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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短视行为阻碍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基于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的经验证据 

王新光
1
 

【摘 要】：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以 2008-2020年中国 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管理者短视行为对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短视行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机制分析表明，

管理者短视行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企业治理水平来实现。异质性检验表明，管理者短视行

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在流动性供给不足与第二类代理冲突严重的情境下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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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手段(袁淳等，2021)。中国政府对数字经

济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

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建设数字中国”。2021 年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再次强调，“加快数字化改造，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全球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势在必行，传统企业模式变得不可持续

(Davis和 DeWitt,2021)。因此，如何发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观能动性已不容忽视。那么，是什么阻碍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

认清这一问题，对于做强做优做大中国数字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管理者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掌舵者，发挥着识别企业数字化转型环境、辨别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与指引企业数字化转型

方向的作用，其时间取向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Lin等，2019)。数字化转型作为重要的企业跨期行为，其依赖于管理者

的时间认知长度与决策视野广度。在有限认知与有限意志力下，管理者常会在跨期选择中过多关注短期收益而忽视企业长远发

展(Reilly等，2016),表现出的短视倾向导致了企业计划与执行之间的矛盾冲突，产生当下享乐偏误。那么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

中国数字经济的现实背景下，管理者所产生的短视行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基于此，本文结合行为经济学有限

认知下的禀赋效应理论与有限意志力下的计划者—执行者模型，试图探究管理者短视行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期在行

为经济学领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有益补充。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往文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为的探讨多集中于经济后

果的研究(袁淳等，2021;吴非等，2021),本文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下，从管理者跨期决策的短视行为视角厘清了微观层面上管理者

行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理，并基于资源禀赋与治理成本的异质性特征，识别并检验了流动性供给与第二类代理冲突的

调节作用，丰富和拓展了管理者短视行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边界机制研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提供了经验证据。第

二，本文借助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方法测量管理者短视行为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为行为经济领域研究拓展了有价值的数据来源，

也为未来行为经济学框架下将实证经济学和机器学习相辅相成提供了新思路。第三，本文的研究结论具备一定的政策含义。从本

                                                        
1作者简介：王新光，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博士生(南京 2100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不确定环境下企业家灵性资本对组织韧性影响机制分析及多案例研究”(编号：20BGL139) 



 

 2 

文的研究结论看，在微观层面上近年来企业数字化转型陷入的“冷启动”困境并不利于宏观层面上数字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在

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并有效发挥微观层面上企业管理者人力资本的增量作用，利用政策去引导管理者制定企业

长效发展机制，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 

本文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理论机制和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指标与数据；第四部分是

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分析；第六部分是进一步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理论机制和研究假说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提供了自我革新的机会，但是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过于悬殊的技术水平差异使得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升

级的机会成本较大、难度较大、时间较长(许恒等，2020)。从行为经济学角度看，管理者跨期选择的视野与决策方向受制于有限

认知与有限意志力，在职业生涯的禀赋效应与计划-执行的认知偏差下出现短视行为，进而会因为数字化转型在短期内可能存在

风险或损失而避免该项投资，阻碍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第一，职业生涯的禀赋效应。 

对职业生涯倾注情感与注意力后，管理者出于对现有职位的关注，会将其内化为个人禀赋的一部分，增强主观评价，产生禀

赋效应(Thaler,1980)。外界环境的不断衍化导致管理者的职位相比以往更不稳定，失去职位的恐惧感影响着管理者的战略决策

(Connelly等，2020)。根据行为经济学理论，管理者在损失厌恶以及延续职业生涯的强烈倾向下，无法聚焦于企业的长期成长，

导致管理者在面临跨期选择时容易产生短视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着高昂的交易成本、不可预知的风险等多重压力，使得短

视的管理者在职业生涯的禀赋效应下更加倾向于利用短期相对确定的收益实现个人职业生涯的延续。另一方面，声誉水平作为

管理者职业生涯禀赋的重要价值体现，使得短视的管理者出于对声誉损失的担忧，不愿意承担数字化转型可能带来的失败风险。

因此，隐性的声誉机制将短视的管理者囿于狭隘框景中，无法将视野延伸至长远的战略安排，在企业发展选择上注重短期安全可

靠的确定性方案来保持企业发展状况，从而稳定或提高自身声誉水平以增加职业生涯禀赋价值。 

第二，计划—执行的认知偏差。 

短视的管理者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跨期选择中存在时间偏好的动态不一致性问题(Thaler和 Shefrin,1981;Laibson,1997)。

由于管理者既负责企业计划安排，又参与计划执行过程，因此管理者兼具计划者与执行者的双重身份。在行为经济学的计划者—

执行者模型下，管理者一方面有能力考虑到企业长期发展目标，将企业长期福利作为战略方向；另一方面又是被短期目标桎梏的

执行者，因安于现状或财务压力从而产生短视行为(Nguyen等，2020),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望而生畏。短视的管理者过度关注短期

利润而不是长期目标(Cannon等，2020),无法聚焦于计划过程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福利。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待

检验假说： 

假说：管理者短视行为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三、计量模型、指标与数据 

1.样本选择、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08-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 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初始数据按照以下原则进行筛选：剔除金融行业上市企业；

剔除 ST、*ST和退市企业；剔除数据存在缺失值的企业。年报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巨潮资

讯网，并利用 WinGo财经文本数据平台进行数据清洗。其他数据来源于 CSMAR数据库与 Wind数据库。为排除极端值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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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分析中需要的连续变量进行了前后 1%缩尾处理。 

2.计量模型 

本文基准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i表示企业，t表示时间；DCG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值越大，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Myopia为核心解释

变量，表示管理者短视行为；CVs为控制变量；为尽可能地吸收固定效应，本文同时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Year)和行业固定效应

(Industry);εit为随机扰动项。 

3.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借鉴吴非等(2021)的方法，基于上市企业的年度财务报告，本文利用筛选出的特征关键词集合(如图 1所示),并通过剔除关

键词前置词为“无”“没”“不”等否定词语的描述以及剔除非本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进行了数据清洗。最后，根据

特征词进行搜寻、适配与词频计数，进而分类加总关键技术方向的词频并求和得到总词频。由于在词频数统计分布上具有明显的

右偏倾向，因此本文将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最终得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代理指标 DCG。 

 

图 1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结构化特征词集合 

(2)解释变量。 

借鉴胡楠等(2021)的研究，首先确定企业年度财务报告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中有关“短期视野”的直接与间接种子词

集，其中“尽快”“立刻”“马上”“天内”“数月”“年内”划分在直接大类，“压力”“考验”“契机”“之际”划分在间

接大类；其次，采用 Word2Vec中的 CBOW模型(Continuous Bag-of-words Model)训练中文年度财务报告语料，获得中心词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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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词；最后，确定最终指标词集，基于词典法计算表征短视行为的词汇总词频占企业年度财务报告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的总

词频的比例，将其乘以 100后得到最终的管理者短视行为指标 Myopia。 

(3)控制变量。 

借鉴以往研究，本文从企业特征与治理特征两个层面分别控制一系列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因素：在企业特征层面上选取

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资产负债率(Lev)、成长性(Growth)、产权性质(Soe)、资产结构(AS)、投资机会(TobinQ)作

为控制变量；在治理特征层面选取董事会规模(Bsize)、股权集中度(Shrcr10)、董事会独立性(Indep)、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

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所有变量测量方式如表 1所示。 

表 1变量定义与说明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定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 DCG Ln(企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技术方向的总词频) 

管理者短视行为 Myopia 
(企业年度财务报告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表征 

短视行为的词汇总词频/全部总词频)×100 

企业规模 Size Ln(资产总额) 

企业年龄 Age 企业成立时长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总资产 

成长性 Growth 营业收入增长率 

产权性质 Soe 产权性质为国有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资产结构 AS 以固定资产比例作为衡量标准 

投资机会 TobinQ 总市值/总资产 

董事会独立性 Indep 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总人数的比例 

股权集中度 Shrcr10 企业前十位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比例的赫芬达尔指数 

董事会规模 Bsize 董事会人数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INS 机构投资者持有的上市企业股份比例 

年度 Year 年度效应，若归属于某年度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 

行业 Industry 行业效应，若归属于某行业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 

 

四、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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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 2给出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变量 DCG的最大值为 4.754,最小值为 0.000,说明样本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存在

较大差异。变量 Myopia的平均值为 0.094,中位数为 0.074,标准差为 0.082,表明管理者短视行为指标具有充分的变异性。此外，

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其他学者研究相似，各控制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均处于可接受范围内。在进行相关性分析后发现，

Myopia与 DCG的相关系数为-0.240,在 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初步支持了前文提出的假设。 

表 2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样本量 

DCG 1.031 0.000 1.317 4.754 0.000 19963 

Myopia 0.094 0.074 0.082 0.401 0.000 19963 

Size 22.340 22.170 1.295 26.220 19.830 19963 

Age 17.656 17.500 5.709 32.000 5.330 19963 

Lev 0.458 0.457 0.201 0.892 0.066 19963 

Growth 0.143 0.091 0.250 1.388 -0.326 19963 

Soe 0.384 0.000 0.486 1.000 0.000 19963 

AS 0.211 0.182 0.158 0.683 0.002 19963 

TobinQ 2.038 1.600 1.334 8.664 0.862 19963 

Indep 0.374 0.333 0.054 0.571 0.333 19963 

Shrcr10 0.097 0.056 0.110 0.482 0.000 19963 

Bsize 8.671 9.000 1.725 15.000 5.000 19963 

INS 0.456 0.477 0.237 0.908 0.005 19963 

 

2.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3。第(1)列仅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与行业固定效应，变量 Myopia 的系数为-1.236 且通过了 1%的统计显

著性检验；第(2)列添加了控制变量集合，变量 Myopia的系数的绝对值缩小但是显著性不变，说明在控制一系列企业特征和治理

特征后，管理者短视行为(Myopia)与企业数字化转型(DCG)仍然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假说得到了验证。 

五、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分析 

1.内生性检验 

(1)PSM检验。 



 

 6 

对于管理者短视行为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结论，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本文的最终结论可能是上市企业的某些

共同因素所驱动的，而非管理者短视行为造成的。因此为了排除样本自选择偏差对研究结论可能造成的影响，本文采用倾向得分

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使用一对一最近邻匹配进行检验。借鉴徐宁等(2019)的做法，以管理者短视行为样本

中位数为标准，将管理者短视行为高于样本中位数的界定为实验组。选取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资产负债率(Lev)、

成长性(Growth)、产权性质(Soe)、盈利能力(ROA)、董事会规模(Bsize)、独立董事比例(Indep)、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

股权 Z值(Shrz)、管理层持股比例(Mshare)、管理层平均年龄(Mage)、管理层薪酬总额(Mpay)、管理层男性占比(Mgender)、两

权分离率(Sep)、管理层金融背景(Mfin)与管理层海外背景(Moversea)作为协变量。其中，变量 Size、Age、Lev、Growth、Soe、

Bsize、Indep 和 INS 的测量方式同表 1;盈利能力(ROA)用净利润除以总资产平均余额衡量；股权 Z 值(Shrz)用企业第一大流通

股股东与第二大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比例的比值衡量；管理层持股比例(Mshare)用企业董事、监事及高管持股数量占总股数量之

比衡量；管理层平均年龄(Mage)用企业董事、监事及高管年龄的平均数衡量；管理层薪酬总额(Mpay)用企业董事、监事及高管领

取的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衡量；管理层男性占比(Mgender)用企业董事、监事及高管中男性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衡量；两权分离

率(Sep)用现金流权减去控制权衡量；管理层金融背景(Mfin)用企业董事、监事及高管中是否有人具有金融背景(金融背景包括

曾经与现在的工作背景)衡量，若具有金融背景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管理层海外背景(Moversea)用企业董事、监事及高管

中是否有人具有海外背景(海外背景包括曾经与现在的求学、任职背景)衡量，若具有海外背景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表 3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DCG (2)DCG 

Myopia -1.236***(-15.78) -0.912***(-11.90) 

Size  0.152***(19.03) 

Age  -0.010***(-6.53) 

Lev  -0.123***(-2.94) 

Growth  0.059*(1.90) 

Soe  -0.139***(-8.25) 

AS  -1.269***(-23.14) 

TobinQ  0.034***(5.00) 

Indep  0.442***(3.01) 

Shrcr10  -0.271***(-3.70) 

Bsize  0.013***(2.76) 

INS  -0.192***(-4.88) 

_cons 0.009(0.12) -2.872
***
(-15.43) 

Industry Yes Yes 

Year Yes Yes 

r2_a 0.451 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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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9963 19963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值。下同。 

本文分别绘制了样本匹配前后实验组以及控制组的倾向得分分布密度函数图，见图 2。在匹配后处理组与对照组样本的核密

度曲线分布形态高度接近。样本匹配前后的 t 统计量和标准偏差的变化如表 4 所示。匹配后各特征变量标准偏差绝对值均不高

于 2.7%,并且与匹配前的结果相比所有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大幅缩小。最后，将匹配后的样本重新回归，结果如表 5 中第(1)列

所示。匹配样本即使有所改变，变量 Myopia的系数仍显著为负，表明在控制样本自选择问题后，检验结果与前文一致。 

(2)两阶段残差介入法。 

借鉴 Chen等(2013)的做法，本文利用两阶段残差介入法进行内生性检验。首先，在第一阶段，将变量 Myopia与其可能的影

响因素进行回归，如模型(2)所示。为确保管理者短视行为抓取了管理者特质的增量信息，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了其

余可能驱动管理者短视的环境因素变量与治理结构变量 ΔCVs,包括企业亏损状态(Loss)、股权 Z 值(Shrz)、管理层持股比例

(Mshare)、管理层平均年龄(Mage)、管理层薪酬总额(Mpay)、管理层男性占比(Mgender)、两权分离率(Sep)、管理层金融背景

(Mfin)与管理层海外背景(Moversea)。其中，Loss 为虚拟变量，当企业净利润为负时，将其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其余变量

的测量方式同上。然后，将第一阶段回归模型计算出的残差值作为增量的管理者短视行为(ΔMyopia),带入模型(3)进行回归。回

归结果如表 5中第(2)列所示。ΔMyopia 与 DCG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管理者短视行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控制

了潜在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 

 

图 2 PSM匹配前后变量 Myopia的概率分布密度函数图 

表 4 PSM匹配均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处理 

均值 处理组与 

对照组差异(%) 

t检验 

处理组 对照组 t值 p值 

Size 

匹配前 22.503 22.341 12.8 6.20 0.000 

匹配后 22.496 22.461 2.7 1.28 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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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 

匹配前 18.590 17.863 12.6 6.08 0.000 

匹配后 18.595 18.657 -1.1 -0.52 0.604 

Lev 

匹配前 0.453 0.414 19.9 9.65 0.000 

匹配后 0.452 0.456 -1.9 -0.92 0.356 

Growth 

匹配前 0.140 0.177 -13.2 -6.40 0.000 

匹配后 0.140 0.140 0.1 0.06 0.952 

Soe 

匹配前 0.352 0.234 26.2 12.66 0.000 

匹配后 0.350 0.350 0.0 -0.00 1.000 

ROA 

匹配前 0.029 0.038 -13.3 -6.42 0.000 

匹配后 0.029 0.029 -0.2 -0.07 0.941 

Bsize 

匹配前 8.619 8.401 12.9 6.24 0.000 

匹配后 8.613 8.630 -1.0 -0.46 0.647 

Indep 

匹配前 0.104 0.084 18.3 8.88 0.000 

匹配后 0.103 0.103 0.1 0.05 0.961 

INS 

匹配前 0.447 0.397 20.8 10.08 0.000 

匹配后 0.446 0.445 0.5 0.23 0.821 

Shrz 

匹配前 8.769 7.672 15.7 7.60 0.000 

匹配后 8.693 8.683 0.7 0.31 0.755 

Mshare 

匹配前 0.112 0.162 -27.1 -13.10 0.000 

匹配后 0.112 0.114 -1.0 -0.52 0.606 

 

变量名称 处理 

均值 处理组与 

对照组差异(%) 

t检验 

处理组 对照组 t值 p值 

Mage 

匹配前 49.281 48.705 18.4 8.88 0.000 

匹配后 49.272 49.218 1.7 0.83 0.405 

Mpay 

匹配前 15.400 15.464 -9.0 -4.35 0.000 

匹配后 15.400 15.381 2.7 1.29 0.196 

Mgender 匹配前 0.805 0.798 6.1 2.96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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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后 0.805 0.802 2.7 1.32 0.188 

Sep 

匹配前 0.048 0.044 4.9 2.37 0.018 

匹配后 0.048 0.046 2.6 1.25 0.212 

Mfin 

匹配前 0.706 0.714 -1.7 -0.84 0.401 

匹配后 0.707 0.708 -0.2 -0.11 0.909 

Moversea 

匹配前 0.635 0.682 -10.0 -4.83 0.000 

匹配后 0.634 0.640 -1.2 -0.58 0.561 

 

 

(3)滞后处理。 

管理者短视行为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本文将解释变量进行

滞后 1期处理。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5中第(3)列所示，变量 Myopia的系数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反向因果问题不成立。 

表 5内生性检验 

变量 

(1)PSM检验 (2)两阶段残差介入法 (3)滞后处理 

DCG DCG DCG 

Myopia -1.018***(-5.01)  -0.918***(-9.92) 

ΔMyopia  -0.963***(-6.85)  

_cons -2.064***(-5.31) -1.763***(-6.33) -2.793***(-12.70) 

CV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N 4695 9375 15865 

 

2.稳健性分析 



 

 10 

(1)安慰剂检验。 

参考 Cornaggia和 Li(2019)的做法，本文将样本数据集的所有企业—年度观测值中变量 Myopia的取值全部提取，再将这些

数值逐一随机地分配到每一个企业—年度观测值中，最后重新进行回归。如果安慰剂效应存在，那么受未被觉察到的研究设计局

限性的驱动，处理后的 Myopia 应该依然会与 DCG 显著负相关。回归结果如表 6中第(1)列所示，Myopia的系数不显著，与基准

回归的结果存在明显的差异，意味着安慰剂效应不存在。 

(2)剔除特殊事件影响。 

由于 2008-2009年属于外部环境动荡期(连燕玲等，2015),因此借鉴连燕玲等(2015)的研究，本文在原有数据基础上剔除了

2008-2009 年数据后重新回归，结果如表 6 中第(2)列所示。结果显示，变量 Myopia 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通过了稳

健性检验。 

(3)控制行业的年度趋势。 

为了控制行业发展的周期性与政策变化等影响，本文参考潘越等(2020)的研究思路，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行业

乘以年份的固定效应，从而尽可能消除各种宏观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结果如表 6 中第(3)列所示，变量 Myopia 的系数依然

显著为负，说明在考虑了行业周期、政策变化等因素的潜在影响之后，管理者短视行为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依然存在。 

表 6稳健性检验 

变量 

(1)安慰剂检验 (2)剔除特殊事件影响 (3)控制行业的年度趋势 

DCG DCG DCG 

Myopia -0.065(-0.80) -1.053***(-11.91) -0.971***(-12.62) 

_cons -3.031***(-16.26) -2.873***(-13.94) -2.726***(-14.56) 

CV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N 19963 18191 19963 

 

六、进一步分析 

1.机制检验 

管理者为了提升职业生涯认可度、在市场上构建或巩固个人的声誉和威望，可能会通过个人影响力致使管理层的决策视野

囿于狭隘框景中，使得管理层的行为缺少有效自监督与各方制衡，降低治理水平。企业治理水平的降低，导致短视的管理者在资

产配置方面更加偏向低风险投资，远离企业数字化转型。因此，管理者短视行为可以通过降低企业治理水平进而抑制企业数字化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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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顾乃康和周艳利(2017)、周茜等(2020)的做法，本文选取管理层薪酬与管理层持股比例表征企业激励机制，选取独立董

事比例与董事会规模表征董事会的监督作用，选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权制衡度表征股权结构的监督作用，选取董事长与

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表征总经理的决策权力，利用上述 7 个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将得到的第一主成分作为反映企业治理水平

的综合指标。为了便于实证结果的系数解读，将该指标取相反数得到最终的企业治理水平(Gov),该值越大，表明企业治理水平越

低。 

为了验证上述机制，本文构建以下三个模型： 

 

回归结果如表 7所示。第(1)列中变量 Myopia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第(2)列考察了 Myopia 对 Gov 的影响，结果

显示 Myopia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管理者短视行为降低了企业治理水平；第(3)列结果显示变量 Gov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变量 Myopia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企业治理水平在管理者短视行为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起

到了中介作用，即管理者短视行为通过降低企业治理水平进而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得以验证。 

2.异质性分析 

(1)流动性供给的影响。 

充足的现金流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流动性供给保障，显著影响企业的投资预期与外部融资约束(付文林和赵永辉，2014)。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大量资金的支持，对企业是否能够健康发展有重要影响(毛志宏和哈斯乌兰，2021)。因此，

能否持续推动数字化转型高度依赖于企业的流动性供给状况。充足的流动性供给一方面可以帮助企业预防可能遭受的损失或应

对预期之外的支出，另一方面可以帮助企业在竞争环境不断演变过程中抓住有利投资机会，巩固现有行业地位。因而，当企业流

动性供给不足时，短视的管理者更忌惮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大量现金投入。因此，在流动性供给不足的情境下，管理者短

视行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表 7治理水平的机制检验 

变量 (1)DCG (2)Gov (3)DCG 

Myopia -0.924***(-11.59) 0.250***(7.96) -0.907***(-11.37) 

Gov   -0.068***(-3.26) 

_cons -2.971
***
(-14.90) -1.945

***
(-25.94) -3.102

***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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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r2_a 0.483 0.861 0.483 

 

为了验证上述猜想，本文借鉴姜付秀等(2017)的研究，利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期初总资产的比值衡量流动性

供给(Ocf)。将流动性供给(Ocf)、流动性供给与管理者短视行为的交互项(Myopia×Ocf)代入基准回归模型(1)。回归结果如表中

8第(1)列所示，交互项Myopia×Ocf 的系数为 3.170,且在 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管理者短视行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抑制作用在流动性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更为明显。 

(2)第二类代理冲突的影响。 

与西方发达国家因为股权分散而主要存在的第一类代理问题不同，中国上市企业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使得第二类代理冲突

占据主导地位，也即控股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更加突出(高凤莲和王志强，2016)。严重的第二类代理冲突更可能

出现短视的管理者为了谋求私利与大股东合谋的行为，表现在对于长期投资的排斥与短期利益的偏好，导致企业数字化转型计

划被搁置。参考姜国华和岳衡(2005)的研究，本文利用其他应收款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第二类代理冲突(Cost)。将第二类代理冲

突(Cost)、第二类代理冲突与管理者短视行为的交互项(Myopia×Cost)代入基准回归模型(1)。回归结果如表 8中第(2)列所示，

交互项 Myopia×Cost 的系数为-5.166,且在 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管理者短视行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第二

类代理冲突严重的情况下更为明显。 

表 8异质性分析 

变量 (1)流动性供给 (2)第二类代理冲突 

Myopia -1.064***(-11.91) -0.807***(-9.18) 

Ocf -0.326**(-2.42)  

Myopia×Ocf 3.170***(3.79)  

Cost  0.949
***
(2.65) 

Myopia×Cost  -5.166
**
(-2.20) 

_cons -2.868***(-15.28) -2.902***(-15.53) 

CVs Yes Yes 

Year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N 19963 19963 

r2_a 0.481 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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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与启示 

1.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框架，以 2008-2020 年中国 A 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利用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建构管理者短视

行为指标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实证检验了管理者短视行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短视行为对

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该结论通过了 PSM 检验、两阶段残差介入法与滞后变量的内生性检验，在安慰剂检

验、剔除特殊事件影响与控制行业的年度趋势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治理水平在管理

者短视行为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管理者短视行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在流动

性供给不足与第二类代理冲突严重的情境下更为明显。本文在理论上对行为经济学视域下管理者决策行为的经济后果的研究进

行了有益补充，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提供了经验证据。 

2.启示与不足 

管理者的决策视野是企业在战略决策过程中区别于其他竞争对手的关键，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数字化转型的成败。在数字经

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而言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深层次变革，并非一时之需，而是长久之计。因

此企业应该重视管理团队建设与内外部监督机制的完善，发挥管理者人力资本的增量作用，避免管理者囿于狭隘框景中作出的

短视投资行为阻碍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但遗憾的是，囿于篇幅，本文未做数理推导，仅根据已有学者的研究结论和特征事实进行了逻辑推演，并给予实证检验。此

外，管理者决策行为对企业战略的影响是复杂多元的，本文仅仅深入挖掘了管理者短视行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未来的研

究还可以从更多角度继续探寻管理者决策行为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机制，对行为经济学相关研究形成更多有益的补充，同时

为企业生产实践提供更多可借鉴的指导。 

参考文献： 

[1].Cannon,J.N.,B.Hu,J.J.Lee,et al.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Takeover Laws on Corporate Resource 

Adjustments:Market Discipline and/or Managerial Myopia?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20,51:1443-

1477. 

[2].Chen,J.,H.Hong,W.Jiang,et al.Outsourcing Mutual Fund Management:Firm Boundaries,Incentives,and 

Performance.The Journal of Finance,2013,68:523-558. 

[3].Connelly,B.L.,Q.Li,W.Shi,et al.CEO Dismissal:Consequences for the Strategic Risk Taking of Competitor 

CEOs.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20,41:2092-2125. 

[4].Cornaggia,J.,and J.Y.Li.The Value of Access to Finance:Evidence from M&A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9,131:232-250. 

[5].Davis,G.F.,and T.DeWitt.Organization Theory and the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The Great Divid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21,47:1684-1697. 

[6].Laibson,D.Golden Eggs and Hyperbolic Discounting.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7,112:443-477. 



 

 14 

[7].Lin,Y.,W.Shi,J.E.Prescott,et al.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Top Managers’ Long-Term Orientation,Industry 

Context,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Journal of Management,2019,45:3114-3145. 

[8].Nguyen,L.,L.Vu,and X.Yin.The Undesirable Effect of Audit Quality:Evidence from Firm Innovation.The 

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2020,52:100938. 

[9].Reilly,G.,D.Souder,and R.Ranucci.Time Horizon of Investments in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Process:Review 

and Framework for Next Steps.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6,42:1169-1194. 

[10].Thaler,R.H.,and H.M.Shefrin.An Economic Theory of Self-Control.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1,89: 

392-406. 

[11].Thaler,R.Toward a Positive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980,1:39-60. 

[12].陈威如、王节祥：《依附式升级：平台生态系统中参与者的数字化转型战略》,《管理世界》2021年第 10期。 

[13].付文林、赵永辉：《税收激励、现金流与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经济研究》2014年第 5期。 

[14].高凤莲、王志强：《独立董事个人社会资本异质性的治理效应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 3期。 

[15].顾乃康、周艳利：《卖空的事前威慑、公司治理与企业融资行为——基于融资融券制度的准自然实验检验》,《管理世

界》2017年第 2期。 

[16].胡楠、薛付婧、王昊楠：《管理者短视主义影响企业长期投资吗?——基于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管理世界》2021年

第 5期。 

[17].姜付秀、郑晓佳、蔡文婧：《控股家族的“垂帘听政”与公司财务决策》,《管理世界》2017年第 3期。 

[18].姜国华、岳衡：《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与上市公司股票回报率关系的研究》,《管理世界》2005年第 9期。 

[19].连燕玲、周兵、贺小刚，等：《经营期望、管理自主权与战略变革》,《经济研究》2015年第 8期。 

[20].毛志宏、哈斯乌兰：《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会影响现金持有的经济效应吗》,《现代经济探讨》2021年第 8期。 

[21].潘越、汤旭东、宁博，等：《连锁股东与企业投资效率：治理协同还是竞争合谋》,《中国工业经济》2020 年第 2 期。 

[22].吴非、胡慧芷、林慧妍，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21

年第 7期。 

[23].徐宁、张阳、徐向艺：《“能者居之”能够保护子公司中小股东利益吗——母子公司“双向治理”的视角》,《中国工

业经济》2019年第 11期。 



 

 15 

[24].许恒、张一林、曹雨佳：《数字经济、技术溢出与动态竞合政策》,《管理世界》2020年第 11期。 

[25].袁淳、肖土盛、耿春晓，等：《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分工：专业化还是纵向一体化》,《中国工业经济》2021 年第 9 期。 

[26].周茜、许晓芳、陆正飞：《去杠杆，究竟谁更积极与稳妥?》,《管理世界》2020年第 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