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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电子商务情境下，以顾客忠诚度理论为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基于隐私关注的个

性化推荐对用户忠诚度的影响研究。研究中，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一手分析数据，开展实

证检验。结果显示，推荐的信息质量正向影响用户忠诚度；隐私关注对推荐的信息质量与用户

忠诚度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据此，对电商网站为用户提供科学、精准和有效的个性化推荐服

务，提高用户忠诚度等方面所涉及的营销策略提供一些管理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个性化推荐, 信息质量, 用户忠诚度, 隐私关注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e-commerc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based on privacy concerns on customer loyalty on the basis of customer loyalty 

theory. In the research, data were obtain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empirical test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commended information quality positively affects customer 

loyalty. Privacy concerns have a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commended information quality and customer loyalty. Accordingly, this article provides some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marketing strategies involved in the 

e-commerce website in providing users with scientific, accurate and effective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services and improving user loyalty. 

Keywords: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Information quality, Customer loyalty, Privacy 

concerns 

 

引言 

进入 21 世纪，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在给人们生活带来很大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

对传统的生活方式进行了改变。截至 2019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8.54 亿，较 2018 年底增长

2598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 61.2%，较 2018 年底提升 1.6 个百分点。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

购物市场也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截至 2019 年 6 月，中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 6.39 亿，较

2018 年底增长 2871 万，占网民整体的 74.8%。在交易规模方面，2019 上半年中国网上零售交

易额达 4.8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8%。以上数据都有利的说明：中国目前的网络购物市场不论

是在消费者人数，还是在消费额方面都呈显著增长态势。可以预计，随着移动支付越发安全，

供应渠道越发完善，物流服务越发便利，网络购物市场还将得到进一步的快速发展。 

mailto:5371019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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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争愈发激烈的网上销售活动中，越来越多的电子商务企业已经意识到仅仅通过优化

传统的营销决策变量（即营销 4P 组合）已经很难在竞争中取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正推动

着数据运算和存储能力的不断提升，消费者的需求也变得更加多元化。在此背景下，为了能够

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培养顾客的忠诚度，企业最常用的策略之一

便是向顾客提供个性化推荐服务，以改善消费者的购物体验，进而提升网站的交易额和利润。

目前，多数大型网上电商平台，例如美国的 Amazon、eBay 等，中国的淘宝、京东、苏宁等，

均在向顾客提供个性化推荐服务，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获客与访客购物转化。 

个性化推荐的相关研究最早起源于计算机和信息科学领域，该领域的学者们主要致力于

推荐算法的研究与改进，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提高推荐商品的准确率。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电

子商务企业改善用户购物体验的需求日趋增强，营销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们

也开始从对于消费者行为影响等其它多角度去研究个性化推荐策略，使个性化推荐成为跨学科

的前沿研究方向之一。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如何改进个性化推荐系统的算法、提升推荐信息质量等方面的研究取

得了显著的进展，但大部分学者和电子商务从业人员过于关注推荐算法本身，而忽略了推荐系

统对消费者和电子商务企业影响的研究。针对于个性化推荐信息对用户忠诚度方面的研究，迄

今为止，还相对较少，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个性化推荐系统的推荐信息质量（以下简称“推荐的

信息质量”）对用户忠诚度影响方面尚存在的理论不足。同时，为了使推荐的信息更加符合用户

的需求，目前大多数电商平台都要在获取用户相关个人信息的前提下，进行有针对性的推荐，

这势必会引起某些用户对于隐私的关注。 

结合以上阐述，引出本文的研究主题：基于隐私关注的个性化推荐对用户忠诚度的影响

研究。本文将通过梳理现有关于电商网站个性化推荐对用户忠诚度影响的研究文献，以顾客忠

诚理论为理论基础，构建推荐的信息质量对用户忠诚度影响的理论模型。然后，通过问卷调查

的方式获取一手分析数据，开展实证检验。最后基于实证研究分析得出的结论，对电商网站为

用户提供科学、精准和有效的个性化推荐服务，提高用户忠诚度等方面涉及的营销策略提供一

些管理对策与建议。 

1.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1.1 顾客忠诚理论 

顾客忠诚理论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50 年代，源自于顾客满意理论和市

场关系理论。社会学和心理学是顾客满意理论的基础，“认可/不认可”概念的提出为满意的定义

以及解释满意与信任间的关系打下了基础；信任和忠诚都是长时间满意体验的积累，顾客满意

理论多年来的研究成果阐明了满意与信任之间的关系，以及满意对再购买行为和顾客忠诚度的

影响。客户行为理论和市场关系理论为分析客户与商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广阔、坚实的理

论背景。顾客忠诚是从顾客满意的概念中引申出来的，是指顾客满意后而产生的对某种产品品

牌或公司的信赖和希望重复购买的一种心理倾向。顾客忠诚实际上是一种顾客行为的持续性，

顾客忠诚度是指顾客忠诚于企业的程度。 

在本文的研究中，将以顾客忠诚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研究推荐的信息质量是否

会对于用户的忠诚度产生相关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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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推荐的信息质量 

孙鲁平等（2011）、Bobadilla 等（2013）在研究中指出，个性化推荐是电子商

务企业广泛采用的个性化营销策略之一，它是指电子商务网站根据消费者之前的浏览、购买、

评价和搜索等历史行为数据以及相似消费者的历史行为数据推测目标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然

后在目标消费者访问网站时为其推荐或展示一组他们可能喜欢的商品或服务。由于不同消费者

在电商网站的浏览、购买、评价和搜索历史等都不相同，因此，在每位消费者访问网站时，网

站向其展示的推荐商品也各不相同。个性化推荐系统不仅能够帮助消费者发现他们可能感兴趣

的商品，改善顾客的购物体验，提高顾客的忠诚度，同时还能够增加交叉销售机会，因而成为

目前电子商务企业重要的竞争工具之一。 

综上所述，在本研究中，作者将推荐的信息质量定义为：用户所感知到的推荐

信息符合用户个人需求的程度。 

1.3 用户忠诚度 

用户忠诚度，Oliver（1999）在研究中将其定义为“在未来再次购买某种商品或

服务时，承诺会始终选择原来的商品或服务，从而导致对同一品牌的重复性购买，并且这种购

买行为不受任何环境或者营销手段的影响”。从营销学的角度出发，Zhang 等（2005）将其定义

为“客户对商家的承诺或维持与服务提供者继续保持关系的意愿”。与传统的线下购物相对比，

在线上购物的情境下，Lee 等（2005）指出还需要考虑用户在平台上访问时的停留情况[7]。 

综上所述，在本研究中，作者将用户忠诚度定义为：顾客对某个电商网站有特

殊的偏好，只愿意在此网站上进行信息的浏览以及进行相关商品的购买。 

1.4 隐私关注 

“信息隐私”的概念是由学者 Westin 在 1968 年首次提出，他将“信息隐私”定义为

“个人、组织或机构能够自主决定其私人信息传播的时间、方式及程度”。在信息系统研究领域，

Goodwin（1991）在研究中提出，隐私关注是指个体存储在数据库中的隐私信息可能被他人利

用，对个体产生危害的关注；Smith 等（1996）认为，隐私关注是指个体对组织如何收集、使

用其个人信息的关注程度。也有学者对电子商务环境下的隐私关注进行了概念界定，Hart（2006）

提出，隐私关注是指消费者自愿或非自愿地向电子商务网站透露个人信息，进而引发的对失去

信息隐私的关注；Castaeda 等（2007）认为，隐私关注是指消费者对交易过程中自己信息被他

人获取和后续使用等问题的关注；欧阳洋等（2016）在研究中认为，隐私关注是指消费者在对

电子商务网站收集和使用其个人信息的关注，以及对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控制权和知情权的关注。 

综上所述，在本研究中，结合电子商务环境，作者将隐私关注定义为：用户自

愿或非自愿地向网站提供个人信息，进而引发其对隐私信息泄露问题的关注。 

1.5 推荐的信息质量对于用户忠诚度的影响研究 

Fitzsimons 等（2004）针对网络环境下的营销提出，企业为了扩大销售量，会试

图通过各种途径将更丰富、更全面的信息推荐给消费者，但当这种具有多样性和个性化特点的

信息量达到一定程度时，消费者可能将其视为决策的障碍限制和对购买的诱导说服从而产生心

理抗拒，如果推荐的信息质量较低，这种心理抗拒将会更为显著。Ricci 等（2011）提出，对于

准确性高的推荐信息能够更好地匹配消费者的偏好，从而提高消费者对网络推荐系统的有用性

的感知，增强消费者对于该推荐系统的认可度。王伟军等（2017）在研究中提出，电商平台为

获得更多的用户以收获更大的市场份额，除了销售商品外，还需要提供深层次的个性化商品或

服务，以获取用户持续性的关注与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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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的说来，目前对个性化推荐系统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算法、技术创新及技

术应用等方面，而推荐系统对用户行为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随着市场竞争的加

剧，为了改善用户体验、增加销售量，有必要从营销学领域出发去研究个性化推荐对于用户相

关行为的影响。 

 

2.  研究假设 

2.1 推荐的信息质量与用户忠诚度 

个性化推荐系统向用户推荐相关的商品信息可以使用户感觉到电子商务网站在

关心他们，并在积极的维护顾客的利益，希望客户得到最优质的购物体验，这样必然会提升顾

客对于平台的满意程度。用户对平台的满意程度越高，一般情况下，就会更加愿意继续访问该

平台，无形中就增加了用户对于该平台的忠诚度。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推荐的信息质量正向影响用户忠诚度 

2.2 隐私关注 

隐私关注表明了用户对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意识。为了给用户提供更高质量的

推荐信息，一般认为，获取的用户基本信息越多，越有利于提供高质量的推荐信息，但过多的

个人隐私信息的收集可能会使用户产生反感情绪，并担心个人隐私信息的泄露。由此，用户对

于该网站平台的使用频率可能就会减少。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隐私关注对推荐的信息质量与用户忠诚度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 

根据上述假设，构建如图 1 所示的理论模型。 

 

 

图 1: 基于隐私关注的个性化推荐质量对用户忠诚度影响的理论模型 

 

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所提出的理论模型进行检验，研究量表的设计根据相关经典

文献改编。为了确保开发的问卷题项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作者邀请了 6 位从事管理学、营销学

研究的教授专家、6 位本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和 4 位从事网络营销的企业管理人员共同参与小

组讨论，以圆桌研讨的方式对问卷中的每一个问题进行细致的探讨。通过讨论，最终确定了本

研究的问卷量表。表 1 详细列出了各变量的量表及题项来源。 

 

 

 

 

 

 

 

推荐的信息质量  

隐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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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测量变量的量表 

测量变量 测量题项 文献来源 

推荐的信息质量

（QRI） 

QRI1：推荐信息非常准确地符合我当下的个人需求 

Kim 等

（2007） 
QRI2：推荐信息能够实时地符合我当下的个人需求 

QRI3：我非常信任推荐的信息 

用户忠诚度（CL） 

CL1：如果其他网站提供的对应商品价格和服务都基本相同，我会选择在该网站购物 

Park 等

（2003） 
CL2：我会经常到该网站浏览商品和进行购物 

CL3：我会向其他人推荐该网站 

隐私关注（PC） 

PC1：当网站要我提供个人信息时，我会感到比较烦恼 

周涛等

（2010） 
PC2：未经我的同意，网站不应将我的个人信息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PC3：当我的邮箱或手机收到非相关信息或广告时，我会觉得特别烦躁 

 

为了使获取的调查数据具有可靠性，问卷中设置了一个筛选题项：“您在网络购物过

程中是否使用过网站所提供的个性化推荐功能？”如果受试者回答“是”，将进入问卷主体；如果

受试者回答“否”，则自动跳至问卷末尾，终止填写，直接终止测试。量表中主体部分的所有题

项均采用 Likert 5 级量表，评分分值从 1 到 5：“1 表示完全不同意，2 表示不太同意，3 表示一

般同意，4 表示比较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主要是由作者通过网络进行发送，通过作者的微信朋友圈和 QQ

群作为主要扩散源。为保证问卷数据的科学有效，作者在朋友圈及 QQ 群扩散的过程中特意请

求受试者也积极邀请他们的同事和朋友填写，以保证问卷的差异化要求。最终共回收有效样本

318 份，样本人口统计信息如表 2 所示。 

 

表 2：样本人口统计信息 

项目 选项 有效样本数量 百分比 

性别 
男 168 52.8% 

女 150 47.2% 

年龄 

19 岁及以下 33 10.4% 

20-29 岁 107 33.6% 

30-39 岁 63 19.8% 

40-49 岁 46 14.5% 

50-59 岁 55 17.3% 

60 及以上 14 4.4% 

学历 

初中及以下 10 3.1% 

高中/中专/技校 65 20.4% 

大专 55 17.3% 

本科 131 41.2% 

硕士及以上 57 17.9% 

职业 
学生 90 28.3% 

公务员 67 21.1% 



PIM 10th National and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20 

July 17th, 2020 

1237 

项目 选项 有效样本数量 百分比 

专业人员 32 10.1% 

公司职员 55 17.3% 

无固定职业者 10 3.1% 

离退休人员 37 11.6% 

其他 27 8.5% 

网购年数 

1 年以下 64 20.1% 

2-4 年 114 35.8% 

5-8 年 111 34.9% 

9 年及以上 15 4.7% 

没有使用过 14 4.4% 

网购频次（每月几次） 

0 次 14 4.4% 

1-3 次 79 24.8% 

4-6 次 147 46.2% 

7-9 次 43 13.5% 

10 次以上 35 11% 

 

4.  研究结果 

本文主要使用 SPSS 软件进行量表的信效度以及相关假设的检验。 

4.1 信度检验 

本研究的实证检验过程中，通过 Cronbach’s α 系数来对量表的信度进行分析，具

体的信度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量表各个变量的 Cronbach’s α 系数均在 0.7 以上，说明量表的

信度较好，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分析。 

 

表 3：量表的信度分析结果 

变量 题项 删除项后 Cronbach’s α Cronbach’s α 

QRI 

 

QRI1 0.794 

0.862 QRI2 0.783 

QRI3 0.840 

CL 

CL1 0.778 

0.856 CL2 0.780 

CL3 0.836 

PC 

PC1 0.856 

0.901 PC2 0.844 

PC3 0.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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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效度检验 

本文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来评价量表的效度。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之

前首先需要进行 KMO 和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KMO 统计量为 0.837，表示量

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的卡方值为 1649.154，显著性接近于 0，拒绝原假设，

综合说明本量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表 4：KMO 和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结果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837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649.154 

自由度 36 

显著性 0.000 

 

本文的探索性因子分析采取主成分分析法，抽取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结果共

提取出 3 个公因子，整理后的结果如表 5 所示，旋转累计平方和是 79.96%，大于 60%，每个项

目的负荷均高于 0.5，说明提取的 3 个因子所包含的信息较全面，且未出现双重因子负荷均高的

情况，各观测变量按照理论预设聚合到各变量下。综合以上分析，说明本文设计的量表具有良

好的建构效度。 

 

表 5：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题项 
成分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1 2 3 

QRI1  0.868  

1.721 25.99% QRI2  0.847  

QRI3  0.798  

CL1   0.839 

1.087 25.98% CL2   0.850 

CL3   0.822 

PC1 0.891   

4.389 27.99% PC2 0.896   

PC3 0.885   

总方差贡献率 79.96% 

 

 

4.3 假设检验 

本文使用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假设检验，整理后的结果如表 6 所示。模型中自

变量 QRI 对 CL 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537（t=11.314，p=0.000）。回归系数 t 检验的值大于 1.96，

说明回归系数显著，自变量 QRI 对因变量 CL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故假设 H1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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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QRI 对 CL 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F t 显著性 R R2 调整 R2 

1 
(常量) 1.829 0.172   10.625 0.000 

0.537 0.288 0.286 
QRI 0.512 0.045 0.537 128.013 11.314 0.000 

因变量：CL 

 

4.4 调节效应检验 

本文的调节效应检验主要利用多元层级回归方法，在下表 7 中，模型 1 以 QRI

和 PC 为自变量，CL 为因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模型 2 是以 QRI、PC 和交互项 QRI×PC 为

自变量，CL 为因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模型 1 中自变量 QRI 对 CL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β=0.473，t=9.453），PC 对 CL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β=0.175，t=3.490）；模型 2 中自变

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174（t=-3.533），说明交互项对 CL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作用，且模型 1 的 R2值为 0.315，模型 2 的 R2值为 0.341，显著提高，说明模型的解释能力增

强。综上以上论述，表明调节变量 PC 在自变量 QRI 对因变量 CL 的影响上有显著的负向调节

作用，故假设 H2 成立。 

 

表 7：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CL 

模型 1 模型 2 

自变量   

QRI 
0.473*** 0.426*** 

9.453 8.361 

PC 
0.175*** 0.144*** 

3.490 2.883 

交互项   

QRI×PC  
-0.174*** 

-3.533 

R² 0.315 0.341 

调整后 R² 0.310 0.335 

F 值 72.363*** 54.162*** 

 

5.  结论与讨论 

从上述的实证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所提出的两个假设全部成立。 

5.1 理论贡献 

本研究结合“顾客忠诚理论”，并引入调节变量“隐私关注”，明确了在访问电商平

台时，推荐的信息质量会对消费者与电商平台之间的客户关系产生影响。 本理论贡献进一步深

化和拓展了影响电商平台个性化推荐信息对平台与消费者之间的客户关系内在产生机制的学术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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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管理启示 

首先，本研究证明了推荐的信息质量正向影响用户忠诚度，这说明电商企业要

注重推出符合用户需求的个性化推荐信息，这样可以使顾客在网络购物的过程中获得良好的体

验，帮助用户更好的选购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也会使用户对此平台产生好感，进而产生对此

网站平台的忠诚度。 

其次，本研究证明了隐私关注对推荐的信息质量与用户忠诚度关系起负向调节

作用，这表明，目前越来越多的用户已经意识到隐私对于个人的重要性，越来越关注个人隐私

被不正当使用的可能性，从而想尽可能的规避一切由于隐私信息泄露而所致的风险行为。这就

要求电商平台在提高推荐信息质量的前提下，还需要注意对消费者隐私的获取方式，以及信息

获取之后的保护问题，要大力改善网站平台对消费者个人隐私的保护水平，提高网站平台的安

全性，从而吸引和保留更多的消费者。 

6.  局限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局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①样本数量偏少，数据获取主要是通过网络

调研，受试人群分布不够广泛；②缺乏消费者实际的行为数据作为支撑，问卷调查与实际行为

可能存在偏差。 

对于下一步的研究，可以做如下的改进与延续：①增加样本的获取量，同时改进数

据获取的方式，可以通过线上调研+线下街头随机访问的方式获取更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数据；

②本文只是研究了个性化推荐对用户忠诚度的影响，对于忠诚度产生之后所引起的购买行为将

是下一步的研究中所需要进行展开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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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文摘要：O2O (Online to Offline)为一种结合在线网络商店与线下实体商店的商

务模式，目的将在线的顾客流量从在线带入到线下的实体商店消费，快闪店 (pop-up shop)

的概念是利用短期租任模式，在街道或是商场内建立具有特色的临时柜位来推广各家的

商品或是表达企业概念。  

 本文研究快闪店的体验活动对电子商务的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针对快闪店

体验营销带给消费者的知觉价值，进而提升消费意愿的过程中建构影响关乎购买意愿的

模型，以线下的营销手法给网络商店提供更多的消费者与销售量。藉由文献梳理，找出

影响购买意愿的几个因素，提出假设性模型并以问卷调查法访问同时有网络消费与快闪

店体验的消费者搜集第一手数据，以网络发放问卷的方式取得 400 份数据进行分析。  

通过分析的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 交易成本，信任感和体验质量均可以直接影响到

消费者的知觉价值，而知觉价值也与购买意愿成正相关，影响到最后的购买行为。大部

分的消费者认同在快闪店的体验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信任感，认为快闪店体验会比

网络购物有着更好的体验品质，使消费者增加对商品和品牌的印象，能够进一步提高购

买商品的可能性，影响最后的购买决策。  

关键词 : 快闪店 , 体验营销 , 知觉价值 , 购买意愿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On-line to Off-line business model has attracted a lot of attention. It brings 

customer from On-line to the real physical stores. Pop-up Store also known as flash retailing is a new 

concept that operate in a short period, could show up on the street or department store. It aims for 

shows the specialties of the product or present the brand name.  

In past studies, many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role of online stores or the retailing channels, 

but not many have looking at the effect of physical stor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ose effects of Pop-up Store apply to E-commerce business model. The research framework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of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nline and offline shopping experience, find 

out the main factors that effect to purchase intention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JD dessert online shop.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op-up Store can reduce transaction cost and provide better experiment to 

the consumer.  

This study creates a hypothesis research model and validate by using questionnaire research 

and analyzing. The research object is that consumer who both had on-line shopping and Pop-up store 

experience. It conducts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ollection data through quantitat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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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 shows three main factors (transaction cost, trust and quality of experience)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perceived value, and the perceived value could affect to final purchase intention. 

It also proved that pop-up store is not only a space for sale but also a marketing tool could combine 

with E-commerce business model to create new Experiential Marketing.      

Keywords: Pop-up Store, Experiential Marketing, Perceived Value, Purchase Intention 

 

引言 

O2O (Online to Offline) 为一种结合在线网络商店与线下实体商店的商务模式，目的为将

在线的顾客流量从在线带入到线下的实体商店消费，透过网络将商店的促销优惠、商品信息、

服务预订等消息推送给消费者，从而吸引消费者的目光并将他们转换为自己的线下客户。由此

可看出实体商店依然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良好的线下实体商店购物体验，可以弥补虚拟商

店的不足，巩固顾客关系。 

 

研究目的 

快闪店 (pop-up shop) 的概念是利用短期的租任模式，在商业街或是百货商场内建立具

有特色的临时柜位来推广各家的商品或是表达企业概念。由 2016 年开始，许多不同的行业和商

品都尝试带入快闪营销模式，而部分网络商店在不具备开设实体店面的条件下，似乎也适用于

快闪店的商业模式。快闪店被定义为非长期，不定地点的“限时展售商店”，通常会出现在人流

量大的地点，并以新奇独特的设计或是标榜限量限时的宣传方式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依前所述，由于网络营销发达，虚实整合的 O2O 商业模式已经被许多学者证实为新零

售的出路。本研究目的由以下几点所组成: 

(1) 研究在电子商务的模式下，增设快闪店的体验有哪些因素能够对消费者的知觉价值

造成影响？ 

(2) 在电子商务结合线下快闪店体验的模式下，针对(实体商店与店面因素)和(体验式营

销)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 

 

文献综述 

2.1 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是在交易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因为在购买过程中产生风险和其他条件所造

成的不安因素而促使消费者做出必要的信息搜寻，条件谈判与监督交易实施等各方面成本，导

致买卖双方所付出心力与时间的耗费(Coase,1937)。 

网络商店无法与消费者直接与商品接触的不足，使消费者的不安，对应着而在知觉

价值的定义中，消费者在取得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对于效益和成本间的整体评估中，其中因搜

寻产品信息的心力和时间则属于非货币成本的类别(Williamson, 1975)，则和本研究所提出的交

易成本相关联。 

2.2 消费者信任 

Berry (1995)在社会学中，信任是建立关系的桥梁，而交易也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

Sirdeshmukh(2002)认为客户信任是指消费者依赖产品提供者传递给消费者的承诺与满足顾客期

望的程度。Powell(1990)认为信任对经济交换是一个很好的润滑剂，它可以缩短消费者的决策过

程而使买卖更加快速且更有经济效益。Teo T & Liu J (2007)从信任的建立到发展是一个动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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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过程，这个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初始信任和持续信任。基于网络营销信任问题的复杂性，

本文所探讨的中心则是在线下实体店对于信任的影响，Papadopoulou et al. (2001)面对面交流已

被证实有助于建立信任。 

2.3 体验品质 

消费者在商店环境中所能感官到的各种感觉，都可被定义为商店气氛。将商店环境

经过设计创造出具有吸引力的空间，透过环境氛围刺激消费者感官促使消费者提高其购买机率

和增加其记忆使提高回笼的机会，其影响力甚至可能超越商品本身的吸引力 Kotler (1973)。 

店实体环境所呈现出来的气氛分为三个要素：环境因素，设计因素，社会因素。本

研究认为就实体店面可提供给消费者的体验与感受是网络营销无法实现的，像是触觉、嗅觉、

甚至人与人的互动都是对品牌和商品推广带来正向的帮助。 

2.4 知觉价值 

知觉价值是消费者对于付出与得到的基本认知和权衡，是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所提

供效用的整体评价(Zeithaml, 1988)。也有学者认为知觉价值是依据消费经验而产生的，并以消

费者立场来衡量知觉方法，分为以下五种可控制因素：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价格、形象和创

新(Fredericks and Salter, 1995)。Petrick (2002) 提出知觉价值的五个衡量构面，其中非货币价格

则由时间、搜寻成本与耗费心力组成。 

2.5 快闪店的概念 

郭子苓(2014)快闪店是外来用词 Pop-Up Shop，也有人称之为游击店，租期通常较短，

在几天到几个月之间，通常设立在人流多的地段或商场，有许多的呈现方式，可以是厢式货车，

也可以是临时搭建在公共场所的「临时柜位」。刘红晓(2017) 2004 年日本设计师川久保玲开设

的 Comme des Garcons 快闪店让其快速走红，直接带动了品牌当年 30%以上的销售增长。此后，

快闪店这一形式备受时尚品牌青睐，迅速地火遍全球，也逐渐影响其他零售领域。经过多年的

发展，快闪店俨然被界定为创意营销模式结合零售店面的新商业型态。 

 

研究方法 

3.1 文献法 

通过大量的阅读关于消费者行为、网络营销、实体营销、快闪商业模式，消费者感

知和决策理论等文献，大致掌握曾经学者们有研究过的案例并找出实体店面对于消费者知觉的

影响因素，有利于此论文的研究模型建构，也充实本文巩固的理论基础和明确研究方向。 

3.2 问卷调查法 

首先透过阅读文献时找对相关对于现下实体店对网络营销的影响因素问卷为蓝本，

再添加关于消费者感知和快闪店相关经验的问题。本研究的问卷测量采用李克特(Likert Scale) 5

点尺度标准，由 1 至 5 分，谈写者对各项叙述指标选择最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描述，1 代表非

常不同意，2 代表不同意，3 代表一般，4 代表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 

本研究以位于泰国曼谷地区华人，有过网络消费经验并且同时有过快闪店体验的消

费者为研究对象，具有消费能力且年龄层在 18 至 45 岁之间，并以问卷星网站生成网络问卷二

维码发放并收集样本，发放的方式为透过 Facebook 社群网站与微信等社交平台，问卷施测时

间从 2019 年 12 月 16 日至 2019 年 1 月 22 日，最后回收 416 份网络问卷，删除无效问

卷 16 份后(没有网络购物经验或是没有快闪店的体验)，实际共得到 400 份有效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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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模型及变量假设 

消费者的交易过程中，所提供的服务会形成一种消费体验。在研究中将会以交易成

本、信任和体验质量，影响消费者的知觉价值，最后影响到消费者的购买意图。 

本研究提出四个假设: 

降低交易成本对知觉价值有正向影响 

信任感对消费者知觉价值有正向影响 

提升体验质量对知觉价值有正向影响 

知觉价值对购买意图有正向影响 

 

 

图 3.1: 研究模型 

 

四、研究结果 

本研究以有过网络消费经验并且同时有过快闪店体验的消费者为研究对象，具有消费能

力且年龄层在 18 至 45 岁之间。以软件生成问卷二维码发放并收集样本，透过 Facebook 与微

信等社交平台，施测时间从 2019 年 12 月 16 日至 22 日共计 7 天 ，最后一共回收 416 份

网络问卷，删除无效问卷 16 份后(没有网络购物经验或是没有快闪店的体验)，实际共得到 400 

份有效问卷。  

4.1 基本数据统计和描述性分析 

4.1.1 基本数据分析 

有效问卷样本中，女性 204 人，占比例 51%，男性 196 人，占比例 49%。整

体而言，参与本研究的男女比例均衡。年龄层为 33 岁到 45 岁，有 148 人，占比例 37%。第二

多的则是 26 岁到 32 岁，有 105 人。18 岁到 25 岁的受访者也有 98 人，受访者均匀的分布在 18

岁至 45 岁的阶段。比较不足之处在于 45 岁以上的受访者只有 49 人，占总比例的 12%。 

4.1.2  交易成本 

其中受访者认同度最高的是在快闪店体验后可以减少与商家沟通和协商的时

间和精力，平均值在 4.68。其次认同的是快闪店体验可以减少取得商品的时间和精力，平均值

在 3.90。可以从平均值看出大部分的受访者对于增加快闪店体验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是成立的。 

 

 

 

 

 

 

交易成本 

购买意图  信任感 

体验品质 

知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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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交易成本(TC)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快闪店体验之后，可减少比较商品规格和价格的时间和精力 400 3.7900 0.75254 

快闪店体验之后，可减少与商家沟通的时间和精力 400 4.6850 0.88188 

快闪店体验之后，可减少我取得商品的时间和精力 400 3.9025 0.97281 

 

4.1.3 信任感 

 其中认同度最高的是在快闪店体验后会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候自由的掌控

结果，平均值为 4.15。次高的是快闪店的体验会让消费者对商品有更清晰的认知，平均值为 4.02。 

 

表 4.2:  信任感(TR)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快闪店的体验会让我在购买商品时更自由的掌控结果 400 4.1575 0.72041 

快闪店的体验会让我对商品有更清晰的认知 400 4.0200 0.76227 

快闪店的体验会让我觉得店家提供更充分的商品信息 400 3.7850 0.79835 

 

4.1.4 体验品质 

 大部分的受访者都认可快闪店的体验质量优于网络购物的体验。六个问题的

回馈平均值均高于 3.4。其中快闪店体验比网络购物更加有趣、环境舒适、更投入购物过程和更

方便的认同度都比较高，平均值皆高于 3.7。所以增加快闪店可以提高消费者的体验质量是成立

的。 

 

表 4.3:  体验品质(EX)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快闪店体验会让我觉得比网络购物更加愉快 400 3.6850 0.79835 

快闪店体验会让我觉得比网络购物的环境舒适 400 3.7025 0.83711 

快闪店体验会让我觉得比网络购物更投入到购物的过程中 400 3.8075 0.78229 

快闪店体验会让我觉得比网络购物更方便的选择商品 400 3.7200 0.83267 

 

4.1.5  知觉价值 

知觉价值代表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所提供效用的整体评价，也是消费者对于商

品是否值得购买的权衡。大部分的受访者认同快闪店的体验能使其增加商品和品牌的印象，平

均值为 4.08。 

 

表 4.4:  PV 知觉价值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快闪店的体验可以更了解这个品牌 400 3.9275 0.67333 

快闪店的体验可以使我增加对商品和品牌的印象 400 4.0875 0.65645 

快闪店的体验可以使我更了解商品的相关信息 400 4.0350 0.64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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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购买意图 

在针对快闪店的体验能够提高消费者购买意图的问题里，受访者最为认同的是

经过快闪店的体验会提高购买商品的可能性，平均值为 3.91。而三个问题的平均值皆高于 3.7。 

4.2 信度分析 

在经过问卷的整理和数据的录入后，需要对搜集的数据进行信度分析，以确保问卷

的可靠性。一般通用的方式是使用 SPSS 统计分析软件中的 Cronbach α 系数工具分析。 

 

表 4.5:  问卷可靠性统计表 

可靠性统计 

变量 克隆巴赫系数 项数 

TC 交易成本 0.806 5 

TR 信任感 0.766 5 

EX 体验品质 0.879 6 

PV 知觉价值 0.853 5 

PI 购买意图 0.773 3 

 

如表 4.6 所示，本研究总共有 5 个变量并且分开测量其 Cronbach α 系数。Cronbach α

系数皆大于 0.7，代表了十分高的可信度。 

4.3 多元线性回归 

从最初的研究模型来看，此研究需要做两次的多元线性回归。第一次是为了分析增

加快闪店的体验后消费者对于交易成本、信任感和体验质量的增加或减少是否与消费者的感知

价值存在线性关联。 

4.3.1 交易成本，信任感和体验质量对知觉价值的影响 

 

表 4.6:  模型摘要表 

模型摘要 b 

模型 R R 方 调整后 R 方 标准估算的误差 德宾.沃森 

1 .758a .675 .672 .25819 2.023 

a. 预测变量：交易成本，信任感，体验质量 

b. 因变量：知觉价值 

 

调整后的 R 方是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重点，因为该值代表方程式中拟合的好坏，

调整后 R 方为 0.672，此结果是比较好的。说明知觉价值的 67.2%的变差皆可以由三个变量，交

易成本，信任感和体验质量来解释；即此三个预测变量可以解释知觉价值 67.2%的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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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ANOVA 分析表 (TC,TR,EX- PV) 

ANOVA
a 

模型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着性 

1 

回归 68.692 3 22.897 178.469 .000b 

残差 50.807 396 .128   

总计 119.499 399    

a. 预测变量：交易成本，信任感，体验质量 

b. 因变量：知觉价值 

 

在 ANOVA 分析中需要关注的就是显着性，当显着性小于 0.05 的时候表示三

个预测变量里最少有一个与知觉价值呈线性关系，因此接下来必须进行相关性系数分析，找出

彼此之间的关联性和线性关系，如下表 4.8 所示。 

 

表 4.8:  相关性系数表 (TC,TR,EX- PV) 

系数 a 

模型 
为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着性 
B 标准误差 Beta 

1 (常量) 1.153 .123  9.340 .000 

交易成本 .089 .038 .105 2.328 .020 

信任感 .188 .040 .217 4.670 .000 

体验品质 .439 .039 .521 11.266 .000 

a. 因变量：知觉价值 

 

从表 4.8 可以看出模型中的交易成本的显着性数值是 0.02，表示与知觉价值的

线性关系显着。而信任感和体验质量的显着性数值皆呈现 0，表示与知觉价值的线性关系十分

显着。由此可以于第一阶段下结论，交易成本，信任感和体验质量与消费者的知觉价值皆呈显

着的线性关系，本论文前半段自变量与中间变量的公式成立。接下来进行第二阶段的线性回归

分析。 

4.3.2 知觉价值对购买意愿的影响 

 

表 4.9:  模型摘要表 

模型摘要 b 

模型 R R 方 调整后 R 方 标准估算的误差 德宾.沃森 

2 .680a .762 .759 .30015 1.705 

c. 预测变量：知觉价值 

d. 因变量：购买意愿 

 

调整后 R 方为 0.759，此结果是正向肯定的。说明知觉价值的 75.9%的变差是

可以通过由知觉价值来解释。接下来进行相关性系数分析，找出彼此之间的线性关系，如下表

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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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相关性系数表 

系数 a 

模型 
为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着性 
B 标准误差 Beta 

2 
(常量) 1.218 .143  8.504 .000 

知觉价值 .700 .053 .704 13.111 .000 

b. 因变量：购买意愿 

 

模型中知觉价值的显着性数值呈现 0，表示与购买意愿的线性关系十分显着。

多元线性回归得出的结果为知觉价值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成立显着的线性关系。 

 

4.4 假设检测表 

 

表 4.11:  假设检测表 

假设 显着性 是否成立 

1.降低交易成本对知觉价值有正向影响 .020 成立 

2.信任感对消费者知觉价值有正向影响 .000 成立 

3.提升体验质量对知觉价值有正向影响 .000 成立 

4.知觉价值对购买意图有正向影响 .000 成立 

 

 

总结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5.1.1 假设验证 

在收集和分析问卷的结果是交易成本，信任感和体验质量均可以直接影响到消

费者的知觉价值，知觉价值也与购买意愿成正相关，影响到购买行为。因此此次的最终研究模

型将为图 5.1 作为结论。 

 

 
 

图 5.1: 研究模型 

 

 

 

TC 交易成本  

PI 购买意图  TR 信任感 

EX 体验品质 

PV 知觉价值  



PIM 10th National and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20 

July 17th, 2020 

1250 

表示交易成本‚信任感和体验质量对于知觉价值(消费者的感知)造成直接的影

响‚进而影响到消费者的购买意图。对于网络购物的消费者来说‚线下的实境体验更能对消费者

的知觉价值造成影响‚以达到提高购卖意图的效果。 

5.1.2 分析总结 

大部分的受访者认同在快闪店的体验可以减少与商家沟通和协商的时间和精

力，认为快闪店的体验会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更自由的掌控结果并且对商品有更清晰的认知，

赞同快闪店体验会比网络购物更加愉快，环境舒适，有更好的体验品质。在知觉价值的部分，

受访者认为快闪店的体验可以使消费者增加对商品和品牌的印象，并且能够进一步提高购买商

品的可能性，影响最后的购买决策。 

 对于只存在网络商店来说，快闪店的出现可以创造出一个短时期的场所提供

一个实体现下的平台去推广自己的商品与品牌。清晰的展现所有的产品规格及价格使消费者更

了解，也可以通过互动增加消费者信任。实体店面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提供实时的，面对面的

服务，而快闪店的特殊点则是将时间缩短，并制造出期间限定的效果增加消费者的注意力。当

消费者对商品与品牌的知觉价值提升时，自然可以提高其购买意图。 

 若是用快闪店体验搭配网络营销的工具，应该可以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例

如请入场体验的消费者通过网络分享当下的活动照片或是在社群网站留下评语和评分，既可以

与消费者互动，更能够达到宣传品牌的效果，即使快闪的活动结束也可以使消费者留下印象。

另外推出新的产品也可以通过快闪店的活动来测试消费者对新产品的接受程度，再进而做调整。

保留消费者的意见也可以为下一次的产品研发的方向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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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业学习已成为创业研究的关键议题，社会网络作为创业学习的重要平台，备受关注。

但对创业学习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仍有待深入，基于网络视角的研究仍处于早期阶

段。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通过搜索筛选创业学习与社会资本相关重点文献，对目前相关

研究进行回顾梳理，并按不同的影响作用，进行归类整合，同时对现有研究进行评述。最后构

建了一个整合的分析框架，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总体展望，以便社会资本与创业学习关系的后

续研究。 

关键词：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 创业学习  

  

ABSTRACT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has become a key issue i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Social 

networks, a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still 

needs to be deepened, and the research based on network perspective is still in the early s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theory, this paper searches and selects key literatures related to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nd social capital by reviewing and sorting out current research, and 

categorizes and integrat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impacts, and reviews existing related research. 

Finally, an integrated analysis framework is constructed, and a general outlook for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is provided to facilitate subsequent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Keywords: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一、引言 

全球范围内，创业活动日益活跃，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创业现

象引起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当前创业研究逐步从静态走向动态，从早期对创业者个体特质的关

注，转向对新企业创建过程的关注。创业本质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创业理论呼唤学习理论（Minniti 

& Bygrave，2001）。创业学习一经提出，因对创业行为的强劲解释力，迅速成为创业研究的热

门（朱秀梅等，2013）。 

 

 

 



PIM 10th National and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20 

July 17th, 2020 

1252 

十多年来，创业学习研究经由Kolb、Politis、Cope、Rae 等一批代表学者，深入探讨了

创业学习的本质、类型、内容、过程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基础性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

果。但现有创业学习的研究仍呈个性化、碎片化的特征，某些关键的问题还未得到解决（Politis，

2005）。对创业学习过程和影响因素的研究仍有待深入，特别是创业学习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

还没有揭示（蔡莉等，2012）。另一方面，创业学习被认为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社会网络是

进行创业学习的重要平台（Kempster et al，2010）。基于网络视角的创业学习研究开始出现，

但还处于早期阶段。 

鉴于当前创业学习的综述大都基于整体全貌的研究进程，对从社会网络视角的研究还有

专门系统的梳理。部分综述虽有提到，如谢雅萍等（2018），也只是作为其中一个部分比较，

没有展开深入。本文拟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通过文献搜集筛选，对目前创业学习与社会资本

（含社会网络）大量相关研究进行回顾梳理，并按照不同的影响作用，进行归类整合，以期了

解创业学习与社会资本的关系性质及更进一步如何展开的路径，并尝试构建一个整合的分析框

架，最后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总体展望，以便于社会资本与创业学习的后续研究。 

 

二、相关概念内涵 

1.  社会资本内涵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最早在社会学文献中出现。Bourdieu 是首个对社会资本

进行系统分析的学者，提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是其拥有的，由某种程度被

制度化了的相互默认与承认的关系构成的持久网络。随后，Coleman、Baker 、Burt 等代表学者

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但对什么是社会资本，目前并没有完全统一的定义（Durlauf & 

Fafchamps，2004)。 

目前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主要有四种观点：关系网络观、社会规范观、资源观和

能力观（杨鹏鹏等，2005）。虽各有侧重，部分学者偏向关注嵌入的资源情况（Bourdieu，1986；

Baker，1990），部分学者则强调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Portes，1998；边燕杰、丘海雄，2000）。

但最终着眼点都是从社会网络中获取的各种资源。实际，从社会网络中获取的资源是两者共同

决定的。基于这一综合视角，林南（2005）提出社会资本是“在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的和或被动

员的、嵌入社会结构中的资源”。针对不同的研究层次和主题，社会资本可分为个人社会资本、

组织社会资本、集群社会资本、宏观社会资本等。个体社会资本不同于组织社会资本，前者源

于个人关系网络（张勉等，2009），后者源于组织关系网络（Kostova & Roth，2003）。 

社会资本本质上反映主体在社会网络中所获取的特定资源和能力组合，是嵌入社会

网络中推动价值创造与发展的关系资源（Tsai & Ghoshal，1998）。作为一个天然的描述网络特

征的变量，社会资本被引入管理学研究（李浩，2012）。管理领域中社会资本的研究也集中在

两个层面：组织层面，将企业/团队视为社会网络中的行动主体和节点；个体层面聚焦企业家或

高管，将其视为社会资本建构和获利的行动者。实际来看，不论组织层面或个体层面，社会资

本都主要由企业家或高管团队成员实际拥有和潜在可用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及关系构成。所以，

个体社会资本更具基础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组织层社会资本的构建和质量（耿新、张体勤，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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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业学习内涵 

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来界定创业学习。Deakins & Free(1998)较早提出“创业学习”的

概念，将其定义成“创业过程中，为提升网络化能力、总结经验、反思既往战略、认知失误、获

取资源、吸收外部成员加入创业团队等进行的学习。”后来，Rae & Carswell(2001)把创业学习看

成个体在机会识别和开发及新企业创建和管理过程中重构新方法的过程。Minniti & Bygrave

（2001），则指出创业学习是能增强创业者自信心并扩充其知识集合的行为过程，认为创业者

不仅要通过总结成功的经验进行学习，还必须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延续这一思路，Politis(2005)

运用经验学习理论深入分析了学习过程，提出创业学习是持续开发有关创建和管理新企业的知

识的过程。近年来，中国学者陈文婷和李新春（2010）以中国创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

检验提出创业学习由创新思考、外部资源获取、信息共享、经验反思、战略试验等五维度构成。

大多学者倾向于创业学习是“在创业过程中的学习”（Politis，2005；Ravasi & Turati，2005；

Holcomb et al，2009），即个人/企业在创造新资源、追逐新机会过程中的学习（Stevenson & Jarillo，

1990）。 

因创业学习基于经验学习论、组织学习论、社会认知论和群体生态学理论等展开，

创业学习的内涵还未达成共识。一些研究把创业学习看作创造知识的过程，认为创业学习是创

业者获取、积累、创造知识的过程（Minniti & Bygrave，2001；Politis，2005；Cope，2005；

Hamilton，2011 et al）；而另一些则从知识获取途径的角度来描述创业学习，如 cope（2003）、

Holcomb 等（2009）、Petkova(2009)认为创业者可通过观察他人行为、积累经验（尤其总结失

败的教训）、试错等方式来学习和掌握知识。虽然对创业学习内涵的理解还存在一定分歧，但

普遍都认同获取创业知识是创业学习的结果（Politis，2005）。创业知识是一种专业知识，能

够拓宽创业者的视野（Holcomb 等，2009），在创业学习过程中处于核心位置。 目前创业学习

研究的分析层次也存在分歧。早期都认为创业学习是创业者的个体行为。考虑到创业的不同阶

段，创业学习研究不应只针对创业者个体，还应针对创业企业的总体行为（陈文婷、李新春，

2010；刘井建，2011）。 

3.  创业学习影响因素 

根据 Man(2005)、Petkova（2009）等学者的观点，创业学习主要受创业者、创业网

络和创业环境的综合影响。由于创业学习贯穿整个创业过程，也就是创业者和 

新企业的成长的全过程（cope，2001）。创业离不开具体的主体——创业者，所以

创业者的个人特征，如创业前经验\积累的知识、自信心、学习风格等，都会对其学习方式的选

择和学习效率等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基于社会学习理论，学习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 

 

 
 

图 1: 创业学习影响因素结构图 

 

 

创业学习 

创业环境 创业者 创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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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个人努力外，学习者还需他人的反馈以改善学习方式和提高学习效率，而且必须

与社会网络成员互动交流（Taylor & Thorpe,2004）。创业学习也不例外，创业者在学习过程中

依托于一定的社会网络，除了从网络中获取信息和反馈，还必须经由社会实践才能有效完成创

业学习（Cope，2005）。同时，创业者的社会网络（关系网络） 

由各种不同的关系组成，包括个体关系、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Watson，2007；Sheng  

et al，2011），不同类型的关系及其紧密程度会给创业者带来不同信息，从而对创业学习产生

不同的影响。另外基于战略的观点，环境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创业的决策和行为，引发创业者的

适应性改变，亦即产生相应的学习行动。所以，学习活动必须与环境相匹配（Fox，1997）。

环境越是动荡，学习就越显得重要（Boeker，1997）。环境的动荡变化还会影响学习方式的选

择及进行学习的可能性（Argyris & Schn,1996；Clarysse et al，2001）。此外，还有从环境不确

定性和宽松性的角度来分析环境对创业学习的影响（Velasco，2008 et al）。 

4.  小结 

本章对本文核心变量社会资本、创业学习进行了界定和内涵阐述，为后文分析奠定

基础。并对创业学习的影响因素初步归纳分析，指出社会网络是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子，从而

为后续两者关系进一步展开铺垫。 

 

三、社会资本与创业学习关系 

1. 基于社会网络的创业学习 

社会网络能够为创业者提供各种资源，基于社会网络的创业学习越来越被认为是创

业者学习的重要平台( Kempster et al，2010)，是提升创业绩效的重要因素。因此，不少学者基

于社会网络视角对创业学习展开研究。这个视角，主要考察创业者或创业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

对学习的影响，如社会关系网络成员的数量、网络结构对创业者获取信息的影响。该视角源于

Lewin、Bandura 等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Lewin 等在情景学习理论中指出学习包括：(1)学习者

内在的认知、情感、生理等因素；(2)学习者外在的模仿策略与行为；(3)学习者所处的社会环境。

Bandura 也强调个人知识不仅源于直接经验, 还来自于间接经验,如与他人交流或对他人行为的

观察模仿。Holcomb 等（2009）将嵌入在网络中通过观察效仿别人的行为表现来获得知识，称

为观察学习(Vicarious Learning)，如与有经验的人交流、接受正规学习或培训等，观察学习是创

业中的学习（Chandler & Lyon，2009）。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创业者进行观察学习的重要载体。

Anderson 等研究发现, 创业者的关系网络能给新客户开发、供应商选择等多个方面提供帮助。

但每个人多少都拥有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为何有人能从中获得有用的知识，而有些不能？更

进一步，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才有利于创业者学习？  

1.1 网络结构的影响 

Hansen（1995）考察了创业者社会关系网络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发现创业

者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密度、交流频率均对新创企业的成长性有正向影响。而社会关系网络

通过为创业者提供信息和资源作用于企业的成长。创业者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越大，就能提供

越多的信息和资源；而社会关系网络的密度和交流频率则会影响到关键隐性知识的学习。创业

学习网络的强关系对创业学习的影响很大，如政治、血缘和学缘关系等，以此为基础的创业实

践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另一些实证研究呈现矛盾的结论。Uzzi（1996）研究发现强网络关系

有助于进行观察学习, 而 Singh 等（1999）的结论恰恰相反，证明弱网络关系更有利。学者们

开始结合具体的情境来考察。Rowley 等（2000）针对两种不同行业（开发性行业：以钢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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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和探索性行业：以半导体行业为例），对创业者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创业绩效的关系进行研

究，发现两个行业里，网络特征的影响表现出相反的结论，表明不同行业特性，对从网络中获

取的核心资源信息要求并不同。关于创业者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学习研究主要关注关系强度和

结构洞两方面，并进行了实证。该方面的研究，一开始就直接指向创业者的学习成效和创业绩

效问题，但没回答创业者如何利用自己的社会网络来开展学习、如何与网络成员互动、如何构

建和治理社会网络等问题。所以，创业者如何利用社会网络进行学习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赵

荔、丁栋虹，2010）。 

1.2 网络学习方式的影响 

凭借频繁外溢的知识流动，社会网络为创业者提供了低成本学习的机会，成为其

进行创业学习的关键平台(Rae，2005) 。社会网络可分为正式与非正式网络(杨隽萍，2013)，不

同的社会网络关系构成能带来不同的信息，根据个体进行网络学习对象的不同，可将网络学习

分成：正式网络学习、非正式网络学习。 

创业学习是发生在个人所结成的关系网络中的互动，有效的学习是一个社会化过

程( Cope，2005；Hamilton，2006) 。张玲（2014）的访谈研究发现，个体主要通过向以血缘、

信任为基础的非正式网络中的亲朋好友、过往同事和基于商务和利益关系的正式网络成员进行

学习。非正式网络常常具有较强信任和情感依赖关系，有助于增进新信息，尤其是复杂隐性信

息和知识的转移。通过与正式网络中商业伙伴、竞争对手、政府机构等人员的交流协商进行学

习，个体可以快速了解新产品与技术、新服务方式，新商业模式、新的政策与产业动态。基于

创业者在社会网络中“怎么学－学习结果如何”的逻辑思路，谢雅萍和黄美娇（2016）将基于社

会网络的创业学习定义为“网络学习”，并通过深度访谈研究发现，在社会网络中创业者可通过

观察效仿他人的创业活动/创业行为( Ozgen et al，2007) 、与别人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合作

( Taylor et al，2004) 、接受网络成员的指导点拨( Jones et al，2007)三种方式来获得企业创建和

管理的信息及知识，并分别概念化为模仿学习、交流学习、指导学习。创业绩效的提升依赖于

创业学习的异质性，社会网络能满足创业学习异质性的需要。不同的网络关系构成能带来不同

的信息，创业者可根据与网络节点的关系，选择适合的学习方式来获取创业信息与资源，推动

创业绩效的提高。创业者要注重网络学习方式的选择（谢雅萍、黄美娇，2016）。 

1.3 特定网络的影响 

家族及相关网络。从网络分析的角度，企业家是其个人/企业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网络中频繁外溢的知识流动为其提供了低成本学习的机会。以人力资本增值为最终目标的企业

家学习就内在地需要企业家进行大量的外部结网行为，从而为其学习提供良好的平台(谢连瑞、

陈志辉，2004)。家族企业后代企业家的个人网络既可来自于较为亲密的朋友家人，也可能是较

为疏远的弱关系连带。家族成员作为社会网络中的一部分，父母有创业或从商经历会对子女产

生极大的创业影响（Wiklund & Shepherd，2003；Carr & Sequeira，2007）。某种程度上，父母

提供了家族子女一个创业的“角色样板”( Aukin，2006) 。但这种影响的真正发生，还依赖于基

于家族成员学习的深入推进。家族后代企业家还能从基于家族及家族企业的社会网络中学习。

凭借网络能跟更多相关机构和人士建立联系，从而取得建议、资源和带来的信息优势( Burt，

1992) 。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企业家能发现商业机会( Saxenian，1991)，获得行业知识和技术诀窍，

提升研发能力( Yli-Renko & Autio，2001)，学到与产品相关的知识和管理技能，提升管理能力

等。家族企业的后代可以通过多样的学习机制去成为一个代际企业家。在其创业路径中，最重

要的影响因素是通过与家族成员、家族及企业的网络以及个人社会网络进行创业学习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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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网络。海归创业者作为一个特殊的创业群体，其网络特征也呈现不同，存

在海外网络与本地网络两个部分。戴云和孙永乐（2017）研究发现海归创业者通过以往经历所

保持发展的海外关系，有助于创业企业长期嵌入海外网络，以获取国际前沿技术知识和经营理

念等。同时，创业企业也要在本地建立各种关系网络，加强与本地政府、供应商、科研院所等

的联系；创业者通过创业学习将先前经验转化为新的知识和技能，有助于获取和利用创业所需

的各种当地资源，进而提高创业绩效。网络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学习方式，初期可通过

利用式学习方式，基于已有的海外经验和关系网络，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优化，对创业初期尤

为重要。随着本地网络逐步扩大，通过探索式学习方式，融合国内外先进知识与技术，创造性

的开发整合各种内外部资源，提升创业绩效。 

创业网络。考虑创业过程中的社会网络特殊性，有学者提出用创业网络来定义

与创业过程中直接相关的社会关系网络。创业网络是创业者获取信息、知识和资金等资源的重

要平台（Wright & Westhead,2003；Semrau & Werner，2012）。已有研究更多针对不同类型的创

业网络、不同的网络要素与特征对企业绩效和发展关系的讨论。正式网络与非正式网络、社会

网络与商业网络、强关系与弱关系网络等不同的网络类型对创业过程产生不同的影响。网络要

素方面，Hoang & Antoncic（2003）提出的网络结构、网络治理、网络内容三要素得到普遍认

可。Hoang & Yi（2015）认为创业网络的研究重点是网络关系、网络结构与网络节点，网络关

系包含网络内容和网络治理两方面。另外,不同的创业网络关系构成（个体关系、商业关系和政

治关系）带来不同的信息，对创业者的感知、关注焦点等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蔡莉等，2012）。

而且创业网络会在创业过程中不断变化（Larson & Starr,1993）。 

1.4 小结 

基于社会网络视角对创业学习的研究得到了广泛关注。一方面源于社会网络对

创业绩效的关键作用得到认可，成为解释创业绩效的重要变量。而创业学习要回答的根本问题，

也是创业绩效的取得，它更加反应这个动态的过程。另一方面源于社会网络理论充实的理论基

础和框架，与创业学习结合时能借鉴展开。该视角的研究大都基于社会网络相关理论展开，进

行比较深入，包括网络结构、网络关系、网络学习方式以及某种特定类型的网络，都沿袭这一

思路。明显看出，这个方向的研究在面向更加具体的情境。 

2．社会资本的负向影响 

社会网络作为信息通道和第三种资源配置手段，已有文献表明，企业家及其嵌入的

社会网络是企业创新制胜的成功关键要素。企业家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关系持续为企业提供了

所需的资源（Vissa，2011）。但考虑社会网络的过度嵌入，Adler & Kwon（2002）提出社会网

络存在两面性，社会资本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白璇等，2012），大多学者检验了

企业家社会资本对创新的线性关系( 正相关与负相关) 。Uzzi（1997）指出企业家的社会化嵌

入关系在提供获得资源的机会的同时，也会限制其网络外的行为，因此存在着嵌入“度”的问题

（俊杰等，2015）。 

由于社会网络的两面性得到了证实，创业者/企业的网络行为并不总是有利的。那社

会网络对创业学习的影响，可能也不是线性的，存在“度”的问题。过度嵌入一方面可能会导致

个体的时间精力占用，同时网络中的价值主张和信息知识会左右个体的决策和行为，这些影响

未必都是正向的。但这方面的研究很少，社会资本对于创业学习是否也会产生负向效用，需要

进一步探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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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资本对创业学习影响机理研究 

通过文献梳理，很少研究单独来探讨社会对创业学习的影响过程，而是社会资本与创

业学习结合起来考虑，对其他变量（企业绩效、创新等）的共同作用过程。 

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意义得到普遍认可，但并非简单的直接作用。Peng(2004)从企

业家社会资本影响企业的智力资本角度阐述了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作用。韦影（2007）在研

究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时加入了吸收能力，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企业通过提升关系的强度

和深度，着力提高内部和外部的信任程度，加强信息共享、知识共享，提升自身吸收能力，进

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张玉明等（2018）基于小微企业的实证表明，企业家社会资本可以

带来政策/市场/技术信息、资金等创新所需的资源，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宋方煜（2012）

则指出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且社会资本是通过知识专业影响企业创新绩

效的。 

社会资本作为特定资源，通过影响企业行为的方式才能发挥作用，而组织的学习行为

被视为重要的中介因素（王涛、陈志军，2016）。朱福林和陶秋燕（2014）研究发现，在中国

特殊的生存环境下，社会网络（包括亲友网络、公共网络、专家网络和市场网络）会影响小微

企业的技术获取，增加企业的创新产出。在与外部社会网络互动的过程中，科技型小微企业能

够通过应用性学习获得良好的成长绩效，经由获取外部多渠道来源的异质性知识，能促进企业

创新成长。由于，创新被认为是在相互依赖的情况下，不同参与者对知识成功交换和交互作用

过程的结果（吕淑丽，2007），所以创新的关键是如何将多种信息转变为知识及如何促成多种

知识融合。这一研究的焦点，正从技术网络向社会网络转移。  

从知识基础观出发，Nahapiet & Ghoshal（1998）认为，社会资本有利于企业知识资

本的交换，促进企业新的知识创造。杨鹏鹏等（2005）从社会资本的结构、认知、关系三个维

度说明了社会资本和知识转移的关系。有学者从更广泛的角度出发，提出社会资本不仅是企业

知识的重要来源，还是其他战略资源的重要来源（Singh，1998）。有学者认为国际企业的社会

资本会影响企业的知识获取与创新，进而会影响到企业的国际化进程。邬爱其（2005）认为，

企业的社会资本不仅会为国际企业提供有形资源，还会带来企业的社会认知资源、其他外部资

源和无形资源等，这些资源会影响企业的国际化绩效。此外，在创业合法性获取、建设和巩固

过程中，关系网络的作用明显( Sheng et al．，2011；蔡莉等，2013) 。从关系网络角度看，网

络响应、网络多元性和内部关系整合都能够通过作用于创业学习进而影响组织合法性（董保宝

等，2019；刘宁等，2019；葛宝山等，2019）。 

小结。上述文献梳理发现，鲜有社会资本对创业学习影响过程的研究，这一方面源于

对创业学习的研究，还停留在影响因素阶段，还未深入相应的过程。此外，很可能鉴于两个变

量都作为创业绩效的因变量，都有一定的指向性，而未能独立出来探讨。所以现有研究中，二

者的影响基本是在相关研究中同时体现。比如在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企业创新、国际化绩效

和组织合法性等结果变量的影响上，学习都被认为承担了某种传导或作用机制，其具体表现往

往是对创业知识的影响。这表明学习本身更像是一个过程变量，判断学习的成效，需要明确的

目标导向，也就是学习的目的。而社会资本不仅为创业学习提供了信息与知识来源，还为知识

的产生创新提供平台。因此，社会资本对创业学习的影响也应在此框架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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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相关研究述评 

结合本文目的，基于社会资本与创业学习相关研究的文献总结梳理，本研究从如下五个

方面进行评述： 

1. 理论基础。该部分研究的核心理论基础，主要有社会学习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知识

基础理论，因此相关的研究，大多基于该理论的范式和概念展开。尤其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研

究占比非常大，且因社会网络理论本身的发展完备，这方面的创业学习研究也比较深入。这也

从侧面反映创业学习本身的多学科交叉背景，很大程度依赖于相关理论的发展。同时，由于社

会学习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有着某些天然的关联，使得创业学习存在某种交织。 

2. 研究层面。关于社会资本与创业学习的关系，针对创业者的个体层面和创业企业的组

织层面都有开展，但创业者层面的占主导，围绕创业者的社会网络进行了多元深入的探讨。而

组织层面的研究，基本是参照组织学习的来进行，而忽略了创业企业的特征。其根源是企业层

面的创业学习内涵，迄今仍有较大分歧。显然仅参照组织学习的理论框架是不够的，而要结合

创业学习自身的理论来探讨。 

3. 功能角色。社会网络对创业学习的作用，某些时候作为影响因子，会对创业学习的方

式效果产生作用，某些时候是创业学习的特殊形式，代表一种学习类型。一方面源于社会网络

的特殊性，它既提供了学习所需的资源，同时又是一个载体平台，构成学习的场域。两种影响

某种程度是同时存在，源于网络与学习这两个变量都有自身嵌入性，这种作用非常值得重视。 

4. 影响机制。社会资本对创业学习的影响作用，尽管没有直接的文献讨论，但在相关研

究中，理论和实证都有相应的支持。但具体的影响机制鲜有专门的探讨，其间是否存在其他哪

些变量的影响，比如某些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的存在，有待进一步研究验证。即便两者作为共

同因子的关系探讨，也只是在新近的研究中开始关注，得到部分实证研究的支持。这也为揭示

创业绩效，提供了新的整合视角。 

5. 新兴研究。此外，对创业学习研究中出现的新课题，如与创业失败学习的关联等，相

关研究很少，力度不够。社会资本对创业失败学习的影响是非常新的课题。 

基于以上分析，社会资本与创业学习的关联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方向。既可以深化

社会资本理论，又能回应创业学习的热点需求。但一方面并没有这方面的专门综述；另一方面

相关研究比较零散，缺乏明晰的理论框架。为了更好地开展这个方向的研究，本研究试图提出

一个整合的框架。 

 

五、整合框架构建及未来展望 

通过整合上述不同的研究，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按照“影响因素——创业学习过

程——学习结果”这一逻辑来构建研究整合框架（参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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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社会资本与创业学习影响研究整合框架 

 

来源：本文编制 

从图2可以看出，该整合框架融合了不同文献的研究成果，突出了社会资本、创业学习

和创业情境相互之间的作用关系，并从创业过程出发探讨了社会资本经由不同学习方式对积累

创业知识以及识别创业机会和获取创业资源的作用，有助于更好地揭示社会资本对创业学习的

影响机理。 

上述框架表明目前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重点，更多的是沿着社会网络这条线展开。社会

网络与创业学习的相关性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都得到了证实，并且社会网络对个体创业学习和

新创业企业学习都有影响。社会网络对个体创业学习的影响作用，通过对个体网络的深入，有

进一步的揭示；相对而言，组织层面的内在影响机理分析较少。整体而言，影响的过程机理，

中间变量的发掘与验证还显得不足。 

同时还能看出，围绕社会资本的其他内涵，而不仅仅局限于网络的研究，也比较少。已

出现的一些实证研究，也是主要在探讨对创业绩效等的影响中引入。社会资本，作为一个既包

含社会网络关系结构，又体现网络资源/知识获取能力的概念，在内涵上有整合创业学习不同视

角的“天然”优势，是非常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创业学习是创业过程中的学习，因此把社会网络与创业学习关系，结合其他具体的创业

过程变量一起考量，能更全面的反应它们的影响关系，同时对创业过程的揭示更有理论和实践

意义。同时，由于创业过程的动态特征，创业网络也会在创业过程中不断变化，未来研究还要

重点关注创业网络对创业学习的动态影响。 

从最新的文献看，创业学习研究开始关注创业失败问题，强调对先前行为进行反思性学

习的重要性（蔡莉等，2012），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资本因素的影响如何、是怎么发生作用的等

都有待展开。此外，与合法性等新兴议题的关系，也非常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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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现代化和信息化全面推进的大环境下，形成了经济迅猛发展的新时期，

新时期也造就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企业的生存挑战和竞争强

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谋求未来生存空间，适应未来发展趋势，经济管理问题在国内许多

企业中越来越被重视。建立企业现代经济管理理念，规范现代企业经济管理体制，分析当前企

业经济管理中集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对企业经济管理模式进行科学的调整和优化，结合实际让

企业在最先进的经济管理模式下提升总体效益，这对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和市场生存能力，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现代企业, 规范化, 经济管理 

 

ABSTRACT 

Under the general environ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a new era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formed. The new era has also created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mode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survival 

challenges and competition modes of modern enterprises. It is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that economic 

management issues have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many domestic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seek future living space and adapt to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enterprise economic management concepts,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modern enterprise economic 

management system,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enterprise economic management, the 

timely scientific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enterprise economic management mode,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to enable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under the most 

advanced economic management mode, which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and market viability of enterprises. 

Keywords: Modern enterprise, Standardization, Economic management 

 

一、引言 

1.1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改变，企业发展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中重要的推动力，传

统的粗放管理模式已经渐渐被现代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所取代，对于企业的长远持续性发展来

讲，经济管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经济管理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其仍然有许多

不足之处，只有优化经济管理制度，培养现代化管理思想，改变固有的管理运行模式，运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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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有效的管理策略，才能为企业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并在现有的基础上取得突破，

达成增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最终目的。 

1.1.1 经济管理 

经济管理是经济管理者为实现特定目标，对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社会活动进行的

组织、计划、协调、指挥、监督等操作，总体来讲就是取得资源、运用资源、分配资源的过程，

经济管理在企业活动中是很重要的控制环节，主要负责企业的流程的优化和成本效益监控，可

分为四个水平的经济管理部门：财务经管、公司治理经管、改善经管、内控经管。故其企业经

济管理工作依据此四个不同水平分布：财务处理、预算编制、单据审核、报表分析、零用金管

理、成本管理、固定资产管理、零星工程管理、存货监控与在职监控、交易模式设定、经营模

式分析、投资规划、损失与收益预估、年度策略等。通俗来讲，经济管理就是管控企业一切花

钱的地方，并对即将所花的钱进行合理性评估，管理企业的现金流和相关资源，对企业经济活

动进行管理。 

1.1.2 经济管理的意义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影响，传统企业的市场份额被现代企业挤压殆尽，

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企业的生存挑战和竞争强度，现代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

已经渐渐地取代了传统的粗放管理模式。科学合理的进行资金与资本的配置与应用，一定程度

上强化运作资本的能力，保证企业在各个阶段的活动都能获得最大化的资本支撑，提升企业在

市场中的反应的灵敏度，更好地帮助企业认知市场，让管理者能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不断为企

业准确判断市场发展动向，并对近期企业经济活动与市场活动到的信息进行收集、科学总结评

估，以信息处理基础为基础实现预估市场风险的能力，并能有效帮助企业规避风险。无论是哪

种企业类型，经济管理都可以贯穿企业整个经济活动，对于企业的长远持续性发展来讲，经济

管理对企业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2 研究目的 

通过研究现代企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如何有效在企业内部进行经济管理，提

企业高经济管理模式运行效率，让现代经济管理思想在企业运作过程中有理论基础和实际操作

意义。此外，通过对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的研究和新经济的特性，希望摒弃传统企业粗放式管理

思想，让企业经济活动更加高效、安全。 

1.3 研究假设 

在企业进行经济活动过程中，对于传统企业经济活动过程进行解剖分析，对比现代

企业经济管理下的企业经济活动，经济管理手段能够直接提升企业资本运作效率并且直观的为

管理者呈现出企业经济现状和该现状下企业经济结构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并且能有效提升企

业市场变化中的风险预估能力和风险规避能力。经济管理通过对企业资本的调控与配置等手段，

直接对企业现金产生流正向影响，进而帮助企业抓住机会进行扩大经营规模，提升企业应对市

场风险能力和提升企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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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2.1 经济管理能提升企业资本运作效率 

资本具有时间性特点，过剩与不足都能直接导致企业优化配置资本的目标无法实现，

因此，运作资本能力的强弱就直接体现在现金流的合理性上，例如一些资金密集型的企业，若

无法充分合理利用资本，则会导致企业严重缺乏现金流的现象，甚至直接限制企业的经营，而

资本过剩则无法实现科学应用的目标，因此企业也会丧失相应的机会成本。从企业发展的现状

来看，企业将资本运作是当中十分关键的管理内容，企业融资的成败关键就在于资金处理难度

大，在企业经济管理的全过程当中企业效益不升反降，这也是阻碍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所以

企业必须借助科学的现金流实施经营发展，具体是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科学合理的配置与应用

各项资金与资本，一定程度上强化运作资本的能力，保证企业在各个阶段的活动都能获得最大

化的资本支撑。所以企业必须借助科学的现金流进行经营发展，提高资本运行效率，为企业可

持续发展创造扎实的基础。 

2.2 经济管理能提高企业市场风险预估能力 

目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虽然给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但同时也造成了变化多端的市场情况，市场的动向比以往更难捕捉和预测，这也就导致企业在

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大量不确定的因素。这就对企业的规避风险意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且对

风险进行准确分类，对不同的风险采取不同的措施，进行科学对待。这也就要求企业不仅要对

内部信息和市场信息进行整体把握，还要借助科学决策，通过各种科学干预手段，对投资进行

有效的控制，协调处理内部各项管理，最终为企业节省经营产生的成本，在一定程度强化企业

对各类风险进行有效规避和防范的能力，降低企业在面对市场变动时受到的损害程度，帮助企

业稳定发展。在企业的经济管理过程中，可以对近期企业经济活动与市场活动收集到的信息进

行科学总结评估，以信息处理基础为基础实现预测市场风险的能力，并能有效帮助企业规避风

险。 

2.3 经济管理有利于企业更好的认识市场 

市场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企业管理者只有准确判断市场发展方向，及时为企

业的发展提供正确的发展建议，才能带领企业步步向前。所以企业管理者就需要准确的市场信

息作为分析市场各个要素的基础，此时经济管理就能帮助管理者精确把握企业的盈亏状况，并

利用企业产生的各类数据帮助管理者了解当前经营战略的盈利程度和市场的真实情况，提升企

业对市场反应的灵敏度，帮助企业更好地认知市场，让管理者能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不断为企

业准确判断市场发展动向，从而获得正确的经营决策，并对企业接下来的经营战略进行科学调

整，从而增加企业收益。 

 

三、文献综述 

经济管理是企业管理活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单元，它是对企业资源的运用、分配和控制

的一项管理活动。虽然早在 15 到 16 世纪地中海沿岸一些城市就依据萌生了以合理预测并有效

筹集资金的企业财务管理活动，但是经济管理是在 20 世纪以后大概 50 年代才出现规范形式的

现代经济管理理论。20 世纪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管理共经历 5 次质变阶段，让经济管理的

发展突破了崭新的纪元，即：筹资管理理财阶段、资产管理理财阶段、投资管理理财阶段、通

货膨胀理财阶段、国际经营理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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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理论依据 

管理是众多社会活动当中的一个社会活动，就是说在实施某项工作之前，通过制定

相应的计划来实现最终的计划和目的，它贯穿企业整个经济活动。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立足于经

济管理学理论基础，主要研究企业经济活动，掌握其规律并对其进行合理的组织和调节，为了

使其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从而制定的一系列相应管理企业的制度。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的主体

思想就是要规划整合一个企业拥有的一切资源，在实现对企业全方位控制的同时，还要把这些

资源向企业的经济效益方向进行高效的转化，并在多角度上的活动有效融合经济与管理，即经

济和管理规划企业所进行的所有经济活动。经济管理理念实质上也是知识经济，是以信息，网

络，知识，高科技为重要构成部分和主要增长动力的经济模式，是现代企业整个发展过程中的

基础，能帮助企业做出高效的生产计划与科学合理的经营战略。 

3.2 研究综述 

从本质上讲，企业就是一个能力集合，企业核心能力的形成是对各个能力单位进行

培养和结合。技术单位和管理单位组成了企业核心能力，经济管理在企业管理中又是重中之重，

本文结合动态能力、能力学派和资源学派的观点，结合企业经济管理目标，通过企业经济管理

能力在企业管理中实现现金流战略发展。故本文认为企业经济管理能力就是企业在实施企业财

务战略、实施企业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以学习创新知识能力为基本动力，在对企业内部资源进

行优化配置的同时对企业外部资源进行科学整合，并通过风险控制最终实现理想的企业绩效。

在一系列过程中企业自身携带的或之后形成的专有技能和关键资源，决定了企业经济管理能力

就是企业能力系统的一个企业能力子系统，并且是由各种与财务相关的能力单位所构建的。通

过经济管理能力的不同维度，可将经济管理能力分为 6 个核心维度的能力：学习知识创新能力、

内部资源配置能力、外部资源整合能力、价值创造能力、财务战略管理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图

1 所示）。分析可知企业经济管理能力有系统性、动态性、价值性的特点，显然企业经济管理

能力是由企业能力决定，但是企业的经济管理能力也能反作用于企业能力，企业经济管理能力

的强弱取决于企业能力的强弱，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行业下的同一企业，它的企业能力是有

区别的，是动态变化的，而其价值性就是能帮助企业解决现金流问题，综合利用金融市场工具

为企业实现最大化价值目标。企业经济管理能力的 3 个特点之间关系密切，所以独特的经济管

理能力可以帮助企业提升核心竞争能力增加企业价值，保持长期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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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经济管理能力维度描述 

 

四、研究方法 

4.1 研究方法 

本文以规范研究为主，辅以企业经济管理的数据分析和案例调查，通过逻辑演绎的

思想，从理论上归纳了经济管理能力主要包括：学习知识创新能力、内部资源配置能力、外部

资源整合能力、价值创造能力、财务战略管理能力、风险管理能力，总结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的

现状和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接着从企业经济管理背后的本质属性原因：传统经济与新经济的区

别着手，进行现代企业经济管理问题分析，引申出目前许多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济管理

能力不足的现象，系统归纳了目前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及解决手段。 

4.2 数据收集与分析 

为了更加形象的描述企业经济管理在企业活动中的作用，本文通过对 X 省企业 2019

年会计信息系统样本中抽取 25 个一级企业和 84 个省管二级权属企业，对他们的经济管理方法

运用情况进行资料收集和分析整理，通过文字分析和图表分析对收集的数据进行集中分析研究，

找出企业经济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和规律性特点。 

 

五、现代企业经济管理能力维度的分析 

从传统经济和新经济两种经济类型的差别和企业实际的运作情况中，不难看出现代企业

经济管理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大概包括观念、制度、组织、人员、决策、责任等方面，集中表现

在学习知识创新能力、内部资源配置能力、外部资源整合能力、价值创造能力、财务战略管理

能力、风险管理能力 6 个维度，下面我们将对这些维度逐个进行分析。 

 

 

 

 

 

 

 

 

 

 

 

 

 

 

 

 

 

 

 

财务表现能力 

财务管理能力 

风险控制能力 

内部资源配

置能力 

外部资源整合

能力 学习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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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学习知识创新能力 

现代化企业竞争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企业的学习知识创新能力上，谁更具有竞争力取

决于谁拥有更卓越的学习能力，所以当今学习能力也是企业竞争优势之一，就包括经济管理组

织的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我们可以从财务人员基本素质、财务人员创新能力、财务人员发展

战略、财务人员学习过程、CFO 能力 5 个方面的衡量来体现经济组织学习创新能力。如下指标

表所示： 

 

表 1：学习创新能力指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学习创新能力 

财务人员基本素质 财务人员会计从业资格证情况、财务人员学历结构的合理性、财务人

员职称结构的合理性 

财务人员创新能力 经济管理制度创新情况、经济管理方法创新情况、 

现代创新经融工具掌握情况 

财务人员发展战略 制定财务人才发展战略并有效实施、构建财务人才梯队建设方案并有

效实施、及时评估和调整财务人才结构、制定财务人才队伍的职业生

涯规划 

财务人员学习过程 财务人员参加后续教育的平均时间、财务人员参加工作后的学历提升

情况、财务人员参加工作后的职称提升情况、财务人员地公司业务的

熟悉程度、财务人员对金融、税务等相关知识面 

CFO 能力 CFO 的教育背景、CFO 的财务技能、CFO 的创新能力、CFO 的职称

水平、CFO 的管理技能、战略财务管理下 CFO 的综合技能 

 

5.2 内部资源配置能力 

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核心是现金流、信息化工具及全面预算手段，是企业资源在不

同形式上的组合与在不同企业经济活动之间的分配，它涉及到企业财务活动的两个基本面，一

个是对资源形成进行组合，另一个是对企业现金流在不同企业活动中进行分配，企业内部资源

配置能力可以从资产管理水平、财务信息化水平、全面预算管理水平和资金管理水平 4 个指标

来衡量。如下指标表所示： 

 

表 2：企业内部资源配置能力指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内部资源配置

能力 

全面预算管理水平 全面预算制度的建立、全面预算的涵盖范围、 

全面预算与企业战略、年度计划的匹配程度、 

全面预算的偏差率全面预算的考核与奖惩制度 

财务信息化水平 财务信息化的集中程度、财务信息化的实施年限、 

财务信息化模块的覆盖率、财务信息化和业务、 

财务业务的一体化程度、管理信息系统融合 

资产管理水平 存货管理、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无形资产管理、 

流动资产管理、固定资产管理、 

资金管理水平 资金管理集中程度、资金管理的信息化程度、 

资金管理制度的健全程度、投融资及运营资金的管理水平、创新投融

资方式的使用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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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外部资源整合能力 

站在企业财务的角度上，企业的外部资源整合能力主要主要表现在企业外部关系处

理能力和企业外部资源整合能力，包含对外部组织的协调和战略资源的整合。可以从利益相关

者协调、金融关系协调、战略资源整合 3 个方面来衡量能力指标。如下表： 

 

表 3：外部资源整合能力指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外部资源整合

能力 

利益相关者协调 与消费者协调、与债权人协调、与供应商协调、与投资者协调、与潜

在投资者协调、与财政税务等政府部门协调 

金融关系协调 是否拥有财务公司、与金融机构战略合作及授信额度、 

是否参股或者控股金融或者类金融机构 

 

战略资源整合 

资本运作能力及业绩、并购重组能力及业绩、兼并联合能力及业绩、

对接资本市场的能力及业绩、 

拥有 A、H、N 股等上市公司情况 

 

5.4 价值创造能力 

本文认为的价值创造能力的外在表现即财务表现能力，主要包括企业财务运作成功

的业绩指标和财务状况与企业通过财务报表手段揭露企业管理和运作中体现出的企业经济管理

能力的好坏这两个方面。可以从偿债能力、成长能力、盈利能力、运营能力、财务信息披露和

社会贡献 6 个方面来衡量企业财务结构表现能力。如下表： 

 

 

表 4：财务结果表现能力指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财务结果表现

能力 

偿债能力 速动比率、现金比率、流动比率、产权比率、 

资产负债比率、已获利息倍数、有形净值债务率 

成长能力 净资产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销售收入增长率、 

资本积累率 

盈利能力 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EVA 

运营能力 存货周转率、流动资金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 

财务信息披露 管理建议书、中介机构出具的企业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企业内部管理报告质量、 

财务、税务、审计等政府部门检查出具的报告 

社会贡献 社会积累率、社会贡献率、提供就业能力 

 

5.5 财务战略管理能力 

企业的财务战略管理能力直接反应了企业在市场波动中抵抗力，企业在运作过程时

时刻刻都面临着动荡的市场环境，为了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就必须通过经常性的预测市场环境

来调整企业财务战略，使企业快速适应市场变化。企业财务战略管理能力衡量指标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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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财务战略管理能力指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财务战略管理

能力 

产权结构合理性 第 1 股东持股比例、第 2 到第 5 股东持股比例、 

股东人数构成、是否管理层持股、是否有战略投资股东 

CFO 制度 是否建立 CFO 制度、CFO 是否进入懂事会或党委会 

财务战略与企业战略的

调整程度 

财务战略与企业战略匹配程度、财务战略实施有效程度、 

财务战略管理制度化和文件化 

企业家及其精神 企业家对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 

企业家对待风险和收益的偏好程度 

治理结构合理性 三会一层的建立情况、三会一层履职情况 

长期化倾向 长短期财务目标冲突是的长期化倾向、 

一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财务战略选择 

市场适应能力 对财政、金融、货币等经济态势的预测及频率、 

根据预测结果滚动调整财务战略 

 

5.6 风险管理能力 

世界上对风险的定义种类繁多，但是在这么多的风险定义中风险的基本含义有风险

可能性、风险只计算其可能的损失、风险具有一定的可度量性 3 方面。进行财务风险管理能让

管理者提前预知企业运营中可能存在的财务风险，财务风险管理系统包括风险考核、风险控制、

预警设定、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几个方面。如下图： 

 

 

 
 

图 2：财务风险管理系统 

 

 

 

 

财务风险管理系统 

预警设定 

风险应对 

风险考

核 

风险控

制 

风险识

别 

风险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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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描述的企业风险管理能力是企业全面风险管理，财务风险为核心，具体通过

现金保障水平、风险管理措施、债务控制水平 3 个指标进行衡量。如下表： 

 

表 6：财务风险管理能力指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风险管理能力 
现金保障水平 资产现金回收率、盈余现金保障倍数、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风险管理措施 
全面风险管理实施、建立财务风险预警系统、内部控制规范及配套指

引落实情况、完善财务分析系统揭示财务风险 

债务控制水平 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利息保障倍数 

 

 

六、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6.1 企业经济管理实施情况 

本文通过对 X 省企业 2019 年会计信息系统样本中 25 个一级企业层面对现代经济管

理方法运用的统计调查显示企业对现代经济管理手段的使用上比较少。如下表： 

 

表 7：X 省省管企业集团运用现代经济管理手段调查表 

项目 数量 百分比（%） 

全面预算法 

采用情况及其效果 

效果一般 7 28.0% 

效果显著 18 72.0% 

合计 25 100.0% 

财务分析法 

采用情况及其效果 

效果一般 4 16.0% 

效果显著 21 84.0% 

合计 25 100.0% 

 

作业成本法 

采用情况及其效果 

未采用 19 68.0% 

效果一般 2 8.0% 

效果显著 4 16.0% 

合计 25 100.0% 

 

平衡计分卡 

采用情况及其效果 

未采用 21 84.0% 

效果一般 2 8.0% 

效果显著 2 8.0% 

合计 25 100.0% 

 

经济增加值 

采用情况及其效果 

未采用 6 24.0% 

效果一般 9 36.0% 

效果显著 10 40.0% 

合计 25 100% 

 

表中可看出：作业成本法，19 家选择未采用，占比最大 68%；平衡记分卡：21 家选

择未采用，占比达 84%；经济增加值法（EVA），10 家选择效果显著，占比 40%，9 家选择效

果一般，占比 36%，6 家选择未采用，占比 24%。 

同样通过对 X 省的 84 个省管二级权属企业会计信息系统样本中现代经济管理方法

运用情况的调查，数据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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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X 省省管企业集团再出资企业现代经济管理手段调查 

项目  数量 百分比（%） 

 

全面预算法 

采用情况及其效果 

未采用 5 6.0% 

效果较差 2 2.4% 

效果一般 31 36.9% 

效果显著 46 54.8% 

合计 84 100.0% 

 

财务分析法 

采用情况及其效果 

未采用 3 3.6% 

效果一般 15 17.9% 

效果显著 66 78.6% 

合计 84 100.0% 

 

作业成本法 

采用情况及其效果 

未采用 68 81.0% 

效果一般 6 7.1% 

效果显著 10 11.9% 

合计 84 100.0% 

 

平衡计分卡 

采用情况及其效果 

未采用 76 90.5% 

效果一般 2 2.4% 

效果显著 6 7.1% 

合计 84 100.0% 

 

经济增加值 

采用情况及其效果 

未采用 49 58.4% 

效果一般 12 14.3% 

效果显著 23 27.4% 

合计 84 100.0% 

 

数据显示：全面预算法选择采用效果显著的 46 家，占比 54.8%，效果较差有 2 家，

占比 2.4%；选择财务分析法效果显著的有 66 家，占比 78.6%，效果一般的 15 家，占比 17.9%；

选择作业成本法效果显著的只有 10 家，占比 11.9%，未采用的 68 家，占比达到 81%；平衡计

分卡法未采用的 76 家，占比高达 90.5%；经济增加值法未采用的 49 家，占比 8.4%。虽然经济

管理手段能够给企业带来效果，但是使用情况结果却不容易乐观。 

6.1.1 没有更新的经济管理观念 

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基础建设，也需要企业中的所有工作人员才能顺

利运转，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导致我国很多企业管理者缺少对经济管理观念的认知，忽略了

经济管理在提升企业收益水平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能及时改变以往在实际经营过程中

粗放式的经营思想，一味将经济利益作为企业的发展目标，为经济收益和扩大企业规模投入过

多资金以及重复不断的低水平设施建设，直接导致生产成本大幅度提升，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

成为企业发展的阻碍。大部分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思想还比较落后，没有科学的经济管理观念，

经常采用“拿来主义”，但常常是与自身企业发展特点不适合的，导致企业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反

而出现效益降低、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等问题，甚至出现功能紊乱的现象，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健

康、长期、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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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没有健全的经济管理制度 

就目前国内许多企业的实际运作过程中的经济管理方面来看，虽然国内很多企

业也意识到了经济管理模式的意义，但是仍然没有给予在完善管理制度方面足够的重视，并且

在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对着许多外部因素，这些对于企业来讲都有一定的影响，相关工作

人员或者管理者对企业经济管理不够重视，不能全面的了解经济管理这个概念，大部分管理制

度也只是流于形式无法真正落实。企业管理者并没有结合自身企业的发展需求进行全面分析，

完全对现有的模式进行照搬照用，严重缺乏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这也就无法建立一整套符合企

业实际发展情况的系统化管理制度，使得企业内部管理一片混乱，严阻碍企业现代化构建进程，

影响企业发展。 

6.1.3 没有完善的经济管理组织 

相对国外，国内企业管理时间并不长，在经济管理制度落实过程中长期缺少完

善的管理组织进行执行和监管，导致企业制定的一系列经济管理制度无法应用到企业的实际运

作过程中，更难实现其经济管理制度应产生的效果，也让企业员工产生认为经济管理制度不重

要的心理，最终导致企业经济管理制度形同虚设的后果。 

6.1.4 没有高素质经济管理人员 

就目前国内企业人力资源分析来看，大部分企业都缺乏高素质管理人员，这些

管理人员没有足够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技能，无法应对现代企业发展需求。造成这一现象可归结

为两个原因：①大多数企业依旧采用粗放式管理手段，这就直接导致严重的人才流失；②没有

对企业管理人员进行系统性的岗前培训。企业缺乏高精管理人员，主要是企业没有重视企业工

作人员的素质问题，缺乏培养和引进高精管理人才的意识和机制。从企业的管理者到员工，他

们的工作能力不强、专业素质低的问题会直接导致企业经济管理体系难以落实，限制企业的发

展。 

6.1.5 没有清晰划分管理责任 

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企业想要获得良好的经济收益，就要加快落实企业经

济管理制度，但是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由于没有明确的管理职责和责任问责机制，部门之间

职能重叠，导致部门之间无法有效配合，而且相关工作人员也没有清楚的认识到自身工作职责，

一旦出现问题，各部门、人员之间互相推诿责任，这不仅会让员工情绪消极、缺乏工作热情，

同时也会直接影响企业管理效率，不利于经济管理工作在企业中深入发展。 

6.2 解决对策 

6.2.1 建立更新的经济管理观念 

我们的企业管理者需要建立科学的管理观念和经济管理的经营理念，避免企业

管理者在实际经济管理活动时忽略自身企业真实的发展特点，采用“拿来主义”，导致所采取经

济管理活动并不适合自己企业的发展。一个健康发展的企业应该在更新的、科学思想的指导下，

建立以人为本、创新化的经营观念，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经营意识，响应国家绿色化发展

的经营理念，在扩大企业规模的同时以科学的态度紧密联系时代发展的特点更新经济管理观念，

才能取得良好的经济管理效果，取得较好的经济收益，引导企业健康、长期、稳定的发展。 

6.2.2 设立健全的经济管理制度 

企业在重视最大化增加经济收益和扩大企业规模的同时，也要重视企业经济管

理制度的建设，强化管理制度，在充分了解企业自身发展特点和经济管理概念的基础上，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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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完整的包括会计核算的管理、经济目标的筹划与管理、管理问题的控制与改进的企业经济

管理制度，这对企业来讲才是具有使用性、可进行实际操作的。一套健全的经济管理制度，既

有利于新制度的落实，也有利于经济管理制度在企业中长期发展，帮助企业在现代化发展进程

中获得实际效果，并让企业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6.2.3 成立完善的经济管理组织 

经济管理不仅仅只是一个指导思想，它还是一系列需要落实在企业运作过程中

的动作，空有经济管理制度的企业只是原地踏步，一个企业若建立了完整的经济管理制度，但

只有管理者具有这种观念却是行不通的，我们还要成立一个完整的经济管理管理组织对企业中

进行的一系列经济管理活动进行监督和执行，具体落实管理活动的各个方面，防止经济管理组

织松散，才能让先进的制度在企业的实际运作过程中产生预期的实际效果，帮助企业进一步发

展。 

6.2.4 引进高素质管理人员 

高素质管理人员一直是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一大问题，管理人员没有先进的、创

新的思想，没有成熟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技能，无法因对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导致企业

发展时出现内部混乱的现象。目前各企业要针对高素质管理人员流失严重的问题进行思考，这

也是一个先进的企业领导人需要思考的问题，高素质管理人员对企业落实经济管理、进行信息

化转型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要重新认识高素质管理人员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企

业的发展是由内而外进行的，所以企业要有引进高素质管理人员的理念和机制，或对已有的管

理人员进行定期的专业化培养的措施和制度。只有企业内外同步发展，才不会出现在发展过程

中出现力竭的现象。 

6.2.5 划分管理范围、明确管理职责 

经济管理对于国内大多数企业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企业管理制度，所以很多企

业在实施这项措施时，企业内部门之间还没有明确的管理范围，导致职能重叠的问题，所以企

业要尽快为各管理部门划分管理范围，明确管理职责，同时建立明确有效的问责机制进行监督，

一旦出现问题，部门之间无法推诿责任，这样不仅能提高管理效率，还能帮助经济管理这种新

模式在企业中快速落实，为企业争得发展先机。 

 

 

结束语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越发深入的背景下，国内经济结构改革的今天，企业要在激烈、复杂

的竞争环境中求得一席生存之地，就要转变固有的经济管理理念，摒弃传统粗放式的经济管理

手段，牢牢把握住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把先进的思想和理论运用进入到实际生产过程中。现

代化是企业得以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特点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在企业现代化管理过程中，经济管

理的工作内容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只有做好企业的现代化建设，树立企业的现代化经济管理理

念，建立企业的现代化经济管理制度，加强企业的现代化经济管理力度，在组织结构、人力资

源、思想创新等方面由上至下，由内而外的对企业管理进行根本上的革新，真正的让经济管理

的思想和制度在企业中发展并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得以应用，才能在市场浪起潮涌的复杂环境中

顺水行舟，推动企业持续、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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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1912 年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技术创新理论。人们开始逐步认识

到了技术创新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于是技术创新理论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

这一理论提出，研发投入作为企业价值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其之间关系逐渐引起了世界各

国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以通用设备制造业为样本数据，采用上市公司 2004-2007 年面板数据，

对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关键词：通用设备制造业，研发投入，企业价值 

 

Abstract 

Since 1912, Josrph Alois Schumpeter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eople have gradually realized the important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o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ory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When this theory was put forward, R & D 

investment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terprise valu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gradually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around the world. This article 

uses the gener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s sample data and uses panel date of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4 to 2007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 & D 

investment and corporate value. 

Keywords: Gener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R & D investment, Corporation value 

 

引言 

2015 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制造 2025》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

其根本目标就是要把中国由制造大国建设成为制造强国，作为装备制造业中基础性产业的通用

设备制造业不变强，建设制造强国就是空中楼阁，很难实现。《2017-2022 年中国通用设备制

造市场深度评估与投资机遇研究报告》提出：中国通用设备制造行业面临集中度较低、产业链

发展不平衡、行业内企业在高端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的现状。因此，要使中国通用设备制造业

高端产品的比重逐渐增大，企业生产逐渐从低端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变，加快其转型升级做

大做强就变的尤为紧迫。Hamel 与 Skarzynski (2001)更直接指出创新乃是企业未来唯一不变而有

效的生存工具或能力。提高自身的技术先进性，生产出具有竞争性的优质产品，才能为企业创

造更大的价值。企业的价值越高，企业给予其利益相关者回报的能力就越高，对于企业的可持

续发展才更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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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研发投入作为企业一项重要的费用支出，对企业的业绩及企业价值产生着很大影响，无

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研发投入很早就被大家所重视，一直以来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的关系都是

研究的热点，前人研究的方向大多是科技类型的企业，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以通用设备

制造业公司为研究对象，具体讨论研发投入在通用设备制造业这个领域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鉴

于学者们对于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一直在深化，结合技术创新理论、企业价值理论，

在中国创新大局势下，寻找在中国国情、制度下，合适的中间过程变量，并构建可行的理论模

型，建立相关假设：一是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内在价值的影响；二是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市场

价值的影响；三是民营企业研发投入是否比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更具有影响。进一步

通过实证研究，采用财务制度相对完善的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来实证检验假设是否合理。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术界对研发投入的解释是一种具有创新性的系统过程。然而在财务会计上，对

研发投入的概念有所差异。王芳（2012）详细阐述了在不同的准则下研发投入的定义和研发投

入指标如何计算。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美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对于研发费用的财务处理，

都有所不同。美国通常把所有的研发费用都费用化处理，而中国的处理和国际做法相似，区分

研究和开发两个阶段进行处理。这为研究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的相关关系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

撑。 

影响企业经营的环境分围外部经济环境和内部经济环境，同样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因素

也分为内部和外部。内部因素：公司规模、公司治理、融资约束等；外部因素：政府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政府补贴等。同时研发投入也对企业诸多事项产生影响，如：专利产出数量、新产

品、公司业绩、企业价值等。本文将从企业价值的角度，对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深

入研究。 

一、国外有关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综述 

技术创新理论(Technical Innovation Theory)首次由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的在

《经济发展理论》系统的提出之后, 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关注技术开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Griliches (1981)研究最早意识到了研发投入和专利可以

促进企业价值增加，并且和企业的托宾 Q 值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Hirschey & Weygandt（1985）

研究发现在耐用品和非耐用品中，研发投入强度和企业托宾 Q 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研发投入

强度增强可以提高企业的价值。Chan(2001)以 1975 至 1995 年美国的制造类公司为研究对象，

发现了研发支出对企业价值有正向影响。Ehe & 0libe (2010)认为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类企业中研

发投入对公司市场价值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且上述关系在统计上很显著。以上学者都得出了

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呈正相关的结论。 

虽然很多学者得出其之间为正相关的关系，但是，也有部分学者的研究却得出了相

反的结论。Megan & Klock（1993）以 1972-1990 年间的 11 家半导体和电子产业公司为样本数

据，发现竞争性企业的专利产出数量与托宾 Q 值呈显著负相关。Hu, A.G & Jefferson (2003)认为

开发投入和企业价值间关系不明显，且对不同性质的公司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程度不同，

影响程度会随着时间的延伸而下降。Cazavan-Jeny & Jeanjean (2006)在对 197 家法国的公司进行

分析发现，资本化后的研发支出越高，股价反而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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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上述两方面的研究结论之外，有的文献还得出了其他一些结论。Oswald（2000）

运用股利折现模型，对英国的 2340 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进行研究，得出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

无相关关系的结论。Lin 等（2006）在剖析了美国 258 家企业的财务专利数据后发现，企业效

率和研发投入强度是非线性相关的。 

二、中国有关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综述 

中国在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方面开始的比较晚，但也有着比较丰富的文

献成果，综合来看，与国外的研究结论基本一样，各有不同。 

中国的学者大部分研究得出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呈正向关系。如：王梦莹（2018）

以创业板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小规模企业比大规模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更强。

赵清（2018）以中国战略新兴产业为研究对象，引入了企业规模和产权性质两个调节变量，发

现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和国有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价值更具有价值效应。张译丹

（2019）研究了发现了在高技术制造业的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具有正的相关性，且内部控制质

量会强化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 

在研发投入和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中，同样也有部分学者研究得出负向关系结论。

蒋宇恩&吴玉芹(2016) 以 2009 年至 2012 年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为对象，得出在不考虑风险投资

参与的情况下，创新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十分微弱，不足与企业价值间形成正向相关性，

以至企业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创造力显著负相关。刘婕（2016）在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相关性

研究中，以 2008-2014 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视角，研究得出管理者过度

自信时，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吕学鹏（2018）研究发现企业的研发支出强

度对于企业的当期的财务价值产生负影响。 

在上述正向和负向影响关系之外，也有学者得出了不同于此的第三种结论。孙维峰

（2012）研究表明，研发支出的促进作用会受到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影响。田云龙（2015）利用

上市医药企业年报的研发支出数据和相关资本市场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医药行业研发支出

和总资产净利率、营业收入净利率、股票价格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通过整理前人研究，发现国内外学者对其之间的关系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由于

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时间、行业及样本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存在差异，分别有正相关、

负相关以及不相关，结论并没有完全统一。选取的样本或采用全部上市公司、或采用高新技术

企业、创业板上市企业等，较少聚焦通用设备制造业，所以以往的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通用设

备制造业值得我们重新检验。另外，对于企业价值的衡量指标，大部分学者采用单一的托宾 Q

指标，如：王梦莹（2018）、赵清（2018）等，很少有学者采用市销率 PS 的指标，本文拟采

用中国资产评估行业市场法常用的市销率 PS 指标对企业价值的内在价值进行衡量，进一步考

察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结论。 

 

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 

文献研究是掌握研究领域情况的最直接和重要的方法。帮助了解研究方向、过去的

成果、目前的现状、科研动态以及研究领域的前沿发展方向,通过文献的检索、阅读分析进行文

献的梳理和借鉴,以期把握现状,形成对研究问题的客观认识,为理论构建和实证研究奠定良好的

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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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研究 

本文从万德 wind 数据库选取 2013-2017 年沪深两市通用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属性、

成立年限、总市值、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总股本、营业收入、研发支出等数据。首先，使

用 EXCEL 对数据进行预处理；然后，使用 STATA15.0 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多

元回归分析等处理；最后，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验证本文假设。 

为了验证本文的假设，分为全部样本和分组样本分别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为验证本文假设 H1: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内在价值呈正相关关系，构建模型 1 如下： 

PS= 0+ 1RD+ 2SIZE+ 3LEV+ 4ROA+ 5GROWTH + 6INCASH+ 7FMS+ 8INAGE+           （1） 

为验证本文假设 H2: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市场价值呈正相关关系，构建模型 2 如下： 

TBQ= 0+ 1RD+ 2SIZE+ 3LEV+ 4ROA+ 5GROWTH + 6INCASH+ 7FMS+ 8INAGE+           （2） 

最后根据分组变量回归结果直接对比。验 

证本文假设 H3：相较于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研发投入更能提升企业价值。构建

模型 3、4 如下： 

PS= 0+ 1RD+ 2SIZE+ 3LEV+ 4ROA+ 5GROWTH + 6INCASH+ 7FMS+ 8INAGE+ 9PROP+     （3） 

TBQ= 0+ 1RD+ 2SIZE+ 3LEV+ 4ROA+ 5GROWTH + 6INCASH+ 7FMS+ 8INAGE+ 9PROP+     （4） 

模型参数解释及内涵详见表 1 变量定义及计算方法。 

 

表 1:  变量定义及计算方法 

变量性质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描述（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内在价值 

市场价值 

PS 

TBQ 
总市值/营业收入 

市场价值/账面价值 

解释变量 研发投入强度 RD 研发费用/主营业务收入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资产负债率 

总资产报酬率 

净利润增长率 

公司现金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公司年龄 

SIZE 

LEV 

ROA 

GROWTH 

INCASH 

FMS 

INAGE 

总资产的对数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息税前利润/总资产 

（本年净利润-上年净利润）/上年净利润 

公司期末现金余额的对数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总股本(%)  

公司成立年数的对数  

分组变量/调节变量 产权性质 PROP 国有企业为 1 

民营企业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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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描述性统计 

1. 全样本描述性统计 

在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之前，针对整理后数据，先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可

以在总体上直观判断数据的均值、分布情况和变化趋势，考虑到一些特殊数据对研究结果的影

响，本文在描述行统计时，首先剔除研究期间被证监会 ST、*ST 公司，然后对缺失值等数据进

行了删除，最后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共计得到 380 个样本观测值。描述性统计的结果，

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全样本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TBQ 380 1.991 1.519 1.599 0.056 9.705 

PS 380 5.196 4.867 3.731 0.311 28.824 

RD1 380 0.048 0.034 0.039 0.005 0.349 

INAGE 380 2.846 0.276 2.842 2.117 4.132 

FMS 380 0.320 0.132 0.300 0.074 0.721 

INCASH 380 10.697 1.322 10.624 6.683 14.860 

GROWTH 380 -0.132 3.587 -0.157 -18.512 41.867 

ROA 380 0.037 0.046 0.032 -0.136 0.267 

LEV 380 0.419 0.179 0.391 0.073 1.108 

SIZE 380 12.756 0.960 12.651 10.741 15.969 

 

 

从表 2 数据可以看出，通用设备制造业中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最小值 0.5%，最

大值 34.9%，差别较大，分布不平衡。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研发经

费投入强度为 2.12%，而样本数据的研发投入强度平均值为 4.8%，高于国家整体层面，表明中

国的通用设备制造业企业整体还是比较重视研发投入的，也说明上市公司比较认同研发投入对

企业价值的正面影响。 

 

2. 分组描述性统计 

考虑到企业性质对研发投入和企业价值之间相关性的影响，也为了验证本文第

三个假设 H3，将通用设备制造业企业按照企业性质，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分别进行描述性

统计。 

 

表 3: 分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企业性质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TBQ 
国有企业 146 1.472 1.382 1.101 0.056 7.955 

民营企业 234 2.314 1.513 1.910 0.083 9.705 

PS 
国有企业 146 3.269 3.750 2.052 0.311 28.820 

民营企业 234 6.398 5.099 4.661 0.669 2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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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企业性质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RD1 
国有企业 146 0.046 0.024 0.038 0.007 0.163 

民营企业 234 0.049 0.039 0.039 0.005 0.349 

INAGE 
国有企业 146 2.954 0.178 2.979 2.491 3.374 

民营企业 234 2.779 0.304 2.764 2.117 4.132 

FMS 
国有企业 146 0.367 0.124 0.343 0.118 0.721 

民营企业 234 0.290 0.128 0.260 0.074 0.625 

INCASH 
国有企业 146 11.180 1.513 11.100 7.819 14.860 

民营企业 234 10.390 1.085 10.350 6.683 13.830 

GROWTH 
国有企业 146 -0.433 2.157 -0.105 -18.510 2.440 

民营企业 234 0.056 4.236 -0.217 -10.610 41.870 

ROA 
国有企业 146 0.038 0.045 0.029 -0.082 0.267 

民营企业 234 0.036 0.047 0.034 -0.136 0.238 

LEV 
国有企业 146 0.497 0.173 0.483 0.196 1.108 

民营企业 234 0.370 0.166 0.350 0.073 0.765 

SIZE 
国有企业 146 13.130 1.015 12.860 10.740 15.970 

民营企业 234 12.520 0.844 12.410 10.920 15.800 

 

从表 3 数据可以看出，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平均值和中位数均小于民营企

业，表明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加重视研发投入，同时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区间大于国有企

业，也表明民营企业在对研发投入控制方面灵活性相对较高。民营企业的内在价值和市场价值

指标分别为 6.398和 2.314，而国有企业指标分别为 3.269和 1.472，国有企业明显低于民营企业。

除净利润增长率外，国有企业其他的 6 个控制变量的平均值均高于民营企业，表明国有企业的

综合指标还是很高的，说明研发投入和企业价值关系值得分组研究，但是具体情况还需要进一

步分析。 

 

（二）相关性检验 

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判断企业研发投入和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

性，采用了 Pearson 相关系数对数据进行简单分析。 

1、企业研发投入与内在价值的相关性分析 

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内在价值 Pearson 相关性检验的结果，如下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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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研发投入与企业内在价值相关性分析 

变量名称 PS RD1 INAGE FMS INCASH GROWTH ROA LEV SIZE 

PS 1.000                  

RD1 0.385*** 1.000                

INAGE -0.196*** -0.050  1.000              

FMS -0.138*** -0.086* 0.121** 1.000            

INCASH -0.361*** -0.105** 0.131** 0.180*** 1.000          

GROWTH 0.007  -0.154*** 0.024  -0.023  0.003  1.000        

ROA -0.109** -0.145*** 0.031  0.130** 0.238*** 0.163*** 1.000      

LEV -0.438*** -0.253*** 0.225*** 0.074  0.321*** -0.054  -0.204*** 1.000    

SIZE -0.429*** -0.169*** 0.196*** 0.163*** 0.836*** 0.001  0.093* 0.559*** 1.000  

* p < 0.1, ** p < 0.05, *** p < 0.01 

 

从表 4 可以看出，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内在价值（PS）相关系数为 0.385，在 1%

的水平下显著，研发投入强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现金、净利润增长率、总资产报酬

率、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均显著负相关，自变量之间基本在 0.3 以下，初步判断共线性不强。 

 

2. 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市场价值的相关性分析 

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市场价值 Pearson 相关性检验的结果，如下表 5 所示： 

 

表 5:  研发投入与企业市场价值相关性分析 

变量名称 TBQ RD1 INAGE FMS INCASH GROWTH ROA LEV SIZE 

TBQ 1.000                  

RD1 0.126** 1.000                

INAGE -0.144*** -0.050  1.000              

FMS -0.095* -0.086* 0.121** 1.000            

INCASH -0.360*** -0.105** 0.131** 0.180*** 1.000          

GROWTH 0.007  -0.154*** 0.024  -0.023  0.003  1.000        

ROA 0.274*** -0.145*** 0.031  0.130** 0.238*** 0.163*** 1.000      

LEV -0.495*** -0.253*** 0.225*** 0.074  0.321*** -0.054  -0.204*** 1.000    

SIZE -0.512*** -0.169*** 0.196*** 0.163*** 0.836*** 0.001  0.093* 0.559*** 1.000  

* p < 0.1, ** p < 0.05, *** p < 0.01 

 

从表 5 可以看出，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市场价值（TBQ）相关系数为 0.126，在

5%的水平下显著，研发投入强度与公司年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现金、资产负债率、

企业规模均显著负相关，与总资产报酬率（ROA）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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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重共线检验 

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造成估计量无效，对解释变量通过采用方差因子进行多重

共线检验，通过采用方差因子(VIF)对变量进行检验，相关性检验的结果，如下表 6 所示： 

 

表 6:  解释变量共线性分析 

Variable 方差膨胀因子 容忍度 

SIZE 4.86 0.205588 

INCASH 3.92 0.255348 

LEV 1.86 0.53744 

ROA 1.26 0.792761 

RD1 1.15 0.870803 

INAGE 1.08 0.92829 

FMS 1.06 0.944175 

GROWTH 1.06 0.946938 

Mean VIF 2.03  

 

根据检验标准，如果 VIF 大于 10，就说明控制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多重共线性

影响，如果 VIF 超过 100，就说明控制变量存在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影响，通过表 6 可以看出

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最大值为 4.86，平均 VIF 为 2.03，远小于 10，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

多重共线性。可以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 

 

（三）多元回归分析 

1. 模型筛选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通常采用有混合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在

进行多元回归之前，首先进行模型筛选，筛选的结果如下表 7 所示： 

 

表 7:  模型筛选表 

检验 统计量 P 值 结果 

LM 检验 146.51 0.000 随机效应比混合模型更适合 

F 检验 5.99 0.000 固定效应比混合效应更适合 

HAUSMAN 29.84 0.0002 固定效应比随机效应模型更适合 

 

根据表 7 可以看出，通过 LM 检验得出：P 值为 0.000，小于 0.05，说明随机效

应模比混合模型更适合；F 检验得出 P 值为 0.000 小于 0.05，说明固定效应模型比混合模型更

适合；通过豪斯曼检验得出 P 值为 0.0002 小于 0.05，说明固定效应比随机效应模型更适合，综

上，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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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多元回归分析 

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回归的结果如下表 8 所示： 

 

表 8:  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回归分析 

变量 
TBQ PS 

全样本 国企 民企 全样本 国企 民企 

RD1 6.012
**

 4.096 7.543
*
 49.572

***
 34.350

**
 50.783

***
 

 [3.001] [5.624] [3.874] [9.546] [15.827] [12.546] 

INAGE 1.568
**

 0.835 1.975
*
 6.284

***
 -0.232 8.967

***
 

 [0.722] [0.998] [1.014] [2.298] [2.808] [3.282] 

FMS -1.66 0.233 -2.171 -4.619 -5.296 -4.734 

 [1.098] [1.602] [1.591] [3.493] [4.507] [5.154] 

INCASH -0.199
*
 -0.033 -0.233 0.028 0.749 -0.23 

 [0.113] [0.193] [0.149] [0.358] [0.542] [0.484] 

GROWTH -0.018 -0.061
*
 -0.01 -0.006 -0.181

**
 0.005 

 [0.014] [0.032] [0.017] [0.045] [0.090] [0.057] 

ROA 4.113
**

 3.588 5.124
**

 -14.411
***

 -3.171 -19.057
**

 

 [1.693] [2.367] [2.520] [5.385] [6.662] [8.160] 

LEV -1.065 -0.191 -1.856 -4.169
*
 -3.68 -4.961 

 [0.739] [1.015] [1.134] [2.350] [2.856] [3.672] 

SIZE -0.768
***

 -0.72 -0.816
**

 -1.582
*
 -0.344 -2.007

*
 

 [0.260] [0.453] [0.349] [0.827] [1.276] [1.129] 

_cons 9.982
***

 8.490
**

 10.221
***

 8.586 2.341 10.414 

 [2.287] [3.887] [3.327] [7.274] [10.938] [10.776] 

N 380 146 234 380 146 234 

R
2
 0.12 0.102 0.146 0.184 0.201 0.213 

Standard errors in brackets；* p < 0.1, ** p < 0.05, *** p < 0.01。 

 

从表 8 可以看出；研发投入强度（RD1）与企业内在价值市销率 PS 在全样本回

归系数为 49.57，在 1%水平下显著，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RD 每变动 1 个单位 PS 会

同方向变动 49.57 个单位；分样本来看，国企回归系数为 34.35，在 5%水平显著，民企回归系

数为 50.78，在 1%水平下显著，说明 RD 对国企民企都有显著影响，但对民营企业影响更大。

其他变量：公司年龄回归系数为 6.284，在 5%水平下显著，显著正向促进了企业内在价值（PS）

提升，同样是对民营企业有显著影响大于国有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MS）回归系数为

-4.619，但不显著，对企业的 PS 没有显著影响；公司现金（INCASH）回归系数为 0.028，但不

显著，说明在总体样本中 INCASH 对企业的 PS 没影响；净利润增长率（GROWTH）回归系数

-0.006，也不显著，说明其对企业 PS 无显著影响；总资产报酬率（ROA）回归系数为-14.11，

在 1%水平下显著，说明 ROA 显著负向抑制了企业的 PS 提升；资产负债率（LEV）回归系数

为-4.169，在 10%水平下显著，说明资产负债率对企业的 PS 有负向抑制作用；企业规模回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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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1.582，在 10%水平下显著，说明在同等条件下企业规模越大，企业的 PS 会下降。拟合优

度 R2 分别为 0.184、0.201 和 0.213，达到一般要求，说明对该模型有解释力。研发投入与企业

内在价值在 1%水平下呈正相关关系，回归结果与假设 H1 相吻合；对于国有企业显著高于民营

企业，数值也高于民营企业，说明相较于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研发投入更能提升企业内在

价值，验证本文假设 H3。 

同时从表 8 可以看出；研发投入强度（RD1）与企业市场价值 TBQ 在全样本回

归系数为 6.012，在 5%水平下显著，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RD 每变动 1 个单位，TBQ

会同方向变动 6.012 个单位；分样本来看，国企回归系数为 4.096，但不显著，民企回归系数为

7.543，在 10%水平下显著，说明 RD 对民营企业的影响显著，但对国有企业没有影响。其他变

量：公司年龄（INAGE）回归系数为 1.568，在 5%水平下显著，显著正向促进了 TBQ 提升，

同样是对民企有显著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MS）回归系数为-1.66，但不显著，对企业

的 TBQ 没有显著影响；公司现金（INCASH）回归系数为-0.199，在 10%水平显著，说明在总

体样本中 INCASH 负向抑制了 TBQ；净利润增长率（GROWTH）回归系数为-0.018，但不显著，

对企业 TBQ 无显著影响；总资产报酬率（ROA）回归系数 4.113，在 5%水平下显著，说明 ROA

显著正向促进了企业的 TBQ 提升；资产负债率（LEV）回归系数为-1.065，但不显著，说明 LEV

对企业的 TBQ 无显著；企业规模（SIZE）回归系数为-0.768，在 1%水平下显著，说明在同等

条件下企业规模越大，企业 TBQ 会下降。拟合优度 R2 分别为 0.12、0.102 和 0.146，达到一般

要求，说明对该模型有解释力。研发投入与企业市场价值回归系数为正，在 1%水平下呈正相

关关系，回归结果与假设 H2 相吻合；国有企业影响显著，民营企业影响不显著，说明相较于

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研发投入更能提升企业市场价值，验证本文假设 H3。 

3. 稳定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的目的：就是为了考察回归结果是否对于变量选择或估计方法敏感，

如果改变变量选择或估计方法后，多元回归结果没有发生实质改变，那么便认为我们的回归结

果是稳健的。 

本文采用变量替换法和运用上一期的 TBQ（L.TBQ）和上一期的 PS（L.PS）纳

入解释变量动态面板，在解决遗漏关键变量同时克服内生性分析方法进行分析，通过用 RD2 替

换 RD1，RD2 表示：研发投入占资产总额比率，替代原解释变量研发投入占收入比，通过固定

效用模型，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方向、大小和显著性，和表 8 回归结果相接近，说明前面

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结论具有一定的可参考性。 

 

研究结果 

本文选取了我国 A 股通用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 2013-2017 年数据为研究对象，经过筛选

之后，获得 76 家上市公司共计 380 个观测值，在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后，得到相应的实

证研究结果，通过对研究结果的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一、中国的通用设备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内在价值呈正相关关系，且相关系

数较高。同时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市场价值也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但显著性相比企业内在价值

低，相关系数也不如企业内在价值高。表明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价值的提升起到显著作

用，且对于企业内在价值有更好的提升作用。当研发投入强度较小时，研发投入不能很好的形

成技术优势，且不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随着时间的推移，研发投入的增多，企业的研发投入

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说明企业的研发投入确实促进了企业价值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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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组回归检验结果显示：国有企业虽然综合实力较优，但是企业缺乏创新，对研发

投入缺乏关注，研发投入强度较低，造成国有企业相较于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对于企业价值的

促进作用较低；而民营企业则更加重视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企业政策也比较灵活，

具有很好的危机意识，根据市场行情，不断的创新和寻求改变，在综合实力较低情况下，反而

创造了更多的利润，使企业价值高于国有企业。因此，相较于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的研发

投入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总结与讨论 

在经过上述文献研究、实证研究基础上，本文的研究最终得出了一些研究结果。企业通

过增加研发投入在实现价值增值具有较大的可能性，企业研发投入能够为企业转化为实际的生

产力和价值，通过新技术的投入和新产品的开发，有利于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环境的改善，有利

于企业价值的提升，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但是就目前本文的研究来说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具体如下： 

一、企业内在价值指标的选取不直接 

通过在万德数据库查询，本文采用与企业经营性现金流关系最大的企业营业收入指

标 PS 来代表企业内在价值，对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内在价值的关系进行研究，可能对实证分

析结果产生一定影响。未来希望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回归正常，企业经营性现金流稳定，可以

直接通过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直接计算企业内在价值，使研究的结论更加准确完善。 

二、企业分组变量分类太笼统 

目前上市公司股东多元化，企业产权性质很难按照统一标准进行划分，又因本文研

究的是通用设备制造业细分行业，因此本文按照万德数据库对企业的公司属性分类，将企业分

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未进行更加详细划分。 

针对上述研究的不足，可以看出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的研究，其受到的影响

因素很多，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进行逐步细化，在数据可取的前提下，很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

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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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制造业中政府 R&D 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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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政府 R&D 补贴作为一项具有明显导向性的政策是政府支持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政策，

本文以中国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回归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研究了政府 R&D

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产

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政府 R&D 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

负向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政府 R&D 补贴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明显的影响，因此，企业应该

合理利用政府的 R&D 补贴政策更好的促进企业的创新各项活动。 

关键词：政府 R&D 补贴, 企业创新投入, 企业创新绩效 

 

Abstract 

Government R&D subsidy, as a clearly oriented policy, is an important policy for the 

government to support enterprise innovation activities. This paper takes Chinese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listed compan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o study the government R&D subsidy for corporate innovation. Input and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utput.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corporate innovation inpu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utput; at the same time,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regulatory effect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input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activities. Therefore, enterprises should use the 

government's R & D subsidy policies to promote various innovation activities of enterprises. 

Keywords: Government R&D subsidy,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vestment,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引言 

目前，经济全球化速度不断加快，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开始频繁看到中国企业的身影，

不少中国企业的市场利润因此增加，但相伴而来的是成倍增长的竞争压力。当竞争市场从国内

拓展至国外，与企业同台竞争的不再是原来的地方企业，那些国际贸易经验丰富的行业巨头和

陌生的商业法规使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发展道路上举步维艰。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发掘自身潜力，

提升产业地位，以强有力的竞争姿态迎接对手挑衅，保障自身权益，成为众多企业管理者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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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技术发展向来是企业竞争力的来源，对于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的中国制造业而言更

是如此。然而、技术创新结果的未知性和创新产品商业价值的不可预期性为高新技术企业技术

创新增添了重重顾虑，这也是企业对技术创新审慎抉择的重要原因，如政府能够适当使用地方

财政为企业创新兜底，这种局面将会得到有效改善。 

全球气候的变迁和人类的不良用药习惯使病毒的抗药性逐渐增强，传统常规药物在临床

应用中所发挥的效力逐渐丧失，这一情况要求医药制造企业必须不断探索新技术，进行产品改

良，医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也因此成为企业效益的决定因素。高标准的技术要求使医药制造

企业产品创新来不得半点马虎，不少关系民生的医药产业创新项目都备受国家重视，其所具备

的国家战略意义由此可见一斑。然而，技术缺口并不仅仅是医药制造企业创新所面临的唯一难

题，资金缺口、公关缺口和人才缺口也是医药制造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难题，除此之外，医药

制造行业创新还有众多的产业壁垒、行政壁垒有待攻克。本次课题研究立足于中国医药制造企

业技术创新现状，对政府 R&D 补贴所能起到的技术创新推动作用进行了重点分析，以帮助医

药制造企业提高创新投入管理水平，扩大创新产品的市场收益。 

 

文献综述  

1. 企业创新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 

1984 年，Wernerfelt 在,《战略管理杂志》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企业资

源理论》（A Resource-BasedPerspective）,这标志着“Perspective-Based”这一名词的诞生和资源

基础学派的兴起。资源基础学派的核心观点是：企业是由一系列资源组成的集合，企业的竞争

优势来源于企业拥有的资源，尤其是异质性资源。R&D 投入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资源， 对企

业的经济绩效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R&D 投入与企业经济绩效的正相关关系已被许多领域的研

究所证实。 

Kletter（1996）以 800 余家挪威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对特定时间段内的企业研发

投入量与产出量进行了数据对比，发现每次投入量增加都会刺激产出量增长。Muellen(1996)采

用实证分析法，对专利研发数据进行了重点分析，发现在所有的研发投入上升区间，专利申请

及获准数量均出现显著提升。Wu Yanbing（2006）对采集到的基础数据进行了生产函数分析，

发现 R&D 经费投入是否及时，关系到创新活动成败，及时有效的 R&D 经费投入是企业创新效

益提升的先决因素。Hall(2001) 将专利研投入和申请数量作为制造业研发投入与产出的代表，

进行了模型研究，发现二者的数据波动存在明显的同步性与同向性，证明研发投入是专利申请

的重要驱动因素。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梳理，本文企业创新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影响。 

2. 政府 R&D 补贴与企业创新投入 

David（1999）研究发现，政府 R&D 补贴在有效补充企业 R&D 投入不足的同时引

发了企业创新成本的上升，其原理在于：随着政府 R&D 补贴的投入，一些单靠企业 R&D 投

入无法满足的和潜在的 R&D 要素需求被激发出来，例如更优质的原材料需求、管理经费需求、

公关经费需求等等，这些新增 R&D 要素需求占据了大量 R&D 投入，能够被用以纯项目研发

的 R&D 投入十分有限。同时，政府 R&D 补贴会引发企业过度依赖和 R&D 投入惰性。Yang 

Weihua(2016）采用数据分析法对近 300 个企业样本进行了政府 R&D 补贴与企业 R&D 投入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研究，发现政府 R&D 补贴在企业研发中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

在有效促进和无效促进之间存在明显的数值边界，当政府 R&D 补贴量超过这一边界，政府 

R&D 补贴的有效利用率会出现下滑，政府精准把握 R&D 补贴投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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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llec & van (2000)采用模型分析法，对近 20 个国家 15 年的政府 R&D 补贴和企

业 R&D 投入数据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发放政府 R&D 补贴是公共管理机构所能采取的，最

有效的企业 R&D 投入刺激因素。González & Pazó（2008）从规模管理角度出发进行了相关课

题研究，明确了企业组织规模对于政府 R&D 补贴应用的显著影响，同时发现与大规模企业相

比，对科研经费极度渴求的中小规模制造企业的政府R&D 补贴利用率更高。Wang Zhenyu (2013)

从资源结构领域出发，对政府 R&D 补贴对不同类型制造企业创新研发所具有的差异性影响进

行了具体研究，发现在接受同等额度政府 R&D 补贴的上海工业制造企业中，不同行业制造企

业的专利申请增幅差异巨大，证明行业是影响政府 R&D 补贴促进作用重要因素。同时发现，

行发展前景广阔、平均企业规模增长较快的行业对政府 R&D 补贴的敏感度更高，政府 R&D 

补贴的促进作用才能得以更充分发挥，发展前景有限、平均企业规模增幅缓慢的行业对政府 

R&D 补贴的敏感度较低，政府即便发放了 R&D 补贴也很难得到有效利用。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于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主

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有“激励效应”，另一种是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有

“挤出效应”。 

3.  政府 R&D 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 

企业创新绩效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如何研究激发企业创新动力的因素是

目前大多数研究企业管理学者关注的热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直接产出表现为：企业专利申

请数量、专利授权数量、新产品开发等指标。专利申请及获准数量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创新成果，

是分析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指征。Zhu Weiping（2008）从宏观领域出发，对政府 R&D 补贴在

不同劳动力供给状态下所能起到的创新促进作用进行了研究，在劳动力市场需求饱和后予以企

业政府 R&D 补贴，将更能激起企业的研发热情；Zhao Xiang（2008）对国内近 30 个省市的大

型工业制造企业的政府 R&D 补贴数额与企业创新成果增幅进行了长达 10 年的观察研究，发

现中部地区制造企业更容易受到政府 R&D 补贴的刺激，而在其他区域制造企业研发活动则受

政府 R&D 补贴刺激较小，Hewitt-Dundas（2010）从研发活动出发，对政府 R&D 补贴对不同

类型研发活动所起到的影响进行了分别研究，发现政府 R&D 补贴对不同类型创新活动所起到

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差异。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梳理发现，企业创新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

用，现有研究中大多选取创新产出（如申请专利数、专利授权数等）作为创新绩效的衡量标准；

政府 R&D 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既有激励效应又有挤出效应；政府 R&D 补贴对企业创新产出具

有激励效应。 

基于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观点，本文认为企业创新投入通过转化为企业的技术创

新产出，进而影响企业创新绩效。政府 R&D 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存

在调节作用。 

 

研究设计 

1. 研究样本 

本文研究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A 股

上市的医药制造企业 2008 年--2018 年的面板数据，为了确保数据的有效性，本文对选取样本

进行了筛选剔除了（1）连续三年未公布研发数据的企业。（2）PT 类和 ST 类企业。（3）数

据严重缺失的公司样本。这些数据均为企业年报公布的数据，部分数据经年报通过手工摘录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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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文献研究法 

通过中国知网 （CNKI）、 谷歌学术 （Google Scholar）、 斯普林格 （Springer） 

等数据库查阅企业创新、企业绩效的相关文献资料，为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2.2 描述性统计 

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中国医药上市公司研究变量的相关数据进行整理、 统计、 

分析、 总结并得出结论。 

2.3 回归分析 

通过回归分析，确定企业创新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政府 R&D 补贴

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关系。。 

2.4 调节效应原理 

如果变量 Y 与变量 X 的关系是变量 M 的函数，称 M 为调节变量。就是说，Y 与

X 的关系受到第三个变量 M 的影响。调节变量(moderator)所要解释的是自变量在何种条件下会

影响因变量，也就是说，当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大小或正负方向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时，这

个其它因素就是该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调节变量。调节变量可以是定性的(如性别、种族、学

校类型等)，也可以是定量的(如年龄、受教育年限、刺激次数等)，它影响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

关系方向(正或负)和强弱，调节变量展示了一个关系“何时”和“为谁”而增强或减弱。 

在做调节效应分析时，通常要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做中心化变换(即变量减去其

均值，但现有文献发现中心化并不能改变调节的效应量，具体模型见公式 1。 

  

                (公式 1) 

    

图 1:  调节效应的基本模型 

 

对模型 1 中调节效应的分析主要是估计和检验 c。如果 c 显著(即 H0∶ c= 0 的假

设被拒绝)，说明 M 的调节效应显著。可以从模型 1 看出, c 其实代表了 X 与 M 的交互效应,所

以这里的调节效应就是交互效应。这样,调节效应与交互效应从统计分析的角度看可以说是一样

的。 

3. 研究假设与模型 

根据资源基础学派的核心观点是：企业是由一系列资源组成的集合，企业的竞争优

势来源于企业拥有的资源，尤其是异质性资源。R&D 投入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资源，对企业

的创新活动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Muellen(1996)通过运用产业数据，对研发投入与专利数量进

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两者显著正相关的结论。David（1999）研究发现政府 R&D 补贴对企业

的 R&D 投入有挤出效应，其研究认为主要是原因是政府 R&D 补贴对企业 R&D 要素产生刺

激需求作用，造成企业 R&D 要素供不应求，从而抬高了 R&D 要素价格如，R&D 人员的工资，

从而提高了企业进行 R&D 活动的成本，从而导致企业减少自身的 R&D 投入。Guellec & 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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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通过选取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中 17 个成员国 1981 年-1996 年的面板数据，建立模板模

型研究发现政府 R&D 补贴对企业的 R&D 投入具有显著地激励效果。中国学者 Wu Yanbing

（2006）柯布—道格拉斯知识生产函数形式，并且分析结果大都表明 R&D 经费投入对企业的

创新产出具有直接的，积极的促进作用。Love,Roper,& Hewitt-Dundas（2010）通过分析认为政

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活动比例、产品改进式创新活动和新产品开发式创新活动都有积极影响。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企业创新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相关，即企业创新投入越多企业创新绩

效越好。 

H2： 政府 R&D 补贴对企业的创新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了企业创新投入，企业创新绩效与政府 R&D 补贴三者之

间的概念模型，如图二所示。 

 

 
 

图二:  研究框架模型 

4. 变量的取值 

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倾向于将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大小作为衡量企业创新投入变

量的指标。企业研发（R&D）投入包括资金投入和人员投入。本文采用企业研发强度 RDI（研

发投入费用/员工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的创新投入。 

根据企业创新绩效测量的文献的梳理，结合本文研究说选取的企业，本文以技术创

新产出来测量企业创新绩效，本文采用专利授权数量来衡量企业创新绩效。 

政府对企业 R&D 补贴以企业在年度内获得的财政 R&D 补贴，企业获得补贴时取值

为 1，否则取值为 0。  

医药企业的创新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必然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因此本文借鉴其他学

者的研究，确定控制为：企业成长性(GROWTH ) 、企业资产负债率( LEV) 、流动资产比率( CAR)

及年度虚拟变量（YEAR）。各变量具体计算方法如表 1 所示。 

 

 

 

 

 

 

 

 

企业创新投入 企业创新绩效 

政府 R&D 补贴 

H1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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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变量的定义及计算方法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计算方法 

创新投入 RDI R&D 投入/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 

创新能力 Patents 专利授权数量 

政府 R&D 补贴 RDB 企业在年度内获得的财政 R&D 补贴，企业获得补贴时取 1，否则为 0。 

企业成长性 GROWTH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对成长性进行测度 

企业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总资产测度 

流动资产比率 

年份 

CAR 

YEAR 

流动资产/总资产 

设置年度虚拟变量，当公司属于年度 k 时取值 1，否则取值为 0。 

 

 

研究结果 

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 2 可知，中介变量企业创新绩效衡量指标创新产出专利授权数 Patents，最大值

为 394，最小值为 1，标准差为 38.494，也是反应样本企业中创新绩效存在明显差异。对于企业

创新投入的衡量指标 RDI，最大值为 12.7631，最小值为 0，标准差值为 1.2174，说明各企业间

的差异较大，说明各企业之间创新投入开展得不均衡。关于调节变量政府 R&D 补贴，最大值

为 1，最小值为 0，标准差为 0.4376，也是反应样本企业获得政府 R&D 补贴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关于控制变量，企业的成长性 GROWTH 差异最大，标准差为 0.3176，最小值为-0.4811，最大

值为 4.5661，由此可见不同样本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差异很大，但总体营业收入增长率较高。

企业资产负债率 LEV，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0.8858，标准差为 0.1873，由此可知不同样本企

业对企业负债融资的需求不同。企业的流动资产比率 CAR，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0.983，标

准差为 0.1705，由此可知不同样本企业的流动资产差异巨大。 

 

表 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variable N Min Max Mean Std Dev 

Patents 804 1 394 19.34 38.494 

RDI 1170 0 12.7631 9.9623 1.2174 

RDB 1210 0 1 0.258 0.4376 

GROWTH 1210 -0.4811 4.5661 0.2104 0.3176 

LEV 1210 0 0.8858 0.3126 0.1873 

CAR 1210 0 0.983 0.5848 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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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归分析 

2.1 回归模型的构建 

为了检验前面提出的研究假设，构建以下 2 个待检验的回归模型： 

                                                          

模型 1，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创新绩效（Pat），解释变量为企业创新投入（RDI），

其余为控制变量。 

                                                                    

            

模型 2，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创新绩效（Pat），释变量为企业的创新投入 RDI，

调节变量为政府 R&D 补贴（RDB）,若企业创新投入与政府 R&D 补贴的交互项       的

系数  显著则为调节效应显著，其余的为控制变量。 

2.2 企业创新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  

通过 F 检验，模型 1 的 F 统计量在 0.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回归方程的结果基

本可信。由表 3 可知，在以企业创新绩效（Patents）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企业创新投入（RDI）

的回归系数为 0.0004，且在 0.1%水平上显著，证明企业创新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

促进作用，本文的假设 H1 得到验证。 

 

表 3:  企业创新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冋归结果 

variable Pat 

RDI 
0.0004*** 

(2.74) 

GROWTH 
-0.061 

(-0.47) 

LEV 
-1.9545*** 

（-5.21） 

CAR 
-1.2067*** 

（-3.09 ） 

YEAR control 

Observation value 1210 

Adj-R 0.3488 

F 55.04*** 

***p<0.01, **p<0.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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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政府 R&D 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调节效应 

通过 F 检验，模型 2 的 F 统计量在 0.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回归方程的结果基

本可信。由表 4 可知，在以企业创新绩效（Patents）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企业创新投入（RDI）

的回归系数为 0.0005，且在 1%水平上显著；同时，企业创新投入与政府 R&D 补贴交互项的回

归系数为负 0.0007，且在 5%水平上显著，充分说明政府 R&D 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企业创新

绩效之间关系具有负向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的假设 H2 得到验证。 

 

表 4:  政府 R&D 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variable Pat 

RDI 
0.0005*** 

(3.56) 

RDB 
0.7334*** 

(3.93) 

RDI*RDB 
-0.0007** 

(-2.42) 

GROWTH 
-0.0723 

(-0.56) 

LEV 
-1.9400*** 

(-3.92) 

CAR 
-1.1478*** 

(-2.95) 

YEAR control 

Observation value 1210 

Adj-R 0.358 

F 49.95*** 

***p<0.01, **p<0.05, *p<0.1 

 

 

综上所述，从资源基础理论分析，企业的创新投入能够有效的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从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分析，政府的 R&D 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负向显著的调节作

用，政府 R&D 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有挤出效应。因此，在今后研究中国医药企业的创新活

动不可忽视政府 R&D 补贴调节效应，传统医药创新的研究视角，或从企业自身角度，或从市

场结构角度，又或者从知识产权保护等社会制度角度，这些研究都忽视了中国特殊的行政体制

下政府行为的作用，忽视了政府 R&D 补贴在企业创新投入产出中扮演的角色，本文验证了政

府 R&D 补贴对于企业创新投入于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为中国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者提供

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指导，对于今后医药企业合理利用政府的 R&D 补贴从而提高企业创新效

率。 

 

讨论 

从世界发达国家的产业规划与发展经验上来看，政府政策支持在产业发展方面的作用是

不可替代，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表现较为显著。目前看来，中国医药企业已成为中国发

展最快的行业之一，并且中国医药市场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本文为中国医药创新投入打开

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从政府行为视角出发，研究现行政治框架下政府的 R&D 补贴对企业创新



PIM 10th National and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20 

July 17th, 2020 

1295 

投入与创新能力的影响，对于中国企业在政府背景下企业自主创新激励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同时，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政府完善补助机制，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减少资源的浪费。因

此，如何利用好国家及政府的政策更好的促进企业创新活动，转化创新产出已经成为中国医药

企业的共识，制定合理的企业创新计划，提高企业的核心力，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在今

后研究中，还可以深入探讨政府对企业的不同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为政策制定者提供

理论依据，提高资源的最优配置。同时，企业的投资者亦可通过企业创新产出有效性以及企业

具有的不同异质性特征，甄别优质投资目标，提高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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