配送等方式压

缩运营成本ꎮ 物流企业在集约化生产管理模式下ꎬ
可以践行统一的运营标准ꎬ最大限度提升企业物流

活动质效ꎬ进而持续提升物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ꎬ帮
助物流企业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ꎮ

３　 供应链视角下物流企业在物流应用管理

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

３.１　 物流管理基础稍显薄弱

供应链视角下ꎬ部分物流企业不重视供应链物

流基础建设工作ꎮ 具体问题如下:首先ꎬ个别物流企

业管理人员不够重视物流管理工作ꎮ 物流企业长期

受传统管理观念桎梏ꎬ不重视同供应链上下游企业

展开合作ꎮ 这不仅会对物流企业合理利用内部资源

产生影响ꎬ也不利于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ꎮ 其次ꎬ少
数物流企业在日常经营管理环节ꎬ存在过分看重成

本、服务水平一般的问题ꎮ 虽然重视成本控制工作

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更多收益ꎬ但是不利于物流企业

长期发展ꎬ严重的甚至会导致物流企业市场萎缩ꎮ
最后ꎬ部分物流企业没有将先进技术和物流管理工

作有机融合ꎬ缺乏创新意识和风险意识ꎮ
３.２　 高效率物流供应链共享模式有待完善

目前ꎬ虽然多数物流企业拥有自有或者租赁仓

储物流设施ꎬ但是在物流信息化建设上还存在问题ꎮ
少数物流企业管理层没有意识到信息技术对物流产

业变革的重要影响ꎬ对物流信息化建设投入力度不

足[２]ꎬ导致企业在产品仓储、配送以及运输等环节

依然存在信息衔接不畅、沟通滞后等问题ꎬ影响了物

流管理效率ꎮ

３.３　 物流尖端人才匮乏

对比沿海城市的物流企业ꎬ西部地区的物流企

业发展相对缓慢ꎬ西北地区的物流企业管理经验也

相对欠缺ꎮ 通过分析物流尖端人才分布情况可知ꎬ
目前国内多数高学历且富有工作经验的物流专业人

才集中在一、二线沿海城市ꎮ 西北地区的物流尖端

人才短缺ꎬ多数物流企业只能采取委外方式吸引人

才ꎬ但是没有取得显著效果ꎬ反而增加了物流企业的

人力成本ꎮ 因此做好自身物流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

是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动力的重要途径ꎮ

３.４　 绿色环保意识淡薄

新形势下ꎬ物流企业基于供应链视角开展物流

管理工作的过程中ꎬ要融入绿色环保理念ꎮ 但是结

合多数物流企业的管理现状来看ꎬ物流企业管理层

的绿色环保意识淡薄ꎬ企业管理层过分关注眼前的

经济利益ꎬ只关注利润增长点ꎬ忽视了从供应链上下

游入手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ꎮ 此外ꎬ我国有关物

流供应链上下游的环保管理制度需进一步规范完

善ꎮ 企业违法违规成本较低ꎬ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物

流企业的持续发展[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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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供应链视角下提升企业物流管理应用水

平的有效措施

４.１　 强化物流供应链基础建设

在供应链视角下ꎬ企业物流管理水平的提升离

不开物流供应链基础建设ꎮ 这一环节是物流企业管

理的基石ꎬ对提高整体运营效率、降低成本、增强市

场竞争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加强物流供应链基

础建设ꎬ具体措施如下:
４.１.１　 从硬件设施入手

物流企业应投入必要的资源ꎬ对仓库、配送中

心、运输工具等进行现代化改造和升级ꎬ引入先进的

物流设备和技术ꎬ如自动化分拣系统、智能仓储管理

系统等ꎬ以提高物流作业的效率和准确性ꎮ
４.１.２　 加强软件建设

企业应建立完善的信息系统ꎬ实现对物流数据

的实时采集、传输、分析和共享ꎬ为物流管理提供有

力的数据支持ꎮ 为强化物流供应链基础建设ꎬ充分

发挥信息网络化的优势ꎬ物流企业应积极构建以技

术为驱动的现代化物流体系ꎬ通过利用大数据、云计

算和物联网等先进技术ꎬ实现物流信息的实时共享

和透明化管理ꎬ提高物流效率和响应速度ꎮ 同时ꎬ企
业需依托信息网络化ꎬ优化供应链布局ꎬ实现资源的

高效配置和动态管理ꎬ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和浪费ꎬ提
高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和灵活性ꎮ

４.２　 打造区域龙头物流企业ꎬ增强自身综合

实力

在竞争激烈的物流市场中ꎬ打造区域龙头物流

企业并增强自身综合实力是实现区域物流产业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ꎮ 作为供应链核心ꎬ企业可与供应商、
客户、第三方物流服务商等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ꎬ实
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ꎬ共同提升物流供应链的竞争

力和稳定性ꎮ 物流企业应充分利用自身在产业集群

中的优势ꎬ积极融入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

地、省级示范物流园区等基础设施建设ꎮ 同时ꎬ结合

“一带一路”经济带的发展机遇ꎬ加强与周边地区的

合作ꎬ构建覆盖省、市、县乃至全国的高效物流供应

链网络ꎬ助力区域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ꎬ促进多产

业、多领域协同融合发展ꎮ 为实现这一目标ꎬ企业可

以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一是明确战略定位ꎬ聚焦核心业务ꎮ 物流企业

应深入分析自身优势与劣势ꎬ明确在物流市场中的

定位ꎬ并集中资源发展核心业务ꎬ形成特色化、差异

化的服务ꎮ 物流企业可发挥自身的规模优势ꎬ吸引

新业态加入物流企业ꎬ为物流企业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和动力ꎬ借此来扩大企业经营规模ꎬ进而增强企业

综合实力ꎮ 二是加强技术创新与智能化升级ꎮ 物流

企业应积极引入先进的物流技术和设备ꎬ如物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ꎬ提升物流作业的自动化和智能

化水平ꎬ提高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ꎮ 三是拓展服务

网络ꎬ提升覆盖范围ꎮ 通过建设或合作共建物流节

点、优化配送路线、加强与其他物流企业的合作等方

式ꎬ拓展服务网络ꎬ扩大物流服务的覆盖范围和提升

响应速度ꎮ 同时ꎬ要注重品牌建设与市场营销ꎮ 物

流企业应积极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ꎬ提升品牌知名

度和美誉度ꎬ同时加大市场营销力度ꎬ拓展市场份

额ꎬ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ꎮ

４.３　 培养尖端物流人才ꎬ为企业发展奠定智力

支撑

近年来ꎬ随着直播经济等产业发展ꎬ物流业也得

以创新发展ꎮ 供应链管理视角下ꎬ物流企业要投入

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做好尖端物流人才培养和

引进工作ꎬ为企业发展奠定坚实的人力基础ꎮ
一是物流企业可以和区域内高校展开合作ꎬ坚持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ꎬ实现校企人员双向流动ꎮ 一方

面ꎬ企业内部可设置和供应链管理有关的物流人才培

训班ꎬ采用学校走基层的方式ꎬ夯实人员理论基础ꎮ
另一方面ꎬ物流企业可安排内部讲师进驻学校担任兼

职讲师ꎬ向物流专业学生讲解供应链管理的实践应

用ꎮ 既为企业储备潜在物流人才ꎬ也促进现有团队人

员能力的提升ꎮ 同时ꎬ政府部门也可鼓励社会团体做

好供应链物流管理职业培训活动ꎬ为促进区域内供应

链物流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ꎮ

二是开发建设供应链管理产学研究基地ꎮ 供应

链视角下的物流管理应用工作离不开尖端人才和行

业专家的帮助ꎮ 物流企业可投入资金开发建设供应

链管理产学研究基地ꎬ聘请供应链专家、市场营销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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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物流管理专业人才进驻基地ꎮ 可采取案例分析、
市场调研以及技术研发等模式ꎬ为企业开发供应链

物流管理相关技术实践提供支撑ꎬ与企业内部人员

一同研发智慧物流产品ꎬ实现效率更优、服务更好、
成本更小、质量更过硬的供应链管理体系ꎮ 与此同

时ꎬ物流企业要积极同沿海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展开

交流ꎬ通过物流管理知识和人才共享为企业发展注

入动力ꎮ
同时ꎬ为持续提升物流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创

新能力ꎬ物流企业不仅要从外部入手吸引人才ꎬ还要

从内部着手培养人才ꎮ 物流企业可以从集团内部选

拔出一批具有丰富物流管理经验且学历较高的人

才ꎬ组建物流供应链小组ꎮ 根据企业物流管理需求

定期面向内部人才开展培训ꎮ 物流企业可以安排专

业讲师定期向物流供应链小组成员讲解最新的物流

产业发展动态、物流仓储案例和配送案例ꎬ借此来提

升内部人员的综合素质[４]ꎮ 为了激发内部人才参

与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ꎬ物流企业可以对薪酬待

遇机制进行创新ꎬ针对能够主动参与物流供应链平

台建设且取得良好成果的内部人员ꎬ可给予奖金或

股权激励ꎮ 在人员职称评审和岗位晋升时ꎬ可予以

优先考虑ꎮ 采用这样的薪酬待遇激励模式ꎬ可以更

好地挖掘内部员工的创造力ꎬ为物流企业创新管理

模式提供契机ꎮ
４.４　 打造生态环保物流供应链ꎬ助推生产经营

集约化

在供应链视角下ꎬ物流企业不仅要追求经济效

益ꎬ更要担负起社会责任ꎬ致力于构建绿色、生态的

物流供应链系统ꎮ
一是从供应链上下游入手ꎬ实施生产经营集约

化策略ꎮ 通过优化配送网络、减少配送包装、简化配

送流程等措施ꎬ降低能源消耗和物流成本ꎬ提高整体

运营效率ꎮ 这种集约化的经营方式不仅有助于企业

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ꎬ还能有效降低对环境的负面

影响ꎮ 二是积极与地方光伏风电企业开展合作ꎬ将
可再生能源引入物流仓储环节ꎮ 通过利用光伏能和

风能进行发电ꎬ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ꎬ降低物流活

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ꎮ 这种合作不仅有助于物流企

业实现绿色转型ꎬ还能推动地方可再生能源产业的

发展ꎮ 三是在供应链管理模式下ꎬ物流企业应大力

推广绿色节能环保技术ꎮ 通过采用先进的物流设备

和技术ꎬ如低排放的运输工具、绿色仓储设施等ꎬ降
低物流供应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ꎮ 同时ꎬ通过智

能化手段优化物流作业流程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ꎬ实
现生产经营的集约化和绿色化ꎮ 四是物流企业应将

打造生态环保供应链纳入战略管理目标中ꎮ 通过制

定环保政策、加强员工培训、推广环保理念等方式ꎬ
将环保责任落实到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员工身上ꎮ
同时ꎬ积极与相关上下游产业链上的企业合作ꎬ共同

推动生态环保物流供应链的建设和发展ꎬ实现物流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产经营的集约化ꎮ

５　 结语

综上所述ꎬ本文基于供应链视角对物流企业管

理优化的研究ꎬ揭示了供应链管理在物流企业发展

中的重要意义和核心地位ꎬ针对物流企业供应链管

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ꎬ提出优化措施ꎮ 在市场竞争

加剧和技术迭代的背景下ꎬ从供应链层面审视物流

管理将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和保障ꎮ 因

此ꎬ物流企业要不断将新产业、新技术及新能源和物

流管理工作有机融合ꎬ助力区域物流的可持续高质

量发展ꎬ以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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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ꎬ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和实体经济的内核ꎬ要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方向发

展ꎬ这体现制造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ꎮ 江苏省作为制造大省ꎬ在经济基础、技术创新、交通运输等方面具有多重优势ꎮ 文

章在多维竞争力视角下ꎬ科学分析江苏省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和评估方法ꎬ对提升江苏省制造业竞争力具有指导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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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ꎬ早在 ２０１０ 年ꎬ中国制造业

规模就已经处于世界首位ꎬ２０２２ 年我国制造业增加

值已占全球制造业总值接近 ３０％ ꎮ 作为制造业大

国ꎬ我国制造业增速长期保持领先ꎬ但在制造业的利

润率、品牌、创新方面依然暂时落后于德国、日本等

国家ꎮ 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ꎬ为了保证经济的稳

定发展ꎬ需要坚定不移地将重心放在制造业ꎬ打造具

有强大核心竞争力的制造业体系以满足国民要求并

应对国际危机ꎮ 江苏省作为经济大省ꎬ其制造业的

繁荣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推力ꎬ经济发展环境向

好又为制造业提供了有利条件ꎮ 根据国民经济数

据ꎬ２０２２ 年底江苏省制造业增值达到 ４.５ 万亿元ꎬ占

全国的生产总值比重３.７２％ ꎮ 江苏省制造业基础雄

厚ꎬ拥有超过 ３０ 种制造业大类、６１０ 种制造业小类ꎬ

在光电、化工等领域位于全国前列ꎬ并且保持高速发

展ꎮ 但目前制造业发展面临瓶颈ꎬ仍然未解决创新

不足等问题ꎬ需要结合高质量发展ꎬ采取优化路径ꎬ

从多方面提升制造业竞争力[１]ꎮ

目前针对制造业竞争力的研究聚焦于对竞争力

体系的评估和改进ꎬ以及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ꎮ

有学者从基础研究出发分析高技术制造业竞争力的

影响因素ꎬ发现基础研究带来的竞争力提升存在条

件性:经济发展与技术投资[２]ꎮ 制造业高技术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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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受到产业扩张和创新投入的影响ꎬ直接体现在技

术专利的数量上[３]ꎮ 相关产业和辅助产业的发展

会给制造业竞争力产生正向影响ꎬ其中商务服务、金
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促进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４]ꎮ
在制造业竞争力体系上ꎬ学者大多选择经济指标中

产业结构[５－６]、市场规模与占有率[７－８]与环境指标中

绿色发展、环境竞争力[９－１０] 等几个方面评估ꎮ 文章

围绕江苏省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和体系构建探

讨江苏省制造业竞争力的现状、存在问题和优化路

径ꎬ以期为提升江苏省制造业竞争力提供科学决策

参考ꎮ

１　 江苏省制造业竞争力影响因素

１.１　 理论基础

产业竞争力理论最早由亚当斯密在«国富

论»中提出ꎬ形成产业竞争力“绝对优势理论”ꎬ说明

产业竞争力形成于生产指定产品绝对有利的条件ꎮ
大卫李嘉图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比较优势理

论”ꎬ认为不同的产品由于生产技术和其他因素的

相对差别ꎬ从而使不同的产品具有比较优势ꎬ为获得

比较利益ꎬ分工和贸易成为可能[９]ꎮ 迈克尔波特

经过对不同国家的多个产业国际竞争的比较研究后

认为ꎬ特定产业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ꎬ取决于四个主

要因素和两个辅助因素ꎬ形成了著名的 “钻石模

型” [１１]ꎬ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法律环境决定并影

响产业竞争力ꎬ其中影响较大、较直接的因素包括以

下六个:①生产要素ꎻ②需求条件ꎻ③相关及辅助产

业的状况ꎻ④经营战略、结构与同业竞争ꎻ⑤机会ꎻ
⑥政府行为ꎮ 其中前四个为关键因素ꎬ后两个为辅

助因素ꎮ
１.２　 江苏省制造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波特的“钻石”ꎬ模型ꎬ影响江苏省制造业

竞争力的因素主要包括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及

辅助产业的状况、经营战略结构与同业竞争ꎮ
１.２.１　 生产要素

在“钻石”模型中ꎬ要素可归为人力资源、物质

资源、知识资源和资本资源等ꎮ 江苏省长期对人力

资本、物质资本的积累和投资产生了稳定的发展资

源ꎬ并且专门领域的科学技术、特殊的基础设施、特

定领域的专业人才形成更高效率和高质量的生产要

素ꎬ对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ꎮ
１.２.２　 需求条件

波特认为国内需求是影响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

素ꎬ国内需求的重要性是国际需求所取代不了的ꎮ
而且需求对产业竞争力最重要的影响是通过买方的

结构和性质实现的ꎮ 如果一地区的买方需求领先于

其他地区ꎬ则该地区的产业就能获得竞争优势ꎬ因为

区域内领先需求使企业先意识到更大范围内需求的

到来ꎬ并及时开发出新产品满足这些需求ꎬ从而促进

产业升级[１２]ꎮ 江苏整体经济水平较高ꎬ带来了较大

的需求ꎬ给生产企业施加压力ꎬ促使其在产品质量、
性能和服务等方面建立起高标准ꎬ进而外化为制造

业的竞争力提升ꎮ
１.２.３　 相关及辅助产业的状况

有竞争力的几种相关产业往往同时在一个较小

范围内产生ꎮ 支持性产业和相关产业对某一特定产

业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能够促进产业创新ꎬ相关

产业的成功扩张也带动了产业融合ꎮ 一个地区的产

业要想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ꎬ就必须依靠在地区内

具有比较竞争力的支持性产业和相关产业ꎮ 江苏省

具有先进制造业集群和高新产业基础ꎬ并且第一产

业、交通运输业、其他生产服务业实力雄厚ꎬ这为制

造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发展动力ꎮ

１.２.４　 经营战略、结构与同业竞争

区域内政策更迭会迫使企业不断更新经营战

略ꎬ改进经营结构ꎬ提高生产效率ꎬ形成与之相适应

的战略结构以取得持久、独特的优势地位ꎮ 此外ꎬ激
烈的区域内同业竞争还会迫使企业扩展市场参与更

大范围的竞争ꎮ 因此ꎬ江苏省制造业中区域竞争较

为激烈的产业ꎬ尤其是参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多

重竞争的企业会更加成熟ꎬ具有比较竞争力ꎬ并且更

容易在大范围的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ꎮ

２　 江苏省制造业竞争力体系构建与评估

根据前文对影响因素的分析以及结合大量学者

们的研究ꎬ文章主要从产业规模竞争力、市场发展竞

争力、环境保护竞争力和技术创新竞争力四个维度

来构建江苏省制造业竞争力评估体系(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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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江苏省制造业竞争力体系构建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核算方法

产业规模
竞争力

产业结构优化程度 产业高级化水平和合理化水平
产业盈利能力 制造业净利润和利润率

生产规模 总产值和产值增速
生产效率 投入产出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

市场发展
竞争力

市场占有率 产值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占比
市场发展潜力 产品质量指数和品牌价值
贸易竞争力 贸易竞争力指数 ＴＣ
比较优势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ＲＣＡ

环境保护
竞争力

能源消耗 能源消费总量
污染排放 废水废气污染排放量
污染治理 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

技术创新
竞争力

创新投入 研发资金投入
创新产出 有效发明专利数
创新潜力 中高级人才占比

２.１　 产业规模竞争力

产业规模竞争力是衡量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产
业盈利能力、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等竞争力ꎮ 结构

优化程度能够直接反映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

程度ꎬ考察产业的劳动人口分配和产业彼此关联协

调水平ꎮ 产业盈利能力能够通过收入反映行业生产

的最终情况ꎬ是直接体现产业经营情况的经济指标ꎮ
生产规模是产业核心竞争力之一ꎬ总产值代表制造

业的整体规模ꎬ细分的资产总量、净资产额等指标可

以衡量制造业企业的规模化程度ꎮ 生产效率则与资

源利用率相关ꎬ通过效率的测度反映生产要素对产

出的贡献率ꎮ
江苏省制造业产值目前保持高速度增长ꎬ２０２３

年制造业增加值达到 ４.６６ 万亿ꎬ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重 ３６.３％ ꎮ 通过构建“１６５０”发展体系ꎬ制造业结构

趋向高级化、智能化ꎮ 产业盈利能力稳定上升ꎬ２０２４
第一季度江苏近 ７００ 家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７ ８３６.４７
亿元ꎬ制造业企业贡献率超过 ７０％ ꎮ① ２０２３ 年江苏

省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效率测算接近 ０.８ꎬ全要素生产

率提升ꎮ 总体来看ꎬ江苏省制造业在产业规模竞争

力上具有较高竞争力水平ꎬ盈利能力、产值、生产规

模、生产效率和结构高级化程度都保持稳步增长ꎮ
２.２　 市场发展竞争力

市场发展竞争力包括了市场占有率、市场发展

潜力、贸易竞争力和比较优势ꎮ 市场占有率是衡量

产业在市场所占核心份额的重要指标ꎬ直接体现出

制造业的市场竞争力ꎮ 市场发展潜力和经济环境相

关ꎬ向好的市场潜力会使产业规模获得较快增长的

趋势ꎮ 贸易竞争力和比较优势都可以衡量产业的出

口竞争力ꎬ表明制造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劣ꎮ

江苏省制造业占据全国制造业 １２.５％左右的比

率ꎬ是“中国制造”的重要组成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ꎬ国际

市场上ꎬ江苏省制造业也稳定占据 ３.５％ 左右的市

场ꎬ在全球的制造业版图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ꎮ

作为制造业门类丰富的省份ꎬ江苏省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指数连续 ３ 年全国第一②ꎬ市场发展潜力巨大ꎮ

根据进出口数据测算发现ꎬ江苏省制造业显示性比

较优势指数长期稳定在 １.３ 以上(大于 １ 说明产业

具有较强出口竞争力ꎻ大于 ２.５ 说明产业具有极强

出口竞争力)ꎬ并且贸易竞争力指数稳步上升至 ０.４

左右(该指数在－１~ １ꎬ越接近于 １ 则表示竞争力越

大)ꎬ表明江苏省制造业具有较强的贸易竞争力ꎮ

２.３　 环境保护竞争力

近年来环境保护成为产业发展备受关注的方

向ꎮ 制造业高投入、高污染和高能耗是限制高质量

发展的主要因素ꎮ 环境保护主要衡量方式是能源消

耗、污染排放量和污染治理ꎮ 其中能源消耗和产业

规模密不可分ꎬ而污染排放和污染治理则体现了产

业对环境的保护程度和重视程度ꎬ一般用有害气体

等污染物排放量和产业污染治理投资作为测算

标准ꎮ

江苏省制造业规模庞大ꎬ整体能源消耗量也较

大ꎮ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呈现快

速增长态势ꎬ其能源消耗也随之增加ꎮ 特别是电气

机械和器材制造业ꎬ其用电量增速和增量在制造业

中均名列前茅ꎮ 江苏省目前针对铸造、印染等重污

染行业进行了专项治理ꎬ推广使用废气治理设施和

集中处理工业废水ꎬ并辅助环境监测、环境执法和排

污许可的政策减少制造业的环境污染ꎮ 但总体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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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竞争力依然较弱ꎬ江苏省制造业整体高质

量发展在东部省份中排名中位ꎬ制造业绿色发展依

然是未来的努力目标ꎮ

２.４　 技术创新竞争力

创新是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ꎮ 技术

创新保证了产业转型升级和效率的不断提升ꎮ 根据

学者的研究ꎬ技术创新竞争力通常考察创新投入与

创新产出ꎮ 研发资金大量投入反映了制造业对技术

创新的重视ꎬ有效发明专利数则可以反映技术创新

转化为生产能力的水平ꎮ 此外ꎬ中高级人才占比也

体现了制造业中技术创新潜力的高低ꎮ
江苏省制造业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技术突破ꎬ如

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ꎬ并且在不断

推出新产品ꎬ以满足市场需求ꎮ 为了更好地实现技

术创新ꎬ江苏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ꎬ支持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ꎬ提升自主创新能力ꎬ研发资金投入超过

了全国平均水平ꎬ还通过人才引进和“千人计划”
“双创计划”等人才工程吸引中高级人才入驻制造

业发展ꎮ 但研发经费在销售收入中的比重还较低ꎬ
并且制造业高新产品的收入不高ꎬ总体看创新驱动

力不足ꎬ对技术提升的投入还需要进一步增加ꎮ

３　 江苏省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优化路径

３.１　 实施低碳发展ꎬ注重绿色金融

江苏省制造业需要注重节能降耗和清洁生产ꎬ
推动实施低碳化改造升级ꎬ加强环境监测和排污治

理ꎬ重点关注污染性行业的绿色转型ꎬ持续深入实施

绿色制造工程ꎬ推广绿色设计、绿色生产、绿色包装、
绿色销售等一系列管理模式ꎮ

同时要关注绿色金融的应用ꎮ 绿色金融作为

一种金融战略在保障绿色发展方面扮演着极其关

键的角色ꎮ ２０１２ 年印发的«绿色信贷指引»就指

出要求银行以绿色信贷为抓手ꎬ积极调整信贷结

构ꎬ有效防范社会和信贷风险ꎬ更好地服务实体经

济ꎬ促进经济绿色升级转型ꎮ 绿色信贷、绿色税制

等应用引导资金进入绿色产业ꎬ提升制造业整体

环境保护水平ꎮ
３.２　 融合数字经济ꎬ推动技术创新

江苏省推动制造业继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方向发展ꎬ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ꎬ加大科

技创新投入ꎬ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ꎬ加强与高校、
科研院所的合作ꎬ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ꎮ
同时ꎬ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ꎬ构建多层次、多类

型的人才培养体系ꎬ完善人才引进政策ꎬ吸引更多国

内外优秀人才来江苏创新创业ꎮ
此外ꎬ江苏省仍须发掘数字经济发展的潜力和

空间ꎬ加大数字经济发展的投资力度ꎮ 在数字经济

平台下构建制造业现代化发展体系ꎬ促进工业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制造业的深度融

合应用ꎬ推动制造业生产模式和组织方式变革ꎮ 通

过实施“智改数转”行动ꎬ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和管

理水平ꎬ降低运营成本ꎬ让制造业产品生产销售更智

能ꎬ进出口贸易更稳定ꎮ
３.３　 聚焦新兴产业ꎬ促进战略转型

江苏省制造业中高新产业在全国拥有向好的发

展条件ꎬ具备较高的发展潜力ꎮ 江苏省应当聚焦新

一代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如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绿色

能源、新材料等ꎬ促进产业的转型ꎬ培育具有较强品

牌效应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群ꎬ发挥龙头企业的领

导作用ꎮ 与此同时要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重构和分工合作ꎬ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的经贸合作ꎬ推动制造业产业部分转型ꎬ提升产业

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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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城市宜居度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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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城市化不断发展ꎬ如何建设宜居城市ꎬ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研究方向ꎮ 文章以浙江省 １１ 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ꎬ

选取综合经济、社会民生、空气质量和环境绿化等 ４ 个维度的 ８ 项指标数据ꎬ构建浙江省城市宜居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ꎬ运用因

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浙江省 １１ 个地级市的城市宜居度情况进行分析ꎬ根据各城市的实际情况提出针对性的建议ꎬ为城市未

来的发展提供思路和规划ꎬ协助政府进行相关的经济决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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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ꎬ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ꎬ

但因高速发展而带来的城市问题也日渐凸显ꎬ大气

污染、资源短缺、交通拥堵等城市问题已成为阻碍我

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素ꎮ 如何在城市发展的

同时ꎬ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ꎬ保持良好的市容风貌ꎬ

是我国大部分城市需要攻克的难题ꎮ 在以生态文明

建设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ꎬ通过建设宜居城市ꎬ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愿景ꎬ营造人与自然和谐

共处的城市典范ꎬ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ꎬ也是推进我

国城市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ꎮ

“宜居城市”是我国在 ２０１５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

议上提出的重大战略规划ꎬ并在反复研讨后将其纳

入城市建设中ꎬ作为未来城市发展的目标[１]ꎮ 党的

二十大报告强调ꎬ要努力打造“宜居、韧性、智慧”的

城市ꎬ宜居城市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ꎮ 文章通过

整理城市宜居度发展情况的相关理论研究ꎬ对浙江

省 １１ 个地级市的城市宜居度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研

究ꎬ为浙江省宜居城市的进一步建设提供理论意义

和相关建议ꎮ

１　 文献综述

１.１　 宜居城市理论发展

宜居城市的概念最早于国外提出ꎬ我国对宜居

城市理论的概念界定不一ꎮ 吴良镛教授等于 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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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

年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人居环境科学”ꎬ为我国宜居城

市的发展打开先机[２]ꎮ 周志田等提出ꎬ城市的建设应

把“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形成一个有机的整

体ꎬ才能使城市的发展在生态系统中更好地得到运

转[３]ꎮ ２００５ 年ꎬ北京将建设“宜居城市”确定为城市

发展的四大目标之一ꎬ作为我国的首都ꎬ同时也是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际大都市ꎬ北京市率先开启我国

宜居城市建设的先导[４]ꎮ 李丽萍等则将宜居城市定

义为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协调发展ꎬ能够满足居民

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的城市ꎬ拓宽了宜居城市的相关

定义[５]ꎮ 赵琳对宜居城市理论进行了补充ꎬ认为宜居

不仅包括居住空间上的舒适ꎬ更应涵盖适宜就业、出

行、教育、医疗等多方面的标准[６]ꎮ

１.２　 宜居城市研究现状

宜居城市的研究已成为诸多学者关注的领域ꎮ

文耀荣等以广东省城市为研究对象ꎬ应用 ＴＯＰＳＩＳ 分

析法构建城市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ꎬ并提出延续传承

城市历史文脉和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对策[７]ꎮ

董维等采用 ＡＨＰ 分析法ꎬ对河南省的城市进行宜居

程度分析ꎬ结果发现河南省城市宜居度的建设有一定

成效ꎬ但仍存在着环境治理力度不够的污染问题[８]ꎮ

潘理虎等以深圳市福田区 １０ 个街道的实际数据为基

础ꎬ结合 Ｒｅｐａｓｔ 仿真平台和地理信息系统建立基于多

智能体的城市安全宜居度仿真模型ꎬ模拟福田区未来

２０ 年城市安全发展的演变过程ꎬ以此对城市发展做

出规划建议[９]ꎮ 黄霖涛等通过 ＧＩＳ 分析的手段ꎬ运用

地理分析软件进行建模ꎬ对指标体系内的各项因子打

分ꎬ发现山东省莱芜区的宜居性空间分布整体呈现由

中心向外围逐渐降低的现状[１０]ꎮ

２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２.１　 数据来源

文章数据来源于«浙江统计年鉴 ２０２２»以及浙

江省各地级市的«２０２２ 统计年鉴»ꎬ选取浙江省 １１

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ꎮ

２.２　 指标选取

为综合考虑数据的科学性ꎬ从综合经济、社会民

生、空气质量、环境绿化 ４ 个维度中选取 ８ 个指标构

建浙江省城市宜居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ꎮ 一座宜居

城市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ꎬ良好的经济实力有

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ꎬ选取综合经济指

标反映城市的经济实力水平ꎮ 城市的生活饮用水、

电、气等是体现民生福祉的重要方面ꎬ是人民生活的

重要保障ꎬ选用社会民生指标来反映人们的社会保

障和民生情况ꎮ 城市中良好的空气质量是提升居民

幸福感和宜居感的重要因素ꎬ对人民生活有着至关

重要的影响ꎬ选用空气质量指标来反映人民居住环

境的空气适宜程度ꎮ 绿化建设、高效的排污能力等

也是人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ꎬ选用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作为反映人民生活宜居程度的另一项指标

(见表 １)ꎮ
表 １　 浙江省城市宜居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变量 指标方向

浙江省城市宜居度
评价指标体系

综合经济
地区生产总值 / 亿元 Ｘ１ 正向指标

人均 ＧＤＰ / 元 Ｘ２ 正向指标
居民可支配收入 / 元 Ｘ３ 正向指标

社会民生
城镇化率 / ％ Ｘ４ 正向指标

每户移动电话拥有数 / 部 Ｘ５ 正向指标

空气质量
可吸入细颗粒物(ＰＭ２.５)年平均浓度 / 微克 / 立方米 Ｘ６ 负向指标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 ％ Ｘ７ 正向指标
环境绿化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 平方米 / 人 Ｘ８ 正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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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证分析

３.１　 因子分析

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ꎬ对所选数据进行标准化处

理ꎬ以消除不同量纲和数量级造成的影响ꎮ 运用

ＳＰＳＳ 软件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ꎬ得出旋转后前 ３ 个

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 ９０.５１９％ꎬ认为前 ３ 个

公因子包含了所选指标的大部分信息ꎬ能够较好地反

映原始变量ꎬ可以作为原始变量的代表(见表 ２)ꎮ

表 ２　 特征值与累积方差贡献率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
１ ４.３７３ ５４.６６２ ５４.６６２ ４.３７３ ５４.６６２ ５４.６６２ ３.９３７ ４９.２１１ ４９.２１１
２ １.５８３ １９.７９３ ７４.４５５ １.５８３ １９.７９３ ７４.４５５ １.６６ ２０.７５５ ６９.９６６
３ １.２８５ １６.０６４ ９０.５１９ １.２８５ １６.０６４ ９０.５１９ １.６４４ ２０.５５３ ９０.５１９
４ ０.３６５ ４.５６１ ９５.０８
５ ０.１９８ ２.４７１ ９７.５５１
６ ０.０９ １.１２８ ９８.６７９
７ ０.０７３ ０.９１ ９９.５８９
８ ０.０３３ ０.４１１ １００

　 　 由于提取后的因子其实际意义不明显ꎬ为了更

好地解释各因子的含义ꎬ通过最大方差法进行正交

变换ꎬ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ꎮ

表 ３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指标 Ｆ１ Ｆ２ Ｆ３

地区生产总值 / 亿元 ０.８８８ －０.２３２ －０.２１６
人均 ＧＤＰ / 元 ０.７６２ ０.０５２ ０.５５９

居民可支配收入 / 元 ０.９２４ －０.０８９ ０.２０２
城镇化率 / ％ ０.９６ －０.０６９ ０.０７

可吸入细颗粒物(ＰＭ２.５)年
平均浓度 / 微克 / 立方米

－０.１１１ ０.９０５ ０.２８４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 平方米 / 人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６ ０.９８１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 ％ －０.２２８ ０.８３６ －０.４３３
每户移动电话拥有数 / 部 ０.８５２ －０.２７１ ０.０９３

　 　 根据表 ３ 对 ３ 个公因子进行命名ꎮ 如表格所

示ꎬ公因子 Ｆ１ 反映了地区生产总值、人均 ＧＤＰ、居

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和每户移动电话拥有数等

变量ꎬ代表了城市建设中的社会经济等因素ꎬ能够反

映人民生活中的经济状况、生活条件等方面ꎬ所以将

第 １ 个因子解释为社会经济因子ꎮ 公因子 Ｆ２ 在可

吸入细颗粒物(ＰＭ２.５)年平均浓度、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例等变量上有较高的载荷ꎬ反映了城市的空

气质量情况ꎬ因此将因子 Ｆ２ 命名为空气质量因子ꎮ

公因子 Ｆ３ 在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变量上的载荷较高ꎬ

将因子 Ｆ３ 命名为城市绿化因子ꎮ 再由旋转后的因

子载荷矩阵求出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见表 ４)ꎬ进而

得到因子的表达式(１)ꎮ

表 ４　 因子得分系数阵

指标 Ｆ１ Ｆ２ Ｆ３

地区生产总值 / 亿元 ０.２６３ －０.０１７ －０.２４
人均 ＧＤＰ / 元 ０.１７４ ０.１３ ０.２７４

居民可支配收入 / 元 ０.２４５ ０.０７１ ０.０２５
城镇化率 / ％ ０.２７５ ０.０９４ －０.０６７

可吸入细颗粒物(ＰＭ２.５)年
平均浓度 / 微克 / 立方米

０.０６７ ０.５８６ ０.１７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 平方米 / 人 －０.１０４ －０.０２２ ０.６３８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 ％ ０.１０７ ０.５４６ －０.２８５
每户移动电话拥有数 / 部 ０.２０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３２

　 　
Ｆ＝

λ１

λ１＋λ２＋λ３
Ｆ１＋

λ２

λ１＋λ２＋λ３
Ｆ２＋

λ３

λ１＋λ２＋λ３
Ｆ３

　 ＝ ０.５４４Ｆ１＋０.２２９Ｆ２＋０.２２７Ｆ３

(１)

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计算综合得分ꎬ即各因

子方差贡献率占总方差贡献率的百分比为各因子得

分的加权数ꎬ求出浙江省各地级市城市宜居度的综

合得分ꎬ并根据综合得分绘制浙江省各地级市城市

宜居度综合得分情况图(见表 ５)ꎮ

表 ５　 各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表果

城市 排名 综合得分 Ｆ１ Ｆ２ Ｆ３

舟山 １ ０.９８ ０.１７ １.８２ ２.０６
宁波 ２ ０.９１ １.４４ ０.８０ －０.２３
杭州 ３ ０.６９ １.７０ －１.１５ ０.１３
温州 ４ ０.０４ ０.３８ ０.６７ －１.４２
绍兴 ５ ０.０４ ０.０９ －０.２５ ０.１８
嘉兴 ６ －０.０８ ０.２９ －０.８５ －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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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市 排名 综合得分 Ｆ１ Ｆ２ Ｆ３

台州 ７ －０.１３ －０.２６ ０.７０ －０.６７
湖州 ８ －０.３３ －０.６２ －１.４４ １.４９
金华 ９ －０.４７ －０.３０ －０.６７ －０.６９
丽水 １０ －０.７３ －１.３１ ０.６３ －０.６９
衢州 １１ －０.９２ －１.５８ －０.２７ ０.０２

图 １　 浙江省各地级市宜居度综合得分

３.２　 聚类分析

为进一步对各地级市的城市宜居度情况进行研

究ꎬ文章在因子分析方法的基础上ꎬ以各地级市的综

合得分为变量ꎬ运用 Ｒ 软件进行聚类分析ꎬ将以上

城市分成 ３ 类ꎬ为后文根据不同宜居度类别的城市

提出针对性建议奠定基础ꎮ

表 ６　 浙江省各地级市聚类分析结果

类别 城市 个数
较好 宁波、舟山、杭州 ３
一般 温州、绍兴、嘉兴、台州 ４
较差 湖州、金华、衢州、丽水 ４

　 　 在聚类分析中ꎬ根据因子分析法的综合得分将

１１ 个地级市的城市宜居度分为 ３ 类(见表 ６)ꎮ 城市

宜居度较好的城市包括宁波、舟山、杭州ꎻ温州、绍兴、

嘉兴、台州的城市宜居度较为一般ꎻ湖州、金华、衢州、

丽水的城市宜居度水平位于全省平均水平之下ꎮ

３.３　 综合分析

根据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结果ꎬ对浙江省城

市宜居度水平进行综合分析ꎮ 整体而言ꎬ浙江省 １１

个地级市的城市宜居度地区发展较不均衡ꎬ两极分

化明显ꎮ 城市宜居度排名前 ３ 位的城市分别是舟

山、宁波和杭州ꎬ且综合得分均大于 ０ꎬ位于全省平

均水平之上ꎬ城市宜居度水平较高ꎬ其中舟山市位居

首列ꎮ 金华、丽水和衢州的综合得分较低ꎬ表明这几

所城市的城市宜居度位于全省的中下游水平ꎮ 舟山

是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战略层面新

区ꎬ作为群岛城市ꎬ拥有优美环境和自然景观ꎬ人民

生活的幸福指数得到较大提升ꎬ且宁波－舟山港是

世界吞吐量最大的港口ꎬ得益于通商口岸的便利ꎬ舟

山未来的城市发展前景较为广阔ꎮ 杭州和宁波作为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心城市ꎬ拥有充足丰富的资源

倾斜ꎬ在城市建设方面拥有较强的领先优势ꎮ

社会经济层面ꎬ杭州和宁波的排名位于前列ꎬ经

济实力是城市宜居度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为城市发展

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先行驱动力ꎮ 空气质量层面和城

市绿化方面ꎬ舟山遥遥领先ꎬ表明舟山市的生态环境

水平较为良好ꎮ 杭州的综合得分虽然位于前列ꎬ但

空气质量因子的得分情况不容乐观ꎮ 近年来ꎬ随着

城市的发展ꎬ工业化水平的提高ꎬ大气污染、城市热

岛效应已逐渐成为阻碍城市发展的“城市病”ꎮ 长

此以往ꎬ必将进一步影响城市宜居度ꎬ因此ꎬ经济发

展的同时更应注重生态环保的修复和建设ꎬ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ꎮ

４　 结论与展望

４.１　 研究结论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一直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研

究的热门话题ꎬ而城市宜居度水平逐渐成为城市可

持续发展研究的突破口ꎮ 文章选用因子分析和聚类

分析法分别对浙江省 １１ 个地级市的城市宜居度进

行评价研究ꎬ并总结分析结果ꎮ

其一ꎬ浙江省各地级市的城市发展实力呈现明

显的两极分化ꎬ地理位置的不同、资源的倾斜和分布

存在显著差异ꎬ导致各地级市之间城市的发展较不

均衡ꎮ

其二ꎬ沿海城市的宜居度水平普遍高于内陆城

市ꎮ 城市宜居度水平较高的城市ꎬ大部分地理位置

临海ꎬ有利于进行对外出口等经济层面的发展和交

流ꎬ且地势相对平坦ꎬ气候条件也更加适宜ꎬ对比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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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地区ꎬ临海城市在自然条件上具有领先优势ꎮ

其三ꎬ经济水平所包含的指标是主导城市宜居

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ꎬ生态环境包含的指标重要性

紧随其后ꎬ如空气质量、环境绿化等ꎬ同样具有较高

的分析意义ꎬ表明经济水平和生态环境是宜居城市

建设的重点方向ꎮ

４.２　 研究展望

根据各地级市因子分析后的城市宜居度综合得

分ꎬ利用聚类分析将各市的宜居度水平划分为较好、

一般、较差 ３ 个层级ꎬ并根据发展现状分别提出未来

发展思路的建议和展望ꎮ

４.２.１　 城市宜居度较好的城市

城市的经济实力是城市发展的先行驱动力ꎮ 但

经济水平并不是宜居城市的全部ꎬ若一味地注重经

济发展而忽视生态环境的建设ꎬ将对城市未来的可

持续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ꎮ 因此ꎬ具有良好经济基

础的省域更应注重“绿色城市”的建设ꎬ在城市绿化

和空气净化等方面下功夫ꎬ将城市绿色发展作为城

市生态发展中的重要一环ꎬ书写城市高质量发展的

答卷ꎬ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ꎮ

４.２.２　 城市宜居度一般的城市

大多数城市的宜居程度较为一般ꎬ它们的经济

实力在全省中既不占优势ꎬ也缺乏在发展过程中对

自然环境和生态治理的保护ꎮ 在今后的城市建设

中ꎬ这些城市应当对所拥有的资源、环境情况进行评

估ꎬ定时进行城市体检ꎬ同时借鉴城市宜居度较好的

城市发展经验ꎬ学会利用地区的自然优势发展城市

绿色经济ꎮ 对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ꎬ更应特别注重

保护和修缮原有的历史文化古迹ꎬ使它们不在城市

的发展变迁中失去原有的风貌ꎮ 对具备发展旅游生

态条件的地区ꎬ应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ꎬ为旅游资源

的开发创造条件ꎮ

　 　 ４.２.３　 城市宜居度较差的城市

对城市宜居度较差的城市而言ꎬ大部分城市的

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全省中下游位置ꎬ经济发展较为

落后ꎮ 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ꎬ城市宜居度较落后的

城市应先注重地区经济水平的发展ꎬ以经济发展拉

动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ꎬ通过数字化提升城市的运

行效能ꎬ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ꎬ推进城市智慧

化转型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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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赋能海安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陈茅勋

(中共海安市委党校ꎬ江苏　 南通　 ２２６６００)


摘　 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ꎬ海安市想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ꎬ就必须加快培育新

质生产力ꎮ 文章通过分析海安市在物流、产业、科创和人才等方面的优势ꎬ同时指出其面临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创新能力有限和

高端人才吸引力不足等挑战ꎬ提出加快推动体制机制一体化、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培育新兴产业、完善科技创新体系ꎬ并健全人才

引育用全链条等措施ꎬ因地制宜发展有海安特色和发展潜力的新质生产力ꎮ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ꎻ高质量发展ꎻ县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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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海安市发展新质生产力具备的优势条件

１.１　 综合物流枢纽优势

一是战略区位优势ꎮ 海安市位于江苏省中南

部ꎬ地处南通、泰州、盐城三市交界处ꎬ为三市辐射余

波的重叠区ꎮ 同时ꎬ海安是长三角北翼重要的战略

枢纽ꎬ这一区域是中国经济最活跃、最发达的地区之

一ꎬ作为长三角经济区的重要节点城市ꎬ海安在区域

产业分工和合作中具有重要地位ꎬ能够深度参与长

三角地区的经济合作ꎬ共享发展成果ꎮ 二是交通枢

纽优势ꎮ 海安市拥有便捷的交通网络ꎬ盐通高铁、宁
启铁路、新长铁路、海洋铁路等四条重要铁路线路在

海安交汇ꎬ海安火车站集车务段和编组站功能于一

体ꎬ是江苏仅有的两个二级编组站之一ꎮ 启扬高速、
沈海高速及多条国道省道构成了“四纵三横一联”
的公路骨干网ꎮ 连申线、通扬线等高等级航道在海

安交汇ꎬ沟通了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ꎮ 三是物流服

务优势ꎮ 海安拥有广泛的物流网络ꎬ涵盖公路、铁
路、水运等多种运输方式ꎬ铁路运输能力尤为突出ꎬ
近年来货物到发量年均增速超 ３５％ ꎮ 同时ꎬ海安的

多式联运发展迅速ꎬ通过“公转铁”等方式有效降本

增效ꎬ还搭建了铁水联运出口通道ꎬ提升物流效率ꎮ
海安还拥有凤山港这一南通市唯一的千吨级内河集

装箱码头ꎬ海安商贸物流产业园作为南通唯一一家

国家级示范物流园区ꎬ能够满足大规模货物的存储、
分拣和配送需求ꎬ是区域物流的重要枢纽ꎮ

１.２　 制造产业基础优势

一是实体经济较为发达ꎮ 海安市始终坚持“工
业立市、产业强市”战略ꎬ一二三产齐头并进ꎬ产业

结构持续优化ꎬ目前已形成了以“稻米和禽蛋”为主

导的第一产业ꎬ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支柱的第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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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ꎬ以商贸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ꎬ三
产结构比为 ５.８∶ ５４.６∶ ３９.６ꎬ其充分证明实体经济的

强劲实力和多元化发展ꎮ 二是制造业占据“半壁江

山”ꎬ２０２３ 年ꎬ海安市制造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高

达 ４６.２％ ꎬ工业税收占全部税收的比重也超过了

５０％ ꎬ拥有百亿级企业 ３ 家、５０ 亿元以上企业 ８ 家ꎬ
创成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８ 家ꎬ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 ２０ 家ꎬ国家队总数 ２８ 家ꎬ数量位列南

通第一ꎮ 作为中国茧丝绸之乡、中国禽蛋之乡、中国

建筑之乡以及中国装备制造之乡ꎬ海安市已经成功

培育出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ꎮ 三是积

极推进数字化转型ꎮ 海安市正在加快推进数实融

合ꎬ统筹实施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连接

“三大行动”ꎬ推动制造业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升级ꎬ打造海安市经济社会发展新势能ꎮ
１.３　 科创氛围优势

一是企业主体强化ꎮ 近年来ꎬ海安市紧紧围绕

“枢纽海安、科创新城”战略定位ꎬ坚定不移推进科

技强市战略ꎮ 通过不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ꎬ建
立完善培育机制和明确成长路径ꎬ支持龙头企业发

挥其专业优势ꎬ如中国天楹、铁锚科技等龙头企业通

过产学研合作ꎬ前瞻性掌握相关领域关键核心技术ꎬ
已形成未来产业布局ꎮ 同时ꎬ鼓励中小企业在细分

领域深耕细作、不断创新ꎬ加速建设“单项冠军、专
精特新”双名城ꎮ 二是科技合作紧密ꎮ 海安市主动

融入长三角创新一体化ꎬ与上海全球科创中心、苏南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加强科技合作ꎬ与省产业技

术研究院、南京大学、江南大学等开展全面战略合

作ꎬ成功建成了多个科创载体和技术转移转化基地ꎮ
三是精准驱动创新ꎮ 在科创管理上ꎬ海安构建了

“大科创”管理格局ꎬ由书记、市长亲自挂帅ꎬ通过

“全域作战”策略打造科技强市ꎮ 同时ꎬ围绕国家级

产业基地和示范基地ꎬ设立了“定制化”的集群科创

办和专家咨询委员会ꎬ提升了科技创新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ꎮ 在这一系列策略和行动的推动下ꎬ海安已

成功招引了一批科技含量高、成长性好的科创人才

项目ꎬ形成了极具潜力的创新项目梯队ꎬ为海安的科

技创新和未来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ꎮ
１.４　 人才集聚优势

一是广纳天下英才ꎮ 海安市大力实施“海安英

才计划”等人才工程、出台“人才强市 ３０ 条”ꎬ近年

来ꎬ先后引进国家级人才 ７９ 人、高层次创新创业人

才 １２００ 余人ꎮ 同时ꎬ得益于高质量的基础教育ꎬ海
安市一向盛产“学霸”ꎬ人才、乡贤遍布全国ꎬ每年为

家乡输送了大批理工科人才ꎬ并且在中秋举办乡贤

大会ꎬ以乡情为纽带ꎬ整合境内外乡贤企业家资源ꎬ
凝聚起推动家乡发展的合力ꎬ助力海安的经济腾飞ꎮ
二是筑牢科研平台ꎮ 海安市坐拥有 ５ 家国家级研发

平台、３ 家省级重点实验室和院士工作站ꎬ以及 １５０
多家省级研发平台ꎮ 目前ꎬ海安市知名高校和研究

机构共同成立了 １０ 家产业研究院ꎬ极大地推动了产

学研的融合ꎮ 科技项目的各项指标已位居全省前

列ꎬ展现出强大的创新驱动力ꎮ 此外ꎬ海安还建立了

“海归创新创业基地”ꎬ通过吸引国际高层次人才回

国创业ꎬ进一步增强了本地的技术创新和人才储备ꎮ
三是注重职业教育ꎮ 海安还注重基础人才培养ꎬ依
托南通理工学院、黑龙江工商学院两所高校ꎬ以及海

安中专和海陵技校两所职校ꎬ海安市致力于培养高

素质、高技能的劳动力ꎮ 通过紧密结合本地产业发

展需求ꎬ培育了大量能够适应现代工业发展的技能

型人才ꎬ为本地企业提供了稳定的劳动力支持ꎬ成为

推动海安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ꎮ
２　 海安市发展新质生产力存在的问题

２.１　 科创能力有待提升

一是高等教育资源的匮乏ꎮ 海安境内目前仅有

两所民办本科高校ꎬ受限于县域因素ꎬ这一数字明显

偏低ꎮ 高等教育是培养创新型人才、推动科技创新

的重要基地ꎬ其数量的不足直接限制了海安在科技

创新方面的人才储备和研发能力ꎮ 二是科研机构的

短板ꎮ 海安目前拥有十所偏企业服务型的产业研究

院ꎬ然而ꎬ这些机构更多地侧重于应用研究和技术服

务ꎬ而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探索方面则显得差强

人意ꎮ 同时ꎬ海安缺乏大院大所大校的支持ꎬ这使得

在重大科技项目攻关和高端人才培养方面存在明显

短板ꎮ 三是重点实验室的稀缺ꎮ 重点实验室作为科

技创新的重要平台ꎬ对推动原创性、颠覆性、引领性

技术的研发具有关键作用ꎮ 然而ꎬ在海安ꎬ这样的资

源却相对匮乏ꎬ这无疑增加了“从 ０ 到 １”的突破

难度ꎮ
２.２　 人才吸引力略显不足

一是城市能级限制ꎮ 海安作为县级城市ꎬ其影

响力和资源相对有限ꎬ这使得在吸引高端顶尖人才

时面临较大的困难ꎮ 这些人才更倾向于选择具有更

高国际影响力和更丰富资源的城市ꎬ从而能够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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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机会ꎮ 二是人才流失严重ꎮ 考

虑到高端顶尖人才对大城市积分、子女教育等因素

的需求ꎬ即使是本土龙头企业ꎬ往往也将科研机构设

置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ꎬ这种做法虽然有助于企业

利用大城市的资源ꎬ但同时也导致了海安本地科创

人才的流失ꎮ 三是吸引力有待提升ꎮ 尽管海安已经

实施了一系列人才政策ꎬ但部分政策缺乏针对高端

顶尖人才的特定吸引力ꎮ 同时ꎬ面对高端人才对生

活品质的丰富需求ꎬ海安在城市配套设施如医疗服

务、教育资源和文化娱乐设施方面依旧有较大提升

空间ꎮ
２.３　 科创支撑有待增强

一是全周期服务欠缺ꎮ 相较于大城市完善的科

技创新全周期服务ꎬ从种子基金到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等各阶段都有相应的金融资源支持ꎮ 海安在这方

面的服务存在欠缺ꎬ无法覆盖科技创新的全过程ꎬ导
致许多有潜力的项目因资金或服务不足而难以实

施ꎮ 二是专业团队缺乏ꎮ 大城市汇聚了众多专业的

投资团队ꎬ他们具备丰富的行业经验和敏锐的市场

洞察力ꎮ 相比之下ꎬ海安缺乏这样的专业团队ꎬ导致

科技创新项目的评估和选择受到限制ꎬ不仅影响了

资金的使用效率ꎬ也制约了科技创新的深度和广度ꎮ
三是科创氛围略显不足ꎮ 尽管海安与知名高校和科

研院所有所合作ꎬ但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和成果转化

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ꎬ城市的科技创新氛围不足ꎮ
为此ꎬ海安仍需加强政策引导、优化创新环境ꎬ并积

极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ꎮ

３　 海安市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３.１　 构建一体化协同发展格局

一是高起点推进体制机制一体化ꎮ 加强顶层设

计与改革ꎬ确保政策与措施的协调一致ꎬ具体包括明

确发展目标、优化资源配置ꎬ以及制定符合地方实际

的实施方案ꎮ 此外ꎬ海安市还需深化与长三角城市

的合作ꎬ聚焦在产业转型、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ꎬ通
过优势互补ꎬ实现区域协调发展ꎮ 并且ꎬ海安市要着

力解决生产关系滞后问题ꎬ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ꎬ推
动要素的有效流动ꎬ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ꎬ激发市场

活力[３]ꎮ 二是高水平推进产业发展一体化ꎮ 首先ꎬ
在产业规划层面ꎬ应借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成功

经验ꎬ加强周边区域的制度规则与重大政策的协调

配合ꎮ 海安市各板块需结合自身坚实的产业基础和

发展潜力ꎬ实施错位发展战略ꎬ避免无序竞争ꎬ探索

出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和路径ꎮ 其次ꎬ在市级层面

则要加强统筹协调ꎬ确保各板块之间的产业发展既

各具特色ꎬ又能相互补充ꎬ共同构建一个多元化的产

业生态体系ꎮ 三是高质量推进科创体系一体化ꎮ 科

创平台的构建是推动海安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ꎮ 虽

然南通市本级缺少大院大所ꎬ但通过与周边高校及

研究机构的紧密合作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ꎮ 在

此基础上ꎬ海安市可探索在宏观层面对各县市区的

科研平台进行统筹ꎬ构建一种更加高效的公共科研

服务机制ꎬ不仅能提升各县市区科研平台的服务能

力ꎬ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南通发展的大局ꎬ还能放大整

体效应ꎬ推动科研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ꎮ
３.２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ꎮ 加强数字技术应

用ꎬ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ꎬ加速传统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ꎬ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４]ꎮ 例

如ꎬ海安伊顿的智能化数字生产线项目展示了工业

“４.０”解决方案的成功应用ꎬ通过引入自动化、智能

化设备ꎬ该项目不仅优化了生产流程ꎬ还显著降低了

运营成本ꎬ推动了企业在工业数字化领域的迈进ꎮ
此外ꎬ推动绿色低碳发展ꎬ加大新材料等领域的投

入ꎬ促进循环经济ꎬ例如朗肯 ＯＲＣ 低温电站项目ꎬ利
用磁悬浮技术将低温废热转化为电能ꎬ实现节能降

碳ꎮ 二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ꎮ 海安在产业布局中ꎬ
应重点培育和壮大新兴产业ꎬ特别是智能制造和新

材料领域ꎬ聚焦产业特色ꎬ充分发挥现有产业的优

势ꎮ 例如ꎬ海安鑫缘茧丝绸集团利用丝绸产业优势ꎬ
拓展高端丝绸市场ꎬ打造国际品牌ꎮ 同时ꎬ重点关注

新能源、新材料和新一代信息技术ꎬ借鉴深圳、合肥

等城市的发展策略ꎬ依托海安本土企业在新能源领

域取得突破ꎬ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应用上ꎬ
进一步实现能源结构的优化升级ꎮ 三是加快布局未

来产业ꎮ 推动制造业的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

型是实现企业持续增长的关键ꎮ 海安应提前规划ꎬ
布局新兴技术产业ꎬ通过与国内外高校及科研机构

的合作ꎬ积极开发具有前瞻性的技术领域ꎬ例如第三

代半导体技术ꎬ这一领域不仅在 ５Ｇ 通信、光电转换

等方面拥有广泛应用前景ꎬ还能为海安的工业体系

注入新的活力ꎮ 同时ꎬ海安可以探索量子信息技术

的应用ꎬ抢占全球科技创新的制高点ꎮ 此外ꎬ结合本

地丰富的医疗资源ꎬ海安还可以发展基因检测服务ꎬ
提升精准医疗的水平ꎬ为市民提供更优质的医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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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服务ꎮ
３.３　 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体系

一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培育ꎮ 建立健全梯度培

育机制ꎬ激发各类企业的创新活力ꎮ 尤其是龙头企

业ꎬ作为行业的领军者ꎬ应当勇于承担更多责任ꎬ带
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ꎮ 海安应当鼓励这些企业进一

步完善内部创新孵化机制ꎬ通过资源整合和技术合

作ꎬ推动重大技术难题的突破ꎮ 例如ꎬ铁锚科技通过

拿出近三成的净利润ꎬ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

究院共同开发大尺寸透明陶瓷项目ꎬ成功获批省级

企业重点实验室ꎮ 通过政策引导和典型示范ꎬ海安

可以进一步加大对龙头企业创新能力的支持ꎬ形成

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的良好氛围ꎮ 二是提高研发投

入水平ꎮ 为了鼓励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ꎬ政府应

当积极利用财政资金杠杆作用ꎬ通过设立专项资金

或研发补贴等形式ꎬ直接支持企业的创新活动ꎮ 海

安还可以通过提供税收优惠政策ꎬ特别是在基础研

究和长期研发项目上ꎬ减轻企业的资金负担ꎬ降低其

研发成本ꎬ从而提升企业的研发积极性ꎮ 此外ꎬ政府

在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同时ꎬ也应创造更多机

会促进企业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ꎬ组织研发成果的

展示和交流活动ꎬ推动跨行业的技术合作ꎬ形成企业

间的良性竞争与资源共享ꎮ 通过政策扶持与市场激

励相结合ꎬ海安可以逐步形成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ꎬ
提升整体研发能力ꎮ 三是提升创新平台能级ꎮ 聚焦

新能源、智能制造、半导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ꎬ打造

高水平的技术创新平台ꎮ 依托本地高校和科研院

所ꎬ海安可以通过建立“研究院＋运营公司＋基金”的
新型模式ꎬ整合科研和市场资源ꎬ推动科研成果的转

化和应用ꎮ 在新能源领域ꎬ海安可以探索建立技术

创新联盟ꎬ聚集相关领域的技术研发力量ꎬ形成集中

攻关的技术研发模式ꎮ 而在半导体和智能制造领

域ꎬ则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产业基金ꎬ吸引优质企业

入驻ꎬ进一步提升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ꎮ
３.４　 健全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

一是刚柔并济“引才”ꎮ 绘制海安市高端人才

图谱ꎬ围绕产业链进行布局ꎬ明确各行业所需的人才

类型和数量ꎬ从而有针对性地引进所需的专业人才ꎮ
同时ꎬ利用乡贤大会和商业协会等平台ꎬ积极招引关

键技术人才ꎬ发挥本地人脉资源的优势ꎮ 创新招引

方式ꎬ可以灵活采用顾问指导和项目委托等模式ꎬ例

如引入“星期天工程师”ꎬ在周末为企业提供专业指

导ꎬ从而打通一条“科技创新在外地、转化生产在家

乡”的绿色引才通道ꎮ 二是因地制宜“育才”ꎮ 动态

调整高校和高职院校的学科设置ꎬ使其与重点产业

紧密结合ꎬ确保培养的人才能迅速适应市场需求ꎮ
注重培养市场所需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ꎬ通过实践

教学和项目驱动模式ꎬ让学生在真实环境中锻炼能

力ꎬ提升竞争力ꎮ 实施“校企双聘”制度ꎬ促进人才

双向流动ꎮ 鼓励企业聘请高校教师兼职ꎬ增强学生

的实践能力ꎬ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人才选择ꎬ进一步增

强产学协同创新的内生动力[５]ꎮ 三是千方百计“留
才”ꎮ 海安要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ꎬ打造创新友好

的企业氛围ꎬ为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ꎬ增强

职业发展的吸引力ꎮ 同时ꎬ建立“一站式”服务平

台ꎬ提供从生活到职业的全方位支持ꎬ包括医疗、教
育、社会保障等ꎬ让人才感受到便利和关怀ꎮ 健全保

障体系ꎬ推出有竞争力的创业支持和住房政策ꎬ帮助

人才扎根发展ꎮ 解决人才的实际问题ꎬ通过了解需

求ꎬ提供个性化服务ꎬ提升他们的获得感和归属感ꎬ
从而实现人才的长期留驻ꎮ 四是人尽其才“用才”ꎮ
改革科技人才评价制度ꎬ突出人才能力价值导向ꎬ要
确保每一位人才都能在海安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

置ꎬ并充分发挥其价值ꎮ 同时ꎬ加强与南通中创区在

产业链、创新链方面的联动合作ꎬ充分利用南通这一

宝贵资源ꎬ将在海安落户不了的高端人才引进中创

区ꎬ推动研发在中创区、转化生产在海安ꎬ实现携手

共赢ꎬ共同为南通发展新质生产力作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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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

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ꎮ 绿色低碳是新质生产力的内

在要求ꎬ也是绿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保障ꎮ 林

业是重要的可再生资源ꎬ林业产业是天然的绿色低

碳产业ꎬ林业经济是绿色低碳经济建设的主体ꎬ对促

进低碳转型意义深远ꎮ 在绿色低碳经济背景下ꎬ与
时俱进ꎬ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ꎬ推进降碳、减污、
扩绿、增长ꎬ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ꎬ是
新时代林业建设的关键ꎮ

１　 发展林业经济的价值

在绿色低碳经济发展背景下ꎬ着力发展碳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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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ꎬ提升林业经济发展质量ꎬ保障林业经济健康发

展ꎬ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作用ꎮ 在实践过程

中ꎬ应深入全面地把握林业经济的价值ꎬ推动社会经

济持续发展ꎮ
１.１　 生态价值

众所周知ꎬ森林具有涵养水源、净化空气、保护

物种、固碳释氧等多种生态功能ꎮ 森林蕴藏着丰富

的碳资源ꎬ在制氧固碳、减缓温室效应方面ꎬ以及调

节地方气候环境有着重要作用ꎬ为绿色低碳经济提

供良好的生态环境ꎮ 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以科

技创新为核心ꎬ通过绿色科技创新的推动ꎬ促进数字

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ꎬ不仅能够推动传统林业产

业结构的优化升级ꎬ实现绿色化发展ꎬ还能培育绿色

生产力ꎬ势必不断突破林业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

技术瓶颈ꎬ从而获得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的绿

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ꎮ 可见ꎬ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

式与林业关系密切ꎬ需要充分挖掘林业生态优势ꎬ提
升森林生态系统的服务质量和生态效益ꎬ加强森林

碳汇能力ꎬ以增加林业产业的生态价值ꎮ
１.２　 经济价值

森林是重要的资源库、能源库和最大的绿色经

济体ꎬ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ꎬ可以提供木材产品、木
本粮油、林副产品、生物质能源和化工医药资源等多

种绿色健康的林产品ꎬ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ꎬ与国家经济建设密切相关ꎬ积极发展绿色林业经

济不仅能够缓解当前面临的资源能源短缺ꎬ还能通

过林业产业结构调整ꎬ促进林业生产持续发展ꎬ进而

壮大绿色产业ꎬ创造绿色经济ꎮ 在绿色低碳经济发

展背景下ꎬ通过借助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新工艺提高林业生产要素利用率ꎬ优化

原料组成ꎬ对传统林业产业改造升级ꎬ推动林业、产
品结构和质量升级ꎬ以实现林业产出的高质量、低能

耗ꎬ提升林业生产效率和经营管理效率ꎬ促进林业资

源循环利用ꎬ林业经济可持续增长ꎮ 绿色低碳经济

发展模式是在坚持发挥林业资源基础优势的同时ꎬ
通过数据等其他新型生产要素在林业生产领域深度

融合ꎬ促使传统要素升级ꎬ驱动林业产业向着科学

化、合理化和全面化方向发展ꎬ实现林业经济发展向

低耗能、低成本、高科技、高效益的高质量发展方式

转型升级ꎬ进而推动林业经济持续发展ꎬ挖掘林业经

济的潜在经济价值ꎬ拓展林业经济发展空间ꎬ拉动林

业经济增长ꎮ
１.３　 社会价值

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强调科技发展创新、治
理体系创新、体制机制创新ꎬ以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

碳达峰碳中和齐头并进ꎮ 随着绿色林业经济的发

展ꎬ数字技术在林业中的应用更加普及ꎮ 同时ꎬ通过

网络获取数据要素报酬逐渐成为可能ꎬ林业资源可

以通过发展林业新兴产业延伸林产品产业链ꎬ提升

林业资源的利用率ꎬ创造更多就业岗位ꎬ缓解社会就

业压力ꎬ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新模式ꎬ诸如发展林下

药材、林下食用菌、林下畜禽养殖、森林水果、森林蔬

菜、森林饮料、森林调料、森林康养、林业旅游、林业

碳汇等ꎮ 这些新兴绿色特色产业能为社会提供全方

位就业渠道ꎬ不仅能提升林地和森林空间利用率ꎬ拓
展低碳经济空间ꎬ还能促进林业经济发展ꎬ提高林农

收入ꎬ提升林农生活水平ꎬ为林农营造更高品质的生

活环境ꎬ增强林农的幸福感ꎬ为地方创造出更多的经

济效益ꎬ提高林业产业的社会效益和公共福利ꎬ进而

不断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ꎮ

２　 基于绿色低碳经济背景下发展林业经济

的思考

绿色低碳经济模式包含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

生态经济[１]ꎮ 林业发展前景广阔ꎬ坚定走绿色林业

发展道路ꎬ坚持林业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相协调的

原则ꎬ通过林业科技创新ꎬ推进林业现代化、绿色化

和智能化发展ꎬ充分发挥林业资源的优势ꎬ实现林业

产业蓬勃发展ꎬ推动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ꎮ
２.１ 　 林业科技创新是发展林业经济的核心

动力

一是要加强林业科技创新支撑体系建设ꎮ 加大

林业科技投入ꎬ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ꎬ加快突

破森林智慧培育、森林资源高效利用、绿色制造和多

功能经营等关键技术ꎬ加快育种创新ꎬ着力培育适应

本地气候ꎬ且生态功能和经济效益兼备的综合效益

好的优质树种和苗木ꎬ大力推进工艺技术的研发和

推广ꎬ实现林产品精深加工ꎬ大力发展智慧林业、生
态林业、循环林业和林业特色产业ꎮ 二是推动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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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ꎮ 加大林业科技创新资金投入

力度ꎬ创新林业补贴方式ꎬ积极推广林业保险ꎬ形成

多元化的财政补贴体系ꎬ引导社会资本流向林业科

技创新ꎬ持续用数字技术武装劳动者ꎬ升级劳动资

料ꎬ促进信息工程等前沿领域与林业的结合ꎮ 三是

推进现代林业产业专业园区建设ꎮ 根据林产资源及

流通状况ꎬ优化配置林业试验站等创新平台ꎬ创建林

业产业加工专业园区ꎬ通过引进和扶持精深加工龙

头企业ꎬ建立健全协调联动机制ꎬ将林产品的培育推

广、储运保鲜和加工流通等纳入统一规范管理ꎬ提高

林产品就地就近加工率ꎬ增加林产品技术含量ꎬ进而

提升产品档次和附加值ꎬ促进林产品绿色升级ꎮ 四

是深入实施林业科技特派员制度ꎬ规范林业科技特

派员管理ꎮ 只有科技下乡、人才下沉ꎬ大力推广新品

种、推行新技术ꎬ多措施多途径为林农提供技术指导

服务ꎬ才能走出一条科技赋能的夯基固本之路ꎮ
２.２　 林业产业绿色转型是发展林业经济的强

劲动能

一是要大力培育战略新兴产业ꎬ构建林业绿色

产业体系ꎮ 绿色低碳经济衍生绿色产业ꎬ林业是公

认的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柱型产业ꎬ可充分利

用森林景观和环境资源的优势ꎬ规范发展林下绿色

种养ꎬ优化林产品生产布局和品种结构ꎬ建设特色鲜

明的优势产业带ꎬ如发展现代林下果园、林下菜园、
林下花园和林下专业养殖基地等复合经营模式ꎬ并
结合森林徒步、林地野餐、林下烧烤、林下野炊和林

下露营等绿色林业生态体验活动ꎬ推动林业与农业、
旅游、文化、休闲和康养等相关产业深度融合ꎬ允许

林农以林地森林资源或景观资源参股ꎬ以及提供相

关配套服务ꎬ以提高森林资源多样化利用率ꎬ推动林

业特色产业多元化发展ꎮ 二是要打造林业经济龙头

品牌ꎬ拓展林产品销售渠道ꎮ 发展林业经济ꎬ培育林

业产品龙头品牌是必经之路ꎮ 为保证产品质量ꎬ提
升林产品的市场竞争力ꎬ政府应加强对土地、资金、
人力资源等要素的科学配置ꎬ优先保障具有成熟产

品生产链的林业龙头企业的发展需求ꎮ 在建设龙头

品牌时ꎬ要应用绿色设施ꎬ采取绿色生产方式ꎬ严格

进行林业经济产品安全检测等工作ꎬ确保林业经济

产品在生产、加工直到销售的整个过程中ꎬ遵循绿色

管理质量标准ꎮ 产品的销售和推广同样也应体现其

绿色属性ꎮ 通过绿色产品认证ꎬ可以提升品牌形象、
增加销量和市场份额ꎬ同时也有助于深化消费者对

品牌的印象ꎬ获得行业内外的广泛认可ꎬ从而提升品

牌的社会责任感和公众形象ꎮ
２.３ 　 优质林业人才是发展林业经济的基础

支撑

一是要营造有利于林业人才发展的环境ꎬ落实

奖励激励机制ꎬ并为其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ꎮ 同时

要将科研成果转化应用ꎬ建立高效的林业技术推广

体系ꎬ确保新技术快速广泛应用ꎮ 二是要加大林业

人才培育力度ꎬ落实林业人才培养模式ꎮ 人才培养

至关重要ꎬ要构建林业人才培养体系ꎮ 可根据实际

需要采取差异化绿色培养模式[２]ꎮ 如对林农可定

期规划培训课程和不定期的林业知识更新培训ꎬ提
供实用的林业最新关键技术授课和现场指导ꎬ以解

决林农在经营中面临的技术难题ꎬ实现其向技能型

劳动者转变ꎮ 对青年技术人员ꎬ需要注重培育专业

化和现代化的实际操作技能和应对问题的能力ꎮ 尤

其要根据当地林业经济发展需求ꎬ积极培育乡土林

业人才ꎬ提升林业经营林农的科技素养ꎮ 三要落实

林业人才引进机制ꎮ 以人才引进为前提ꎬ完善薪酬

管理制度ꎬ吸引优秀林业紧缺人才ꎬ同时积极推进人

才走出去ꎬ学习有利于林业发展的先进技术ꎮ 通过

搭建合作交流平台ꎬ采取多种方式如跨学科合作、专
家授课、交流座谈ꎬ积极促进林业技术人才的经验交

流ꎬ实现资源互享信息互通ꎬ集聚更多高层次林业人

才和专业林业团队ꎬ为现代林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

才支撑ꎮ
２.４ 　 林业政策引导是发展林业经济的根本

保障

一是要加强林业宣传引导ꎬ倡导绿色低碳环保

的生活方式ꎬ充分利用世界环境日、世界湿地日和植

树节等活动ꎬ开展林业碳汇等知识的普及ꎬ调动公众

共同参与保护森林资源的积极性ꎬ并落实到发展绿

色林业的行动中来ꎮ 二是科学编制林业经济发展规

划ꎮ 发展规划要注重推广林业经济循环ꎬ提高森林

资源利用水平ꎬ要注意结合当地综合规划的发展目

标ꎬ细化林业经济发展的内容ꎮ 将林业经济组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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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与林农有效连接起来ꎬ形成绿色林业经济产业链ꎬ
打造地区林业特色ꎬ提高林草产业的生态、经济、社
会和文化效益ꎬ实现林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ꎮ 三是

要完善林业政策支持ꎬ加强对林业产业发展的引导

和调控ꎮ 良好的政策可以促进林业生产力的发展ꎬ
维护林农的利益ꎬ助推林业经济发展ꎮ 政府应制定

并完善相关政策ꎬ并通过各种政策重点解决林业产

业中的资金不足、融资难、科技应用和信息化推广不

足、林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问题ꎬ对林业经济进行

引导ꎬ促进各地的林业资源转化为生产资本ꎬ为林业

发展提供利好ꎬ减轻林业生产负担ꎮ
２.５　 林区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林业经济的必

要条件

一是要提升林区基础设施建设ꎮ 要完善林地的

道路、电力供应、污水处理、网络覆盖和信息传递等

基础设施建设ꎮ 加强林业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ꎬ投
入更多资金与资源为林业经济产业发展提供充分的

硬件设施支撑ꎬ加快建设智能化信息服务的服务站

点和设施ꎬ不断提升林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科

学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ꎬ借助互联网等技术整合

林业数据ꎬ建立林业数据库ꎬ促进林业生产的数字

化[３]ꎮ 二是要适时更新林业生产设备与生态服务

设施ꎬ改变营林设施与林业生产设施落后的局面ꎮ
不断拓展基础设施建设空间ꎬ提升林区的内生动力ꎮ
可分阶段指定基础设施建设任务ꎬ根据林区需求引

导林业投资预算ꎮ 同时可试点建设高质量的公共基

础设施精品工程ꎬ作为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ꎬ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ꎬ为林区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新活力ꎮ

３　 结语

林业资源是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生态基础

和物质基础ꎬ已成为发展绿色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ꎮ 在绿色低碳经济时代背景下ꎬ要实现林业的

持续健康发展ꎬ应充分发挥林业经济价值ꎬ将绿色低

碳理念贯彻到林业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中ꎮ 在绿色

低碳理念指导下ꎬ坚信林业产业能够实现经济效益

和生态效益的双赢ꎬ向着合理化进程发展ꎬ形成新的

发展动力ꎬ从而推动林业经济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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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研究

荆士琦

(青海民族大学ꎬ青海　 西宁　 ８１０００７)


摘　 要: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ꎬ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文章基于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全国 ２３７

个地级市数据ꎬ构建指标体系测度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ꎬ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讨其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ꎮ 研

究结果表明ꎬ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农业农村现代化ꎬ稳健性检验证明结论稳固ꎬ进一步分析显示就业结构升级在这一影响中

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ꎬ为政策制定和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证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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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背景下ꎬ农业农村

现代化成为国家战略核心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ꎬ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ꎬ提高农业竞争力和农村生活

水平ꎮ 数字金融技术因其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覆盖

范围的潜力ꎬ被视为这一进程的关键驱动力ꎮ 中央

与地方政府出台多项政策ꎬ推动数字金融基础设施

建设ꎮ 然而ꎬ推广数字普惠金融面临多重挑战ꎬ如农

村数字基础设施不足、农民数字素养和金融理解能

力有限ꎮ 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数字化建设、提

升农民素养、优化监管框架等策略ꎬ旨在通过科技创

新推动农业和农村的根本转变ꎮ

１　 文献综述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结

合ꎬ是我国包容性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为农业

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支持ꎮ 其“普惠性”特征有效缓

解了金融排斥ꎬ克服传统金融服务的时空限制ꎬ支持

各阶层的生产经营活动ꎬ缩小收入差距ꎬ合理分配财

富[１]ꎮ 李明亮等认为ꎬ数字金融提升农业经济韧

性ꎬ并通过数字鸿沟和传统金融竞争发挥调节作用ꎮ

因此ꎬ应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ꎬ提高农户金融素养

和技能ꎬ深化传统金融改革ꎬ因地制宜促进数字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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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周刊

金融赋能农业经济[２]ꎮ

２　 研究假设

农业农村现代化面临资金、信息和风险管理等

问题ꎬ数字金融在这些方面提供了有效支持ꎮ 传统

金融体系中ꎬ农村地区常遇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ꎬ

限制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ꎮ 数字金融通过互联

网和移动支付等技术ꎬ提供了更灵活便捷的融资方

式ꎬ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ꎮ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ꎬ电

子商务和大数据分析等数字金融工具深入应用于农

业生产和经营ꎬ加速了现代化进程ꎬ提升了农业农村

的竞争力ꎮ

据此ꎬ提出假设 １:数字金融对农业农村现代化

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ꎮ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ꎬ农村就业结构从低

附加值农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ꎬ提升了农村经济

效率并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ꎮ 随着就业结构的优化

升级ꎬ数字普惠金融的效能得以更加充分地展现ꎬ通

过促进就业的多元化和现代化ꎬ加速了农村地区的

经济转型和发展ꎬ这进一步增强了数字普惠金融对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推动作用ꎮ

据此ꎬ提出假设 ２:就业结构升级对数字普惠金

融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起到正向调节作用ꎮ

３　 实证分析

３.１　 数据来源、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文章选取了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全国 ２３７ 个地级市

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ꎬ其中核心解释变量数字

普惠金融总指数来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ꎬ

所有统计数据均来自 ＥＰＳ 全球统计数据库、２０１１—

２０２１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ꎬ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和相

关公报ꎮ 文章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研

究ꎮ 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全ꎬ最终样本共包

含 ２ ６０９ 个观测值ꎮ

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

响ꎬ文章建立了以下计量模型:

ＸＤＨｉꎬｔ ＝α＋βｄｉｆｉꎬｔ＋γ∑ｃｏｎｔｔｒｉꎬｔ＋μｉ＋λｔ＋εｉꎬｔ

式中ꎬＸＤＨｉꎬｔ表示 ｉ 省 ｔ 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水平ꎬｄｉｆｉꎬｔ为 ｉ 省 ｔ 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ꎬｃｏｎｔｒｉꎬｔ表

示控制变量ꎬμｉ 和 λ ｔ 分别代表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

固定效应ꎬεｉꎬｔ表示随机扰动项ꎮ

文章参考钱佰慧[３]、覃诚等[４]、辛岭[５]、徐雪等[６]

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课题组[７]的研

究成果ꎬ并在考虑指标有效性和数据可得性的前提下ꎬ

构建了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１)ꎮ

表 １　 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一级指标层 二级指标层 指标性质

Ａ.农业现代化
Ａ１.农业产业现代化

Ａ１１.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 ％ ＋
Ａ１２.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占比 / ％ ＋

Ａ１３.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 亿元 ＋
Ａ２.农业生产现代化 Ａ２１.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 千瓦 ＋
Ａ３.农业经营现代化 Ａ３１.农业劳动生产率 / 元 / 人 ＋

Ｂ.农村现代化

Ｂ１.农村基础设施现代化
Ｂ１１.安全饮用水普及率 / ％ ＋

Ｂ１２.开通互联网宽带业务的行政村比重 / ％ ＋
Ｂ１３.农村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 / 人 ＋

Ｂ２.农村公共服务现代化
Ｂ２１.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占比 / ％ ＋

Ｂ２２.乡村文化站数量 / 个 ＋

Ｂ３.农村治理现代化
Ｂ３１.已编制村庄规划的行政村占比 / ％ ＋
Ｂ３２.已开展村庄整治的行政村占比 / ％ ＋

Ｃ.农民现代化

Ｃ１.农民生活现代化 Ｃ１１.每百户汽车拥有量 / 辆 ＋

Ｃ２.农民素质现代化
Ｃ２１.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 / 年 ＋

Ｃ２２.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 / ％ ＋

Ｃ３.农村居民收支水准现代化
Ｃ３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 / 人 ＋
Ｃ３２.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元 /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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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评估数字金融

服务的广度、深度ꎬ以及数字化程度ꎬ建立了一个全面

的评价体系ꎮ 研究基于科学性、动态性、典型性和系

统性原则ꎬ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中

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ꎬ并作为核心解释变量ꎮ

为排除影响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其他因素ꎬ

文章进一步引入其他控制变量:①财政投资力度

(ｇｆ)ꎻ②对外开放程度 ( ｏｐｅｎ)ꎻ③金融发展程度

(ｆｉｎ)ꎻ④产业结构(ｉｓ)ꎻ⑤经济发展水平(ｅｃｏ)ꎮ

３.２　 基准回归

如表 ２ 所示ꎬ数字普惠金融(ｄｉｆ)的回归结果为

０.０７２ ６ꎬ且在 １％水平上显著ꎬ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

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ꎮ 随

着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ꎬ金融服务的准入门槛

得以降低ꎬ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覆盖范围逐渐扩大ꎬ

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增长ꎬ进而显著提升了农业农村

的现代化水平ꎬ据此验证假设 １ 正确ꎮ
表 ２　 基准回归果

变量 (１)ＸＤＨ (２)ＸＤＨ

ｄｉｆ ０.０７１ ３∗∗∗

(６.７８４ ５)
０.０７２ ６∗∗∗

(６.７７５ ８)

ｏｐｅｎ －０.００３ ８
(－０.５４７ ５)

ｆｉｎ ０.００１ ２
(０.８４３ ６)

ｉｓ －０.０３２ ３∗

(－１.７７７ ５)

ｅｃｏ －０.００４ ４
(－０.９８１ ９)

ｇｆ －０.００２ ８∗∗∗

(－５.０９０ 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２５６ ０∗∗∗

(４４.００４ ６)
０.３２２ ８∗∗∗

(６.７９０ ５)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 ６０７ ２ ６０７

Ｒ２ ０.８２２ １ ０.８２４ ６

　 括号里表示 ｔ 值ꎬ∗∗∗、∗∗、∗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 的显著性

水平下显著ꎮ 下同ꎮ

３.３　 调节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发挥就业结构升级效应

作用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ꎮ 文章采用调节效应模

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就

业结构升级机制ꎬ模型设定如下ꎮ

ＸＤＨｉꎬｔ ＝α ＋β ｄｉｆｉꎬｔ＋θ(ｄｉｆ×ｅｕ) ＋γ ∑ｃｏｎｔｔｒｉꎬｔ＋μｉ＋

λｔ＋εｉꎬｔ

其中ꎬｅｕ 为调节变量ꎬ即就业结构升级ꎬ控制变

量与式(１)相同ꎬ借鉴谭词等[８] 的方法ꎬ就业结构升

级(ｅｕ)选取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与第三产业就业人

员总数除以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衡量ꎮ
表 ３　 调节效应

变量 (１)ＸＤＨ (２)ＸＤＨ (３)ＸＤＨ

ｄｉｆ ０.０７２ ６∗∗∗

(６.７７５ ８)
０.０７１ ９∗∗∗

(６.７０７ １)
０.０５８ ３∗∗∗

(５.３０６ １)

ｅｕ ０.０００ １∗∗

(２.１４８ ８)
－０.００１ ０∗∗∗

(－４.４１４ ４)

ｄｉｆ×ｅｕ ０.０００ ４∗∗∗

(５.０１８ １)

ｏｐｅｎ －０.００３ ８
(－０.５４７ ５)

－０.００３ １
(－０.４４１ ７)

－０.０００ ２
(－０.０３５ ８)

ｆｉｎ ０.００１ ２
(０.８４３ ６)

０.００１ ２
(０.８８４ ２)

０.００１ ７
(１.１９５ ９)

ｉｓ －０.０３２ ３∗

(－１.７７７ ５)
－０.０３０ ７∗

(－１.６８９ ３)
－０.０２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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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２ ６∗∗∗

(－４.８０２ ６)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３２２ ８∗∗∗

(６.７９０ ５)
０.３２１ ７∗∗∗

(６.７７２ ４)
０.２９３ １∗∗∗

(６.１５８ ６)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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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２ ０.８２４ ６ ０.８２４ ９ ０.８２６ ８

　 　 文章引入就业结构升级(ｅｕ)作为调节变量ꎬ构

建数字普惠金融与就业结构升级的交乘项(ｄｉｆ×ｅｕ)

进行回归检验ꎬ如表 ３ 所示ꎬ结果表明回归系数为

０.０００ ４ꎬ且在 １％水平下显著ꎬ证明随着就业结构的优

化ꎬ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促进效果显著

增强ꎮ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直接推动了农业农

村的现代化进程ꎬ而且在就业结构更加合理的地区ꎬ

其正面影响会更为显著ꎬ从而验证假设 ２ 正确ꎮ

３.４　 稳健性检验

文章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对基准回归结果进

行稳健性检验ꎬ选取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深度、广度

和数字化程度衡量农业农村现代化ꎬ并作为核心变

量进行回归ꎮ 回归系数在 １％ 水平上显著为正ꎬ表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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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与前述分

析一致ꎬ核心结论稳健可靠ꎮ

３.５　 异质性分析

文章在考虑区域差异影响时ꎬ将数据按是否为长

江经济带划分ꎮ 结果显示ꎬ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正向影响在长江经济带更为显著ꎮ 原因在

于ꎬ长江经济带经济发达ꎬ金融基础设施完善ꎬ推动了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应用ꎮ 此外ꎬ该区域在政策支持

和市场化改革方面领先ꎬ市场机制成熟ꎬ能够更有效

地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结合ꎮ

４　 结论与政策建议

４.１　 研究结论

文章梳理了近年关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相关文献ꎬ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影响及就业结构升级的调节作用ꎮ 基于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全国 ２３７ 个地级市数据的实证研究ꎬ

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推动了农业农村现代化ꎬ且

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ꎮ 同时ꎬ就业结构升级

进一步增强了数字金融的推动作用ꎬ且在长江经济

带地区ꎬ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推动效

果更为显著ꎮ

４.２　 对策与建议

为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

化中的作用ꎬ首先应加快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ꎬ特

别是在偏远地区ꎬ应优先发展信息通信技术ꎬ确保农

村居民便捷接入数字金融服务ꎮ 其次ꎬ要注重提升

农民的数字金融素养ꎬ政府通过培训和教育推广ꎬ提

高农村居民对数字金融产品的认知和使用能力ꎬ从

而更有效地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ꎬ进一步完

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ꎬ扩大数字金融产品的种类和

覆盖范围ꎬ以满足不同层次农村居民的金融需求ꎮ

同时加强金融监管ꎬ防范潜在风险ꎬ确保数字金融服

务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ꎮ 此外ꎬ促进农村就业结构

优化ꎬ通过政策引导和激励措施ꎬ推动农村劳动力向

第二、三产业转移ꎬ提高农村经济的整体生产效率ꎮ

最后ꎬ深化市场化改革ꎬ加快市场化进程ꎬ增强市场

机制的灵活性和有效性ꎬ为数字金融的发展营造更

加有利的市场环境ꎬ进一步发挥其在农业农村现代

化中的关键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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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ꎬ我国地方性创业投资开

始起步ꎬ宁波作为民营资本充沛的沿海城市ꎬ其创业

投资的发展历程是我国创业投资行业发展的一个缩

影ꎮ 从早期国有资金主导到民间资本崛起ꎬ宁波创

业投资在政策引导下实现了从独立到融合、从约束

到引导的转变ꎮ 资金募集方式不断创新ꎬ从公司制

到有限合伙制ꎬ再到个人资本的广泛参与ꎬ资金来源

日益多元化ꎮ 投资服务向专业化迈进ꎬ依托平台引

导ꎬ提供多元化增值服务ꎮ 资本退出渠道亦不断拓

展ꎬ从单一回购到上市、并购等多路径ꎬ形成了更加

灵活高效的退出机制ꎮ

１　 民间创业投资的走向

１.１　 从独立发展走向互动融合

１９９１ 年ꎬ国内条件相对成熟的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开始允许设立创业(风险)投资基金或创办风

险投资公司ꎮ 同一时期ꎬ国家科委、财政部和中国工

商银行联合发起成立了 “科技风险开发事业中

心” [１]ꎮ １９９８ 年政协 １ 号提案之后ꎬ地方省市纷纷

组建科技风险投资机构ꎬ出现大量官办、官营的地方

国有创投公司ꎮ 宁波是民营资本充沛、股权投资相

对活跃的沿海城市之一ꎮ 但是ꎬ宁波真正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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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投资机构发展较晚ꎬ以 ２００５ 年宁波东元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成立为起点ꎮ 此后随着政策环境的日渐

改善ꎬ宁波先后成立了宁波北远创业投资中心、宁波

创业加速器投资有限公司、宁波杉杉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等一批知名创业投资机构[２]ꎮ ２００８ 年ꎬ宁波市

成为首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试点城市ꎬ私募股权投

资(创业投资)开始在宁波集聚发展ꎮ 但从整体上

看ꎬ由于资本退出渠道的匮乏ꎬ这一时期宁波创业

(股权)投资的资金来源仍以国有资金为主ꎬ民间创

业投资活动仍不够活跃ꎬ而且这一时期的股权投资

资金主要活跃于房地产、债券市场或股票市场ꎬ对新

兴产业或高科技产业的金融支持并不明显ꎬ实际上

有些偏离了真正意义上的创业(风险)投资活动ꎮ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及虚拟经济泡沫的破

灭ꎬ２０１０ 年以来西方国家开始实施“工业再造”工

程ꎬ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悄然兴起ꎮ 为抢占新一轮

产业科技革命制高点ꎬ２０１０ 年我国发布了«国务院

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ꎬ决

定大力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新材料、新能源、生物

医药等七大类新兴产业[３]ꎮ 此后ꎬ宁波市政府也紧

密跟进ꎬ出台了本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目录ꎬ颁布

了«中共宁波市委关于强化创新驱动加快经济转型

发展的决定»等一系列政策文件ꎬ引导民间创业(股
权)资本介入战略性新兴产业ꎬ大力推进多层次地

方资本市场建设ꎬ加快本地企业对接“新三板”市场

和地方股权交易中心ꎬ拓宽创业投资退出渠道ꎬ积极

培育天使投资、ＶＣ 和 ＰＥ 等多种形式的民间创业

(股权)投资主体ꎬ缓解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中长期融

资需求ꎮ 宁波市于 ２０１７ 年印发的«关于推进战略性

新兴产业倍增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ꎬ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生态

系统ꎬ推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规上工业增加值、产值

和企业数量等主要指标实现倍增发展ꎮ

１.２　 从制度约束走向政策引导

我国民间投资历来受到诸多法律制度的约束ꎬ

民间股权资本进入高新技术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

也存在各种形式的“玻璃门”或“弹簧门”ꎮ 但从改

革开放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策引导方向看ꎬ我

国创业(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总体上呈现“国退民

进”趋势ꎬ国有财政资金占比逐年下降ꎬ民间资金占

比逐年上升ꎮ
«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创业投资

企业管理暂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

理条例»«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

理暂行办法»等政策文件ꎬ为我国民间创业投资机

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ꎮ ２００７ 年修订颁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以下简称«合伙企业法»)ꎬ
使得有限合伙制在我国有了法律依据ꎬ极大地增强

了民间资金介入创业投资行业的积极性ꎮ ２００８ 年

国务院允许社保基金、券商资金和保险资金投资于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包括创业投资)ꎬ进一步扩大了

民间创业投资的资金来源ꎮ ２０１６ 年提出了«国务院

关于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ꎬ为
我国创业投资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

策支持和制度保障ꎮ 随着各项政策措施的逐步落地

和实施ꎬ我国创业投资行业有望迎来更加广阔的发

展空间和机遇ꎮ
为了支持更多民间资金进入创业事业ꎬ我国各

省市涌现了很多地方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ꎬ以“四
两拨千斤”的财政扶持方式ꎬ推动民间资本介入战

略性新兴产业ꎮ 比如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ꎬ浙江省全面启动

并设立了 ５ 只总规模超 ２０ 亿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专项引导基金ꎮ 这些引导基金通过“灵活参股”“联
合投资”及“风险补偿”等多元化手段ꎬ深度融入并

强化浙江省的创业投资生态体系ꎬ激发了本地创业

投资活力、促进了产业的转型升级ꎮ 宁波市政府也

陆续出台«关于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发展的实

施意见»(甬政办发〔２０１７〕７５ 号)«宁波市关于进一

步扩需求强动能提质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

策»(宁波市 ２０２４ 年“８＋４”经济政策)等相关政策ꎬ
鼓励民间资本通过多种途径介入战略性新兴产业ꎮ
私人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门槛也在不断

降低ꎬ为宁波日益增长的民间资金寻求新的投资渠

道提供了便利ꎮ

２　 宁波创业投资的多元化演进

２００５ 年以来ꎬ宁波创业投资机构数量日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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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ꎬ在民间资金募集、投资服务和资本退出等核心环

节ꎬ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初步形成对接发展态势ꎬ对接

模式也开始呈现明显的变化趋势ꎮ

２.１　 从公司制走向有限合伙制

宁波民间资本大规模转化为创业投资的时间是

在 ２００８ 年以后ꎮ 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０８ 年之间ꎬ由于我国

法律制度的约束ꎬ宁波创业投资企业(基金)设立以

有限责任公司形式为主ꎬ这种组织形式较难解决高

运营成本、高代理成本和弱激励机制问题ꎬ很大程度

上阻碍了民营资本介入创业投资行业的积极性[２]ꎮ

２００７ 年国家修订颁布«合伙企业法»后ꎬ宁波市人民

政府在 ２００８ 年出台了«关于印发‹鼓励股权投资企

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甬金办〔２００８〕９ 号)ꎬ
明确提出公司制和合伙制两类创业投资企业的设立

形式ꎬ特别对有限合伙制的组建规则和税收政策进

行了明确规定ꎬ成为国内首批出台“有限合伙制”地
方规章的城市之一ꎮ

２.２　 从机构资本走向个人资本

从创业投资募集资金的所有人角度看ꎬ宁波早

期民间创业资金的来源以企业或机构法人为主ꎮ
２００７ 年出台的«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宁波创业

投资发展的意见» (甬政发〔２００７〕 １３１ 号)ꎬ提出要

建立“民营资本”为主体的创业投资体系ꎬ鼓励民营

企业、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外资和民间资本设立创

业投资企业ꎬ扩大资金来源[４]ꎮ ２０１０ 年颁布的«宁

波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 (甬政发〔２０１０〕７５ 号)提出要全

民创业ꎬ加大城镇居民的创业投资扶持力度ꎮ ２０１２

年印发的«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天使投资发展

的若干意见(暂行)»(甬政发〔２０１２〕１１５ 号)进一步

提出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家、富有工商界人士等自

然人组建天使投资机构ꎬ开展天使投资活动ꎬ扶持战

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创新型初创企业成长ꎮ 此后ꎬ

宁波开始尝试“股权众筹”方式开展天使资金募集

活动ꎬ这种筹资特点是将分散个人小额资金汇集起

来ꎬ使得个人投资者出资门槛大大降低ꎮ

２.３　 资金募集组织化

从宁波创业投资的发展历史看ꎬ早期推动力量

主要是地方政府ꎬ创业投资的募集资金来源也以国

有财政资金为主ꎮ 近十年来ꎬ随着创业投资募集组

织形式的创新发展ꎬ宁波民间创业资金也开始呈现

规模化增长态势ꎬ资金来源整体上呈现“国退民进”
趋势ꎮ 以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为例ꎬ宁波辖区共有登记私募

基金管理人 ６６６ 家ꎬ管理基金 ５ ３６７ 只ꎬ管理基金规

模(净资产)达到 ７ ３４９.０２ 亿元ꎮ

３　 宁波投资服务专业化

３.１　 从自营模式走向专业委托模式

宁波民营资本通过创业(股权)投资形式介入

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有以下四种方式:
第一种形式是民营企业直接设立战略性新兴产

业领域的子公司ꎮ 这种形式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就开

始兴起ꎮ 宁波一些传统制造业领域的民营企业ꎬ经
过前期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和原始资本积累ꎬ具有了

一定的资金实力ꎻ后来借助技术升级改造或商业模

式创新等途径ꎬ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子公司ꎬ
将原有的技术产品划归到新公司ꎬ事实上实现了民

间资本从传统产业领域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转移ꎮ
第二种形式是民营企业通过控股(参股)或战

略联盟等形式ꎬ介入战略性新兴产业ꎮ 宁波雅戈尔、
均胜集团等龙头企业ꎬ通过控股(参股)或直接出资

收购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子公司或研究机构ꎬ实
现传统民营资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投资资本的

转化ꎮ
第三种形式是民营企业或私人投资者通过独立

组建或参股创业投资企业(基金)的形式ꎬ介入战略

性新兴产业ꎮ 通过将民营资金委托给专业团队或基

金管理者进行投资运作ꎬ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ꎬ是真

正意义上的创业(风险)投资活动ꎮ
第四种形式是民营企业家或富有投资人士对战

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新创企业开展天使投资ꎬ包括

各类非正式、分散化的个人天使投资行为以及组织

化、正规化的天使投资机构活动ꎮ
从以上四种介入形式来看ꎬ宁波的民营创业投

资活动从一开始的非专业化投资模式逐渐走向专业

化投资服务模式ꎮ 第一种民营企业直接投资形式以

及第二种民营企业自身开展的股权投资活动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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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专业化股权投资模式ꎮ 这类股权投资活动多以

小范围私募形式募集资金ꎬ主要出资人往往同时扮

演了投资决策人身份ꎬ投资决策人大多从传统产业

转化而来ꎬ缺乏新兴行业技术背景或从业经历ꎬ投资

管理程序不太规范ꎬ投资决策主观随意性较大ꎬ投资

风险控制相对薄弱ꎻ这些专业化投资模式不仅拥有

更丰富的行业知识和经验ꎬ还能通过规范的投资管

理流程和风险控制机制ꎬ更有效地识别和支持具有

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ꎬ从而促进了民营资本

向新兴产业的有序和高效转移ꎮ
３.２　 从“一对一”走向“平台引导型”投资服务

早期宁波创业投资机构对风险企业的投资ꎬ主
要采用“一对一”项目搜寻方式ꎬ主要通过创业投资

经理的项目跟踪调查和筛选推荐获得信息源ꎮ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ꎬ为了更好地引导民间创业

资本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接ꎬ国家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鼓励中介服务载体(平台)的发展ꎮ 随后宁波

市涌现一系列对接服务平台ꎬ包括政策性引导基金、
新兴产业(研发)园区、科技孵化基地、天使投资俱

乐部、金融投资广场、新材料科技城等ꎮ 近年来ꎬ随
着政策环境的日益优化ꎬ宁波创业投资机构不仅在

资金募集上实现了从机构资本到个人资本活跃的转

变ꎬ还在投资服务上迈向了专业化ꎬ从自营模式逐渐

过渡到专业委托模式ꎬ并形成了“平台引导型”投资

服务模式ꎮ
不同的平台在引导创业投资服务中各有特色ꎬ

具体见表 １ꎮ

表 １　 平台引导型投资服务模式

服务平台 成立时间 运行模式
科技人才银行 ２０１４ 创业创新人才库＋人才银行＋风险投资机构＋资产管理机构

宁波天使投资引导基金 ２０１６ 天使投资＋孵化器＋创业导师＋为初创企业提供资金、场地和创业指导服务
宁波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 ２０１７ 产业集聚＋创新服务＋投融资对接＋打造一站式产业创新服务平台

宁波前湾新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 ２０１８ 前沿科技孵化＋风险投资＋产学研合作
宁波智能制造产业投资基金 ２０１９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专注于智能制造领域的股权投资

宁波生物医药产业创新服务中心 ２０２０ 生物医药项目孵化＋投资＋产业链整合
宁波数字经济创新产业园 ２０２１ 数字经济企业孵化＋风险投资＋创新资源集聚

宁波绿色能源产业投资基金 ２０２２ 绿色能源项目投资＋政策扶持＋金融支持

　 资料来源:根据平台官方网站和宁波日报等网络报道资料整理而得ꎮ

　 　 ３.３　 从单一资本服务走向多元化增值服务

民间创业投资介入宁波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

中ꎬ从原来的单一融资服务为主开始转向非资本增

值服务ꎮ 早期宁波创业投资企业在项目选择和设计

上缺乏远见ꎬ项目投资阶段集中在成长(扩张)期ꎬ

而对初创期投资阶段的投资比例偏低ꎬ尤其是种子

期投资更少ꎮ 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ꎬ宁波创业投资

机构开始积极拓展社会资本资源ꎬ增加对被投资企

业的非资本增值服务[２]ꎮ

４　 宁波资本退出渠道多元化

４.１　 从回购退出走向多元化退出

在宁波创业投资领域ꎬ资本退出渠道逐渐从传

统的股权回购退出模式向更加丰富的退出路径拓

展ꎮ 上市退出渠道作为重要的资本增值途径ꎬ其占

比显著增长ꎬ并且这一趋势正由主板、中小板和创业

板市场向更加灵活和包容的“新三板”及“新四板”
市场转移ꎬ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融资和

退出选择ꎮ
４.２　 从政策引导激励走向市场环境治理

宁波市政府对创投资本退出的引导激励ꎬ从原

来的上市退出政策激励为主ꎬ开始转向完善外部市

场环境的综合性治理ꎬ完善投融资运行机制ꎬ加强多

元化退出渠道建设ꎮ
２０１１ 年宁波市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宁波企业

上市的若干意见» (甬政办〔２０１１〕 １３５ 号)ꎬ实行财

政专项奖励和税收返还等形式ꎬ鼓励本地企业通过

境内外并购或买壳上市、兼并重组以及进入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代办报价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交易ꎮ
２０１２ 年出台的«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天使投资

发展的若干意见(暂行)»(甬政发〔２０１２〕１１５ 号)提
出ꎬ拓宽天使投资退出渠道ꎬ积极推进“新三板”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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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ꎬ支持天使投资扶持的创新型初创企业优先进入

股份代办转让系统挂牌交易ꎮ 引导基金退出后将退

出后的净收益按一定比例共同投资天使投资机构

(个人)ꎮ ２０１８ 年ꎬ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
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

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ꎬ该文件对资

管产品向下投资ꎬ即对资管产品再投资资管产品的

层数做出了限制ꎬ这有助于引导资管机构更加审慎

地管理风险ꎬ同时也为创业投资提供了更加灵活的

资金来源渠道ꎮ 当破产或发生清算时ꎬ引导基金按

出资比例承担相应损失ꎮ 在拓展天使投资的退出渠

道中ꎬ鼓励市创投引导基金通过阶段参股等形式扶

持天使投资机构发展ꎻ经过天使投资支持、成长性较

好的创新型初创企业ꎬ可以优先推荐给宁波市创投

引导基金ꎬ获得科技信贷、科技担保等科技金融支

持[５]ꎮ 对培育成功的初创期企业ꎬ再经过市创投引

导基金的推荐ꎬ更容易获得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的

二次股权投资ꎬ从而形成天使投资机构和创业(风
险)投资机构之间的联动合作ꎬ为天使投资顺利退

出初创期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渠道保障ꎮ

５　 结语

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我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ꎬ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未来经

济发展的重要引擎ꎬ其高技术含量、高成长潜力和高

附加值的特性日益凸显[６]ꎮ 而民间创业投资作为

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以其灵活性强、市场敏感

度高的优势ꎬ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必要的金融

支持ꎮ 宁波作为民营资本充沛的沿海城市ꎬ是民间

资本与政府引导政策相结合的典范ꎬ其战略性新兴

产业与民间创业投资的对接模式探索ꎬ不仅为区域

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ꎬ也为我国其他地区提供

了可借鉴的经验和启示ꎮ 未来ꎬ随着政策环境的不

断优化和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ꎬ相信宁波乃至全国

的创业投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的对接将更加紧

密、高效ꎬ共同推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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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探究

汪　 飞

(中共怀宁县委党校ꎬ安徽　 安庆　 ２４６１００)


摘　 要:文化科技创新是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数字化的大趋势和关键ꎬ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ꎬ加快发展新型文化

业态ꎬ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ꎮ 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背景下ꎬ从提高科技赋能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快传统文化业态转

型升级、促进“文化＋科技”新兴产业形式的创造等方面阐述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价值ꎬ而长三角地区的政策、产业链、人才链、

资金链等因素成为制约区域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关键因素ꎬ最终从推动科技创新政策体系落地、强化人才和资金要素投入、打造长

三角特色区域文化科技产业集群等方面促进区域文化科技融合发展ꎮ

关键词:长三角ꎻ文化ꎻ科技ꎻ融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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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

路径ꎬ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科

技创新中心之一ꎬ汇集了众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

创新企业ꎬ科技人才密集ꎬ科研成果丰硕ꎮ 同时长三

角地区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文化遗产ꎬ是

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前沿阵地ꎬ文化市场活跃ꎬ文化

消费需求旺盛ꎮ 丰富的科技资源为文化与科技融合

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和创新动力ꎬ深厚的文化底

蕴又为文化与科技融合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内容ꎬ

而活跃的文化市场则为融合创新成果的应用和推广

提供了广阔的空间ꎮ 探索长三角一体化下文化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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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

技融合的有效机制ꎬ能够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ꎬ形
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ꎮ

１　 文献综述

针对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探索ꎬ学界早有研究ꎬ国
外学者聚焦于分析文化和科技的关系及科学技术对

文化产业的作用方面ꎮ 如 Ｊｅｆｆｃｕｔｔ 和 Ｐｒａｔｔ 认为ꎬ文
化和科技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关系[１]ꎻＢｅｒｍａｎ 和

Ｈａｇａｎ 通过研究发现ꎬ科学技术能够促进文化产业

的创新和增长[２]ꎮ 国内学者的研究多在文化科技

融合的内涵及意义、融合影响因素、融合模式、实现

路径和融合水平测度方面ꎮ 如在融合内涵及意义方

面ꎬ贾淑品认为双方能够互相成就ꎬ科技创新能够解

决文化强国建设中面临的文化影响力不足、文化发

展不平衡等问题[３]ꎻ在融合影响因素方面ꎬ杨睿博

和刘伟认为产业跨界增长、各级政府系统性政策支

撑、新兴市场需求等方面内生驱动文化科技融合发

展[４]ꎻ在融合模式方面ꎬ钱明辉等将聚类结果分别

命名为资源数化型、流程赋能型、呈现富化型、传播

优化型、复合强化型 ５ 种文化科技融合模式[５]ꎻ在文

化科技融合水平测度方面ꎬ苏卉和康文婧基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相关数据ꎬ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

模型ꎬ对陕西省文化科技融合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并

分析影响文化科技融合的因素[６]ꎮ
梳理相关文献可知ꎬ目前多数研究文化与科技

融合创新是由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的若干要素形成

的复杂系统ꎬ且对二者间的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认

识ꎬ但总体上看:其一ꎬ关于文化与科技融合的研究

多以理论层面的分析为主ꎻ其二ꎬ研究主要基于定性

方法ꎬ定量研究不多ꎬ虽有一些学者对文化与科技融

合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ꎬ但相关变量的选择过

于单一ꎬ解释程度不高ꎻ其三ꎬ较少深入分析文化与

科技融合创新的交互联系ꎮ

２　 长三角一体化下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现

状与存在问题

２.１　 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价值

２.１.１　 提高科技赋能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科技融入能为文化产业带来新的创意、形式和

内容ꎬ激发创新活力ꎬ创造出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的

文化产品和服务ꎬ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ꎮ 同时科

技赋能文化产业能够推动其与其他相关产业深度融

合ꎬ形成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ꎬ创造新的经济增

长点ꎮ
２.１.２　 加快传统文化业态转型升级

借助大数据分析传统文化业态能更好地了解市

场需求和消费者偏好ꎬ从而实现精准营销和个性化

服务ꎮ 还可以根据用户的兴趣和行为数据ꎬ定制文

化产品和服务ꎬ提高用户的满意度和参与度ꎮ 另外ꎬ

人工智能技术用于文化内容的创作和生成ꎬ为传统

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ꎮ 智能推荐

系统也能够将合适的传统文化内容推送给感兴趣的

用户ꎬ提高文化资源的利用率ꎮ

２.１.３　 促进“文化＋科技”新兴产业形式的创造

首先ꎬ在数字内容产业领域ꎬ融合创新催生了数

字动漫、数字影视、数字游戏等新兴业态ꎮ 其次ꎬ虚
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推动了虚拟文化旅游产业的

兴起ꎮ 最后ꎬ在文化金融领域ꎬ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

字版权认证、数字资产交易等创新模式ꎬ为文化产业

的融资和产权保护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ꎮ
２.２　 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２.２.１　 政策支撑存在滞后性和不连续性

一是政策制定存在延迟性ꎮ 文化与科技融合是

一个新兴且快速发展的领域ꎬ新技术、新业态、新模

式不断涌现ꎬ然而政策制定需要一系列的调研、论证

和决策过程ꎬ导致政策出台时ꎬ相关产业已经发展到

了新的阶段ꎬ政策无法及时有效地引导和规范产业

发展ꎮ 二是不同地区政策缺乏协同ꎮ 长三角地区各

省市在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方面的政策存在差异ꎬ

缺乏有效的协同和衔接ꎬ导致企业在跨区域发展时

面临政策不一致的问题ꎬ增加了运营成本和市场风

险ꎬ也影响了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进程ꎮ 另外ꎬ由于政

府换届、部门职能调整等原因ꎬ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

现中断或改变ꎬ影响了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ꎬ降

低了政策的执行效果ꎮ

２.２.２　 产业链弊端明显

一是缺乏协同合作机制ꎮ 长三角区域的文化和

科技领域企业合作不足ꎬ各自为政ꎬ未形成有效的产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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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同ꎬ同时产业链各环节的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ꎬ

导致部分环节积极性不高ꎬ影响产业链的顺畅运行ꎬ

如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创新成果容易被侵权ꎬ知识产

权保护力度不够使得企业创新动力受损ꎬ不愿意投

入更多资源进行创新和产业链拓展ꎬ导致产业链循

环受阻ꎮ 二是产品和服务创新不足ꎮ 企业创新能力

普遍较弱ꎬ缺乏对新技术、新模式的探索和应用ꎬ导

致多数文化与科技融合的产品和服务缺乏创新性ꎬ

形式和内容大同小异ꎬ缺乏独特的创意和亮点ꎬ难以

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和兴趣ꎬ市场竞争力不强ꎮ 三是

产业融合深度不够ꎮ 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多停留于表

面ꎬ缺乏深度融合ꎬ简单地将科技手段应用于文化产

品的传播和推广ꎬ而在文化内容创作、生产流程优化

等方面的融合不够深入ꎬ未能充分发挥科技对文化

产业的提升作用ꎮ

２.２.３　 人才链支撑作用不明显

一是人才激励机制不健全ꎮ 一方面ꎬ薪酬待遇

缺乏竞争力ꎬ与一些发达地区或热门行业相比ꎬ长三

角地区文化与科技融合领域的整体薪酬水平不高ꎬ

对高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的吸引力不足ꎻ另一方面ꎬ

职业发展空间受限ꎬ部分企业缺乏完善的人才晋升

机制和职业发展规划ꎬ人才在企业内部的成长空间

有限ꎮ 二是培养能力不足ꎮ 对能够引领文化与科技

融合发展的高端人才ꎬ本地培养能力有待提升ꎬ缺乏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平台和学术团队ꎬ难以培养

出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的高端人才ꎬ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了产业的高端化发展ꎮ 三是合作平台缺

乏ꎮ 缺乏有效的产学研合作平台ꎬ企业与高校、科研

机构之间的合作不够紧密ꎮ 这使得人才的科研成果

难以转化为实际的产业应用ꎬ企业也无法借助高校

和科研机构的智力资源解决技术难题和创新发展问

题ꎬ影响了人才链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ꎮ

２.２.４　 资金链供应不足

一是政府投入有限ꎮ 长三角地区地方政府虽重

视文化与科技融合ꎬ但受财政预算总量及分配结构

影响ꎬ投入相关领域的资金相对有限ꎮ 另外ꎬ部分地

区出台的扶持政策缺乏对文化与科技融合关键环节

的精准聚焦ꎬ资金投放较为分散ꎬ资金使用效益不

高ꎮ 二是社会资本参与度不高ꎮ 文化与科技融合项

目具有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市场不确定性高等

特点ꎬ社会资本担心投资难以获得预期回报ꎬ导致社

会资本不敢轻易进入ꎮ 三是融资困难ꎮ 文化与科技

融合企业缺乏足够的固定资产作为抵押物ꎬ难以满

足银行传统的贷款要求ꎮ 同时ꎬ银行对这类企业的

信用评估体系不够完善ꎬ贷款审批较为严格ꎬ导致企

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较大ꎮ 另外ꎬ对文化与科技

融合企业来说ꎬ通过上市、发行债券等方式在资本市

场融资的门槛较高ꎬ难以获得资本融资ꎮ

３　 长三角一体化下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

对策建议

３.１　 推动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化布局和系统性

落实

一是加强统筹协调ꎮ 建立长三角地区文化与科

技创新政策协调小组ꎬ负责统筹规划和协调推进科

技创新政策的制定与实施ꎬ定期召开会议ꎬ共同研究

解决政策协同中出现的问题ꎮ 二是统一规划与布

局ꎮ 联合制定长三角一体化科技创新发展规划ꎬ确

保政策体系化布局的方向一致性ꎮ 同时ꎬ依据各地

产业基础和优势ꎬ进行差异化定位ꎬ实现区域内的互

补与协同发展[７]ꎮ 三是完善政策体系ꎮ 构建涵盖

财政支持、税收优惠、金融服务、人才流动、知识产权

保护等全方位的政策框架ꎬ并加大对基础研究、前沿

技术研发的投入ꎮ

３.２　 文化产业与科技创新双轮驱动ꎬ打造长三

角特色区域文化科技产业集群

一是推动科技创新ꎮ 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机

构合作ꎬ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ꎬ加强文化科技领

域核心技术攻关ꎬ并搭建文化科技成果转化平台ꎬ加

速科技成果在文化产业中的应用和推广ꎬ同时促进

资源共享ꎬ推动科技基础设施、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等

资源的共享共用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ꎮ 二是培育龙

头企业ꎮ 选择一批有潜力的文化科技企业ꎬ给予重

点扶持ꎬ帮助其做大做强ꎬ发挥引领带动作用ꎻ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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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

龙头企业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整合产业链资源ꎬ提

升产业集中度和竞争力ꎮ 三是打造特色品牌ꎮ 深入

挖掘长三角地区独特的文化资源ꎬ将其与现代科技

相结合ꎬ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科技产品和服务

品牌ꎬ同时加强品牌宣传和推广ꎬ提高长三角文化科

技产业集群的知名度和影响力ꎮ

３.３　 围绕产业链和创新链发展需求ꎬ前瞻性、

全局性部署建设人才链

一是优化人才培养体系ꎮ 推动高校、职业院校

与企业合作ꎬ建立产学研联合培养机制ꎬ根据产业需

求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ꎮ 同时ꎬ鼓励企业开展

内部培训和继续教育ꎬ提升员工的专业技能和创新

能力ꎮ 二是促进人才流动与共享ꎮ 建立健全人才流

动机制ꎬ鼓励人才在产业链和创新链的不同环节、不

同企业之间合理流动ꎮ 推动人才共享平台建设ꎬ通

过兼职、项目合作等方式实现人才资源的高效利用ꎮ

三是完善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ꎮ 建立以创新能力、

业绩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ꎬ破除唯学历、唯职

称、唯论文等倾向ꎮ 设立多样化的人才激励措施ꎬ如

奖金、股权、荣誉称号等ꎬ充分激发人才的创新创造

活力ꎮ 还要打造宽容失败、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ꎬ为

人才提供宽松的创新环境ꎮ

３.４　 强化资金投入对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

支撑作用

一是加大政府财政投入ꎮ 设立文化与科技融合

创新专项基金ꎬ加大对文化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投

入ꎮ 对文化与科技融合的企业和项目ꎬ根据其创新

程度、社会效益等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ꎮ 二是引导

社会资本投入ꎮ 建立政府引导基金ꎬ通过与社会资

本合作的方式ꎬ设立文化科技投资基金ꎬ吸引更多社

会资金进入该领域ꎮ 出台税收优惠政策ꎬ鼓励企业、

个人和机构对文化与科技融合项目进行投资ꎮ 三是

完善金融服务体系ꎮ 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

服务ꎬ为文化与科技融合企业提供知识产权质押贷

款、信用贷款等融资方式ꎮ 建立文化与科技融合企

业的信用评价体系ꎬ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成本ꎬ

提高融资效率ꎮ 四是支持企业上市融资ꎮ 加强对文

化与科技融合企业的上市辅导ꎬ帮助企业规范治理

结构ꎬ满足上市条件ꎬ并对成功上市的企业给予一定

的奖励和补贴ꎬ提高企业上市的积极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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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全球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ꎬ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ꎮ 文章聚焦

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模式研究ꎬ旨在探讨数字经济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与路径ꎬ倡导技术创新

引领、产业融合及资源优化策略ꎬ为政策制定与企业实践献策ꎮ 分析结果表明ꎬ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模式与管理革新ꎬ助力传

统产业迈向高端、智能与绿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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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全球科技的飞速发展ꎬ数字经济已成为推

动全球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ꎬ其影响力和竞争

力日益凸显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ꎬ全面总结了当年的经济工作ꎬ会议深刻分析了当

前经济形势ꎬ明确提出了未来一年经济工作的总体

要求和重点任务ꎮ 会议强调ꎬ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

促稳的基本路径ꎬ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ꎬ特别指出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ꎬ发展数字

经济ꎬ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ꎮ 这一表述不仅彰

显了数字经济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ꎬ也为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政策支撑和行动指南ꎮ

近年来ꎬ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大ꎬ已成为经

济发展的新引擎ꎮ 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数

据ꎬ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在 ２０１９ 年已达到 ３５.８ 万亿

元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一ꎮ 这表明

数字经济已深度融入我国经济发展各个领域ꎬ对提

升经济效率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政府通过出台«关于加快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

施意见»«关于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等政策措施ꎬ不断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力度ꎬ加强数字人才培养和引进ꎬ加快数字产业发

展ꎬ为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创造了有利

条件ꎮ 在此背景下ꎬ本文旨在探讨数字经济赋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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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模式ꎬ深入分析数字经济的基本

特征及其对传统产业的影响机制ꎮ

１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现状及面临的

困境

１.１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总体趋势

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ꎬ政府高度重视传统产业

的转型升级ꎬ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ꎬ旨在通过数字

经济赋能ꎬ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方向发展ꎮ 这些政策涵盖了技术创新、产业融合、资

源配置等多个方面ꎬ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

力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１]ꎮ 从传统产业自身来

看ꎬ面对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ꎬ越

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转型升级的紧迫性和重要

性ꎮ 它们纷纷加大研发投入ꎬ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

经验ꎬ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产品结构的优化ꎮ 同

时ꎬ这些企业还积极探索与数字经济融合的新路径ꎬ

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手段ꎬ提升生产效率、

降低运营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２]ꎮ 具体来说ꎬ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总体趋势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技术创新成为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ꎬ企业不

断加大研发投入ꎬ推动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不

断涌现ꎻ二是产业融合成为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ꎬ传

统产业与数字经济、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

深度融合ꎬ催生了新的业态和模式ꎻ三是绿色发展成

为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ꎬ企业积极响应国家环保政

策ꎬ推动生产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ꎻ四是国际化成为

转型升级的新趋势ꎬ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ꎬ

拓展海外市场ꎬ提升国际竞争力ꎮ

１.２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成效

１.２.１　 生产效率提升

传统产业通过引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ꎬ实现了

生产流程的自动化、智能化改造[３]ꎮ 这不仅大幅减少

了人工操作环节ꎬ降低了人力成本ꎬ还显著提高了生

产效率和产品质量ꎮ 例如ꎬ智能制造系统的应用ꎬ使

得生产线能够实时调整生产参数ꎬ优化生产流程ꎬ实

现精准控制和高效生产ꎮ 同时ꎬ物联网、大数据等技

术的应用ꎬ使得企业能够实时监控生产状态ꎬ及时发

现并解决问题ꎬ进一步提升了生产效率和响应速度ꎮ

１.２.２　 产品创新能力增强

数字经济为传统产业提供了丰富的创新资源和

手段ꎬ促进了产品创新的不断涌现ꎮ 企业利用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技术ꎬ进行产品设计和研发ꎬ能够快

速响应市场变化ꎬ推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新产

品[４]ꎮ 同时ꎬ数字平台上的用户反馈和数据分析ꎬ

为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市场信息ꎬ帮助企业精准定位

市场需求ꎬ优化产品功能ꎬ提升用户体验ꎮ 这种基于

数据的创新模式ꎬ使得传统产业的产品创新能力得

到了显著增强ꎮ

１.２.３　 产业链协同优化

数字经济还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

同合作ꎬ推动了产业链的优化升级ꎮ 通过构建数字

化平台ꎬ企业能够实现供应链信息的实时共享和透

明化ꎬ提高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和协同效率[５]ꎮ 同

时ꎬ数字技术的应用还使得企业能够更精准地预测

市场需求ꎬ合理安排生产计划ꎬ减少库存积压和浪

费ꎮ 这种基于数字化的协同模式ꎬ不仅降低了企业

的运营成本ꎬ还增强了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力ꎮ 此外ꎬ

数字经济还促进了跨界融合和生态构建ꎬ为传统产

业带来了更多的合作机会和发展空间ꎮ

１.３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挑战

１.３.１　 技术层面的困境

技术层面的困境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首要难

题ꎮ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ꎬ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层出不穷ꎬ要求传统产业不断更新设备、改进工艺以

适应市场变化和消费者需求ꎮ 然而ꎬ许多传统产业

在技术创新方面存在明显短板ꎬ技术更新速度滞后

于市场需求ꎮ 同时ꎬ技术人才的短缺也是制约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ꎮ 现有技术团队难以迅速

掌握新技术ꎬ而市场上具备相关技能的人才又供不

应求ꎬ这种技术与人才之间的不匹配现象严重阻碍

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ꎮ

１.３.２　 市场层面的困境

市场层面的困境则主要体现在市场需求变化和

市场竞争压力两个方面ꎮ 随着消费者需求的日益多

—３８—



市场周刊

样化和个性化ꎬ传统产业面临市场需求快速变化的

挑战ꎮ 新产品、新服务的市场推广需要时间和资金

的投入ꎬ且成功与否存在很大不确定性ꎮ 此外ꎬ传统

产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往往需要重新定位市场ꎬ面

对来自国内外竞争对手的激烈竞争ꎮ 市场份额的争

夺、品牌影响力的提升以及市场渠道的拓展等问题

都需要传统产业付出巨大努力ꎮ

１.３.３　 制度层面的困境

制度层面的困境则主要体现在政策环境的不完

善和产业协同发展的不足两个方面ꎮ 虽然政府出台

了一系列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ꎬ但在

政策落实和执行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ꎮ 例

如ꎬ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有限ꎬ难以满足企

业转型升级的实际需求ꎻ政策执行不到位、政策变动

频繁等问题也给企业带来了额外的经营风险和不确

定性ꎮ 此外ꎬ产业协同发展的不足也是制约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ꎮ 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往往

需要与其他相关产业进行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ꎬ但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利益分配不

均等问题ꎬ导致产业协同发展的难度加大ꎮ 这种协

同发展的不足不仅影响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进

程ꎬ也制约了整个产业链的健康发展ꎮ

２　 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对策

２.１　 技术创新驱动策略

２.１.１　 加强核心技术研发与应用

在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ꎬ

核心技术犹如引擎ꎬ驱动着整个转型过程的加速前

行ꎮ 因此ꎬ首要任务是加大对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ꎬ

构建一个由政府引导、企业为主体、高校与科研机构

深度参与的创新生态系统ꎮ 这一系统应聚焦于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技术领域ꎬ通过

跨学科、跨行业的协同创新ꎬ力求在关键技术上取得

重大突破ꎮ 同时ꎬ注重技术成果的转化与应用ꎬ鼓励

企业将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融入生产实践ꎬ通过技

术改造和升级ꎬ实现生产流程的智能化、自动化ꎬ从

而显著提升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及市场

竞争力ꎮ 此外ꎬ还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ꎬ为技术创新

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ꎬ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ꎮ

２.１.２　 推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化基础设施作为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基

石ꎬ其建设和完善对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具有不

可估量的价值ꎮ 为此ꎬ需加快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

进、安全可靠的新一代信息通信网络ꎬ确保数据传输

的高效与安全ꎮ 同时ꎬ加大对数据中心、云计算中

心、大数据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ꎬ为传统

产业提供强大的数据处理、存储和分析能力ꎬ助力企

业精准洞察市场趋势ꎬ优化资源配置ꎮ 此外ꎬ还应积

极推广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网络技术在传统

产业中的应用ꎬ推动生产设备、生产过程和供应链的

全面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改造ꎮ 这不仅有助于

提升生产效率和灵活性ꎬ还能促进供应链上下游企

业的紧密协作ꎬ形成更加高效、协同的产业生态ꎮ 通

过这一系列举措ꎬ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奠定坚实的

信息化基础ꎬ加速其向数字经济时代的跨越ꎮ

２.２　 产业融合创新策略

２.２.１　 深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

在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ꎬ

深化两者融合是核心策略之一ꎮ 这不仅意味着将云

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作为工具ꎬ简单

嵌入传统产业的各个环节ꎬ而是要实现技术与产业

的深度融合ꎬ重塑产业价值链ꎮ 具体而言ꎬ传统产业

需从底层架构开始ꎬ进行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ꎬ包括

但不限于生产流程的智能化改造、管理模式的数字

化升级以及营销渠道的数据化拓展ꎮ 通过构建基于

大数据的决策支持系统ꎬ企业能够实时分析市场动

态ꎬ精准预测消费趋势ꎬ从而快速调整生产计划和市

场策略ꎬ提高运营效率和市场响应速度ꎮ 此外ꎬ数字

经济企业与传统产业企业应建立更加紧密的战略合

作关系ꎬ共同探索数据驱动的新商业模式ꎬ如共享经

济、个性化定制等ꎬ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ꎬ共同开

拓新的市场蓝海ꎮ

２.２.２　 强化跨界合作与生态构建

跨界合作是推动产业融合创新的关键环节ꎮ 传

统产业应勇于打破行业界限ꎬ积极寻求与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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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文化创意等领域的合作机会ꎬ通过跨界融

合ꎬ激发新的增长点ꎮ 这种合作不仅限于技术层面

的交流ꎬ更包括市场、用户、品牌等多维度的资源整

合ꎮ 通过跨界合作ꎬ传统产业可以引入外部创新资

源ꎬ加速技术创新和产品迭代ꎬ同时拓宽市场渠道ꎬ

提升品牌影响力ꎮ 此外ꎬ构建开放合作的产业生态

体系至关重要ꎮ 政府应发挥引导作用ꎬ搭建产业合

作平台ꎬ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ꎬ为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提供全方位支持ꎮ 同时ꎬ鼓励企业间建立产业联

盟ꎬ通过共享资源、共担风险、协同创新ꎬ形成互利共

赢的产业生态ꎬ共同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

质量发展ꎮ

２.３　 优化资源配置策略

２.３.１　 强化政策引导与精准施策

在推动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

中ꎬ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推手ꎬ需进一步优化政

策设计ꎬ确保政策导向的精准性与有效性ꎮ 首先ꎬ应

建立健全转型升级的政策体系ꎬ包括但不限于税收

优惠、财政补贴、低息贷款等多元化支持措施ꎬ以减

轻企业转型升级的财务负担ꎬ降低其风险ꎮ 其次ꎬ政

府应深入调研传统产业的具体需求与痛点ꎬ实施

“一企一策”或“一行一策”的定制化政策ꎬ确保政策

红利能够精准对接企业需求ꎬ促进资源的高效配置ꎮ

此外ꎬ还应建立健全政策执行与监督机制ꎬ确保政策

落实到位ꎬ防止政策空转或偏离初衷ꎮ 同时ꎬ政府应

加强与企业的沟通交流ꎬ及时收集反馈意见ꎬ动态调

整优化政策内容ꎬ形成政策制定、执行、评估、调整的

闭环管理机制ꎮ

２.３.２　 深化数字经济人才战略

数字经济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是驱动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的关键ꎮ 面对当前数字经济领域人才短缺的

状况ꎬ需从培养、引进、使用、评价等多个环节入手ꎬ

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才发展体系ꎮ 在人才培养

方面ꎬ应加大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中数字经济相

关专业的投入ꎬ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ꎬ推动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ꎬ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经验的复合

型人才ꎮ 同时ꎬ鼓励企业开展内部培训ꎬ提升员工数

字技能水平ꎮ 在人才引进方面ꎬ应完善人才引进政

策ꎬ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工作条件和生活保

障ꎬ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ꎮ

３　 结论与展望

数字经济正深刻重塑传统产业的格局ꎬ其技术

创新、模式革新与管理优化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

供了强大的驱动力ꎮ 它不仅加速了传统产业向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迈进ꎬ还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

与创新能力ꎬ促进了产业链协同ꎬ为高质量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ꎮ 展望未来ꎬ随着科技不断跃升与数字

技术持续创新ꎬ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将更加

紧密ꎬ产业升级的深度与广度将不断拓展ꎮ

在此过程中ꎬ政府与企业需携手并进ꎬ优化政策

环境ꎬ强化基础设施建设ꎬ深化人才培养与引进ꎬ共

筑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升级的坚实桥梁ꎮ 随着各方合

作的深化与创新模式的不断涌现ꎬ数字经济与传统

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开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ꎬ

为社会的全面进步贡献卓越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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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艇产业发展及监管研究

王　 晶

(杭州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ꎬ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０４)


摘　 要:游艇产业作为高端休闲娱乐的代表ꎬ正逐渐成为全球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基于此ꎬ文章分析游艇产业的发展背

景ꎬ探讨游艇产业的发展趋势ꎬ分析游艇产业快速发展中存在的监管问题ꎬ如营运问题、检验问题、税收问题、停泊问题ꎬ提出加强

游艇产业监管的政策建议ꎮ 经过实践证明ꎬ通过加强监管和政策引导ꎬ有利于促进游艇产业的健康发展ꎬ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

益的双赢ꎮ

关键词:游艇ꎻ产业发展ꎻ共享经济ꎻ安全监管

中图分类号:Ｆ５０３ꎻＦ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４４２８(２０２５)０４－００８６－０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ｙａｃｈ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ｇ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ＴｅａｍꎬＨａｎｇｚｈｏｕꎬＺｈｅｊｉａｎｇꎬ３１０００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ｎｄ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ꎬｙａｃｈ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ｙａｃｈ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ꎬ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ｙａｃｈ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ꎬ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ｙａｃｈ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ꎬｓｕｃｈ ａ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ꎬ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ꎬｔａｘ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ｂｅｒｔｈ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ꎬａｎｄ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ｙａｃｈ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ｈａｓ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ｙａｃｈ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ａ￣

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ａ ｗｉｎ－ｗｉ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ｙａｃｈｔꎻ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ꎻｓｈａｒ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ꎻｓａｆｅｔ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０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不断发展ꎬ人们生活水平持续提

高ꎬ游艇产业成为常见的高端休闲娱乐方式ꎬ并逐渐

成为全球旅游业的新亮点ꎮ 游艇不仅代表着一种奢

华、个性的生活方式ꎬ更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ꎬ而游艇产业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监管

问题ꎬ如何平衡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安全管理之间

的关系ꎬ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游艇产业发展

局限于游艇设计制造ꎬ涉及游艇销售、租赁、维修保

养、码头建设与管理、旅游服务等环节ꎬ这些环节的

协同发展ꎬ为游艇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ꎮ 同

时ꎬ游艇产业发展也带动了相关产业链ꎬ如高端旅游

业、海洋装备制造业、海洋文化传播等ꎬ对促进区域

经济发展和就业具有重要意义ꎮ 游艇产业的快速发

展也伴随着各种挑战ꎬ首先ꎬ游艇活动对海洋环境影

响具有重要作用ꎬ不当的游艇使用很容易破坏海洋

生态ꎻ其次ꎬ游艇安全问题也是重要的监管内容ꎬ包
括游艇设计安全、操作安全、紧急救援等方面ꎮ 因

此ꎬ对游艇产业的发展进行深入研究ꎬ探讨科学的监

管策略ꎬ对促进游艇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１　 游艇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１.１　 营运问题

近年来ꎬ游艇产业营运问题逐渐凸显ꎬ成为制约

行业健康发展的瓶颈ꎮ «游艇安全管理规定»第四

十二条法律空白导致游艇营运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明

确的规范ꎬ无形中增加了行业的不确定性ꎮ 目前ꎬ杭
州市正在积极探索游艇营运的新模式ꎬ如以游艇俱

乐部形式托管ꎬ并已发布游艇俱乐部备案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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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ꎬ试图填补这一政策空白ꎬ推动游艇营运的规范

化发展ꎮ 同时ꎬ部分游艇非法揽客从事水上观光活

动ꎬ该现象随着水上游客人数的激增ꎬ这些非法营运

的游艇缺乏有效的监管ꎬ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ꎬ甚至

威胁到游客的安全ꎬ无形中增加了监管部门的执法

难度ꎮ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ꎬ需要政府加大立法和

执法力度ꎬ建立更为健全的监管体系ꎮ 另外ꎬ部分游

艇非法从事涉渔活动ꎬ该问题涉及多个管理部门ꎬ职
责划分不清ꎬ导致监管缺失ꎮ 涉渔活动非法性不仅

破坏了海洋生态平衡ꎬ也对正规渔业造成冲击ꎮ 因

此ꎬ明确管理职责ꎬ加强跨部门协作ꎬ是解决这一问

题的关键[１]ꎮ
１.２　 检验问题

普通船舶和渔船在设计时需遵循严格的安全标

准ꎬ才能确保在恶劣海况下的稳定性和安全性ꎮ 相

比之下ꎬ游艇由于其定位为休闲娱乐用途ꎬ在结构强

度、设备配置等方面有所妥协ꎬ从而增加了水上航行

的安全风险ꎮ 在杭州地区ꎬ出现了游艇作为休闲渔

船用途的现象ꎬ渔民隐瞒船舶的真实用途ꎬ通过游艇

登记ꎬ扰乱了正常的登记秩序ꎮ 由于检验机构未能

正确识别船舶的真实用途ꎬ导致本应按照渔船标准

检验的船舶得以登记为游艇ꎬ这为水上安全埋下了

安全隐患ꎮ 因此ꎬ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游艇建造和检

验标准的制定与执行ꎬ严格管理船舶登记ꎬ确保每一

艘游艇都能达到安全标准ꎬ为游艇产业的健康发展

提供坚实保障ꎮ
１.３　 税收问题

第一ꎬ进口税费过于高昂ꎮ 除海南省外ꎬ我国对

游艇征收较高ꎬ包括进口关税、增值税、消费税ꎬ这些

税费相互叠加ꎬ大幅度增加了游艇的进口成本ꎬ进而

影响到游艇的市场价格和消费者的购买意愿ꎮ 尽管

如此ꎬ由于我国每年游艇增量相对较少ꎬ税收的总量

实际上相对较小ꎬ无法形成有效的财政收入ꎮ 第二ꎬ
车船税征收难题ꎮ 部分税务机关未能委托海事管理

机构代征游艇车船税ꎬ导致游艇偷逃车船税的现象

较为普遍ꎮ 这种税收漏洞降低了国家的税收收入ꎬ
变相鼓励冒用游艇的行为ꎬ严重破坏了市场竞争环

境的公平性ꎮ 第三ꎬ非营运游艇的税收困境ꎮ 不营

运和非法营运的游艇因无法带来直接的税收贡献ꎬ

使得部分地区在推动游艇产业发展时的积极性不

高ꎬ这种税收上的“无利可图”导致地方政府在政策

支持和服务配套上缺乏动力ꎬ进而影响到整个游艇

产业的良性发展ꎮ

１.４　 停泊问题

随着游艇数量不断增加ꎬ停泊问题逐渐凸显ꎬ成

为制约游艇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ꎮ 目前ꎬ杭州水域

的专用游艇码头数量相对有限ꎬ无法满足日益增长

的游艇停泊需求ꎬ很多游艇爱好者在寻找合适的停

泊地点时面临困难ꎬ严重影响到游艇的使用效率ꎬ限
制了游艇产业的进一步发展ꎮ 且现有游艇码头在地

理分布均衡性上有待提升ꎬ部分地区的游艇码头过

于集中ꎬ而其他地区则相对缺乏ꎬ这种不合理分布让

很多游艇习惯性地停泊在更近的渔港内ꎬ占用大量

渔业资源ꎬ严重影响了渔港的正常运作ꎮ 另外ꎬ游艇

泊位的收费普遍较高ꎬ年停泊费通常在数万元至十

几万元之间ꎬ过于高昂的停泊费用给普通游艇爱好

者带来了较大的经济负担ꎬ也限制了游艇的全面普

及ꎬ游艇市场规模无法全面扩大ꎮ

２　 游艇产业发展形势

２.１　 产业结构

游艇产业链通常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三个部

分ꎮ 上游有游艇设计、原材料供应、零部件制造ꎻ中
游涉及游艇的制造和组装ꎻ下游则包括游艇销售、租
赁、维护保养、旅游服务ꎮ 海南省 ２０２０ 年财政报告

显示ꎬ截至 ２０２２ 年底ꎬ海南省游艇产业规模达到 ５
亿元ꎬ具体到产业链各部分ꎬ上游占比为３.９７％ ꎬ中
游占比高达 ６８.９４％ ꎬ下游占比为 ２７.０９％ ꎮ 该数据

表明ꎬ中游游艇制造是海南游艇产业的核心部分ꎬ而
下游服务环节也占据相当的比例ꎮ 在企业数量方

面ꎬ海南省共有相关企业 ２００ 余家ꎬ这些企业涵盖从

设计、制造到销售、服务的全产业链ꎬ年接待出海游

客达到 ５０ 万人次ꎬ显示出游艇旅游市场的巨大潜

力ꎮ 尽管海南游艇产业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ꎬ但也

面临各种挑战ꎬ游艇产业的上游部分相对薄弱ꎬ影响

到中游制造效率ꎮ 随着市场竞争持续加剧ꎬ如何提

升服务质量ꎬ吸引更多的消费者ꎬ是下游企业需要重

点考虑的问题ꎮ 此外ꎬ政策环境、环保要求、安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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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等因素也将对游艇产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ꎬ相
关企业要共同努力ꎬ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加强行业

监管、推动技术创新等措施ꎬ促进游艇产业的持续健

康发展ꎮ
２.２　 产业发展矛盾

游艇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ꎬ也面临着各种矛盾ꎮ
随着游艇市场逐渐火热ꎬ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投

资游艇ꎬ游艇数量持续激增ꎬ而监管机构在人员配

备、技术手段、管理经验等方面尚未完全跟上产业发

展的步伐ꎬ监管能力相对滞后ꎬ这种不平衡使得游艇

在航行安全、环境保护、市场秩序维护等方面存在严

重的安全隐患ꎬ亟须加强监管体系的建设ꎮ 同时ꎬ游
艇消费服务需求客观存在与对游艇租赁乃至营运的

审慎态度之间存在矛盾ꎮ 一方面ꎬ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ꎬ对高品质休闲娱乐的需求日益增长ꎬ游艇

作为一种高端的消费方式ꎬ其市场需求潜力巨大ꎻ另
一方面ꎬ由于游艇租赁和营运涉及较高的资金投入、
复杂的运营管理、严格的安全规范ꎬ相关企业在进入

该市场时持审慎态度ꎬ担心风险过大ꎬ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 游 艇 租 赁 的 活 跃 度ꎬ 影 响 产 业 的 进 一 步

发展[２]ꎮ
２.３　 发展趋势

随着消费者需求多样化ꎬ进一步细分游艇市场ꎬ
从豪华游艇到家庭休闲游艇ꎬ进一步丰富各类产品ꎮ
豪华游艇将继续吸引高端市场ꎬ而家庭休闲游艇则

注重实用性和舒适性ꎬ满足普通家庭的休闲娱乐需

求ꎮ 针对特定用途的游艇ꎬ如钓鱼游艇、潜水游艇

等ꎬ也将逐渐成为市场的新宠ꎮ 而应用环保节能技

术成为游艇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ꎬ出现电动游艇、太
阳能游艇等新型游艇ꎬ有效减少环境污染ꎬ降低运营

成本ꎬ提高能效ꎮ 而应用智能化技术能提升游艇的

操控性ꎬ如自动驾驶系统、智能导航系统等ꎮ 游艇服

务将更加专业化、个性化ꎬ定制游艇旅行服务将根据

客户的需求提供专属的旅行方案ꎬ包括航线规划、活
动安排等ꎮ 游艇保养和维修服务具有较强的专业

性ꎬ提供定期检查、紧急维修等一站式服务ꎻ游艇租

赁、游艇俱乐部等新型服务模式也将逐渐兴起ꎬ为消

费者提供更加多样化的选择[３]ꎮ
游艇安全性是行业发展的基础ꎬ未来监管机构

将更加重视游艇的安全性能ꎬ从设计、制造到运营每

个环节都将受到严格的监管ꎮ 游艇设计必须符合国

际安全标准ꎬ确保结构强度、稳定性、耐波性等关键

性能指标满足要求ꎮ 制造商要遵循严格的生产流程

和质量控制标准ꎬ确保每一艘游艇都能达到安全标

准ꎮ 运营企业定期检查游艇ꎬ确保其在良好的工作

状态ꎮ 同时ꎬ对游艇操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ꎬ提高其

应急处理能力ꎮ 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ꎬ游艇产业也

面临减少环境影响的挑战ꎮ 未来ꎬ将会有各种环保

法规出台ꎬ限制游艇的排放ꎬ推广绿色游艇ꎬ通过立

法限制游艇的废气、废水和噪声排放ꎬ减少对海洋环

境的污染ꎬ鼓励使用新能源、新材料和新技术ꎬ如电

动游艇、太阳能游艇等ꎬ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ꎬ降
低碳排放ꎬ建立和完善游艇行业的标准体系ꎬ规范市

场秩序[４]ꎮ

３　 游艇产业监管措施

３.１　 全面整合码头资源ꎬ增加泊位供给

当前ꎬ«游艇安全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强制要

求游艇俱乐部具有相应的游艇安全停泊水域ꎬ该规

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游艇俱乐部的灵活性ꎮ 因

此ꎬ建议修订此条款ꎬ不再强制要求游艇俱乐部具有

相应的游艇安全停泊水域ꎬ以便地方能将游艇俱乐

部与码头经营者分离ꎬ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ꎬ促
进游艇产业的多元化发展ꎮ 为了全面整合码头资

源ꎬ建议鼓励地方通过建立码头经营公司、联合运营

体等方式进行统筹协调ꎬ实现码头资源的统一管理ꎬ
提高泊位的使用效率ꎬ减少资源浪费ꎬ有助于提升服

务质量ꎬ为游艇爱好者提供便捷安全的服务ꎮ 同时ꎬ
游艇陆地干仓存放是科学的监管手段ꎬ利用推广游

艇陆地干仓存放ꎬ减少游艇在水域中的停泊时间ꎬ降
低水域管理的复杂性ꎬ降低其管理成本ꎮ 且陆地干

仓存放还能有效防止游艇被盗或损坏ꎬ提高游艇的

安全性[５]ꎮ

３.２　 明确规定ꎬ规范实施

为了规范游艇的营运活动ꎬ游艇在办理完相关

手续后ꎬ将不再简单地登记为游艇ꎬ而是根据其用

途ꎬ重新登记为客船、小艇、休闲渔船等可营运船舶ꎬ
旨在明确游艇的营运性质ꎬ确保其在提供服务时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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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相应的安全标准[６]ꎮ 如果游艇主要用于载客游

览ꎬ将被登记为客船ꎬ要满足更高的安全标准ꎬ包括

救生设备、消防设施、航行安全等方面ꎮ 对尺寸较小

的游艇ꎬ登记为小艇ꎬ小艇监管相对灵活ꎬ但仍需遵

守基本的安全规定ꎮ 如果游艇兼有渔业休闲功能ꎬ
则被登记为休闲渔船ꎬ这类船舶除了要满足游艇的

安全标准ꎬ还要遵守渔业相关的法律法规ꎮ 对那些

希望保持游艇原有类型ꎬ继续从事营业性运输的游

艇ꎬ也要办理好相关手续ꎬ确保其营运活动合法合

规ꎮ 游艇所有者必须向相关海事管理部门提交申

请ꎬ提供必要的文件和证明ꎬ如船舶所有权证明、营
运计划、安全检查报告等ꎮ 即使游艇保持原有类型ꎬ
其在营运过程中也应遵守严格的安全监管规定ꎬ如
定期的安全检查、船员资质审核、应急预案的制定

等ꎮ 游艇在从事营业性运输时ꎬ应遵守国家和地方

的相关法律法规ꎬ包括船舶登记、税收、环境保护等

方面ꎮ 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ꎬ规范游艇产业的营运

活动ꎬ保障公众的安全ꎬ促进游艇产业的健康发展ꎬ
监管机构将继续加强对游艇产业的监督管理ꎬ让各

项规定得到严格执行[７]ꎮ
３.３　 统筹游艇、观光艇、休闲渔船管理

首先ꎬ建议逐步提高游艇的检验标准ꎮ 制定严

格的技术规范和安全标准ꎬ确保游艇的设计、建造和

维护都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ꎬ全面推广标准船型ꎬ鼓
励游艇制造商生产符合统一标准的船只ꎬ有助于提

升产品质量ꎬ简化检验流程ꎬ降低管理成本ꎮ 还要全

面落实游艇车船税的征缴工作ꎬ增强税收政策的公

平性ꎬ建立健全的税收征管机制ꎬ防止其他类型船舶

通过不正当手段骗取游艇登记ꎬ维护游艇市场的正

常秩序ꎮ 其次ꎬ建议统筹考虑游艇、观光艇和休闲渔

船的检验标准ꎮ 这三类船舶虽然用途不同ꎬ但在安

全管理上有共同点ꎬ通过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和检

验流程ꎬ实现资源共享ꎬ提高监管效率ꎬ有助于提升

整个行业的安全水平ꎬ减少事故发生的可能性ꎮ 最

后ꎬ建议明确三类船舶变更船舶登记的审批途径和

船员互转的考试发证途径ꎮ 通过建立清晰的管理流

程ꎬ提高船舶和船员管理的规范性ꎬ提高管理效率ꎬ
为三类船舶的协同规范整治创造有利条件[８]ꎮ

４　 结语

综上所述ꎬ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ꎬ游艇不再仅仅是富豪阶层的专属ꎬ它逐渐走入

更广泛的视野ꎬ成为人们新兴的生活方式和休闲选

择ꎮ 然而ꎬ游艇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各种监管问

题ꎬ如何平衡产业发展与安全监管ꎬ成为业界和政府

共同关注的焦点ꎮ 只有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

的共同努力ꎬ才能确保游艇产业可持续发展ꎬ为人们

提供丰富多彩的海洋休闲生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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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信贷业务满足了大学生的消费需求ꎬ同时也产生了超前消费行为ꎮ 为引导大学生合理、适度消费ꎬ文章立足互

联网金融背景ꎬ采取在线问卷调查方式ꎬ对当代大学生超前消费情况展开调查ꎬ分析其消费水平、经济来源、消费结构及消费方

向ꎬ结合调查结果分析大学生消费现状和超前消费的主要原因ꎬ并提出抑制大学生超前消费的可行性对策ꎮ 旨在引导大学生端

正价值观、实现理性消费ꎬ为大学生健康成长与良性发展提供可靠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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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当前消费信贷业务与互联网逐步融合的背景

下ꎬ催生了多种网络信贷业务ꎬ各个网络信贷平台会

根据个人信用情况ꎬ给予不同的信用额度ꎬ无须支付

现金ꎬ可直接用此额度进行消费ꎮ 大学生是思维活

跃、新事物接纳能力较强的群体ꎬ其对网络信贷业务

的接受率较高ꎬ许多大学生参与了超前消费ꎬ预支生

活费偿还借贷金额ꎮ 然而一些超前消费的大学生自

身还款能力不足ꎬ会产生较大的还款压力ꎬ甚至会因

还款不及时而影响其个人征信ꎮ 因此ꎬ文章结合大

学生消费现状探寻可行性的超前消费抑制对策ꎮ

１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及特点

１.１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互联网金融是以传统的金融机构及新时代所诞

生的互联网企业为主体ꎬ由这些机构采用互联网技

术、现代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等在网络上开展投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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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营销

资、在线支付、信息中介服务等金融业务的过程ꎮ 此

模式的诞生过程较为漫长ꎬ以第三方支付为基础ꎬ诞

生了互联网支付ꎬ然后出现了商业银行的网上银行ꎬ

在此基础上逐步衍生出了支付宝、微信支付、京东支

付等新型移动支付模式ꎬ最后又诞生了线上借贷及

理财等业务ꎬ可在线完成投资与融资过程ꎬ此种新兴

的投融资模式ꎬ便是当前的互联网金融模式ꎮ

１.２　 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基本特征

１.２.１　 准入门槛不高

互联网金融的诞生ꎬ推动了金融服务转型ꎬ降低

了服务准入门槛ꎬ所有用户不再需要抵押物ꎬ只要有

身份证便可快捷办理信用卡ꎬ进而获得一定的信贷

资金ꎮ 在此背景下ꎬ诞生了一些以 Ｐ２Ｐ 业务为主的

借贷网站ꎬ这些网站以银行身份进行资源配置ꎬ将原

本银行较高的借贷门槛大幅降低ꎬ尤其是针对大学

生开展的网贷业务ꎬ为大学生低成本、快捷性获取金

融借款提供了便利ꎬ为大学生超前消费创造了条件ꎮ

１.２.２　 服务方便快捷

互联网金融是在互联网的支持下在线完成借

款、还款等一系列操作ꎬ可以快捷分配资源ꎬ能够促

进资金被高效利用ꎬ不再受传统借贷模式的限制ꎬ有

借款需求的人员无须到银行等指定场所办理业务ꎬ

而是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ꎬ在有网络的地点ꎬ便

可以随时在线申请网络借贷业务ꎬ可为用户提供 ２４

小时×７ 天的不间断金融服务ꎬ可以弥补传统金融服

务耗时费力的弊端ꎬ可以极大地提升金融服务的便

利性ꎮ

１.２.３　 安全风险较大

在互联网金融逐渐兴起的时代背景下ꎬ互联网

金融相关法律、规范的建立还不完全ꎬ也未出台细

致、标准的行业规章制度ꎬ因而互联网金融运行过程

中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ꎬ可能会出现网络金融犯罪

现象ꎮ 同时ꎬ互联网金融是依托网络、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开展的在线金融服务ꎬ一些不法分子会运用先

进的技术手段ꎬ对互联网金融平台上存储的用户信

息、账号密码进行盗取ꎬ同时还可能在网络上发布一

些钓鱼网站ꎬ若用户未能有效分辨ꎬ可能会掉入恶意

欺诈贷款等陷阱之中ꎬ为用户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ꎮ

２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大学生超前消费调查

２.１　 调查对象与调查方法

采取线上问卷调查法ꎬ利用互联网平台面向在

校大学生在线发放调查问卷ꎮ 调查问卷共设置五方

面的内容:一是大学生经济来源途径ꎬ二是大学生消

费心理状况ꎬ三是大学生的消费动机ꎬ四是大学生消

费频率ꎬ五是大学生消费结构ꎮ 通过这些内容ꎬ全面

了解新时代大学生超前消费的情况ꎬ并分析大学生

超前消费的诱发原因及解决对策ꎮ 在线调查共发放

５００ 份问卷ꎬ其中回收的有效问卷为 ４８６ 份ꎬ有效问

卷参与群体中ꎬ男生与女生人数分别是 ２５３ 人与

２３３ 人ꎬ学生分布于不同大学学段ꎬ大一、大二、大三

学生数占比分别是 ２７％ 、３６％与 ３７％ ꎬ且参与调查的

学生来自多个省份的不同学校ꎬ其中ꎬ一、二线城市

学生占比为 ５５％ ꎬ而三、四线城市学生占比为 ３７％ ꎬ

分布于其他城市的学生占比为 ８％ ꎮ

２.２　 调查结果数据分析

２.２.１　 大学生消费水平及经济来源

调查发现ꎬ每月消费额度介于 １ ０００ ~ １ ５００ 元

之间的大学生占比为 ５３％ ꎬ介于 １ ５００ ~ ２ ０００ 元之

间的大学生占比为 ２７％ ꎬ高于 ２ ０００ 元、低于 １ ０００

元的大学生占比分别为 １０％ 左右ꎮ 同时ꎬ大学生的

经济来源相对单一ꎬ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由父母提

供生活费ꎬ这是因为处于大学阶段的学生以学习为

主ꎬ没有其他稳定的收入途径ꎬ只能依靠父母资助ꎬ

用于支付生活与学习的必要消费ꎮ 二是国家助学贷

款ꎬ一些贫困大学生办理了助学贷款ꎬ由国家为其提

供一部分生活学习费用ꎬ可为其家庭经济负担起到

一定的缓解作用ꎮ 三是大学生兼职收入ꎬ部分学生

会通过当家教、利用业务时间做服务生等途径赚取

生活费ꎮ 这三个经济来源的学生数占比依次为

５８％ 、１８％与 ２４％ ꎮ

２.２.２　 大学生消费结构及超前消费方向

在调查过程中ꎬ发现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的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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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分期付款等新业务对大学生的消费方式产生

了一定影响ꎮ 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中ꎬ８５％ 左右均采

用过分期付款形式进行消费ꎬ并且ꎬ不同性别的大学

生超前消费方向有所不同ꎮ 而对超前消费接受度方

向ꎬ表示可以接受、支持、不支持、无所谓的学生数占

比分别是 ６３％ 、１４％ 、１９％与 ４％ ꎮ 其中ꎬ接受超前消

费的大学生当中ꎬ男生的超前消费主要集中在购买

大牌运动类及电子类产品方面ꎬ而女生则以购买大

牌服饰及化妆品为主ꎬ其次用于生活费、餐饮费支

出ꎮ 统计超前消费金额占比发现ꎬ衣物消费比例为

１８％ ꎬ而饮食消费、生活用品消费占比分别为 ２２％与

１７％ ꎬ而交通通信、日常交际、社交用品、学习用品以

及娱乐旅游方面的消费占比分别是 ８％ 、８％ ꎬ７％ 、

７％与 １３％ ꎮ 总体来看ꎬ大学生超前消费主要集中于

服饰、餐饮、生活用品三个领域ꎮ

３　 新时代大学生的消费现状解析

３.１　 消费渠道广泛ꎬ以网上消费为主

当今时代互联网快速发展与普及应用ꎬ诞生了

大量在线购物平台ꎬ为大学生消费提供了便利的途

径ꎮ 信息时代的来临ꎬ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ꎬ为各

类产品的宣传推广提供了丰富的路径ꎬ各大生产经

营厂家可以利用官网、微信公众号、微博以及抖音短

视频等多个平台宣传推介新产品ꎬ可以借助大数据

分析功能ꎬ面向大学生精准推荐产品ꎬ从而对大学生

的消费产生刺激ꎬ吸引大学生在各个网络渠道上下

单消费[１]ꎮ 在此背景下ꎬ大学生的消费量逐步增

加ꎬ并且消费途径以淘宝、京东、拼多多以及抖音商

城等网上消费为主ꎮ

３.２　 经济来源较窄ꎬ消费能力有限

大学生是尚未实现经济独立的群体ꎬ其在高中

毕业后初入大学学习ꎬ刚刚开始独立生活ꎬ并不能自

主开发经济来源ꎬ其生活学习中产生的费用主要依

靠家人提供的生活费进行支付ꎮ 虽然一些学生在大

学期间可以通过勤工俭学的方式获得一定酬劳ꎬ然

而由于大学阶段需要以学业为主ꎬ勤工俭学的大学

生只能利用周末、假期时间从事家教、服务生等工

作ꎬ工作时间相对较短ꎬ所获薪酬并不高ꎬ并且赚取

的酬劳主要用于补贴日常生活ꎬ因而其消费能力十

分有限ꎬ无法依靠自己的能力购买价格高昂的电子

产品或奢侈品ꎮ

３.３　 消费意识超前ꎬ消费欲望偏高

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ꎬ互联网、现代信息

技术对大学生的生活产生了一定冲击ꎬ多元化的网

络文化对大学生的消费意识带来了不利影响ꎮ 互联

网上存在的享乐主义思想、及时行乐观念ꎬ导致大学

生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ꎬ部分大学生受到这些思

想蛊惑ꎬ采用超出自身经济能力的方式生活ꎬ会消费

大量金钱购买性价比不高或是高端享受型的奢侈

品ꎬ然而面对过高的消费欲望ꎬ大学生并不具备对等

的消费能力ꎬ一些大学生萌生了网络借贷满足消费

的思想ꎬ这会导致大学生消费观念异变ꎬ从而形成不

良的消费习惯ꎮ

４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大学生超前消费的主

要原因

４.１　 心智发展不成熟ꎬ缺乏消费预算

大学生在心智发展上处于一个过渡阶段ꎬ其心

智发展还未完全成熟ꎬ并没有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与

消费观ꎬ从依赖家庭到逐渐独立ꎬ面对经济管理和消

费决策时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ꎮ 大学生活是许多学

生首次独立管理自己的生活费用ꎬ在进入大学以前ꎬ

家庭教育更多是将提升考核成绩作为重心ꎬ忽视了

大学生理念意识的培养ꎬ未能针对性地为大学生灌

输理财知识ꎬ因而许多大学生自身的理财能力欠佳ꎮ

同时ꎬ学校教师未对各学阶学生展开理财教育ꎬ因而

大学生自身缺乏预算规划的观念ꎬ在生活费不足的

情况下ꎬ便可能采取网络借贷的方式超前消费ꎬ进而

满足其生活需求ꎮ

４.２　 盲目追求时尚新潮ꎬ容易冲动消费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ꎬ网络成为引领时尚、主导潮

流的新场域ꎬ许多人会利用微信朋友圈、微博等新媒

体平台展示自我的时尚潮流观念ꎬ彰显其生活品位

的高端性、生活方式的优越性ꎮ 在频繁接触此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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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后ꎬ一些大学生产生了追逐时尚与新潮的思想ꎬ再

加上明星带货的示范效应ꎬ更易激发大学生冲动消

费行为ꎬ形成购买潮流新品不控制消费上限的怪象ꎬ

如一些女大学生盲目购买大牌包及化妆品ꎬ男大学

生则热衷于收集限量版球鞋等ꎮ 在不加以节制的消

费下ꎬ此类大学生消费资金不足时便会产生预支消

费、下月偿还的思想ꎬ显而易见ꎬ在无节制冲动消费

之下ꎬ消费欲望会随之逐步攀升ꎬ下月生活费将难以

填补预支金额ꎬ只能进行以贷养贷ꎬ从而会造成严重

的后果[２]ꎮ

４.３　 人情消费需求过高ꎬ消费负担加重

大学生学习之余与同学交往的过程中ꎬ也会产

生“人情消费”ꎮ 大学属于缩小版的社会ꎬ大学生之

间会相互请客、赠送生日礼物ꎬ产生一些除生活、学

习必需品以外的消费项目ꎮ 大学生活中ꎬ学校会组

织各种社团ꎬ学生也会结伴出游ꎬ在社团活动参与或

外出游玩的过程中ꎬ必然会产生消费ꎬ若是参与频率

过高ꎬ大学生将会出现生活费不足的现象ꎮ 一些学

生社交范围较广、朋友众多ꎬ经常参加聚会ꎬ在餐饮、

娱乐方面的支出成本相对较高ꎬ面临的人情消费需

求更高ꎮ 此外ꎬ大学生恋爱后消费也会增加ꎬ如看电

影、送花等“情感消费”ꎬ一些大学生会因为消费负

担过重而不得不采用网络借贷的方式弥补自身资金

的不足ꎬ产生超前消费现象ꎮ

４.４　 网络环境监控不足ꎬ网络信贷泛滥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ꎬ一些互联网金融机构大力

发展校园网贷业务ꎬ以吸引大学生参与网络借贷为

目的ꎬ在网络上大肆宣传ꎬ将学生群体作为业务发展

的主要目标ꎬ但在宣传中未明确指出高额的借贷利

息ꎬ致使一些大学生被误导办理了网络借贷业

务[３]ꎮ 同时ꎬ政府部门对网络借贷的监督监管不够

严格与全面ꎬ尚未构建完善的网络环境监控系统及

出台网络信贷管理机制ꎬ没有针对大学生制定完善

的信贷保护机制ꎬ致使一些大学生对互联网信贷机

制的了解有所不足ꎬ无法有效阻隔接收不良信息的

通道ꎮ 此外ꎬ网络借贷征信体系的构建也不完善ꎬ面

向大学生宣传个人征信的渠道不足ꎬ致使一些大学

生盲目开通网络借贷业务ꎬ落入超前消费陷阱ꎬ若无

法及时偿还借款ꎬ将会影响个人征信ꎬ从而对其未来

发展产生不利影响ꎮ

５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大学生超前消费现象

应对的可行性对策

５.１　 培育正确消费观ꎬ形成理财意识

端正大学生的消费行为ꎬ首先要端正大学生的

消费观念ꎬ引导其形成良好的理财观ꎬ能够在消费前

提前做好消费规划ꎬ进而逐步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ꎬ

通过精心规划、科学预算ꎬ合理分配资金ꎬ有效控制

自身的消费欲望ꎮ 其次ꎬ大学生还应综合家庭经济

状况、消费承受能力进行消费ꎬ除了生活、学习方面

的必需品ꎬ要尽可能减少非必要的支出ꎬ需要在科学

制定消费规划后有效执行与落实ꎬ避免出现过度消

费、超前消费的现象ꎮ 在此过程中ꎬ家长要发挥引导

作用ꎬ在日常生活中将合理消费的理念传递给子女ꎬ

引导其正确认识理财的重要性ꎬ在家庭生活支出时ꎬ

可以让子女参与其中ꎬ让其掌握部分资金管理权ꎬ在

生活中培养其正确消费、计划消费的意识ꎮ 最后ꎬ家

长要让子女了解自身工作状况ꎬ帮助其认识到家庭

积蓄的不易ꎬ家长要发挥自身表率作用ꎬ不盲目崇拜

金钱、不随意浪费金钱ꎬ以身作则引导孩子形成正确

的消费观与价值观ꎮ

５.２　 加强沟通交流ꎬ引导子女理性消费

为防止大学生超前消费ꎬ大学生家长要在日常

生活中做好与子女之间的沟通交流ꎬ通过及时、有效

的沟通分析子女的消费动机ꎬ掌握其消费习惯ꎬ然后

结合具体的消费内容ꎬ心平气和地与子女展开消费

必要性的民主探讨与分析ꎬ让孩子发表自身看法ꎬ立

足多个视角ꎬ采用辩证分析的形式ꎬ明确消费需求、

分析消费目的ꎬ从而引导子女形成理性思维ꎬ清晰认

识自身的消费行为ꎬ并形成理性消费的习惯ꎮ 与此

同时ꎬ家长可在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将基础性的理财

知识、财务管理理念教授给孩子ꎬ分享自己日常生活

中的消费经验及资金管理经验ꎬ增强子女对理性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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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认知ꎬ明确超前消费的危害ꎬ可以立足需求实际

的层面进行分析与思考ꎬ拒绝冲动消费与盲目消费ꎮ

５.３　 开设消费教育课程ꎬ减轻人情消费压力

为了防止人情消费压力过大导致大学生超前消

费ꎬ学校要发挥引导教育作用ꎬ在开设经济学理论课

程的基础上ꎬ增设消费教育公共课程ꎬ为学生提供更

多的消费、理财知识学习途径ꎬ进而帮助学生正确区

分必要性、非必要性社交消费ꎬ从而减少人际交往中

不必要的消费支出ꎬ引导学生采用正确的方式与同

学、朋友进行交往ꎬ避免大学生因资金不足而参与网

络借贷ꎮ 与此同时ꎬ高校还可以加强针对大学生的思

想道德教育ꎬ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ꎬ在网络上筛

选适合的素材融入其中ꎬ或是通过案例分析的形式ꎬ

帮助大学生了解超前消费的弊端ꎬ分析网络借贷对大

学生产生的危害ꎬ引导大学生形成不轻易开始超前消

费的意识[４]ꎮ 此外ꎬ高校还可以组织多元化的活动ꎬ

如召开消费行为探讨会、组织以理性消费为主题的辩

论会等ꎬ通过活动促进大学生消费观、人生观、价值观

的科学发展ꎬ从而减少非必要的人情消费支出ꎮ

５.４　 发挥政府监管作用ꎬ加强网络信贷监控

管理

有效防范大学生超前消费现象ꎬ除了从大学生

自身入手ꎬ还需要发挥政府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能ꎬ对

网络环境进行严格的监控与有效的管理ꎬ防范不良

互联网金融机构对大学生进行超前消费诱导ꎮ 首

先ꎬ需要构建完善的网络监控系统ꎬ重点检查各大金

融机构推出的网上校园贷业务ꎬ一旦发现违规宣传

行为ꎬ应立即给予严惩ꎮ 其次ꎬ需要制定完善的网络

信贷管理机制ꎬ完善网贷相关法律ꎬ并面向大学生开

展互联网信贷机制宣传活动ꎬ加深大学生对网络借

贷的了解ꎬ明确超前消费对自身消费习惯所带来的

不利影响ꎮ 最后ꎬ相关部门还要对网络信贷的征信

体系进行完善ꎬ引导大学生正视个人征信的价值ꎬ从

而谨慎对待网络信贷ꎬ非必要不进行超前消费ꎬ避免

因自身偿还能力不足而留下不良的信用记录ꎮ

６　 结语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ꎬ网络购物悄然兴起ꎬ改变了

大学生的消费观念与消费习惯ꎬ同时也带来了一定

的消费陷阱ꎬ若是大学生不加以辨识ꎬ就会产生盲目

消费、冲动消费、过度消费现象ꎮ 同时ꎬ网络信贷的

兴起ꎬ促进了大学生超前消费意识的形成ꎬ这对大学

生消费习惯的培养产生了不利影响ꎬ在一定程度上

会引起大学生当前消费观念和价值观的扭曲ꎮ 为有

效抑制大学生的超前消费行为ꎬ大学生要端正消费

观念、形成理性消费意识ꎬ同时需要家长、学校和政

府多方发力ꎬ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ꎬ帮助

大学生逐步发展成为新时代合格的理性消费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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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视角下企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研究

袁丽丹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ꎬ河南　 濮阳　 ４５１１００)


摘　 要:信息技术飞速发展ꎬ大数据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ꎬ深刻影响着企业国际贸易的运作模式与成效ꎮ 本

文聚焦于大数据如何赋能企业国际贸易的高质量发展ꎬ揭示了大数据在拓宽国际市场边界、精细化供应链管理、深化客户关系维

护以及强化贸易风险管理等方面的显著成效ꎮ 分析大数据技术的实际应用案例与影响机制ꎬ将为我国企业在数据驱动的新时代

中探索并实践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路径ꎬ进而提升企业竞争力ꎬ促进国际贸易的繁荣与可持续发展ꎮ

关键词:大数据ꎻ国际贸易ꎻ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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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全球经济版图中ꎬ大数据技术正以前所未有

的力量重塑国际贸易生态ꎮ 数据洪流与分析技术的

飞跃ꎬ将大数据推至企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核

心位置ꎮ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加剧、技术创新竞速及

供应链深刻变革的挑战ꎬ中国企业亟须解锁大数据

的潜力ꎬ以创新驱动国际贸易的转型升级ꎮ 如何精

准运用大数据洞察市场趋势、优化资源配置、强化风

险管理ꎬ成为企业跨越障碍、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课题ꎮ 因此ꎬ探索大数据在国际贸易中的深度应用

策略ꎬ对中国企业而言ꎬ既是挑战也是机遇ꎮ

１　 大数据视角下企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

现状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ꎬ大数据技术在国际贸

易中的应用日益广泛ꎬ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

产生了深远影响[１]ꎬ在企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传统国际贸易过程中ꎬ企业通常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市场调研、客户沟

通、合同签订等工作ꎮ 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极大地

简化了国际贸易流程ꎬ从生产、销售到物流分销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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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环节都得到了显著改善ꎮ

１.１　 拓展国际贸易市场

大数据为企业拓展国际贸易市场提供了有力支

持ꎮ 大数据能够通过分析海量市场信息和消费者行

为ꎬ深入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需求、消费习

惯、政策法规等关键信息ꎬ为企业提供更为精准的市

场预测ꎮ 这种预测能力有助于企业有效地识别市场

需求变化ꎬ抓住贸易机会[２]ꎮ 大数据可以优化产品

设计ꎬ通过对消费者反馈和市场趋势的分析ꎬ企业能

更快速地调整产品ꎬ以满足国际市场需求ꎬ提高产品

竞争力ꎮ 除此之外ꎬ大数据分析能够通过分析用户

画像和行为数据ꎬ帮助企业制订更加精准的营销计

划ꎬ进而帮助企业建立全球化的营销网络ꎬ实现跨境

电商等新型贸易方式的快速发展ꎮ 这不仅拓宽了企

业的销售渠道ꎬ还提高了品牌知名度和国际竞争力ꎮ

１.２　 优化供应链管理

优化供应链管理是大数据在国际贸易中的主要

应用领域ꎮ 企业通过大数据能够实时监控供应链的

各个环节ꎬ提高供应链各环节的运作效率ꎬ减少库存

积压ꎬ降低供应链断裂的风险ꎬ甚至可以预测和预防

潜在的风险和障碍ꎬ提升物流效率和供需匹配度ꎮ

供应链的透明度和效率大幅提升ꎬ企业能够更迅速

地应对市场变化和突发事件ꎬ大大降低了运营成

本[３]ꎬ有利于企业在国际市场中进行高质量发展ꎮ

１.３　 管理客户关系

在客户关系管理领域ꎬ大数据正扮演着不可或

缺的角色ꎮ 透过对大数据的深入分析ꎬ企业能洞察

国际客户的消费历史及偏好趋向ꎬ进而提供量身定

制的服务与产品推荐ꎬ增强国际客户的满意度与忠

诚度ꎮ 此外ꎬ企业可借由剖析海外社交媒体与其他

网络信息源ꎬ实现市场反馈与顾客意见的即时收集ꎬ

为产品迭代升级与服务优化奠定坚实基础ꎮ

１.４　 提升国际贸易风险管控能力

在应对国际贸易领域的风险控制层面ꎬ大数据

技术彰显了其独特价值ꎮ 通过大数据技术ꎬ企业可

以借由全面监测并深入剖析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动

态、经济趋势及法律环境ꎬ预判国际贸易中可能出现

的风险ꎬ从而及早制定风险防控规划与应对方略ꎮ

这种具有预见性的管理模式ꎬ使得企业在国际市场

的运作中更加稳固从容ꎮ

２　 大数据视角下企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

存在的问题

尽管大数据技术在我国企业国际贸易中得到了

广泛应用ꎬ但总体来看ꎬ我国企业在大数据技术的应

用上仍处于初级阶段ꎬ大数据技术在企业国际贸易

中的应用存在一系列问题ꎬ对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

中的高质量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ꎮ 近年来ꎬ我国企

业面临的反补贴、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案件日益增多ꎬ

其中涉及大数据技术的案件比例也逐渐上升ꎮ

２.１　 数据收集、处理和分析方面存在问题

随着大数据在企业国际贸易中的广泛应用ꎬ企

业面临的管理挑战日益显现ꎮ 数据质量问题成为管

理难题之一ꎮ 此外ꎬ大数据在数量上的迅速增加导

致数据存储和处理能力的需求急剧上升ꎬ传统的管

理方法也难以应对大规模数据的实时处理和分析

需求ꎮ

从数据收集来看ꎬ跨国界的数据采集面临复杂

的数据源、异构数据格式和多样化的数据类型ꎮ 企

业需要整合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数据、用户

行为数据和物流数据ꎬ但这一过程可能受到数据质

量、数据完整性和数据实时性等因素的制约ꎮ

在数据处理方面ꎬ大数据技术要求对海量数据

进行高效存储与处理ꎬ传统的数据库和数据仓库技

术已难以满足需求ꎮ 分布式计算和云计算技术虽然

提供了解决方案ꎬ但对企业的硬件设施、网络环境和

计算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大数据处理还需要复

杂的算法和模型ꎬ如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ꎬ以挖掘数

据中的价值ꎬ但这些模型的开发和优化需要大量的

研发投入和技术支持ꎮ

在数据分析过程中ꎬ企业需要将处理后的数据

转化为实际的商业决策ꎮ 这要求大数据分析结果具

备高度的精确性和可靠性ꎬ但实际操作中ꎬ数据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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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据偏差可能影响分析结果的准确性ꎮ 数据可视

化技术虽然可帮助决策者更直观地理解数据ꎬ但其

实施需要熟练掌握多种可视化工具和技术ꎮ 除技术

原因外ꎬ部分企业对大数据技术的认知不足ꎬ未能将

其融入企业的战略规划和日常运营中ꎮ
２.２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风险

尽管大数据技术为企业的运营提供了显著便

利ꎬ但是它同时也引发了关于数据安全及个人隐私

保护的重大关切ꎮ 特别是在国际贸易情境下ꎬ企业

往往需要频繁地搜集与分析包含客户信息、交易记

录等在内的大量敏感资料ꎮ 在此背景下ꎬ我国企业

在国际贸易中的数据安全体系与隐私保护机制暴露

出不少薄弱环节ꎮ 一旦这些敏感信息遭受非法侵入

或不当利用ꎬ企业不仅可能蒙受巨大的财产损失ꎬ其

商业信誉也会受到不可估量的影响ꎮ 此外ꎬ鉴于全

球范围内数据隐私保护法律法规的多样性和复杂

性ꎬ企业在涉足国际市场时ꎬ必须审慎应对合规性这

一棘手议题ꎮ 因此ꎬ如何在数据的采集、存储、处理

及分析全链条中ꎬ有效确保数据的安全属性与用户

隐私权益ꎬ成为企业管理领域的一项紧迫挑战ꎮ

２.３　 数据孤岛与数据管理问题

在国际贸易中ꎬ数据孤岛和数据壁垒现象普遍

存在ꎮ 一方面ꎬ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信息系统往

往存在壁垒和差异ꎬ导致数据难以实现互联互通和

共享利用ꎮ 这造成了信息孤岛现象的出现ꎬ限制了

大数据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广泛应用ꎮ 企业难以获

取全面和准确的市场信息ꎬ影响了决策的科学性和

准确性ꎮ 另一方面ꎬ大部分企业内部尚未建立一致

性、标准化、规范化的数据管理流程ꎬ不同部门和业

务单元之间的国际贸易数据不能有效共享和整合ꎬ

导致数据重复、冗余和资源浪费ꎮ 这不仅增加了管

理成本ꎬ还限制了数据的最大价值的发挥ꎬ导致许多

企业在面对大数据带来的机遇时显得力不从心ꎬ难

以充分发挥其潜力ꎮ
２.４　 技术水平和人才储备相对不足

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深入渗透ꎬ对企业的

技术门槛和专业人才支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尽管

我国在大数据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ꎬ但与发达国

家相比ꎬ我国企业在大数据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方面

仍存在显著差距ꎮ 这一差距主要体现在技术水平和

人才储备的相对不足上ꎮ 具体而言ꎬ我国企业在高

级数据分析、算法开发、数据挖掘以及大数据处理平

台的建设和维护等方面ꎬ与先进水平相比仍有不小

的差距ꎮ 大数据领域的高端人才ꎬ尤其是既懂技术

又懂业务的复合型人才ꎬ仍然相对匮乏ꎬ这制约了企

业在国际贸易中的高质量发展[４]ꎮ 许多企业缺乏

数据科学家、数据工程师等专业的数据分析人才和

技术支持ꎬ以至于无法充分挖掘和利用大数据的价

值ꎬ这是企业需要长期解决的问题ꎮ 此外ꎬ高质量数

据分析人才的高薪要求和流动性也使得管理更加

复杂ꎮ

３　 大数据视角下企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

策略

３.１　 建立完善的大数据收集、处理和分析体系

在大数据环境下ꎬ企业应建立完善的大数据收

集、处理和分析体系ꎬ以更有效地利用大数据资源ꎬ
应对国际贸易中的复杂挑战ꎬ实现可持续高质量

发展ꎮ
在数据收集方面ꎬ企业应建立健全的数据治理

框架ꎬ通过合理的数据分类和标准化的数据存储策

略ꎬ确保数据质量和一致性ꎬ有效实现数据的组织和

管理ꎮ 另外ꎬ企业可选择构建或引入集中式的数据

集成系统ꎬ以实现数据的统一保管与治理ꎬ从而增强

数据获取及存储的效能ꎮ
为了增强数据处理效能ꎬ企业应当投入高效率

的硬件设施及软硬件融合解决策略ꎬ以保障数据处

理流程的顺畅与高效ꎮ 同时ꎬ采纳诸如大数据处理

平台及分布式计算模式等前沿数据处理技术ꎬ是确

保大量数据能够得到迅速且高效处理的关键举措ꎮ
为了增强数据分析效能ꎬ企业应当积极融合前

沿的数据处理技术及算法ꎬ如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及

预测分析等ꎬ旨在强化面对大量数据时的处理与剖

析能力ꎬ从而使企业能从繁复的数据资源中发掘有

价值的信息ꎬ为制定决策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ꎬ推动

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ꎮ 此外ꎬ构建以数据为核心驱

动力的决策体系至关重要ꎬ这要求企业通过实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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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治理策略与提升数据质量管理水平ꎬ来确保信息

的精确度与可信度ꎬ为企业的战略部署及日常运营

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持ꎮ

３.２　 加强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针对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ꎬ企业需要加强

数据安全管理和隐私保护ꎮ 首先ꎬ可以建立健全的

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和流程ꎬ确保数据的安全可控ꎬ全

面覆盖数据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ꎬ包括数据的收集、

存储、处理、传输和销毁ꎮ 其次ꎬ可以采用先进的数

据加密和防护技术ꎬ防止数据泄露和非法利用ꎮ 企

业必须建立健全的数据安全策略ꎬ包括数据加密、访

问控制和安全审计ꎬ以保障数据在收集、存储、传输

和处理过程中的安全性ꎮ 定期进行数据安全评估和

漏洞检测ꎬ及时发现和修复安全隐患ꎬ确保数据的完

整性与机密性ꎮ 此外ꎬ企业还应增强员工的安全意

识ꎬ提高全员对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重视程度和

防范能力ꎮ 最后ꎬ可以加强与政府、行业协会等合

作ꎬ共同推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工作的开展[５]ꎮ

３.３　 加强跨国数据合作ꎬ优化数据管理

为了解决信息孤岛问题ꎬ我国企业应积极构建国

际贸易大数据平台ꎮ 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和信息ꎬ实现

数据的互联互通和共享利用ꎮ 一方面ꎬ政府应加强对

国际贸易大数据平台的规划、建设和管理ꎬ推动各方

共同参与ꎬ加强跨国数据交流与合作ꎬ促进信息交换

和资源共享ꎬ这有助于企业在国际贸易中获取更全面

和准确的市场信息ꎬ还可以提高供应链透明度和协调

效率ꎬ降低贸易风险ꎻ另一方面ꎬ企业也应积极参与国

际贸易大数据平台的建设和运营工作ꎬ共同推动大数

据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广泛应用和深入发展ꎮ 企业

需与国际标准接轨ꎬ确保数据互通性和兼容性ꎬ从而

充分利用全球数据资源ꎬ提高市场响应速度和决策的

准确性ꎬ推动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ꎮ

为解决企业内部数据管理问题:首先ꎬ企业需制

定统一的数据管理标准ꎬ确立企业内部通用的数据

定义和处理流程ꎻ其次ꎬ鼓励跨部门协作ꎬ通过技术

培训提升员工的数据管理能力ꎬ并培养数据驱动的

企业文化ꎻ最后ꎬ将数据管理纳入企业战略规划ꎬ明

确目标和资源分配ꎬ以提高数据管理效率ꎬ减少资源

浪费ꎬ并在大数据时代中充分发挥企业潜力ꎮ

３.４　 提升自身技术水平ꎬ培养引进专业人才

技术能力提升是企业实现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ꎮ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ꎬ企业应不断加大技术

研发和应用力度ꎬ提升自身的技术实力和市场竞争

力ꎮ 同时ꎬ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ꎬ引进国外先进的技

术和管理经验ꎬ提升我国企业的整体实力ꎮ 此外ꎬ应

推动政府、企业和学术界之间的合作ꎬ形成产学研一

体化的创新体系ꎬ促进大数据技术的研发和应用ꎮ

４　 结语

本文立足于大数据视角ꎬ深刻剖析了企业国际

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现状与挑战ꎬ指出数据收集、处

理、应用及安全隐私等多维度问题ꎮ 针对此ꎬ提出了

一系列前瞻性的战略举措ꎬ旨在构建高效的数据管

理体系ꎬ强化数据安全屏障ꎬ并促进大数据技术的深

度应用与人才培育ꎮ 这些策略不仅为企业应对国际

贸易复杂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撑ꎬ也为政府引导行业

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ꎮ 展望未来ꎬ随着大数据技术

的持续演进ꎬ其在国际贸易各业务环节的深度融合

与创新应用将成为研究新热点ꎮ 通过不断探索与实

践ꎬ大数据将更加精准地服务于国际贸易高质量发

展ꎬ推动企业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乘风破浪ꎬ开创

国际贸易新篇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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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赋河套”区域公用品牌存在问题及对策

邓石亮ꎬ郭海清

(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ꎬ内蒙古　 包头　 ０１４０００)


摘　 要: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ꎬ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在促进农业现代化、激活

乡村经济活力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ꎬ成为推动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引擎ꎮ 各地政府、农业企业及农民合

作社等多元主体都在积极打造具有地方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ꎮ “天赋河套”作为巴彦淖尔市的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ꎬ凭借政府、企业等多方联动ꎬ品牌建设已初见成效ꎬ然而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ꎬ品牌也面临新的挑战和问题ꎮ 文章从

“天赋河套”的品牌运营、品牌价值和品牌建设三个方面概述其发展现状ꎬ剖析了其目前面临的关键问题ꎬ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

建议ꎮ

关键词:农产品ꎻ品牌发展ꎻ问题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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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年来ꎬ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到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ꎬ强调了其在促进农业现代化、品牌化以及推

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ꎮ ２０１７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

确提出了“推进农产品商标注册便利化ꎬ强化品牌

保护”ꎮ 随后的几年里ꎬ文件持续强调了加强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重要性ꎬ并在 ２０２３ 年的文件

中特别提出支持脱贫地区打造区域公用品牌ꎮ

经过这些年来的快速发展ꎬ区域公用品牌农产

品的总量由 ２０１２ 年的 １ ４４５ 个增加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３ ９１２个ꎬ十年复合增长率为 １０.４７％ ꎮ 但是从价值

方面来看ꎬ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价值超过 ２００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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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比 １０％ ꎬ超过 ５００ 亿元的仅为 ４％ [１]ꎮ 由此可

见ꎬ数量虽多但能在市场上脱颖而出的品牌却不多ꎮ

为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和河套灌区农业的高

质量发展ꎬ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巴彦淖尔市政府举全市之

力ꎬ委托内蒙古巴彦绿业实业有限公司编制了«巴

彦淖尔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战略规划»ꎬ打造出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天赋河套”ꎮ “天赋河套”一诞

生就崭露头角ꎬ成立还不到一年就获当年中国区域

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第二名ꎮ

虽然“天赋河套”品牌在建设之初就做好了比

较完善的工作ꎬ但是经过了六年的发展ꎬ内外部环境

不断地变化ꎬ在运营中各种问题开始暴露ꎬ新的挑战

和机遇也在不断地发生ꎮ

１　 “天赋河套”发展现状

１.１　 品牌运营

“天赋河套”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实行集政府、

品牌运营企业、龙头生产企业以及生产主体于一体

的四方联动的运作模式ꎬ这一模式确保政府、品牌运

营企业、龙头生产企业以及生产主体能够携手合作ꎬ

共同推动“天赋河套”品牌的建设与发展ꎮ 政府层

面成立有巴彦淖尔市绿色产业统筹发展办公室和国

有独资企业巴彦绿业公司ꎬ统筹和负责市场化运营

“天赋河套”品牌ꎮ «巴彦淖尔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战略规划»是品牌的战略规划ꎬ确定了品牌核心价

值为“唯一、独特、卓越”ꎻ营销上依据«“天赋河套”

公用品牌发展战略项目策划方案»ꎬ确定了市场营

销、质量保险理赔、数字化智能品控等项目的方向ꎻ

在制度上有«关于推进“天赋河套”品牌建设的实施

方案»«“天赋河套”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管理办法»

«巴彦淖尔市农畜产品品牌建设奖励办法(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年)»章程ꎬ对准入、监督、奖励、退出机制做了

明确规定ꎬ并打造有 １１.５ 万平方米“天赋河套”总部

基地ꎬ是全国首个农业产业 ＣＢＤ 中心ꎬ为品牌的建

设保驾护航ꎮ

１.２　 品牌价值

目前“天赋河套”的品牌价值已达 ２９７.９８ 亿元ꎬ

品牌授权的产品都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溢价和更多

的销售额ꎬ整体溢价达 ３０％以上ꎬ销售额突破 ４ 亿元

品牌影响力指数 ９００ 以上ꎬ品牌强度 ８００ꎮ 获评

２０２４ 年中国品牌区域农业品牌调研示范基地ꎮ
巴彦淖尔市ꎬ位于北纬 ４０°ꎬ是农作物种植的黄

金纬度带ꎬ拥有亚洲首屈一指的自流灌区ꎬ其耕地面

积达到 ７３.３３ 万公顷ꎬ草原面积达到 ５２７.７３ 万公顷ꎮ
巴彦淖尔市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和努力ꎬ成
功构筑起涵盖粮食、葵油、瓜果、乳肉制品、牧草料、
药材以及酿酒等领域的十大主导产业ꎬ共拥有 ７ 个

中国驰名商标、６８ 个自治区著名商标和 １３１ 个知名

商标ꎮ 优秀的资源禀赋和高质量的特色品牌成为

“天赋河套”的价值源泉ꎮ
“天赋河套”品牌建设两次被写入内蒙古自治

区政府工作报告ꎬ巴彦淖尔市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工

作小组和业务部门来运营“天赋河套”ꎮ 巴彦淖尔

市政府将在“十四五”期间全面提升“天赋河套”品
牌影响力ꎬ力争到 ２０２５ 年品牌价值达到 ４００ 亿元ꎮ
政府支持让“天赋河套”未来的潜力不可估量ꎮ

１.３　 品牌建设

到目前为止ꎬ巴彦淖尔市已成功构建了一个占

地达 ８ ５００ 平方米的 ＣＮＡＳ 国家级标准化实验室ꎬ该
实验室获得了 １５８ 项 ＣＮＡＳ 认可项目ꎬ并具备了全

面检验 ６９１ 个不同参数的能力ꎮ 同时ꎬ为进一步强

化质量管理与标准制定ꎬ当地还设立了占地 ６００ 平

方米的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与巴彦淖尔市“天赋河

套”联合质量管理中心ꎬ中心携手发布了“天赋河

套”品牌团体标准白皮书ꎬ其中涵盖了 ３８ 个品类共

计 ９４ 项次的详细标准ꎮ
在农产品质量与安全保障方面ꎬ巴彦淖尔市健

全了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ꎬ并创新性地开发了“天
赋河套”品牌服务管理平台ꎮ 该平台依托严格的农

产品生产标准和质量监管体系ꎬ结合“物联网监控＋

关键生产数据＋生产记录档案”的综合管理方式ꎬ实
现了“按产贴码、一箱一码、一品一码”的全程可溯

源机制ꎬ确保了“天赋河套”品牌产品的每一份都能

追溯源头ꎮ

２　 存在问题

“天赋河套”品牌与其他区域公用品牌不同的

—００１—



商贸营销

是ꎬ它是全国首创用一个品牌统领不同门类的农产

品ꎮ 这种创新的尝试无疑为农产品品牌建设带来了

新的思路ꎬ但也因其独特性而面临诸多来自不同方

面的问题ꎮ
２.１　 品牌定位泛化

品牌定位泛化是指品牌在市场上的表现和认知

超越了其原本的目标群体或产品类别ꎬ形成了一种

广泛而模糊的品牌形象ꎮ 这种策略可能导致品牌同

质化ꎬ使得品牌的竞争力下滑ꎮ “天赋河套”品牌核

心价值为“唯一、独特、卓越”ꎬ而在品牌实际运作

中ꎬ并未能高效地将品牌的核心价值传达给消费者ꎬ
在一些授权的产品当中并未能体现出品牌的核心价

值ꎬ被授权的产品要能凸显这三个特性才能给消费

者留下深刻的印象ꎬ而在一些被授权的产品中ꎬ同质

化的现象依然存在ꎮ
２.２　 品牌建设的合力不足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搭便车行为在品牌建设中

是一种常见的情形ꎬ部分生产者或企业在利益的驱

使下利用品牌的公共物品属性ꎬ未经授权或超出授

权范围使用该品牌ꎬ从而获得不正当利益ꎮ 部分大

型企业认为自身品牌的影响力较高ꎬ不需要借助

“天赋河套”ꎬ故在品牌保护方面缺乏主动性ꎬ更倾

向于将资源和精力投入自己品牌的建设和发展上ꎮ
另外ꎬ分散的农户和中小企业则普遍缺乏对“天赋

河套”品牌的维护意识ꎮ 他们未能充分认识到品牌

背后所蕴含的信誉、质量承诺及市场影响力ꎬ使其在

品牌策划、宣传推广、质量控制等关键环节上存在短

视的行为[２]ꎮ
２.３　 当地农牧企业产业化发展水平不足

目前“天赋河套”所授权的产品以初级农产品

居多ꎬ主要因为巴彦淖尔市的农畜产品销售现状还

停留于初级产品ꎬ该类产品往往缺乏深度加工和精

细化的处理ꎬ从而限制了它们的附加值增长ꎮ 具体

来说ꎬ尽管农业总产值数据不错ꎬ但与农产品加工产

值相比ꎬ两者的比例却远不及全国的平均水平ꎬ反映

出当地在农产品加工和增值方面的不足ꎮ 这就对

“天赋河套”品牌冲击市场高端形成了“天花板”ꎮ
２.４　 品牌文化不深入

在如今的市场大环境下ꎬ市场营销作为提升品

牌知名度的关键策略ꎬ其重要性不言而喻ꎮ 其中ꎬ讲
好品牌故事更是成为连接消费者与品牌情感的纽

带ꎬ对塑造品牌形象、增强品牌认同感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ꎮ “天赋河套”其名字本身就蕴含深厚的文

化内涵ꎬ与河套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紧

密相连ꎮ 然而ꎬ目前品牌文化与河套文化之间尚未

建立起紧密的联系ꎬ缺乏一座将两者紧密相连的

“桥梁”ꎮ 这意味着“天赋河套”品牌尚未能充分挖

掘和传承河套文化的优秀底蕴ꎬ将其融入品牌故事

之中ꎬ使消费者在接触品牌时能够深刻感受到河套

文化的魅力ꎮ

３　 对策建议

３.１　 凝聚品牌建设合力ꎬ实现价值共创

区域公用品牌建设能够赋能企业品牌建设ꎬ同
时企业品牌建设又可以反哺区域公用品牌ꎬ两者是

共生的关系ꎮ 因此两者在价值上可以实现共创ꎬ而
构建强有力的政府与市场“双强引擎”是加强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关键ꎮ 政府“强引擎”主要

是对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组织领导、统筹规

划和政策支持精准扶持、品牌传播和监督维护等方

面ꎻ市场“强引擎”主要体现在龙头企业家和龙头企

业的能力要强[３]ꎮ ①为确保“天赋河套”品牌产品

的卓越品质ꎬ政府要严格执行其生产标准ꎬ致力于提

升优势特色产品的整体质量ꎮ ②为了抓住发展机

遇ꎬ政府和企业要共同创新思路ꎬ采取包括强强联

合、股份合作以及融资上市等多元化的策略ꎬ扩大企

业规模ꎬ并引导优势特色农牧业产业蓬勃发展ꎬ从而

带动农牧民实现持续增收和共同富裕ꎮ ③为了保持

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活力ꎬ企业要发扬改革创新精

神ꎬ积极引进高端人才、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ꎬ以现

代化的理念来管理和运营企业[４]ꎮ

３.２　 明确品牌定位ꎬ坚持市场导向

农产品公用品牌初创期应找准市场定位ꎬ突出

产品特色ꎬ培育差异化竞争优势ꎬ“天赋河套”的定

位在于高端ꎬ核心价值在于 “唯一ꎬ独特ꎬ卓越”ꎮ
一是要用“河套文化”锚定“唯一”价值ꎬ河套地区拥

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ꎬ包括独特的自然

风光、传统的手工艺、民俗风情等ꎮ 通过将这些元素

—１０１—



市场周刊

融入品牌故事中ꎬ为消费者展现一个立体、生动的品

牌形象ꎬ让他们感受到品牌的独特魅力和文化价值ꎮ
运用创新的营销手段来传播品牌故事ꎮ 例如ꎬ利用

社交媒体平台ꎬ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ꎬ向消费者

展示河套地区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和特色产品ꎬ让
消费者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了解品牌故事ꎮ 同时ꎬ
可以邀请当地的文化名人、手工艺人、美食家等作为

品牌代言人ꎬ通过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感受ꎬ向消费者

传递品牌的真诚和热情ꎮ
二要以特色农产品凸显“独特”价值ꎮ 这些特

色农产品具有独特的市场竞争力ꎮ 它们不仅口感独

特、品质优良ꎬ而且往往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

传承ꎮ 这种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背景ꎬ使得这些农产

品在市场上具有更高的辨识度和吸引力ꎬ能够为

“天赋河套”品牌带来更多的关注度和市场份额ꎮ
如五原黄柿子、磴口华莱士等ꎬ要从最具特色的农产

品入手ꎬ打开市场突破口ꎮ
三要以严苛的标准保障“卓越”价值ꎮ 为了确

保农产品质量的高标准、严要求ꎬ政府相关部门计划

构建一套严于国家标准的质量标准体系ꎮ 要结合巴

彦淖尔市独特的地理、气候和资源优势ꎬ融入地方特

色ꎮ 同时ꎬ也要充分考虑巴彦淖尔市农业生产的实

际情况ꎬ确保标准的可行性和实用性ꎮ
３.３　 推动农牧企业进一步发展ꎬ保证高端农产

品的创新和供给

要有效利用金融、财税、土地等政策手段推动农

牧业企业进一步发展ꎬ从而增强“天赋河套”优质农

畜产品的资源支撑力ꎬ这是“天赋河套”品牌高端化

的关键ꎮ 一要强化政策扶持与引导:利用金融政策ꎬ
如优惠贷款、贷款担保、贷款贴息等手段ꎬ支持龙头

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资

本扩张和产业升级[５]ꎮ 财税政策上ꎬ通过减税降

费、财政补贴、奖励机制等方式ꎬ激励这些经营主体

扩大生产规模ꎬ提高经营效益ꎮ 在土地政策上ꎬ加快

土地经营权流转步伐ꎬ支持企业通过土地租赁、合作

经营等方式集中连片发展农牧业ꎬ提高土地资源的

集约利用水平ꎮ 二要推动农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
业化、标准化和现代化建设:聚焦粮油、肉乳绒、果

蔬、蒙(中)药材、籽类炒货、酿造加工、民族特色优

势特色产业ꎬ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ꎬ推动这些产

业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ꎮ 三要推动农牧业企

业延长产业链:鼓励农牧业企业向产业链上下游延

伸ꎬ发展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品牌营销等多元化

业务ꎮ 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ꎬ提高产品附加值

和市场竞争力ꎬ推动产业链向高端迈进ꎮ 推动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ꎬ加强农业与工业、服务业的深度融

合ꎬ形成产业互动、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ꎮ

４　 结语

本文通过对“天赋河套”区域公用品牌的发展

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ꎬ旨
在为该品牌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

导ꎬ同时也为其他地区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

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ꎮ 未来ꎬ随着乡村振兴战

略的深入实施和消费者对高品质农产品需求的不断

增加ꎬ“天赋河套”品牌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挑

战ꎬ同时也将成为推动巴彦淖尔市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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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ＭＡＳ 模型助力农产品品牌电商直播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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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ꎬ农村地区经济发展面临农产品销售受阻等一系列问题ꎬ使得农村发展受到极大影响ꎮ 而随着电商直播的蓬

勃发展ꎬ它作为一种新兴的销售模式ꎬ为农产品品牌营销带来新的活力与生机ꎬ不仅打破了传统农产品销售模式的局限ꎬ也赋予

了乡村振兴新动能与新能源ꎮ 对此ꎬ通过分析农产品品牌电商直播营销的现实意义ꎬ围绕 ＩＳＭＡＳ 模型ꎬ提出电商直播营销策略改

进措施ꎬ从而有效振兴农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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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ꎬ电商直播应运而生ꎬ

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习惯ꎬ各行业的销售模式也随

之发生着巨大改变ꎮ 农产品品牌电商直播营销作为

一种全新的销售模式ꎬ如今备受大众关注和喜爱ꎬ诸

多电商机构和网红都将农产品作为主要带货品类ꎬ

凭借自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ꎬ通过特殊的电商直播

带货模式ꎬ让农产品成为“俏货”ꎮ 然而ꎬ随着电商

直播营销模式的迅速崛起ꎬ农产品品牌营销正处于

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ꎬ需要创新性地探索更

加科学、可行的数字营销策略ꎬ并结合自身特点ꎬ走

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品牌营销发展之路ꎮ ＩＳＭＡＳ 模型

作为一种新型的数字营销策略ꎬ为农产品品牌电商

直播营销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方法ꎬ帮助其在电商

直播市场中找到独特的位置ꎬ进而实现可持续的市

场增长ꎮ

１　 农产品品牌电商直播营销现实意义

农产品品牌指的是在农产品上ꎬ农业企业或农

户使用特别的标记或名称ꎬ以对不同的产品种类和

来源进行区分ꎬ便于消费者理解产品的特点和价值ꎬ

并有助于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ꎮ 电商

直播主要是以直播的方式将产品介绍给消费者ꎬ并

通过互动分享、直播体验等方式ꎬ实现产品销售[１]ꎮ

数据调查显示ꎬ２０１９ 年是网络直播的第一年ꎬ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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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直播销售额达到 ４ ３３８ 亿元ꎻ２０２３ 年ꎬ中国

直播电商行业的整体交易规模突破了 ４.９ 万亿元ꎬ

同比增长了 ３５.２％ [２]ꎮ 可见ꎬ电商直播能够对我国

的消费市场进行有效的活化ꎬ也显著提升了产品的

转化率ꎮ

从农产品品牌电商直播营销进程来看ꎬ２０２０ 年

发生了一件标志性事件ꎬ受大环境影响ꎬ湖北部分农

产品出现滞销情况ꎬ给本地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带

来较大的影响ꎬ为解决这一问题ꎬ央视新闻新媒体通

过客户端、微博和淘宝等平台ꎬ以直播的方式开展了

“谢谢你为湖北拼单”的公益活动ꎬ直播仅 ２ 小时就

吸引了上千万网友在线观看ꎬ在这场直播中ꎬ湖北农

产品销售额达到了 ４ ０１４ 万元[３]ꎮ 自此ꎬ各地政府

都提高了对农产品电商直播发展的重视程度ꎬ陆续

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ꎬ为农产品品牌电商直播

营销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ꎬ旨在卖出农村

的优质农产品ꎬ为农户带来更多的收入ꎬ搞活乡村经

济ꎮ 与此同时ꎬ虽然电商直播为农产品销售带来了

极大的助力ꎬ但也面临更为复杂、激烈的电商直播营

销竞争ꎬ为了获得理想的农产品销售额ꎬ就需要不断

优化和改进营销策略ꎮ

２　 创新电商直播营销策略 打造优质农产品

品牌

ＩＳＭＡＳ 模型是一种基于传统理论模型 ＡＩＤＭＡ

和 ＡＩＳＡＳ 提出的一种全新营销模式[４]ꎬ它坚持以用

户受众为中心的传播法则ꎬ摆脱了单向营销和线性

传播的运行模式ꎬ有机融合了消费者心理活动和实

际行动两个阶段ꎬ实现了从认知到行为的无缝衔接ꎬ

是对营销领域的一次深刻创新与变革ꎮ 在农产品品

牌电商直播营销中ꎬ可以围绕 ＩＳＭＡＳ 模型中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兴趣)、Ｓｅａｒｃｈ(搜索)、Ｍｏｕｔｈ(口碑)、Ａｃｔｉｏｎ

(行动)、Ｓｈａｒｅ(分享)五个角度ꎬ针对性地制定营销

策略ꎬ以激发消费者对农产品的兴趣ꎬ引导其进一步

搜索和了解农产品ꎬ并基于对质量的满意度ꎬ产生口

碑传播与实际购买行为ꎬ最终促进消费者进行品牌

分享ꎬ从而全面提升农产品品牌电商直播营销水平ꎬ

获得理想的传播与销售效果[５]ꎮ

２.１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兴趣):塑造特色化营销内容ꎬ激

发消费者兴趣

“兴趣”是 ＩＳＭＡＳ 模式的第一个维度ꎮ 在当今

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ꎬ“内容为王”的呼声越来越

高ꎬ优质的内容成为获取流量不可或缺的“制胜法

宝”ꎬ也是留下用户、完成营销转化的关键ꎮ 因此ꎬ

品牌营销需要以消费者的兴趣为出发点ꎬ打造特色

化营销内容ꎬ以激发消费者的好奇心ꎮ 在农产品品

牌电商直播营销过程中ꎬ首先需要找准品牌定位ꎬ根

据农产品本身以及目标消费者的特性ꎬ打造有特色

的农产品品牌ꎬ既要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的基本需

求ꎬ还要对其产生吸引力ꎬ占领消费者心智ꎬ从而让

消费者在面对该品类的产品时ꎬ能够第一个想到该

品牌农产品ꎮ 做好品牌定位后ꎬ应当注重品牌背后

的故事ꎬ尤其是在品牌塑造初期ꎬ既要让消费者认同

产品本身ꎬ更关键的是认同产品背后的故事蕴含的

价值与情绪ꎬ这就能够增强其对产品的认同感与忠

诚度[６]ꎮ 农产品背后往往都拥有非常多的历史故

事ꎬ在开展电商直播营销时ꎬ主播可以用平实和诗意

的语言向观众娓娓讲述产品背后的故事ꎬ让消费者

了解农产品独特的历史内涵、地域文化等ꎬ打造极具

趣味性的电商直播间ꎬ充分展现农产品浓厚的文化

底蕴ꎬ提升农产品品牌形象ꎬ获得更高的品牌溢价ꎮ

２.２　 Ｓｅａｒｃｈ(搜索):利用互联网优势ꎬ积极回

应消费者搜索需求

在 ＩＳＭＡＳ 模式下ꎬ当消费者对营销内容感兴趣

后ꎬ营销者需要通过合理的手段来引导消费者ꎬ使其

主动搜索询问相关产品ꎮ 在网络环境下ꎬ信息搜索

具有成本低、信息冗杂等特点ꎬ消费者往往需要花费

大量的时间才能搜索到符合自我期待的信息ꎬ这就

影响到其对品牌的印象ꎮ 因此ꎬ在农产品品牌电商

直播营销过程中ꎬ应当重点运营电商直播平台ꎬ提升

消费者主动搜索农产品品牌的频率ꎬ其中关注页面

是电商直播营销流量的关键手段之一ꎬ若平台用户

取消关注ꎬ那么关注栏里就不会出现账号推送内容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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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平台推送算法规则ꎬ农产品平台电商直播间推

送给取关用户的概率大大降低ꎬ进而影响到后续营

销效果[７]ꎮ 为改变这一情况ꎬ农产品品牌需要从公

共关系角度出发ꎬ加强对软营销文案的推广ꎬ提高电

商直播的内容质量ꎬ向消费者树立一个良好的品牌

形象ꎬ或是在电商直播间开设小游戏模块ꎬ加强农产

品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ꎬ形成良好的公共关系ꎬ

从而有效提升搜索量[８]ꎮ 为了进一步优化消费者

参与互动ꎬ农产品品牌需要深入洞察年轻一代网络

用户的媒介使用需求ꎬ合理选择电商直播渠道ꎬ紧贴

抖音、淘宝、快手等渠道属性ꎬ将品牌和产品信息因

地制宜地投放到这些平台ꎬ以便利消费者搜索电商

直播间ꎮ 抖音以短视频为主要内容载体ꎬ内容丰富

多样ꎬ具有较强的渠道沉浸能力ꎬ用户在刷短视频的

过程中容易产生消费欲望ꎬ对此ꎬ农产品品牌可以开

通官方抖音账号ꎬ以风格化和娱乐化的短视频传递

产品和品牌信息ꎬ从而更好地激发消费者内心情感ꎬ

并做出点赞、关注、转发等行为ꎬ最终有利于提升平

台推送直播间的频率ꎮ

２.３　 Ｍｏｕｔｈ(口碑):做好品牌背书ꎬ提升农产品

口碑

口碑是 ＩＳＭＡＳ 模式的核心之一ꎬ它在消费者决

策与品牌营销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从本

质上讲ꎬ口碑就是让消费者为品牌代言ꎬ消费者的推

荐就是品牌最好的背书ꎬ而良好的口碑源自优质的

产品与服务ꎮ 因此ꎬ对农产品品牌电商直播营销活

动而言ꎬ应当在农产品体验上赢得消费者的信任与

忠诚ꎬ方可实现优质口碑的持续转化ꎬ提高农产品销

售量ꎮ 首先ꎬ需要制定严格的农产品筛选标准ꎬ电商

直播平台应当加强与农业生产者的合作ꎬ构建农产

品供应链ꎬ严格审查农产品的产地、种植方式与食品

安全等多方面因素ꎬ只有符合规范的农产品才可以

进入电商直播平台销售[９]ꎮ 其次ꎬ为了增强消费者

对农产品品质的信任ꎬ农产品品牌电商直播平台可

以与第三方机构合作ꎬ引入绿色认证、有机认证等机

制ꎬ以增加农产品的可信度与权威性ꎮ 最后ꎬ农产品

在运输途中容易受到温度、外力等因素影响ꎬ导致产

品变质ꎬ若变质后的农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ꎬ将会影

响到农产品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ꎮ 对此ꎬ需要

构建冷链物流系统ꎬ增设快递网点ꎬ以减少农产品在

运输过程中的损耗ꎬ提高消费者的购物体验[１０]ꎮ

２.４　 Ａｃｔｉｏｎ(行动):运用新型营销手段ꎬ提高

销售变现能力

行动是品牌营销活动的直接目标ꎬ指的是消费

者发生的实际购买行为ꎮ 这一阶段是产品实现销售

目标与盈利的关键ꎮ 基于这一理念ꎬ在开展农产品

品牌电商直播营销过程中ꎬ应当积极运用新型营销

手段ꎬ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进入电商直播间ꎮ 从直

播内容形式来讲ꎬ应当转变传统以产品展示与介绍

为主的电商直播方式ꎬ将一些互动环节添加到电商

直播当中ꎬ包括游戏互动、抽奖活动以及问答环节

等ꎬ有助于增加直播的趣味性ꎬ吸引更多观众参与ꎬ

从而提升电商直播的互动频率并增加观看时长ꎬ有

效调动消费者的购买欲望ꎮ 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

论ꎬ如今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显著改善ꎬ已经不再满

足于吃、喝的基本需求ꎬ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

求[１１]ꎮ 对此ꎬ可以采用情感营销策略ꎬ通过对直播

内容进行故事化与情感化处理ꎬ即在直播售卖农产

品时ꎬ主播可以讲述农产品背后的故事、农村的美丽

风景、农村人种植农产品的辛苦等ꎬ通过质朴的故事

描述赋予农产品更深层次的精神价值ꎬ引发消费者

产生情感共鸣ꎬ与主播产生情感联结ꎬ从而更好地刺

激消费者购买农产品ꎮ 现阶段ꎬ虚拟现实技术在电

商直播中得到广泛应用ꎬ能够让观众以身临其境的

方式参与直播活动ꎬ通过将该技术应用到农产品品

牌电商直播中ꎬ能够赋予直播活动更多的趣味性与

创意性ꎬ即在虚拟现实技术的支持下ꎬ在直播间向观

众 ３６０ 度无死角地展示农产品生长环境、采摘过程

及农田风光ꎬ使消费者更加真实地感受农产品的原

产地和生长环境ꎬ从而增强他们对农产品的认知与

信赖ꎬ促进农产品品牌的建设与产品销售ꎮ

２.５　 Ｓｈａｒｅ(分享):讲好品牌故事ꎬ促进消费者

主动分享

分享指的是在购买产品后ꎬ消费者可能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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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碑传播、社交媒体等方式ꎬ向他人分享自己的感

受ꎬ这是一种主动行为ꎬ有利于扩大品牌影响力ꎬ为

品牌带来更多客户ꎮ 基于此ꎬ在农产品品牌电商直

播营销中ꎬ可以迎合消费者社交属性ꎬ打造特质鲜明

的主播个人“ＩＰ”ꎮ 在互联网环境下ꎬ个人“ＩＰ”具有

高辨识度、高流量以及高话题度的特点ꎬ能够立足于

圈层与消费者进行高效互动ꎬ为消费者提供符合其

需求的内容[１２]ꎮ 就目前情况来看ꎬ每个农产品品牌

电商直播间都配有一名或是多名主播ꎬ可将其看作

品牌代言人ꎬ为了提升农产品品牌电商直播的影响

力ꎬ可以选择与品牌调性、目标受众相一致的明星和

网红作为主播ꎬ邀请其做农产品品牌的专场直播ꎮ

同时ꎬ也可以孵化农民“网红”ꎬ其不仅具备丰富的

专业知识与实践经验ꎬ还可以与消费者建立深厚的

情感联系ꎬ通过加强对农民“网红”的培训ꎬ帮助其

塑造契合品牌调性的个人形象ꎬ提升其直播技能ꎬ成

为具有个人魅力和本土特色的农民“网红”ꎬ然后通

过微信、抖音等平台对农民“网红”进行广泛宣传与

推广ꎬ从而提高其知名度与影响力ꎬ引导消费者对农

产品品牌形成记忆点ꎬ促使消费者自发分享农民

“网红”ꎬ并吸引更多潜在消费者进入电商直播间ꎬ

实现社媒裂变式传播ꎮ

３　 结语

在数字乡村战略背景下ꎬ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

政策文件ꎬ明确提出深入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

村进城工程ꎬ大力发展数字商务振兴农业ꎮ 因此ꎬ各

地区积极响应ꎬ大力推进农产品品牌电商直播营销

活动ꎬ旨在促进农民增收ꎬ赋能乡村经济高质量发

展ꎮ 为实现这一愿景ꎬ构建高效、合理的农产品品牌

电商直播营销策略显得尤为关键ꎬ需要以 ＩＳＭＡＳ 模

型为理论基础ꎬ从兴趣、搜索、口碑、行动与分享五个

层面出发ꎬ创新性地制定农产品品牌电商直播营销

内容和方式ꎬ以塑造独具特色的农产品品牌ꎬ拓展农

产品价值增值空间ꎬ提升农产品销售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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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电商经济的蓬勃发展ꎬ引导消费者在多样化商品中享受体验感ꎬ已成为当前企业的重要目标ꎮ 文章从意见领袖

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重要意义出发ꎬ梳理了意见领袖通过心理距离增进客户黏性等相关研究ꎬ进而从功能性、娱乐性和社交互动

性内容角度提出意见领袖与消费者品牌信任之间的研究假设ꎮ 文章得出结论ꎬ意见领袖能够左右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ꎬ并且这

种影响是通过缩短消费者对品牌的心理距离从而提高消费者的品牌信任实现的ꎮ

关键词:意见领袖ꎻ心理距离ꎻ品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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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ꎬ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加快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ꎬ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ꎬ简称“双循环”ꎮ 以此为背景ꎬ促
进国内消费能力、增进品牌塑造质量成为当前企业

发展的战略目标ꎮ «２０２３ 年中国电商市场研究报

告»显示ꎬ中国三线以下城市已经成为电商交易的

重要战场ꎬ８.５ 亿的用户已经构成网络购物的主力

军ꎮ 消费者在琳琅满目的产品中选择自身属意的意

向商品ꎬ除了切身体验ꎬ更重要的来自意见领袖的引

导和影响ꎮ 就商业活动而言ꎬ具有权威或者消费品

引导能力的意见领袖不仅在产品外观和性能方面具

备了普通消费者未能熟知的优势ꎬ还在产品特性推

广与特色营销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基于上述

原因ꎬ普通消费者选择更趋于形成“羊群心理”ꎬ在
未能知悉产品的真实情况下ꎬ相信且易于受到意见

领袖的诱导ꎮ 同时ꎬ个体行为选择具有经验性和前

置惯性ꎬ即先前的喜好、感受都制约了消费者对相关

品牌的依赖性ꎮ 意见领袖要提高消费者对特定品牌

的信任程度ꎬ通过加固消费者信念和提高其信任程

度实现对特定品牌的影响ꎬ以促进企业成功实施其

营销战略、推动品牌建设ꎮ

１　 文献综述

１.１　 关于意见领袖的研究

研究者发现ꎬ意见领袖作为富有权威、优先话语

权的专业人士ꎬ因为学识广博、熟识专业领域的各项

规则和产品、服务的内涵品质ꎬ其选择备受消费群体

的推崇[１]ꎮ 真正的意见领袖应该能够发表建议ꎬ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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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传播促成消费者形成消费决策和消费习惯ꎮ 部

分研究者从以下四个方面设计意见领袖指标测量依

据[２]:其一ꎬ与消费者具有相似的消费偏好ꎬ属于共

同消费群体ꎻ其二ꎬ在产品认知和相关领域方面具有

公认专家地位ꎻ其三ꎬ具有广泛的社交关系ꎻ其四ꎬ熟

练和便利地使用各种网络媒介ꎬ同时能自由发表

意见ꎮ

１.２　 关于心理距离的研究

意见领袖的作用在于实现他们和普通消费者之

间降低差异化、增加认同感ꎬ这种路径与心理距离的

研究相关ꎮ 以人们对相关事件和产品看法的差异作

为可解释的心理表征ꎬ由此衍生出解释水平理论ꎬ该

理论以时间作为聚焦要素ꎬ将人们归纳出事件普遍

共性、反映出事件内涵的解释水平称之为高水平解

释ꎬ而将只是具体化、表征化的反映称之为低水平解

释ꎬ上述理论为建立心理距离衡量体系提供依

据[３]ꎮ 为此ꎬ研究者从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

离以及假设性四个维度进行度量ꎮ 其中ꎬ时间距离

表达了以现在为基准的时间差距ꎬ空间距离指地理

位置的远近ꎬ社交距离则表现为社交关系以自身为

参照物的距离差异ꎬ假设性是衡量距离的前提条件

和限制依据[４]ꎮ

１.３　 意见领袖对品牌黏性效应的影响

信任作为意见领袖和消费者之间的纽带ꎬ对品

牌形成黏性效应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ꎮ 研究者认

为ꎬ这种黏性效应的形成取决于意见领袖和消费者

之间的信任程度[５]ꎮ 研究者观测到ꎬ消费者对已消

费的能够形成共鸣的品牌具有一定的依赖性ꎮ 消费

者对意见领袖权威的认可是信任感不断增强直至形

成对品牌的长期依赖的依据[６]ꎮ 意见领袖的作用

在于强化消费者对品牌品质、履行承诺能力的正面

期待ꎮ 意见领袖通过对品牌的详细了解ꎬ对消费者

选择加以指导ꎮ 在意见领袖的引导下ꎬ消费者可以

通过自身尝试ꎬ形成对品牌的认可度和信任度ꎮ 随

着自我感知印象的加深ꎬ产品品牌的信任度将不断

提升ꎮ

２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２.１　 消费者追逐品牌的羊群效应是意见领袖

发挥主导效应的基础依据

随着市场多样化趋势日益显著ꎬ仅通过消费者

自我感受提升品牌优势ꎬ增强消费者品牌依赖性ꎬ已

难以为继ꎮ 意见领袖的引导是人们展现从众心理、

体现羊群效应的重要根源ꎮ 其一ꎬ产品的功能性是

否能够完全得以展示ꎬ是否符合消费者心理预期ꎬ品

牌产品的基础功能的说服力和意见领袖的讲解表达

能力将至关重要ꎮ 其二ꎬ通过娱乐性内容ꎬ消费者对

品牌产品的外观、精神消费体验的满足程度有所提

高ꎬ增进对品牌的信赖ꎮ 其三ꎬ意见领袖利用羊群效

应加强消费者之间品牌产品的传播效应ꎬ通过消费

者体验分享ꎬ增强了个体消费者对特定产品的跟随、

认同感受ꎬ对品牌产品客户黏度的力度渗透形成了

几何倍增的效果ꎮ 依据上述分析ꎬ本文提出以下

假设:

Ｈ１:意见领袖提供的功能性内容正向影响消费

者品牌信任ꎻ

Ｈ２:意见领袖提供的娱乐性内容正向影响消费

者品牌信任ꎻ

Ｈ３:意见领袖提供的社交互动性内容正向影响

消费者品牌信任ꎮ

２.２　 缩小消费者与意见领袖之间的心理距离

取决于消费者满足感

在一定场景下ꎬ消费者是否选择相应品牌取决

于消费者与意见领袖之间的信任程度ꎬ以心理预期

信任感的参照点为距离分析的基准点ꎬ能够精准区

分意见领袖和消费者之间达成一致意见的可能性ꎮ

由此推断出ꎬ心理距离在意见领袖和消费者品牌信

任之间具有中介效应ꎮ

和前述内容相对应ꎬ减少意见领袖与消费者之间

距离感的工作包含三个方面:其一ꎬ让消费者充分获

取品牌商品基本功能信息ꎬ能够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

观察ꎬ提高对品牌的信任感受程度ꎮ 其二ꎬ娱乐性满

足感的塑造不仅取决于意见领袖自身对品牌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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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推广ꎬ还需通过消费者在接受意见领袖推荐时ꎬ对

自身情感和心理愉悦感的认同和体会ꎮ 其三ꎬ社交互

动性内容是意见领袖以品牌产品的特性、优势和消费

者之间建立起的反馈机制ꎬ这能在心理距离逐渐接近

的情形下ꎬ延展消费者对品牌产品的长期稳定交易和

维护机制ꎮ 依据上述分析ꎬ提出以下假设:

Ｈ４:意见领袖提供的功能性内容能够借助缩短

消费者对品牌的心理距离ꎬ提高消费者的品牌信任ꎻ

Ｈ５:意见领袖提供的娱乐性内容能够借助缩短

消费者对品牌的心理距离ꎬ提高消费者的品牌信任ꎻ

Ｈ６:意见领袖提供的社交互动性内容能够借助

缩短消费者对品牌的心理距离ꎬ提高消费者的品牌

信任ꎮ

３　 数据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在互联网有过品牌体验的

我国普通网络民众ꎮ 问卷借助 Ｃｒｅｄａｍｏ 见数网站发

放ꎬ共收回问卷 ２４３ 份ꎬ通过筛除作答时间过长(超

过 １０ 分钟)和过短(短于 １ 分钟)等问卷ꎬ最终收集

到 ２０４ 份ꎬ问卷有效率为 ８３.９５％ ꎮ

３.１　 样本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被调查者中男性占 ４７. ０６％ ꎬ女性占

５２.９４％ ꎬ基本符合网民中的男女比例ꎻ年龄在 ２６ ~

３５ 岁的被调查者占比最高ꎬ达到 ５９. ８％ ꎬ其次为

１９~２５ 岁ꎬ占比 ３２.８４％ ꎮ 被调查者学历绝大多数都

是本科及以上ꎬ占比达 ９３.６３％ ꎬ受教育程度较高ꎬ较

好地保证了对本问卷的理解及最终的数据结果ꎮ

３.２　 问卷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的问卷量表部分主要包括意见领袖、心

理距离以及品牌信任三个部分ꎬ采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对量表信度进行分析ꎮ 由表 １ 可知ꎬ三份量表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均大于 ０. ７ꎬ说明总体信度较

好ꎬ可靠性较高ꎮ

本研究采用 ＫＭＯ 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验进行效度

分析ꎮ 由表 １ 结果可知ꎬ三份量表的 ＫＭＯ 值均大于

０.７ꎬ且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验值为显著较大ꎬ表明该量表

均适合做因子分析ꎬ效度较好ꎮ

表 １　 意见领袖量表信度分析结果

变量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

ＫＭＯ 值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验
近似卡方 显著性

意见领袖提供的内容 ０.７８７ ０.７９７ ４４１.９９７ ０.０００
心理距离 ０.８１１ ０.８２８ ３７５.４２５ ０.０００
品牌信任 ０.７１５ ０.７２５ ２０２.５７６ ０.０００

３.３　 相关性检验

本研究将自变量与因变量数据进行中心化处

理、相关性分析后发现ꎬ意见领袖提供的各项内容之

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ꎬ且均与品牌信任呈显著正相

关ꎻ其次ꎬ意见领袖的三维度内容与心理距离呈显著

负相关ꎬ而心理距离与品牌信任存在显著负相关

关系①ꎮ

３.４　 回归分析

此部分以检验意见领袖提供的三个维度内容与

品牌信任之间假设关系为基准模型ꎬ检验假设 Ｈ１~

Ｈ３ꎻ以检验意见领袖提供的三个维度内容通过缩短

消费者对品牌的心理距离从而提高品牌信任之间关

系为中介效应检验模型ꎬ即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检验

假设 Ｈ４~Ｈ６ꎮ

３.４.１　 基准假设模型检验

分别以功能性内容、娱乐性内容以及社交互动

性内容为自变量ꎬ品牌信任为因变量进行模型检验ꎮ

由表 ２ 数据可知ꎬ功能性内容对品牌信任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β ＝ ０.５４４ꎬｐ<０.００１)ꎬ说明意见领袖提供

的有关产品和品牌的高质量、有决策价值的内容确

实能提升品牌信任ꎬＨ１ 成立ꎻ娱乐性内容对品牌信

任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０.３４５ꎬｐ<０.００１)ꎬ说明意见

领袖所展示的有趣、好玩的内容对消费者形成品牌

信任有一定作用ꎬＨ２ 成立ꎻ社交互动性内容对品牌

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０.３４０ꎬｐ<０.００１)ꎬ说明意

见领袖以及其活动中给消费者带来的人际互动感、

信息交流对提升品牌信任有一定作用ꎬＨ３ 成立ꎮ 至

此ꎬ本文的基准假设均成立ꎮ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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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基准假设模型检验

假设 β Ｒ２ 检验结果

Ｈ１ 功能性内容→品牌信任 ０.５４４∗∗∗ ０.２４５ 接受

Ｈ２ 娱乐性内容→品牌信任 ０.３４５∗∗∗ ０.２０７ 接受

Ｈ３ 社交互动性内容→品牌信任 ０.３４０∗∗∗ ０.２８８ 接受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０.００１ꎮ

３.４.２　 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心理距离的中介效应通过表 ３ 呈现的 ６ 个模型

进行检验ꎮ 由检验结果可知ꎬ心理距离在意见领袖

三个维度上都呈显著中介效应ꎬ并且心理距离的系

数均为负数ꎬ即呈负向影响ꎬＨ４ ~ Ｈ６ 均成立ꎮ 但值

得注意的是ꎬ以功能性内容和心理距离作为自变量

的模型中自变量系数都显著ꎬ即心理距离在功能性

内容和品牌信任之间呈部分中介效应ꎻ而其他两个

维度的检验中ꎬ娱乐性内容和社交互动性内容系数

不显著ꎬ这表明心理距离在娱乐性内容以及社交互

动性内容影响品牌信任的路径中都分别起到了完全

中介作用ꎮ
表 ３　 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Ｈ４ Ｈ５ Ｈ６
功能性内容 心理距离 娱乐性内容 心理距离 社交互动性内容 心理距离

心理距离 －０.５５８∗∗∗ －０.５５３∗∗∗ －０.５２８∗∗∗

品牌信任 ０.２５６∗∗∗ －０.５１７∗∗∗ ０.０２３ｎ.ｓ －０.５８２∗∗∗ ０.０４８ｎ.ｓ －０.５５４∗∗∗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０.００１ꎻｎ.ｓ 表示在 ０.０５ 水平下不显著ꎮ

４　 结论与启示

４.１　 结论

其一ꎬ意见领袖通过品牌产品的功能性内容、娱
乐性内容和社交互动性内容影响消费者品牌信任程

度ꎮ 其中ꎬ功能性内容是消费者品牌信任的基础ꎬ其
显著性更强ꎮ 原因在于ꎬ产品性能和品质才是消费

者购买和依赖品牌的基础ꎬ品牌产品只有具备了强

大的功能性内容ꎬ才能有效增强消费者品牌信任ꎮ
但娱乐性内容和社交互动性内容影响消费者品牌信

任程度相对偏弱ꎮ 这是由于娱乐性内容属于品牌信

任中的附加品质的叠加ꎬ社交互动性内容是意见领

袖将个人对品牌的理解以羊群效应引起消费者的普

遍认同和支持ꎬ是一种锦上添花的作用ꎮ
其二ꎬ心理距离的缩短确实使意见领袖提高了

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ꎮ 实证结果显示ꎬ娱乐性内容

和社交互动性内容起到了完全中介效应ꎮ 原因在

于ꎬ这两项能够显著增强人们的交流意愿ꎬ并通过彼

此对品牌体验的分享和探讨ꎬ缩短彼此心理距离ꎬ多
种交流方式如直播、短视频、社区等ꎬ更加深入地将

意见领袖的品牌体会、品牌理念嵌入消费者情感互

动和情绪融合中ꎬ加大了意见领袖的指引作用ꎮ 互

联网购物过程中产品的可接触性降低ꎬ而通过其他

方式降低消费者对品牌的主观距离感知ꎬ亲近的感

觉能让消费者感觉品牌会为消费者的利益着想ꎬ从
而更愿意付出对品牌的信赖感ꎮ

４.２　 启示

首先ꎬ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首要感知的是产品

性能和功效的适用性ꎬ消弭品牌的信息盲点ꎬ增加客

户在体验方面的舒适程度ꎬ切实实现客户功能性要

求、无缝对接式的满足将成为意见领袖未来大展身

手的目标ꎬ也是稳固消费者品牌信任的重要桥梁ꎮ
其次ꎬ为了增强意见领袖的权威性ꎬ提升其声

誉ꎬ品牌产品应主动培养和培训宣传自身产品的意

见领袖ꎬ并通过建立与意见领袖实时反馈的机制ꎬ形
成意见领袖与消费者之间信息无障碍沟通ꎬ加深消

费者和品牌之间的黏性ꎬ构建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

长期信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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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加强高校预算绩效管理ꎬ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

率和使用效益ꎬ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的重要抓手ꎬ对推动高校深化改革、实现内涵式发展

至关重要ꎮ 新时代ꎬ高等教育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

务新要求ꎬ传统的预算管理、资源配置模式已难以适

应高校高质量发展需要ꎬ深入推进高校预算绩效管

理迫在眉睫ꎬ高校如何聚焦重点领域、突出关键环

节、创新管理机制ꎬ推动预算绩效管理向纵深发展ꎬ

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命题ꎮ

１　 加强高校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ꎬ国家不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ꎬ
高校获得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大幅增长ꎮ 当前高等教

育正处于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ꎬ高校面临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的紧迫任务ꎬ必须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ꎬ完
善高校治理体系ꎬ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ꎮ 加强预算

绩效管理ꎬ充分发挥预算的引导和约束作用ꎬ优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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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配置ꎬ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ꎬ更好地服务国家重

大战略部署ꎬ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ꎬ是

高校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

有力保障ꎮ 当前国家深入推进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

革ꎬ将绩效理念贯穿预算管理全过程ꎬ推进预算和绩

效管理一体化ꎬ对高校预算绩效管理也提出了更高

要求ꎮ 加快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

管理体系ꎬ是高校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提高资金配置

效率和使用效益的关键举措ꎬ也是落实中央关于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的必然要求ꎮ

２　 新形势下高校预算绩效管理面临的挑战

２.１　 预算编制与执行的精细化水平有待提升

当前高校预算编制与执行还存在较大提升空

间ꎬ难以适应新形势下提高财政资金绩效的要求ꎬ预

算编制的科学性、精细化水平有待提高ꎬ受传统预算

管理理念影响ꎬ高校预算编制往往简单套用上年基

数ꎬ增量预算缺乏必要测算论证ꎬ存在重分配轻管

理、重数量轻绩效的倾向ꎬ预算与财力不匹配、与事

业发展不适应的矛盾较为突出ꎮ 预算编制缺乏全局

统筹谋划ꎬ项目预算、部门预算、学校总预算的有机

衔接不够ꎬ难以形成合力ꎻ编制环节缺乏多元参与ꎬ

部门职能、项目负责人、一线教师参与不够ꎬ在技术

方法上ꎬ多数高校尚未完全实现预算编制的信息化、

智能化ꎬ大数据分析、科学测算等现代预算编制方法

运用不足[１]ꎮ

２.２　 预算绩效目标设置不够科学合理

科学合理的预算绩效目标是预算绩效管理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ꎬ但从高校实际来看ꎬ在预算绩效目标

设置上还存在诸多不足ꎮ 预算绩效目标与学校发展

战略目标的衔接还不够紧密ꎮ 一是高校在制定预算

绩效目标时ꎬ没有很好地体现学校“十四五”规划确

定的发展目标和改革任务ꎬ存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

与学校中长期目标“两张皮”的现象ꎮ 二是高校在

设置项目绩效目标时ꎬ对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长远

影响估计不足ꎬ偏重于短期投入和产出指标的考核ꎬ

对教学、科研、管理等关键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反映不

够ꎬ难以客观反映财政资金的实际绩效ꎮ
２.３　 预算绩效监控体系不够完善

当前不少高校的预算绩效监控体系还不够完

善ꎬ监控的整体性、及时性、有效性有待提高ꎮ 从监

控的整体性来看ꎬ部分高校对预算绩效监控重视不

够ꎬ监控工作随意性较大ꎬ缺乏健全的工作机制ꎬ预
算绩效监控的制度化、常态化程度不高ꎬ针对学校整

体层面的预算执行情况分析评估不够ꎬ难以全面把

握预算执行的总体情况ꎮ 从监控的及时性来看ꎬ高
校普遍存在预算绩效监控滞后的问题ꎬ一些高校的

预算绩效监控还主要局限在财务报销等事后控制环

节ꎬ忽视了事前、事中环节的动态监控ꎬ同时监控的

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有待提升ꎮ 预算绩效监控需要

基础数据的及时采集和分析利用ꎬ但多数高校的预

算信息系统、大数据平台等还不够健全ꎬ数据归集共

享不够ꎬ数据分析运用能力不强ꎬ影响了监控的时效

性ꎮ 从监控的有效性来看ꎬ高校预算绩效监控的广

度和深度有待拓展ꎮ 对财政资金、国有资产管理等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督检查不够深入ꎬ发现问

题的能力有待加强ꎬ监控发现的问题整改落实不到

位ꎬ影响了监控工作的成效ꎮ

３　 基于 ＰＤＣＡ 循环理念构建高校预算绩效

管理体系

３.１　 Ｐｌａｎ(计划):优化预算编制与目标设置

３.１.１ 　 深化预算编制改革ꎬ提高预算精细化

水平

高校要树立全面预算理念ꎬ将部门预算、项目预

算、学校总预算统筹考虑ꎬ强化预算的前瞻性、战略

性和可持续性ꎬ要改革完善预算编制方法ꎬ坚持“零
基预算”理念ꎬ根据事业发展规划合理测算项目成

本ꎬ科学提出预算需求ꎬ杜绝简单套用上年预算基数

的做法ꎬ要统筹考虑财力可能ꎬ兼顾当期需要和长远

发展ꎬ科学合理地确定预算规模ꎮ 要加大重点项目

预算保障力度ꎬ根据学校发展需要和绩效目标ꎬ在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等关键领域集中资源、

重点投入ꎬ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ꎬ要探索实施项目

预算ꎬ将项目预算作为预算安排的基本单位ꎬ细化预

算编制ꎬ明确项目预算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ꎬ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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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约束ꎮ

３.１.２ 　 科学设置预算绩效目标ꎬ突出关键性

指标

高校要坚持目标导向ꎬ科学合理地设置预算绩

效目标ꎬ充分发挥绩效目标的引领和督促作用ꎬ在绩

效目标设置上ꎬ要注重与学校“十四五”事业发展规

划相衔接ꎬ将学校总体目标细化分解到年度预算绩

效目标中ꎬ确保预算绩效目标与学校整体发展目标

同向同行ꎮ 要坚持问题导向ꎬ针对事业发展的薄弱

环节、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ꎬ有针对性

地设置绩效目标ꎬ发挥绩效目标在破解发展难题中

的关键作用ꎬ要科学选择核心评价指标ꎬ对预算绩效

目标实现程度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性指标优先选

择ꎬ避免指标设置过于烦琐ꎬ确保绩效目标可考核、
可评价、可问责ꎮ

３.２　 Ｄｏ(执行):强化预算执行动态监控

３.２.１　 建立健全预算执行监控机制

预算一旦批准下达ꎬ监控预算执行就成为预算

绩效管理的关键ꎬ高校要建立健全预算执行监控工

作机制ꎬ将预算执行情况作为常态化监管的重点内

容ꎮ 加强组织领导ꎬ成立以主要领导任组长的预算

执行监控领导小组ꎬ统筹推进全校预算执行监督工

作ꎮ 完善工作机制ꎬ制定预算执行监控工作方案ꎬ明

确职责分工、监控重点、工作流程、报告反馈等ꎬ确保

监控工作有序推进ꎬ定期召开预算执行分析会ꎬ通报

预算执行进度ꎬ研究解决突出问题ꎮ 明确监控的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ꎬ聚焦重大项目、重点领域ꎬ加强

预算执行实施、绩效目标实现的全过程动态监控ꎬ突

出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学科建设等办学核心领域ꎬ

加强专项资金预算执行、绩效目标完成等情况

监督[２]ꎮ

３.２.２　 加强预算执行过程管理ꎬ严控预算执行

风险

强化预算执行全过程管理和风险防控ꎬ是确保

预算绩效目标顺利实现的重要保障ꎬ高校要进一步

细化预算执行管理流程ꎬ加强预算编制、审核、下达、

拨款、使用等环节的规范管理ꎬ杜绝先支后审、无预

算开支等行为ꎮ 要严格预算执行进度管理ꎬ加快预

算下达和资金拨付进度ꎬ严控结余结转规模ꎬ提高预

算执行的均衡性、时效性ꎬ要从严控制预算调剂事

项ꎬ严把调剂政策口径关ꎬ从严审核调剂事由ꎬ严肃

调剂程序ꎬ确保调剂事项限定在预算批复范围内ꎮ

３.２.３　 灵活运用预算调整机制ꎬ提高预算执行

效率

预算调整是落实预算管理弹性原则ꎬ确保预算

执行顺应事业发展需求的重要手段ꎬ高校要建立规

范有序、简便易行的预算动态调整机制ꎬ在不突破预

算总盘子的前提下ꎬ围绕中心工作统筹盘活存量、用

好增量ꎬ及时调整预算ꎬ保障重点领域支出需要ꎮ 明

确调整的适用情形、审批权限和流程ꎬ制定预算调整

实施细则ꎬ规范因机构改革、重大政策和项目调整等

导致预算执行出现较大变化的调整行为ꎬ明确校内

和上级财政部门预算调整权限ꎬ做到依法依规、公开

透明ꎮ 简化预算调整流程ꎬ提高效率ꎬ充分运用网

络、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ꎬ建设预算调整管理系统ꎬ
简化操作流程ꎬ实现线上填报、线上审核、即时反馈ꎬ

压缩预算调整时限ꎮ

３.３　 Ｃｈｅｃｋ(检查):深化预算绩效评价与结果

应用

３.３.１　 丰富预算绩效评价维度ꎬ突出评价的针

对性

科学评价是推动高校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向纵深

发展的根本举措ꎬ高校要紧扣中心工作ꎬ突出办学特

色ꎬ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预算项目开展具有针

对性和差异性的绩效评价ꎮ 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ꎬ引入财务评价、过程评价、效益

评价等多维度指标ꎬ加强预算资金配置、使用管理、

产出绩效等方面的全过程评价ꎬ对不同层次的财政

项目ꎬ分别从投入、过程、产出、效果等维度设计指

标ꎬ增强评价的全面性、系统性ꎬ对学校整体预算开

展综合绩效评价ꎬ对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开展专项

绩效评价ꎮ 科学界定和细化共性指标内涵ꎬ围绕立

德树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中心工作ꎬ优选具有

通用性、普适性的共性指标ꎬ增强评价的横向可比

性ꎬ在共性指标基础上ꎬ结合不同学科特点和项目类

型ꎬ细化特色指标ꎬ彰显高校评价的针对性[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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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创新预算绩效评价方式ꎬ提升评价的专

业性

加强绩效评价组织实施ꎬ创新评价方式方法ꎬ提

高评价质量和公信力ꎬ是做好预算绩效管理的应有

之义ꎮ 加强评价组织领导ꎬ成立由校领导任组长ꎬ财
务、审计、纪检等部门参与的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

组ꎬ加强评价工作的统筹协调ꎬ制订年度绩效评价工

作计划ꎬ明确评价对象、评价重点、进度安排等ꎬ确保

评价工作落到实处ꎮ 创新评价组织实施方式ꎬ根据

预算项目实施情况ꎬ科学确定评价的时间、方式和频

次ꎬ综合运用部门自评、第三方评价、专家评审等多

种评价方式ꎬ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和专业性ꎬ加强与上

级教育、财政部门的工作衔接ꎬ积极争取纳入省级以

上重点绩效评价范围ꎮ 拓展评价信息来源渠道ꎬ通

过案卷审核、数据分析、实地核查、行政事业单位资

产管理系统数据比对等方式ꎬ全面核实评价数据来

源ꎬ广泛听取服务对象、利益相关方以及社会公众意

见建议ꎬ提高评价信息的全面性、准确性ꎮ

３.４　 Ａｃｔ(处置):建立预算绩效反馈改进机制

３.４.１　 及时反馈预算绩效管理薄弱环节

预算绩效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ꎬ需要及时发现

问题ꎬ分析原因ꎬ反馈整改ꎬ形成闭环管理ꎬ高校要建

立健全预算绩效反馈机制ꎬ加强对预算绩效目标实

现程度、预算执行进度等重点内容的动态监控ꎬ对预

算绩效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全方位“体检”ꎮ
要通过综合分析财务报告、绩效报告、项目评价、审

计报告、巡视巡察等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ꎬ查找预算

绩效管理的短板和不足ꎬ如在绩效目标设置上针对

性不够、项目实施进度严重滞后、资金下达不及时、
绩效评价流于形式等ꎮ 要采取召开座谈会、发放调

查问卷等方式ꎬ广泛听取一线教学科研人员、学生等

服务对象对预算资金使用管理的意见和建议ꎬ客观

分析研判可能影响预算绩效目标实现、制约资金使

用绩效的各种因素ꎬ对梳理出的各类问题ꎬ要及时形

成预算绩效反馈报告ꎬ明确反馈对象、反馈重点ꎬ增

强预算绩效反馈的针对性和有效性ꎮ

３.４.２　 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

针对预算绩效反馈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

节ꎬ有针对性地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整改措施ꎬ是提

高预算绩效管理整体成效的关键环节ꎮ 高校要成立

以分管校领导为组长的预算绩效管理问题整改工作

领导小组ꎬ加强整改工作的组织领导ꎬ要建立预算绩

效反馈问题整改台账ꎬ实行“一单一策”清单式管

理ꎬ明确整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整改时限、整改目

标ꎬ加强对重点项目、重点领域整改落实情况的督办

检查ꎬ确保整改工作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ꎮ

针对预算绩效反馈的共性问题ꎬ要从健全制度机制

入手ꎬ修订完善预算编制、执行、决算等管理制度ꎬ进

一步规范预算运行秩序ꎬ针对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

题ꎬ如论证不充分、绩效目标不明确、实施进度缓慢

等ꎬ要强化项目全过程绩效管理ꎬ严格项目准入ꎬ优

化绩效目标ꎬ加快项目实施进度ꎮ

４　 结语

实施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

重要举措ꎮ 新形势下ꎬ高校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树立绩效理念ꎬ聚焦突出

问题ꎬ在关键环节持续用力ꎬ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ꎬ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ꎮ 未来ꎬ高校预算绩效管

理改革还大有可为ꎬ需要继续探索完善ꎬ不断提升管

理水平ꎬ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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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煤炭行业作为典型的采掘业ꎬ其核心在于对自

然资源的开采与利用ꎬ需要深入地下或地表进行大

规模的基础设施构建ꎬ伴随高额的资金投入ꎮ 此外ꎬ
煤炭企业在生产规划与执行时ꎬ必须充分考虑资源

的自然分布状况ꎬ并力争实现资源的高效回收与利

用ꎮ 基于行业特性ꎬ煤炭企业必须致力于优化内部

的财务管理体系ꎬ促进其财务数字化转型ꎬ力求在资

金筹措、成本控制、风险评估及长期战略规划等方面

具备更高的专业性和前瞻性ꎬ确保企业在资源有限、
环境复杂的市场环境中稳健前行ꎮ

１　 煤炭企业财务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意义

１.１　 降低运营成本ꎬ提高运营效率

在当前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ꎬ大数据技术的应

用正深刻重塑着煤炭企业财务管理的面貌ꎬ这不仅

是一场技术革新ꎬ更是思维模式的全面升级ꎬ通过技

术赋能ꎬ优化企业内部沟通机制ꎬ实现信息流的无缝

对接ꎮ 具体而言ꎬ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最大限度地打

破了企业内部的沟通壁垒ꎬ使得财务信息能迅速、准
确地在企业内部进行传递ꎬ有效削减了不必要的沟

通成本ꎬ进一步释放了人力资源ꎬ降低运营成本ꎬ提
高运营效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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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有效实现业财融合

财务数字化也体现在构建集自动化与智能化于

一体的财务管理系统ꎬ实现数据录入的自动化、核对

的智能化以及报表生成的即时化ꎮ 一方面ꎬ借助大

数据的采集、深度剖析与有效应用ꎬ企业能够更加精

准地了解其财务状况ꎬ及时捕捉市场中的潜在风险

与机遇ꎬ利用数据做出更科学、高效的业务决策或财

务决策ꎬ以及更广泛、精准的战略部署[１]ꎻ另一方

面ꎬ企业的业务部门能够结合财务数据ꎬ更加合理地

规划产品成本结构、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
加强成本管控ꎬ增强产品的成本竞争力ꎮ 同时ꎬ企业

通过数字化平台能够实时监控财务状况和业务运营

情况ꎬ通过设置预警机制及时干预和解决潜在的问

题ꎬ降低经营风险ꎬ有效实现业务财务的深度融合ꎮ

１.３　 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财务数字化推动了财务管理的全面融合与升

级ꎮ 它打破了传统财务管理中各环节间的信息孤

岛ꎬ促进了数据的无缝流通与共享ꎬ使得财务决策能

够综合考虑企业运营的各个方面ꎬ增强了决策的全

面性与整体性ꎮ 此外ꎬ它能够与供应链管理、人力资

源管理等其他关键管理领域的技术深度融合ꎬ形成

协同效应ꎬ共同推动企业管理水平的整体提升ꎮ

２　 煤炭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存在的问题

２.１　 企业转型意识淡薄

煤炭行业通过开采煤炭资源获取显著的经济效

益ꎬ导致管理层可能更聚焦于业务拓展ꎬ而对财务管

理的重视程度相对不足ꎮ 财务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多

维度、深层次的综合性项目ꎬ它不仅触及企业核心管

理理念的重塑ꎬ还涵盖了运营流程、资金流动管理以

及生产组织结构的深刻变革ꎬ它依赖于从企业的管

理层到业务层以及财务人员都要正确认识其重要

性ꎮ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ꎬ财务数字化转型并不受到

传统经营模式和核算过程的影响ꎬ反而需要企业职

工学习更多数字化技能ꎬ增加了员工的工作与学习

压力ꎬ使得部分员工出现抵触心理ꎬ说一套做一套ꎬ
思想缺乏与时俱进意识对企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制

约ꎬ使得许多煤炭企业面临专业人才短缺的困境ꎬ这
限制了它们在财务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主动寻求创

新、实施高效管理模式的步伐ꎮ

２.２　 财务数字化存在运营风险

财务数字化意味着企业会将实时更新的信息数

据经过精密的数据处理流程后转化为高价值的信息

资产ꎮ 然而ꎬ这一转换过程无形中加剧了财务信息

的曝光风险ꎬ若财务信息不慎泄露ꎬ企业将面临前所

未有的安全威胁ꎮ 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ꎬ虽然大数

据、云计算等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效率ꎬ但其开

放性和兼容性却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这样的挑战ꎮ 煤

炭企业需要在复杂的信息中辨别真伪ꎬ防范虚假信

息给企业带来危害ꎻ同时ꎬ还需时刻警惕网络攻击ꎬ

特别是黑客入侵有可能导致的数据被盗风险[２]ꎮ

与此同时ꎬ财务数字化的推进促进了跨部门协作ꎬ这
自然提高了数据泄露的概率ꎬ增加了内部造假数据

的风险ꎮ 除此之外ꎬ技术层面的不稳定性亦不容忽

视ꎬ例如系统突发故障、数据丢失或更新滞后等问

题ꎬ都有可能悄然累积成危及企业安全运营的重大

隐患ꎮ 因此ꎬ煤炭企业保障其财务数字化转型时必

须充分考量并有效应对这些潜在危机ꎮ

２.３　 企业财务管理模式落后

当前ꎬ我国煤炭企业普遍面临管理层次多、部门

间相互割裂的问题ꎬ这严重阻碍了关键财务信息的

流通ꎮ 企业往往将更多精力投入生产及业务拓展ꎬ
而忽视了财务管理的优化与创新ꎮ 然而ꎬ传统的财

务管理模式之下ꎬ信息流通不畅ꎬ资金结算、投融资

管理等核心职能分散ꎬ财务工作压力较大ꎬ人为失误

风险较高ꎬ难以满足高效的管理需求[３]ꎮ 这不仅削

弱了企业的响应速度ꎬ也增加了运营风险ꎮ 因此ꎬ在
财务数字化转型过程中ꎬ煤炭企业必须积极改革现

有财务管理模式ꎬ构建科学合理的财务集中管理模

式ꎬ以提升财务管理效率与效果ꎬ确保企业能够灵活

应对市场变化ꎬ实现可持续发展ꎮ

３　 煤炭企业财务数字化转型策略

３.１　 树立数字化财会管理理念ꎬ增强财务数字

化转型意识

数字经济的浪潮要求煤炭企业必须彻底摒弃传

统的财务管理理念ꎬ树立起财务数字化管理的新理

念ꎮ 首先ꎬ企业高层需深刻认识到ꎬ数字化转型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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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技术层面的更新换代ꎬ更是管理理念的根本性变

革ꎬ应当将其视为推动企业财务管理现代化、智能化

的核心驱动力ꎮ 通过制定明确的数字化战略ꎬ确立

财务数字化转型的优先级与目标ꎬ为企业内部的每

一位成员树立起数字化转型的标杆与方向ꎮ 其次ꎬ
财务部门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前沿阵地ꎬ必须率先垂

范ꎬ成为数字化理念的传播者与实践者ꎮ 可以通过

培训、交流等方式ꎬ普及数字化知识ꎬ提高全体员工

的数字化素养ꎬ让“数据说话、数据决策”成为企业

文化的一部分ꎮ 最后ꎬ财务数字化不仅仅是财务部

门的工作ꎬ与业务、技术等多个部门紧密相连ꎮ 因

此ꎬ各部门应共同探索数字化解决方案ꎬ以应对复杂

多变的市场环境与企业发展需求ꎮ 当数字化理念深

入人心ꎬ每个员工都能在日常工作中自然而然地运

用数字化工具与方法时ꎬ企业才能真正实现质的

飞跃ꎮ
３.２　 优化财务组织架构ꎬ满足数字化转型需求

煤炭企业的财务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全方位的战

略性转变过程ꎮ 企业管理层需确立清晰、具有前瞻

性的战略发展目标ꎬ并将之与业务实际需求紧密结

合ꎬ在此基础上创新财会管理模式[４]ꎮ 具体而言ꎬ
煤炭企业要明确财务人员的职能定位与责任划分ꎬ
促进财务团队的专业化分工ꎬ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

财务组织架构ꎬ该架构不仅能够实现财务数据的快

速共享与高效利用ꎬ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壁垒ꎬ促进企

业内部信息的流通与协作ꎬ同时能有效支撑事前预

测、事中控制与事后反馈的完整财会管理流程ꎬ显著

提升了财会管理的效果ꎮ 这一系统工程ꎬ在财务、管
理和人力资源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刻变革与优化ꎬ能
够顺利推进数字化转型进程ꎬ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和市场适应能力ꎮ
３.３　 加强资源整合ꎬ深化业财融合

在煤炭企业财务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ꎬ深化业

务与财务的融合已成为提升管理效能、优化决策支

持、增强市场竞争力的核心路径ꎮ 为此需要采取一

系列专业措施ꎬ具体而言:一是要统一数据标准ꎬ强
化数据治理ꎮ 鉴于业务与财务部门间数据孤岛现象

普遍ꎬ首要任务是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与口径ꎮ 这

要求企业从战略高度出发ꎬ制定跨部门的数据管理

规范ꎬ确保业务数据与财务数据在采集、处理、分析

等环节的一致性ꎮ 通过实施数据治理策略ꎬ减小数

据整合难度ꎬ提升数据质量ꎬ为后续的业财融合奠定

坚实基础ꎮ 二是构建一体化平台ꎬ实现模块对接ꎮ
在数字化转型下ꎬ企业应构建集业务与财务于一体

的数字化管理平台ꎮ 该平台需实现业务模块与财务

模块的深度对接ꎬ确保数据流的顺畅无阻ꎮ 通过综

合化管理ꎬ提升数据处理的实时性与准确性ꎬ进而增

强财会管理工作的效能与响应速度ꎮ 三是推动管理

模式创新ꎬ深化业财融合ꎮ 利用信息平台ꎬ实现财务

对供产销全链条资金的实时监控与分析ꎬ使财务成

为业务决策的坚实后盾ꎬ同时业务数据也为财务分

析提供丰富的数据素材ꎻ实施精细化营销管理ꎬ对营

销费用进行多维度划分与管理ꎬ利用信息技术优化

营销投放策略ꎬ提升营销效率与效果[５]ꎮ 通过客户

盈利分析与回款监控ꎬ实现财务对营销活动的全面

支持ꎻ同时也要加强财务对生产、物流、研发等供应

链环节的渗透ꎬ利用企业资源计划等先进系统提升

供应链整体管理效率ꎮ 通过成本分析与市场预测ꎬ
协同采购部门优化供应商管理ꎬ利用信息技术提升

物流效率ꎬ有效控制成本ꎬ促进业财深度融合ꎮ
３.４　 增强风险管控能力ꎬ完善内部控制体系

随着煤炭企业规模的扩大ꎬ内部管控能力减弱ꎬ
特别是财务数据与生产状况的滞后反馈ꎬ直接影响

企业战略的有效实施ꎮ 同时ꎬ煤炭行业的市场价格

波动性大ꎬ若未能实时捕捉外部行业信息ꎬ企业将面

临显著的财务风险ꎮ 为此ꎬ构建一套全面的风险预

警系统极为重要ꎬ具体举措如下:一是构建风险预警

系统ꎮ 基于煤炭行业的独特性设定财务风险指标体

系ꎬ自动检索企业内部及外部行业数据ꎬ设定预警阈

值ꎬ一旦指标触发ꎬ立即启动警报机制ꎮ 二是摒弃传

统内部控制模式ꎬ构建适应现代企业管理需求的内

部控制体系ꎬ建立以相互制衡为原则的财务管理监

督机制ꎬ明确各岗位职责ꎬ防止权力集中与滥用ꎮ 利

用大数据平台提升操作的透明度与可追溯性ꎬ减少

徇私舞弊现象ꎮ 三是强化内部审计与监督ꎮ 注重审

计人员综合能力的培养ꎬ包括审计技能、财务知识、
计算机操作及数据分析能力ꎮ 增强审计人员的责任

意识ꎬ加强与财务部门的协同工作ꎮ 制定详尽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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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责任制度ꎬ覆盖可能的风险点ꎬ提升风险防范的精

细化水平ꎮ 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财务数据的安全性

与保密性ꎬ防范数据泄露风险ꎮ 同时依托大数据技

术ꎬ建立实时监控机制ꎬ对财务工作的每个环节进行

细致监管ꎮ 定期检修财务信息化系统ꎬ确保稳定运

行ꎮ 设置专门技术部门处理软件问题ꎬ将风险防范

措施细化至每位员工ꎬ形成全员参与的风险管理

文化ꎮ
３.５　 跨领域融合ꎬ培养复合型人才

为了适应数字化转型需求ꎬ需要构建一支强大

的财务团队ꎮ 首先ꎬ深化财务人才培养体系改革ꎬ增
加培训的频次和广度ꎬ确保财务人员精通财务会计、
经济学与管理学等基础知识ꎬ还要融入计算机技术、
统计分析、信息系统操作、风险管理与行政管理等多

领域内容ꎬ旨在培养具备跨领域能力的复合型人才ꎮ
通过系统的培训ꎬ着重提升财务人员的财务管理、信
息处理与数据分析能力ꎬ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奠定

坚实的人才基础ꎮ 其次ꎬ通过轮岗制度激发财务团

队的活力与潜能ꎮ 这一制度鼓励财务人员深入业务

一线ꎬ体验不同岗位的工作内容ꎬ实现从后台支持到

前端参与的角色转变[６]ꎮ 轮岗制度不仅有助于财

务人员全面了解企业运营流程ꎬ挖掘个人及团队的

潜力ꎬ还能在企业内部营造积极向上的竞争与合作

氛围ꎬ提升员工的责任感与综合素养ꎮ 针对煤炭这

一特殊领域ꎬ还需要特别关注技术与管理人员的专

业能力提升ꎮ 通过定期轮岗、持续技能培训和职业

素养教育ꎬ确保团队能够紧跟行业发展趋势ꎬ保持竞

争力ꎮ 同时ꎬ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ꎬ激发员工的

工作热情与积极性ꎬ引导他们不断优化工作理念与

方法ꎬ以应对行业变革带来的挑战ꎮ

４　 结语

在当前数字经济的背景下ꎬ企业要想实现可持

续发展ꎬ必须加快推动数字化建设ꎮ 财务数字化转

型有助于增强煤炭企业竞争力ꎬ助力其实现高质量

发展ꎬ这不仅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ꎬ更是煤炭

企业实现自我超越、持续繁荣的关键路径ꎮ 面对数

字化时代的机遇与挑战ꎬ煤炭企业应主动拥抱变化ꎬ
深入挖掘自身潜力ꎬ将大数据技术的力量转化为推

动企业发展的强大引擎ꎬ确保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立于不败之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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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风险管理在应收账款控制中的重要性及优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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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企业业务的不断扩展ꎬ应收账款作为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其管理难度也在逐步增加ꎮ 信用风险管理作为

应收账款控制中的核心环节ꎬ对防范企业财务风险具有重要作用ꎮ 文章通过分析信用风险管理在应收账款控制中的具体作用ꎬ

探讨了应收账款管理中常见的挑战ꎬ并提出了提升信用风险管理的相关建议ꎬ以期为企业优化应收账款管理提供有益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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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应收账款的有效管理直接影响企业的现金流以

及企业在现代经营活动中的财务稳定ꎮ 作为应收账

款控制的关键工具ꎬ信用风险管理可以帮助企业减

少不良债务的发生风险ꎬ防止企业应收账款增长过

快ꎬ保证企业财务健康ꎮ 本文旨在通过对常见管理

挑战的分析ꎬ以及对提升信用风险管理的建议ꎬ探讨

信用风险管理在应收账款控制中的重要性ꎮ

１　 信用风险管理在应收账款控制中的作用

１.１　 通过信用评估降低不良债务发生的概率

信用评价是企业对客户的资信状况进行综合分

析判断后ꎬ再决定授信额度和期限的过程ꎮ 企业通

过信用评价ꎬ可以对客户的财务报表、现金流、信用

记录、经营状况、外部经济环境等多维度数据进行系

统分析ꎬ从而对客户的还款能力、信用风险等进行判

断ꎮ 这一过程不仅可以通过风险定价机制ꎬ为不同

客户制定差异化的信贷政策ꎬ同时也可以帮助企业

识别高风险客户ꎬ降低潜在违约风险ꎮ 对信用评价

结果不佳的客户ꎬ企业为了降低不良债务发生的概

率ꎬ可以选择缩短付款期限、要求更苛刻的付款条件

或者降低授信额度等方式ꎮ 对资信状况良好的客

户ꎬ企业可以适当放宽信贷条件ꎬ促进业务增长ꎮ 因

此ꎬ有效防范和减少不良债务的重要手段———信用

评价ꎬ在应收账款控制中扮演了第一道防线的

角色[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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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借助信用政策防止应收账款过度增长

信贷政策是通过规范管理控制应收账款增长ꎬ

针对企业销售过程设定的信贷条件和付款要求ꎮ 信

用期限、优惠条件、逾期未缴纳罚款措施等应纳入完

善的信用政策ꎮ 企业通过制定和执行严格的信贷政

策ꎬ防止应收账款无序膨胀ꎬ有效地控制了销售环节

的信贷风险ꎮ 合理的信贷政策既有利于提高客户的

支付热情ꎬ又可以增进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信任ꎮ 同

时ꎬ企业可以缩短应收账款周转时间ꎬ通过提供现金

折扣等激励措施ꎬ鼓励客户早付早还ꎮ 此外ꎬ企业还

可以在优化客户付款纪律、降低逾期付款比例的信

用政策中ꎬ对逾期付款的罚款和违约处理措施做出

明确规定ꎮ 有效地落实信贷政策ꎬ也可以帮助企业

建立和维系客户之间的良好关系[２]ꎮ 使得企业可

以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ꎬ保持与客户的长期合作

关系ꎬ通过对客户资信状况的持续监控和政策的动

态调整ꎮ 这种建立在信贷管理基础上的战略性控

制ꎬ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客户忠诚度和满意度ꎬ同时

降低了应收账款过快增长的风险ꎮ

１.３　 借助信用监控提高应收账款管理效率

信用监控是对合同执行过程中已授信客户进行

持续跟踪和风险评估的过程ꎬ是应收账款管理中不

可缺少的一环ꎮ 信用监控的目标是通过实时监控客

户的财务状况、还款记录、市场变化ꎬ避免应收账款

管理的累积ꎬ及时发现潜在的信用风险并采取应对

措施ꎮ 企业通过信用监测ꎬ及时发现客户有无资金

周转困难或其他影响还款的情形ꎬ可以动态掌握客

户的经营状况和还款能力ꎮ 当某个客户的财务报表

显示经营收入大幅下降或负债增加时ꎬ企业可以迅

速采取降低授信额度、加快催收进度或对合同条款

进行重新评估等措施ꎬ以降低潜在坏账的风险ꎬ企业

可以根据监控数据ꎬ对有异常支付习惯的客户进行

识别ꎬ提前采取提醒客户付款或通过法律手段维护

自身权益等行动ꎬ此举既有效防止了应收账款的进

一步恶化ꎬ又可以提高企业的资金管理效率ꎬ增强企

业的安全性ꎮ

２　 应收账款管理中的常见挑战

在现代企业经营过程中ꎬ客户违约风险增加、企

业业务拓展带来的管理复杂性增加ꎬ以及经济环境

变化带来的冲击ꎬ是应收账款管理中常见的挑战ꎬ这

些挑战要求企业在应收账款管理过程中要有很高的

敏锐性和灵活性ꎮ

２.１　 客户违约风险增加

客户违约风险正逐渐成为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的

主要挑战之一ꎬ受到行业周期性波动、市场需求变化

以及客户经营策略调整等因素的影响ꎬ企业经常会

面临客户不同类型的信用风险ꎬ而这类风险并非仅

仅来自客户自身的财务状况ꎮ 在一些高风险行业ꎬ

由于市场需求大幅下降ꎬ客户如果出现不能按时付

款的情况ꎬ严重时甚至会产生坏账[３]ꎬ从而造成企

业积压应收账款的情况ꎮ 这些客户一旦出现违约ꎬ

将直接导致企业的应收账款不能按期收回ꎬ从而对

企业现金流造成影响ꎬ导致企业财务压力加大ꎬ甚至

造成资金链断裂的危机ꎮ 特别在经济下行周期或行

业回落的情况下ꎬ企业面临的不良债务风险有增无

减ꎮ 此外ꎬ客户违约还会带来其他连锁反应ꎬ例如提

高融资成本、损害企业与供货商的合作关系等ꎬ这些

问题进一步削弱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ꎬ对企业的长

远发展造成影响ꎮ 企业需要充分识别和评估客户在

应收账款管理中的违约风险ꎬ采取严格的资信审查、

及时的催收策略等适当的防范措施ꎬ以减少客户违

约给企业带来的财务损失ꎬ保证财务的稳健ꎮ

２.２　 业务扩展导致管理复杂

企业业务扩展通常伴随着应收账款管理难度的

增加ꎬ当企业在新市场中扩展业务时ꎬ面对的是不同

区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客户群体ꎬ这使得应收账款管

理的复杂性大大提高ꎮ 不同地区的信用政策、法律

环境、支付习惯以及文化差异ꎬ都会影响客户的付款

行为和企业的账款管理策略ꎮ 一些地区不支持严格

的催收行动ꎬ或支付习惯更倾向于延迟付款ꎬ这些都

增加了企业管理账款的难度ꎮ 同时ꎬ随着经济的发

展、客户数量的增加以及业务种类的多样化ꎬ虽然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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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收益机会ꎬ但也让企业的应收账

款管理过程变得更为烦琐ꎮ 企业既要应付更多的账

单ꎬ跟进更多的客户ꎬ又要应付增加了工作量和应收

账款管理风险的多样化付款条件和合同条款ꎮ 此

外ꎬ内部管理层级的增加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

合ꎬ也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变得复杂起来ꎮ 各部

门沟通不畅ꎬ造成信息滞后ꎬ对账款的及时跟进造成

影响ꎮ 如果企业在拓展业务的过程中ꎬ对应收账款

管理能力提升不到位ꎬ则导致企业管理效率下降、账

款回收不及时、坏账风险加大等问题的发生ꎮ 特别

是企业在扩张速度过快的情况下ꎬ容易忽视对新客

户的信用风险评估ꎬ进而增加应收账款的不确定性ꎬ

对企业整体财务健康造成最终的影响ꎮ

２.３　 经济环境影响管理难度

经济下滑、通胀、利率波动等宏观经济环境的不

确定性将挑战企业的应收账款管理ꎮ 第一ꎬ经济下

滑因素ꎮ 在经济下行周期中ꎬ企业客户普遍出现支

付能力下降、违约风险加大、回款周期拉长等现象ꎬ

使得企业应收账款管理难上加难ꎬ企业经营状况日

益恶化ꎮ 第二ꎬ周期性波动ꎮ 对一些特定行业来说ꎬ

如果客户的经营状况不乐观ꎬ现金流出现紧张ꎬ从而

在行业进入低谷期的时候ꎬ造成付款延迟或者拖欠

货款的情况发生ꎬ这一情况使得其在应收账款管理

中面临的挑战尤为突出ꎬ同时企业本身也因市场需

求减少、产品价格下降而面临经营压力ꎮ 第三ꎬ国际

市场影响ꎮ 国际市场的经济波动也会对企业在全球

化背景下的应收账款管理造成冲击ꎮ 跨国企业的资

金流和账款回收将受到汇率波动、国际贸易政策变

动、关税调整等因素的影响[４]ꎮ 应收账款管理的复

杂性和风险也因国家法律法规的不同、金融环境的

不同和信用文化的差异而增加ꎮ 企业需要密切关注

经济环境的变化ꎬ适时调整应收账款的管理策略ꎬ才

能应对这些挑战ꎮ

３　 信用风险管理在应收账款控制中的优化

措施

３.１　 建立全面客户信用评估体系

一方面ꎬ通过对客户的财务报表进行详细分析ꎬ

企业可以评估其财务健康状况ꎮ 企业可以通过分析

客户的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现金流量等财务指

标ꎬ识别出潜在的偿债风险ꎮ 结合历史数据ꎬ企业可

以建立预测模型ꎬ评估客户未来的还款能力ꎬ进而制

定合理的信用政策ꎮ 另一方面ꎬ企业可以利用大数

据技术构建信用评分系统ꎬ将内部数据与外部数据

相结合ꎬ对客户进行定量分析ꎮ 通过对大量历史数

据的回顾和分析ꎬ企业可以确定不同客户的信用风

险水平ꎬ并对新客户进行信用评级ꎮ 通过对过去五

年内客户的付款历史进行数据挖掘ꎬ企业可以发现

某类客户群体的平均逾期率高达 １５％ ꎬ这为未来的

信用政策制定提供了明确的风险信号ꎮ 通过这样的

信用评估体系ꎬ企业能够更好地预测客户的还款行

为ꎬ降低应收账款的风险暴露ꎮ

３.２　 优化信用政策与合同管理

在企业经过全面信用评价的基础上ꎬ为了保障

应收账款的安全ꎬ企业需要对信用政策与合同管理

进行进一步的优化ꎮ 企业应对客户的信用风险进行

全面的分析ꎬ可设定分层的信用政策ꎬ即针对不同客

户的信用评分情况来给予不同的付款条件和信用期

限ꎬ如对信用评分较低的客户采取较为保守的付款

方式ꎬ对信用评分较高的客户给予较为灵活的付款

条件来激励业务合作ꎮ 这种基于数据分析的差异化

信用政策ꎬ既能对应收账款的增长进行有效的控制ꎬ

又能促进客户的良性循环ꎮ 通过这种方式ꎬ企业既

能提高客户满意度ꎬ又能降低经营风险ꎮ 在契约管

理上ꎬ企业为了减少契约漏洞带来的财务风险ꎬ应加

强契约条款的设计和执行ꎮ 具体来说ꎬ企业可以通

过分析同行业近三年的合同执行情况ꎬ如果某一行

业的客户在遭遇不景气时违约率高达 ２０％ 以上ꎬ在

新的合同签订中就需要加入更严格的付款条款以及

违约金的措施ꎮ 这种基于历史数据的契约条款优

化ꎬ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对未来业务中的信用风险

进行管理ꎮ 借助自动化合同管理系统的应用ꎬ与信

用评分系统的联动ꎬ在提高合同管理效率的同时ꎬ也

可以对合同执行情况进行实时监控ꎮ 当客户信用评

分发生重大变化时ꎬ系统可自动提醒管理层对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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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进行重新评估ꎬ以保证合同风险处于可控范围

之内ꎮ

３.３　 贷后管理与应收账款监控

企业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技术进一步加强对这些

环节的管理ꎬ贷后管理和应收账款监控是信用风险

管理的最后一道防线ꎮ 企业在贷后管理中要对客户

的资信状况进行持续的监控ꎬ对违约的潜在风险要

及时进行识别ꎮ 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实时分析客户的

支付历史、财务状况和市场表现ꎮ 当系统检测到某

一客户的财务指标与其以往业绩有明显差异时ꎬ企

业可提前采取缩短付款期限、加速催收或降低授信

额度等措施ꎬ以降低产生坏账的风险ꎬ从而达到降低

客户贷款风险的目的ꎮ 此外ꎬ企业还可以通过深入

分析应收账款的回收数据ꎬ对企业的回款策略进行

优化ꎮ 例如ꎬ企业可以对一年来所有逾期账款的回

收情况进行分析ꎬ发现逾期 ３０ 天后回收率明显下降

的约占 ３０％ ꎬ企业可以根据这一情况对催收流程进

行调整ꎬ将注意力集中在前 ３０ 天的催收上ꎬ从而使

总体回收率有所提高ꎮ 资料分析也能帮助企业辨识

哪一类客户或业务有更长的回款周期和更高的逾期

风险ꎬ进而提供资料支持ꎬ以筛选后续客户及信贷决

定ꎮ 在应收账款的监控上ꎬ企业可以对客户的支付

行为、应收账款的变动情况进行跟踪ꎬ通过实时的数

据监控平台ꎬ对未来的回款情况进行预测ꎬ并在资金

安排上进行提前布局ꎮ 对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坏账率

的管理指标ꎬ企业也可以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进行

优化ꎮ 企业可以采取加大催收力度或调整信贷政策

等措施ꎬ改善这一状况ꎬ如果某一类客户的应收账款

周转率持续低于行业平均水平ꎬ企业可以通过数据

分析技术ꎬ在提高贷后管理效率、保证资金流安全稳

定的同时ꎬ对应收账款进行更精准的监控ꎮ 这种以

数据为驱动的应收账款管理模式ꎬ为帮助企业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财务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

的技术支持ꎬ以更好地应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和多变

的客户行为ꎮ

４　 结语

信用风险管理在应收账款控制中至关重要ꎬ有

效的管理能够降低不良债务风险ꎬ保障企业的财务

健康和资金流动性ꎮ 今后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技术的进一步发展ꎬ信用风险管理将在应收账款控

制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ꎬ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更加有力的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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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计制度谨慎性原则在财务会计管理中的应用

王盼盼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ꎬ北京　 １０００００)


摘　 要:为深入探讨新会计制度下谨慎性原则的实际应用及其面临的挑战ꎬ文章分析了这一原则在财务管理中对信息可靠

性与真实性的影响ꎮ 研究表明ꎬ谨慎性原则在新会计制度中进一步提升了对风险的控制ꎬ尤其在资产减值与财务信息披露中展

现了关键作用ꎮ 然而ꎬ实际操作中也暴露出信息滞后和专业判断不足的问题ꎮ 通过强化审计监督和内部控制ꎬ有助于解决以上

问题ꎬ确保企业财务信息的透明性与一致性ꎬ为未来的财务管理优化提供有力支撑ꎮ

关键词:谨慎性原则ꎻ新会计准则ꎻ财务会计管理ꎻ信息质量

中图分类号:Ｆ２３４.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４４２８(２０２５)０４－０１２３－０４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ａｎｇ Ｐａｎｐａｎ

(Ｇｒａｎｔ Ｔｈｏｒｎｔ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ｉｒｍꎬＢｅｉｊｉｎｇꎬ１０００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ｔ ｆａｃ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ꎬ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ｕｔｈｆｕｌ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ｒｉｓ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ｙｓｔｅｍꎬ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ａｓｓｅｔ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ｌａｇｇ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ａｕｄｉｔ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ꎬ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ꎻｎｅｗ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ꎻ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ꎻ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引言

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环境变化使会计信息质量的

重要性日益显著ꎬ谨慎性原则作为会计基本原则之

一ꎬ在确保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ꎮ 近年来ꎬ我国会计制度经历重大改革ꎬ新
会计准则对谨慎性原则的应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

战ꎮ 本文探讨新会计制度下谨慎性原则在财务会计

管理中的应用ꎬ分析其核心要求的变化ꎬ并结合实际

案例讨论其在具体业务中的运用ꎬ以及在应用过程

中面临的问题与应对策略ꎬ为财务会计实务工作者

提供理论指导ꎮ

１　 谨慎性原则的核心要求

谨慎性原则在财务会计中的核心在于确保财务

信息的稳健性与真实性ꎬ防止因过于乐观的估计而

导致信息失真[１]ꎮ 在资产减值方面ꎬ要求企业定期

进行减值测试ꎬ并计提减值准备ꎬ以反映资产的实际

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状况ꎬ避免资产虚增ꎮ

对或有负债的确认ꎬ需对潜在负债进行合理估计ꎬ并

在财务报表中予以确认ꎬ即使这些负债最终可能不

会发生ꎬ以保障财务信息的可靠性ꎮ 在收入和费用

确认过程中ꎬ必须确保交易已实质性完成ꎬ经济利益

能够可靠计量ꎬ避免提前确认收入导致信息失真ꎬ同

时在费用预提时充分考虑可能发生的支出ꎬ以确保

费用与收入的合理匹配ꎬ从而准确反映企业的盈利

能力ꎮ 通过审慎地处理这些事项ꎬ谨慎性原则为企

业提供了抵御市场波动和经济不确定性的财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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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ꎬ维护了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信任ꎮ

２　 新会计制度下谨慎性原则的变化

２.１　 新会计制度的主要变化

公允价值计量的引入ꎬ取代了传统的历史成本

法ꎬ要求企业更加灵活地反映资产和负债的现行市场

价值ꎬ但也增加了财务报表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ꎬ要
求企业建立健全的内控机制ꎬ确保公允价值的准确计

量与透明披露ꎮ 收入确认原则的调整ꎬ要求收入的确

认与合同义务履行进度相匹配ꎬ强调收入确认时的风

险与收益评估ꎬ使财务报表更加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

营状况ꎮ 新会计制度对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提出了

更为严格的要求ꎬ通过分类标准和减值模型的引入ꎬ
企业需要根据金融资产的不同类别进行精细的计量

与披露ꎬ以真实反映其风险与收益水平ꎮ
２.２　 谨慎性原则在新会计制度中的表现

新会计制度下ꎬ谨慎性原则在财务会计中的应

用呈现出更为复杂和深入的特征ꎬ其要求不仅限于

对不确定性的保守估计ꎬ更强调在计量资产与负债

时全面考虑市场波动及潜在风险[２]ꎮ 公允价值计

量的推广对谨慎性原则提出了新的挑战ꎬ企业在进

行资产减值和或有负债确认时ꎬ需结合历史数据与

市场预期ꎬ确保减值准备的合理性与风险匹配度ꎮ
金融工具减值模型的调整ꎬ要求企业通过预期信用

损失模型进行更为细致的减值计量ꎬ需平衡现有数

据与未来经济预测ꎬ防止高估资产价值导致信息失

真ꎮ 收入确认中ꎬ严格的时间点与金额确认规范进

一步强化了谨慎性原则ꎬ要求企业在确认收入时必

须确保风险合理转移ꎬ防止虚增收益ꎬ保障财务信息

的真实性与保守性ꎮ 对或有事项的披露要求亦得以

加强ꎬ尤其是在面对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ꎬ企业需

审慎评估潜在损失ꎬ确保财务报表的充分披露与信

息完整性ꎮ 以上变化促使企业在财务报告中更加注

重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体系的完善ꎬ进一步提升财

务信息的稳健性与可信度ꎮ

３　 谨慎性原则在财务会计管理中的具体

应用

３.１　 资产减值测试

资产减值测试通过识别和确认因市场变化、技

术进步或其他外部因素导致的资产价值永久性减

少ꎬ进而通过计提减值准备反映资产的真实价值ꎮ
谨慎性原则要求企业在进行减值测试时ꎬ不仅要考

虑资产的历史成本和账面价值ꎬ更需结合当前市场

状况和未来预期ꎬ确保减值准备的计提充分且合理ꎮ
在评估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时ꎬ企业需对其未来的

现金流量进行保守估计ꎬ并将估计值折现至当前ꎬ以
确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ꎮ 当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

值时ꎬ必须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ꎮ 企业在估计未来

现金流量时ꎬ应优先考虑市场需求下降、技术变革加

速及竞争环境恶化等不利因素ꎬ以防止因乐观预期

导致的估值偏高ꎮ 在实际操作中ꎬ尤其是在市场信

息不完全或波动性较大的情况下ꎬ准确估计未来现

金流量成为企业的一大挑战ꎬ谨慎性原则指导企业

在面对这些不确定性时ꎬ采取保守态度ꎬ优先考虑最

坏情况ꎮ 例如在世通公司的案例中ꎬ资产减值测试

的谨慎性原则得到了典型的体现ꎮ 世通通过滥用递

延税款、坏账准备和预提费用冲销成本ꎬ隐瞒财务问

题ꎮ 尤其在收购 ＭＣＩ 后ꎬ世通将 ３０１ 亿美元的商誉

分 ４０ 年摊销ꎬ利用会计准则的变化ꎬ通过大幅冲销

商誉来掩盖并购带来的沉重负担ꎮ 在 ＦＡＳＢ 颁布的

１４２ 号准则要求下ꎬ世通聘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对

商誉进行评估ꎬ并计划确认一次性减值损失 １５０ 亿

至 ２００ 亿美元ꎮ 然而当会计丑闻曝光后ꎬ进一步的

评估显示ꎬ账面价值超过 ５００ 亿美元的商誉及其他

无形资产已全部贬值ꎬ世通被迫全额计提减值准备ꎮ
３.２　 或有负债和资产确认

在财务报表中ꎬ或有负债和资产的确认直接影

响企业财务状况的真实反映ꎬ谨慎性原则要求企业

对项目进行合理评估ꎬ确保财务信息的可靠性ꎮ 广

东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简称“南财”)的“资讯通”
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案例ꎬ展示了该原则在新兴资产

领域的实际应用ꎮ 南财通过系统梳理“资讯通”数

据产品ꎬ结合财务分析ꎬ将符合资产定义的数据纳入

报表ꎬ此过程中进行了严格的合规确权、定价和信息

化建设ꎬ确保数据资产的合法性和价值合理性ꎮ 通

过广州数据交易所的数据资产登记ꎬ南财获得了广

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的认可ꎬ并成功实现了数

据资产的入表融资ꎬ不仅反映了数据资产在公司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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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确认与认同ꎬ还在外部融资市场上得到了广泛

认可ꎬ展示了企业在谨慎性原则指导下ꎬ将新型资产

转化为实际经济资源的可行路径[３]ꎮ 与工商银行

和广州数据交易所的合作ꎬ南财探索出了数据资产

融资的有效模式ꎬ为其他企业提供了在新兴资产确

认中严格遵循谨慎性原则的示范ꎬ确保财务报表真

实反映企业经济状况和潜在收益ꎮ

３.３　 收入和费用的确认

企业在确认收入时ꎬ必须基于可靠的证据ꎬ并确

保收入的确认与实际履行的合同义务相符ꎬ避免提

前确认未来的经济利益ꎬ从而防止夸大当期利润ꎮ

收入的确认应严格遵循权责发生制ꎬ确保经济利益

的流入几乎确定且金额可以可靠计量ꎬ特别是在处

理长期合同或复杂交易时ꎬ企业应根据实际进展分

期确认收入ꎬ而非一次性确认全部收入ꎮ 在费用确

认方面ꎬ谨慎性原则要求企业保持保守态度ꎬ及时确

认费用并充分考虑可能的未来支出ꎬ避免低估费用

以确保各期费用与相应收入合理匹配ꎮ 该原则在费

用确认中的应用ꎬ有效防止了企业通过低估费用来

提升利润率的行为ꎬ确保了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

靠性ꎮ 通过谨慎性原则的严格遵守ꎬ企业能够有效

避免收益操纵ꎬ维护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和完整性ꎬ同

时提高财务信息的透明度ꎬ增强投资者和利益相关

者对企业财务状况的信任ꎮ

４　 谨慎性原则应用中的挑战和对策

４.１　 应用中的常见问题

４.１.１　 信息滞后导致财务决策不准确

谨慎性原则要求财务人员在面对不确定性时ꎬ

以保守的态度估计未来可能发生的不利情况ꎬ然而

信息滞后使财务人员无法及时获取市场动态、经济

变化等关键数据ꎬ导致资产减值测试和负债确认中

的评估出现偏差ꎮ 例如ꎬ在市场环境波动剧烈的情

况下ꎬ若未能及时更新市场价格或行业趋势的相关

信息ꎬ企业会高估资产的可收回金额ꎬ导致减值准备

不足ꎬ使财务报表中的资产价值失真ꎬ不仅会影响财

务报表的准确性ꎬ还可能在未来需要进行大规模的

财务调整ꎬ影响企业的财务稳定性ꎮ 在或有负债的

确认中ꎬ信息滞后可能导致对潜在法律诉讼或合同

义务的风险低估ꎬ使得负债不能充分反映企业面临

的真实义务ꎬ进而增加财务和法律风险[４]ꎮ
４.１.２　 专业判断不足引发误判风险

财务管理中谨慎性原则的应用高度依赖于财务

人员的专业判断ꎬ但由于财务人员的经验、知识储备

和判断能力存在差异ꎬ处理复杂财务事项时容易出

现误判风险ꎮ 在确认或有负债等涉及高度不确定性

的项目时ꎬ若财务人员未能全面评估潜在风险及其

财务影响ꎬ可能导致负债低估ꎬ进而削弱财务报表的

保守性和稳健性ꎮ 这种低估在未来可能引发重大财

务调整ꎬ影响企业的财务表现和市场信誉ꎮ 专业判

断的不足同样可能在减值测试、资产重估及复杂金

融工具计量等关键领域引发估值错误ꎬ不能充分考

虑市场波动和经济环境变化ꎬ不仅会导致资产和负

债在财务报表中的反映失真ꎬ还会对企业的资本结

构、风险管理及长期战略决策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ꎮ

专业判断的不足ꎬ使谨慎性原则在实际应用中面临

严峻挑战ꎬ财务报表难以充分反映企业的真实风险

和财务状况ꎬ增加企业在不确定性环境中的经营风

险ꎬ并削弱财务报告的透明度和可靠性ꎮ

４.１.３　 财务信息的透明性和可比性受限

不同企业或同一企业在不同时间段内对谨慎性

原则的执行力度可能存在差异ꎬ会导致财务报表的

信息披露标准不一致ꎮ 在资产减值认定、或有负债

确认以及收入与费用配比等方面尤为明显ꎬ这种差

异会造成同一财务事项在不同企业间的处理方式不

一ꎬ影响财务信息的透明度ꎮ 某些企业可能采用极

为保守的估值方法ꎬ提前计提大额减值准备ꎬ降低未

来财务风险ꎻ而其他企业则可能采取相对宽松的标

准ꎬ以维持短期利润ꎮ 即使在同一企业内部ꎬ因市场

环境或管理政策的变化ꎬ对谨慎性原则的应用程度

也可能调整ꎬ导致财务报表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受损ꎮ
不一致性降低了财务信息的可比性ꎬ使得利益相关

者在分析和评估企业财务状况时面临更大的不确定

性和风险ꎬ特别是在跨行业或跨区域的企业比较中ꎬ

可能引发市场参与者对财务数据的质疑ꎬ增加了决

策的不确定性和投资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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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改进谨慎性原则应用的建议

４.２.１　 加强审计监督ꎬ确保财务信息的真实性

通过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的多层次监督ꎬ企业可

以有效应对财务信息透明性和可比性受限的挑战ꎮ
内部审计在企业内部控制体系中发挥关键作用ꎬ通过

持续监控和评估财务活动ꎬ确保谨慎性原则在财务报

表中的一致应用ꎬ特别是在资产减值、或有负债确认

及收入与费用匹配等关键领域ꎬ提升财务信息的可比

性ꎮ 外部审计则作为独立监督力量ꎬ通过客观审查程

序验证财务报表的准确性和可靠性ꎬ重点审查谨慎性

原则的应用情况ꎬ评估其对财务信息透明性和可比性

的影响ꎮ 外部审计报告通过披露审计意见ꎬ增强财务

信息的透明度和公信力ꎮ 有效的审计监督需要企业

与审计机构的紧密合作ꎬ管理层需提供完整的财务数

据和支持材料ꎬ确保审计师全面了解企业的财务状

况ꎮ 通过内部和外部审计的协同作用ꎬ企业能够在复

杂的市场环境中保障财务信息的透明、准确和一致ꎬ
增强市场参与者对企业的信任ꎮ

４.２.２　 完善内部控制体系ꎬ提升财务判断能力

通过加强内部控制环境建设ꎬ企业能够明确管

理层的职责和权限ꎬ确保财务人员在决策过程中得

到充分支持和指导ꎮ 定期的专业培训和教育计划能

够提升财务人员处理复杂财务事项的能力ꎬ使其在

资产减值、或有负债确认和金融工具计量等方面做

出更加精准的判断ꎮ 健全的风险管理机制和系统化

的风险评估程序有助于识别和量化财务决策中的潜

在风险ꎬ提高财务判断的科学性和准确性ꎮ 内部审

计部门的监督和反馈机制则确保财务判断过程的一

致性和合规性ꎬ及时纠正可能的偏差ꎮ 推动信息共

享和跨部门协作ꎬ通过综合信息平台使财务人员及

时获取市场动态和业务发展情况ꎬ有助于全面考虑

内外部环境的变化ꎬ避免因信息滞后导致的判断失

误ꎮ 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不仅提升了财务判断的质

量ꎬ也增强了财务报表的准确性和可靠性ꎬ确保企业

在动态市场环境中的透明度和可信度ꎮ

４.２.３　 制定高标准的财务信息披露政策ꎬ提高

信息透明度

企业应制定并严格遵循高标准的财务信息披露

政策ꎬ在资产减值、或有负债和收入确认等关键领域

提供详尽且透明的披露ꎮ 在资产减值方面ꎬ详细说

明减值测试的方法、关键假设和估值模型ꎬ能够帮助

利益相关者深入理解资产价值变化的依据ꎮ 在或有

负债的披露中ꎬ全面阐述潜在负债的性质、发生概率

和财务影响ꎬ促进投资者准确评估企业所面临的风

险水平ꎮ 对收入确认ꎬ明确具体的确认时点和方法ꎬ

尤其是在涉及长期合同或复杂交易时ꎬ确保经营成

果的真实反映ꎮ 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同样不可忽视ꎬ

包含市场环境变化、技术进步和政策调整对财务状

况的潜在影响ꎬ有助于提供全面的企业经营状况视

图ꎮ 在信息披露过程中ꎬ保持各报告期间的一致性

和连贯性ꎬ减少财务报表的可比性问题ꎬ提高财务信

息的可靠性和透明度ꎮ

５　 结语

谨慎性原则在新会计制度下的应用不仅提升了

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和真实性ꎬ还在资产减值、或有负

债、收入确认等领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通过加强

审计监督和完善内部控制ꎬ能够有效应对信息滞后

和专业判断不足等问题ꎬ保障财务报告的透明性和

可比性ꎮ 在未来的发展中ꎬ应制定高标准的财务信

息披露政策ꎬ推动企业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保持财

务稳健性和透明度ꎬ促使企业在全球化的财务管理

变革中实现可持续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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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ꎬ其稳定运

营与发展对我国整个经济体系的稳健运行具有举足

轻重的意义ꎮ 在国有企业的发展进程中ꎬ内部控制

审计无疑是保障国企健康发展的关键防线ꎬ其有效

性与国企能否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站稳脚跟密

切关联ꎬ更关乎国有资产能否实现保值增值这一核

心目标ꎮ 然而ꎬ当下的经济形势正经历着深刻的变

革ꎬ市场环境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多变性ꎮ
全球化浪潮使得国内外市场竞争愈发激烈ꎬ各类新

兴技术与商业模式不断涌现ꎬ同时政策法规也在持

续更新调整[１]ꎮ 重重因素交织在一起ꎬ导致国有企

业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呈现出多样化、隐蔽化且快速

化的特点ꎬ风险的广度与深度都在不断拓展ꎮ 传统

的内部控制审计模式往往侧重于对内部控制制度的

静态合规性审查ꎬ缺乏对动态风险环境的敏锐感知

与适应性调整能力ꎬ在风险识别上不够精准全面ꎬ难
以高效地聚焦于关键风险领域ꎬ无法及时且准确地

揭示国有企业潜在的风险隐患ꎬ更难以提供具有战

略性和针对性的风险应对策略ꎮ 因此ꎬ为契合国有

企业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发展诉求ꎬ构建基于风险导

向的内部控制审计新模式已然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

必然趋势ꎬ这将为国有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注入强

大动力ꎬ助力其从容应对各类风险挑战ꎬ确保国有资

产的安全与增值ꎬ推动国有企业在可持续发展的道

路上不断前进ꎮ
１　 传统国企内控审计模式的局限性

随着全球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ꎬ国有企业传统

内部控制审计模式暴露出诸多局限性ꎮ 首先ꎬ内部

控制审计重点不突出ꎮ 传统的内部控制审计模式资

源分配不合理ꎬ通常只重点关注制度的合规性检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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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周刊

忽视了对国有企业关键领域的风险识别与评估ꎬ容
易遗漏企业或项目中潜在的重大风险隐患ꎮ 其次ꎬ
内部控制审计缺乏前瞻性ꎮ 国有企业管理层往往只

关注历史数据和已发生的业务ꎬ对国有企业未来面

临的市场趋势或波动预测不足ꎬ无法及时为国有企

业提供有效、准确的市场信息ꎬ不利于国有企业提前

制定应对策略ꎮ 再次ꎬ内部控制审计机制不合理ꎮ
现有的机制不具备全面性ꎬ难以将内部控制审计工

作应有的作用全部发挥出来ꎬ甚至造成人力、物力、
财力成本支出大幅度增加ꎬ导致内部控制审计的质

量下降ꎬ严重阻碍国有企业的发展[２]ꎮ 最后ꎬ与国

有企业战略目标脱节ꎮ 管理者未将内部控制审计与

国有企业战略目标密切结合ꎬ审计工作的开展未能

充分考虑国有企业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制约因素ꎬ导
致难以从战略高度评价内部控制审计的有效性ꎬ无
法为国有企业战略决策提供有力支持ꎮ
２　 风险导向下内控审计的内涵与优势

２.１　 风险导向下内部控制审计内涵

风险导向审计是以风险评估为基础ꎬ将审计资

源集中于国有企业高风险领域ꎬ通过对国有企业内

外部风险的识别、评估和应对ꎬ如经营风险、财务风

险、合规风险等各类风险ꎬ确定审计重点和范围ꎬ进
而实施审计程序ꎬ以确保审计目标的实现ꎮ 在风险

导向理念灌输下ꎬ审计人员不仅需要审查内控制度

的设计是否合理ꎬ更需要注重其运行是否有效ꎬ能否

及时发现和应对风险ꎮ 在审计过程中ꎬ依据风险高

低分配审计资源ꎬ对高风险领域进行深入细致的测

试和分析ꎬ以获取充分、科学的审计证据ꎬ进而提出

改进建议ꎬ帮助国有企业优化内部控制审计体系ꎬ增
强风险抵御能力ꎬ保障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和资产

的安全完整ꎬ促进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稳步增长ꎮ
２.２　 风险导向下内部控制审计优势

首先ꎬ精准定位审计重点ꎮ 凭借科学严谨的风

险评估成果ꎬ精准锚定高风险关键环节ꎬ深入开展审

计工作ꎬ这不仅提升了审计工作效率ꎬ确保每一份投

入的审计资源都能产生最大价值ꎬ而且避免了无的

放矢造成的资源闲置与浪费ꎬ让审计工作直击要害ꎬ
精准有力ꎬ有效提高了审计质量和效果ꎮ 其次ꎬ增强

风险防范能力ꎮ 通过对风险全面且系统的剖析与评

估ꎬ能够清晰直观地洞察潜在的风险隐患ꎬ并及时提

出切实可行的风险应对策略与建议ꎬ帮助国有企业

抢占风险防控先机ꎬ有助于国有企业内部提前布局

风险防范措施ꎬ遏制风险萌芽ꎬ最大限度地减小风险

对国有企业造成的影响ꎬ降低损失发生的可能

性[３]ꎬ为国有企业平稳运营保驾护航ꎮ 最后ꎬ与国

有企业战略紧密结合ꎮ 秉持从国有企业战略高度出

发的理念ꎬ密切审视影响战略实施进程的风险要素ꎬ
并以风险防控为切入点ꎬ深度融入国有企业战略布

局ꎬ使内部控制审计更好地服务于国有企业战略ꎬ为
国有企业战略的顺利推进奠定基础ꎬ有力推动国有

企业朝着既定战略目标稳步迈进ꎬ实现内部控制审

计与国有企业战略的同频共振ꎬ促进国有企业战略

目标的实现ꎬ为国有企业战略决策提供屏障ꎮ
３　 基于风险导向的国企内控审计模式创新

策略
３.１　 完善风险评估体系建设ꎬ筑牢国有企业发

展根基

国企内部控制审计模式的创新离不开国有企业

风险识别与评估体系的建设与完善[４]ꎮ 首先ꎬ全方

位拓宽风险评估视野ꎮ 国有企业风险评估须杜绝局

限于财务领域ꎬ应将触角广泛延伸至市场、运营、战
略以及法律等多个层面ꎬ通过多维度深入地识别各

类潜在风险ꎬ精准把握国有企业在不同经营环节所

面临的挑战与困难ꎬ进而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应对策

略奠定坚实基础ꎮ 其次ꎬ精细、优化风险评估方法ꎮ
摒弃单一的评估模式ꎬ积极建立定性与定量紧密结

合的多元化方法体系ꎬ国有企业应巧妙运用问卷调

查和个人访谈等方式来获取丰富的主观信息ꎬ同时

借助专业的数据分析工具挖掘客观数据背后的规

律ꎬ并结合风险矩阵等工具进行系统整合ꎬ以历史数

据为基石ꎬ通过严谨的统计分析ꎬ精确量化风险发生

的概率以及可能引发的损失程度ꎬ从而为风险的优

先级排序提供可靠依据ꎬ使国有企业能够有的放矢

地分配资源和进行风险防控ꎮ 最后ꎬ构建动态化风

险长期监测机制ꎮ 风险并非一成不变ꎬ因此国有企

业需建立定期跟踪评估风险状况的常态化机制ꎬ及
时、准确地更新风险信息库ꎬ依据风险的动态变化趋

势ꎬ灵活调整审计工作计划与重点ꎬ确保审计资源始

终精准聚焦于当下风险聚集的关键领域ꎬ为国有企

业时刻保持敏锐洞察力和快速应变能力、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长远目标提供技术支持ꎮ
３.２　 规范内控审计流程ꎬ促进国有企业稳中

进步

首先ꎬ审计计划阶段:精准规划ꎬ靶向发力ꎮ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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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流程的起始环节ꎬ国有企业应以严谨的风险评

估成果为基石精心擘画审计计划蓝图ꎬ明确审计的

目标、界定清晰的范围、敲定合理的时间规划以及落

实精准的人员分工ꎬ确保每个环节紧密相扣、责任到

人ꎮ 同时ꎬ对高风险业务领域和关键控制节点给予

优先排序ꎬ将有限的审计资源进行合理倾斜ꎬ确保审

计资源投入与风险程度相匹配ꎬ提升审计计划的精

准性、可操作性及有效性ꎬ为后续审计工作的高效性

提供可能ꎮ 其次ꎬ审计实施阶段:深度审查ꎬ严控风

险ꎮ 引入风险导向审计理念ꎬ综合运用穿行、控制以

及实质性测试等多元测试法ꎬ精准切入风险应对策

略的针对性以及内部控制审计执行的实效性ꎮ 当面

对高风险环节时ꎬ国有企业需采取提高审计样本抽

取量、拓展审计程序的深度与广度等举措ꎬ层层深

入ꎬ挖掘潜藏的问题ꎬ从而获取更为扎实、可靠且极

具说服力的审计证据ꎬ让风险无处遁形ꎬ保障审计结

果经得起检验ꎮ 最后ꎬ审计报告阶段:风险洞察ꎬ价
值升华ꎮ 审计报告作为审计成果的集中呈现报告ꎬ
应着重凸显风险的揭示与剖析ꎬ翔实罗列内部控制

审计工作存在的瑕疵ꎬ并基于专业视角提出切实可

行的风险改进举措ꎬ为国有企业的风险防范提供操

作指南ꎮ 同时ꎬ对国有企业整体风险态势进行全面

评估与反馈ꎬ以清晰的风险画像助力国有企业管理

层在决策时能够精准施策ꎬ让审计报告真正成为国

有企业发展航程中的“瞭望塔”与“指南针”ꎬ在风险

浪潮中为国有企业提供决策支持ꎬ推动国有企业不

断创新突破ꎬ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长远目标ꎬ提升国有

企业在复杂市场环境中的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ꎮ
３.３　 加强先进技术应用ꎬ紧跟时代发展潮流

一方面ꎬ打造数字化审计中枢ꎬ搭建信息化平

台ꎮ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ꎬ国有企业应积极

投身于审计信息化平台的构建之中ꎬ借助大数据存

储的海量数据与快速处理能力、云计算的资源灵活

调配以及人工智能的智能分析ꎬ整合国有企业财务、
业务以及管理等全方位资源ꎬ搭建一个数据汇聚与

交互的信息平台ꎮ 通过这一平台ꎬ企业相关数据得

以集中管控并顺畅共享ꎬ有利于打通国有企业的

“信息经络”ꎮ 同时ꎬ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庞大的

数据集群进行深度挖掘ꎬ从烦琐复杂的数据海中精

准揪出异常数据ꎬ有助于企业敏锐捕捉潜在风险ꎬ为
风险评估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石ꎬ让审计决策

的制定更加游刃有余ꎬ开启数字化审计的崭新篇

章[５]ꎮ 另一方面ꎬ提高内控审计效能ꎬ推广软件工

具的灵活运用ꎮ 国有企业大力推动先进审计软件工

具的应用是提升审计效率与质量的关键路径ꎮ 现有

的内控审计自动化软件ꎬ宛如一位不知疲倦的智能

助手ꎬ不仅能够精准高效地自动完成数据核对、报表

编制等机械重复的审计任务ꎬ将审计人员从烦琐的

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ꎬ而且能大幅削减人工操作

可能产生的失误ꎬ显著提升工作效能ꎮ 内控审计风

险评估软件则如同一位睿智的风险洞察者ꎬ凭借其

强大的算法和风险模型ꎬ可协助审计人员更为敏捷

地识别、评估和剖析风险ꎬ让风险评估的精准度与效

率实现质的飞跃ꎮ 数据分析软件则是一把“数据解

密利器”ꎬ助力审计人员深度解读数据背后的隐含

信息ꎬ抽丝剥茧地揭示潜在问题ꎬ为审计工作注入了

强大动力ꎬ推动了国有企业内控审计事业在科技赋

能的轨道上加速前行ꎮ
３.４　 扩大业务范围ꎬ开拓新兴业务审计领域

一是扩大国有企业业务范围ꎮ 在业务领域方

面ꎬ国有企业业务领域需紧密围绕既定的长期战略

发展规划ꎬ积极主动地探寻拓展新的业务疆域ꎬ深度

融入风险导向下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模式的变革

与发展进程中ꎮ 同时国企内部控制审计团队需具备

长远眼光ꎬ深入研究企业未来内部控制审计模式创

新过程中的信息系统架构、数据流转路径以及安全

防护机制等方面ꎬ并为企业提供专业、权威的内控审

计服务ꎬ确保国有企业在风险导向理念下其业务范

围扩展之路稳健顺畅ꎮ 同时ꎬ对国有企业初次涉足

的前沿业务板块和新兴领域ꎬ其内部控制审计应同

步跟进ꎬ全面评估其业务模式、市场风险以及内部管

控流程ꎬ助力企业在新赛道上安全起跑、加速前行ꎬ
实现战略目标的精准落地ꎮ 在部门协同方面ꎬ国有

企业需保证跨部门项目的高效实施ꎬ加强内部控制

审计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紧密合作ꎬ携手开展跨

部门项目ꎬ是推动国有企业整体效能提升的重要路

径ꎮ 在开展跨部门项目时ꎬ相关审计人员应充分发

挥自身专业优势ꎬ从风险管控和流程优化的独特视

角切入项目之中ꎬ深入分析项目进程中各环节的潜

在风险点ꎬ并针对性地提出合理可行的应对策略ꎮ
与此同时ꎬ其他部门如职能部门ꎬ则通过重新审视和

优化采购流程、库存管理流程以及供应商评估流程

等ꎬ消除流程中的烦琐环节和潜在漏洞ꎬ提升供应链

的整体运营效率和抗风险能力ꎬ实现国有企业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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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之间的高效协同配合与资源优化配置ꎬ提高

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ꎮ
二是拓展国有企业新兴审计领域ꎮ 其一ꎬ开创

数据分析型内控审计新业务ꎬ积极引入深度学习、机
器学习等技术ꎬ重塑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审计的工作

模式ꎬ开启数据分析型审计的新领域ꎮ 借助神经网

络数据信息数学模型ꎬ广泛收集企业内外部的海量

数据ꎬ包括财务数据、业务运营数据、市场数据以及

行业数据等ꎬ深度剖析数据背后隐藏的规律和变化ꎬ
同时高效挖掘出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和业务优化契

机ꎬ为企业提供更具前瞻性、精准性和决策价值的审

计服务ꎬ使内控审计真正成为企业发展的“智慧导

航仪”ꎬ引领国有企业在复杂的国内外市场环境中

持续繁荣ꎮ 其二ꎬ量身定制ꎬ打造个性化内控审计方

案ꎬ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ꎬ根据国有企业不

同业务部门及内部管理的独特性和多样性需求ꎬ深
入了解其各业务部门的业务流程、运营模式、风险偏

好以及管理痛点ꎬ在此基础上ꎬ精心设计国有企业专

属的个性化内控审计方案ꎮ 对销售部门ꎬ计划重点

关注销售渠道管理、客户信用风险以及销售合同执

行情况等方面的审计ꎻ对研发部门ꎬ则聚焦于研发投

入产出效率、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项目进度管理等关

键环节的审计监督ꎮ 通过提高审计工作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ꎬ确保内控审计服务能够精准对接各业务部

门的实际需求ꎬ为国有企业的多样化业务发展提供

坚实有力的保障ꎬ激励国有企业拓展新兴审计领域ꎮ
３.５　 合理制定审计风险阈值ꎬ保障国有企业稳

健运营

首先ꎬ精准明确阈值设定依据是基础ꎮ 管理层

需全方位考量国有企业的长、短期战略目标规划、实
际经营状况、所处行业的风险特质以及严格的监管

要求等关键要素ꎮ 尤其是处于高风险行业领域的国

有企业ꎬ其面临的风险态势更具高强度ꎬ与之对应的

风险阈值设定应更为审慎与保守ꎬ必须切实符合企

业的风险应对能力和长远发展诉求ꎬ确保阈值具有

高度的针对性与合理性ꎮ 其次ꎬ巧妙运用量化与定

性相结合的科学方法ꎮ 针对诸如财务报表错报风险

等能够量化的风险类型ꎬ充分借助先进的统计模型

和海量的企业数据来精准确定具体数值ꎻ而对战略

决策风险等难以量化的风险范畴ꎬ则通过权威专家

的专业判断以及风险矩阵等定性评估手段来明确其

风险程度以及范围[６]ꎮ 二者相辅相成ꎬ使得审计风

险阈值的设定更加科学、全面且贴合实际ꎮ 最后ꎬ建
立动态调整阈值的有效机制ꎮ 鉴于企业内外部环境

始终处于持续且无规律的动态变化之中ꎬ应定期或

在重大事项发生(像企业重组、新法规政策出台等

关键节点)之际ꎬ迅速组织开展对审计风险阈值的

重新评估与适时调整工作ꎮ 通过这种动态、及时的

调整策略ꎬ确保风险阈值能够始终与国有企业的风

险状况保持高度适配ꎬ进而有力推动内部控制审计

工作高效开展ꎬ为未来国有企业的持续发展夯实基

础ꎬ有利于国有企业避免风险管理过度或管理不足ꎮ

４　 结语

在当今竞争不断加剧的市场格局下ꎬ国有企业在

风险导向下进行内部控制审计模式创新势在必行ꎬ这
是契合市场环境动态变化以及国有企业自身发展内在

需求的关键之举ꎮ 将风险导向理念与国有企业内部控

制审计创新相融合ꎬ极大地提高了国有企业对各类风

险因素的精准识别ꎬ优化了审计流程ꎬ显著提升了国企

内控审计工作的效果、质量与效率ꎮ 不仅有助于增强

企业内部控制的效能ꎬ而且能全方位提升国有企业的

抗风险能力ꎬ为国有企业在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纵

深推进、可持续发展筑牢坚实的保障壁垒ꎮ 展望未来ꎬ
国有企业应坚定不移地持续探索并实践风险导向下内

部控制审计模式的创新路径ꎬ进而从容应对经营环境

中的重重挑战与各类风险变故ꎬ在时代浪潮中推动高

质量发展落实落地、行稳致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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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ꎬ系统推进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优化ꎬ对国有企业财务稳定性具有重要的影响ꎮ 为进

一步探索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对财务稳定性的影响以及优化策略ꎬ文章系统分析了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对财务稳定性的影响机

理ꎬ梳理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ꎬ并从国有企业资本三大构成要素着手提出具体的策略ꎬ以期对促进国有企业财务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帮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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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ꎬ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负

责人会议ꎬ回顾 ２０２３ 年国资央企工作成效ꎬ并规划

２０２４ 年改革任务ꎬ强调“六个着力”策略ꎮ 针对资本

结构调整ꎬ会议明确指出需强化国有企业资本结构

优化ꎬ确保国有企业财务运营的稳定性ꎮ 具体而言ꎬ
财务稳定性是企业能够持续支付债务、保持良好运

营且不受内外环境影响而发生财务危机的状态ꎬ其
关系着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ꎮ 资本结构反映的是债

务与股权的比例关系ꎬ通过资本结构优化有助于提

升财务运行的稳定性ꎮ 基于此ꎬ本文以国有企业资

本结构优化与财务稳定性为主题展开论述ꎬ旨在为

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帮助ꎮ

１　 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对财务稳定性的

影响机理

１.１　 国有企业资本结构要素

国有企业资本结构是企业各种资本的价值构成

及比例关系ꎬ是企业一定时期筹资组合的结果ꎬ其反

映了企业的股权和债权结构ꎬ主要由股权资本、债务

资本以及自有资本等要素构成[１]ꎮ 一是股权资本ꎬ

主要是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等方式所吸收的资金ꎮ 股

权资本是企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它代表了企业

的所有权结构ꎬ影响着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ꎮ 二是

债务资本ꎬ主要是企业通过发行债券、向银行借款等

方式借入的资金ꎮ 债务性融资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方

式之一ꎬ可以帮助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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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ꎬ但同时也会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ꎮ 三是自有资

金ꎬ主要是指企业自身积累的资金ꎬ包括未分配利

润、盈余公积等ꎮ 自有资本是企业内部融资的重要

来源ꎬ它反映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自我积累能力ꎮ
１.２　 资本结构优化对财务稳定性的影响机理

第一ꎬ通过降低财务风险促进财务稳定ꎮ 资本

结构优化可以帮助国有企业合理调控财务杠杆比

例ꎬ减轻因高额利息和本金偿还带来的压力ꎬ从而促

进财务运营更加稳健ꎮ 同时ꎬ合理的资本结构离不

开多元化的融资策略ꎬ这不仅能够丰富企业的资金

来源ꎬ还可以通过吸纳多种投资者实现财务风险的

分散与共担ꎬ增强国有企业的抗风险能力ꎮ 第二ꎬ通
过提升财务治理效率促进财务稳定ꎮ 国有企业资本

结构优化可以提高股权集中度ꎬ从而强化股东对管

理层的监督ꎬ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ꎬ提升财务治

理效率ꎬ进而保障企业财务运行的稳健[２]ꎮ 第三ꎬ

通过快速响应市场变化促进财务稳定ꎮ 面对复杂多

变的市场环境和激烈的竞争态势ꎬ国有企业通过资

本结构优化可以灵活调整融资策略ꎬ快速响应市场

变化ꎬ这不仅有助于企业抓住市场机遇ꎬ还能够确保

企业在经济周期波动和行业变革中保持财务稳健的

态势ꎮ 第四ꎬ通过增强融资能力促进财务稳定ꎮ 合

理的资本结构可以增加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ꎬ吸引

更多资金的注入ꎬ以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充裕的资

金保障ꎬ促进财务稳定ꎮ

２　 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现状及问题

２.１　 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现状

２.１.１　 股权资本规模不断扩大

随着国企改革不断深化ꎬ国有企业股权资本规

模逐渐扩大ꎬ为财务管理创新以及财务稳定性发展

提供了坚实保障ꎮ 根据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发

布的«地方国资上市公司 ２０２３ 年发展报告»ꎬ我国

地方国资上市企业股权资本规模呈现逐步扩大的态

势ꎮ 第一ꎬ资产规模方面ꎮ ２０２３ 年末ꎬ地方国资上

市企业数量为 １ ００８ 家ꎬ占 Ａ 股企业总量的１８.９％ ꎻ
其中总资产占 ２１.６３％ ꎬ净资产占 ２３.２５％ ꎬ营业收入

占 ２５.３２％ ꎬ利润总额占２２.６７％ ꎬ净利润占 ２２.１７％ ꎬ
总市值占 ２１.８１％ ꎮ 第二ꎬ融资规模方面ꎮ ２０２３ 年

共有 ７１ 家地方国资上市公司开展再融资ꎬ共融资

１ ６６９亿元ꎬ占 Ａ 股上市公司的 ２２.４％ ꎮ 其中ꎬ５８ 家

地方国资上市公司进行增发ꎬ融资 １ ２８９ 亿元ꎬ占 Ａ
股上市公司的 ２２.２６％ ꎻ３ 家地方国资上市公司开展

配股ꎬ募资 １３４. １４ 亿元ꎬ占 Ａ 股上市公司的 ８９.
１３％ ꎻ１１ 家地方国资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ꎬ募资

２４５.８５ 亿元ꎬ占 Ａ 股上市公司的 １７.４５％ ꎮ 第三ꎬ并
购方面ꎮ ２０２３ 年共有 １８３ 家地方国资上市公司完

成并购ꎬ并购金额为 １ ６４１ 亿元ꎬ占 Ａ 股上市公司的

２８.７％ ꎮ 第四ꎬ股权激励方面ꎮ ２０２３ 年ꎬ共有 １３ 家

地方国资背景的上市公司实施了员工持股计划ꎬ占
地方国资上市公司总数的 １.２９％ ꎬ反映了地方国有

企业在股权激励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ꎮ
２.１.２　 资产负债率微幅增长

随着国有企业资产规模的扩大ꎬ其债务规模也

随之扩大ꎬ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有企业在扩大

生产、进行项目投资等方面的资金需求ꎮ 为更为全

面地分析国有企业债务规模演变情况ꎬ根据国家统

计局以及国务院公布的数据ꎬ汇总得出下表 １ 所示

内容ꎮ
表 １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演变趋势

年份
国有企业资产
总额 / 万亿元

国有企业负债
总额 / 万亿元

资产负债率
/ ％

２０２０ ２６８.５ １７１.５ ６３.９
２０２１ ３０８.３ １９７.９ ６４.２
２０２２ ３３９.５ ２１８.６ ６４.４

　 　 根据表 １ 统计数据可以看出ꎬ过去三年我国国

有企业资产总额呈现稳步增长趋势ꎬ从 ２０２０ 年的

２６８.５ 万亿元ꎬ增长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３３９.５ 万亿元ꎬ年增

幅达 １３％ ꎻ与此同时ꎬ国有企业负债总额也呈现增

长趋势ꎬ从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７１.５ 万亿元ꎬ增长到 ２０２２ 年

的 ２１８.６ 万亿元ꎬ年增幅为 １３.５％ ꎻ资产负债率呈现

微幅增长趋势ꎬ年增幅约为 ０. ３％ ꎬ并保持在 ６４％
左右ꎮ

２.２　 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存在的问题

目前ꎬ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面临的问题主要

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ꎬ资本结构较为单一ꎮ 国有企

业资本结构多由国有资本构成ꎬ多元资本要素有限ꎬ
这种单一的资本结构容易影响企业融资的灵活性ꎬ
增加了企业的财务管理风险[３]ꎮ 现阶段我国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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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国有股及国有法人股占比通常高于 ２ / ３ꎬ体

现出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存在失衡ꎮ 过高的国有股比

例不仅会助长大股东的投机行为ꎬ损害中小股东的

利益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决策效率和经

营绩效ꎮ 第二ꎬ存在负债率增长风险ꎮ 关于国有企

业负债率的合理范围ꎬ一般为 ４０％ 至 ６０％ 之间ꎮ 这

一比例是评价国有企业负债率水平的综合指标ꎬ同
时也是衡量企业利用债权人资金进行经营活动能力

的指标ꎬ反映了债权人资产的安全程度[４]ꎮ 根据财

政部官网对国有企业负债率的统计数据ꎬ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年我国国有企业负债率始终保持在 ６４％ 左右

的水平ꎬ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有企业的偿债风

险ꎬ从而容易影响到企业财务管理的稳定性ꎮ 第三ꎬ
自有资金有限ꎮ 国有企业自有资本有限ꎬ过度依赖

外部融资渠道ꎬ既加剧了财务风险ꎬ也增加了其运营

管理的复杂性ꎮ 据中国证券网发布的数据ꎬ国有企

业的流动资金中ꎬ自有部分仅占 ７％ 左右ꎬ而固定资

产的自有资金投入比例也仅维持在 １８％ 的水平ꎮ
总之ꎬ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仍存在一些问题ꎬ这不仅影

响到了企业投资扩张和转型升级ꎬ而且会影响企业

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ꎮ

３　 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优化促进财务稳定的

策略

３.１　 优化资本结构ꎬ拓展资金来源渠道

３.１.１　 优化股权结构

第一ꎬ积极开展内部存量调整ꎮ 国有企业应重

视内部存量调整ꎬ通过债转股、国有股减持和出让等

方式ꎬ降低国有股的持股比例ꎬ实现股权的分散ꎬ规
避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ꎮ 第二ꎬ有效吸引外部资

本ꎮ 国有企业应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ꎬ如基金、保
险、养老金机构等ꎬ允许并引导它们持股ꎬ从而增加

资本市场的活力ꎬ帮助自身更好地优化资本结构ꎬ推
动财务稳定ꎮ

３.１.２　 完善筹资结构体系

大力发展证券市场ꎬ优化资本市场结构ꎬ使国有

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筹资主体ꎮ 通过多元化的融资

渠道ꎬ降低对单一融资方式的依赖ꎮ 第一ꎬ深化证券

市场改革ꎮ 首先ꎬ完善市场机制ꎮ 加强证券市场基

础设施建设ꎬ提高市场透明度ꎬ强化信息披露制度ꎬ

保护投资者权益ꎬ增强市场吸引力ꎮ 其次ꎬ推动注册

制改革ꎮ 逐步从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ꎬ简化上市流

程ꎬ缩短审核周期ꎬ让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ꎬ特别是

国有企业ꎬ能够更便捷地进行融资ꎮ 最后ꎬ丰富证券

品种ꎮ 除了传统的股票、债券ꎬ还应大力发展可转

债、资产证券化产品、衍生品等ꎬ为国有企业提供多

元化的融资工具ꎮ 第二ꎬ优化资本市场结构ꎮ 首先ꎬ

构建多层次市场体系ꎮ 完善主板、中小板、创业板、
科创板以及新三板等市场板块ꎬ形成错位发展、功能

互补的市场格局ꎬ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国有

企业的融资需求ꎮ 其次ꎬ推动债券市场发展ꎮ 推动

公司债券市场发展ꎬ鼓励国有企业发行企业债、公司

债、中期票据等ꎬ降低融资成本ꎬ丰富债券市场投资

者结构ꎮ 最后ꎬ促进私募股权市场发展ꎮ 鼓励私募

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和重

组ꎬ为国有企业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ꎮ
３.２　 合理控制负债比率ꎬ提高资本利用率

国有企业需要合理安排债务期限结构ꎬ避免债

务集中到期ꎬ降低偿债风险ꎮ 同时还要有效调整资

产和负债结构ꎬ并想方设法增强自身的盈利能力ꎮ
第一ꎬ调整资产结构ꎮ 首先ꎬ出售非核心资产ꎮ 国有

企业可以通过出售非核心资产ꎬ如低效或无效资产

等ꎬ以此提高企业资产的流动性和利用效率ꎬ从而降

低资产负债率ꎮ 其次ꎬ减少存货ꎮ 国有企业应加强

存货管理ꎬ避免存货过度积压ꎬ减少存货占用的资

金ꎬ从而提高资金周转率ꎮ 最后ꎬ盘活资产ꎮ 通过资

产证券化、租赁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ꎬ增加现金流

入ꎬ用于偿还债务或支持企业转型发展ꎮ 第二ꎬ调整

负债结构ꎮ 首先ꎬ优化负债比例ꎮ 对负债进行全方

位管理ꎬ避免债务集中到期导致的偿债压力ꎬ确保企

业有足够的资金来应对可能出现的财务风险ꎮ 其

次ꎬ探索低成本的融资渠道ꎬ如发行债券、申请银行

贷款等ꎬ以降低财务费用ꎬ优化债务成本结构ꎮ 最

后ꎬ积极实施债转股ꎬ将部分债务转化为股权ꎬ减轻

企业债务负担ꎮ 第三ꎬ增强盈利能力ꎮ 国有企业应

持续深入拓展市场ꎬ通过市场开发和营销创新ꎬ增加

企业收入来源ꎮ 同时ꎬ不断提升服务质量ꎬ增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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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ꎬ提升品牌价值和市场份额ꎮ 此外ꎬ还要加强

成本管理ꎬ降低运营管理成本ꎬ提高盈利能力ꎬ从而

为企业负债率的调控提供坚实保障ꎮ

３.３　 增加自有资金ꎬ规避财务风险

３.３.１　 营造资本积累的良好环境

一方面ꎬ应继续加大国家科研项目对国有企业

的支持力度ꎬ通过增强资本注入及持续推进减税降

费政策ꎬ为国有企业释放更多发展空间ꎬ促进利润增

长ꎮ 尽管短期内ꎬ这一举措可能导致国家财政收入

的暂时性缩减ꎬ但从长远视角来看ꎬ它无疑为国有企

业构筑了更为坚实的成长基石ꎬ助力优化结构、强化

竞争力ꎬ切实推动了国有企业效益的飞跃式增长ꎮ

另一方面ꎬ伴随企业税后利润的增加ꎬ国有企业将拥

有更强的自我资本积累能力ꎬ这不仅为企业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ꎬ也为国家实施国有经济战

略性布局优化与结构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ꎮ 通过一

系列政策组合ꎬ国有经济的整体实力与全球影响力

将得到进一步提升ꎬ其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引领地

位也将更加稳固ꎮ

３.３.２　 适当放宽盈余公积金提取比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ꎬ公司分

配当年税后利润时ꎬ应当提取利润的 １０％ 列入公司

法定公积金ꎮ 当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达到公司注

册资本的 ５０％以上时ꎬ可以不再提取ꎮ 国有企业作

为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其盈余公积金的管理

和使用要在遵循国家相关政策和法规的基础上适当

放宽ꎬ同时鼓励企业依据其独特的经营战略规划与

发展需求ꎬ遵循既有的企业治理框架ꎬ由股东大会作

为最高决策机构ꎬ自主决定盈余公积的提取比例及

额度ꎮ 通过这种方式最大化地提升国有企业内部的

资金流动性ꎬ确保企业拥有充足的资源来应对市场

挑战、推动创新项目ꎬ并加速其成长步伐ꎮ 此外ꎬ还

应通过赋予股东会更大的决策权ꎬ推动国有企业资

金配置效率的稳步提升ꎮ

３.３.３　 深化改革增强融资能力

国有企业改革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直接融资能

力ꎬ对强化企业自有资本实力作用显著ꎮ 比如ꎬ积极

实施联合、兼并、重组及必要时的破产等策略ꎬ有效

提升国有企业自有资本积累ꎬ从而增强企业市场竞

争力ꎮ 此外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ꎬ不仅可以规避财务

管理风险ꎬ更确保其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保持

领先地位ꎬ实现持续健康发展ꎮ 因为在改革过程中ꎬ

国有企业会提高对财务风险防控的重视程度ꎬ不断

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ꎬ完善财务风险防控制度ꎬ

从而帮助企业及时发现潜在的财务风险ꎬ减少因风

险事件导致的财务损失ꎬ确保财务安全ꎮ

４　 结语

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能够合理控制财务杠

杆比例ꎬ减少过高的债务负担ꎬ从而降低财务风险ꎮ

同时ꎬ优化资本结构有助于增强企业的偿债能力ꎬ确

保企业有足够的资金应对突发情况和偿债压力ꎬ维

护财务稳定ꎮ 总之ꎬ财务稳定受企业资本结构的影

响ꎬ国有企业应强化资本结构优化ꎬ以为财务稳定性

提供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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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资金监管使用中的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陈丽雯

(扬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ꎬ江苏　 扬州　 ２２５０００)


摘　 要:文章探讨了财政资金监管使用中的绩效评价体系构建ꎬ旨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透明度ꎮ 财政资金的利用不

仅关乎各项事务的处理效果ꎬ同时也影响到相关机构单位的社会公信力ꎬ而如何能够通过绩效评价体系ꎬ实现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的全面监管ꎬ则是文章所研究的重要问题ꎮ 文章先简述财政资金监管绩效评价的具体工作流程ꎬ之后基于当前财政资金管理中

存在的问题ꎬ探讨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途径ꎮ

关键词:财政资金ꎻ监管使用ꎻ绩效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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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财政资金监管与使用的有效性ꎬ直接关系到资

源配置以及经济的稳定发展ꎮ 然而ꎬ在实际运作中ꎬ
资金分配不公、使用效率低下、监管力度不足等问题

屡见不鲜ꎬ严重制约了财政资金应有作用的发挥ꎮ
因此ꎬ构建一套科学、合理、高效的财政资金监管使

用中的绩效评价体系显得尤为重要ꎮ 绩效评价体系

作为现代管理的重要手段ꎬ通过对财政资金使用的

全过程进行客观、公正、全面的评估ꎬ可以及时发现

和纠正资金使用中的偏差和问题ꎬ促进财政资金的

规范、高效使用ꎮ 同时ꎬ绩效评价体系还能够为决策

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ꎬ帮助他们更好地把握财

政资金的投入方向和重点ꎬ优化资源配置ꎬ提高财政

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ꎮ 本文认为ꎬ当前财政资金

的监管绩效评价工作流程相对完善ꎬ但还是存在细

节方面的问题ꎬ而如何能够发挥出监管绩效工作的

实际作用ꎬ完善其工作体系ꎬ则是本文想要探讨的核

心问题ꎮ

１　 财政资金监管绩效评价的工作流程
１.１　 绩效申报

财政资金监管绩效评价流程系统而复杂ꎬ涵盖

了多个环节ꎬ并且环环相扣ꎬ形成了相对闭环的系统

体系ꎬ以实现对财政资金使用的全过程监管和绩效

评价ꎬ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透明度[１]ꎮ 绩效

申报环节是财政资金项目监管的起点ꎬ项目申请单

位在提交项目申请时ꎬ明确并申报项目的绩效目标、
预期成果及相应的评价指标ꎬ确保财政资金的使用

能够具备明确的目标导向和可衡量的绩效标准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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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续的项目实施、监控、评价及问责提供坚实支

撑ꎮ 在绩效申报过程中ꎬ项目申请单位需深入调研

项目背景、市场需求、技术可行性及社会效益等多方

面因素ꎬ结合项目实际情况ꎬ科学合理地设定绩效目

标ꎬ紧密围绕政府政策导向和公共利益需求ꎬ并且可

量化、可达成ꎮ 同时还需明确预期成果ꎬ包括项目完

成后将带来的各方面效益ꎬ以及这些成果如何具体

体现和衡量ꎮ
１.２　 绩效目标批复

在申报上交之后ꎬ财务部门会依据相关政策法

规以及项目实际情况ꎬ对项目申请单位提交的绩效

目标进行全面、细致的审查ꎬ对符合要求的绩效目标

进行正式批复ꎬ明确项目绩效目标的具体内容ꎬ以及

量化指标、完成时限、评价标准等关键信息ꎬ并正式

开始项目绩效管理工作的实施ꎮ 项目申请单位需要

根据批复的绩效目标开展工作ꎬ加强项目管理ꎬ优化

资源配置ꎬ确保项目能够按时、按质、按量完成ꎬ并达

到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ꎮ
１.３　 项目实施

项目实施阶段是财政资金项目从规划到成果转

化的核心过程ꎬ项目承担单位在获得绩效目标批复

后ꎬ需严格按照项目计划、预算和绩效目标要求ꎬ推
进项目各项工作ꎮ 项目团队需制定详细的项目实施

方案ꎬ明确各阶段的目标任务、时间节点和相关责任

人ꎬ加强项目预算管理ꎬ确保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和效

益性ꎬ避免超支或浪费现象的发生ꎮ 同时还需加强

与相关部门和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协调ꎬ确保项目顺

利实施并取得预期成果ꎮ 通过定期组织项目会议、
开展现场调研、加强信息交流等方式ꎬ及时了解项目

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ꎬ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解

决ꎮ 此外ꎬ还应加强风险管理ꎬ制定应急预案ꎬ防范

和应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和挑

战ꎬ提高项目团队的应对能力和抗风险能力ꎮ
１.４　 绩效跟踪

项目管理部门需基于相关机制ꎬ对项目进度、资
金使用情况、产出成果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等方面

进行跟踪监测ꎬ定期收集项目数据和信息ꎬ对比分析

实际执行情况与绩效目标的差距ꎬ评估项目进展是

否符合预期ꎬ并据此调整项目计划和管理措施ꎮ 同

时ꎬ还需定期与项目承担单位沟通联系ꎬ及时了解项

目进展中的问题和困难ꎬ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支持ꎬ确
保项目顺利实施ꎮ

在绩效跟踪过程中ꎬ还需注重风险预警和应对ꎮ
通过对项目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识别和

评估ꎬ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和预案ꎬ防范和化解潜在

风险ꎬ确保项目安全可控ꎮ 此外ꎬ还需加强对项目成

果的跟踪评估ꎬ及时总结项目经验ꎬ提炼可复制、可
推广的模式和做法ꎬ为类似项目的实施提供参考和

借鉴ꎮ
１.５　 绩效自我评价

绩效自我评价是项目完成后ꎬ项目承担单位对

自身工作绩效进行全面、客观、深入的反思和总结的

过程ꎮ 项目团队需基于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ꎬ对照

预设的绩效目标和评价指标体系ꎬ逐一评估项目各

项工作的完成情况、成果产出及综合效益ꎮ 项目团

队应秉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ꎬ真实反映项目

进展和成果ꎬ不夸大隐瞒ꎮ 同时ꎬ深入分析项目执行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挑战及成功经验ꎬ总结经验教

训ꎬ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和模式ꎬ以全面审视

自身工作绩效ꎮ
１.６　 绩效再评价

绩效再评价是对已完成绩效自评的项目进行进

一步审查与评估的过程ꎬ旨在验证自评结果的准确

性ꎬ深入剖析项目绩效ꎬ提炼成功经验与教训ꎬ并为

未来类似项目的决策与管理提供有力支持ꎮ 在这一

阶段ꎬ主要关注项目是否达到预期效果ꎬ并分析在项

目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各方面影响因素ꎬ通常会组建

由独立专家、利益相关方及项目管理部门代表组成

的评价小组ꎬ运用科学的评价方法和工具ꎬ对项目进

行全面而细致的分析ꎮ 评价小组会收集项目相关资

料ꎬ包括自评报告、项目文档、数据记录等ꎬ并与项目

团队进行深入的访谈交流ꎬ以获取第一手信息ꎮ

２　 财政资金监管绩效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２.１　 绩效评价指标设计不当

财政资金监管绩效评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ꎬ是
确保公共资源有效配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

关键环节ꎮ 通过监管绩效评价ꎬ能够客观反映财政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经济性和效益性ꎬ揭示存在的问

题与不足ꎬ为上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ꎮ 同时ꎬ绩效评

价结果还能作为预算安排、政策调整及项目后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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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重要依据ꎬ促进财政资金的优化配置和高效

利用ꎮ
绩效评价指标是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的重要因

素ꎬ而在实际工作之中ꎬ由于缺乏相关人才资源以及

管理机构ꎬ因此评价指标通常是由财务部门、业务部

门等相关部门协商而得来的ꎬ主要是基于自身的主

观经验ꎬ而并未得到科学论证ꎬ因此各个部门的绩效

指标ꎬ会因为工作性质、职能界限等原因而存在或大

或小的差异ꎬ难以进行彼此之间的借鉴与比较ꎮ 并

且ꎬ其中的部分指标也难以实现量化ꎬ存在较多的定

性指标ꎬ参考价值较为有限ꎬ并且评价内容与标准也

较为模糊ꎬ这对绩效评价工作而言也会带来一定的

麻烦[２]ꎮ
２.２　 资金监管评价体系失衡

从当前来看ꎬ不同部门、不同项目在绩效评价过

程中往往依据各自的理解和标准进行操作ꎬ并且ꎬ绩
效评价方法的单一性和局限性也是不容忽视的问

题ꎮ 当前ꎬ大多数绩效评价工作仍采用专家打分、问
卷调查等定性分析方法ꎬ主观性较强ꎮ 这就导致评

价结果难以横向比较和综合分析ꎬ使得评价工作的

复杂性和难度较高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绩效

评价的公正性和权威性ꎮ 并且现行的绩效评价体系

主要侧重于结果评价ꎬ主要考核资金使用是否达到

了既定的预期标准ꎬ而忽略了在资金使用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ꎬ更遑论探讨其问题的原因以及解决途径ꎬ
进而对财政资金监管带来一定的隐患ꎮ 并且ꎬ当前

大部分的绩效评价项目缺乏绩效预估的环节ꎬ导致

整个评价体系失衡ꎬ难以实现资金使用全过程的监

管ꎬ进而造成财政资金浪费的情况ꎮ
２.３　 绩效评价结果利用不足

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是为了能够提升财政资金

监管水平ꎬ优化资金的使用结构ꎮ 但是就实际情况

来看ꎬ评价结果并未能充分融入预算编制和决策过

程ꎬ由于评价结果运用机制不健全、信息传递不畅等

原因ꎬ绩效评价结果往往不能及时、全面地融入预算

编制和决策过程ꎬ导致预算安排与实际绩效需求脱

节ꎬ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受到影响ꎮ 一方面ꎬ
相关责任人员未能对绩效评价工作予以重视ꎬ或者

缺乏相关专业知识以及经验ꎬ导致绩效工作完全流

于形式ꎻ而另一方面ꎬ绩效评价结果对预算编制仅仅

只有参考价值ꎬ并没有约束效果ꎬ虽然在新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ꎬ提出了各级预算应当

参考有关支出的绩效评价进行编制的要求ꎬ但是因

缺乏执行力度ꎬ导致在实际情况下绩效考核结果基

本并无作用ꎬ完善丧失了考核价值[３]ꎮ
２.４　 绩效评价缺乏有效监管

当前大部分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以单位自评的

方式为主ꎬ而部分财政部门为了能够保障工作效率ꎬ
通常会选取规模较大、影响范围较广ꎬ并且社会关注

度高的项目来进行评价ꎬ无法保障评价内容的客观

性与全面性ꎮ 并且ꎬ绩效评价过程及其结果也未能

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进行公开ꎬ进而缺乏来自社会

外界的监管ꎬ可能会出于利益的目的而擅自调整相

关内容ꎬ这也就导致绩效评价环节形同虚设ꎬ为财政

资金的使用带来诸多风险ꎮ

３　 构建财政资金监管使用绩效评价体系的

相关策略
３.１　 建立绩效评价指标模板数据库

针对绩效评价指标设计过于混乱的现状ꎬ本文

认为财政系统应当进行统一规划ꎬ让各个部门能够

得以相互联动ꎬ基于行业特点以及部门分类ꎬ建立相

应的绩效评价指标模板数据库ꎬ进而为绩效评价指

标的设计工作提供可靠依据ꎬ并确保绩效评价的可

比性ꎮ
具体来说ꎬ财政部门应当基于公正性、客观性、

科学性等原则ꎬ根据战略目标以及岗位特性ꎬ制定出

可量化的绩效评价指标ꎬ客观反映出财政资金的具

体使用情况及其成效ꎬ同时还需考虑政策文件、行业

标准、历史数据等多方面因素ꎬ确保指标的合理性和

科学性ꎬ能够根据不同项目的特点和需求进行调整

和优化ꎮ 随后则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手段ꎬ建立绩效

指标模板、数据录入、查询分析等功能的数据库系

统ꎬ支持多用户同时操作ꎬ确保数据的实时更新和共

享ꎬ并加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ꎬ防止数据泄露和非

法使用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应注重数据的收集、整理和

分析工作ꎮ 通过定期收集财政资金使用的相关数

据ꎬ与绩效指标模板进行对比分析ꎬ评估资金使用的

绩效水平ꎮ 对发现的问题和不足ꎬ及时提出改进措

施和建议ꎬ推动财政资金使用的持续改进和优化ꎮ
此外ꎬ随着政策环境的变化和财政资金使用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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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ꎬ绩效评价指标模板数据库也需要不断进行调

整和完善ꎮ 通过定期评估数据库的使用情况和效

果ꎬ收集用户反馈意见ꎬ及时更新和优化数据库系

统ꎬ确保其始终符合实际需求并发挥最大效用ꎮ
３.２　 落实绩效评价体系事前预估

事前预估管理是为了能够从根本上优化资金使

用结构ꎬ避免资金流向评估不达标的项目中ꎬ在项目

或政策实施前ꎬ通过科学合理的评估方法ꎬ对项目的

立项必要性、投入经济性、绩效目标合理性、实施方案

可行性及筹资合规性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ꎬ旨在从源

头上防范风险ꎬ优化资源配置ꎮ 为此本文认为应当均

衡设计绩效评价体系ꎬ适当增加绩效预估的比重ꎬ不
仅要重视事后评价ꎬ同时也应当将其与事前评估进行

联动ꎬ以确保绩效评价的全面性ꎮ 事前绩效评估指标

体系应基于财政资金的使用特点和政策导向ꎬ结合行

业标准和历史经验ꎬ设计具有针对性、可衡量的绩效

指标ꎬ并进行动态调整优化ꎬ确保其能够反映财政资

金使用的新情况ꎮ 为了能够保障事前预估的效率与

精准度ꎬ可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ꎬ建立财政资金事

前预估信息化平台ꎬ实现数据的实时更新和共享ꎮ 通

过数据分析、挖掘和可视化展示等手段ꎬ为决策提供

直观的信息支持ꎮ 同时还应当将事前预估结果作为

财政资金分配和项目立项的重要依据ꎬ确保资金优先

投入效益高、可行性强的项目中ꎬ及时将预估结果和

发现的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和单位[４]ꎮ
３.３　 充分利用绩效评价结果

首先ꎬ应建立绩效评价结果反馈机制ꎬ确保绩效

评价结果能够及时、准确地反馈至相关部门和单位ꎬ
成为政策调整、资金分配和项目管理的重要依据ꎬ并
通过公开透明的反馈渠道ꎬ增强绩效评价的公信力

和影响力ꎬ促进评价结果的有效利用ꎮ 其次ꎬ将绩效

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资金拨付、政策调整等紧密挂

钩ꎬ形成刚性约束ꎬ花钱必问效ꎬ无效必问责ꎮ 对绩

效优秀的项目或政策ꎬ可给予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政

策倾斜ꎮ 再次ꎬ对绩效不佳的ꎬ则要进行深入剖析ꎬ
找出问题根源ꎬ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改进或调整ꎬ同
时也需加强绩效评价结果的深度分析和挖掘ꎮ 通过

数据挖掘、对比分析等方法ꎬ深入挖掘绩效评价结果

背后的规律和趋势ꎬ为政策制定和决策提供更加精

准、科学的依据ꎮ 最后ꎬ推动绩效评价结果的信息公

开和共享ꎮ 加大绩效评价结果的信息公开力度ꎬ提
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ꎮ

３.４　 加强绩效评价工作监管

基于上述内容ꎬ本文认为还应当加强外部监督ꎬ
审计部门应独立对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和绩效评价

结果进行审计ꎬ重点关注评价过程的合规性、评价方

法的科学性以及评价结果的客观性ꎮ 同时也可引入

第三方评估ꎬ委托具有专业资质和独立性的第三方

机构对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进行独立评估ꎬ可以有

效避免内部评价的局限性和主观性ꎬ对财政资金的

使用效果进行全面、深入的评估ꎮ

４　 结语

综上所述ꎬ绩效评价是优化财政资金配置结构、
确保资金使用效率的重要工作环节ꎮ 本文认为ꎬ为
了能够解决当前存在的制度问题ꎬ进一步完善其工

作环节ꎬ当务之急应当是构建绩效评价指标模板数

据库ꎬ并改善当前过于注重事后处理的工作模式ꎬ尽
可能落实事前评估环节ꎬ以确保评估结果的全面性ꎮ
同时还应当基于客观可靠的评估结果来对各项财务

活动行为进行约束ꎬ必要情况下可让第三方评估机

构予以辅助ꎬ以提升监管质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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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ꎬ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各企业纷纷寻找扩张企业规模、增强企业竞争力的方式ꎬ企业并购便属于企业拓展业务、

扩张规模的优良选项ꎬ在并购过程中ꎬ并购双方财务整合效果会对并购后的企业财务管理水平乃至企业竞争力产生影响ꎮ 为此ꎬ
文章阐述了集团公司并购财务整合的重要性ꎬ以及集团公司并购财务整合的原则ꎬ最后从多个角度提出集团公司并购财务整合

的主要路径ꎬ希望丰富该领域研究成果ꎬ提高集团公司并购财务整合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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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下ꎬ企业间竞争愈发激

烈ꎬ为扩张企业规模、强化企业竞争力ꎬ企业除积累

内部资源、正常提高业务营收水平以外ꎬ也可利用并

购扩展业务、扩大企业规模ꎮ 但在并购过程中ꎬ并购

双方财务模式常存在较大差异ꎬ针对如何开展财务

整合进行探讨ꎬ便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与实践意义ꎮ

１　 企业并购与财务整合综述

１.１　 企业并购动机

企业并购的动机较为多样ꎬ其中包括以并购扩

大企业规模ꎬ从而降低单位成本ꎬ提升盈利能力ꎻ借
助并购进入新市场或扩大现有市场份额ꎬ迅速获取

市场资源ꎻ获得目标公司的技术、品牌、专利等关键

资源ꎻ利用并购进行资产重组、改善财务结构ꎬ或以

税收优惠等手段提升财务表现ꎻ进入新业务领域或

新产业ꎬ实施战略转型[１]ꎮ
１.２　 财务整合目标

财务整合的主要目标有四:一是确保并购双方

在财务报告中的会计政策、会计准则一致ꎬ以便合并

后的财务报表能够准确、可靠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ꎻ二是整合现金流、银行账户、信用政

策ꎬ提升企业资金使用效率ꎬ降低融资成本ꎻ三是整

合财务资源ꎬ实现成本控制、资源共享ꎬ达到规模经

济效应ꎬ释放并购协同效应ꎻ四是优化税务支出ꎬ合
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ꎬ减轻整体税务负担[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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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集团公司并购财务整合的重要性

２.１　 确保财务信息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并购涉及多个公司的财务数据整合ꎬ若不同公

司之间的会计政策、财务报告格式、收入确认标准等

存在差异ꎬ将导致合并后的财务信息失真ꎬ影响集团

公司内部管理决策ꎬ甚至导致外部审计监管问题ꎮ
财务整合能够确保财务信息一致ꎬ为集团公司的管

理层和股东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ꎮ
２.２　 实现并购协同效应

协同效应是并购的核心动机ꎬ将两家公司或多

家公司的资源、能力进行整合ꎬ集团公司能够实现规

模经济、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生产效率ꎬ如资金管理

的整合可以优化现金流、改善资金调度ꎬ提升资金使

用效率ꎬ降低资本成本ꎻ预算管理和成本控制的统

一ꎬ可减少资源浪费ꎬ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ꎮ
２.３　 强化企业融资能力

在并购过程中ꎬ集团公司通常需要进行大量的

融资ꎬ涉及股权融资、债务融资等多种方式ꎬ财务整

合在优化集团公司的资本结构和融资能力方面具有

显著作用ꎬ集团公司可借助财务整合ꎬ更加高效地管

理现金流ꎬ降低集团公司整体融资成本ꎬ并提升公司

在资本市场上的信用评级ꎬ进一步增强公司的融资

能力ꎮ 同时ꎬ优化的资本结构使得集团公司在面临

市场波动或金融风险时能够保持更高的稳定性ꎬ为
集团公司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财务基础[３]ꎮ

２.４　 强化财务风险管理水平

并购过程面临多类财务风险ꎬ有效的财务整合

可帮助集团公司建立统一风险控制机制ꎬ提升对财

务风险的识别、评估和管理能力ꎮ 整合后的内部审

计流程和控制制度能够帮助公司及时发现并解决潜

在的财务问题ꎬ推动公司应对并购带来的复杂财务

挑战ꎮ
２.５　 提高税务合规性

并购通常涉及跨地区经营ꎬ并购后公司税务复

杂性显著增加ꎮ 做好财务整合可帮助集团公司优化

税务结构ꎬ减少整体税务支出ꎬ同时财务整合还可以

确保集团公司在各个地区的税务合规性ꎬ避免因税

务问题导致法律风险ꎮ
２.６　 提高管理效率

并购后对财务信息系统进行整合ꎬ可帮助集团

公司实现财务数据集中管理、实时监控ꎬ提高管理层

获取财务信息效率的同时ꎬ增强财务信息准确性ꎻ有

效的财务整合能够简化内部管理流程ꎬ减少跨部门、
跨区域沟通成本ꎬ提升整个集团的运营效率ꎮ 此外ꎬ
统一的财务管理体系也能够为管理层提供更为全

面、及时的财务数据支持ꎬ使公司在面对市场变化时

能够迅速做出反应ꎬ制定更加精准的战略决策ꎮ

３　 集团公司并购中财务整合的原则

３.１　 统一性原则

集团公司在并购后ꎬ必须确保所有财务操作、报
告和管理流程的一致性和协调性ꎮ 这包括会计政

策、财务报告格式以及内部控制机制的统一性ꎮ 统

一性原则的核心在于应用标准化财务管理体系ꎬ辅
助集团公司准确反映整体财务状况ꎬ保障财务信息

的可比性ꎬ避免因财务标准不一致而引发的企业经

营、管理、财务、法律风险ꎮ
３.２　 创新性原则

财务整合过程中ꎬ集团公司应以创新的方式应

对整合中遇到的新挑战和复杂问题ꎮ 并购往往涉及

不同市场、不同业务领域和不同文化的融合ꎬ因此集

团公司应遵循创新性原则ꎬ在整合过程中ꎬ不仅要坚

持传统财务管理的规范性ꎬ还应积极探索应用新的

财务工具、技术和方法ꎬ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和公司发展的需求ꎮ 财务整合不应在形式上完成合

并ꎬ应在合并基础上积极开展创新ꎬ提升财务管理效

果ꎬ为集团公司创造新的价值[４]ꎮ
３.３　 成本效益原则

财务整合过程中ꎬ集团公司应权衡整合的成本

与预期的效益ꎬ确保整合方案的经济合理性ꎮ 财务

整合需要投入时间、人力、技术和资金资源ꎬ因此成

本效益原则要求公司在制订整合计划时ꎬ应充分考

虑整合必要性ꎬ评估潜在收益ꎬ实现合理配置资源配

置、高效财务整合ꎬ进而实现成本最低化和效益最大

化ꎬ为集团公司带来实质性经济回报ꎮ
４　 集团公司并购财务整合的主要路径

４.１　 财务目标整合

第一ꎬ统一财务战略目标ꎮ 并购过程中ꎬ集团公

司需要将原有各自独立的公司财务战略进行统一协

调ꎬ并购前ꎬ双方公司在资金使用、资本配置、融资策

略等方面存在差异ꎬ财务目标整合的前置条件ꎬ便是

统一战略性决策ꎬ例如在资本配置方面ꎬ集团公司在

并购后重新审视资本结构ꎬ确定资本密集型和增长

型业务的优先次序ꎬ并调整资源分配ꎬ以实现整体财

务稳定与可持续增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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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协调财务运营目标ꎮ 运营层面的财务目

标整合主要体现在对现金流管理、成本控制、盈利模

式等日常财务运营的统一ꎬ并购后ꎬ集团公司需要协

调各个业务单元的财务运营目标ꎮ 现金流管理方

面ꎬ集团公司需要整合不同公司的资金管理体系ꎬ建
立统一现金流调度机制ꎻ成本控制方面ꎬ集团公司需

整合财务目标ꎬ统一各个业务单元的成本控制标准

和考核机制ꎻ盈利模式方面ꎬ并购双方需制订共同的

财务运营计划ꎬ以实现集团整体利润的最大化ꎮ
第三ꎬ统一财务绩效目标ꎮ 绩效目标整合涵盖

财务指标统一、绩效考核体系优化以及激励机制调

整ꎬ在财务指标统一方面ꎬ集团公司需围绕净利润

率、资产回报率、股东回报率ꎬ设定统一的财务绩效

指标ꎬ以便在整个集团范围内进行有效的财务监控ꎻ
绩效考核体系优化ꎬ指统一并购双方原有考核体系ꎬ
使其符合集团整体财务目标ꎻ在激励机制调整方面ꎬ
集团公司需要设计能够激励各业务单元、各企业员

工共同努力ꎬ实现集团财务目标的激励机制ꎬ提升集

团公司内部整体财务绩效ꎮ
４.２　 制度体系整合

第一ꎬ统一财务管理制度ꎮ 并购双方往往在预

算管理、资金管理和成本管理等方面存在差异ꎬ因此

集团公司需统一预算编制和执行机制、整合资金管

理流程、标准化成本控制制度ꎬ集团公司能够确保各

业务单元在财务管理上的一致性ꎬ从而提高整体管

理效率ꎮ
第二ꎬ整合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制度ꎮ 在并购

后的整合过程中ꎬ集团公司需要统一各子公司的内

控流程以及风险管理制度ꎬ建立覆盖全集团的内控

与风险管理框架ꎮ 其中ꎬ内控流程涵盖采购审批、付
款流程和合同管理等环节ꎬ风险管理体系涵盖财务

风险、市场风险和运营风险的识别、评估和应对

系统ꎮ
第三ꎬ整合审计制度ꎮ 并购后ꎬ集团公司需要在

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管理方面进行整合ꎮ 一方面ꎬ
统一内部审计制度ꎬ在集团范围内建立一致审计标

准程序ꎬ保证财务操作的合规性ꎻ另一方面ꎬ统一外

部审计ꎬ由集团公司协调并购双方的外部审计安排ꎬ
选择统一审计机构ꎬ制定统一的审计标准以及审计

报告要求ꎮ
第四ꎬ整合税务制度ꎮ 由于部分并购情况下ꎬ并

购双方位于不同的税收管辖区ꎬ各自的税务政策和

合规要求不同ꎬ集团公司必须对税务制度进行全面

整合ꎬ统一税务策略、优化税务规划、协调税务申报

流程ꎬ最优化税务成本ꎬ保持税务合规性ꎻ建立统一

税务管理体系ꎬ有效控制税务风险ꎬ维护集团整体财

务健康ꎮ
４.３　 核算体系整合

第一ꎬ统一会计政策ꎮ 会计政策是核算体系整

合的核心部分ꎬ并购各方在收入确认、资产折旧、存
货计价、坏账准备方面ꎬ常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ꎬ整
合过程中ꎬ集团公司需要在关键会计政策上达成一

致ꎬ并在整个集团范围内实施统一的会计政策ꎬ提升

财务报表的透明性和可靠性ꎮ
第二ꎬ统一核算方法ꎮ 并购双方在合并前采用

的核算方法常因自身业务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异ꎬ也
常呈现成本法、权益法或公允价值法等多种核算方

法结合应用的情况ꎬ核算方法的差异会影响财务报

表编制合并ꎬ因此在整合过程中ꎬ集团公司需统一各

子公司核算方法ꎬ保持各业务单元的财务数据在集

团层面上的可比性ꎮ
第三ꎬ整合会计科目体系ꎮ 并购双方在并购前

均存在独立的会计科目ꎬ若会计科目体系不统一ꎬ则
会导致整合后财务数据汇总分析困难ꎮ 因此ꎬ集团

公司需建立统一的会计科目体系ꎬ使各子公司的财

务数据可以无缝地汇总到集团层面ꎬ支持集团的财

务分析决策ꎮ 在整合过程中ꎬ需要对某些会计科目

进行重新分类或合并ꎬ以适应集团公司的整体管理

需求ꎮ
第四ꎬ财务报表合并调整ꎮ 由于各子公司不同

的会计政策、核算方法和会计科目体系ꎬ财务报表的

合并过程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整ꎮ 集团公司需要在合

并过程中消除内部交易、统一会计政策的影响ꎬ并对

不同核算方法的财务数据进行调整ꎬ以确保合并报

表的准确性和一致性ꎮ 此外ꎬ集团公司还需在合并

过程中识别和处理商誉、非控股权益、外币报表折算

等复杂事项ꎬ确保合并报表能够真实反映集团的整

体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ꎮ
第五ꎬ整合财务系统、进行数据迁移ꎮ 并购后ꎬ

将并购双方企业资源计划系统、会计软件以及其他

相关的财务管理工具整合为统一财务信息平台ꎬ确
保各子公司能够在同一系统内进行财务数据的录

入、处理和分析ꎮ
４.４　 现金流内控整合

第一ꎬ现金流状况评估ꎮ 详细分析并购双方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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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的现金流情况ꎬ基于整

合后的业务规模和计划ꎬ评估新的现金流需求ꎮ
第二ꎬ统一现金管理流程ꎮ 并购双方在合并后

采用统一的现金持有水平、现金流预测、资金调度机

制管理流程ꎬ在整个集团范围内实现现金的最优配

置ꎬ同时实施集中化的现金管理模式ꎬ建立现金池ꎬ
将并购各方现金集中管理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ꎬ降低

融资成本ꎮ
第三ꎬ整合资金调度与支付审批流程ꎮ 优化集

团内部资金的调度流程ꎬ建立清晰的资金调拨权限ꎬ
同时统一支付审批制度ꎬ明确各级审批权限及流程ꎬ
确保所有资金支付均经过授权审核ꎮ

第四ꎬ统一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管理ꎮ 梳理并

购双方的应收账款政策ꎬ建立统一信用政策和催收

机制ꎬ减少坏账风险、加速现金回笼ꎬ同时统一应付

账款周期和付款方式ꎬ利用集团议价能力获得更优

付款条件ꎬ优化现金流[５]ꎮ
第五ꎬ整合财务报表与预算管理ꎬ确保并购后的

财务报表能够准确反映合并后的财务状况和现金流

量ꎬ必要时调整报表结构和科目设置ꎬ并将并购双方

的预算管理系统整合为统一系统ꎬ确保预算编制、执
行、监控可反映整合后业务需求ꎮ

第六ꎬ整合风险管理与内部审计机制ꎮ 并购后

要识别评估流动性风险、汇率风险等现金流相关风

险ꎬ制定相应风险管理策略ꎬ针对现金流内控整合中

各个环节进行内部审计ꎬ定期审查资金流动合规性ꎮ
第七ꎬ现金流预测监控ꎮ 整合后的企业需要建

立动态现金流预测模型ꎬ实时反映业务运营和外部

环境的变化ꎬ采用信息化手段对现金流进行实时监

控ꎬ保障资金流动性ꎮ 改善税务结构ꎬ减少税负压

力ꎬ优化税后现金流ꎬ并在整合过程中ꎬ充分利用各

地区和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ꎬ最大化集团税后利润ꎮ
４.５　 资产债务整合

全面评估并购目标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流动

资产ꎬ在合并报表中准确反映资产公允价值ꎬ在重估

过程中处理溢价折价ꎬ并体现在商誉或其他资产科

目中ꎻ全面梳理并购双方的所有债务ꎬ明确债务期

限、掌握债务利率结构ꎬ制订合理偿债计划ꎬ对高成

本债务以及结构不合理债务ꎬ应用协商或再融资方

式重组债务结构ꎻ整合并购双方的资产和负债ꎬ消除

内部交易和债务的重复计算ꎬ正确计量、确认商誉ꎬ
反映并购溢价合理性ꎻ优化应收账款和存货等流动

性资产的管理ꎬ提高资产周转率ꎬ整合流动负债ꎬ协
调应付账款和短期借款ꎬ优化付款周期和融资成本ꎬ
提升流动性管理水平ꎻ识别剥离闲置设备、冗余房地

产或非核心业务单位在内的非核心资产以及低效资

产ꎬ获得更多的现金流动性ꎬ减少资产负债[６]ꎻ制定

统一的债务管理政策ꎬ优化集团内部的债务成本结

构ꎬ进行整合后债务谈判再融资ꎬ降低整体债务

成本ꎮ

５　 结语

综上所述ꎬ集团公司并购财务整合关乎企业财

务管理、经营管理水平ꎬ也对企业未来发展具有重要

影响ꎮ 在并购过程中ꎬ企业必须遵循并购财务整合

原则ꎬ从财务整合重点、难点出发ꎬ形成财务整体ꎮ
未来ꎬ集团公司并购的财务整合将朝着系统化、精细

化方向进一步发展ꎬ由此实现并购双方财务全线

同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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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税务视域下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的问题研究

张健明

(福建省兴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ꎬ福建　 漳州　 ３６３０００)


摘　 要:在智慧税务的背景下ꎬ企业税务风险管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ꎮ 随着税务管理逐步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ꎬ企业在

应对税务风险时不仅要面对日益复杂的税收政策和法规ꎬ还需适应智慧税务系统带来的新要求ꎮ 文章首先介绍了我国智慧税务

的建设概况ꎬ进而分析了智慧税务视域下企业的税务风险ꎬ并提出了智慧税务视域下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策略ꎬ以期为企业构建高

效、智能的税务风险管理体系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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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２１ 年ꎬ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中提出ꎬ

到 ２０２５ 年我国要基本建成功能强大的智慧税务体

系[１]ꎮ 智慧税务是指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新兴技术的应用ꎬ实现税务管理的智能化、数据

化和精准化ꎬ旨在提高税收征管效率、降低征税成

本ꎬ并且增强税务治理的公平性和透明度ꎮ 然而ꎬ在

智慧税务背景下ꎬ企业也面临很多税务风险的挑战ꎮ

例如ꎬ智能技术的应用虽然提高了税务管理的效率ꎬ

但也增加了企业在应对税务合规和政策变化时的复

杂性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如何在智慧税务环境下有效

管理税务风险ꎬ确保企业纳税的合规性与安全性ꎬ已

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课题ꎮ

１　 我国智慧税务建设概况

２０１５ 年ꎬ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互联网＋税务”

行动计划»ꎬ该计划明确提出了推动智慧税务生态

系统建立的目标ꎬ标志着我国智慧税务建设的正式

启动ꎮ 自此以后ꎬ智慧税务建设逐渐成为我国税务

部门的核心工作之一ꎮ ２０１８ 年ꎬ«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方案»出台ꎬ国税、地税合并为国家税务总

局ꎬ进一步推动了智慧税务的集中管理和高效运作ꎮ
—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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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年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ꎬ提出了“着力

建设以服务纳税人缴费人为中心、以发票电子化改

革为突破口、以税收大数据为驱动力的具有高集成

功能、高安全性能、高应用效能的智慧税务” [２]ꎮ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１ 日ꎬ金税四期工程正式上线ꎬ并在广

东、山东、河南等部分城市进行试点ꎮ 金税四期工程

的实施ꎬ加快了我国智慧税务的建设步伐ꎮ 具体表

现为:一方面ꎬ税务系统实现了电子税务局的全面覆

盖ꎬ纳税人通过线上平台可以完成包括申报、缴税、

发票管理等在内的全流程业务操作ꎬ大大简化了税

务流程ꎬ降低了办税成本ꎻ另一方面ꎬ税务机关通过

整合和分析海量税务数据ꎬ建立了智能化的风险防

控体系ꎬ对企业税务行为进行实时监控和预警ꎬ有效

防范税收流失和税务违法行为ꎮ 地方层面ꎬ我国各

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国家政策ꎬ因地制宜地推进智慧

税务建设ꎮ 例如ꎬ江苏省率先推出了“智慧云税务”

平台ꎬ通过整合全省税务数据ꎬ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

工智能技术实现了税务风险的精准识别和动态管

理ꎮ 上海市则通过建设“上海税务一网通”平台ꎬ实

现了纳税人线上办理税务业务的全覆盖ꎬ大幅提升

了办税效率ꎮ 此外ꎬ广东省还积极探索区块链技术

在税务中的应用ꎬ通过“区块链＋发票”模式ꎬ有效解

决了发票造假和虚开发票问题ꎬ为全国智慧税务建

设提供了宝贵经验ꎮ

２　 智慧税务视域下企业税务风险

２.１　 税企信息不对称

尽管智慧税务通过数据化和智能化手段ꎬ极大

地提升了税务管理的透明度和效率ꎬ但税企信息不

对称的问题依然突出ꎬ成为企业纳税风险的主要来

源ꎮ 首先ꎬ企业在履行纳税义务时ꎬ需要根据复杂的

税收法律法规进行纳税义务判断、税基计算、税目税

率选择等操作ꎮ 当前ꎬ现行税收政策法规体系尚未

完全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ꎬ部分税务条款存在

模糊性和不确定性ꎬ给企业的解读和执行带来困难ꎮ

其次ꎬ税务机关与企业之间的沟通机制尚不健全ꎬ企

业难以及时、全面地获取税务政策的最新动态和具

体执行标准[３]ꎮ 尤其在税收政策频繁调整的背景

下ꎬ部分企业由于信息获取滞后或理解不到位ꎬ容易

在税务处理上产生偏差ꎬ例如错误解读税收优惠政

策ꎬ或在税基计算时遗漏关键要素ꎬ从而导致少缴、

漏缴或错缴税款ꎮ 最后ꎬ企业的内部税务管理能力

参差不齐ꎬ部分中小企业由于缺乏专业的税务团队ꎬ

难以准确把握智慧税务系统中反馈的数据和提示ꎬ

进一步加剧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ꎮ

２.２　 票证核算不同步

根据现行的税收管理规定ꎬ企业在确认收入的

同时应同步开具发票ꎬ并依据发票金额计算并申报

应缴税款ꎮ 然而ꎬ由于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的复杂性

和操作流程的多样性ꎬ票证核算之间的不同步问题

屡见不鲜ꎮ 传统的企业纳税管理模式通常依赖手工

操作ꎬ发票的开具、领用、管理等环节较为分散ꎬ且往

往由多个部门分别负责ꎬ这导致发票与收入确认之

间的衔接缺乏统一标准和自动化流程ꎮ 尤其是在业

务量大、部门多且分散的企业中ꎬ操作人员对发票管

理规定理解不到位或操作不规范ꎬ导致发票开具与

收入确认的时间节点出现偏差ꎬ甚至出现延迟开票

或未开票的情况ꎮ 这种票证核算的不同步不仅直接

影响企业税务申报的准确性ꎬ还可能导致进项税额

抵扣不全ꎬ从而增加企业的税负成本[４]ꎮ 此外ꎬ随

着智慧税务系统的普及ꎬ税务机关对企业发票管理

的透明度和数据同步性要求越来越高ꎮ 智慧税务系

统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实时监控企业的

票证流转和税务申报情况ꎬ一旦发现发票信息与申

报数据不匹配或存在延迟ꎬ企业将面临被税务机关

质询、审查甚至处罚的风险ꎮ

２.３　 财税数据不同源

财务与税务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两大核心环

节ꎬ两者数据的一致性直接关系到企业纳税管理的

准确性和合规性ꎮ 然而ꎬ一些企业在固定资产折旧、

存货成本计价等财务处理环节所生成的数据ꎬ与税

务申报所需的数据常常存在差异ꎮ 这些差异不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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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财务系统与税务系统之间的数据脱节ꎬ甚至在

极端情况下会导致财务与税务信息出现明显偏差ꎮ

智慧税务系统主要依赖于精准的数据流转和统一的

管理标准ꎬ如果企业的财税系统在数据源头上存在

不一致ꎬ智慧税务系统将难以有效整合和分析这些

数据ꎬ导致企业的税务合规性面临挑战ꎮ 例如ꎬ一些

大型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处理往往涉及多个部门和

系统ꎬ如果这些系统之间的数据接口不完善ꎬ或各自

采用不同的计价方法ꎬ最终的财务和税务数据就会

出现偏差ꎬ进而影响所得税申报的准确性ꎮ

３　 智慧税务视域下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策略

３.１　 加快建设税务管理标准体系

税企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纳税风险ꎬ往往源于

企业在税务管理中缺乏系统化、标准化的纳税信息

采集和处理机制ꎬ难以跟上政策法规的实时更新ꎬ导

致税务决策失误ꎮ 因此ꎬ企业必须在信息化管理系

统中ꎬ构建涵盖税收政策、岗位职责、工作流程、税种

税率以及涉税知识的综合管理标准体系ꎮ 首先ꎬ企

业需要在税务管理系统中设立一个集成的税收政策

法规库和涉税知识库ꎬ该知识库必须具有智能化的

检索功能和自动推送机制ꎬ以便企业员工能够及时

获取和理解最新的税收政策变化ꎮ 这不仅能够减小

由于政策理解偏差而产生的税企信息差ꎬ还能确保

企业在执行过程中遵循统一的标准ꎬ减少因政策信

息不对称引发的合规风险ꎮ 其次ꎬ企业在建立税务

管理标准体系时ꎬ应将税收政策法规与具体业务流

程和岗位职责紧密结合ꎮ 通过将税收政策信息和执

行标准分解至各个流程节点和具体岗位ꎬ企业能够

确保每个环节都能准确执行政策规定ꎬ避免信息传

递不畅导致的执行偏差ꎮ 例如ꎬ在分税种的税务操

作中ꎬ企业应制定详细的实操规范ꎬ确保税务人员在

处理不同税种时有明确的操作指引[５]ꎮ 最后ꎬ企业

还必须认识到税收政策法规是动态变化的ꎬ因此必

须建立一套定期更新和动态完善的机制ꎮ 通过在税

务管理系统中引入实时监控和自动更新功能ꎬ企业

可以根据自身内外部环境的变化ꎬ对系统中的政策

法规库和知识库进行定期的审查和更新ꎬ从而确保

所有的税务管理操作都是基于最新的法规信息进

行的ꎮ

３.２　 实施数字化发票管理

在智慧税务背景下ꎬ企业要积极推动从传统手

工模式向全量集约型发票管理的升级ꎬ构建一个高

度兼容和可扩展的数字化发票管理平台ꎮ 该平台应

当涵盖所有票种ꎬ支持多种应用场景下的发票管理ꎬ

从而确保销项和进项发票的全面覆盖与实时处理ꎮ

首先ꎬ企业应当构建基于云架构的票、税、风险一体

化管理平台ꎬ通过该平台将所有进销项发票集中管

理ꎬ形成一个企业级的“发票池”ꎮ “发票池”不仅要

包括传统纸质发票的数据ꎬ还要涵盖所有电子发票

的信息ꎮ 通过与税务部门的直连通道ꎬ企业可以实

时获取和同步税务电子底账库的数据ꎬ将这些数据

与企业内部的发票管理系统无缝对接ꎬ实现票证管

理和税务核算的同步进行ꎮ 其次ꎬ企业应当进一步

推进票证核算的线上化和自动化ꎬ通过数字技术和

管理工具的结合ꎬ将票证核算与发票过账、计划预算

等前端业务紧密关联ꎮ 具体来说ꎬ企业可以优化增

值税发票的开具流程ꎬ确保发票的开具、红冲、签收、

认证、转出等环节都能够在线上高效完成ꎬ并实现全

过程的自动化管理ꎮ 这一过程不仅可以提高发票管

理的效率ꎬ还能降低因人工操作失误导致的风险ꎮ

同时ꎬ在销项发票管理方面ꎬ企业应全面实施电子发

票的开具和共享服务ꎬ确保所有销项发票信息都能

够实时同步至税务管理平台ꎬ并与税务部门的底账

数据进行比对和认证ꎬ从而最大限度地解决票证核

算不一致问题ꎮ

３.３　 建立“互联网＋”的办税模式

为了解决财税数据不同源所带来的纳税风险ꎬ

企业必须借助“互联网＋”的创新办税模式ꎬ通过内

外部的多维度融合ꎬ确保财税数据的高度一致性与

集成化管理ꎮ 在对内管理中ꎬ企业应推动业务、财务

与税务的一体化融合ꎬ这一过程不仅涉及涉税数据

的智能采集和管理流程的优化ꎬ还需要依托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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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和数据中台ꎬ对所有业务环节的涉税数据进

行统一标准化处理ꎮ 通过智能采集技术ꎬ企业能够实

时获取和整合全业务流程中的涉税信息ꎬ从而建立起

一个涵盖所有财务和税务数据的全面涉税数据库[６]ꎮ

该数据库不仅能够实现数据的同路径采集ꎬ还能确保

财税数据在各个业务环节中的深度融合ꎬ从而为企业

的税务精益化管理奠定基础ꎮ 在对外办税的过程中ꎬ

企业必须进一步强化税务、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互联互

通ꎬ形成一个贯通的数字化办税生态系统ꎮ 为此ꎬ企

业应对现有的办税流程进行智能化改造ꎬ利用线上平

台对办税业务进行分板块、分业务的重新构建ꎬ确保

各类税种的信息能够在线上顺畅流转ꎮ 在这一过程

中ꎬ企业需要优化财务和税务数据的链路ꎬ确保端到

端的办税业务流程能够无缝衔接ꎬ进而实现财税数据

的同源化管理ꎮ 此外ꎬ企业还应充分利用全税种计税

模型和智能申报工具ꎬ通过自动化的税率匹配和税费

计算ꎬ生成相应的计税凭证和纳税报表ꎬ确保税务申

报数据的准确性与一致性ꎮ

３.４　 构建智能化税务规划机制

随着企业税务管理日益复杂化ꎬ传统的人工税

务规划方式已经难以应对现代企业的多元化、动态

化税务需求ꎮ 因此ꎬ企业必须建立一个高度智能化、

协同性强的税务规划机制ꎮ 首先ꎬ企业应积极利用

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前沿技术ꎬ构建

一体化的智能税务规划平台ꎮ 在该平台上ꎬ企业可

以针对各类业务场景ꎬ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研

发、绿色能源转型、资本运作等ꎬ制定详尽的税务规

划清单ꎮ 这些清单不仅要涵盖常规的税收优惠、减

免政策ꎬ还应考虑各项政策的动态变化和适用性ꎮ

其次ꎬ企业需要在税务管理系统中引入智能规划标

签ꎬ通过智能算法和数据模型将税务规划深度嵌入

企业的日常业务流程中ꎮ 这种智能化的规划机制不

仅能够自动识别潜在的税务规划机会ꎬ还可以根据

实时数据进行动态调整ꎬ确保规划方案的及时性和

准确性ꎮ

４　 结语

文章对智慧税务视域下企业税务风险及管理策

略的研究ꎬ可为企业有效识别、评估和控制税务风险

提供一些有益的指导和参考ꎮ 未来ꎬ企业应当秉持

前瞻性思维ꎬ将智慧税务作为推动企业内部管理升

级、优化税务资源配置的重要契机ꎮ 通过不断提升

自身的税务管理能力ꎬ更好地把握税务政策动态ꎬ有

效规避潜在风险ꎬ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

利的位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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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内部审计工作具有提升企业内部管理工作质效、增强管理纪律的作用ꎮ 为了进一步探究内部审计水平对企业价值

的影响ꎬ文章以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沪深 Ａ 股上市企业为调查样本ꎬ基于企业治理角度提出内部审计水平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四条假

设ꎬ通过实证分析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影响程度进行验证ꎬ得出内部审计水平能够提升企业价值的结论ꎬ进而为我国企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新思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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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内部审计是企业治理的重要手段ꎬ高水平内部

审计能够提升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ꎮ 但是ꎬ国内依

旧存在由于内部审计功能落实不足引发的违规披露

案件ꎬ严重损害企业价值ꎮ 因此ꎬ在新时代发展背景

下ꎬ加大对内部审计水平与企业价值研究的力度ꎬ为
后续制定针对性的内部审计制度、企业价值提升对

策奠定基础ꎮ

１　 研究假设

１.１　 内部审计水平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基于内部审计对比评价分析功能ꎬ对企业财务

报表中的信息进行全面的质量评价分析ꎬ及时纠正

报告中的错误数据ꎬ降低企业财务管理风险[１]ꎮ 另

外ꎬ企业内部审计具有监管监察的功能ꎬ通过内部审

计减少企业内部违规行为ꎬ减轻管理层的监管压力ꎬ
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生产经营中ꎬ进而为企业创造

价值ꎮ 综合内部审计的作用ꎬ本次研究提出假设 １:
内部审计水平能够提升企业价值ꎮ

１.２　 行业竞争程度的调节作用

行业竞争市场通过不断向企业传递经营压力ꎬ
展现其监督约束作用ꎮ 首先ꎬ行业竞争激烈程度越

高ꎬ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减弱ꎬ信息披露质量

得到提高ꎬ代理问题发生频次降低[２]ꎮ 其次ꎬ行业

市场中标尺竞争对企业高管产生约束作用ꎬ为了维

护自身职业安全ꎬ高管将会减少做出损害企业价值

的行为ꎮ 虽然内部审计具有提升企业价值的作用ꎬ
但是ꎬ内部审计的作用是有限的ꎬ在竞争高度激烈的

行业中ꎬ内部审计提升企业价值的作用减弱ꎮ 相反ꎬ
竞争不激烈的行业中内部审计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

用增强ꎮ 因此ꎬ本次研究提出假设 ２:竞争高度激烈

的行业中内部审计作用被弱化ꎮ
１.３　 内部控制水平的调节作用

内部控制也是对企业开展监督管理的重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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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ꎬ具有提升企业财会信息质量ꎬ提高企业价值的作

用ꎮ 内部控制与内部审计提高企业价值的路径相

似ꎬ因此ꎬ内部控制调节作用与内部审计息息相关ꎮ
现下企业内部控制与内部审计关系研究主要有两

种:①认为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可作为替代机制ꎬ在
高质量内部控制作用下ꎬ企业内部审计的工作空间

有限ꎬ进而对提升企业价值的作用减弱[３]ꎮ ②认为

企业内部审计是内部控制的一部分ꎬ内部审计评价

监督是企业内部控制的重要手段ꎬ内部控制水平具

有强化内部审计水平提升企业价值的效果ꎮ 因此ꎬ
本次研究提出假设 ３:内部控制与内部审计为代替

机制ꎬ企业内部控制水平提高ꎬ将会导致内部审计水

平对提升企业效益的作用减弱ꎻ假设 ４:内部控制与

内部审计为互补机制ꎬ企业内部控制水平提高ꎬ内部

审计水平对提升企业效益的作用得到增强ꎮ
２　 内部审计水平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研

究设计
２.１　 样本选择

为了验证上述假设ꎬ以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沪深 Ａ 股

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ꎬ通过人工整理方式ꎬ收集上市

企业财务报表、内控评价报告、内审制度等数据ꎮ 同

时ꎬ借助专业的数据处理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

处理和分析ꎬ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ꎮ
２.２　 变量定义

２.２.１　 被解释变量

在研究内部审计水平对企业价值提升影响期

间ꎬ以经济增加值率作为被解释变量ꎬ以其指标数据

变化衡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ꎮ 其中 ＥＶＡ 为经济增

加值率、ＥＶＡ＿Ｔ 为经济增加值额ꎬ经济增加值率计

算公式可见式(１)ꎮ 经济增加值能够直接反映企业

创造的价值ꎬ因此ꎬＥＶＡ 越高代表企业价值越高ꎮ
ＥＶＡ＝ＥＶＡ＿Ｔ÷投入资本总额 (１)
２.２.２　 解释变量

内部审计水平为 ＩＡＱꎬＩＡＱ 水平高低与企业内

部审计工作模式、职责范围、董事长是否参与审计工

作有着直接关系ꎬ因此ꎬ在 ＩＡＱ 计算中ꎬ需要将影响

因素设为变量ꎬ确保数值的权威性与代表性ꎮ
２.２.３　 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ＳＩＺＥ、偿债能力:ＬＥＶ、净资产收益

率:ＲＯＥ、公司年龄:ＡＧＥ、发展能力:ＧＲＯＷＴＨ、第一

大股东持股比例:ＴＯＰ１、机构持股比例:ＩＶＰＥＲ、年
度效应:ＹＥＡＲ、行业效应:ＩＮＤꎮ

２.３　 构建模型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内部审计水平和企业价值影

响效应之间的关系ꎬ本文构建了一系列计量经济学

模型ꎬ旨在量化和验证两者之间的动态联系ꎮ
ＥＶＡ ＝ α０ ＋ α１ ＩＡＱｉꎬｔ ＋ αｉ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ꎬｔ ＋ ∑ ＹＥＡＲ ＋

∑ＩＮＤ＋εｉꎬｔ (２)
ＥＶＡ＝α０＋α１ＩＡＱｉꎬｔ＋α２ＭＯＤｉꎬｔ＋α３ＭＯＤｉꎬｔ×ＩＡＱｉꎬｔ＋

α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ｉꎬｔ＋∑ＹＥＡＲ＋∑ＩＮＤ＋εｉꎬｔ (３)
式中为调节变量ꎬ包括 ＣＯＭＰ(行业竞争程度)、

ＩＣＩ(内部控制水平)、ＳＯＥ(企业性质)ꎬＣｏｎｔｒｏｌ 为控

制变量ꎮ
３　 ＩＡＱ 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实证分析

３.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分析提供了对数据集基本特性的第

一手见解ꎬ计算 ＩＡＱ 对提升企业价值的变量进行计

算ꎬ变量描述性统计详情如表 １ 所示ꎮ 其中样本企

业 ＥＶＡ 的最大值以及最小值分别为 ０.２７、－０.１２ꎬ进
而计算出 ＥＶＡ 的均值为 ０.０４ꎬ表明该企业的 ＥＶＡ
水平适中ꎮ 而 ＩＡＱ 的最大值以及最小值分别为

１.３９、０.２９ꎬ中位数高于平均值ꎬ并且数据之间的波

动幅度小ꎬ说明我国企业整体内部审计水平较高ꎮ
表 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ＥＶＡ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２７
ＩＡＱ １.０４ ０.２８ ０.２９ １.１０ １.３９

ＣＯＭＰ ０.０６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４６
ＩＣＩ ６８９.６６ １０８.８５ ０ ６９５.６２ ９４２.３２
ＳＯＥ ０.４２ ０.４９ ０ ０ １
ＳＩＺＥ ２２.０９ １.２１ １９.８１ ２１.９４ ２５.７５
ＬＥＶ ０.４３ ０.２０ ０.０５ ０.４３ ０.８５
ＲＯＥ ０.１２ ０.０８ －０.１３ ０.１１ ０.３６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２０ ０.３３ －０.５３ ０.１６ １.７３
ＡＧＥ ９.６１ ５.８７ ２ ９ ２３
ＴＯＰ１ ０.３７ ０.１５ ０.０９ ０.３６ ０.７５
ＩＶＰＥＲ ０.２４ ０.２１ ０ ０.１８ ０.８３

３.２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探索两个或多个变量间是否存在

线性关系的有效手段ꎮ 本文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系数

来衡量内部审计水平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关系强度和

方向[５]ꎮ 各变量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系数如表 ２ 所示ꎬ从
表 ２ 数据可以看出大多数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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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各变量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系数统计

ＥＶＡ ＩＡＱ ＣＯＭＰ ＩＣＩ ＳＯＥ ＳＩＺＥ ＬＥＶ ＲＯＥ ＧＲＯＷＴＨＨ ＡＧＥ ＴＯＰ１ ＩＶＰＥＲ
ＥＶＡ １
ＩＯＱ ０.０５１∗∗∗ １

ＣＯＭＰ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００ １
ＩＣＩ ０.３３０∗∗∗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１∗∗ １
ＳＯＥ ０.００３００ ０.０１８０ ０.１２１∗∗∗ ０.１７４∗∗∗ １
ＳＩＺＥ ０.１０８∗∗∗ ０.１７９∗∗∗ ０.０９７∗∗∗ ０.３２５∗∗∗ ０.２８７∗∗∗ １
ＬＥＶ －０.１０４∗∗∗ ０.０３３∗∗∗ ０.１３６∗∗∗ ０.１０３∗∗∗ ０.２８０∗∗∗ ０.４８５∗∗∗ １
ＲＯＥ ０.８２４∗∗∗ －０.００１ ００ ０.０４２∗∗∗ ０.４１９∗∗∗ ０.０３８∗∗∗ ０.１３９∗∗∗ ０.０５２∗∗∗ １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３０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５４∗∗∗ ０.２１５∗∗∗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４∗∗∗ ０.３５１∗∗∗ １
ＡＧＥ ０.０２７∗∗ ０.１１６∗∗∗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５∗∗∗ ０.３６９∗∗∗ ０.３９８∗∗∗ ０.３８７∗∗∗ ０.０５５∗∗∗ －０.１３８∗∗∗ １
ＴＯＰ１ ０.０７１∗∗∗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７１∗∗∗ ０.１３９∗∗∗ ０.２１４∗∗∗ ０.１７８∗∗∗ ０.０６２∗∗∗ ０.１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 －０.０５５∗∗∗ １
ＩＶＰＥＲ ０.２２２∗∗∗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６∗∗ ０.１３５∗∗∗ ０.０６１∗∗ ０.２１４∗∗∗ ０.０２５∗∗ ０.１６４∗∗∗ ０.１１８∗∗∗ ０.１３０∗∗∗ －０.１０３∗∗∗ １

　 注:∗∗∗、∗∗、∗分别代表显著性水平 ０.０１、０.０５、０.１ꎮ

３.３　 回归结果分析

对前文中提出的假设 １~４ 进行回归计算ꎬ其结

果如表 ３ 所示ꎮ 在假设 １ 回归结果中ꎬ当α１ ＝ ５％

时ꎬ内部审计水平的影响显著性为正数ꎬ说明内部审

计水平能够提升企业价值ꎬ代表假设 １ 成立ꎮ 在假

设 ２ 回归结果中ꎬ当α１ ＝ １％ 时ꎬ内部审计水平的影

响显著性为正数ꎬα３ ＝ １％ 时ꎬ内部审计水平的影响

显著性为负数ꎬ说明高市场竞争的行业中ꎬ内部审计

水平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更为显著ꎬ代表假设 ２ 不成

立ꎮ 究其原因发现ꎬ处于高市场竞争的行业ꎬ企业为

了实现长效发展的目标ꎬ往往会接受更高水平的监

督工作ꎬ制定科学完善的内部审计机制ꎬ进而增强内

部审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ꎮ 在假设 ３ 和假设 ４ 回归

结果中ꎬ当α１ ＝ ５％ 时ꎬ内部审计水平的影响显著性

为正数ꎬα３ ＝ ５％ 时ꎬ内部审计水平的影响显著性为

负数ꎬ说明内部控制水平越低ꎬ内部审计水平对提升

企业价值的作用越明显ꎬ代表假设 ３ 成立ꎮ 当α１ ＝

１％时ꎬ内部审计水平的影响显著性为正数ꎬα３ ＝ １％

时ꎬ内部审计水平的影响显著性为负数ꎬ企业内部控

制水平提高ꎬ内部审计水平对提升企业效益的作用

得到增强ꎬ代表假设 ４ 成立ꎮ
表 ３　 假设 １~ ４ 回归结果

ＩＡＱ
假设 １ 假设 ２ 假设 ３ 假设 ４
ＥＶＡ ＥＶＡ ＥＶＡ ＥＶＡ

ＣＯＭＰ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

续表

ＩＡＱ
假设 １ 假设 ２ 假设 ３ 假设 ４
ＥＶＡ ＥＶＡ ＥＶＡ ＥＶＡ

ＩＡＱ×ＣＯＭＰ — ０.０５１∗∗∗

(０.００１) — —

ＩＣＩ —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２１) —

ＩＡＱ×ＩＣＩ — —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６) —

ＳＯＥ — — —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

ＩＡＱ×ＳＯＥ — — —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６５１８ ６５１８ ６５１８ ６５１８

Ｒ２ ０.７０５ ０.７０６ ０.７０６ ０.７０６
Ｒ２＿ａ ０.７０４ ０.７０４ ０.７０４ ０.７０４
Ｆ ２０６.７ １９６.５ １９４.０ １９５.３

４　 内部审计水平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

分析

４.１　 中介效应检验

通过上述实证研究ꎬ表明内部审计可以借助提

高企业财会质量、解决代理问题提升企业价值ꎮ 为

了进一步验证该结论的可靠性ꎬ对企业价值影响效

应进行检验[６]ꎮ 本次中介效应检验借助 ＫＺ 指数衡

量企业财会信息质量ꎬＡＤＭ 指数衡量代理问题ꎬ并

将相关数据代入中介效应校验模型(４) ~ (６)中ꎬ进

而得出 ＫＺ、ＡＤＭ 均为中介效应ꎮ

ＥＶＡｉꎬｔ ＝ α０ ＋ α１ ＩＡＱｉꎬｔ ＋ αｉ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ꎬｔ ＋∑ＹＥＡＲ ＋

∑ＩＮＤ＋εｉꎬ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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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Ｚｉꎬｔ ＡＤＭｉꎬｔ( ) ＝ α０ ＋ α２ ＩＡＱｉꎬｔ ＋ αｉ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ꎬｔ ＋

∑ＹＥＡＲ＋∑ＩＮＤ＋εｉꎬｔ (５)

ＥＶＡｉꎬｔ ＝ α０ ＋ α１ ＩＡＱｉꎬｔ ＋ α４ ＫＺｉꎬｔ ＡＤＭｉꎬｔ( ) ＋ αｉ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ꎬｔ＋∑ＹＥＡＲ＋∑ＩＮＤ＋εｉꎬｔ (６)

４.２　 内部审计水平与企业价值的分位数回归

检验

为了了解内部审计水平对企业价值的分位数影

响ꎬ积极对其展开分位数回归检验ꎬ选择多个分位

点ꎬ将其代入式(７)中ꎬ得出真实的内部审计水平与

企业价值的分位数ꎮ 在本次研究中ꎬ内部审计对不

同分位数下企业价值均产生提升影响ꎬ但是ꎬ数据表

明企业价值提高后ꎬ内部审计水平的促进作用逐渐

减弱ꎬ说明内部审计水平对提升企业价值的影响处

于递减趋势ꎮ

ＥＶＡｉꎬｔ ＝α０＋α１ＩＡＱｉꎬｔ＋α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ｉꎬｔ＋εｉꎬｔ (７)

４.３　 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４.３.１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回归

在内部审计水平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中ꎬ其

研究结论来自选择问题的影响较大ꎬ因此ꎬ需要对其

开展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回归检验ꎮ 由于审计委员会

独董人数(ｉｎｄｅ)、审计委员会人数(ｎｕｍｂｅｒ)与企业

ＥＶＡ 无关ꎬ但与 ＩＡＱ 有着必然联系ꎬ因此ꎬ将两者

(ｉｎｄｅ、ｎｕｍｂｅｒ)设为工具变量ꎬ进而得出回归结果如

表 ４ 所示ꎮ 从表 ４ 数据可以看出ꎬ数列(２)(４)在自

选择问题后ꎬ内部审计水平对企业价值影响明显

提升ꎮ
表 ４　 Ｈｅｃｋｍａｎ 和 ＰＳＭ 回归结果

(１)
ｉａｑ＿ｄｕｍｍｙ

(２)
ＥＶＡ

(３)
ｉａｑ＿ｄｕｍｍｙ

(４)
ＥＶＡ

(５)
ＥＶＡ

ｉｎｄｅ ０.２１２∗∗∗

(０.０００) — — — —

ｎｕｍｂｅｒ — — ０.１０２∗∗∗

(０.０００) — —

ＩＡＱ —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ＩＭＲ — ０.０１８
(０.１４８) — －０.０２６∗

(０.０９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９ ３７０ ９ ３７０ １０ ０１７ １０ ０１７ １８ ４７５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４９ ８ — ０.０４８ ２ — —

ｃｈｉ２ ６２５.２７ ４ ３０６.５２ ６４３.７１ ４ ７６４.３８ —
Ｒ２＿ａ — — — — ０.４３２
Ｆ — — — — ７４.３４

　 　 ４.３.２　 倾向得分匹配

倾向得分匹配使用期间ꎬ将样本对象企业是否

设置内部审计部门作为哑变量ꎬ并对本次研究的控

制变量进行回归ꎬ进而得出具体的观测值ꎬ以观测值

为载体ꎬ对企业设置内部审计部门与未设置内部审

计部门的样本再次回归ꎬ其回归结果如表 ４ 中的列

(５)ꎬ数据显示 ＩＡＱ 为正数ꎬ说明倾向得分匹配后结

论依旧成立[７]ꎮ

４.３.３　 重新定义内审水平

将内部审计中位数设定为 １. １ꎬ重新对变量

ＩＡＱ１ 定义ꎬ将数值为 １.１ 以上的样本赋值 １ꎬ１.１ 以

下的样本赋值 ０ꎮ 将模型(１) (４)中的 ＩＡＱ 替换成

ＩＡＱ１ 进行回归ꎬ结果显示研究结论依旧有效ꎮ

４.３.４　 改变衡量企业价值的变量

ＲＯＩＣ 是投入资本回报率ꎬ也是衡量企业价值的

重要变量ꎬ在稳健性检验中ꎬ将模型(１) (４) 中的

ＥＶＡ 替换成 ＲＯＩＣ 进行回归ꎬ回归结果显示研究结

论不变ꎮ

５　 结语

综上所述ꎬ内部审计工作是企业重要的管理手

段ꎬ开展高质量内部审计工作具有规范企业高管工

作行为的作用ꎬ提高企业财会信息披露质量ꎬ降低企

　 　 　 (下转第 １８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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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环境下企业内部审计建设的策略研究

高艳娟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北京农机试验站ꎬ北京　 １０２２００)


摘　 要: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ꎬ企业的运营模式和管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ꎮ 在这样的背

景下ꎬ企业内部审计作为保障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ꎮ 因此ꎬ探索信息化环境下企业内部审计建

设的新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ꎮ 文章从企业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出发ꎬ明确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的基本

原则ꎬ并提出具体的建设策略ꎮ 期望能够为企业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提供一套可行的策略体系ꎬ助力企业实现高效、稳健的

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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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年来ꎬ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内部审计的

作用ꎮ 然而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ꎬ部分企业在内部审

计信息化建设方面仍面临诸多问题ꎬ如审计方式落

后、信息孤岛现象严重、审计人员技能不足等ꎮ 这些

问题制约了内部审计效能的发挥ꎬ影响了其对企业

战略目标的支持作用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如何利用信

息技术开展内部审计工作ꎬ提升审计质量和效果ꎬ成
为企业管理层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ꎮ

１　 企业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

１.１　 响应国家信息化战略需求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ꎬ我国政

府开始重点关注信息化战略的实施ꎮ 对企业而言ꎬ
内部审计信息化不仅是响应国家号召的具体行动ꎬ
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ꎮ 首先ꎬ通过构建

内部审计信息化系统ꎬ企业能够更好地与政府部门

的数据平台对接ꎬ提高数据报送的准确性和及时性ꎬ
满足监管机构的要求[１]ꎮ 其次ꎬ国家层面的信息化

战略强调了数据安全的重要性ꎬ内部审计信息化有

助于建立完善的数据保护机制ꎬ防范信息安全风险ꎮ
最后ꎬ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ꎬ企业可以实

现对业务流程的全面监控ꎬ提升审计工作的效率与

质量ꎬ这与国家提倡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契合ꎮ
１.２　 应对企业内部审计新挑战

近年来ꎬ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日益复杂多变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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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审计方法已难以满足现代企业管理的需求ꎮ 一

方面ꎬ企业规模不断扩大ꎬ业务模式不断创新ꎬ这对

内部审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另一方面ꎬ经济全球

化背景下ꎬ跨国经营成为常态ꎬ如何有效地进行跨区

域审计成为新的挑战ꎮ 在此背景下ꎬ内部审计信息

化建设显得尤为重要ꎮ 通过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ꎬ
如人工智能、区块链等ꎬ不仅可以实现对海量数据的

快速处理与分析ꎬ还能够实现远程审计、实时监控等

功能ꎬ从而更精准地识别风险点ꎬ提高审计工作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ꎮ 此外ꎬ信息化还能促进审计流程的

标准化和自动化ꎬ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ꎬ确保审计结

果的客观公正ꎮ
１.３　 减轻审计人员工作负担

传统的审计工作往往依赖人工完成大量的数据

收集、整理和分析任务ꎬ这种劳动密集型的工作方式

不仅效率低下ꎬ而且容易导致审计人员过度劳累ꎬ影
响审计质量ꎮ 内部审计信息化通过引入先进的信息

技术手段ꎬ如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ꎬ可以有效解

决这些问题ꎮ 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得自动化处理成为

可能ꎬ从而大幅度降低人工审核的时间成本ꎬ让审计

人员能够从繁重的数据收集与初步分析工作中解放

出来ꎬ将更多精力投入更高层次的风险评估与控制

建议上[２]ꎮ 此外ꎬ信息化平台还可以提供丰富的数

据分析工具和支持决策的功能ꎬ帮助审计人员更加

高效地完成审计报告的编制工作ꎮ
１.４　 提升企业治理与风险管理水平

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对提升企业的整体治理和

风险管理能力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ꎮ 在现代企业管

理中ꎬ良好的公司治理是确保企业健康、稳定发展的

基石ꎬ而有效的风险管理则是预防潜在威胁、保障业

务连续性的关键ꎮ 通过信息化手段ꎬ内部审计能够

更加高效地收集、分析并传递有关内部控制状况的

信息ꎬ为管理层提供及时准确的决策依据ꎮ 此外ꎬ利
用信息技术建立的综合审计信息系统可以实现对各

项业务活动的全过程监督ꎬ帮助企业识别流程中的

薄弱环节ꎬ促使企业不断完善内控制度ꎮ 这不仅有

助于增强企业的风险预警能力ꎬ还能够促进资源优

化配置ꎬ提高运营效率ꎮ 因此ꎬ内部审计信息化不仅

是技术层面的进步ꎬ更是推动企业向现代化管理转

型的重要力量ꎬ有利于构建更加透明、高效的治理体

系ꎬ从而为企业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ꎮ

２　 信息化环境下企业内部审计建设的原则

２.１　 业务融合原则

在信息化环境下ꎬ企业内部审计建设必须遵循

业务融合原则ꎬ即将内部审计工作与企业的日常业

务活动紧密结合ꎮ 这意味着内部审计不仅要关注财

务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ꎬ还要深入了解企业的业

务流程、市场环境以及战略目标ꎮ 具体来说ꎬ内部审

计部门应当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工具ꎬ如大数据分

析、人工智能等ꎬ对业务数据进行深度挖掘ꎬ揭示业

务流程中的效率瓶颈和潜在问题ꎮ 同时ꎬ内部审计

人员需要加强与业务部门的沟通与协作ꎬ共同探讨

解决方案ꎬ确保审计建议能够被有效采纳并实施ꎬ从
而实现业务流程的持续优化ꎮ

２.２　 独立性原则

独立性是保证内部审计工作质量和公信力的关

键所在ꎮ 在信息化环境下ꎬ企业应确保内部审计部

门的组织结构、工作流程以及审计结果不受其他部

门的影响ꎬ保持高度的专业独立性ꎮ 这意味着内部

审计部门应当直接向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汇报工

作ꎬ而非管理层ꎮ 此外ꎬ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具备良好

的职业道德和专业能力ꎬ不受个人利益驱使而偏离

审计目标ꎮ 为了维护独立性ꎬ内部审计部门还需定

期接受外部专家的审查和评估ꎬ以确保其工作程序

和标准符合行业最佳实践ꎮ 通过强化独立性ꎬ内部

审计能够在企业中扮演更加公正的角色ꎬ增强审计

结果的可信度ꎬ为管理层提供有价值的决策支持ꎮ
２.３　 实用性原则

内部审计建设应当坚持实用性原则ꎬ确保所采

用的技术和方法能够切实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ꎬ而
不是盲目追求技术先进性ꎮ 这就要求内部审计部门

在引入新技术时要充分考虑企业的具体情况和发展

阶段ꎬ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信息化工具[３]ꎮ 此外ꎬ
实用性原则还体现在内部审计过程中ꎬ即审计目标

和范围应当紧密围绕企业的核心业务和关键风险点

展开ꎬ确保审计结果能够为企业带来实际的价值ꎮ
通过坚持实用性原则ꎬ内部审计可以在提高工作效

率的同时ꎬ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的战略目标ꎮ
２.４　 增值性原则

内部审计不仅是一项合规性活动ꎬ更是一个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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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价值的过程ꎮ 在信息化环境下ꎬ企业内部审计建

设应秉持增值性原则ꎬ即通过内部审计工作为企业

带来额外的价值ꎮ 这意味着内部审计不仅要关注财

务报表的准确性ꎬ更要着眼于提升企业的整体运营

效率和风险管理水平ꎮ 此外ꎬ内部审计还可以利用

信息技术工具进行数据挖掘ꎬ为管理层提供有关市

场趋势、竞争对手动态等方面的洞察ꎬ帮助企业制定

更具前瞻性的战略规划ꎮ 通过坚持增值性原则ꎬ内
部审计将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ꎮ

３　 信息化环境下企业内部审计建设的策略

３.１　 转变审计理念ꎬ增强信息化认识

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ꎬ企业内部审计工作

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ꎮ 为了适应变化ꎬ企业

必须增强对信息化的认识ꎬ转变审计理念ꎮ 首先ꎬ企
业需要摒弃传统的审计理念ꎬ形成信息化审计思维ꎮ
传统的审计方法侧重于事后检查和纸质文档审核ꎬ
而在信息化环境中ꎬ数据的生成和流转更加迅速且

复杂ꎬ这要求内部审计人员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

知识ꎬ还需要掌握数据分析技术和信息技术工具的

应用ꎮ 通过采用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ꎬ可以实现对

海量数据的实时监控和分析ꎬ从而更早地发现潜在

风险和异常情况ꎬ提升审计工作的前瞻性和有效性ꎮ
其次ꎬ企业要加强宣传教育ꎬ增强全员的信息化审计

意识ꎮ 内部审计不仅是审计部门的责任ꎬ而且涉及

企业的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位员工ꎮ 因此ꎬ企业应当

定期组织培训活动ꎬ普及信息化审计的基本概念和

技术手段ꎬ让所有员工认识到信息化审计的重要性

及其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ꎮ 此外ꎬ企业还应鼓

励员工积极参与到信息化审计的工作中来ꎬ比如通

过内部平台提供业务流程改进建议或是报告潜在的

风险点ꎮ 这样不仅能够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和归属

感ꎬ还能促进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内部沟通的顺畅ꎬ最
终形成全员参与、共同维护的良好审计环境ꎮ

３.２　 构建审计信息化平台

在信息化环境下ꎬ企业内部审计建设的核心策

略之一便是建立一个功能完备、高效便捷的内部审

计信息化平台ꎮ 这一平台应当集成数据采集、处理、
分析及报告生成等多个环节ꎬ为内部审计工作提供

全方位的支持ꎮ 首先ꎬ平台需具备强大的数据整合

能力ꎬ能够从企业各个业务系统中自动抓取和汇总

数据ꎬ确保审计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ꎮ 其次ꎬ平台

应内置先进的数据分析工具ꎬ如数据挖掘、机器学习

算法等ꎬ以便审计人员能够快速识别出潜在的风险

点和异常情况ꎮ 再次ꎬ考虑到内部审计工作的特殊

性ꎬ该平台还应当具备高度的安全性和保密性ꎬ确保

敏感信息得到妥善保护ꎮ 为了充分发挥信息化平台

的作用ꎬ企业还需要加强对审计人员的技术培训ꎬ使
其掌握最新的信息技术应用技巧ꎬ从而更好地利用

平台开展工作ꎮ 同时ꎬ内部审计信息化平台的设计

应注重用户体验、界面友好、操作简便ꎬ便于审计人

员高效地执行日常任务ꎮ 最后ꎬ平台还应具备良好

的扩展性ꎬ能够随着企业业务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

而不断升级和完善ꎬ以适应未来可能出现的新需求

和新挑战ꎮ
３.３　 完善平台管理功能

在信息化环境下ꎬ健全企业内部审计信息化平

台的管理功能对提高审计效率、保证审计质量至关

重要ꎮ 这一过程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ꎬ确保平台能

够有效地支持审计活动的各个环节ꎮ 第一ꎬ要构建

全面的数据管理机制ꎬ包括数据的收集、存储、处理

和分析流程ꎬ确保所有审计相关的数据都能够被及

时、准确地录入系统中ꎮ 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审计工

作的透明度ꎬ还能为企业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ꎮ
第二ꎬ平台应具备强大的风险评估与预警功能ꎮ 通

过集成先进的风险分析模型和预测算法ꎬ能够自动

识别出潜在的风险领域ꎬ并及时发出预警信号ꎬ使审

计人员能够在问题扩大之前采取措施进行干预ꎮ 第

三ꎬ为了增强内部审计工作的连贯性和一致性ꎬ平台

需要提供标准化的工作流程指导ꎬ包括审计计划制

订、现场审计实施、审计报告编制等一系列规范化的

操作指南ꎬ以确保每一位审计人员都能按照统一的

标准执行任务[４]ꎮ 第四ꎬ为了保证审计结果的有效

性和可信度ꎬ平台需具备完善的审计证据管理和文

档存档功能ꎮ 这意味着所有的审计证据和相关文档

都应在平台上得到妥善保存ꎬ并且能够方便地被检

索和审查ꎮ 第五ꎬ平台还支持多维度的审计报告生

成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自动生成符合标准的报告

模板ꎬ提高审计报告的质量和制作效率ꎮ
３.４　 整合审计与纪检信息系统

在信息化环境下ꎬ实现企业内部审计与纪检工

—３５１—



市场周刊

作的信息整合是提高监督效能、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的关键策略之一ꎮ 通过整合内部审计与纪检工作的

信息资源ꎬ可以构建起一个高效协同的监督体系ꎬ确
保企业的各项经营活动合法合规ꎬ有效预防和纠正

违规行为ꎮ 首先ꎬ内部审计部门与纪检监察部门之

间应建立起信息共享机制ꎮ 这包括但不限于设立统

一的数据交换平台ꎬ使双方能够及时获取对方的工

作成果和发现问题ꎬ从而避免重复劳动ꎬ提高工作效

率ꎮ 其次ꎬ两个部门还应加强沟通合作ꎬ共同参与重

大项目的监督工作ꎮ 通过联合开展专项审计或调

查ꎬ可以更全面地评估企业的风险状况ꎬ及时发现并

纠正潜在的违法违规行为ꎮ 最后ꎬ为了确保信息整

合的有效性ꎬ企业还应建立健全的信息反馈机制ꎮ
这意味着不仅要确保信息能够顺畅地在内部审计与

纪检部门之间流动ꎬ还要确保反馈渠道畅通无阻ꎬ发
现的任何问题都能够得到及时的响应和处理ꎮ

３.５　 培育信息化人才ꎬ提升团队能力

在信息化环境下ꎬ企业内部审计的效能和质量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计团队的能力水平ꎮ 因此ꎬ培
育信息化人才ꎬ提升团队能力成为企业内部审计建

设的重要策略之一ꎮ 首先ꎬ建立内部审计信息化核

心团队是提升审计效能的关键步骤ꎮ 这一团队应由

具备丰富经验和深厚专业知识储备的成员组成ꎬ他
们不仅需要熟悉审计领域的法律法规ꎬ还要精通信

息技术应用ꎮ 通过组建这样的核心团队ꎬ可以有效

地整合内外部资源ꎬ制定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信息

化审计策略ꎬ并推动其顺利实施ꎮ 同时ꎬ核心团队还

应负责制定详细的信息化审计流程和标准ꎬ确保审

计工作的规范性和一致性ꎮ 其次ꎬ举办培训班ꎬ提升

审计人员的信息化技能对整个审计团队来说至关重

要ꎮ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ꎬ审计人员需要不断

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技术能力ꎮ 企业可以通过定

期举办内部培训课程ꎬ邀请行业内的技术专家前来

授课ꎬ帮助审计人员掌握最新的审计技术和工具ꎮ
再次ꎬ企业可以利用在线学习平台ꎬ为审计人员提供

灵活的学习途径ꎬ使他们在不影响日常工作的情况

下持续提升专业能力[５]ꎮ 最后ꎬ引进外部专家ꎬ加
强合作交流也是提高审计团队整体水平的有效方

式ꎮ 通过与外部咨询机构或高校建立合作关系ꎬ不
仅可以引入前沿的审计理念和技术ꎬ还能为企业内

部审计团队提供宝贵的学习和发展机会ꎮ

４　 结语

综上所述ꎬ有效的信息化内部审计体系建设不

仅有助于提高企业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水平ꎬ还
能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ꎮ 然而信息化环境下企业

内部审计建设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ꎬ是需要企业持

续投入资源、不断优化调整的过程ꎮ 未来ꎬ随着新技

术的不断涌现和发展ꎬ企业需紧跟时代步伐ꎬ积极探

索新的内部审计建设路径ꎬ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

需求和监管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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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困境及进路

马志源

(青岛科技大学法学院ꎬ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


摘　 要:近年来ꎬ平台经济迅速发展ꎬ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ꎮ 平台经济下的用工具有用工灵活、工作模式多元化、组织方式多

元化的特征ꎮ 平台经济在促进创新创业和提升劳动者收入的同时ꎬ也面临劳动关系认定难、职业伤害保障缺失、维权途径缺乏等

现实困境ꎬ因此ꎬ需要利用从属性来修正劳动关系认定模式、完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平台从业者组建行业性工会组织ꎬ促

进平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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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几年ꎬ随着平台经济迅速发展ꎬ平台用工规模

不断扩大ꎬ并逐渐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

力ꎮ 数据显示ꎬ到 ２０２１ 年ꎬ全国共有超过两亿名的

灵活就业人员ꎬ在这些灵活就业人员中ꎬ通过网络平

台就业的占大多数ꎮ 其中有 ７００ 万名外卖小哥ꎬ
３９４.８ 万名网约车司机ꎬ１ ０００万名快递员ꎮ 在平台

经济背景下ꎬ灵活多样的劳动力形态对稳定就业、提
高劳动者收入、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然而ꎬ
在其发展的同时ꎬ也暴露出了许多不可回避的问题ꎮ
目前ꎬ劳动关系认定存在争议、平台用工缺乏完善的

保障措施ꎬ采取与普通劳动者相同的保护模式使得

这类新型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ꎬ

另外ꎬ劳动者维权困难、平台企业逃避责任问题时有

发生ꎮ 如何保障平台经济下劳动者的基本权益ꎬ成
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因此ꎬ本文立足于我国平

台经济发展现状ꎬ分析其存在的问题ꎬ进而为我国平

台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提供借鉴ꎮ

１　 平台经济劳动者就业的特点

１.１　 用工较为灵活

首先ꎬ对平台劳动者来说ꎬ工作时间、地点和工

作内容都比较有弹性ꎮ 在平台经济中ꎬ劳动者能够

自主地对工作的时长和场所进行选择ꎬ从而增强了

平台劳动者对工作的时空掌控能力ꎬ使得人们能追

求自由与个性化的生活ꎮ 在工作内容上ꎬ目前平台

经济的准入门槛相对来说不算高ꎬ对工人技术水平

—５５１—



市场周刊

的要求较低ꎬ通常不需要相应的职业技能证书或从

业资格证书ꎬ成为很多人的第一份工作或者过渡时

期的首选工作ꎬ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挑选自

己喜欢的工作ꎮ 其次ꎬ对用工方即平台企业来说ꎬ可
以有效地满足其对劳动力的灵活需求ꎮ 在平台经济

中ꎬ用工方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ꎬ对用工的要求、工
作的内容进行动态调节ꎬ并且能够及时地对用工需

求进行有效的分配ꎮ 平台经济中信息的即时性、广
泛性ꎬ大大提高了建立用工关系的效率ꎮ

１.２　 工作模式多元化

平台用工的工作模式较为多元ꎬ主要分为两种

形式ꎬ包括纯线上数字平台和“线上—线下”结合模

式ꎮ 线上数字平台主要是把工作分配到工人身上ꎬ
既需要在线上匹配工作ꎬ也要在线上提供服务或者

交付工作ꎬ如信息录入等较为单一和重复的工作就

是这种模式ꎮ “线上—线下”结合模式是指平台企

业在线上进行招聘、匹配和交易等ꎬ由劳动者线下提

供服务或者交付工作ꎬ例如常见的网约车司机、外
卖员ꎮ

１.３　 组织方式多元化

传统劳动者的组织方式通常是受雇于固定的雇

主ꎬ而平台经济劳动者有明显的“去雇主化” “多平

台化”特征ꎬ产生了新型的“不完全劳动关系”ꎮ 算

法是该系统运作的基本前提ꎬ只有通过运算ꎬ才能将

大量的信息进行运算和排列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劳动

者只是一个个的数据结点ꎬ其主体性被忽视ꎮ 在此

基础上ꎬ通过计算ꎬ平台将某些具体的工作任务发布

到网络上ꎬ由劳动者来“抢单”ꎮ 新型经济形态中ꎬ
个体为获取更高的收入ꎬ通常会在多个平台上并行

工作ꎮ 这就导致了从业人员无清晰的“老板”ꎬ区别

于以往的雇佣模式ꎬ给传统的劳动管理带来了新的

挑战ꎮ

２　 平台经济下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困境

２.１　 劳动关系认定困难

劳动关系的认定作为界定纠纷是否为劳动纠纷

的首要步骤ꎬ是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的逻辑起点ꎮ
在传统的劳动关系框架下ꎬ构成要素或证据依据主

要围绕从属性理论来构建ꎮ 然而ꎬ在平台经济模式

下ꎬ用以确认劳动关系的传统标准难以涵摄平台劳

动者相对平台企业的从属性ꎮ 另外ꎬ在我国ꎬ学界多

主张从属性包括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

属性三个要件ꎮ 在平台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ꎬ劳动

关系从属性的识别有着更多的干扰因素[１]ꎮ 首先ꎬ
人格从属性弱化ꎮ 在平台用工模式中ꎬ劳动者只是

一个个数据结点ꎬ其主体性被忽视ꎬ平台企业也不强

求劳动者必须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做某项工作ꎬ只
是对服务进行后续评价ꎮ 其次ꎬ经济从属性减弱ꎮ
在平台经济模式中ꎬ劳动者通常自己准备生产资料ꎬ
无须依赖用人单位提供的生产资料ꎮ 最后ꎬ组织从

属性弱化ꎮ 平台劳动者主要是通过线上方式与平台

企业产生联系ꎬ与用人单位及其他员工联系较少ꎬ很
难对用人企业产生归属感ꎮ

２.２　 职业伤害保障缺失

平台经济劳动者工作风险性较高ꎬ但是其难以

受工伤保险保护ꎮ 从当前新经济形态下从业人员的

就业形态来分析ꎬ这个行业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工作

的风险性ꎮ 比如ꎬ外卖员为了快速完成派单任务ꎬ可
能会一边骑车一边打电话ꎬ甚至出现超速和闯红灯

等违章现象ꎬ受伤风险较高ꎮ 然而ꎬ目前的职业伤害

保障制度很难将平台从业者包括在内ꎮ «工伤保险

条例»对职工的工伤保险制度进行了明确的界定ꎬ
适用的前提是存在劳动关系ꎮ 但是现阶段大部分新

业态从业人员与平台都不存在劳动关系ꎬ在工作中

受到的伤害很难得到赔偿ꎮ 虽然也有一些平台为了

分担员工的职业损害风险ꎬ给平台从业者投保了商

业保险ꎬ但这种类型的商业保险一般都价格较贵ꎬ保
额也比较低ꎬ通常是自愿投保ꎬ而且都是以团险或者

雇主责任险为主要形式ꎬ只能覆盖到“非死即残”的
意外险以及有免赔额的意外医疗险ꎬ没有第三方责

任险ꎬ和工伤保险有很大的区别[２]ꎮ
２.３　 维权途径缺乏

在传统的劳资关系中ꎬ工人主要通过集体谈判

等方式来保护自己最基本的权利ꎮ 基于平台经济本

身的特点ꎬ平台经济劳动者与平台企业之间并不全

都是传统的劳动关系ꎬ且平台劳动者较为分散ꎬ并不

像传统劳动者分布较为集中ꎬ方便进行组织ꎮ 另外ꎬ
平台企业通常在派单、支付、奖励和补贴的分配上占

据了绝对优势ꎬ使得网络空间中的个体劳动者在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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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损失时难以获得足够的发言权ꎮ 在平台劳动者独

立化、平台劳动者与平台企业地位不平等的现状下ꎬ
个体声音难以获得响应ꎬ劳动者的独立、分散又使得

集体协商开展困难ꎬ难以找到及时、高效地保护自身

权利的方法ꎮ

３　 我国平台经济下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法律

路径

３.１　 利用从属性来修正劳动关系认定模式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ꎬ人社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

«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ꎬ其中回答了平台用

工关系属于何种关系:根据用工事实来确定ꎬ分为三

种情形ꎬ即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ꎻ不完全符合确

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ꎻ
自主经营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ꎮ 第一种是传统劳动

关系ꎬ第二种属于“不完全劳动关系”ꎬ第三种属于

民事法律关系ꎮ 因此ꎬ需要讨论的特殊的平台用工

关系只有第二种ꎮ 我国劳动法规定的劳动关系包括

各种形态ꎬ既包括普通形态的劳动关系ꎬ也包括特殊

形态的劳动关系ꎬ比如劳务派遣、非全日制用工ꎮ 通

过对比“非全日制用工”和“不完全劳动关系”ꎬ可以

看出二者高度类似:在非全日制用工关系中ꎬ当事人

可以订立非书面的合同ꎬ任意一方都有权向另一方

提出解除合同而无须支付赔偿金ꎬ薪资发放时间较

短等ꎮ 为避免法律冗杂ꎬ可对非全日制用工的规定

进行一些变通ꎬ用来调整“不完全劳动关系”ꎬ不必

用新法来进行调整ꎮ 未来ꎬ如果要把“不完全劳动

关系”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ꎬ只需要在特

别规定一章中增设一个章节即可ꎮ 所以ꎬ新就业形

态下的特殊用工关系仍然要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和一些制度条款ꎬ比如

在平等就业、劳动保护、劳动安全卫生等领域ꎬ享受

与传统劳动者一样的权益ꎮ
关于劳动关系的认定模式ꎬ为了阐释平台经济

中的劳动关系ꎬ在继承传统劳动法理论的基础上ꎬ我
们需要回归从属性理论ꎬ以调整并优化适应平台经

济特点的劳动关系认定模式ꎮ 首先ꎬ是区分从属性

的不同维度ꎬ具体包括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和组

织从属性ꎮ 在劳动关系认定过程中ꎬ这三种从属性

可作为关键判断标准和补充依据ꎮ 它们的区分不仅

有助于平台劳动者类型的细分ꎬ还能在标准难以全

面覆盖时提供补充视角ꎮ 其次ꎬ需明确这三种从属

性在劳动关系认定中的相对重要性ꎮ 在平台经济劳

动关系中ꎬ简单区分从属性可能导致认知上的冲突ꎮ
当三种从属性的认定结果不一致时ꎬ若法官未明确

它们在劳动关系中的权重ꎬ可能会随意选择ꎬ从而导

致对同一类型平台劳动关系的认定出现分歧ꎮ 因

此ꎬ明确三种从属性的权重是准确认定平台经济劳

动关系的必要条件ꎮ 最后ꎬ人格从属性作为从属性

的核心ꎬ构成了平台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劳动关

系正当性的基础ꎮ 以人格从属性为主导的法律关系

判断ꎬ符合劳动法倾斜保护劳动者的内在逻辑ꎮ
３.２　 完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新业态下的用工关系需要遵循«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法»的法律原则和部分制度的规定ꎬ对不完

全劳动关系这一特定情形ꎬ可以在工时、社会保险等

方面进行一些特别规定ꎮ
关于平台经济从业人员社会保障权益的实现ꎬ

是应该按照自身特征构建一个独立的保障体系ꎬ还
是在现有的体制下实施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和措施ꎬ
学界与实践中存在分歧ꎮ 事实表明ꎬ同类的、并列的

系统设置数量愈多ꎬ发生矛盾的可能性也就愈大ꎮ
构建以现行社保制度为核心的多层级社保体系ꎬ是
对平台劳动者进行职业保障的有效途径ꎮ 如果重新

建立一个专门调整平台经济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

系ꎬ与现有的各种体系并列ꎬ将难以进行协调ꎮ
针对平台经济劳动者的职业伤害保障ꎬ可以建

立以现行社保制度为核心的多层级社保体系ꎬ合理

分配政府、网约工与平台企业的责任ꎮ 平台经济劳

动者分为全职和兼职两种类型ꎬ可以将全职从业人

员视为普通劳动者ꎬ并享受工伤保险ꎻ对兼职平台经

济劳动者ꎬ优化工伤保险的认定标准ꎬ可以根据工作

的事实状况对其进行合理的工伤认定ꎮ 同时ꎬ建立

“国家—平台公司—平台经济劳动者”的工伤保险

赔偿责任体系[３]ꎮ 首先ꎬ由于职业伤害保险属于社

会保险范畴ꎬ因此ꎬ应当以国家为主导ꎬ设立工伤保

险基金ꎬ并承担相应的责任ꎮ 其次ꎬ平台企业应该履

行相应的社会义务ꎮ 平台是社会的利益主体ꎬ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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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雇主的义务ꎮ 其应当是职业伤害保险的主要支

付单位ꎬ对防止平台公司滥用法律法规、加强对平台

员工的管理ꎬ促进其员工的工作环境优化有着重要

的现实意义ꎮ 最后ꎬ由于平台经济劳动者相对独立ꎬ
其与企业之间的从属联系不强ꎬ所以应该打破现有

的工伤保险制度ꎬ让新业态从业者可以自己挑选平

台ꎬ并由政府统筹账号ꎬ各平台代扣代缴保险金入该

账号ꎬ以保障从业者权益[４]ꎮ
３.３　 为平台从业者组建行业性工会组织

平台经济深度发展ꎬ劳动力市场就业模式也随

之改变ꎬ出现了工作场所虚拟化、用工灵活化、个体

独立化、工作装备智能化等新特征ꎬ在促进就业的同

时也导致传统的工会发展举步维艰ꎮ 即使在平台企

业中设立工会ꎬ也会因为用工的高度灵活化、分散性

等特点ꎬ使得非劳动关系下的员工难以实现集体劳

动权利ꎮ 在平台雇佣过程中ꎬ劳资关系的强弱不平

衡ꎬ工人缺乏足够的权利去表达自己的意见ꎬ而对平

台所设定的规章制度ꎬ他们通常也只能被动地服从ꎮ
作为平台劳动者的利益代言人ꎬ工会有义务也有能

力去保护平台劳动者的权利ꎮ 为此ꎬ需要推动行业

性工会的建立ꎬ以保护平台从业人员的群体权

益[５]ꎮ 行业性工会是同一个行业内的人员为保护

自己的合法利益自发性地组织成立的一种自治性组

织ꎮ 与企业工会相比ꎬ行业性工会更适合平台高度

灵活性的特点ꎬ更容易将平台劳动者聚集在一起ꎬ形
成劳动权利保障网络ꎬ保障从业人员的权利ꎮ 行业

性工会可以利用现代化的互联网技术ꎬ精简程序ꎬ倾
听行业从业人员的权益要求ꎬ在工作时间和劳动强

度等方面进行较为高效的谈判ꎬ从而达到整体的利

益一致ꎮ 将传统的工会组织和互联网有机地融合在

一起ꎬ通过互联网来为用户提供服务ꎬ听取从业者的

利益诉求ꎮ 另外ꎬ还可以利用“群体”的功能ꎬ以行

业为单位与平台签订集体合同ꎬ使其能够更好地与

“平台”开展“集体谈判”ꎬ确保其权利的落实ꎮ

４　 结语

平台经济迅速发展ꎬ在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

的同时也给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带来了新问题ꎮ 因此ꎬ
需要利用从属性来修正劳动关系认定模式ꎬ区分从属

性的不同维度ꎬ明确这三种从属性在劳动关系认定中

的相对重要性ꎬ并将人格从属性作为从属性的核心ꎻ
完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ꎬ合理分配政府、网约工

与平台企业的责任ꎻ为平台劳动者组建行业性工会组

织ꎬ将传统工会与互联网相结合ꎬ以行业为单位与平

台签订集体合同ꎬ促进平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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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支付侵财犯罪的刑法定性研究

刘　 炎

(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ꎬ黑龙江　 佳木斯　 １５４００７)


摘　 要: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普及带来了账户安全和财产犯罪新挑战ꎬ亟须法律规制和准确定性ꎮ 为进一步明确第三方支付

侵财犯罪的刑法定性ꎬ为法律实务提供指导ꎬ文章着重探讨了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服务内容及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ꎬ明确了涉及第

三方支付的财产犯罪中各方法律关系主体及受到侵害的客体ꎬ并通过分析第三方支付中财产犯罪认定的争议核心ꎬ对第三方支

付侵财案件的具体刑法定性进行总结ꎬ以期完善司法实践中的裁判标准ꎬ明确第三方支付侵财犯罪应以盗窃罪定性ꎬ保护用户财

产安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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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第三方支付平台以其便捷性和高效性迅速普

及ꎬ成为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中的核心部分ꎮ 例如ꎬ
支付宝、微信支付等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不仅简化了

支付流程ꎬ提高了资金流动的效率ꎬ也带来了账户和

资金安全的隐患ꎬ使得财产犯罪的形式和手段发生

了显著变化ꎮ 随着涉及第三方支付账户侵财犯罪案

件数量的增加ꎬ如何有效规制此类犯罪、保护用户财

产安全ꎬ以及如何准确界定犯罪性质、合理适用法

律ꎬ成为法律实务界和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本

文旨在通过深入分析其服务内容和法律关系、界定

刑事被害人和被害法益、犯罪行为关键环节、讨论机

器系统程序被骗等问题ꎬ进而对第三方支付在财产

领域的犯罪定性ꎮ

１　 第三方支付的服务内容及其所涉及的法

律关系

犯罪表现为具体的行为ꎬ没有行为就不构成犯

罪ꎮ 不同行为的类型是区分财产犯罪的重要依据ꎮ
第三方支付的服务内容限定了与第三方支付相关的

财产犯罪行为的形式ꎮ 深入理解第三方支付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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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和参与第三方支付的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ꎬ有助于明确涉及第三方支付财产犯罪中的各方

法律关系主体及受到侵害的客体ꎮ
１.１　 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服务内容

第三方支付平台中ꎬ充值是指用户将资金从银

行账户转移到第三方支付账户ꎻ提现反之ꎬ是指第三

方支付账户内资金转回银行账户ꎻ资金转移也称转

账ꎬ是指用户将资金转移到其他用户的第三方支付

账户或银行账户ꎮ 中介服务是指第三方支付平台暂

时保管买家的付款ꎬ待买家确认收货后再释放资金

给卖家ꎬ作为信托机构解决买卖双方的信任问题ꎮ
以微信零钱为例ꎬ用户需要在微信平台注册账户并

绑定银行卡ꎬ通过输入支付密码或采用指纹或面部

识别完成授权ꎮ 微信平台依据用户的授权与请求服

务内容同银行进行交互ꎬ最终完成资金的转移ꎮ 通

过充值、提现、转账等服务ꎬ用户能够实现资金在个

人银行账户与微信零钱间的便利流动ꎮ 从服务内容

角度看ꎬ第三方支付侵财案件涉及行为人、第三方支

付服务使用者、第三方支付机构以及银行等多个法

律关系主体ꎮ
１.２　 第三方支付中的权利与责任关系

第三方支付运作活动中ꎬ用户通过注册账户并

同意其服务条款ꎬ成为享受平台服务的权利人ꎬ平台

成为提供服务的义务人ꎮ 在这种关系中ꎬ第三方支

付机构有义务保障用户的账户安全ꎬ提供稳定的支

付服务ꎬ并在用户资金受到损失时ꎬ根据服务协议提

供相应的赔偿ꎻ第三方支付机构与银行通过订立合

作协议ꎬ明确双方在资金转移、结算和用户身份验证

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ꎮ 例如ꎬ淘宝用户选购商品后ꎬ
可以选择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中的余额支付完成

交易ꎮ
结合具体事例进行分析ꎬ本文总结第三方支付

侵财案件中受侵害客体包括第三方支付账户余额和

绑定银行账户资金两类[１]ꎮ

２　 第三方支付中财产犯罪认定的争议核心

在对涉及第三方支付平台财产侵权行为进行刑

法定性时ꎬ学界普遍存在以下争议:一是第三方支付

平台财产犯罪侵害的法益及其受害主体ꎻ二是犯罪

行为的关键环节ꎻ三是机器或系统程序是否有可能

成为欺骗行为的受害者ꎬ这正是判断第三方支付侵

财案件是否构成盗窃或诈骗罪的关键ꎮ
２.１　 第三方支付平台财产犯罪侵害的法益及

其主体

涉及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侵财犯罪案件中ꎬ确定

刑事被害人的身份和法益侵害的性质是判断犯罪行

为的关键ꎮ 犯罪的本质是刑法保护的法益遭到侵

害ꎬ刑事被害人则是这一侵害的直接承受者ꎮ 刑事

被害人的认定与法益侵害的结果紧密相连ꎬ必须符

合刑法规范的保护目的和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ꎮ
第三方支付平台涉及用户、支付平台和银行等多

个主体ꎬ交易流程复杂ꎮ 当账户余额或绑定的银行账

户资金因犯罪行为而遭受损失时ꎬ第三方支付平台的

用户便是刑事被害人ꎮ 有学者认为ꎬ第三方支付机构

作为平台提供者应该按比例承担过失责任ꎬ因而认为

其应当成为受害主体ꎮ 这些损失表面上体现为账户

余额的减少或银行账户资金的变动ꎬ本质上减损了用

户的财产性权利ꎮ 例如ꎬ支付宝通过其安全保障规则

和用户协议ꎬ为用户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偿保障ꎬ实质

上并不改变用户作为刑事被害人的地位ꎮ 平台提供

补偿后ꎬ用户在账户被冒用或盗用时所遭受的直接财

产损失仍是犯罪行为的结果ꎮ
刑事被害人通常指因犯罪行为而直接遭受人身

或财产损害的个人或实体ꎮ 在第三方支付侵财犯罪

中ꎬ用户作为第三方支付账户的持有者和法益侵害

的直接承受者ꎬ是第三方支付侵财案件当然的刑事

被害人ꎮ
２.２　 犯罪行为的关键环节

案件中同时包含欺骗和盗窃因素时ꎬ不能简单

地将其定性为诈骗罪或盗窃罪ꎮ 盗窃罪和诈骗罪各

自具有独特的行为结构和因果关系要求ꎬ最终的定

性取决于犯罪行为的关键环节ꎮ
盗窃罪是指行为人违背被害人的意志ꎬ通过平

和手段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给自己占有ꎬ属于夺

取型财产罪ꎮ 诈骗罪是指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ꎬ导
致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ꎬ行为人或第三人

取得财产ꎬ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ꎬ属于交付型财产

罪ꎮ 通常的诈骗案件中的受骗者同时也是受害者ꎮ
在所谓的三角诈骗情形下ꎬ受骗者与受害者并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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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ꎬ且必须满足受骗者确实受到了欺骗的条件ꎮ
不能仅因为行为中有欺骗成分或被害人遭受财产损

失ꎬ就将其归类为诈骗罪ꎮ 也不能因为行为人使用

平和手段转移财产ꎬ就一律认定为盗窃罪ꎮ 关键在

于分析案件的行为构造ꎬ确定是否有人因被骗而产

生错误认识ꎬ并基于这种错误认识处分财产ꎮ 第三

方支付账户或银行账户类似于电子保险箱ꎬ账户密

码相当于钥匙ꎮ 行为人虽然获得了保险箱的钥匙ꎬ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保险箱内的

财物ꎮ 只有当行为人使用钥匙打开保险箱并实际取

走财物时ꎬ才构成了对财产的实际侵犯ꎮ 同理ꎬ行为

人即使获取了他人的第三方支付账户信息和密码ꎬ
这也不等同于他们已经实际占有或取得了账户中的

财物ꎮ 只有当行为人使用这些账户信息和密码实际

转移或使用账户中的资金时ꎬ才构成了对他人财产

的实际侵犯ꎮ 行为人使用这些信息进行消费或转账

导致资金转移给用户以外之人时ꎬ才构成实际的财

产损失ꎮ 在财产转移发生之前ꎬ获取账户和密码的

行为并不构成对财产的实际侵害ꎬ本质上属于犯罪

的预备阶段ꎮ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２７ 号明确指出ꎬ在处理

同时涉及秘密窃取和欺骗手段的非法占有财物案件

时ꎬ应当依据行为人主要使用的方法以及被害人是

否具有财产处置的意识来区分盗窃与诈骗[２]ꎮ 如

果被害人没有自愿交付财物ꎬ且诈骗行为仅仅是为

了盗窃创造条件或提供掩护ꎬ而秘密窃取是实现非

法占有的决定性手段ꎬ则应当将此类行为定性为盗

窃罪ꎮ 如果诈骗是决定性的手段ꎬ盗窃行为仅作为

辅助手段ꎬ导致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自愿交付财

物ꎬ那么该行为应被认定为诈骗罪[３]ꎮ
“盗骗交织”的第三方支付侵财犯罪的关键在

于行为人是否实施了导致财产实际转移的关键

行为ꎮ
２.３　 机器或系统程序是否能够成为诈骗罪的

受害者

机器、系统或程序是否能够成为诈骗罪的受骗

对象是学界对第三方支付侵财案件定性的争议焦

点ꎮ 诈骗罪的成立核心在于受骗者因受骗而产生认

识上的错误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财产的处置ꎮ 第

三方支付涉及自动化的电子操作引发了一个基础性

问题:机器或系统是否能够被骗ꎮ
有些司法实践和理论认为机器可以被骗ꎬ例如

２００８ 年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拾得他人信

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ＡＴＭ 机)上使用的行为如何

定性问题的批复»阐明机器可以被骗ꎻ大陆法系的

主流观点认为机器缺乏意识、无法产生认识错误ꎬ因
而诈骗罪的受骗人只能是自然人ꎮ 笔者认为ꎬ自动

化的机器操作过程一旦脱离人的个别判断和控制ꎬ
就不存在发生认识错误和被骗的问题ꎮ 机器系统程

序的设计和创造融入了人的意识ꎬ在操作流程中可

以独立运行ꎬ不涉及人的直接参与ꎮ 如果机器系统

程序出现错误或被恶意利用ꎬ这并不是因为机器被

骗ꎬ而是技术的问题或操作者的失误[４]ꎮ
行为人利用机器系统程序侵犯财产且操作过程

中不涉及人的个别判断和控制ꎬ不存在受骗人的认

识错误或被骗的情况ꎬ则不应被定性为诈骗罪ꎮ 相

反ꎬ其更符合盗窃罪的特征ꎬ即在违背被害人意愿的

情况下ꎬ通过非暴力手段非法转移财产ꎮ 此类犯罪

案件应当依据行为人的主要行为方式以及受害者对

财产处置的意识来确定是盗窃还是诈骗ꎮ

３　 第三方支付侵财案件的具体刑法定性

３.１　 侵犯第三方支付账户余额

侵犯他人第三方支付账户余额的行为ꎬ关键在

于理解第三方支付账户余额的本质属性及其操作流

程ꎮ 第三方支付账户中的余额实质上代表了客户预

存的价值ꎬ货币资金实质上归属于客户ꎬ只是以支付

服务提供商的名义存放在银行并由该机构进行

管理ꎮ
主张将此类行为定性为诈骗罪的观点认为第三

方支付机构是被骗的对象ꎬ基于错误认识处分了财

产ꎬ构成了三角诈骗ꎮ 这种观点忽略了机器、系统或

程序无法像自然人一样产生认识错误或被骗的事

实ꎮ 第三方支付机构在用户输入正确的账户和密码

后执行支付指令ꎬ这并不涉及人为的判断和控制ꎬ而
是预设程序的自动化操作ꎮ 实际上第三方支付机构

并没有人被骗ꎬ也就不符合构成诈骗罪的行为要件ꎮ
基于上述对第三方支付账户余额性质的理解、

操作流程的分析以及对盗窃罪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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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ꎮ 非法侵占他人第三方支付账户中的资金应被

认定为盗窃行为ꎬ而不是诈骗行为ꎮ
３.２　 侵犯绑定银行账户资金

对他人第三方支付账户中绑定银行卡资金的侵

犯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犯罪ꎬ关键在于分析其是否满

足诈骗罪的法律要件[５]ꎮ 此类行为通常不被视为

诈骗犯罪ꎬ它们缺乏诈骗罪所需的关键环节ꎬ即欺骗

行为和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的事实ꎮ
第三方支付账户余额和与之关联的银行卡内资

金虽然都表现为用户的资产ꎬ但在法律层面上它们

有着明显的区别ꎮ 用户通过授权第三方支付机构使

用这些预付价值或银行卡内的资金来完成交易ꎮ 如

果行为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用户的第三方支付账

户信息ꎬ并使用这些信息进行了未经授权的交易ꎬ这
种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呢? 答案是否定的[６]ꎮ 因

为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交易流程根据用户、支付平台、
银行之间的授权协议确定ꎮ 行为人使用正确的账户

和密码进行交易时ꎬ支付平台和银行通常会将这些

交易视为用户本人的行为ꎬ而不是基于错误认识而

进行的交易ꎮ 支付平台和银行也并没有因为行为人

的欺骗行为而产生任何误解ꎮ 它们仅仅是根据预先

设定的程序和用户的授权来执行交易操作ꎮ 因此ꎬ
这种行为不能被定性为诈骗罪ꎮ

保护法益的不同决定侵权行为是否构成信用卡

诈骗罪或盗窃罪ꎮ 信用卡诈骗罪旨在保护信用卡管

理秩序和金融机构的财产安全ꎬ而第三方支付账户

涉及的法律关系和所保护的法益则有所区别ꎮ 第三

方支付平台更多作为中转站ꎬ行使资金流转和结算

的职能ꎬ在法律上不被认为具有金融机构的资格ꎮ
第三方支付平台作为非金融机构ꎬ其侵财犯罪并不

具有侵害金融管理秩序的法益侵害事实ꎬ在犯罪构

成的事实判断阶层就被否定[７]ꎮ
综合上述分析ꎬ侵犯他人第三方支付账户所绑

定的银行卡内资金的行为ꎬ缺少诈骗罪所必需的欺

骗行为以及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进行财产处分的

情况ꎬ不应被定性为诈骗犯罪或信用卡诈骗罪ꎮ 这

种行为更符合盗窃罪的特征ꎬ即行为人在被害人不

知情的情况下ꎬ秘密转移财产ꎮ 此类行为在刑法定

性上应该认定为盗窃罪ꎬ以确保刑法的准确适用和

对被害人财产权的充分保护ꎮ

４　 结语

本文通过深入分析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服务内容

和法律关系ꎬ揭示了在界定盗窃罪与诈骗罪时的核

心争议ꎮ 研究发现ꎬ尽管第三方支付侵财犯罪可能

涉及欺骗行为ꎬ但因缺乏受骗人的认识错误和财产

的自愿处分ꎬ此类行为更符合盗窃罪的特征ꎮ 最终

得出结论ꎬ第三方支付侵财犯罪应以盗窃罪定性ꎬ而
非诈骗罪或信用卡诈骗罪ꎬ为法律实务和司法裁判

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参考ꎬ并完善了裁判标准ꎬ充分保

护了用户财产权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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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下直播带货虚假宣传的法律规制

余琪琪

(江西理工大学ꎬ江西　 赣州　 ３４１０００)


摘　 要:在数字经济推动下ꎬ直播带货行业飞速崛起ꎬ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违法违规问题ꎬ虚假宣传问题频发ꎬ

对虚假宣传标准模糊ꎬ对直播带货主体定位不清晰ꎬ且科技的发展加大了监管难度ꎬ现有规定也未有明确指导ꎮ 为此ꎬ需要进一

步完善法律法规ꎬ明确直播带货主体身份责任ꎬ明确认定标准ꎬ厘清法律适用ꎬ善用数字技术加强监督管理ꎬ更好地对直播带货虚

假宣传进行法律规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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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新型营销模式ꎬ在数字经济

的推动下实现高速发展ꎬ展现出巨大能量ꎮ 而在一

片繁华之下ꎬ乱象也频频发生ꎬ虚假宣传问题严重ꎬ
给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造成巨大损害ꎬ也给良好

的市场秩序带来损害ꎮ 对此ꎬ有关部门出台了相关

法律法规予以规制ꎬ但因法律法规间存在差异使其

未能在具体实践中发挥有效作用ꎮ 当前相关研究主

要为直播带货整体层面法律问题研究ꎬ从大方向上

研究法律监管规制ꎬ对虚假宣传方面研究较少ꎮ 基

于实践中直播带货虚假宣传行为的频发性和问题的

严峻性ꎬ有必要对直播带货虚假宣传问题进行研究ꎬ
探究如何有效规制虚假宣传ꎬ完善相关法律法规ꎬ更

好地规制直播带货行业ꎬ实现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ꎮ

１　 直播带货虚假宣传行为的类型

直播带货时的虚假宣传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可分

四类:虚假宣传产品的性能质量ꎬ虚假宣传产品的销

售状况、用户体验ꎬ虚假宣传主播的立场及体验ꎬ虚

假宣传商业标识[１]ꎮ

１.１　 虚假宣传产品的性能质量

产品质量是销量王道ꎬ商家为了卖货、为了销量

虚假宣传产品性能质量ꎬ包括对产品过度夸好、吹嘘

它能治病、以次充好鱼目混珠及行业认证标准弄虚

作假等等ꎮ 而主播不客观和有所保留地比较产品质

量功能ꎬ或者用带有歧义的言语有意引导ꎬ使消费者

对产品产生错误认知ꎮ 在此营销模式下消费者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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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到或使用产品时才发现ꎬ消费者维权则重点依

靠售后服务ꎮ
１.２　 虚假宣传产品的销售状况、用户体验

这类虚假宣传实际上是流量造假ꎬ通过购买水

军虚增直播观看量、伪造交易量等刺激消费ꎮ 商家

通过这种方式获利ꎬ但因为不便监管ꎬ对比上一种虚

假宣传更难被发现ꎮ
１.３　 对主播自身立场和体验的虚假宣传

主播的口播和体验对消费者购物有强烈指引作

用ꎬ尤其是知名专业主播ꎬ消费者听信其宣传购买欲

高涨ꎮ 并且有些主播与商家进行合作ꎬ存在利益关

联ꎬ表面似客观比较后的筛选推荐ꎬ实际串通一气ꎮ
无论是市场还是消费者都对这种信息隐瞒难以

辨别ꎮ
１.４　 虚假宣传包装、店铺名称等商业标识

直播带货中虚假宣传商品名称、店铺名等商业

标识ꎬ消费者无须主播说明就自然对商业标识出现

错误认知ꎮ 这在实践中一般表现为冒充出名的商品

标识ꎬ错误引导消费者认为二者有特定联系和销售

抄袭他人设计创意、仿冒他人品牌的产品两种方式ꎮ
而上述两种虚假宣传方式相比ꎬ后者更具隐蔽性ꎬ多
是由被侵权主体发现并介入从而实现权利救济ꎮ

２　 规制直播带货虚假宣传的必要性

集宣传销售为一体是直播带货的突出特点ꎬ这
一特点使消费者深受主播宣传影响ꎬ因此ꎬ如果虚假

宣传就会带来伤害ꎮ 虚假宣传一方面危害产品、服
务或商业活动自身ꎬ另一方面还使消费者被误导并

且使其他经营者利益受损ꎮ 出于市场经济活动原则

的考量ꎬ主播和商家要诚实守信尽职尽责ꎮ 直播带

货给主播和商家带来了高额收益ꎬ主播就要真实宣

传ꎬ商家也要兑现承诺ꎬ主播、商家和消费者遵守合

同规定ꎬ使他人合法权益不受侵害ꎬ社会公正得以彰

显ꎮ 诚实信用原则要求诚信交易ꎬ通过虚假宣传来

骗取消费者和市场的认可显而易见地与之相背离ꎬ
因而有必要对此进行法律规制[２]ꎮ

首先ꎬ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市场竞争环境要求

规制虚假宣传ꎮ 虚假宣传是对商业道德、诚实信用

的巨大冲击ꎬ这种不正当竞争需被法律规制ꎮ 直播

带货虚假宣传行为破坏了行业良好竞争秩序ꎬ危害

深远ꎮ 其次ꎬ竞争者的发展需要规制虚假宣传ꎮ 其

他同行的交易机会和生存空间会被虚假宣传给破

坏ꎬ甚至引起竞相效仿ꎬ给整个直播带货行业的生存

带来沉痛打击ꎬ而它的发展环境也将遭受严重破坏ꎮ
最后ꎬ虚假宣传的有效规制有利于保障消费者合法

权益ꎮ 广大的弱势消费者群体是直播带货虚假宣传

最大的受害者ꎬ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是信息差和网络

交易的局限性造成的ꎬ使其售后艰难ꎬ权益受损ꎬ合
法诉求被驳ꎮ 因此ꎬ需要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ꎬ才能

促进直播带货行业稳健发展ꎮ

３　 法律规制直播带货虚假宣传的障碍

３.１　 直播带货虚假宣传主体定位不明

从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对商业广告

的定义和借鉴美国判例的相关标准综合判断ꎬ多数

直播带货中的商业宣传同商业广告相符ꎮ 直播带货

的法律属性在学界和实践中存在争议ꎬ主要有以下

两种分歧:直播带货是否为商业广告ꎻ是否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３]ꎮ 反对派认为直播带货属

于促销手段而非商业广告ꎻ直播带货集宣传与销售

为一体ꎬ主播做出承诺是要约而非要约邀请ꎬ因此不

属于商业广告ꎻ直播带货更突出商品宣传ꎬ缺少品牌

宣传效应ꎬ因此不属于广告ꎻ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广

告法»中相关主体的架构不能很好支持和兼容直播

带货模式ꎬ直播带货适用其规则体系存在障碍ꎮ
主播的法律定位因其处于直播带货模式ꎬ使广

告主体既有功能错综复杂ꎬ不甚明了ꎮ 所以主播的

身份是广告代言人或是产品经营者还是广告发布

者ꎬ在实践中难以分辨ꎬ妨碍消费者权益保护[４]ꎮ
在实际中各方主体的责任因其直播运营的方式差异

而不同ꎬ消费者可根据具体情况向主播或经营者维

权ꎮ 不可否认主播具有多重身份ꎬ这在学界没有分

歧ꎬ但主播在具体情况下构成商业广告代言人、广告

发布者以及广告经营商的认定存在异议ꎬ这同«禁
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和«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

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中主要规制的对象

略有出入ꎮ 直播带货中的参与主体除了主播ꎬ还有

经营者、直播平台、经纪机构等其他主体ꎬ对这些主

体的责任并未明确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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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直播带货虚假宣传认定标准不明

关于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认定的结果要

件的规定在«征求意见稿»和«暂行规定»第八、九条

中较为模糊ꎮ 虚假和引人误解二者应是并列选择关

系ꎬ对虚假应作限缩解释ꎬ且法律修改也是为了突出

引人误解ꎮ 直播带货构成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

传至少需要达到上述规定中所规定的使消费者或者

相关公众误解的情形和关于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内

容要求ꎮ 现在的法律法规等对引人误解所指对象均

为消费者或相关公众ꎬ比之前的标准更周全ꎬ但是ꎬ
在扰乱竞争秩序的标准上ꎬ二者都没有明确具体的

表述ꎮ 而没有具体明确的认定扰乱竞争秩序标准则

会造成在调整直播带货等新型创新活动时«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无序扩张适用[５]ꎮ
３.３　 直播带货虚假宣传相关法律不协调

直播带货参与主体多ꎬ并且主体的身份复杂多

样重叠交织ꎬ其中牵涉利益广泛ꎮ 直播带货模式发

展的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ꎬ直播带货虚假宣传的判

断辨别因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增加阻力ꎬ负面影响更

大ꎮ 对此ꎬ针对不同监管对象的相关规范文件陆续

由有关部门和行业出台ꎬ指引规制相关行业ꎮ 而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

正当竞争法»是目前适用较多且较为有效的法律ꎮ
虽然«征求意见稿»和«暂行规定»中对网络虚假宣

传行为作了具体的阐述ꎬ但没有具体明确规定违法

认定和适用范围ꎮ 并且其对法律竞合或多个不同法

律法规适用问题也没有具体规定ꎬ例如«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存在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广告法»的规定进行处罚的情形ꎮ
３.４　 直播带货虚假宣传监督治理手段不力

监管机构对直播带货的特征和违法手段的认识

还不够ꎬ因为直播带货被法律规制的时间较短ꎬ并且

网络技术的发展便于虚假宣传ꎬ使监管更困难ꎮ 直

播带货的监管目前仍然要以提升网络平台内部监管

为主ꎬ外部监管一时之间还比较难以发挥作用ꎬ究其

原因为直播带货受众广ꎬ违法辨别意识薄弱ꎮ ①直

播带货虚假宣传的证据提取存在障碍ꎬ直播带货通

常是主播口述和展示ꎬ无文字信息保存ꎬ也不一定有

回放和录屏ꎬ因此虚假宣传的证据保存和提取由于

缺少数据储存而变得艰难ꎮ 对此ꎬ需要多部门协同

合作、结合多标准助力执法部门对直播中虚假宣传

的认定ꎬ为其扫清障碍ꎮ ②多样化的产品和差异化

的标准也使得监管执法困难ꎮ 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

在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领域暂无相关配套规范ꎬ现
有制度在面临相关纠纷时可能无法提供足够支撑ꎮ
因此有必要提高相关机构的监管执法能力来完善对

直播带货虚假宣传的法律规制ꎮ

４　 直播带货虚假宣传法律规制的完善

４.１　 明确直播带货主体身份及责任

要认定直播带货主体的身份以及更好地适用法

律ꎬ就要明确直播带货的法律属性ꎮ 直播带货中除

极少数情形外ꎬ主播的介绍宣传都可认定为商业广

告ꎬ对主播进行身份认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

告法»ꎮ 而有关指导意见规定网络平台通过某些方

式推荐直播活动的也可认定为广告ꎬ网络平台在存

在虚假宣传时身份为广告发布者ꎬ需承担相应的责

任ꎮ «暂行规定»虽然已经将平台经营者纳入管制

中ꎬ但仍需进一步明确网络平台的责任范围ꎮ 规定

中对平台经营者行为限制作出具体规范ꎬ但对其监

管义务无具体表述ꎮ
主播身份的确定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ꎮ ①在

助营模式中ꎬ主播以个人名义为商家带货并且是通过

自身知名度和粉丝量带货时ꎬ其身份可认定为广告代

言人ꎮ 如果主播以个人账号直播带货ꎬ此时其同时为

广告代言人和广告发布者ꎮ 如果主播在经营者账号

直播ꎬ经营者为广告发布者ꎬ个人主播如果参与直播

的具体内容则为广告经营者ꎬ而经营者是否为广告经

营者则要分析其在直播内容中发挥的作用进行辨别ꎮ
相应地ꎬ经纪机构的主播和经纪机构以同样方式确

认ꎮ 但还有一种情况主播也可被认定为广告代言人ꎬ
就是主播是商家指定的且是比较有名的情况ꎮ 而平

台则需要承担相应的监管义务ꎬ因为其为商家提供了

平台服务且同时收取了相应费用ꎮ ②在自营模式中ꎬ
经营商家需要承担相应责任ꎬ因为主播只是员工ꎬ带
货只是职责本分ꎬ主播仅代表商家作为广告主和广告

发布者ꎬ商家仍要承担相应法律后果ꎮ 同样的ꎬ网络

平台依然要承担监管义务ꎬ提供平台服务ꎬ若未提供

引流推广服务ꎬ则监管义务需无差别承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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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明确认定标准

虚假宣传的认定标准在«征求意见稿»和«暂行

规定»中应作严格解释ꎬ«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

竞争法»的适用范围在直播带货中应得以明确ꎬ正
确把握直播带货中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

为ꎬ厘清两个主要适用法及其他法律的关系和适用

范围及方式ꎬ避免扩张适用相互抵触ꎮ 关于扰乱市

场竞争秩序的标准«征求意见稿»和«暂行规定»都
未作明确规定ꎬ那么关于其具体辨别标准的构建可

以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上位

法和规定里的内容来实现ꎮ
４.３　 厘清各法律法规的适用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表述具有相似性ꎬ二者存在

法条竞合ꎮ 实践中适用«广告法»居多ꎬ但仅以«广
告法»适用有失偏颇ꎬ«反不正当竞争法»也要发挥

其作用ꎮ 对它们的关系形成正确认知是非常必要

的ꎬ它们存在法条竞合却各有认定标准和适用范围ꎬ
在消费者保护和同行竞争者保护上发挥各自作用ꎮ
同时为了在实践中明确地认识和适用ꎬ需要厘清各

规定之间的关系ꎬ处理好各规定之间的法律效力和

适用范围ꎮ 虽然有相关文件整理疏通了直播营销中

的违法适用相关法律问题ꎬ起到一定引导作用ꎬ但仍

要加强解决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连接过渡问题和

法律文件碎片化问题[６]ꎮ
４.４　 用科技助力监督管理

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效力通过网络技术的发展

得到了提升ꎮ 网络技术的发展便于监管部门进行数

据监测、识别追踪违法ꎮ 网络平台的监测可以通过设

定敏感词来加强监督主播直播带货产品宣传活动ꎮ
监管部门在认定纠纷时可以依靠云存储对直播带货

录播储存作为证据认定ꎮ 当然应以各经营者直播带

货的不同情况进行信息分类分级监管ꎬ毕竟实践中具

体情况不同、技术也有限ꎮ 也可参照店铺评分对直播

带货进行动态监测ꎬ进行信用评估ꎬ以便问题得到及

时有效地应对ꎮ 与此同时ꎬ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要

提高监管能力和执法水平ꎬ深入学习相关法律法规、
政策文件ꎮ 此外ꎬ还要加强行业自律诚信建设ꎮ 这也

需要多方主体携手共进ꎬ有效落实监管ꎮ

５　 结语

直播带货对促进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ꎬ但虚假

宣传乱象频发也给市场竞争秩序和消费者权益带来

冲击ꎬ所以需要法律的监管ꎮ 现有法律对其规制仍

有不足ꎬ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法律规章规范的出台ꎬ将
会更清晰严格ꎮ 同时ꎬ网络技术的发展也给监管以

良好的技术支持ꎮ 对直播带货行业ꎬ需要进一步完

善立法并有效落实ꎬ促进行业良性发展ꎬ更好地维护

公正和规范市场秩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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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是衡量女性在社会生产中地位的重要依据ꎬ关乎社会的进步和可持续发展ꎮ 研究基于世界银行

数据库统计数据ꎬ考察了我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变化规律ꎮ 结果显示ꎬ我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整体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ꎬ同时

呈现出较为缓慢的下降趋势ꎮ 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受到年龄、受教育程度、生育决策、家庭收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ꎮ 国家可以通过

制定有利于女性就业的政策、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等措施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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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ꎬ女性已然成为社会劳动

力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不仅能够

增加家庭收入、提高生活质量ꎬ而且对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ꎮ 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是

衡量女性劳动力的重要指标ꎬ反映着女性的社会地

位尤其是在社会生产方面的地位ꎮ

１　 概念界定

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指 １５ 岁以上(含 １５ 岁)的

适龄女性劳动人口中ꎬ女性经济活动人口所占的比

例ꎬ通常用女性经济活动人口数÷女性劳动年龄人

口数×１００％ 来计算[１]ꎮ 这里的经济活动人口包括

已参加工作的人口和失业正在找工作的人口ꎬ不包

括免费工作者、家庭工作者还有学生ꎮ 女性劳动力

参与率是衡量女性在社会生产中地位的重要依据ꎬ
不仅影响男女平等和社会稳定ꎬ也会关乎社会的进

步和可持续发展ꎮ
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不仅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态势

等宏观经济政策和发展趋势的影响ꎬ还受到个人因

素、家庭收入、生育情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制约ꎮ 随

着我国经济的转型、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以及国

—７６１—



市场周刊

家生育政策的调整ꎬ我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呈现出

缓慢的下降趋势ꎬ这必然会对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以

及经济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ꎮ 因此ꎬ考察我国女性

劳动力参与率的变化规律ꎬ从家庭视角对相关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ꎬ进而制定相应的政策ꎬ对改善女性就

业、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

意义ꎮ

２　 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变化

２.１　 中国女性劳动力总体状况

经济转型期ꎬ我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整体处于

相对较高的水平ꎬ同时也呈现出较为缓慢的下降趋

势ꎮ 世界银行数据库统计数据显示ꎬ２００８ 年我国女

性劳动力人口数为 ３４４ ００１ １６５ꎬ到 ２０１７ 年我国女性

劳动力人口数降为 ３４３ ４２９ ２７７(表 １)ꎮ ２００８ 年ꎬ女
性劳动力参与率为 ７０.６５７％ ꎬ２０１７ 年则下降到了 ６８.
８４０％ ꎬ１０ 年间下降了 １.８１７ 个百分点(图 １)ꎮ

表 １　 我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

年份
女性劳动力
人口数 / 人

女性劳动力
参与率 / ％

男性劳动力
参与率 / ％

２００８ ３４４ ００１ １６５ ７０.６５７ ８３.７４５
２００９ ３４３ ９７８ ２９６ ７０.１６２ ８３.５３８
２０１０ ３４３ ２７２ ３５３ ６９.６３６ ８３.２９５
２０１１ ３４４ １７５ ４１２ ６９.４９６ ８３.１８２
２０１２ ３４４ ７４８ １０５ ６９.３８６ ８３.０９
２０１３ ３４５ ０７８ ０８３ ６９.３０９ ８３
２０１４ ３４５ １３１ ８６９ ６９.２２８ ８２.９２８
２０１５ ３４４ ９５７ ５５８ ６９.１４２ ８２.８６９
２０１６ ３４４ ４８８ ０８９ ６９.０４０ ８２.８１２
２０１７ ３４３ ４２９ ２７７ ６８.８４０ ８２.８４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ꎮ

２.２　 男女两性劳动力参与率的比较

我国男性劳动力参与率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变

化趋势一致ꎬ都处于下降趋势ꎮ 男性劳动力参与率

也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８３. ７４５％ 降为 ２０１７ 年的 ８２. ８４４％
(表 １)ꎮ 但是ꎬ从男女两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对比来

看ꎬ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明显比男性劳动力参与率要

低一些ꎬ且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下降速度更快ꎬ明显高

于男性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速度(图 １)ꎮ 女性劳动

力参与率比男性劳动力参与率有更大幅度的下降ꎬ
这使得男女两性劳动力参与率之间的差距逐渐

拉大ꎮ

图 １　 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变化趋势

２.３　 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跨国比较

我国劳动力参与率虽然有相对比较缓慢的下降

趋势ꎬ但是仍然比世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平均水平

高出 １５ 个以上的百分比ꎮ 即便与美国、日本等发达

国家相比ꎬ我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依然处于相对较

高的水平(表 ２)ꎮ
表 ２　 世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

年份 世界 美国 日本 中国
新加
坡

英国
澳大
利亚

德国

２００８ ５４.９４６ ６８.１５４ ６２.０８２ ７０.６５７ ６２.４８１ ６９.１９２ ６９.９６７６９.６７５
２００９ ５４.６０３ ６７.８０８ ６２.８３８ ７０.１６２ ６２.０９５ ６９.２９９ ７０.１２１７０.３７１
２０１０ ５４.１１１ ６７.１４３ ６３.１７７ ６９.６３６ ６３.３７８ ６９.２００ ６９.９５４７０.８７４
２０１１ ５３.９２２ ６６.５６５ ６３.１８９ ６９.４９６ ６４.０４４ ６９.４５４ ７０.４２２７１.９８９
２０１２ ５３.７８２ ６６.４０１ ６３.６４０ ６９.３８６ ６５.０１７ ７０.０１９ ７０.３２４７１.９８３
２０１３ ５３.８０１ ６６.０２５ ６５.１３９ ６９.３０９ ６５.４１６ ７０.６７２ ７０.３９４７２.７００
２０１４ ５３.７７６ ６６.００６ ６６.０８４ ６９.２２８ ６６.８６１ ７１.１６５ ７０.５１０７２.９３９
２０１５ ５３.７７７ ６５.８６５ ６６.８４８ ６９.１４２ ６８.２９８ ７１.５５９ ７１.２３６７３.０９１
２０１６ ５３.９６１ ６６.２８５ ６８.１３２ ６９.０４０ ６８.４５２ ７２.０５５ ７１.６０９７３.５５２
２０１７ ５３.８６４ ６６.１９１ ６８.４１７ ６８.８４０ ６８.６４７ ７２.２２２ ７１.７８４７３.７５９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ꎮ

世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平均水平亦呈现下降趋

势ꎬ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显示ꎬ世界女性劳动力参与

率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５４.９４６％ 降为 ２０１７ 年的 ５３.８６４％ꎬ下
降了 １.０８２ 个百分点ꎮ 而我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则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７０.６５７％下降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６８.８４０％ꎬ下降了

１.８１７ 个百分点ꎮ 除美国外ꎬ日本、新加坡、英国、澳大

利亚、德国等国家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均呈逐年上升趋

势ꎮ ２００８ 年ꎬ这几个国家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水平均低

于我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ꎬ但到 ２０１７ 年英国、澳大利

亚、德国等国家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水平均高于我

国ꎮ 即便是女性参与率一直比较低的新加坡、日本也

和我国基本持平(图 ２)ꎮ 尽管我国女性劳动力参与

率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ꎬ但总体呈持续下降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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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１７ 年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比较

３　 影响因素分析

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变化受到很多因素的影

响ꎮ 除了经济发展水平等宏观因素外ꎬ女性个人因

素、生育决策、家庭经济状况等家庭层面的原因也会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大小ꎮ
３.１　 个人因素

首先ꎬ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劳动力供给之间呈正

相关ꎮ 文化程度越高的女性ꎬ参与市场劳动的可能

性越高ꎻ而文化程度越低的女性ꎬ参与市场劳动的可

能性也越低[２]ꎮ 这可能是由于受教育程度高的女

性ꎬ自我实现的愿望强烈ꎬ所以她们迫切参与社会劳

动实现自我价值ꎬ从而导致劳动力参与率升高ꎮ
其次ꎬ年龄也是影响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重要

因素ꎮ 年龄越大的人ꎬ在激烈的工作竞争中越处于

不利地位ꎬ更容易失去工作ꎮ 离开原有的工作岗位

后ꎬ再应聘获得新工作的机会大大降低ꎬ遭受更大的

挫折ꎮ 因而年龄越高ꎬ其劳动生产率就越低ꎬ这对女

性劳动力的影响尤为显著ꎮ 唐鑛和陈士芳[３] 研究

发现ꎬ城镇已婚女性劳动供给与年龄之间呈显著负

相关ꎬ总体说来ꎬ年龄越大的女性ꎬ参与市场劳动的

时间就越短ꎮ 但也有研究发现ꎬ已婚女性劳动力参

与率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ꎬ当达到一定年龄时

则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ꎬ而后再随着年龄的增加呈

现出下降趋势[４－５]ꎮ
３.２　 生育决策

生育行为本身会增加一个家庭的生育成本ꎬ而
由此所带来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等则主要由女性

承担ꎬ从而增加她们的工作—家庭冲突ꎮ Ｂｏｗｅｎ 和

Ｆｉｎｎｅｇａｎ[６]研究发现ꎬ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与子女

的数量之间呈负相关ꎮ 子女数量越多的女性参与市

场劳动的时间越少ꎻ子女数量越少的女性参与市场

劳动的时间越多ꎮ 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ꎬ养育负担

增重ꎬ直接导致女性逐渐离开劳动力市场ꎮ 只有当

孩子长到 １３ 岁左右时ꎬ生育决策对已婚女性劳动力

供给的影响才会逐渐减弱ꎬ乃至消失[７]ꎮ Ｈａｌｌｂｅｒｇ

和 Ｋｌｅｖｍａｒｋｅｎ[８]发现ꎬ父母双方在市场劳动和照顾

孩子之间的选择是互相影响的ꎮ 父母一方工作时间

的增长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伴侣陪伴孩子的时

间ꎮ 通常情况下ꎬ丈夫参与市场劳动时间较长ꎬ这使

得妻子被动减少工作时间来照料孩子ꎬ从而导致女

性劳动力参与率的降低ꎮ 我国二孩政策实施以来ꎬ
生育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缩减了女性参与市场劳

动的时间ꎬ降低了女性劳动力参与率ꎮ

３.３　 家庭经济收入

劳动经济学一般理论认为ꎬ已婚女性劳动力供

给会受到丈夫的工资收入水平等家庭经济状况的影

响[３]ꎮ 由于女性平均薪资水平普遍低于男性ꎬ因而

家庭分工中更多地呈现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

式ꎮ 同时ꎬ当女性薪资低于男性时ꎬ女性会主动减少

参与市场劳动的时间ꎬ增加参与家务劳动的时间ꎮ
在夫妻双方收入和就业差距很大的情况下ꎬ女性则

更可能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ꎬ专门从事家庭生产劳

动ꎬ以便实现家庭联合效用的最大化ꎮ 男女两性在

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和薪资差距的扩大ꎬ使得我国

女性会减缩参与市场劳动的时间ꎬ进而降低我国女

性劳动力参与率ꎮ

姚先国和谭岚[９] 通过结构性数据分析发现ꎬ虽

然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与丈夫收入的提高紧密

相关ꎬ但丈夫收入高并不能充分解释女性劳动力参

与率的变化ꎮ 已婚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下降最多的家

庭并非丈夫收入增长最快的家庭ꎬ而且已婚女性劳

动力参与率下降最快的时期也并非男性收入增长最

迅速的时期ꎮ 郭晓杰[２] 研究发现ꎬ随着时间的推

移ꎬ已婚女性劳动力的供给决策受到配偶收入高低

的影响也越来越小ꎮ

４　 结语

合理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

重要的促进作用ꎮ 与其他国家相比ꎬ我国女性劳动

力参与率较高ꎮ 但不容忽视的是ꎬ近年来我国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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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参与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ꎮ 这势必会导致劳

动力市场失衡ꎬ进而影响经济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ꎮ
在分析我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

素的基础上ꎬ制定有利于女性就业的政策ꎬ提高女性

劳动力参与率ꎬ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除了完善社

会保障外ꎬ国家可以通过创新发展灵活就业形式、开
展免费专业就业培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建设学前

教育机构等形式ꎬ为女性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环境ꎬ
使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保持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ꎬ努
力构建和谐共融的劳动关系ꎬ促进和谐社会建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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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推进ꎬ新

质生产力作为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ꎬ正逐步

取代传统生产力模式ꎬ成为引领产业升级和经济发

展的关键力量ꎮ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ꎬ以

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ꎬ不仅深刻改变了生

产方式、产业结构ꎬ也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综合素

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产业工人队伍作为新质生产

力的基石和创新驱动的中坚力量ꎬ其技能水平和创

新能力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ꎮ 因此ꎬ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ꎬ加强和完善产业

工人队伍培训体系对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ꎮ

１　 文献综述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７ 日ꎬ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主持

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ꎬ会上首次提

出“新质生产力”ꎬ指明东北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

“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ꎬ积极培育未来产业ꎬ加快形成新质

生产力ꎬ增强发展新动能[１] ”ꎮ 从本质上看ꎬ新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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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周刊

产力是创新驱动而不是资本驱动的生产力ꎻ从价值

上看ꎬ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ꎻ从生

成上看ꎬ新质生产力是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

中形成的生产力[２]ꎮ
产业工人队伍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力量ꎬ其

技能水平和创新能力直接关系到产业的发展和竞争

力[３]ꎮ 不同于传统的以简单重复劳动为主的普通

工人ꎬ参与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往往是能够充分利

用现代技术、适应现代高端先进设备、具备知识快速

迭代能力的新型人才[４]ꎮ 随着高质量发展的推进ꎬ
面对新技术、新设备和新工艺ꎬ新生代产业工人为适

应新环境必须持续性提升自身职业技能ꎮ 关于产业

工人队伍培训体系的研究ꎬ尉迟文珠[５] 提出应建立

政府、企业组织、工会与院校合作共建的产业工人培

训体系ꎬ培育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ꎬ提升产业工人

的职业社会影响力ꎮ 为加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ꎬ要
以思想政治建设为核心ꎬ发挥职业教育主阵地作用ꎬ
构建技能培训体系ꎬ以提升产业工人技能素质[６]ꎮ

当前ꎬ关于产业工人队伍培训体系的研究已经

取得了丰硕成果ꎬ但仍缺乏对新质生产力特殊需求

的深入分析和针对性解决方案ꎮ

２　 新质生产力对产业工人队伍的影响分析

２.１　 新质生产力对产业工人的技能要求不断

提高

新质生产力强调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ꎬ这直接

导致产业工人需要具备更高的技能水平ꎮ 随着人工

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广泛应用ꎬ部

分传统岗位已然被自动化和智能化设备而取代ꎬ但
同时一些新的技术岗位应运而生ꎮ 这些新岗位不仅

需要产业工人掌握传统技能ꎬ还需具备数字技能、信
息技术等新兴知识ꎮ 因此ꎬ产业工人队伍必须不断

学习新知识、新技能ꎬ掌握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

的使用能力ꎬ来适应当下的工作环境和岗位要求ꎮ

２.２　 新质生产力助推岗位结构持续变化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ꎬ产业结构不断升

级ꎬ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相互融合ꎬ从而催生出许多

新兴职业和岗位ꎮ 这种变化导致产业工人队伍的岗

位结构也在不断调整ꎮ 其中一些传统岗位ꎬ特别是

技术含量低、重复性高的岗位在逐渐减少ꎬ甚至消

失ꎬ随之而来的一些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岗位

在不断涌现ꎬ这些新兴岗位的出现对产业工人的技

能水平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ꎬ但也为产业

工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ꎮ

２.３　 新质生产力促使工作环境接续改善

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ꎬ随着生产方

式的变革ꎬ其工作环境也变得更加智能化、数字化和

自动化ꎮ 一方面ꎬ产业工人需要适应这种新的工作

环境ꎬ学会使用新的生产设备和工具ꎬ掌握新的工作

方法和流程ꎻ另一方面ꎬ随着工作环境的改善和生产

效率的提高ꎬ产业工人的工作强度和压力也会得到

一定程度的缓解ꎮ 然而ꎬ这也要求产业工人队伍需

要具备更强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ꎬ来应对不断变

化的工作环境ꎮ

２.４ 　 新质生产力推动职业发展的路径逐步

拓宽

随着新兴产业的崛起和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ꎬ

产业工人有更多的机会在不同领域和岗位上展示自

己的才能和实力ꎬ这也为产业工人提供了更广阔、更

多元化的职业发展路径ꎮ 同时随着职业技能培训体

系的不断完善和职业技能认证制度的建立ꎬ产业工

人可以通过不断学习和提升技能水平来获得更好的

职业发展机会和待遇ꎮ

３　 产业工人队伍培训体系存在的问题分析

３.１　 培训体系系统性不强

系统的培训体系不仅是组织发展的重要支撑ꎬ
也是产业工人成长和成功的基石ꎮ 然而对产业工人

队伍这个群体来说ꎬ由于其工作性质及企业的重视

程度不足较难获得系统性的培训机会和资源ꎬ从而

更多地依赖碎片化的培训来满足自身的学习需求ꎮ
而碎片化的培训项目往往各自为政ꎬ缺乏统一的目

标和规划ꎬ必然会导致培训内容重复或遗漏ꎬ也使得

各个环节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和协同ꎮ 同时面对新质

生产力的发展ꎬ部分企业还没有意识到产业工人需

要系统的培训来不断增强组织与个人的竞争力ꎬ所
以安排的培训活动较为零散、不连贯ꎬ缺乏科学性和

有效性ꎬ进而难以达到整体培训效果ꎮ 另外ꎬ面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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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变革的挑战ꎬ传统的培训模式往往难以适应新的

需求ꎬ创新不足的培训模式也不易激发产业工人的

学习兴趣和积极性ꎬ造成学员的参与度不高ꎬ整体学

习氛围淡薄ꎬ从而限制了产业工人的发展潜力和职

业竞争力ꎮ
３.２　 技术人才与培训体系衔接不畅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大量高素质技术人才的

支撑与保障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ꎬ我国

高技能人才仅占就业人口总量的 ７％ ꎬ远低于 ４０％ ~

５０％的水平ꎬ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 ２

以上ꎬ技能型人才缺口高达 ２ ０００ 万人[３]ꎮ 由此可

知ꎬ目前我国产业工人队伍仍存在技能素质总体不

高、技术工人总量不足等问题ꎮ 当前培训体系与市

场需求之间的衔接不畅造成了技术人才短缺ꎬ从而

加剧了企业在面对技术变革时缺乏足够的人才储备

和支撑力量ꎬ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ꎮ

同时ꎬ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ꎬ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层出不穷ꎬ知识更新速度空前加快ꎮ 然而当下的培

训体系往往难以跟上技术迭代的速度ꎬ导致培训内

容相对滞后于实际需求ꎬ由此便会使产业工人队伍

难以掌握最新的生产技能和技术知识ꎬ从而影响生

产效率和产品质量ꎮ 再者ꎬ新质生产力的生产技术

往往具有高度复杂性和跨学科性ꎬ要求产业工人必

须面对更加复杂的工作环境和任务ꎬ需要产业工人

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和技能ꎮ 然而ꎬ传统的培训体系

往往侧重于单一技能或某一领域内的知识传授ꎬ难

以满足跨学科融合的需求ꎬ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持和

指导ꎬ最终导致产业工人队伍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

遇到较多难题ꎮ
３.３　 企业文化和培训体系之间存在脱节

理念认知差异导致企业文化和培训体系之间存

在脱节ꎮ 企业文化往往反映了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经营理念和发展方向ꎮ 然而ꎬ在新质生产力快速发

展的过程中ꎬ如果企业文化理念滞后ꎬ未能及时更

新ꎬ且仍停留在传统生产模式的理念上ꎬ就会导致与

现代化、科技化、创新化的培训体系产生认知差异ꎮ

培训体系应该根据市场变化、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

的需求进行设计ꎮ 而部分企业的培训体系超前于企

业文化的变革ꎬ那么就会出现“理念先行ꎬ文化滞

后”的现象ꎬ进而导致培训体系难以在企业内部得

到有效推广和实施ꎮ 同时ꎬ在制定培训内容的过程

中ꎬ若是培训设计者对企业文化的理解不够深入ꎬ或

者过于追求技术性和实用性ꎬ也会导致培训内容与

企业文化的融合度不高ꎬ加剧培训内容与企业文化

相脱节ꎮ

４　 产业工人队伍培训体系优化建议

４.１　 加强培训体系的系统性

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ꎬ加强培训体系的系统性

对确保培训效果的最大化、促进员工职业发展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因此本文针对产业工人队伍培训

体系系统性不强提出如下优化建议:首先ꎬ根据产业

工人队伍的实际需求和发展趋势ꎬ建立完善的培训

体系框架ꎬ明确培训目标、内容、方式和考核标准ꎮ

在设计培训内容、方式、时间等方面要进行科学合理

安排ꎬ使各个培训活动能成为紧密的连续体ꎬ从而形

成整体培训效果ꎮ 其次ꎬ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估标准

和方法ꎬ对培训效果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ꎬ从而了

解培训带给产业工人和企业的实际价值ꎮ 具体可通

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收集学员对培训内容的反

馈意见ꎬ及时了解学员的学习需求和期望ꎮ 根据评

估结果和学员反馈意见ꎬ对培训方案进行持续改进

和优化ꎬ以此提高培训的质量和效果ꎬ确保培训体系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ꎬ从而形成系统性培训体系ꎮ

４.２　 搭建技术人才与培训体系的桥梁

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ꎬ搭建技术人才与培训体

系的桥梁ꎬ可以有效助推产业工人个人技能成长、企

业竞争力提升以及行业与社会科技进步ꎮ 针对技术

人才与培训体系衔接不畅ꎬ首先ꎬ必须紧跟技术发展

趋势ꎬ及时更新培训内容ꎮ 根据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方向和产业升级的需求ꎬ明确产业工人培训的目标

和重点ꎬ确保培训内容与实际需求相契合ꎮ 同时在

培训中可以引入实际工作中的技术案例ꎬ帮助产业

工人更好地理解技术原理和应用场景ꎬ提升实战能

力ꎮ 也可以增加跨学科培训ꎬ鼓励其掌握多种技能ꎬ

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工作环境ꎮ 其次ꎬ必须紧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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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变化ꎬ及时创新培训模式ꎮ 可以推行企业新型

学徒制ꎬ鼓励企业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ꎬ通过师傅带

徒弟的方式ꎬ加快技能传承和创新ꎮ 可以利用互联

网平台开展线上培训活动ꎬ为产业工人提供不受时

空限制的学习方式ꎮ 同时可以将虚拟现实(ＶＲ)与

增强现实(ＡＲ)技术结合起来ꎬ为产业工人创建虚拟

工作场景ꎬ打造全方位学习沉浸环境ꎬ从而增强学员

培训效果ꎮ 另外也可以根据学员的学习习惯和进

度ꎬ为其定制个性化的学习路径ꎬ提供差异化的学习

资源和支持ꎮ

４.３　 推动企业文化和培训体系相融合

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ꎬ推动企业文化和培训体

系相融合对助力企业可持续发展、增强产业工人的

归属感具有重要意义ꎮ 针对企业文化和培训体系之

间存在脱节ꎬ本文提出如下建议:首先ꎬ积极构建与

企业文化相契合的培训体系ꎮ 将企业文化中的核心

价值观、愿景和使命融入培训课程中ꎬ并确保培训理

念、培训目标与企业价值观相一致ꎬ使产业工人在提

升技能的同时ꎬ加深对企业文化的理解和认同ꎮ 其

次ꎬ努力实现企业文化与培训体系的有效融合ꎮ 企

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和战略目标ꎬ制定符合

企业文化特色的培训体系融合策略ꎮ 为确保培训体

系与企业文化的高度契合ꎬ可以通过部门之间的沟

通和协作ꎬ形成合力从而推动融合工作的顺利开展ꎬ

统筹协调企业文化与培训体系相融合ꎮ 同时ꎬ在融

合工作进行过程中ꎬ可以鼓励员工提出意见和建议ꎬ

通过定期评估和反馈ꎬ及时发现问题和不足并加以

改进ꎬ为融合工作的持续优化提供有力支持ꎮ

５　 结语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产业工人队伍具备更高

的技能水平、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ꎬ通过加强和完善

培训体系ꎬ可以确保产业工人掌握最新的技术知识

和操作技能ꎬ满足新质生产力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

求ꎮ 因此ꎬ为了提升培训效果并满足新质生产力对

产业工人的要求ꎬ本文从多个维度入手对当前的培

训体系进行了优化ꎮ 然而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ꎬ未

来仍需不断地深入研究ꎬ来构建更加科学、高效和人

性化的产业工人队伍培训体系ꎬ只有这样才能持续

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ꎬ为新质生产力的发

展和形成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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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市场变化对高校学生职业规划的影响分析

徐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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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ꎬ随着就业市场的快速变化ꎬ高校学生的职业规划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ꎮ 技术革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就业

需求结构的变化ꎬ直接影响学生的职业选择和规划ꎮ 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和竞争加剧ꎬ促使学生在职业规划中更加注重技能培

养、灵活性以及多元化发展ꎮ 与此同时ꎬ政府政策的引导、高校职业教育的优化以及市场动态的反馈ꎬ进一步推动了学生调整职

业规划的方向ꎮ 基于数据分析与实证研究ꎬ文章提出了适应市场变化的职业规划建议ꎬ以帮助高校学生更好地应对就业环境的

复杂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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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技术革新加快ꎬ就

业市场发生了显著变革ꎬ新兴产业的崛起和产业结

构的调整影响了企业对人才的需求ꎮ 这对高校学生

的职业规划提出了新的挑战ꎬ促使他们更加注重跨

学科知识和灵活应对能力的培养ꎮ 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加大了对创新型、复合型人

才的需求ꎬ全球化进程也提升了对国际视野和多元

文化能力的要求ꎮ 高校教育体系需通过课程优化、

实践教学等方式ꎬ帮助学生应对这些变化ꎬ提升就业

竞争力ꎮ

１　 就业市场变化的现状分析

１.１　 技术革新对就业需求的影响

随着技术的快速进步ꎬ特别是人工智能、自动化

和大数据的广泛应用ꎬ就业市场的需求结构发生了

深刻变化ꎮ 大量低技能岗位逐渐被机器和算法替

代ꎬ制造业和服务业尤为显著ꎮ 自动化技术虽然提

高了生产效率ꎬ但减少了对基础性、重复性工作的依

赖ꎬ企业对能够操作复杂系统、分析大数据并具备创

新能力的高技能人才需求大幅增加ꎮ 这一变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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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职业规划中更加关注技术进步ꎬ提升与新兴

技术相关的技能ꎮ 同时技术革新推动了信息技术、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ꎬ催生了大

量新岗位ꎬ学生需具备扎实的技术基础才能在这些

领域中找到理想的工作ꎮ

１.２　 产业结构调整与人才需求变化

就业市场的深刻转型很大程度上源于产业结构

的变化ꎮ 全球经济逐渐从制造业主导过渡到服务业

和知识经济主导ꎬ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ꎬ推动了

金融、咨询、医疗保健等高附加值行业对高级服务人

才需求的快速增长ꎮ 未来对服务型人才的需求将继

续增加ꎬ学生在职业规划中不仅需要扎实的专业知

识ꎬ还要注重服务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ꎮ 同时ꎬ尽

管传统制造业受到自动化和技术进步的冲击ꎬ但智

能制造和高端制造的兴起为技术型人才创造了新的

机会ꎬ学生需要密切关注这些变化ꎬ选择与新兴产业

契合的专业方向ꎮ

１.３　 政府政策与市场导向的作用

就业市场的变化不仅由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驱

动ꎬ政府政策也发挥着关键作用ꎮ 为应对技术进步

的影响ꎬ许多国家出台了支持创新创业和产业升级

的政策ꎬ既引导了高校人才培养方向ꎬ也为毕业生提

供更多就业机会ꎮ 在中国ꎬ“双创”政策为学生创造

了广阔的创业空间ꎬ政府通过资金支持和平台建设

鼓励自主创业[１]ꎮ 同时ꎬ国家加大了职业技能培训

和校企合作的投入ꎬ推动绿色经济、智能制造等领域

的发展ꎮ 学生在职业规划中需紧跟国家战略ꎬ选择

与政策导向相符的行业ꎬ以提高未来的竞争力ꎮ

２　 高校学生应对就业市场变化的职业规划

策略

２.１　 技能提升与职业教育的融合

面对快速变化的就业市场ꎬ高校学生需重视技

能提升ꎬ尤其是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背景下ꎮ

高技能人才需求的增长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基

础和跨学科的综合能力ꎮ 通过参与实习、实训项目

及创新创业等实践活动ꎬ学生能够提升专业技能ꎬ同

时培养沟通、团队协作和问题解决等软技能ꎬ这些能

力在就业市场中同样重要ꎮ 高校也应紧跟市场需

求ꎬ优化课程设置ꎬ提供与行业技术发展相匹配的课

程ꎬ并通过校企合作让学生获得实践经验ꎬ从而帮助

他们更好地适应工作岗位的需求ꎬ增强职业适应力ꎮ

２.２　 多元化发展路径与灵活性规划

当前就业市场的复杂性要求学生在职业规划中

具备灵活性和多元化思维ꎬ不应局限于单一领域ꎬ而

是要具备跨行业发展的能力ꎮ 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

变化ꎬ职业跨界融合愈发普遍ꎬ“斜杠青年”的多技

能优势备受认可ꎮ 学生应具备适应不同环境和行业

转型的能力ꎬ以应对未来的挑战ꎮ 通过发展副业、兼

职或学习新兴领域的知识ꎬ学生可以增强对不同行

业的适应能力ꎬ并在不确定的市场中提高竞争

力[２]ꎮ 在选择职业路径时ꎬ学生应注重长期规划ꎬ

平衡个人兴趣、市场需求与职业前景ꎬ及时调整方

向ꎬ抓住新兴行业的机会ꎮ

２.３　 实践经验与市场需求相结合

在就业过程中ꎬ企业越来越重视学生的实践经

验ꎬ单凭学术成绩和证书已不足以吸引用人单位ꎮ

实习经历、项目经验和社会实践成为衡量学生能力

的重要指标ꎮ 因此ꎬ学生应注重积累实践经验ꎬ将理

论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ꎮ 通过参与实习ꎬ学生能

够深入了解行业运作和工作流程ꎬ明确自己的职业

兴趣和发展方向ꎮ 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ꎬ学生在职

业规划中应密切关注行业动态ꎬ了解热门趋势ꎮ 人

工智能、云计算、绿色能源等领域人才需求激增ꎬ学

生应提前做好准备ꎬ强化相关技能ꎬ以提高在新兴行

业中的竞争力ꎮ

３　 政策与高校教育的支持作用

３.１　 政府政策对职业规划的引导

政府政策在高校学生职业规划中起着重要作

用ꎮ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革新ꎬ国家不断出台

政策ꎬ引导人才培养模式转型ꎬ实现就业市场供需平

衡ꎮ 这些政策为学生提供明确的职业选择方向ꎬ并

给予他们更多支持ꎮ 国家大力推进“双创”政策ꎬ通

过税收优惠、创业基金等方式ꎬ鼓励学生创新创业ꎬ

特别是在新兴产业和技术领域ꎬ创造更多实践机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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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政府推动职业技能培训、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ꎬ

并加大对毕业生的就业支持ꎬ如对 ５Ｇ、人工智能等

新基建领域的支持ꎬ为学生带来了新的就业增长点ꎮ

３.２　 高校职业教育课程的优化与改革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ꎬ其教育体系的改革

直接影响学生的职业规划ꎮ 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就

业市场ꎬ高校逐渐从传统的学术导向转向市场需求

导向ꎬ打破了原有的教育模式ꎮ 通过加强与企业的

合作ꎬ促进产学研结合ꎬ高校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具针

对性的课程ꎮ 如许多高校已经开设了人工智能、大

数据、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的专业课程ꎬ以满足市场

对高素质技术人才的需求ꎮ 此外ꎬ高校还提供跨学

科课程ꎬ帮助学生具备多学科能力ꎬ从而为他们提供

更多元的职业选择ꎮ

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另一个重点是强化实践教

学ꎮ 为让学生在毕业前就具备实践能力ꎬ高校与企

业展开了多种合作形式ꎬ如联合办学、定制化培训项

目以及实习机会等ꎮ 这些实践教学项目不仅让学生

了解行业的实际需求ꎬ还能帮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

积累经验ꎬ提升职业适应性ꎮ 通过这些改革ꎬ高校职

业教育与就业市场更加紧密结合ꎬ有效提高了毕业

生的就业竞争力和职业发展潜力ꎮ

３.３　 校企合作与实践平台的搭建

校企合作已成为高校职业教育中的关键环节ꎬ

为学生提供了大量实践机会和发展平台ꎮ 通过与企

业的深度合作ꎬ高校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实习机会ꎬ还

让他们直接参与企业的研发和项目管理工作ꎮ 许多

高校通过建立合作基地、联合实验室等方式ꎬ与知名

企业达成长期合作ꎬ使学生能够尽早接触实际工作

环境ꎬ提升职业素养和就业能力[３]ꎮ 这种合作不仅

让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ꎬ还帮助他们建立职

业网络ꎬ为未来的就业提供了有力支持ꎮ

企业的参与不仅帮助高校优化课程设置ꎬ还推

动了教学内容的更新ꎮ 随着行业技术的快速发展ꎬ

企业为高校提供了最新的行业动态和技术信息ꎬ帮

助高校根据市场需求调整教学方向ꎮ 这种双向互动

提升了高校教育的前瞻性ꎬ也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

力和创新思维ꎬ帮助他们更快适应职场需求ꎮ 此外ꎬ

校企合作项目还帮助学生更早地了解不同职业的要

求ꎬ明确职业目标ꎬ减少未来职业发展的盲目性ꎬ提

高职业规划的准确性和有效性ꎮ

４　 数据分析与实证研究

４.１　 就业市场变化对高校学生职业规划的影

响实证数据分析

为了了解就业市场变化对高校学生职业规划的

影响ꎬ近年来研究机构和高校进行了大量数据采集

与分析ꎮ 通过对毕业生就业数据、招聘岗位变化趋

势及学生职业选择的研究ꎬ揭示了就业市场的动态

变化如何影响学生决策ꎮ 数据显示ꎬ新兴产业的快

速发展显著改变了毕业生的就业选择ꎮ 以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对人才需求

不断增长ꎬ招聘企业对技术能力的要求也逐年提高ꎮ

超过 ４０％的工科毕业生选择进入信息技术、智能制

造等行业ꎬ而传统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吸引力有所

下降ꎮ

不同行业的就业稳定性和薪酬水平对学生的职

业规划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金融、医疗等高薪行业竞

争激烈ꎬ吸引了许多学生将其作为优先选择ꎬ而具备

更高就业稳定性的行业也备受关注ꎬ特别是在市场

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ꎬ部分学生倾向于选择公务

员或继续深造[４]ꎮ 疫情期间ꎬ考研和考公务员的学

生比例明显增加ꎬ表明不确定性因素对职业规划产

生了直接影响ꎬ学生希望通过提升学历或进入稳定

的职业领域应对未来的就业风险ꎮ

４.２　 全球化进程与跨国企业对人才的需求

就业市场的变化直接影响着高校学生的职业规

划ꎮ 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ꎬ新兴领域的

快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升级ꎬ不仅要求扎实的

专业技能ꎬ还强调跨学科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ꎮ

理论上ꎬ随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崛起ꎬ传

统岗位逐渐被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新兴岗位替代ꎬ这

一趋势促使高校不断优化课程设置ꎬ并调整教育模

式以适应市场的需求变化[５]ꎮ 同时ꎬ职业规划理论

表明ꎬ高校学生需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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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ꎬ关注市场动态ꎬ选择能够与新兴产业发展相契

合的职业方向ꎬ以提升未来的竞争力ꎮ

跨国公司和外资企业在金融、管理等领域的吸

引力也较大ꎮ 具备国际视野、语言能力和跨文化沟

通能力的毕业生更容易在这些企业中找到工作ꎮ 由

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ꎬ很多学生在职业规划中更加

注重国际化经验和相关能力的培养ꎬ以提升在这些

高需求行业中的竞争力ꎮ

从图 １ 可以看出ꎬ信息技术行业在 ２０２３ 年吸纳

了 ２４％ 的毕业生ꎬ是最具吸引力的行业ꎮ 与此相

对ꎬ金融、教育行业、制造业和民营企业的比例则相

对较为平均ꎬ均在 ７％ 至 １３％ 之间ꎮ 这反映了新兴

产业对高技能人才的强劲需求ꎬ而传统行业的吸引

力正在逐步减弱ꎮ

图 １　 ２０２３ 年各行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比例

　 数据来源:搜狐网和搜狐教育网ꎮ

４.３　 数据图表展示与分析结果

通过对上述数据的分析ꎬ清晰展示了市场变化

对学生职业规划的影响ꎬ特别是在不同产业领域中

的就业分布变化ꎮ 通过图表(图 １)的呈现ꎬ可以直

观看到信息技术领域的迅猛增长以及传统行业的相

对收缩趋势ꎮ 就业市场的变化促使学生在职业规划

中更加重视技术的提升和对市场需求的敏锐把握ꎬ

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和新兴产业中ꎬ具备前瞻性技能

的学生更容易获得就业机会ꎮ

同时ꎬ薪酬和就业稳定性也是影响学生职业规

划的重要因素ꎮ 高薪行业如金融和信息技术领域ꎬ

尽管竞争激烈ꎬ但因其较好的职业发展前景ꎬ仍然是

大部分学生的首选ꎮ 相比之下ꎬ制造业和公共部门

由于增长空间有限ꎬ吸引力有所下降ꎮ

５　 结语

就业市场的变化对高校学生的职业规划提出了

新的要求ꎬ技术进步、新兴产业的崛起以及政策引导

共同塑造了人才需求格局ꎮ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

领域的快速发展ꎬ使得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上升ꎬ而传

统行业的岗位吸引力逐渐下降ꎮ 面对这种变化ꎬ学

生需要在职业规划中提升技能、注重实践ꎬ并保持灵

活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ꎮ 与此同时ꎬ政府政策的引

导和高校的教育改革也为学生就业提供了更多选择

和支持ꎮ 通过积累实践经验、提升跨学科能力ꎬ学生

一定能够在未来更好地把握职业机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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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建筑企业绿色人力资源管理构建路径

谢基柱

(桂林理工大学ꎬ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摘　 要:文章围绕建筑企业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展开ꎬ旨在探讨如何通过系统化的管理策略推动企业的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

展ꎮ 在碳达峰、碳中和政策背景下ꎬ建筑企业面临环保压力ꎬ存在一些管理上的问题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实施科学的绿色人力资源

管理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ꎬ还能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社会责任感ꎮ 文章的研究为建筑企业推进绿色管理提供了

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ꎬ对行业整体的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ꎮ

关键词:绿色人力资源管理ꎻ绿色文化ꎻ建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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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在当前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ꎬ随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ꎬ为了贯彻落

实 ２０３０ 年碳达峰ꎬ２０６０ 年碳中和目标部署要求ꎬ建

筑企业作为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重点行业ꎬ在推动

绿色发展和实现碳减排目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近

年来ꎬ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出台ꎬ如«绿色建筑评价

标准»和«“十四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

等ꎬ建筑企业面临更高的绿色管理要求ꎮ 绿色人力

资源管理作为一种新兴的管理理念ꎬ逐渐受到建筑

企业的重视ꎬ通过绿色人力资源管理ꎬ企业可以在招

聘、培训、绩效管理和激励机制等全过程融入绿色理

念ꎬ从而增强员工的环保意识ꎬ引导全员参与到企业

的绿色发展中ꎮ 但建筑企业在实施绿色人力资源管

理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ꎬ如管理层和员工对绿色

理念的接受程度、实施成本和技术支持不足等问题ꎮ

因此ꎬ研究建筑企业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的构建路径ꎬ

分析其现状、挑战与应对策略ꎬ对推动企业内部绿色

文化的形成和整个建筑行业的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ꎮ

２　 绿色人力资源管理概述

绿色人力资源管理是通过绿色培训开发、绿色

参与授权、绿色绩效薪酬等各个管理模块之间的协

调配合ꎬ促进组织内部和谐及资源充分利用ꎬ从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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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于企业可持续发展ꎬ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的协调统一[１]ꎮ 为了保障绿色人力资源管

理顺利实施并取得成效ꎬ企业的首要任务是保证管

理层在实施绿色人力资源管理方面达成共识ꎬ积极

将环境管理引入企业管理系统ꎬ并与人力资源管理

各职能模块相结合ꎮ

而倡导绿色理念的人力资源实践ꎬ需融入企业

日常运营流程ꎬ并与员工个人价值观相契合ꎮ 招聘

过程可融入环境保护认知考量ꎬ以选择具备绿色意

识与行为习惯的人才ꎻ培训与发展环节则注重提升

员工对环保目标的理解与执行力ꎬ让节能减排、资源

循环利用等具体措施得到持续推广ꎻ绩效评估与激

励机制针对绿色绩效设定相应指标ꎬ让员工对自身

行为的环境影响有更清晰的认识ꎮ 内部沟通与文化

建设能强化全员对环保责任的共同认知ꎬ逐步形成

扎根组织的绿色文化氛围ꎮ 借助系统化的人力资源

管理策略ꎬ企业最终实现绿色管理与业绩增长的协

同发展ꎬ也为在竞争市场中赢得更多社会认可与长

期优势打下坚实基础ꎮ

３　 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的必要性

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一种将环境可持续发展

理念融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过程的创新管理方式ꎬ

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ꎮ 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

看ꎬ绿色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绿色转型的关键支撑ꎮ

通过在招聘、培训、绩效管理等环节中引入绿色理

念ꎬ以良好的绿色组织氛围帮助员工形成良好的人

际关系ꎬ使员工认识到企业高层管理者对绿色行为

的态度ꎬ当员工感知到相关的外部信息时ꎬ会更主动

实施绿色行为[２]ꎮ 这种企业文化不仅有助于企业

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ꎬ还能增强企业在绿色经

济中的竞争力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外部政策和市

场环境的变化ꎮ

４　 建筑企业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分析

４.１　 绿色管理战略缺乏系统性

当前ꎬ绿色行为局限于单一主体自发的绿色管

理或绿色行政层面ꎬ企业和政府各自为政ꎬ未形成可

行的内外协调的体系[３]ꎮ 部分建筑企业在绿色人

力资源管理方面缺乏系统性战略ꎬ尚未将绿色理念

全面融入其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中ꎮ 一方面ꎬ企业对

绿色管理的理解往往停留在表面ꎬ更多地集中于零

散的环保活动和临时性措施ꎬ缺乏系统的战略规划

和整体布局ꎬ这种缺乏系统性战略的现状导致企业

在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环节中无法形成合力ꎬ

未能将绿色理念贯穿到招聘、培训、绩效管理和薪酬

激励等多个领域ꎮ 另一方面ꎬ管理层对绿色人力资

源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ꎬ往往仅将其视为一种应对

外部政策压力的手段ꎬ而非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组成

部分ꎮ 部分企业没有制定明确的绿色管理目标和实

施计划ꎬ导致管理措施无法有效落地ꎮ

４.２　 绿色管理实践中的执行力不足

在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的具体实施过程中ꎬ部分

建筑企业面临执行力不足的问题ꎮ 尽管一些企业在

文件和制度层面已经开始关注绿色管理ꎬ但在实际

操作中ꎬ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的措施和制度难以有效

执行ꎮ 一方面ꎬ企业内部各部门在绿色管理执行上

缺乏协调和统一ꎬ往往出现政策与实际操作脱节的

情况ꎻ另一方面ꎬ员工对绿色管理的认知和参与度不

足ꎬ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来推动员工积极参与绿色

管理实践ꎬ这种执行力不足的现象在中小型建筑企

业中尤为突出ꎮ 这些企业在推进绿色人力资源管理

时ꎬ往往因资源有限、缺乏专业的绿色管理人才和技

术支持、管理流程不健全而无法有效实施ꎮ
４.３　 缺乏绿色管理的文化氛围

建筑企业在推进绿色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ꎬ还

面临缺乏绿色文化氛围的挑战ꎮ 企业文化是绿色人

力资源管理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基础ꎬ然而ꎬ部分建

筑企业绿色文化的建设尚未得到足够重视ꎬ企业内

部缺乏倡导和传播绿色理念的氛围ꎮ 另外ꎬ企业的

绿色文化建设往往流于形式ꎬ缺乏深度和广度ꎬ企业

在宣传绿色理念和实践绿色行为时ꎬ更多地依赖于

短期的宣传活动ꎬ缺乏长期的文化培养和教育ꎮ 员

工在日常工作中ꎬ难以真正理解和认同绿色管理的

价值ꎬ导致其在实际工作中难以自发地践行绿色行

为ꎮ 绿色文化氛围的缺乏使得绿色人力资源管理难

以在企业内部扎根ꎬ管理效果不尽如人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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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的具体路径和策略

５.１　 构建系统性的绿色管理战略

５.１.１　 制定明确的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目标和

政策

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可以激发员工的环保热情ꎬ
正向影响员工的绿色行为ꎬ还可以提升企业的整体

形象、财务绩效与环保绩效[４]ꎮ 明确绿色人力资源

管理的具体目标ꎬ将绿色管理作为企业整体发展战

略的一部分ꎬ管理层应制定清晰的政策文件ꎬ确保每

个环节都融入绿色理念ꎮ 这些目标和政策需要与企

业的长期发展目标和国家的环保法规相一致ꎬ确保

企业在绿色转型中具有明确的方向和可操作性ꎮ
５.１.２　 建立跨部门的绿色管理协调机制

健全绿色人力资源管理机制是确保绿色人力资

源管理有效实施的关键ꎬ包括监测、评估和反馈机制

及适当的政策和流程[５]ꎮ 为了确保绿色管理战略

的有效实施ꎬ企业应建立一个跨部门的协调机制ꎬ形
成由高层管理者主导的绿色管理委员会或工作小

组ꎬ负责制定、监督和评估绿色管理战略的实施情

况ꎮ 这个机制能够确保各个部门在执行绿色管理政

策时步调一致ꎬ避免政策与实践脱节ꎮ 同时ꎬ企业还

应定期召开绿色管理会议ꎬ及时交流和解决在执行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ꎬ确保绿色管理战略的有效推进ꎮ
５.２　 推动人力资源管理流程的绿色转型

５.２.１　 推动组织文化的绿色转型

组织文化凝聚着企业的价值观和精神信念ꎬ是

人力资源管理科学化的重要保障和基本前提ꎮ 建筑

企业的组织文化是引领建筑企业发展的核心精神力

量ꎬ可以引导和凝聚建筑企业员工ꎬ对员工的工作态

度和工作行为具有重要的约束和激励作用[６]ꎮ 在

推进绿色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ꎬ组织文化的绿色转

型是至关重要的步骤ꎬ建筑企业需要通过加强企业

文化建设ꎬ将绿色理念融入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和日

常运营ꎮ 企业应通过领导层的示范效应ꎬ传递对绿

色发展的重视与承诺ꎬ领导者在绿色管理中发挥的

积极引导作用能有效增强员工的环保意识ꎮ 同时ꎬ
通过持续的文化传播与教育ꎬ让绿色发展成为企业

内部共识ꎬ促使员工在日常工作和行为中自觉践行

绿色理念ꎮ

５.２.２　 实施绿色招聘策略

在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中ꎬ招聘是落实绿色管理

理念的第一道关卡ꎮ 建筑企业在招聘过程中ꎬ应优

先考虑那些对绿色建筑、环保技术和可持续发展有

深入理解和实际经验的应聘者ꎬ招聘绿色低碳专业

人才和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的不同专业技能人员ꎬ最

大限度实现人才供需平衡[７]ꎬ确保新员工能与企业

的绿色发展目标保持一致ꎮ 企业还应建立完善的绿

色招聘流程ꎬ明确绿色岗位职责和要求ꎬ确保在招聘

过程中始终贯彻绿色理念ꎬ通过对应聘者的严格筛

选ꎬ建筑企业能够确保团队成员具备推动绿色管理

实践所需的知识和技能ꎬ为企业绿色转型提供坚实

的人才基础ꎮ

５.２.３　 强化“绿色”培训与员工能力建设

“绿色”培训是人力资源管理中至关重要的干

预措施ꎬ进行绿色发展方面的相关培训可以增强员

工的环保观念ꎬ对员工的核心技能也可以起到促进

作用[８]ꎮ 建筑企业应通过系统的绿色培训计划ꎬ提

升员工在绿色管理和环保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ꎬ
与传统培训不同ꎬ绿色人力资源管理更加注重员工

环境教育等方面的培训ꎬ包括环境法规、企业绿色文

化的学习以及绿色战略方案的实施等ꎮ 企业还可以

通过互动式培训和实战演练等方式ꎬ加强员工对绿

色技能的掌握和实践能力ꎬ定期评估培训效果并进

行优化调整ꎬ确保培训内容和形式与时俱进ꎬ不断提

高员工的绿色管理能力ꎮ

５.２.４　 优化绿色绩效考核体系

绿色绩效考核作为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

环节ꎬ对增强员工意识、激发员工绿色行为具有重要

意义ꎬ可以支持企业绿色环保ꎬ提高企业绿色经济发

展水平[９]ꎮ 绩效考核是检验绿色管理实施效果的

重要手段ꎬ一方面ꎬ建筑企业应建立科学的绿色绩效

考核体系ꎬ将绿色管理目标纳入员工绩效评估标准ꎬ

考核内容应包括员工在工作中践行绿色管理的表

现、对绿色项目的参与度和贡献度ꎬ以及节能减排目

标的实现情况等ꎬ企业需要明确各项绿色绩效指标

的量化标准ꎬ确保绩效评估过程的客观性和公平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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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ꎬ企业应制定与绿色绩效挂钩的激励机制ꎬ

将绩效考核结果与员工的薪酬、晋升和奖励直接关

联ꎬ激励员工在工作中更加积极主动地践行绿色管

理理念ꎮ

６　 结语

文章通过分析建筑企业在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中

的现状与挑战ꎬ提出了相应的改进策略ꎬ旨在推动企

业绿色管理的系统化和规范化ꎬ通过构建绿色文化、

优化招聘培训、完善绩效考核等途径ꎬ提高企业的整

体绿色管理能力ꎮ 研究表明ꎬ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不

仅是企业内部管理的创新ꎬ更是建筑行业应对环境

挑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ꎮ 未来ꎬ随

着绿色经济的持续发展ꎬ建筑企业应进一步深化绿

色人力资源管理实践ꎬ确保全员参与ꎬ助力行业整体

绿色转型ꎬ积极响应国家的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ꎬ实

现可持续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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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时期ꎬ社会经济改革进程逐步加快ꎬ对高速公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更高要求ꎬ需要企业结合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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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高速公路企业是以获取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盈
利为战略发展目标的经济实体ꎬ具有人员流动性比

较大、员工数量比较多等特点ꎬ人力成本在企业整体

运营成本当中占据比例较高ꎮ 因此ꎬ为促进高速公

路企业持续高效发展ꎬ进一步发挥企业社会服务功

能ꎬ需要高度关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ꎬ不断加大人力

资源精细化管理力度ꎬ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精细化、现
代化水平ꎬ全面发挥人力资源管理的功能作用ꎬ调整

优化人员配置、人员结构ꎬ提高工作人员配置效率ꎬ
适当降低人工成本ꎬ进一步提高企业岗位工作效率

和质量ꎬ助力高速公路企业高质量发展ꎮ

１　 高速公路企业人力资源精细化管理的重

要性

１.１　 有利于提高高速公路岗位工作效率

在高速公路企业经营运行过程中ꎬ深入推进人

力资源精细化管理控制工作ꎬ可以让企业各个部门、
各个岗位员工精准掌握与把控自己的职责任务ꎬ明
确自身工作要求ꎬ以及岗位竞争优势特点和问题ꎬ提
升自身岗位竞争能力与交互能力ꎮ 同时ꎬ借助精细

化管理工作ꎬ调整优化绩效管理与培训管理模式ꎬ可
以让员工清楚自己的岗位工作目标ꎬ把握自己未来

发展方向以及发展趋势ꎬ在提升高速公路企业员工

工作质量、工作业绩的基础上ꎬ促进企业员工长远

发展[１]ꎮ

１.２　 有利于建设高素质工作队伍

高速公路企业比较特殊ꎬ在企业经营运行过程

中ꎬ将会遇到许多问题与困境ꎬ对工作队伍整体能力

有一定的要求ꎬ需要工作人员相互配合ꎬ及时解决问

题ꎬ否则可能会对高速公路企业健康稳定发展产生

影响ꎬ诱发一定的经济损失[２]ꎮ 而将精细化管理理

念融入高速公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ꎬ完善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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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管理组织体系ꎬ对企业内部员工进行精细化、系统

化的培训教育、管理控制ꎬ一方面可以解决企业内部

工作者知识结构不均衡、能力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ꎬ

提升企业工作人员整体专业素养ꎬ建设一支高水平

的工作队伍ꎮ 另一方面ꎬ利用精细化管理工作ꎬ在企

业内部营造良好的人力资源管理氛围ꎬ可以让工作

人员相互了解、相互帮助ꎬ协同化、一体化组织开展

工作ꎬ为高速公路企业发展提供一定助力[３]ꎮ

１.３　 有利于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近年来ꎬ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速度逐步加快ꎬ高速

公路企业的竞争压力不断加大ꎬ对企业内部工作人

员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ꎬ在这一背景下开展人力资

源管理控制ꎬ建立有效、全面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ꎬ

可以促进高速公路企业经营管理朝向产业化、结构

化、科学化方向发展ꎬ助力企业朝向经济化与事业化

有机整合的方向转变ꎬ进一步落实高速公路企业持

续、长远发展目标ꎮ

２　 高速公路人力资源精细化管理的策略

２.１　 健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ꎬ促进管理工

作精细化运作

为保证高速公路企业人力资源精细化管理任务

能够进一步落实ꎬ提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规范化、精

细化水平ꎬ需要不断完善与健全高速公路企业人力

资源管理机制体系ꎬ调整优化企业组织结构、机制结

构等ꎬ全面、深入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控制体系ꎮ 一是

制定与设计人力资源管理规章机制ꎬ要求人力资源

管理工作者严格按照企业发展需求、发展趋势ꎬ精准

实施人力资源工作ꎬ让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能够深层

次、全方位落实[４]ꎮ 二是优化高速公路企业服务职

能ꎬ需要明确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与工作者的任务、职

责ꎬ创设灵活、高效的工作协调机制ꎬ让相关工作者

能够自主有效地开展人力资源管理工作ꎬ控制企业

人力成本ꎬ为企业商业绩效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ꎮ

三是制定人力资源精细化监督管理机制和监督体

系ꎬ设定针对性的人力资源监督小组ꎬ不定期、不定

时针对高速公路企业工作质量、工作状态进行监督

检查ꎬ及时发现并解决企业运行发展中存在的缺陷

和问题ꎬ全方位提升企业员工岗位工作水平[５]ꎮ

２.２　 调整企业内部结构ꎬ提高人力资源管理

质量

要想进一步实现人力资源精细化管理目标ꎬ助

力人力资源管理任务深入落实ꎬ企业需要不断调整

内部结构、优化内部工作体系ꎬ助力人力资源管理目

标的实现ꎮ 一是需要改变高速公路企业现有的结

构ꎬ创建简单化、直管式的人力资源管理结构ꎬ适当

减少企业内部管理层级ꎬ裁掉多余工作岗位ꎬ合并工

作内容重复、重叠的部门与岗位ꎬ避免企业出现重复

工作情况ꎮ 二是根据新时期高速公路发展机遇ꎬ优

化企业内部工作组织体系ꎬ采取集中监控、集中内业

等方式ꎬ消化、分流企业基层工作人员ꎮ 还可以按照

常开车道数、车流量对非管理工作者、一线收费人员

进行从紧定编ꎬ实现“减员提质”目标ꎮ 三是需要适

当减少企业内部岗位工作层级ꎬ可采取“主副站”工

作模式ꎬ助力基层职工与管理人员进行直线式、系统

式沟通交流ꎬ进一步降低交互成本、沟通费用ꎮ 同

时ꎬ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企业内部工作者聘用标准ꎬ提

高企业内部工作者整体素质[６]ꎮ

２.３　 建设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ꎬ进行现代化

管理

在新时期ꎬ现代信息技术与智能技术发展速度

逐步加快ꎬ新型信息化、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快

速推广与普及ꎬ其具有信息收集速度快、存储管理效

率高、操作简单直观、可视直观等优势特点ꎬ可以实

时收集整合企业工作人员信息数据ꎬ跟踪监测工作

人员的工作表现和状态ꎬ为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精细

化、标准化目标提供信息数据支持ꎬ进一步提升人力

资源管理成效[７]ꎮ 对此ꎬ高速公路企业可以结合发

展需求ꎬ考量企业运行情况ꎬ综合分析企业内部人力

资源管理的不足以及现存的问题困境ꎬ评估识别工

作人员的管理能力ꎬ制定一个适应企业发展的人力

资源管理信息系统ꎮ 一是设计 Ｅ－ＨＲ 信息系统ꎬ设

定完整健全的信息系统框架、信息系统板块ꎬ为后续

深入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提供助力ꎮ 二是积极合理应

用信息系统开展人力资源管理工作ꎬ组织引导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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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管理人员、专业技术工作者测试与调试信息系

统ꎬ明确掌握信息系统的功能作用与核心板块ꎬ加深

对信息系统的了解与认识ꎮ 在这一基础上ꎬ鼓励人

力资源管理工作者借助系统ꎬ电子化、信息化处理事

务性工作ꎮ 例如ꎬ可以将信息系统与指纹考勤机联

合ꎬ实时监控检测、统计查询高速公路企业工作者的

出勤情况ꎬ对企业工作人员加班、休班、补班及加班

工资结算、存假等各种信息进行调查研究ꎬ并且利用

信息系统预警识别功能ꎬ有效控制加班工资总额以

及假期ꎮ 三是人力资源信息系统比较特殊ꎬ在运行

过程中极易出现各种问题ꎬ需要做好维护与管理工

作ꎬ由维护工作者随时随地评估与测量信息系统ꎬ优

化信息系统功能结构ꎬ完善信息系统使用方向ꎬ创新

信息系统使用板块ꎬ进一步提高信息系统使用整体

质量ꎬ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精细化组织开展作

贡献ꎮ

２.４　 健全人力资源培训体系ꎬ完善人才培训组

织形式

培训教育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最关键、最重要

组成部分ꎬ也是调动企业工作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关

键举措ꎮ 对此ꎬ高速公路企业在精细化开展人力资

源管理工作过程中ꎬ需要提高对人力资源培训教育

的重视程度ꎬ建设完整的人力资源培训教育体系ꎮ

首先ꎬ科学合理设定人力资源培训内容ꎬ需要结

合企业人力资源建设与培训要求ꎬ根据企业发展趋

势ꎬ引入人力资源培训教育内容ꎮ 一是根据企业发

展需求ꎬ规划设计培训内容ꎬ从高速公路发展使命、

发展理念、长远发展方向、思想价值等几个层面进行

培训ꎬ让企业工作者可以精准掌握企业经营管理要

求、运行发展需求ꎻ二是结合企业员工发展需求ꎬ整

合收集培训内容ꎬ从企业工作人员研发能力、业务能

力、工作范围、市场定位、用户群体、战略发展、服务

观念等多个层面开展培训活动ꎬ提高工作人员整体

能力和综合素质ꎮ

其次ꎬ创新优化培训教育方法ꎬ有效的培训方法

是进一步激发工作人员学习热情的重要举措ꎬ可以

达到预期的培训效果ꎮ 对此ꎬ在新时期ꎬ高速公路企

业需要遵循与时俱进的原则理念ꎬ根据时代发展需

求ꎬ规划设定培训教育活动ꎮ 一是情景模拟演绎活

动ꎮ 模仿与演示高速公路企业岗位工作场景、现实

环境ꎬ让受教育者能够在一个真实的环境中学习知

识、学习技能ꎬ借此加深受教育者对岗位工作的认识

与了解ꎬ使其能够将培训活动中所学的知识技能运

用到实际工作中ꎬ提高培训教育整体效率ꎮ 二是案

例学习活动ꎮ 高速公路企业可以开发内部资源ꎬ包

括企业内部真实的岗位工作案例ꎬ在培训课堂当中

引导受教育者针对案例进行深层次剖析ꎬ明确掌握

岗位工作重点ꎬ帮助工作人员更好地认识、了解企

业ꎬ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企业培训的影响力、号召力

与可信度ꎬ强化企业员工凝聚力ꎬ为企业顺利发展提

供助力ꎮ

最后ꎬ组织开展新型培训活动ꎬ以计算机技术、

信息化技术为导向ꎬ组织开展线上信息化培训活动、

远程培训活动、虚拟现实培训活动、数字化辅助系统

等ꎬ借此弥补传统常规培训活动的不足和缺陷ꎬ进一

步提高高速公路人力资源培训质量水平ꎮ

２.５　 健全绩效管理与薪酬管理体系ꎬ加大人才

管理力度

在组织开展精细化管理的过程中ꎬ除了培训考

核ꎬ高速公路企业还需要制定完善的绩效管理机制、

薪酬管理控制机制ꎬ从绩效与福利待遇等层面对工

作人员进行管理ꎬ提升工作人员岗位工作主观能动

性以及工作有效性ꎬ真正实现“实干、多干”ꎮ

首先ꎬ健全绩效管理体系ꎬ需要设定针对性的绩

效考核指标、绩效考核组织形式ꎬ需要从基层工作人

员能力水平、工作环境、工作水平等层面对岗位工作

者进行考核ꎬ精准掌握工作人员收费能力、业务处理

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等专业能力素质ꎬ从业务熟练程

度、工作纪律、工作精准度等进行具体、全面的绩效

考核ꎮ 同时ꎬ需要优化调整绩效考核组织模式ꎬ组织

开展同事互评、上级领导评价、客户评价、自我评价

等各种绩效考核评价模式ꎬ精准评价员工的表现和

状态ꎬ保证绩效考核评价具有精准性、公平公正性、

全面性等特点ꎬ能够反映企业工作人员真实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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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工作能力ꎬ为后续薪酬管理、福利待遇设置打

下坚实的基础ꎮ

其次ꎬ健全完善薪酬管理控制机制ꎬ薪酬是促进

工作人员高效、高质量完成工作的基础保障和动力ꎬ

高速公路企业需要有机整合绩效考核与薪资评价判

断标准ꎬ科学合理开展薪酬管理ꎮ 一是开展分层薪

酬激励活动ꎬ可以结合企业内部岗位工作内容与状

态ꎬ提供各种不同的奖励ꎬ其中对重要性岗位、工作

贡献度较高的岗位给予更高的薪酬ꎻ结合员工学历、

技术技能、职级职称等设置薪酬ꎬ不可替代性越高给

予的薪酬越高ꎻ若是岗位工作过于复杂ꎬ需要运用大

量的专业技术、行业知识ꎬ则需要提供充足的薪酬奖

励ꎮ 二是增加福利项目ꎬ可以根据高速公路企业内

部工作要求ꎬ设置多元化的福利项目ꎬ包括文化教育

补助津贴、专项奖金、夜班补助奖金、住房补贴等ꎬ比

如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工作人员提供文化教育津

贴ꎻ为发表技术专利、发表论文的工作者提供一定的

专利奖励ꎬ并将其融入绩效考核、岗位晋升当中ꎮ

３　 结语

综上所述ꎬ在高速公路企业经营运行过程中ꎬ合

理开展人力资源精细化管理工作ꎬ可以进一步激活

人力资源潜力ꎬ提高人力资源使用质量ꎬ助力企业高

质量、高水平发展ꎬ为企业长远、高效发展提供人力

资源支持ꎮ 需要对其进行重点关注ꎬ明确掌握精细

化管理的价值与重要性ꎮ 高速公路企业需要结合人

力资源管理需求ꎬ完善人力资源精细化管理机制体

系与结构ꎬ调整人力资源管理组织模式ꎬ提升人力资

源管理规范合理性ꎬ助力我国公路事业稳定、高质

量、持续协调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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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ＫＰＩ 和 ３６０ 度反馈的人力资源绩效评估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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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绩效评估是现代企业管理中提升员工表现和组织发展的关键工具ꎬＫＰＩ 和 ３６０ 度反馈是两种主要的评估方法ꎮ ＫＰＩ

通过量化指标强调结果导向ꎬ而 ３６０ 度反馈提供多维度的评价视角ꎮ ＫＰＩ 与 ３６０ 度反馈具有互补关系ꎬＫＰＩ 与 ３６０ 度反馈的结合

可以提升绩效评估的全面性和准确性ꎬ形成一个多维度的绩效评估框架ꎬ有助于员工的全面发展和组织的持续改善ꎮ 从而助力

企业实现高效绩效管理ꎬ从而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ꎬ促进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ꎮ

关键词:绩效评估ꎻ关键绩效指标(ＫＰＩ)ꎻ３６０ 度反馈ꎻ优化策略ꎻ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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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ꎬ绩效评估是提升员工表现

和推动组织发展的关键工具ꎮ 有效的绩效评估不仅

能够帮助企业识别和奖励高绩效员工ꎬ还能提供反

馈和发展机会ꎬ促进个人与组织的双向成长ꎮ 关键

绩效指标(ＫＰＩ)和 ３６０ 度反馈是两种广泛应用的绩

效评估方法ꎮ ＫＰＩ 通过量化指标来评估员工和团队

的表现ꎬ强调可测量性和结果导向ꎬ为企业提供清晰

的绩效目标ꎮ ３６０ 度反馈是一种多维度的评估方

法ꎬ通过收集来自同事、上级、下属及自我评价的反

馈ꎬ全面呈现员工的工作表现ꎮ ＫＰＩ 与 ３６０ 度反馈

各有优势ꎬ将两者有效结合能够提升绩效评估的全

面性与准确性ꎮ 本研究旨在探讨如何优化基于 ＫＰＩ
和 ３６０ 度反馈的人力资源绩效评估策略ꎬ以帮助企

业实现更高效的绩效管理ꎮ

１　 人力资源绩效评估现状分析

１.１　 当前企业绩效评估的普遍做法

在当今人力资源管理领域ꎬ绩效评估被视为提

高组织效率与员工发展的重要工具ꎮ 许多企业普遍

采用 ＫＰＩ 作为衡量员工表现的主要方式ꎮ ＫＰＩ 通过

量化目标和结果ꎬ使得绩效评估的过程更加透明和

可操作ꎮ 其设计通常围绕具体的业务目标ꎬ如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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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项目完成率和客户满意度等ꎬ这些指标不仅能够

反映个人的工作成果ꎬ也能与组织整体战略相结合ꎬ
形成对员工贡献的全面评估ꎮ ３６０ 度反馈逐渐被视

为一种有效的补充机制ꎮ 该方法通过多角度的评

估ꎬ整合同事、下属和上级的反馈ꎬ形成对员工表现

的立体化认知[１]ꎮ 这种多维度的反馈方式不仅有

助于识别员工的优势与短板ꎬ还促使员工在职业发

展中获得更为全面的视角ꎮ 许多企业通过定期的

３６０ 度反馈ꎬ不仅增强员工的自我认知能力ꎬ还促进

团队协作与沟通ꎬ进而营造整体工作氛围ꎮ
１.２　 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尽管 ＫＰＩ 和 ３６０ 度反馈在企业绩效评估中发挥

重要作用ꎬ但在实际应用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ꎮ 一

方面ꎬ单一 ＫＰＩ 的应用常常导致评估偏向于结果导

向ꎬ而忽视过程和行为的重要性ꎮ 过于强调数字化

的评估标准ꎬ使员工在追求短期业绩的过程中忽略

创新和团队合作ꎮ 这种单一维度的评估方式不仅限

制员工的成长空间ꎬ也导致工作满意度下降ꎬ进而影

响员工的长期绩效ꎮ
另一方面ꎬ３６０ 度反馈的实施同样面临挑战ꎮ

虽然该方法能够提供全面的视角ꎬ但其有效性依赖

于反馈的质量和参与度ꎮ 许多企业在实施过程中ꎬ
反馈的真实度和建设性受到质疑ꎬ特别是当反馈者

之间存在权力关系或人际冲突时ꎬ影响反馈的客观

性ꎮ 此外ꎬ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和后续的改进措施ꎬ
常常导致 ３６０ 度反馈流于形式ꎬ无法真正为员工的

发展提供支持ꎮ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绩效评估的准确

性ꎬ也妨碍员工的职业发展与组织的持续改善ꎮ

２　 ＫＰＩ 与 ３６０ 度反馈的互补关系与结合必

要性

２.１　 ＫＰＩ 与 ３６０ 度反馈的相互关系

ＫＰＩ 与 ３６０ 度反馈在企业绩效管理体系中扮演

着互补的角色ꎮ ＫＰＩ 通过量化的方式为员工设定明

确的目标ꎬ使得绩效评估具备清晰的方向和基

准[２]ꎮ 然而ꎬＫＰＩ 往往局限于结果的评估ꎬ难以全面

反映员工在工作过程中的行为表现和团队合作能

力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３６０ 度反馈提供多维度的评价

视角ꎬ整合来自同事、下属和上级的多方意见ꎬ弥补

ＫＰＩ 在行为评估上的不足ꎮ

数据的互补性体现在ꎬＫＰＩ 主要提供关于业绩

的客观数据ꎬ３６０ 度反馈则重点关注过程和人际关

系的质量ꎮ 两者结合ꎬ可形成更为全面的绩效评估

体系ꎬ能揭示员工在实现 ＫＰＩ 目标过程中的态度和

行为ꎮ 员工在达成业绩目标的同时ꎬ若在团队合作、
客户服务态度等方面存在问题ꎬ３６０ 度反馈能够及

时发现这些潜在问题ꎬ为绩效改进提供有力依据ꎮ
评价维度的多样性也是二者结合的重要因素ꎮ

ＫＰＩ 的单一性使其在某些情况下难以适应复杂的组

织环境ꎬ而 ３６０ 度反馈则广泛涵盖沟通能力、合作精

神和问题解决等软技能的评估ꎮ 将这两种评估方式

结合ꎬ可以构建一个多维度的绩效评估框架ꎬ使得员

工的表现不仅限于业绩数字ꎬ还包括其在团队和组

织文化中的价值ꎮ
２.２　 结合的必要性与优势

结合 ＫＰＩ 与 ３６０ 度反馈的必要性在于提升绩效

评估的全面性ꎮ 现代组织面临快速变化的市场环

境ꎬ单一的评估方式往往无法适应新的挑战ꎮ 绩效

评估不仅要考虑业绩的达成ꎬ更需要关注员工的综

合素质及其对团队的贡献ꎮ 通过这种结合ꎬ组织能

够更全面地了解员工的表现ꎬ进而制订更加精准的

培训和发展计划ꎮ
增强反馈的客观性与准确性是另一大优势ꎮ

ＫＰＩ 提供量化的基础数据ꎬ而 ３６０ 度反馈则能通过

多方意见的交叉验证ꎬ提高评估结果的可信度[３]ꎮ
以数据为基础的绩效评估通常容易受到个人主观因

素的影响ꎬ特别是在存在权力关系的情况下ꎬ反馈会

出现偏差ꎮ 将这两者结合后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

免主观偏见ꎬ使得评估结果更具科学性和公正性ꎮ
在实际应用中ꎬ结合 ＫＰＩ 与 ３６０ 度反馈有助于

形成一种持续改进的文化ꎮ 员工不仅清楚自己的目

标和期望ꎬ还能通过多维反馈了解自己在实现目标

过程中的表现ꎮ 这种互动不仅能够激励员工的自我

提升ꎬ还能促进团队间的合作ꎬ形成积极的工作氛

围ꎮ 最终ꎬ通过这种结合ꎬ企业不仅能够实现绩效的

提升ꎬ还能够培养出适应未来挑战的高素质人才ꎮ

３　 ＫＰＩ 和 ３６０ 度反馈结合的优化策略

３.１　 阐明目标与指标的针对性

在 ＫＰＩ 与 ３６０ 度反馈结合的初期ꎬ组织应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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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负责人及相关岗位代表进行深入研讨ꎬ明确

每个 ＫＰＩ 的具体目标及其与组织整体战略目标的

关联ꎮ 对特定岗位的 ＫＰＩꎬ需明确关键因素ꎬ如定义

标准、时间期限及预期收益等ꎮ 同时ꎬ将其与 ３６０ 度

反馈中的评价维度相对应ꎬ如客户沟通的有效性可

从表达、倾听、问题解决等能力方面进行评价ꎻ响应

速度可从客户反馈响应时间、内部团队协作反应速

度等角度考量[４]ꎮ
针对每个岗位ꎬ组织专业人力资源团队与业务

部门合作ꎬ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 ＫＰＩꎮ 以销售岗位

的“客户满意度评分”指标为例ꎬ确定具体满意度调

查方式、评分等级标准及对应权重ꎮ 在 ３６０ 度反馈

中ꎬ设计详细评价标准和问题ꎬ如询问团队成员在与

客户沟通中是否充分了解客户需求、能否及时提供

解决方案、处理客户投诉的态度和方法是否得当等ꎮ
通过明确目标和指标ꎬ员工能清晰了解工作重点ꎬ提
高工作效率ꎮ 员工可以依据明确的目标和指标ꎬ深
入分析自身工作的关键环节和重点任务ꎬ进而制订

切实可行的个人工作计划ꎮ 将大目标分解为小目

标ꎬ逐步实现ꎬ有助于员工保持积极的工作状态和明

确的努力方向ꎬ不断提升自身工作绩效ꎬ为组织整体

战略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ꎮ
３.２　 实施定期反馈与调整机制

可设定每季度进行一次 ＫＰＩ 和 ３６０ 度反馈的综

合评估ꎮ 在每个季度初ꎬ明确评估时间节点和具体

流程ꎬ确保员工了解工作进展与目标差距ꎮ 如在第

一周发送评估通知ꎬ提醒员工本季度重点 ＫＰＩ 和反

馈要点ꎻ第二周组织培训ꎬ帮助员工理解评估标准和

反馈方法ꎻ第三周开始收集数据ꎬ包括 ＫＰＩ 完成情

况和 ３６０ 度反馈问卷回复ꎻ第四周进行数据分析和

反馈会议准备ꎮ
组织可采用“反馈日”形式ꎬ鼓励员工集中分享

和讨论反馈结果ꎮ 在“反馈日”前ꎬ管理者提供反馈

模板ꎬ涵盖必要评价维度ꎬ并附上示例和说明ꎬ以便

员工更好地理解和参与反馈过程ꎮ 在“反馈日”当

天ꎬ分为小组讨论和全体会议两个环节ꎮ 小组讨论

中ꎬ员工以团队为单位ꎬ互相分享反馈结果ꎬ探讨改

进方法和建议ꎮ 通过团队成员之间的交流ꎬ可以激

发新的思路和方法ꎬ共同促进个人和团队的成长ꎮ

全体会议上ꎬ管理者对整体反馈情况进行总结ꎬ表彰

优秀员工ꎬ提出期望和要求ꎮ 这不仅能够激励员工

积极进取ꎬ还能为整个组织树立榜样和目标[５]ꎮ
会议结束后ꎬ根据反馈结果ꎬ团队应共同制订改

进计划ꎬ明确每位员工的责任和时间表ꎮ 对 ＫＰＩ 完
成困难的员工ꎬ制订具体行动计划ꎬ如寻求上级指

导、与同事合作解决问题、参加相关培训等ꎻ对 ３６０
度反馈得分较低的维度ꎬ制订针对性提升计划ꎬ如参

加沟通技巧培训、提高团队协作能力等ꎮ 同时ꎬ设立

监督机制ꎬ定期检查改进计划执行情况ꎬ确保反馈转

化为实际行动ꎮ 通过持续的监督和评估ꎬ可以及时

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ꎬ保证改进计划的有效实施ꎬ从
而不断提升员工的绩效和组织的整体竞争力ꎮ

３.３　 建立积极的反馈文化

组织应致力于建立积极的反馈文化ꎬ使反馈成

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ꎮ 管理层可通过定期内部沟通

会议ꎬ强调反馈的重要性ꎬ分享成功案例ꎮ 如在每月

部门会议上ꎬ安排专门时间用于反馈分享ꎬ邀请员工

分享接受反馈后的进步和成长ꎬ或讲述给予他人反

馈的成功经验ꎮ 同时ꎬ管理层可通过案例分析ꎬ展示

反馈对个人和团队绩效的积极影响ꎬ增强员工对反

馈的认同感ꎮ 这有助于在组织中营造一种开放、透
明的沟通氛围ꎬ让员工敢于提出和接受反馈ꎮ

在实施过程中ꎬ建议领导者采取“反馈循环”方
式ꎬ每次反馈后ꎬ鼓励员工提出对反馈过程的意见和

建议ꎮ 如在反馈会议结束后ꎬ发放反馈调查问卷ꎬ询
问员工对反馈的及时性、准确性、建设性等方面的评

价ꎬ以及对反馈方式和频率的建议ꎮ 管理者根据员

工反馈意见ꎬ及时调整反馈策略ꎬ提高反馈质量和效

果ꎮ 这样可以不断优化反馈机制ꎬ使其更加符合员

工的需求和期望ꎮ
定期举办“反馈分享会”ꎬ让员工分享反馈经验

和改进故事ꎮ 可将分享会分为主题演讲、小组讨论

和互动环节ꎮ 在主题演讲环节ꎬ邀请反馈突出表现

的员工分享经验和故事ꎬ激发其他员工学习热情ꎻ在
小组讨论环节ꎬ员工以小组为单位ꎬ讨论反馈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ꎻ在互动环节ꎬ设置问答和抽

奖等活动ꎬ增加员工参与感和积极性ꎮ 通过互动ꎬ提
高反馈接受度ꎬ促进员工参与感ꎬ增强团队凝聚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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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ꎬ主题分享会还可以促进员工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ꎬ共同提升绩效水平ꎮ
３.４　 利用数据分析进行决策优化

组织可考虑使用专业绩效管理软件收集和分析

ＫＰＩ 数据及 ３６０ 度反馈结果ꎮ 在选择软件时ꎬ要考

虑功能、易用性、数据安全性等因素ꎮ 如软件应能自

动收集 ＫＰＩ 完成情况数据ꎬ同时方便发放和收集

３６０ 度反馈问卷ꎬ并对反馈结果进行统计分析ꎮ 这

可以极大地提高数据处理的效率和准确性ꎬ为决策

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ꎮ
通过数据可视化工具ꎬ管理者可直观看到不同

员工在各个维度上的表现趋势ꎮ 如使用柱状图、折
线图、饼图等可视化图表展示员工的 ＫＰＩ 完成情

况、３６０ 度反馈得分等数据ꎮ 通过交叉分析 ＫＰＩ 达

成率与 ３６０ 度反馈之间的关联ꎬ可识别出对绩效提

升有显著影响的行为ꎮ 如分析发现员工在团队合作

方面的得分与 ＫＰＩ 达成率呈正相关ꎬ组织可加强团

队建设ꎬ提高员工团队合作能力ꎬ提升整体绩效

水平ꎮ
为确保数据分析的准确性ꎬ组织应定期进行数

据审核ꎬ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有效性ꎮ 可设立

专门数据审核小组ꎬ负责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检查

和验证ꎮ 同时ꎬ建立数据反馈机制ꎬ让员工对自己的

数据进行确认和反馈ꎬ及时发现和纠正数据中的错

误ꎮ 通过数据驱动的决策ꎬ管理层能更加科学地制

定人力资源管理策略ꎬ提高整体绩效水平ꎮ 此外ꎬ持
续的数据监测和分析可以帮助组织及时发现潜在问

题ꎬ调整策略ꎬ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业务

需求ꎮ

４　 结语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ꎬ将 ＫＰＩ 与 ３６０ 度反馈相结

合是提升人力资源绩效评估有效性的重要途径ꎮ 通

过明确两者的互补关系、认识到结合的必要性ꎬ并实

施具体的优化策略ꎬ企业能够建立更加全面、客观、
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ꎮ 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工

作表现和满意度ꎬ促进个人与组织的共同成长ꎬ还能

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ꎬ实现可持续

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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