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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管管理防御行为的影响研究

牛晓琴1,左红艳1,牛晓冬2

(1.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200030;2.西北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710063)

摘要:为了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管管理防御行为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企业高管进行问卷调查,
将高管能力、数字化转型与管理者管理防御纳入同一框架进行探究,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高管管理

防御行为的影响,并厘清了数字化转型对不同能力高管管理防御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化转

型确实对高管的管理防御产生影响;对高能力高管来说,数字化转型强化高能力高管的管理防御动

机,提高了高能力高管的管理防御程度;对低能力高管来说,数字化转型与低能力高管的管理防御

程度之间存在先减后增的“U”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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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studytheimpactofenterprisedigitaltransformationonexecutivemanage-
mentdefensivebehavior,throughaquestionnairesurveyofcorporateexecutives,theabilityof
executives,digitaltransformation,andmanagerialentrenchmentareincludedinthesameframe-
worktostudytheimpactofdigitaltransformationonexecutivemanagemententrenchmentbehav-
ior,andexploretheimpactofdigitaltransformationonmanagerialentrenchmentbehaviorofex-
ecutiveswithdifferentabilities.Theresearchshowsthatdigitaltransformationdoeshaveanim-
pactonmanagerialentrenchment.Forhigh-abilityexecutives,digitaltransformationstrengthens
themanagementdefensemotivationofhigh-abilityexecutives,andenhancesthemanagementde-
fensedegreeofhigh-abilityexecutives.Forlow-abilityexecutives,thereisaUshaperelationship
betweenthedigitaltransformationandthemanagerialentrenchmentoflow-abilityexecu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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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

技术的广泛运用标志着人类社会迈入数字化时

代[1]。伴随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和突破,依靠数字

技术驱动发展的企业在生产运营管理[2]、创新绩

效[3]、企业绩效[4]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可见,数字技术已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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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型也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尤其在

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经济受创的背景下。
为了适应数字经济下的企业管理,在数字化转

型的过程中,组织传统的权力结构受到了挑战和威

胁,使组织结构更趋于网络化和扁平化,进而诱使组

织权力下放到基层,削弱高管的结构性权力[5]。还

有研究学者提出人工智能可以凭借超级计算机和大

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对管理决策产生影响,甚至还

有可能取代管理者进行决策[6]。然而,企业数字化

转型削弱高管权力不仅打破了高管在科层制模式中

“各自为政”的行为惯例,还会降低高管在企业中的

话语权和地位[7],进而不利于高管自身价值的实现。
与此同时,李树等[8]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对

高管薪酬起到抑制作用,减少高管的控制权收益。
这是由于,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威胁和挑战高管

权力,削弱了高管先天薪酬议价优势;另一方面,高
管是企业内部控制的对象,而数字化管理模式和数

字化治理有利于信息透明化,因此会降低高管利用

信息不对称对薪酬的“黑箱操纵”。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已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

转型对高管控制权收益的抑制作用[6-8],但缺乏从管

理防御视角出发,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管管理

防御行为的影响。因为从管理防御视角来看,管理

者的决策行为并不总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还会受其个人偏好和自身利益的影响,进而做出有

利于自身效用最大化而不利于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价值的管理防御行为[9]。正如张敏等[10]研究指出,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部分既得利益者由于数

字化监管导致自身利益受损,会表现出抵制数字技

术落实的行为。据统计,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情

况不容乐观,2021年埃森哲发布的《中国企业数字

转型指数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有接近80%以上的

企业未能取得显著的数字化转型成果或效益,诱发

了数字化悖论[11]。而高管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掌舵者,其自身的数字化转型意识以及转型决心都

会影响企业的数字化效益,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

具有关键作用[12]。因此有必要从实证角度探究企

业数字化对高管管理防御行为的影响。Demerjian
等[13]依据高阶梯队理论,认为管理者的异质性会造

成企业决策和行为的差异,综合体现在管理者能

力上。
基于此,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结合管

理防御理论,把数字化转型与高管管理防御以及高

管能力纳入同一框架进行探究,通过对企业高管进

行问卷调查,运用曲线估计的方法研究了数字化转

型对高管管理防御行为的影响,并厘清了数字化转

型对不同能力高管管理防御行为的影响。本文的研

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提出了数字化转型

影响高管管理防御的理论框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

型与高管管理防御呈显著的“U”型关系。对于高能

力高管而言,数字化转型与高管管理防御显著正相

关;对于低能力高管而言,数字化转型与高管管理防

御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②依据研究结果,从管

理防御视角解释了高管管理防御行为是导致企业诱

发数字化悖论的原因之一,对当前企业为什么会诱

发数字化悖论的理论解释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有益补

充。③为解决数字化转型引起的高管管理防御问

题,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激励与约束方式,以期能够

帮助企业制定更为完善的高管激励机制来促进企业

成功完成数字化转型。

1 文献回顾

在以数字技术为媒介的数字经济崛起的背景

下,依靠数字技术驱动发展的企业,正通过数字化转

型迎来突破性的发展与创新。“数字化转型”一词的

提出,可以追溯到2000年互联网医疗商业模式的研

究[14]。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聚焦数字化研

究。本文从宏微观视角来对数字化转型相关的研究

进行梳理。

1.1 宏观视角下数字化转型的研究

基于宏观视角,数字化转型的演进路程大体经

历了三个阶段。在数字技术创新发展的萌芽期

(2000—2002年),学者们主要研究数字技术的引进

和扩 散。到 了 基 于 数 字 技 术 的 产 业 发 展 时 期

(2003—2014年),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基于颠覆性

创新理论、开放式创新理论、价值创造理论等来探讨

数字技术对产业变革以及商业价值创造的影响。
如,以颠覆性创新理论为指导,结合案例研究方法,
研究数字化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15];或者融合多

种理论,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探究数字化战略对企业

创造数字化商业价值的影响[16]。工业第四次革命

的推行,进一步促进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

合,自此踏上了数字化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道路

(2015年至今)。学者们的研究主题也随之转向数

字创 新[17]、数 字 金 融[18]、数 字 创 业[19]、数 字 平

台[20]、共享经济以及价值创造[21]等方面。可以看

出,这一时期数字技术驱动产业变革的影响更加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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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微观视角下数字化转型的研究

基于微观视角,数字技术促使组织内部管理变

革的研究也在逐渐深入。为了适应高速变化的数字

经济环境,企业需要重塑组织结构[22]。在可能性方

面,数字技术的应用改善了组织内部信息产生和传

播方式,提高了组织内部信息的完备程度,为组织流

程、关系、形式提供新的可能性。在必要性方面,组
织变革是企业能否在数字转型中提升动态能力,获
取数字效益的关键[1]。研究发现,网络化、扁平化的

组织结构相比于垂直型、多层级、封闭式的组织结构

提高了组织的内在动力,更加适应数字经济下企业

管理的需求[23]。权力配置是组织变革的重要内容,
其规则会随组织变革进行相应的调整。企业数字化

转型下组织结构趋于网络化、扁平化,削弱了高管基

于组织结构和职位层级的影响控制力的结构性

权力[24]。
从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的研究来看,现有

文献缺乏从管理防御视角出发,探究企业数字化转

型对高管管理防御行为的影响。现有研究认为企业

数字化转型实行分权决策能够提高组织的内在动

力,获取数字化转型效益。但李树等[8]站在高管个

人利益视角,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管薪酬

存在显著的倒“U”型影响,即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

的不断加深,企业可以通过诱发组织分权变革削弱

高管权力方式来抑制高管的收益。同时,高管权力

被削弱也会影响高管自我价值的实现。而高管是不

愿自身利益受损的,因此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激发高

管的自利性动机,使高管在自利性的驱动下做出有

损企业价值而维护自身利益的决策行为,即管理防

御行为。又因高管在企业决策中占据核心地位,可
以操控企业数字化转型投资成为自身谋求私利的服

务工具[25]。而高管能力的异质性会对其行为决策

产生影响,因此将高管能力、数字化转型与管理者防

御纳入同一框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

实意义。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数字化转型与高管管理防御

通过实践来看,数字化转型冲击了企业传统的

管理思想和方法,催生了扁平化、网络化的组织结

构[23],促使企业向下赋权,进行分权变革,削弱高管

权力[26],且数字化依赖度越高的企业,其组织向下

授权的力度越大。可以看出高管因数字化转型导致

其基于组织结构和职位层级的影响控制力的结构性

权力削弱[24]。
目前,企业站在自身利益和未来发展的角度积

极进行数字化转型,却忽略了分权变革、抑制集权对

高管个人层面的影响。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指出,
人的需求具有层次性。组织中的高管大多处于职位

晋升的顶端,能够获得较高的工资报酬,在其底层需

求基本得到满足的前提下,高管追求实现权力、稳定

职位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等高层次需求的动机越发强

烈。而根据管理者权力理论,高管拥有的权力是实

现自身主观意志和行动的关键,因此高管对于权力

的追求,也是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但在数字化

转型中,企业实行分权变革,削弱高管权力,这不仅

减少了高管的控制权收益,还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

高管实现自我价值。因此,高管会在自利性的驱动

下做出有利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管理防御行为来维

护自身利益[9]。基于此,本文认为数字化转型对高

管管理防御产生影响,并提出研究假设H1。

H1:数字化转型与高管管理防御显著相关。

2.2 高管能力、数字化转型与高管管理防御

由于能力异质性的管理者行为决策存在差

异[13],因此,本文又把高管人员具体细分为高能力

者和低能力者,来分别研究数字化转型对高低能力

高管人员管理防御行为的影响。
需求的实现依赖于高管在企业中拥有的权力和

地位,因为权力越高越能加强个人对目标追求,甚至

可以自动激活个人对目标追求[27],并且能力越高对

权力的敏感度也越高。在数字化转型中,企业实行

分权变革,下放高管权力。对于高能力高管来说,因
其自身更注重自我价值实现等,所以更注重手中掌

握的职权,不愿意自身权力被削弱。而数字化转型

程度越高,组织向下分权力度就越大,越不利于高能

力高管自我价值的实现。基于声誉理论,高管能力

越强,越重视自己的声誉,越能保持良好的学习能

力[28],同时高能力管理者自信心比较强[29]。因此,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高能力高管有能力也有信心

来应对企业数字化改革中的紧迫性问题,从实践中

快速掌握数字领导力[30],以至于数字化改革给高能

力高管的压力不明显,也更不需要分权来减轻自己

的工作职责和工作压力,管理防御动机强烈。同时,
高能力高管一般具备很强的投机能力以及对企业的

操控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为他们实施管理防御行

为提供更广的空间[31]。由此,提出研究假设H2。

H2:数字化转型强化高能力高管的管理防御动

机,增强高能力高管的管理防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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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低能力高管来说,较高层次的需求同样依

靠自己在组织中拥有的权力和地位[27]。权力与责

任是一体的,制度安排下的权力即代表了职责,位居

高位的高管权力越大,其需要承担的工作职责与义

务也就越多,而职责与义务必会带来压力,即高管掌

握的权力越大,承担的工作压力也就越大[32]。低能

力的高管因其自身能力有限,相比于高能力的高管

无法在短期内学习并迅速具备有关数字化转型的战

略思维、环境掌控、沟通社交等方面的数字领导能

力[30],甚至有时应对数字化转型中“新业态”、内外

经营危机等的紧迫性问题,无法及时做出相应的对

策,陷入力不从心的尴尬境地,以至于难以缓解由企

业数字化变革给自身带来的压力。并且企业的数字

化转型是一个持续试错、高难度的组织进化的过程,
转型的结果具有高风险、高不确定性[33],这无疑更

会加重高管的工作压力。而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行分

权变革,下放高管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高管需

要承担的工作职责,缓解了由数字化改革给高管带

来的工作压力。因此,数字化转型下放高管权力,对
低能力的高管来说是一个“利好信号”,能力较低的

高管愿意用部分权力来换取职责的减轻,缓解变革

压力,管理防御动机减弱。由此,提出研究假设H3。

H3:数字化转型减弱低能力高管的管理防御动

机,降低低能力高管的管理防御程度。

3 数据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收集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相关数据。为符合研

究情境,问卷的调查对象主要为已经实施数字化的

企业作为样本来源,如欲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商业模

式创新、数字化平台管理以及精细化运营的企业等,
以能够参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的IT部门或相关

部门的高管为调研对象,因为他们熟悉与公司内IT
相关实践的战略问题。数据的收集采取线上调查和

借助校友资源线下调研两种方式。在这两种调查方

式中,首先都会询问被调查企业是否开展了数字化

转型。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50份,其中线下调研

187份,网上问卷为163份。两种途径共回收问卷

220份,其中实地访谈回收107份,网上回收113
份,回收率为63%。剔除答题不完整和作答有明显

规律性的问卷,最后得到有效问卷214份,有效回收

率为61%。样本企业和被调查者信息的概况见

表1。

表1 样本企业和被调查者信息概况

Tab.1 Generalinformationonsample
companiesandrespondents

特征 分类 数量 占比/%

企业行业

农、林、牧、渔业 2 0.93
采矿业 3 1.40
制造业 63 29.4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10 4.67
建筑业 17 7.94

批发和零售业 21 9.8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4 6.54

住宿和餐饮业 12 5.6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7 26.63

房地产业 2 0.9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 2.34

其他 8 3.74

企业性质

国营企业 43 20.09
民营企业 132 61.68
外资企业 24 11.22
合资企业 15 7.01

企业规模

≤99 51 23.83
100~199 32 14.95
200~499 46 21.50
500~999 34 15.89
1000~1999 21 9.81
2000~4999 9 4.21
≥5000 21 9.81

受访者职位 高层管理人员 214 100

3.2 变量测量

3.2.1 解释变量:能力

高管能力对企业发展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参考

李秉祥等[34]的研究来构建高管能力度量指标,见表

2。依据高管能力度量指标设计高管能力测量的7
个题项。按照顺序选项的分值分别是1、2、3、4、5。
得分越高,说明高管能力越强。

表2 高管能力度量指标

Tab.2 Metricsofexecutiveability

变量 序号 度量指标

能力

1 每年执行项目的多少

2 每年执行项目的平均收益率

3
近三年新项目平均收入占总平均收

入的比率

4 近三年公司主营业务利润率

5 近三年销售完成比率

6 近三年客户开发比率

7 近三年客户维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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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X)
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把数字技术融入企业的经

营管理来重塑价值创造方式的过程。本文借鉴池毛

毛等[35]的研究来测量数字化转型。问卷采用Lik-
ert5级量表的形式,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

常同意”,共3个题项。

3.2.3 被解释变量:管理防御(Y)
高管管理防御行为更多表现在如何影响企业财

务决策方面。本文借鉴李秉祥等[34]的研究来测量

高管管理防御水平。问卷采用5级Likert量表的

形式,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共10
个题项。

4 实证分析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的变量类型分别为高管对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评价、高管对自我能力的评价以及高管个

人在组织中的行为,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可能比较严

重。因此,本文借助 Harman单因子检测法判断是

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结果表明,第一个的因

子方差解释率为33.69%,小于40%,表明本研究不

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4.2 信效度检验

4.2.1 信度检验

本文通过Cronbach’sα系数来检验问卷所收

集数据的信度,结果显示,高管能力、企业数字化转

型以 及 管 理 防 御 的 Cronbach’sα系 数 分 别 为

0.902、0.943和0.934,均高于0.6,即表明问卷的

测量结果是可靠,见表3。

4.2.2 效度检验

1)KMO 检验:本文对所使用的数据集进行

KMO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的 KMO值均

0.6以上,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接着,进行验证性因

子分析来测量问卷数据的效度。

2)建构效度:本文的实证研究中可以利用建构

效度来检验研究模型的合理性。分析结果显示,

χ2/d.f.为1.480,CFI为0.973,IFI为0.973,TLI
为0.969,RMSEA为0.047,表明本文所使用数据

与假设模型之间的拟合度较好。

3)聚合效度:见表3,组合信度(CR)值介于

0.902~0.953之间,大于0.7,表明量表内部一致性

良好。平均方差提取值(AVE)的区间是0.570~
0.870,高于0.5的标准,表明各变量具有良好的收

敛效度。

4)区别效度:本文使用 AVE的平方根估计区

别效度,结果见表4。从结果可知,区别效度的值均

大于各指标间Pearson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这说明

本研究中各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4.3 相关与统计分析

高管能力变量得分区间为[7,34],平均值为

19.67,中位数为19。
借鉴李秉祥等[34]对经理人能力问卷的分组方

法,依据高管能力中位数,把高管分为高、低能力组。
其中[19,34]为高能力组,共100人;[7,19]为低能

力组,共114人。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见表4。

表3 信效度检验

Tab.3 Reliabilityandvaliditytest

变量 变量的测量题项 Cronbach’sα 负载 CR AVE

高
管
能
力

1.每年执行项目的多少 0.777

2.每年执行项目的平均收益率 0.792

3.近三年新项目平均收入占总平均收入的比率 0.737

4.近三年公司主营业务利润率 0.902 0.760 0.902 0.570

5.近三年销售完成比率 0.724

6.近三年客户开发比率 0.792

7.近三年客户维持率 0.695

数
字
化
转
型

1.本企业正在运营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商务流程 0.919

2.本企业正在整合数字化技术来改变我们的业务流程 0.943 0.915 0.953 0.870

3.本企业的商务运营正在朝着利用数字化技术而转变 0.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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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变量 变量的测量题项 Cronbach’sα 负载 CR AVE

管
理
防
卸

1.您会倾向于采用权益融资方式,尽管企业尚有负债额度可供使用 0.764

2.您会倾向于采用现金股利政策 0.740

3.您会倾向于投资净现值小于0,但能够获得更大权力、更高社会地位

和个人声誉的项目
0.771

4.您会倾向于投资现金流量大于0,但风险较小的项目,而放弃净现值

大于0,但风险较大的项目
0.800

5.您会倾向于投资净现值大于0的短期项目,而放弃净现值大于0的

长期项目,当企业存在长期和短期两个互斥的可行性投资项目时
0.770

6.您会倾向于选择盈利快但收益较少的短期项目,而放弃盈利慢收益

多的长期项目,当企业存在长期和短期两个互斥的可行性投资项目时

0.934

0.749

0.936 0.595

7.您会倾向于选择对企业利益不大甚至亏损的多元化投资 0.742

8.您会倾向于采用多元化并购这种“速效”的方式来掩饰自己平庸,防
止被替换,当公司的经营业绩不良时

0.765

9.您会倾向于自愿举借债务来避免被解雇,当您面临敌意接管威胁时 0.792

10.您会倾向于不考虑实际投资收益率,通过收购来扩大企业规模,当
公司规模扩大会增加薪酬时

0.815

表4 相关性分析与描述性统计(N=214)

Tab.4 Correlationanalysisanddescriptivestatistics(N=214)

变量 1 2 3 4 5 6

1管理防御 (0.771)

2数字化转型 0.663** (0.933)

3能力 -0.118 -0.026 (0.755)

4企业行业 0.133 0.212** -0.001 1

5企业性质 -0.007 0.012 -0.114 0.068 1

6企业规模 0.132 0.220** 0.066 0.101 -0.010 1

变量 1 2 3 4 5 6

均值 36 10.920 19.670 0.710 0.200 3.250

最大值 49 15 34 1 1 7

最小值 16 3 7 0 0 1

标准差 8.580 3.384 6.050 0.457 0.402 1.886

注:**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对角线括号内的值为AVE的平方根。

4.4 曲线估计分析

本文运用SPSS25.0软件对数字化转型与管理

防御进行曲线参数估计,分析了不同能力高管在不

同数字化转型水平下的管理防御变化规律。在模型

的选择过程中,本文通过多重相关系数和拟合优度

检验两个角度来观察判定系数R2和F 检验的统计

值。R2越接近1,说明曲线的拟合效果越好;F 值越

大,则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说明程度就越强,结果

越有说服力。

4.4.1 数字化转型对高管管理防御的影响分析

在分析数字化转型对高管管理防御影响时,通
过对数字化转型、高管管理防御进行曲线估计,得到

散点图1和模型参数估计值表5。从表5中的模型

参数估计值可知,数字化转型与高管管理防御的关

系比较符合二次曲线和三次曲线模型。尽管表中三

次曲线模型R2值为0.602,高于二次曲线模型的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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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0.593,但根据F 值来看,二次曲线模型对于解释

数字化转型对高管管理防御的影响更具有说服力。
因此,选择二次曲线模型来研究数字化转型与高管

管理防御之间的关系。由表5中的模型参数估计

值,可以得到数字化转型与高管管理防御关系的估

计模型为:

Y =22.298-2.544X+0.077X2 (1)

  从模型系数中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与高管管

理防御之间存在先减后增的“U”型关系,验证了假

设H1,即数字化转型与高管管理防御显著相关。

图1 数字化转型与高管管理防御散点图

Fig.1 Scatterplotaboutdigitaltransformationand
executivemanagemententrenchment

 

表5 数字化转型与高管管理防御模型汇总和参数估计值

Tab.5 Modelsummaryandparameterestimatesaboutdigitaltransformationandexecutivemanagemententrenchment

方程 R2 F df1 df2 Sig. Constant b1 b2 b3

线性 0.584 297.056 1 212 0.000 16.620 1.707

对数 0.532 240.611 1 212 0.000 3.635 12.766

逆 0.433 161.964 1 212 0.000 45.765 -75.297

二次 0.593 153.678 2 211 0.000 22.298 -2.544 0.077

三次 0.602 106.039 3 210 0.000 35.857 -7.530 0.695 -0.021

复合 0.567 277.426 1 212 0.000 19.136 1.054

幂 0.521 230.918 1 212 0.000 12.740 0.393

S 0.427 157.748 1 212 0.000 3.856 -2.301

增长 0.567 277.426 1 212 0.000 2.952 0.052

指数 0.567 277.426 1 212 0.000 19.136 0.052

Logistic 0.567 277.426 1 212 0.000 0.052 0.949

注:R2,F,df1,df2,Sig.为模型摘要;b1,b2,b3,Constant为参数估算值;下同。

4.4.2 数字化转型对高能力高管管理防御的影响

分析

  在分析数字化转型对高能力高管管理防御影响

时,通过对数字化转型、管理防御进行曲线估计,得
到散点图2和模型参数估计值表6。

图2 数字化转型与高能力高管管理防御散点图

Fig.2 Scatterplotaboutdigitaltransformationandhigh-
competenciesexecutivemanagemententrenchment

 

  从表6中的模型参数估计值可知,数字化转型

与高能力高管的管理防御的关系比较符合线性、二
次曲线以及三次曲线模型。尽管表中三次曲线模型

R2值为 0.63,均 高 于 二 次 和 线 性 模 型 的 R2 值

0.622,但根据F 值来看,线性模型对于解释数字化

转型对高能力高管管理防御的影响更具有说服力。
因此,选择线性模型来研究数字化转型与高能力高

管的管理防御之间的关系。
由表6中的模型参数估计值,可以得到数字化

转型与高能力高管管理防御关系的估计模型为:

Y =16.754+1.837X (2)

  从模型系数中可以看出,高能力高管的管理防

御和数字化转型呈现同方向变动关系,即数字化转

型程度越高,高管管理防御就越强,这与假设 H2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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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数字化转型与高能力高管管理防御模型汇总和参数估计值

Tab.6 Modelsummaryandparameterestimatesaboutdigitaltransformationand
high-competenciesexecutivemanagemententrenchment

方程 R2 F df1 df2 Sig. Constant b1 b2 b3

线性 0.622 349.018 1 98 0.000 16.754 1.837

对数 0.592 307.974 1 98 0.000 2.003 14.831

逆 0.505 216.192 1 98 0.000 46.876 94.344

二次 0.622 173.690 2 98 0.000 16.296 1.800 0.002 -.020

三次 0.630 119.015 3 98 0.000 28.503 -3.081 0.562

复合 0.602 320.755 1 98 0.000 18.568 1.060

幂 0.586 299.918 1 98 0.000 11.727 0.474

S 0.511 221.463 1 98 0.000 3.900 -3.051

增长 0.602 320.755 1 98 0.000 2.921 0.058

指数 0.602 320.755 1 98 0.000 18.568 0.058

Logistic 0.602 320.755 1 98 0.000 0.054 0.944

4.4.3 数字化转型对低能力高管管理防御的影响

分析

  在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低能力高管管理防御的影

响时,通过对数字化转型、管理防御进行曲线估计,
得到散点图3和模型参数估计值表7。

图3 数字化转型与低能力高管管理防御散点图

Fig.3 Scatterplotaboutdigitaltransformationand
low-competenciesexecutivemanagemententrenchment

 

从表7中的模型参数估计值可知,数字化转型

与低能力高管管理防御的关系比较符合二次或三次

曲线模型。尽管表中三次曲线模型R2值0.589大

于二次曲线模型R2值0.582,但根据F 值来看,二
次曲线模型在解释数字化转型对低能力高管管理防

御的影响更具有说服力。因此,本文选择二次曲线

模型来研究数字化转型与低能力高管管理防御的关

系。根据表7中的模型参数估计值,可以得到数字

化转型与低能力高管管理防御关系的估计模型:

Y =32.544-2.544X+0.229X2 (3)

  通过计算得到二次曲线模型的对称轴为:X =
5.6,对称轴取值在数字化转型变量的测量范围内。

可见,数字化转型与低能力高管管理防御之间存在

先减后增的“U”型关系,这与假设 H3 不符。这是

因为在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时,企业下放高管权力,
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高管须要承担的工作职责,缓
解了由数字化改革给高管带来的工作压力,对低能

力的高管来说是一个“利好信号”,此时,能力较低的

高管愿意用部分权力来换取职责的减轻,管理防御

动机减弱。但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不断增强,企
业对高管权力的削弱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当低能力

高管感受到权力削弱带来的利益小于权力在手所能

获得的控制权收益时,管理防御程度随之加强。

4.4.4 进一步研究

把数字化转型与高能力高管的管理防御估计模

型Y =16.754+1.837X 和数字化转型与低能力高

管的管理防御的估计模型Y =32.544-2.544X+
0.229X2 相结合,得出两个模型的交点分别约为

X1 =5,X2 =14。这说明,当X<14水平时,高能

力高管的管理防御水平总体大于低能力高管的管理

防御水平,再次验证本文假设。当数字化转型达到

一定程度时,即X =14时,低能力高管的管理防御

水平反超高能力高管的管理防御水平。因为高能力

高管可以凭借出色的管理能力另谋高权力职位,离
职成本较低。而能力较低高管付出的离职成本要高

于高能力高管,为满足失去的控制权收益,低能力高

管会选择在现有职权范围内尽可能地去寻求在职消

费或利用企业资源谋求更多的私有收益,因此低能

力高管的管理防御水平会反超高能力高管的管理防

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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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数字化转型与低能力高管管理防御模型汇总和参数估计值

Tab.7 Modelsummaryandparameterestimatesaboutdigitaltransformationand
low-competenciesexecutivemanagemententrenchment

方程 R2 F df1 df2 Sig. Constant b1 b2 b3

线性 0.513 123.103 1 112 0.000 16.688 1.707

对数 0.434 89.601 1 112 0.000 5.969 12.766

逆 0.329 57.375 1 112 0.000 43.975 -75.297

二次 0.582 80.675 2 111 0.000 32.544 -2.544 0.229

三次 0.589 54.892 3 110 0.000 44.773 -7.530 0.807 -0.020

复合 0.497 115.702 1 112 0.000 19.200 1.054

幂 0.420 84.882 1 112 0.000 13.809 0.393

S 0.315 53.789 1 112 0.000 3.793 -2.301

增长 0.497 115.702 1 112 0.000 2.955 0.052

指数 0.497 115.702 1 112 0.000 19.200 0.052

Logistic 0.497 115.702 1 112 0.000 0.052 0.949

  进一步分析可知,企业数字化转型引起的高管

管理防御行为会对企业获取数字化转型收益产生负

面影响,诱发数字化悖论。数字化悖论是指企业大

力投资数字化,却未能实现预期的数字化投资价值。
高管能够对企业决策的执行起到控制的作用,因此

当高管存在管理防御动机时,为了保全现有职位的

稳定,高管会按照股东的意愿进行企业数字化转型

投资,但高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抵触心理会使其

在数字化转型投资行为上有所“作为”,而在数字化

转型“实绩”上“不作为”[36],甚至会借道“数字转型”
获取私有收益,使企业陷入“转型投资 绩效下降 再

转型投资 绩效持续下降”的困境中,诱发企业数字

化悖论。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1)数字化转型确实会对高管的管理防御行为

产生影响,即数字化转型与高管管理防御存在显著

的 “U”关系。

2)对于高能力高管,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其
管理防御程度越强;而低能力高管,其管理防御程度

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加深,呈现出先减弱后增强

的“U”型趋势。这说明数字化转型对不同能力高管

管理防御的影响有差异。

3)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加深,在数字化

转型程度逐渐增强的过程中,高能力高管的管理防

御水平高于低能力的管理防御水平,但当数字化转

型达到一定水平时,低能力高管的防御水平逐渐高

于高能力高管的管理防御水平。这是因为能力较低

高管的所要付出的离职成本要高于高能力高管,为
了满足失去的控制权收益,低能力高管会选择在现

有职权范围内去寻求在职消费或利用企业资源谋求

更多的私有收益,管理防御程度加深。

5.2 理论贡献

首先,提出了数字化转型影响高管管理防御的

理论框架,丰富了管理防御以及数字化转型管理理

论的相关研究。其次,依据研究结果,从管理防御视

角解释了高管管理防御行为是导致企业诱发数字化

悖论的原因之一,对当前企业为什么会诱发数字化

悖论的理论解释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有益补充。

5.3 管理启示

管理者的支持是企业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关

键因素,因此企业需构建有效的高管激励机制来缓

解高管管理防御对数字化转型价值产出的负面影

响,激励高管在产出层面积极作为。

1)物质激励。根据未来发展的要求,企业可以

适当提高数字创新在业绩激励指标中的比重,增加

未来与数字化绩效挂钩的期权奖励等,健全数字创

新成果奖励制度,激发高管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

2)组织环境激励。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应积

极构建数字创新导向的文化,降低高管对企业分权

决策的抵制心理,增强高管对数字化转型分权决策

文化的认同感,给高管树立起立足长远、拥抱变化、
与时俱进的理念,助力高管突破认知惯性思维,充分

认识企业管理模式数字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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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职业能力发展激励。基于高管未来的职业发

展,企业需形成一套关于数字化转型管理人员的人才

培养方案。如,通过快速体验式、开放共享式等培训学

习,培养高管数字化决策和数字化创新的能力。

4)监督约束。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充

分发挥企业股东和董事会对高管的监督效应,减少

高管管理防御行为导致企业代理成本的增加。如,
公司可以通过提高独立董事的素质,完善独立董事

行使监督职责的各项辅助机制,来减少高管管理防

御行为,增加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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