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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充分发挥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绿色创新赋能效应，是关乎制造业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和谐共生的重

要议题。 选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工业机器人应用、媒体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在非国有、高科技及大规模企业中工业机器人应用

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 作用路径检验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能通过优化企业生产经营结构、
绿色治理结构、研发投入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调节效应检验表明，媒体关注的“聚光灯”
效应增强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且区分高管特征发现，在无政治背景高管和有环保

背景高管所在企业中媒体关注对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调节效应更明显。 研究结论对企业

抓住智能制造发展契机并发挥媒体关注的绿色创新治理效应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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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３． 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 ６０４９（２０２４）０５ ０１００ １１

一、 引言

制造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和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但目前我国多数制造企业绿色技术

水平较低［１］，且制造企业高能耗的生产模式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大气污染、生态破坏等环境问题成为政

府、媒体等社会各界的关注热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这为制造业绿色转型指明

了方向。 特别是随着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发展，工业机器人应用成为推动制造企

业智能化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因此，如何充分发挥智能化升级对制造企业的绿色创新促进作

用并推进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实践中，大规模的“机器换人”正前所未有地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方面，也吸引了各大新闻媒

体的争相报道。 已有研究表明，数字化技术和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促进技术升级、助推经济增长以及促进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２ ３］；作为一种能自动控制、重复编程的多功能机器设备［２］，工
业机器人能有效突破制造企业绿色发展中的技术难题，为企业绿色转型带来新契机。 学者们指出，加速

推广机器人等智能装备已成为推动中国发展模式变革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４］；工业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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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将导致企业市场选择效应更加激烈，倒逼企业采用更加清洁的生产方式［５］；机器人在企业生产中的

运用有助于重塑研发创新过程，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积极影响［６］；节约人工成本和优化人力资本调整是

工业机器人应用影响绿色创新的重要途径［７］；工业机器人应用可以通过提高生产率和企业环境管理能

力［８］以及增加绿色研发投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９］。 也有研究关注到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不仅能提升企业

污染治理效率［１０］，而且显著降低了企业 ＳＯ２ 的排放强度，促进了企业绿色生产［１１］。
媒体是信息的传播者、加工者和挖掘者。 随着网络主流媒体公信力与价值引领作用的不断提升，在

媒体“聚光灯”下，为了获得积极的舆论导向并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绿色技术

创新［１２］。 通过梳理，已有研究探究了媒体关注对公司治理、违规风险和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１３ １４］，指出

媒体关注对企业创新绩效发挥了促进作用［１５］，网络主流媒体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比低散户舆论对其

的作用更加明显［１４］。 也有研究指出媒体是企业不当行为的重要监督机构［１６］，企业周围的媒体密度越

高，其污染排放行为被曝光的概率就越大［１７］。 仅少数研究指出，媒体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促进

效应［１８］，媒体负面环境报道显著提高了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促使其“知弱图强”而非“捉襟见肘”［１９］。
综上，学者们关注到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经济增长、劳动力市场需求及绿色生产的积极影响，但

鲜有研究从企业结构优化视角系统地探究工业机器人应用影响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路径。 同

时，现有研究忽略了媒体关注这一环境“软规制”在工业机器人应用赋能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作用，而
厘清媒体关注影响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企业绿色转型的策略之选对有效施展媒体的环境治理作用、弥
合环境“硬规制”的不足具有深远意义。

基于此，本文旨在探究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 本文的

边际贡献如下：第一，拓深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实现路径的认识，与已有研究多关注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促进经济增长［２］、节约用工成本［７］ 及推进绿色生产［１１］ 等研究不同，本文从企业生

产经营结构、绿色治理结构、研发投入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视角全面系统地探寻工业机器人应用影响

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路径。 第二，突破了基于外部正式环境规制的单一视角，与已有研究多关注网络

媒体对公司治理违规风险［１３］和企业创新［１４］ 的影响不同，本文从媒体关注这一“软规制”视角审视外

部媒体关注压力下工业机器人应用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调节机制，并分析了媒体正面、中性和负面报

道等不同媒体情绪对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的影响差异。 第三，揭示了企业外部媒体

关注与内部高管背景特征在工业机器人应用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关系中的内在联系，并进一步分析了

不同政治背景和环保背景下，媒体关注对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差异化调节效应。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新一代数字技术与制造业应用场景深度融合，衍生出数字化和智能化制造范式，已成为推动企业

绿色创新的主导力量。 工业机器人采用数字控制系统，可以实现精准生产，避免了传统手工操作不规

范导致的废品率高和资源浪费等问题，有利于企业以更加集约化的方式开发绿色产品［１，２０］。 同时，企
业可以基于工业机器人技术构建智能运营管理系统，帮助企业高效收集和获取各类信息技术和环保

知识，增加绿色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的信息和知识储备［２１］。 总之，工业机器人应用有助于研发部门

高效整合各任务模块，实时监控所有研发任务，确保绿色产品研发效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１１］。 具体

表现为如下方面。
第一，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优化生产经营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依托工业机器人等智能化技

术能够实现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需求的快速响应与有效协调［１］，有利于企业实现精益生产，优化企业

生产经营结构。 同时，工业机器人还可以通过内置传感器和监测系统，实时收集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数

据，有助于企业更快地做出决策并进一步实现生产经营结构优化［２２］；而生产经营结构优化可以提高

企业资源使用效率，节约生产经营成本，高效地配置生产资源和要素，为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和产品创

新提供要素支撑，从而促进绿色创新［２１］。
第二，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优化绿色治理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在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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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管理过程中，管理者可能会出于自身短期利益和成本考虑忽视企业的绿色转型发展问题。 工业

机器人作为代表性的数字技术之一，其在企业的广泛应用提高了各类数据信息收集共享的及时性和

透明度，有利于企业通过数据中台实时监控、分析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数据变

动，加强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管理者绿色治理行为的监督［２３ ２４］。 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与政府、公
众等利益相关者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助于利益相关者了解公司环境承诺并监督其行为，进而督促管理

者更好地履行绿色治理责任［４］。
第三，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优化研发投入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较高的研发投入成本是制约企

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由于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以及我国政府对机器人使用的大力

支持，工业机器人价格不断下落，大多传统制造企业为了应对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经济压力，开始致力

于工业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的购买，推动了“机器换人” ［２５］。 工业机器人的引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减

少制造成本，为企业释放了额外的财务资源，使其有能力追加绿色创新研发投入［８］。 同时，工业机器人

应用所带来的人工替代效应使得企业可以将优质人力资源投入到研发、技术改进和环保措施等高附加值

环节，有助于企业将更多注意力放在环保技术研发创新方面［７］，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第四，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促进绿色创新。 作为一项增加生产复杂度的

技术和资本性投入，工业机器人应用带来了复杂劳动与智能决策作业的增加，对企业人力配置提出了

新的需求，使得企业更倾向于招聘高技能劳动力［２６］，必然会引发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调整［２７］。 而企

业的人力资本知识和技能结构提升是实现绿色产品和服务创新的基础。 高素质人力资本更有可能认

识到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责任，从而在工作中主张资源合理利用，推动企业向绿色创新方向发展。
同时，他们也更愿意主动抓住绿色市场机遇，参与或引领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开发符合市场需求

的绿色产品和技术。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１ａ：工业机器人应用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假说 １ｂ：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优化生产经营结构、绿色治理结构、研发投入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

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二） 媒体关注对工业机器人应用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调节效应

媒体关注作为企业外部的非正式监督主体，为企业带来光环与荣耀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使企业背

负了政府、公众等的监督压力。 当前，人工智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工业机器人作为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的代表性技术之一，相比于传统制造企业，引入工业机器人的企业往往会受到更多的媒体关注。 目前，由
于绿色创新具有不确定性较强、创新风险较高以及短期收益不明显等特点，企业可能会对绿色技术创新

持相对悲观态度；而网络媒体的广泛关注犹如聚光灯，能强化企业的绿色战略导向。 一方面，媒体关注对

企业的违规排放污染物、非法储存和倾倒危险废物等行为具有显著的震慑效果，可通过对企业环境信息

披露及环境责任缺失行为的报道［１８］，从社会期望和行政干预的视角倒逼企业加大环境治理资金投入、激
励企业积极从事绿色技术创新活动。 另一方面，媒体作为连接公众、企业与政府之间的重要桥梁，可以通

过改善各主体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发挥媒体环境治理监督作用。 如媒体能够通过获取企业环境信息、引导

公众认知来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媒体报道也有利于推动政府加强环境保护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从
而激发企业绿色创新积极性。 另外，当网络媒体报道企业的正面新闻时，管理层会通过信息传递效应，将
其财务决策传递给外部资本市场，以获得更好的融资机会和社会声誉，从而使企业能以较低成本进行研

发融资，并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资金支持［２８］。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２：媒体关注有利于强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
三、 研究设计

（一） 模型构建

为检验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构建模型（１）。
ＧＩＴｅ，ｔ ＝ α０ ＋ α１ ｌｎ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ｅ，ｔ ＋ α２Ｘｅ，ｔ ＋ μｅ ＋ ωｔ ＋ εｅ，ｔ （１）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 ＧＩＴ，表示企业绿色创新；核心解释变量为 ｌｎｅｘｐｏｓｕｒｅ，表示工业机器人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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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Ｘｅ，ｔ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集合，μｅ、ωｔ 分别表示企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ｅ，ｔ 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为绿色创新（ＧＩＴ）。 考虑到绿色专利授权需要经过政府批准，并且需要定期检测和缴

纳年费，容易受到官僚因素影响［２９］。 本文认为一个绿色专利被引用次数越多，说明它在该领域的影

响力越大，即该绿色专利认可度越高［３０］。 因此，本文采用企业申请绿色专利被引用次数加 １ 后取自然

对数来测度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同时考虑到专利引用的滞后性，借鉴郭丰等［３０］的做法，在全文回归时

均将企业绿色专利被引次数进行滞后一期处理。
核心解释变量为工业机器人应用（ ｌｎ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参考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３１］ 的做法，本文采用

企业层面机器人渗透度的对数进行衡量。
在控制变量方面参考聂飞等［１１］、谢雁翔等［３２］ 的研究，选取以下变量为控制变量：（１） 现金流比率

（ｃａｓｈｆｌｏｗ），采用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与期末流动负债之比衡量；（２） 前十大股东持股比

例（ ｔｏｐ１０），采用企业前十大股东持股数占总股数的比值衡量；（３）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采用企业资产总额

的对数衡量；（４） 企业资产负债率（ｄｅｂｔ），采用企业负债总金额与资产总额之比衡量；（５） 资本密集度

（ｃａｐｄｅｓ），采用企业资产总额与营业收入之比衡量；（６） 企业年龄（ａｇｅ），采用企业成立年限衡量；（７）
环境规制（ｅｒ），采用企业所在地废气废水污染治理金额投入占当年工业产值的比值衡量。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ＧＩＴ ５ ６８５ １． ７０４ １． ３３３ ０． ０００ １． ３８６ ５． ７１０
ｌｎ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５ ６８５ ２． ７８７ １． ５５０ － １． ３５２ ２． ９０７ ５． ９１６
ｃａｓｈｆｌｏｗ ５ ６８５ ０． ０４７ ０． ０６２ － ０． １２２ ０． ０４４ ０． ２１９
ｔｏｐ１０ ５ ６８５ ０． ５５３ ０． １４５ ０． ２２４ ０． ５５４ ０． ８８４
ｓｉｚｅ ５ ６８５ ２２． ５１９ １． １９２ ２０． ２３６ ２２． ３４３ ２５． ９０６
ｄｅｂｔ ５ ６８５ ０． ４５０ ０． １８８ ０． ０７９ ０． ４５３ ０． ９０８
ｃａｐｄｅｓ ５ ６８５ １． ９９７ １． １２７ ０． ４４０ １． ７２６ ７． ０９２
ａｇｅ ５ ６８５ １７． ４１３ ５． ３６７ ５． ０００ １７． ０００ ３１． ０００
ｅｒ ５ ６８５ ０． ２０９ ０． １９９ ０． ０１０ ０． １５０ ２． ８４０

（三）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制造业上市公

司样本，数据源于 ＩＦＲ 和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并
在此基础上，剔除了 ＳＴ、ＰＴ 等特殊处理的样

本、数据缺失的样本以及未连续公布企业年

报的样本，最终整理得到 ５ ６８５ 个样本。 同

时，本文对变量进行了 １％ 的截尾处理以消

除异常值干扰。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

表 １ 所示。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结果分析

由表 ２ 中的列（１）至列（４）可知，无论

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或是否在模型检验时考虑企业和时间固定效应，工业机器人渗透度（ ｌｎｅｘｐｏｓｕｒｅ）的
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工业机器人渗透度越高绿色专利的被引用次数越多，即工业机

器人应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明显，证实了假说 １ａ。
在当今科技自立自强的背景下，企业从事绿色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对于创新驱动制造企业绿色转

型至关重要。 本文认为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性，原因在于，
绿色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说明企业对绿色创新投入了更多精力和资源，也说明企业在绿色创新方面

具有更强的动力和决心。 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总量加 １ 取

对数表征企业绿色创新积极性（ＧＩＥ）进行实证检验。 由表 ２ 的列（５）至列（６）可知，工业机器人渗透

度的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进一步表明工业机器人渗透度越高，企业绿色创新积极性越强。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ＧＩＴ

（２）
ＧＩＴ

（３）
ＧＩＴ

（４）
ＧＩＴ

（５）
ＧＩＥ

（６）
ＧＩＥ

ｌｎ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０． １２１∗∗∗ ０． ２１５∗∗∗ ０． ０９１∗∗∗ ０． １５１∗∗∗ ０． ０２７∗∗∗ ０． １１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４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３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 ３６８∗∗∗ ０． ６８４∗∗∗ － ８． ７４５∗∗∗ － ９． ２９９∗∗∗ － ６． ８６９∗∗∗ － ７． ６６８∗∗∗

（０． ０３３） （０． ０７０） （０． ３６４） （１． １９５） （０． ３５４） （１． 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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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续）

变量
（１）
ＧＩＴ

（２）
ＧＩＴ

（３）
ＧＩＴ

（４）
ＧＩＴ

（５）
ＧＩＥ

（６）
ＧＩ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 ／ Ｙｅａｒ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Ｏｂｓ ５ ６８５ ５ ６８５ ５ ６８５ ５ ６８５ ５ ６８５ ５ ６８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０２０ ０． ２３２ ０． ２０７ ０． ２８２ ０． １１９ ０． ０８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Ｆｉｒｍ ／ Ｙｅａｒ 指同时控制

企业和时间固定效应。

　 　 　 　 表 ３　 内生性问题处理

变量

ｌｎ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ｕｓ

（１）
第一阶段

（２）
第二阶段

ｌｎ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０． ００４∗∗ ０． ７７６∗∗

（０． ００２） （０． ３４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１２９ － ９． ３２９∗∗∗

（０． ４４８） （０． ８３７）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 ／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 ５ ６３１
ＬＭ ６４． ５２４
Ｆ ６４． ８１３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

为稳健标准误；Ｆｉｒｍ ／ Ｙｅａｒ 指同时控制企业

和时间固定效应。

（二） 稳健性检验

第一，对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工业机器人对于企业绿色创

新的影响并非单向的，即工业机器人应用可以推动企业绿色创

新，而高绿色创新水平的企业通常更倾向于推进智能化升级，
从而扩大工业机器人应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模型的内

生性。 本文借鉴 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８］、聂飞等［１１］ 的研究，选取美国工

业机器人渗透度（ ｌｎ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ｕｓ）作为工具变量。 由表 ３ 可知，
该工具变量的 Ｆ 检验、ＬＭ 统计量均通过了检验，且由列（２）知，
工业机器人渗透度的系数在 ５％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工业

机器人应用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结论稳健。
第二，替换重要变量。 一是替换被解释变量，企业过高的

自引率将影响到数据的有效性，为此本文使用剔除自引后的绿

色专利被引次数（ＧＩＴ２）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４ 的列（１）。 二是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大量学者将机器人一词纳入表征企业数字

化转型程度的词库中，由表 ４ 的列（２）可知，工业机器人渗透度

的系数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工业机器人渗透度与企

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基于此，借鉴吴非等［３３］ 的做法，本文采用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Ｄｉｇ）替代工业机器人渗透度，结果见表 ４ 的列（３）。 三是为避免回归结果受共线性的影响，对控制变

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结果见表 ４ 的列（４）。 综上，由表 ４ 的列（１）至列（４）可知，无论采用哪种方法

替换变量，结果均说明工业机器人应用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第三，增加固定效应。 为削减行业与地区带来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在控制企业、时间固定效应的

基础上增加了对行业及地区的固定效应，结果见表 ４ 的列（５），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系数在 １％ 的水平

下显著为正，验证了假说 １ａ。
第四，改变样本容量。 为避免样本选择带来的主观误差，本文通过调整样本年份，即去掉 ２０１１ 年

和 ２０１９ 年，选择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 年的样本数据进行检验。 由表 ４ 中的列（６）可知，工业机器人渗透度的

系数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关系仍然成立。

表 ４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ＧＩＴ２

（２）
Ｄｉｇ

（３）
ＧＩＴ

（４）
ＧＩＴ

（５）
ＧＩＴ

（６）
ＧＩＴ

ｌｎ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０． １２２∗∗∗ ０． １５７∗∗∗ ０． １４８∗∗∗ ０． ２２５∗∗∗ ０． １２８∗∗∗

（０． ０３６） （０． ０４１） （０． ０５４）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７）

Ｄｉｇ
０． ０７５∗∗ ０． １７４
（０． ０３２） （０． ２２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 １． １８３ － ９． ３６１∗∗∗ － ９． ２１２∗∗∗ － １０． ２４８∗∗∗ － １０． ２４１∗∗∗ － ９． １９７∗∗∗

（０． ７９２） （１． ２００） （１． ２１５） （１． ４６３） （１． ２１３） （１．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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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续）

变量
（１）
ＧＩＴ２

（２）
Ｄｉｇ

（３）
ＧＩＴ

（４）
ＧＩＴ

（５）
ＧＩＴ

（６）
ＧＩ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 ／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 ／ Ｒｅｇｉｏｎ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Ｏｂｓ ５ ６８５ ５ ６２５ ５ ６２５ ４ ６８９ ５ ６８５ ４ ５５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１８４ ０． ２８７ ０． ２８１ ０． ２６０ ０． ２９２ ０． ２５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Ｆｉｒｍ ／ Ｙｅａｒ 指同时控制

企业和时间固定效应；Ｉｎｄ ／ Ｒｅｇｉｏｎ 指同时控制行业和地区固定效应。

（三） 异质性分析

第一，企业产权性质分组。 由表 ５ 的列（１）和列（２）可知，非国有企业中工业机器人应用对绿色

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在国有企业中并无显著影响。 其原因可能在于，国有企业因受政府干预更倾

向于遵循政府制定的投资目标并承担社会责任，在该情景下往往会被迫选择承担高风险的创新项目，
致使国有企业经常出现创新效率低下的问题。 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的创新项目选择主要取决于自

身高层管理者和控股股东的决策，再加上非国有企业追求资本效益，使其更有动力采用工业机器人促

进绿色创新和实现绿色转型，这导致非国有企业相比于国有企业在绿色创新方面更具有活力［３４］。
第二，企业技术特征分组。 本文将企业分为高科技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两组①，由表 ５ 的列（３）和

列（４）可知，高科技企业中工业机器人应用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 １％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而非高

科技企业则在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高科技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能动性相较于非高科技企

业更强。 其原因可能在于，技术创新是高科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只有不断进行技术研发创新，企业

才可以获取持续竞争优势。
第三，企业规模大小分组。 本文将企业规模等于或低于均值的企业定义为小规模企业，其余为大规

模企业，由表 ５ 的列（５）和列（６）可知，引入工业机器人更能促进大规模企业绿色创新。 其原因在于，大
规模企业本身资金实力强，拥有丰富的要素资源，能够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工业机器人引入与研发投入，
进而促进绿色创新。 同时，大规模企业通常拥有更强的技术吸收和集成能力，能够更快速地实现工业机

器人技术与现有生产流程融合，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水平，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表 ５　 异质性检验

变量

企业产权性质 企业技术特征 企业规模大小

国有
（１）

非国有
（２）

高科技
（３）

非高科技
（４）

大规模
（５）

小规模
（６）

ｌｎ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０． ０８４ ０． ２６２∗∗∗ ０． １７４∗∗∗ ０． ２５８∗ ０． １８３∗∗∗ ０． ０９２

（０． ０５７） （０． ０５８） （０． ０４６） （０． １４５） （０． ０５７） （０． ０６６）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 ８． ７７３∗∗∗ － １０． ５３０∗∗∗ － ９． ５９５∗∗∗ － ８． ２２２∗∗ － １０． ６５５∗∗∗ － ７． ４２９∗∗∗

（１． ７０６） （１． ７１８） （１． ２４８） （３． ６５６） （２． １４９） （１． ９３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 ／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 ２ ３６８ ３ ３１７ ４ ７９４ ９３１ ２ ５２０ ３ １６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３１６ ０． ２７５ ０． ３１５ ０ ０． １５０ ０． ３３８ ０． １５０

Ｓｕｅｓｔ Ｃｈｉ２（１） ＝ ７２． ３０
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 ０． ０００

Ｃｈｉ２（１） ＝ １６． ７５
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 ０． ００１

Ｃｈｉ２（１） ＝ ５６． ６６
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 ０． ０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Ｆｉｒｍ ／ Ｙｅａｒ 指同时控制

企业和时间固定效应。

—５０１—
①ＯＥＣＤ 规定的制造业高科技行业包括 Ｃ２５、Ｃ２６、Ｃ２７、Ｃ２８、Ｃ２９、Ｃ３１、Ｃ３２、Ｃ３４、Ｃ３５、Ｃ３６、Ｃ３７、Ｃ３８、Ｃ３９、Ｃ４０ 和 Ｃ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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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作用路径检验

为刻画工业机器人应用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路径，本文借鉴江艇［３５］的做法，在模型（１）的基

础上进一步构建模型（２）进行实证检验。
Ｍｅｄｅ，ｔ ＝ β０ ＋ β１ ｌｎ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ｅ，ｔ ＋ β２Ｘｅ，ｔ ＋ μｅ ＋ ωｔ ＋ εｅ，ｔ （２）
其中，模型（２）中 Ｍｅｄ 变量包括生产经营结构、绿色治理结构、研发投入结构与人力资本结构，其

余变量同前文定义一致。
（一） 生产经营结构（Ｃｏｓｔ）
由于企业生产经营结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为经营成本率的降低，故本文采用营业成本

占营业收入的比值即经营成本率衡量企业的生产经营结构优化程度。 该指标为负向指标，该数值越

小则企业的生产经营结构越好。 由表 ６ 中的列（１）可知，工业机器人渗透度的系数在 １％的水平下显

著为负，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可以帮助企业实现生产经营结构优化，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二） 绿色治理结构（Ｅｄｉ）
本文采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测度绿色治理结构。 首先，构建 １３ 项环境信息披露指标，其中包括 ６

项货币性指标和 ７ 项非货币性指标，各指标分值在 ０ 至 ２ 之间；其次，两种信息共包含五个方面和 ２５
个评分项目，对这些项目的评分加总后取对数得到 Ｅｄｉ。 该指标越大说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绿
色治理结构也越好。 由表 ６ 中的列（２）可知，工业机器人渗透度的系数在 ５％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
明工业机器人应用可以通过帮助企业实现绿色治理结构优化，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三） 研发投入结构（ＲＤ 和 ＲＤＰ）
本文采用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之比衡量企业研发资金投入结构（ＲＤ），采用研发人员数量占员工

总数之比衡量企业研发人员投入结构（ＲＤＰ）。 由表 ６ 的列（３）和列（４）可知，列（３）中工业机器人渗

透度的系数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引入工业机器人会优化企业研发资金的投入结构；列（４）
中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在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工业机器人会优化企业研发人员的投入结构。
因此，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优化企业研发投入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四） 人力资本结构（Ｌｂ１ 和 Ｌｂ２）
借鉴郭金花和朱承亮［２７］的研究，本文采用本科学历以上的员工数量占比衡量人力资本知识结构，采

用技术员工数量占比衡量人力资本技能结构。 由表 ６ 的列（５）和列（６）可知，工业机器人渗透度的系数

依次在 １０％和 ５％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知识结构和技能结构实现

企业整体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综上所述，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优化企业生产

经营结构、绿色治理结构、研发投入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即假说 １ｂ 得证。

表 ６　 作用路径检验

变量

生产经营结构 绿色治理结构 研发投入结构 人力资本结构

（１）
Ｃｏｓｔ

（２）
Ｅｄｉ

（３）
ＲＤ

（４）
ＲＤＰ

（５）
Ｌｂ１

（６）
Ｌｂ２

ｌｎ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 ０． ０４２∗∗∗ ０． ０６９∗∗ ０． ３３０∗∗∗ ０． ０９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３４） （０． １０５） （０． ０５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５１７ － ３． ３５９∗∗∗ ６． ７９０ １． １３６ ０． ０１７ ０． ０５５

（０． ３３５） （０． ９４７） （５． ４０６） （１． ５２６） （０． １５８） （０． ２５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 ／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 ５ ６８５ ５ ４２５ ５ ６８５ ４ ７４５ ５ ２７３ ５ １７９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０７３ ０． ２６５ ０． １１９ ０． １３５ ０． ０４８ ０． １５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Ｆｉｒｍ ／ Ｙｅａｒ 指同时控制

企业和时间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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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媒体关注的调节机制检验

变量
（１）
ＧＩＴ

（２）
ＧＩＴ

（３）
ＧＩＴ

（４）
ＧＩＴ

ｌｎ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０． １５５∗∗∗ ０． １５７∗∗∗ ０． １５４∗∗∗ ０． １５３∗∗∗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９） （０． ０４０）

Ｍｅｄｉａ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０）

ｌｎ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Ｍｅｄｉａ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０）

ｐＭ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０）

ｌｎ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 ｐＭ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０）

ｚＭ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７）

ｌｎ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 ｚＭ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０）

ｎＭ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７）

ｌｎ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 ｎＭ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 ９． ３６３∗∗∗ － ９． ３０８∗∗∗ － ９． ３５８∗∗∗ － ９． ３６９∗∗∗

（１． １９３） （１． １９８） （１． １９１） （１． １９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 ／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 ５ ６５０ ５ ６５０ ５ ６５０ ５ ６５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２８４ ０． ２８４ ０． ２８４ ０． ２８３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Ｆｉｒｍ／ Ｙｅａｒ 指同时控制企业和时间固定效应。

六、 调节效应检验

（一） 媒体关注的调节效应检验

本文构建模型（３）检验媒体关注对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绿色创新的影响，具
体如下：

ＧＩＴｅ，ｔ ＝ ａ０ ＋ ａ１Ｍｅｄｉａｅ，ｔ ＋ ａ２ ｌｎ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ｅ，ｔ
＋ ａ３ ｌｎ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ｅ，ｔ × Ｍｅｄｉａｅ，ｔ ＋ Ｘｅ，ｔ ＋ μｅ ＋ ωｔ

＋ εｅ，ｔ （３）
其中，Ｍｅｄｉａｅ，ｔ 表示调节变量。以网

络媒体与传统报刊关于公司的新闻报道

数量之和加 １ 的自然对数度量媒体关注

（Ｍｅｄｉａ），其余变量与前文一致。
结合表 ７ 的列（１） 可知，媒体关注与

工业机器人应用的交互项在 ５％ 的水平

下显著为正，表明媒体关注度越高，工业

机器人应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

越强，验证了假说 ２。进一步地，除媒体报

道数量外，媒体语调展示了媒体报道时

新闻文字中包含的乐观或悲观情绪。相
对于正面的新媒体报道，负面报道会给

企业绿色转型带来更明显的舆论与监督

压力［１８］。为进一步揭示不同媒体情绪下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绿色创新带来差

异影响，本文按照媒体情绪将媒体报道

分为正面报道（ｐＭ）、中性报道（ ｚＭ） 和

负面报道（ｎＭ） 三类分别检验，结果见表

７ 的列（２） 至列（４）。正面报道与中性报道的各自交互项分别在１０％ 和５％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负面报

道的交互项不显著，表明正面报道和中性报道增强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可能的

原因在于，媒体正面报道和中性报道有助于增强企业在社会公众中的声望和影响力，从而激励企业绿

色创新的积极性；而负面报道可能会降低公众对企业的信任感和好感，损害企业形象，甚至导致品牌

解约和合作停止等；同时，负面报道可能带来高管“短视” 行为，减少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和创新意愿，
从而削弱工业机器人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

（二） 进一步分析

第一，高管政治背景分组。 若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现在或曾经在各地相关政府部门任职，则视为

高管具有政治背景。 由表 ８ 的列（１）和列（２）可知，相较于有政治背景的高管，无政治背景的高管所

在企业中媒体关注对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调节效应更显著。 其原因可能在于，有
政治背景的高管对企业技术创新或环境可持续性的决策行为更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而非外部媒

体的舆论导向［３６］。 相反，无政治背景的高管在决策时更加专注于企业内部的创新需求和市场竞争力

提升，为利用媒体关注提升企业形象和增强品牌价值，其更有可能通过采纳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实现

生产效率和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
第二，高管环保背景分组。 参考王辉等［３７］ 的研究，若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个人简历中包含“环

境”“环保”等关键词的样本，则认为高管具有环保背景。 由表 ８ 中的列（３）和列（４）可知，相较于无环

保背景的高管，有环保背景的高管所在企业中媒体关注对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调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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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８　 进一步分析的检验结果

变量

高管政治背景 高管环保背景

有政治背景
（１）

无政治背景
（２）

有环保背景
（３）

无环保背景
（４）

Ｍｅｄｉａ
－ ０． ０４９ ０． ０３０ － ０． １０６∗∗ ０． ０３８∗

（０． ０４６） （０． ０２３）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２）

ｌｎ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０． ０９１ ０． １６２∗∗∗ ０． ０３５ ０． １８４∗∗∗

（０． ０９１） （０． ０４８） （０． ０７４） （０． ０４７）

ｌｎ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Ｍｅｄｉａ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 １０． ２１６∗∗∗ － ８． ４３８∗∗∗ － ２０． ０６４∗∗∗ － ８． ９８１∗∗∗

（２． ５２２） （１． ２１６） （３． ４９６） （１． ３０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 ／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 ２ ６７９ ２ ９７１ ２ １０１ ３ ５４９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２６０ ０． ２７０ ０． ３３０ ０． ２６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Ｆｉｒｍ ／ Ｙｅａｒ 指同时控制企业和时间固定效应。

节效应更显著。 其原因可能在于，
媒体关注通常会增强企业对环境问

题的敏感性，具有环保背景的高管

往往更倾向于将环保理念融入企业

核心战略，这可能会促使企业在受

到媒体关注时更加积极地开展智能

化和绿色化转型，实现环境与经济

目标的协同增长［３７］。
七、 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的数据，研究工业机

器人应用、媒体关注对企业绿色创

新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１）工业

机器人应用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
进一步地，工业机器人的渗透度越

高，企业的绿色创新积极性越强。
异质性检验表明，在非国有、高科技

行业和规模较大的企业中，工业机器人应用对绿色创新存在显著促进作用。 （２）工业机器人通过优化

企业生产经营结构、绿色治理结构、研发资金与人员投入结构和人力资本知识与技能结构促进企业绿

色创新。 （３）媒体关注正向调节工业机器人应用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区分媒体情绪发现，正面报

道和中性报道使得工业机器人应用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明显。 进一步分析发现，无政治背景高管

和有环保背景高管所在企业中媒体关注对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调节效应更明显。
综合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１）各地区应积极推进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设立绿色创

新奖励机制，对工业机器人渗透度高、绿色创新成果显著的企业给予政策奖励以激发企业绿色创新积

极性。 同时，不同类型企业应结合自身实际制定智能化发展和绿色创新战略。 国有企业要勇挑重担，
围绕事关国家安全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大战略任务，积极超前布局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当好创

新驱动发展的排头兵。 非高科技企业要通过技术培训、政策扶持等手段降低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的

门槛，加快推进其与工业机器人制造商和研发机构的合作，以发挥智能技术在绿色创新中的赋能作

用。 特别是对融资约束程度高和风险管控力弱的中小规模企业，政府应给予必要的税收优惠支持，鼓
励其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投资绿色创新项目。 （２）企业应加强工业机器人等智能化技术与业务流程

核心环节有机融合，充分发挥其在生产制造、运营管理、技术研发等各环节的绿色赋能效应。 企业通

过工业机器人规模化应用全面改造优化生产工艺流程，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提升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

量并引导企业制定绿色治理优化方案。 同时，要实施工业机器人研发投入优化计划，鼓励企业加大

在环保技术和设备研发方面的绿色研发资金投入；企业要全面提升人力管理制度，招聘具有高知识

储备的数字化人才，也要通过在职培训和岗位技能竞赛等方式，提升现有劳动力专业技能，为企业

智能化升级及绿色研发创新储备人才。 （３）网络媒体作为企业环境治理的外部监督者，应客观真

实报道企业状况，充分利用新媒体等手段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营造良好的舆论和监督环境，避
免出现“漂绿”行为，激励绿色创新发展。 同时，企业应积极宣传绿色创新成果，提高产品和服务质

量及可持续性，积极化解公众质疑，及时回应和处理负面报道，减少负面报道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

的影响。 此外，建议政府加强与企业高管和媒体的沟通与合作，提升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企业绿色创

新的认知度。

—８０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参考文献：

［１］曹裕，李想，胡韩莉，等． 数字化如何推动制造企业绿色转型？ ———资源编排理论视角下的探索性案例研究［Ｊ］． 管

理世界， ２０２３，３９（３）： ９６ １１２ ＋ １２６ ＋ １１３．

［２］杨光，侯钰． 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技术升级与经济增长［Ｊ］． 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２０（１０）：１３８ １５６．

［３］宋虹桥，张夏恒． 数字化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Ｊ］． 湖湘论坛，２０２４，３７（３）：４８ ６３．

［４］ＷＡＮＧ Ｊ， ＷＡＮＧ Ｗ， ＬＩＵ Ｙ， ｅｔ ａｌ． Ｃ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ｏｂｏｔｓ ｒｅｄｕｃ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ｂｏｕ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ｌｏｗ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２３，７２：１０２２０８．

［５］ＺＨＡＮＧ Ｑ， ＺＨＡＮＧ Ｆ， ＭＡＩ Ｑ． Ｒｏｂｏｔ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ｕｒｓｅ ｏｒ ｂｏｏｎ［ Ｊ］．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２０２２，３４：１ １１．

［６］占华，后梦婷，檀菲菲． 智能化发展对中国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新能源产业上市公司的证据［Ｊ］． 资源科

学，２０２２，４４（５）： ９８４ ９９３．

［７］ＧＡＮ Ｊ， ＬＩＵ Ｌ， ＱＩＡＯ Ｇ，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ｏｂｏｔ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 Ｊ］．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２０２３，１１９：１０６１２８．

［８］ＬＩＡＮＧ Ｌ， ＬＵ Ｌ， ＳＵ Ｌ．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ｏｂｏｔ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２３，１３（１）： １８６９５．

［９］ＬＥＥ Ｃ Ｃ， ＱＩＮ Ｓ， ＬＩ Ｙ． Ｄｏ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ｏｂｏ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２２，１８３： １２１８９３．

［１０］ＹＥ Ｚ， ＹＡＮＧ Ｊ， ＺＨＯＮＧ Ｎ， ｅｔ ａｌ． Ｔａｃｋｌ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ｕｓｉｎｇ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２０， ６９９：１３４２７９．

［１１］聂飞，胡华璐，李磊． 工业机器人何以促进绿色生产？ ———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证据［ Ｊ］． 产业经济研究， ２０２２

（４）： １ １４．

［１２］赵莉，张玲． 媒体关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市场化水平的调节作用［Ｊ］． 管理评论，２０２０，３２（９）：１３２ １４１．

［１３］尹美群，李文博． 网络媒体关注、审计质量与风险抑制———基于深圳主板 Ａ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Ｊ］． 审计与经

济研究， ２０１８， ３３（４）： ２４ ３３．

［１４］何枫，刘贯春． 数字媒体信息传播与企业技术创新［Ｊ］．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２２，３９（１２）： １１１ １３１．

［１５］张岳，彭世广． 媒体关注与企业创新绩效［Ｊ］．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２０２０（４）： ２９ ３９．

［１６］ＨＥＥＳＥ Ｊ， ＰÉＲＥＺ⁃ＣＡＶＡＺＯＳ Ｇ， ＰＥＴＥＲ Ｃ 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ｌｅａｖｅｓ ｔｏｗ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ｃｌｏ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ｍ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２２，１４５（２）：４４５ ４６３．

［１７］ＣＡＭＰＡ Ｐ．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ｋｓ： ｄｏ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ｏｘｉｃ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８， ９１：１８４ ２０２．

［１８］阳镇，陈劲，凌鸿程． 媒体关注、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Ｊ］． 管理工程学报，２０２３，３７（４）：１ １５．

［１９］张玉明，邢超，张瑜． 媒体关注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Ｊ］． 管理学报，２０２１，１８（４）： ５５７ ５６８．

［２０］ＬＩ Ｙ， ＺＨＡＮＧ Ｙ， ＰＡＮ Ａ， ｅｔ 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ｏｂｏ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Ｊ］．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２２，７０： １０２０３４．

［２１］ＷＥＩ Ｚ， ＳＵＮ Ｌ． Ｈｏｗ ｔｏ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ｒｅｅ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ｄａｔａ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２１，１２１（５）： １０２６ １０４４．

［２２］张明超，孙新波，王永霞．数据赋能驱动精益生产创新内在机理的案例研究［Ｊ］．南开管理评论，２０２１，２４（３）：１０２ １１６．

［２３］田海峰， 刘华军．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的“双化协同”机制研究［Ｊ］． 产业经济研究，２０２３（６）： ２９ ４１ ＋ ７２．

［２４］邓悦，蒋琬仪． 工业机器人、管理能力与企业技术创新［Ｊ］． 中国软科学， ２０２２（１１）：１２９ １４１．

［２５］王永钦，董雯． 机器人的兴起如何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 ———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Ｊ］． 经济研究，２０２０，

５５（１０）：１５９ １７５．

—９０１—



郭金花，常帅文，焦　 嶕 工业机器人应用、媒体关注与企业绿色创新

［２６］ＳＪÖＤＩＮ Ｄ Ｒ， ＰＡＲＩＤＡ Ｖ， ＬＥＫＳＥＬＬ Ｍ， ｅｔ ａｌ． Ｓｍａｒｔ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ｍｏｖｉｎｇ ｔｏ ｓｍａｒｔ 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８， ６１（５）： ２２ ３１．

［２７］郭金花，朱承亮． 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结构调整与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Ｊ］． 经济管理，２０２４，４６（１）：４７ ６７．

［２８］周开国，应千伟，钟畅． 媒体监督能够起到外部治理的作用吗？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违规的证据［Ｊ］．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６（６）：１９３ ２０６．

［２９］张杰，郑文平． 创新追赶战略抑制了中国专利质量么？ ［Ｊ］．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８， ５３（５）： ２８ ４１．

［３０］郭丰，杨上广，柴泽阳． 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量提质”吗？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的文

本分析［Ｊ］． 南方经济， ２０２３（２）： １４６ １６２．

［３１］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Ｄ，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Ｐ． Ｒｏｂｏｔｓ ａｎｄ ｊｏｂ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ＵＳ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２０， １２８（６）： ２１８８ ２２４４．

［３２］谢雁翔，覃家琦，金振，等． 企业工业智能化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Ｊ］． 科学学

与科学技术管理，２０２３，４４（１１）：１４８ １６５．

［３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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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 管理世界，

２０２１， ３７（７）： １３０ １４４ ＋ １０．

［３４］肖静，曾萍． 数字化能否实现企业绿色创新的“提质增量”？ ———基于资源视角［Ｊ］． 科学学研究，２０２３，４１（５）： ９２５

９３５ ＋９６０．

［３５］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Ｊ］． 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２２（５）：１００ １２０．

［３６］宿晓，王豪峻． 高管海外背景、政治关联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Ｊ］． 南京财

经大学学报， ２０１６（６）：６３ ７３．

［３７］王辉，林伟芬，谢锐． 高管环保背景与绿色投资者进入［Ｊ］．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２２， ３９（１２）：１７３ １９４．
（责任编辑：刘淑浩；英文校对：谈书墨）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ｏｂｏ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Ｍｅｄｉａ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ＧＵＯ Ｊｉｎｈｕａ１，２， ＣＨＡＮＧ Ｓｈｕａｉｗｅｎ２， ＪＩＡＯ Ｊｉａｏ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２２０６，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ｎ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ａｉｙｕａｎ ０３０００６，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ｅｖｏｔｉｎｇ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ｏｂｏ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ｏｎ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１９， ｗ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ｏｂｏ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ｏｂｏｔｓ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ｎ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ｔｅｓ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ｏｂｏｔｓ ｃ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ｇｒｅ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ｅｓ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ｏｔｌｉｇｈ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ｏｂｏ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ｂｙ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ｍｅｄｉａ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ｏ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ｎ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ｈａｓ ａ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ｆｅｒ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ｓｅｉｚ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ｏｂｏｔｓ；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ａ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０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