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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落实“双碳”工作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工作的重大攻坚任务,数字金融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核心推动力,是“双碳”目标实现的有力支撑。 该文以农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企业规模、
企业年龄、资产报酬率、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比率以及管理费用作为控制变量,通过获取 2011—
2020 年全部 A 股公司绿色专利授权数数据,运用泊松回归分析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农业企业绿

色创新的促进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显著正向影响农业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此,该文提

出相应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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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提出在 2030 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

的目标,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愿景。 在 2021 年两

会上,“双碳”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22 年的

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一次提及要有序推进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落实碳达峰行动方案。 同时,2022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关注农业绿色发展,督促各

地积极对农业绿色发展状况开展评价,助推农业步

入高质量发展车道。 农业企业作为农业产业绿色创

新的重要主体,在推动行业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

色创新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如何激发农

业上市公司绿色创新活力,助推经济结构绿色转型,
就成为目前亟需解决的焦点问题。 现如今,数字金

融作为一种以大数据、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等新型信

息技术为依托的新一代金融业态,对于打破传统金

融融资藩篱,放大金融功能,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

济融合具有独特作用(赵军,2021) [1] 。 可见,数字金

融为农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提供了新契机。 因此,聚
焦于数字金融与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研究,对
于实现企业绿色转型发展,推动“双碳”目标如期实

现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一是将研究对象聚焦于

农业企业绿色创新,打开了数字金融与农业企业绿

色创新关系的“黑箱”,证实了数字金融对农业企业

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从而突破现有研究中将创新

泛化处理而造成的束缚。 二是基于微观视角分析了

“双碳”目标背景下发展数字金融对于农业企业绿色

转型的影响,为数字金融赋能农业企业绿色创新提

供了政策启示。

一、文献梳理与研究假设

(一)关于数字金融的研究

　 　 数字金融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新生事物。
1998 年,美国诞生的在线支付工具 PayPal 揭开了数

字金融的帷幕。 目前,国内外学者尚未对数字金融

形成统一定义,但随着研究的推进,学术界对数字金

融达成了共识:数字金融是一种全新的金融模式和

金融业态,泛指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公司开展合

作,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融资、支付、投资和其他新型

金融业务模式(Song
 

H
 

et
 

al,2021) [2] 。 数字金融凭

借其利用信息技术高效匹配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需

求的优势,极大地提升了金融服务水平,对经济增长

的推动作用日益明显。 当前,研究学者将更多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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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视角聚焦于数字金融的网络安全与监管(黄文礼

等,2017) [3] 、各地数字金融发展动态 (孔祖根等,
2016;宋汉光,2017) [4-5]以及数字金融指标体系构建

(苑珂珂等,2017;Khera
 

P
 

et
 

al,2021) [6-7] 等方面。
学者们认为数字金融在缩减城乡收入差距(宋晓玲,
2017;Liang

 

S
 

L
 

et
 

al,2018) [8-9]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Tang
 

W
 

J
 

et
 

al,2019,纪丽娟等,2021) [10-11] 、助力企

业走出融资困境(解维敏等,2021) [12] 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二)关于企业绿色创新的研究

　 　 1997 年,James[13] 率先对绿色创新的定义进行

界定,认为绿色创新是指为降低环境的负面影响,促
使企业研发出更多可提升自身价值的新工艺或者新

产品。 企业作为绿色创新的微观主体,实施绿色创

新战略是积极响应新时期国家号召和适应社会经济发

展的重要举措(张钢和张小军,2014;王旭,2014)[14-15] 。
当前,学者们研究了产业融合(贺祥民,2020;Dong

 

F
 

et
 

al, 2021) [16-17] 、 产业协同集聚 ( Zeng
 

W
 

et
 

al,
2020) [18] 、环境权益交易市场(齐绍洲等,2018;曹廷

求等,2021) [19-20] 等市场因素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

响。 同时,企业作为绿色创新的主要载体,不仅需要

外部推力的驱动,更需要内部行为主体的支持(刘钻

扩,2021) [21] 。 学者们实证检验了高管环保经历(徐建

中等,2017;He
 

Kang
 

et
 

al,2021) [22-23] 、CEO 海外留学

背景(Norifumi
 

Kawai
 

et
 

al,2018,卢建词等,2022)[24-25]

等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三)关于数字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的研究

　 　 绿色创新作为企业创新的重要形式,有着更为

复杂的创新流程和更为高昂的创新成本,致使企

业进行绿色创新需要持续投入更多的金融资源。
因此,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活动的各个阶段都需要

金融机构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Ma
 

Y,2018;王
垒等,2022) [ 26-27] 。 而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数

字金融不仅拥有传统金融的全部功能,弥补了传

统金融在信息获取、信息挖掘等方面的劣势,同时

还衍生出了金融服务的新模式(顾江寒,2022;蒋建

勋,2022) [28-29] 。 数字金融凭借在降低金融服务成

本和门槛、打破信息流通壁垒、促进消费结构转型等

方面的优势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余得生,2021) [30] 。
随着数字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的深入融合,数

字金融赋能企业绿色创新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将会不

断增强,使得越来越多的绿色创新领域均能获取更

低成本和更高效率的数字金融赋能红利( Wan
 

J
 

et
 

al,2022) [31] 。 这既可持续激发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

动的积极性,也能在较大程度上优化其绿色创新方

式、促进绿色创新资源配置以及完善绿色创新基础

设施建设,从而进一步促使数字金融发挥绿色创新

赋能效应(王利晓,2022) [32] 。

(四)文献评述

　 　 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数字金融与绿色创新

之间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并提出了一些针对

性的策略,这为后者继续深入探究绿色创新奠定了

一定的基础。 但是关于企业绿色创新的研究还存在

以下不足:一是研究视角往往集中在企业整体层面,
忽略了行业异质性在企业创新中的作用,对不同行

业内企业绿色创新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二是现有关

于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的研究较少,而本文不仅可以

在理论层面丰富企业绿色创新的相关研究,还能在

实践层面助推农业企业早日实现绿色创新发展。 因

此,本文通过构建数字金融与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的

泊松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为推动农

业企业实现绿色创新发展提供新思路。
因此,提出本研究假设:数字金融能显著正向影

响农业企业绿色创新。

二、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设定与测度

　 　 被解释变量:农业企业绿色发展水平。 本文用

企业目前所获得的绿色专利授权数来衡量,企业所

获得的绿色专利授权数越多表明该企业绿色创新能

力越强。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金融。 本文拟采用北京大

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

融指数(2011—2020 年)》中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作

为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

报酬率、资产负债率以及固定资产比率、管理费用率

作为控制变量。

(二)数据来源

　 　 农业企业绿色专利授权数的数据采自 CNRDS
数据库,该数据库数据质量可靠性较强,是目前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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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绿色专利数据搜集的主要来源。 数字普惠金融

水平参考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创新创业中心编制

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 年)》,
其数据可靠性较强,编制方法较为科学,在目前国内

相关研究中被广泛使用。 控制变量数据均来自国泰

安数据库。 企业数据均选取全部 A 股上市公司,在
数据选择中剔除了 ST 股票,行业限定在农林牧渔

业,但不包括农林牧渔服务业。

表 1　 变量类型及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说明

被解释变量 农业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Patent 采用农业企业当年所获得的绿色专利授权数量衡量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金融发展水平 DF 采用北京大学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lnSc 采用农业企业总资产的对数衡量

资产报酬率 RoA 采用息税前利润 / 资产平均总额×100%衡量

资产负债率 Do 采用负债总额 / 资产总额×100%衡量

固定资产比率 Fo 采用固定资产 / 资产总额×100%衡量

管理费用率 Co 采用企业当年的管理费用 / 营业收入×100%衡量

企业年龄 Age 采用“观测年度-企业建立年度+1”衡量

(三)模型设定与计量方法

　 　 本研究选取农业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测度

其绿色创新水平。 对于被解释变量为计数数据,学
者们采用泊松回归模型。 本研究借鉴张超林等

(2018)设定如下泊松分布模型,采用极大似然法

进行估计,来检验数字金融对农业企业绿色创新水

平的影响:

E(Patentit xit)= exp(α + β1DF it + ∑
k

i = 1
γixit + εi)

　 　 其中 Patentit 表示第 i 个农业企业第 t 年的绿色

专利数量,DF it 表示第 i 个企业第 t 年的数字金融利

用水平,为一系列控制变量,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进

行实证估计使用的软件为 Stata14. 0。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

示。 农业企业绿色专利授权数量均值为 1. 513,表示

国内上市农业企业在样本期平均每年有 1. 513 项绿

色专利得到授权。 标准差为 1. 611,高于均值,表明

不同企业之间绿色专利授权量存在较大差异。 企业

年龄均值为 17. 380,且明显高于标准差,说明本文所

选择的绝大部分农业企业上市时间较长,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atent 农业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230 1. 513 1. 611 1. 000 9. 000
DF 数字金融发展水平 230 4. 568 0. 443 4. 254 6. 479
lnSc 企业规模 230 4. 454 0. 959 0. 000 5. 438
RoA 资产报酬率 230 0. 034 0. 097 -0. 435 0. 677
Do 资产负债率 230 0. 401 0. 197 0. 035 0. 937
Fo 固定资产比率 230 0. 279 0. 154 0. 023 0. 694
Co 管理费用率 230 0. 103 0. 095 0. 012 0. 624
Age 企业年龄 230 17. 380 4. 759 5. 000 28. 000

　 　 注:为了消除数据中存在的极端值,本文对所有变量的数值在 99%和 1%分位点处进行了缩尾处理。

(二)相关性分析和多重共线性检验

　 　 首先,本文拟对模型的各个变量进行相关性验

证,旨在对模型变量间的关系有一个初步了解。 表 3
为模型各变量相关系数矩阵,由表 3 可知,农业企

业绿色创新水平与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农业企业生

产规模、企业年龄成正比,即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

作用,与企业资产报酬率、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比

率和管理费用率成反比,说明以上控制变量对农业

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此外,本
研究中的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间的相关性也得到

了验证,这初步验证了本研究模型变量选取的合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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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文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以降低模型

可能会产生的估计偏误。 通过计算解释变量的方差

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能够判断变

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令第 i 个解释变量

的方差膨胀因子为 VIF i = 1 / (1 - R2
i ) ,其中 R2

i 是解

释变量 X i 对模型其他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后的判定

系数,方差膨胀因子越大说明模型多重共线性越严

重。 通过回归计算,所有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的平均水平为 1. 258,最大值为 1. 730,均在规定范

围 10 以内。 所以可以排除本模型存在系统性的多

重共线性问题,模型变量选取的合理性得到进一步

验证。

表 3　 模型各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Patent DF lnSc RoA Do Fo Co Age
Patent 1. 000 0. 458∗ 0. 174∗ -0. 021∗ -0. 051∗ -0. 131∗ -0. 016∗ 0. 224∗

DF 0. 458∗ 1. 000 0. 462∗ 0. 337 -0. 758∗ 0. 302∗ 0. 321∗ 0. 336∗

lnSc 0. 174∗ 0. 462∗ 1. 000 0. 171∗ 0. 347∗ 0. 181∗ -0. 082 0. 049
RoA -0. 021∗ 0. 337 0. 171∗ 1. 000 -0. 198∗ 0. 070∗ -0. 153∗ -0. 060
Do -0. 051∗ -0. 758∗ 0. 347∗ -0. 198∗ 1. 000 0. 245∗ -0. 229∗ -0. 011
Fo -0. 131∗ 0. 302∗ 0. 181∗ 0. 070∗ 0. 245∗ 1. 000 -0. 070 -0. 114
Co -0. 016∗ 0. 321∗ -0. 082 -0. 153∗ -0. 229∗ -0. 070 1. 000 0. 172∗

Age 0. 224∗ 0. 336∗ 0. 049 -0. 060 -0. 011 -0. 114 0. 172∗ 1. 000

　 　 注:∗表示在 5%水平上显著。

表 4　 模型变量方差膨胀因子判定

变量 VIF 1 / VIF
DF 1. 730 0. 578
lnSc 1. 240 0. 807
RoA 1. 180 0. 844
Do 1. 390 0. 718
Fo 1. 100 0. 907
Co 1. 140 0. 879

Age 1. 050 0. 951

(三)实证结果分析

　 　 表 5 报告了模型的实证回归结果。 仅将模型

(1)纳入核心解释进行泊松回归,结果发现数字金融

发展水平对农业企业实现绿色发展具有正向影响,
并且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呈显著影响。 再将

模型(2)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后进行了泊松回归,
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变量仍然对农业企业绿

色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回归结果

具有稳健性。 为了规避异方差问题对模型的影响,
模型(3)在使用稳健标准误后进行了泊松回归,验证

了(1)和(2)的结论。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与科技相

结合的高级产物,为金融创新和金融科技指明了发

展方向。 数字金融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技术可以降低农业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成本,提升

金融服务水平和效率,有效解决农业绿色创新过程

中的融资难问题。 表 5 的结果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

设:数字金融能显著正向影响农业企业绿色创新。

从控制变量来看,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显著正

向影响农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 农业企业规模越

大,越利于其进行绿色创新;企业规模越大,意味着

它对市场中的资源、科技、信息具有一定垄断能力,
同时抗风险能力也会更强,致使其更具较强的绿色

创新动机。 企业存在的年限越长,表明企业在经营和

对国家政策的认识方面越具有经验,因此也越能够进

行绿色创新。 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资产报酬率、资产

负债率、固定资产比率和管理费用率等变量对农业企

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具有负向影响。 企业资产报酬率

高说明企业在增加收入、节约资金使用等方面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但对于绿色创新这种投资成本高、投资

周期长的项目投入较少,因此企业资产报酬率对企业

绿色创新具有负向影响。 资产负债率越高说明企业

的资金来源于债务的资金就越多,表明企业主要依靠

债务来维持经营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越不利于企业

的绿色创新。 固定资产比率和管理费用比率越高,说
明企业在资本一定的情况下投入到创新的资金量比

例较少,这也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高。
表 5 报告了模型的实证回归结果。 仅将模型

(1)纳入核心解释变量进行泊松回归,结果发现数字

金融发展水平对农业企业实现绿色发展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 再将模型(2)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后进

行了泊松回归,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变量仍

然对农业企业绿色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说明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为了规避异方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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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模型的影响,模型(3)在使用稳健标准误后进行了

泊松回归,验证了(1) 和(2) 的结论。 综上,表 5 的

结果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设:数字金融能显著正向

影响农业企业绿色创新。

表 5　 模型回归结果

泊松回归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DF 1. 010∗∗∗

(0. 070)
0. 970∗∗∗

(0. 060)
0. 950∗∗∗

(0. 050)

lnSc
 0. 228∗∗∗

(0. 068)
 

0. 228∗∗∗

(0. 045)

RoA
-0. 595

(0. 637)
-0. 595

(0. 637)

Do
 -0. 568∗

(0. 326)
 

-0. 568∗

(0. 357)

Fo -0. 686∗

(0. 371)
-0. 686∗∗

(0. 339)

Co
-0. 320

(0. 586)
-0. 320

(0. 471)

Age 0. 036∗∗∗

(0. 011)
0. 036∗∗∗

(0. 010)

C -0. 875∗∗

(0. 363)
-0. 841∗∗

(0. 364)
-0. 841∗∗∗

(0. 305)
Log

 

likelihood -254. 553 -322. 460 -322. 460
Pseudo

 

R2 0. 244 0. 043 0. 043
N 230 230 230

　 　 注:表中显示为估计参数, 系数下方括号内为标准
差。∗∗∗ 、∗∗ 、∗分别表示系数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

　 　 从控制变量来看,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显著正向

影响农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 企业规模与年龄越

大,意味着它对市场资源的垄断能力、抗风险能力以

及对政策认识的经验会更突出,其进行绿色创新的动

机与实力也就越强。 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资产报酬

率、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比率和管理费用率等变量

对农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具有负向影响。 企业资产

报酬率高说明企业对于绿色创新这种投资成本高、投资

周期长的项目投入较少。 资产负债率越高说明企业主

要依靠债务来维持经营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越不利于

企业的绿色创新。 固定资产比率和管理费用比率越高,
说明企业在资本一定的情况下投入到创新的资金量比

例较少,这也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高。

四、数字金融赋能农业企业绿色创新路径选择

(一)加强数字金融与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的联动能力

　 　 一是提升数字金融服务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的效

能。 首先,商业银行要运用数字金融科技提升原有

平台与载体的作用。 通过将现有的企业掌上银行、
裕农通等平台进行进一步优化,全面提升平台的稳

定性和安全性,不断拓展数字金融在产品开发和业

务开展方面的应用领域,丰富数字化产品和数字化

服务的类型,为农业企业绿色创新提供更广阔的数

字金融服务空间,实现数字金融服务农业企业的效

能“最大化”;其次,商业银行要为农业企业绿色创新

设计个性化的数字金融服务。 银行可定期到农业企

业进行摸底调查,借助大数据平台为农业企业进行

画像,根据农业企业生产特点为其提供精准化、特色

化的数字金融服务,从而拓宽数字金融服务领域,提
高农业企业融资成功几率,增强银行融资效能。

二是农业企业绿色创新要积极主动迎合数字化

金融服务。 首先,农业企业需要认清自身实施绿色

创新的短板。 农业企业要梳理企业内部亟需进行绿

色创新的关键业务,剖析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痛点

问题,及时了解和争取企业可获得的数字化金融服

务,积极主动对接银行可提供的相关服务,以保障相

关绿色创新项目的顺利推进。 其次,农业企业要提

升自身征信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 农业企业应实时

追踪企业绿色创新发展趋势,加强企业绿色创新研

发投入力度,打造企业绿色核心产品,增加绿色产品

的附加值,提升企业知名度和竞争力,提高自身征信

水平和风险管控能力,以符合银行在绿色创新征信

管理和风险管控方面的要求。

(二)银行要进一步拓展数字金融服务农业企业绿色

转型的广度和深度

　 　 一是提升数字金融服务农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广

度。 首先,银行要积极拓展数字化服务模式。 银行

要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在网络化、多场景方面的平台

优势,为农业企业提供更加契合的柔性化、智能化的

优质数字化金融服务。 商业银行要建立云计算、云
储存等云端体系,通过搭建提供数字化微服务线上

平台,为农业企业建立专门的数据库,借助新一代数

字化信息技术衡量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程度,拓展数

字金融服务农业企业绿色创新领域。 其次,银行应

利用数字化技术拓宽农业企业融资渠道。 商业银行

要提高其数字化水平,拓展企业 e 贷、企业网银的使

用范围,为农业企业绿色转型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
拓宽数字金融服务农业企业绿色转型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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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提升数字金融服务农业企业绿色转型的深

度。 首先,提升数字金融服务识别绿色创新项目的

能力。 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平台,快速识别农业企

业所实施的绿色创新项目,积极主动进行授信,从而

进一步拓展数字金融服务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的深

度。 其次,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在企业绿色创新项目

及风险防控中的作用。 银行要通过建立风险防控模

型和预警机制,增强数字金融风险识别能力;要对农

业企业绿色创新项目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测甚至实

时监控,确保农业企业绿色创新项目的顺利实施。

(三)农业企业要以数字金融发展为契机积极进行绿

色转型

　 　 一是培养管理层数字化意识。 首先,提高企业

管理层数字化学习意识。 管理层要在数字技术高速

发展的背景下,强化对数字化重要性的认知,培养利

用数据发现问题的敏感性,促使其能主动从数据化

角度理解企业转型行为、感知行业变化,形成以数字

化思维思考企业绿色转型的思维范式,明晰数字化

给企业带来的深刻影响。 其次,组织管理层参加数

字化相关课程培训。 开设《数据分析与数据管理》
《互联网技术》《银行数字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银

行业务数字化管理》 《企业绿色创新》等课程,使管

理层深入了解农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必要性,精准剖

析企业绿色转型的关键领域。
二是企业要成立专门的数字化绿色创新管理部

门。 首先,将企业绿色创新业务纳入统一的管理中。
要将企业不同业务单元的关键数据进行沉淀与整

合,并将绿色创新事物按照绿色创新发展规划、绿色

产品创新以及绿色服务创新标准进行划分,最终将

其整合到绿色创新业务的统一管理中,从而提高企

业绿色创新效能。 其次,汇聚企业内部优秀绿色创

新人才。 在企业内部选拔一批绿色创新管理型人才

和技术应用型人才,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基本人才

储备,在企业内营造高效、富有激情的绿色创新学习

氛围,盘活企业内部优秀绿色创新人才。

(四)加大银行数字化和农业企业绿色创新人才培养

力度

　 　 一是加强银行数字化人才培养力度。 首先,大
力培育银行数字化复合型人才。 要以更开放包容的

姿态,激发活力,挖掘潜力,从招聘阶段开始就要关

注应聘者的多元化,聚集一批数字化可塑之才。 同

时,注重员工的潜能开发,采取定期轮岗、评优选能

的方式,盘点现有数字化人才库,锻造一支技术过

硬、敢闯能拼的银行数字化“头雁方阵”,培养一批复

合型银行数字金融人才。 其次,提升银行数字化人

才的实战能力。 银行要施行数字化人才孵化计划,
搭建业务人员数据分析平台,并积极组织内部员工

参加数据分析师培养课程,采用“内训+外训”“理论+
实操”“线上+线下”等方法,以重点工作或工程为依

托,提高业务人员的数据化分析和操作能力,以在短

期内快速提升金融数字化实战能力。
二是构建农业企业绿色创新人才培育体系。 首

先,在企业外部招聘绿色创新人才。 根据企业自身

的生产特点和产品特色,定期制定企业绿色创新人

才需求计划,包括绿色创新人才数量、专业等,并在

高校常态化招聘与绿色创新相关专业的毕业生。 同

时,为了企业的高质量持续发展,要积极引进博硕绿

色创新人才,以高薪报酬吸引其加盟企业,为企业储

备雄厚的绿色创新人才库。 其次,在企业内部挖掘

和培育本土绿色创新人才队伍。 绿色创新人才管理

部门要对企业员工尤其是青年员工进行系统的梳

理,将有绿色创新专业基础、对绿色创新事业持有热

情、具备一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青年员工纳入企

业绿色创新人才库,根据其能力和水平进行分类培

养,水平较高的绿色创新人才要积极送入高校进行

脱产学习;而对于一般水平的绿色创新人才,企业要

创造条件邀请数字化讲师为其进行岗位绿色创新培

训和现场授课,同时鼓励其自主学习与自身岗位绿

色创新相关的技术知识,并为其提供一定的学习时

间、空间,报销其学习费用。 最后,为企业绿色创新

人才提供明确的职业生涯规划路线,对于绿色创新

人才尤其是高端绿色创新人才要给予职务晋升绿色

通道,鼓励其全身心投入到企业的绿色创新事业中,
成为企业绿色创新的标杆和带头人。

五、结论

　 　 在“双碳”目标持续推进的背景下,数字金融为

农业企业顺利开展绿色创新提供了资金保障。 本文

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

机制,并以 2011—2020 年全部 A 股农业上市公司为

研究对象,选取北京大学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指数》面板数据,运用泊松回归模型科学验证分析了

数字金融对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得出数字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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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的结论,并
提出了加强数字金融与农业企业的联动能力、进一

步拓展数字金融服务农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广度和深

度、引导农业企业以数字金融发展为契机进行绿色

转型、加强数字化人才培养力度等对策,助力农业企

业早日实现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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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ual
 

carbon”
 

work
 

has
 

become
 

a
 

major
 

task
 

of
 

the
 

current
 

government.
 

A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digital
 

finance
 

is
 

a
 

strong
 

suppor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ual
 

carbon”
 

goals.
 

With
 

agricultural
 

listed
 

compan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selects
 

enterprise
 

size,
 

enterprise
 

age,
 

return
 

on
 

assets,
 

asset
 

liability
 

ratio,
 

fixed
 

asset
 

ratio,
 

and
 

management
 

expenses
 

as
 

the
 

control
 

variables.
 

By
 

obtaining
 

the
 

green
 

patent
 

authorization
 

data
 

of
 

all
 

A-share
 

companies
 

from
 

2011
 

to
 

2020,
 

it
 

explores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digital
 

finance
 

on
 

green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via
 

Poisson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finance
 

can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ffect
 

the
 

green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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