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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电子通讯行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谈　蓉 ,谈　毅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0052)

摘　要 :在回顾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 ,主要借鉴陈劲等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 ,将社会资本分为纵向、横向

和社会关系资本三个维度 ,以我国电子通讯类上市公司作为样本 ,利用其年度报告中的数据 ,采用因子分

析、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岭回归分析等分析方法 ,就企业社会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

析。研究表明 :企业的纵向社会资本、横向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越高 ,其取得的技术创新绩效就越高 ,

但是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对技术创新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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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 ,新概念的产生可能是来

自企业员工的灵感 ,或是来自供应商或客户提供的

供求信息 ;新技术的获取可能是来自企业自主开发 ,

或是从外部购入 ,更多的来自同拥有科技成果和较

强研发能力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等的合作 ;研发所需

要的资金投入可能来自企业的盈余 ,或是从政府获

得的财政支持 ,或是从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 ⋯⋯总

之 ,企业的技术创新不仅是企业内部的活动 ,更是同

外部环境进行交流以获取信息等资源的活动 ,这就

不可避免地会同各种外部组织产生千丝万缕的联

系。这种联系 ,就是企业社会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

社会资本的概念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
( Pierre Bourdieu) 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来的 ,经

济学家格伦 ·罗瑞首次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到经

济学之中。之后 ,大量学者从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

学的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研究 ,使其成为了目前社

会学领域中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企业的社会

资本是指企业通过与社会的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

力[1 ] 。近年来 ,社会资本的研究领域从社会学扩展

到了经济学和管理学 ,而技术创新作为提高企业竞

争能力的关键也引起相当多的关注。社会资本同物

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 ,逐渐成为了影响技术创新

的重要因素。

从目前的研究文献可知 ,大部分关于社会资本

对技术创新的作用的研究倾向于持社会资本对技术

创新有正向影响的观点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影

响是不确定的。社会资本的定义存在多种表达 ,至

今尚未明确 ,而测量方法也并未统一。近年来已有

不少学者对此做过研究 ,但大多是定性分析 ,而少数

做定量分析的数据多从调查问卷所得 ,以我国上市

公司为对象的实证研究还比较缺乏。鉴于此 ,本文

以此为切入点 ,选取我国计算机、电子通信产业的上

市公司作为样本 ,充分挖掘其年度报告 ,从中提取数

据展开分析 ,期望能通过实证研究验证社会资本对

技术创新是否存在正向影响。实证研究的方法包括

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岭回归分析

等。本研究分 4 个部分 ,首先对国内外的文献进行

回顾 ,接下来提出假设并设计相应的变量 ,最后在实

证分析之后提出结论。

1 　文献综述

1. 1 　国外研究状况

从企业内部社会资本与创新的关系这一角度 ,

Tsai 和 Ghoshal 借助大型电子跨国企业的数据 ,提

出结构维度的表现形式 ———社会交互作用和关系维

度的表现形式 ———信任对部门间资源交换的程度有

显著的影响 ,从而影响了产品创新[2 ] 。

有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会影响企业获得的知识

和资源 ,从而对技术创新起到促进作用。其中 Yli2
Renko、Autio 和 Sapienza 通过对 80 家英国高技术

企业的实证研究证实 ,新创企业从关键客户获取外

部知识的量取决于社会资本关系中的三个方面 :企

业间的社会交流水平、关系的质量、通过关系而创造

网络联系的水平[3 ] 。知识获取则通过新产品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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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技术的独特性以及销售成本效率促进企业获取

竞争优势。Greve 和 Salaff 通过分析企业社会资本

在复杂创新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提出企业社会资本

对新思想的产生和现有知识的整合尤其是对企业

内、外部资源有效整合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4 ] 。

通过企业的各种社会网络获取复杂创新所需的资源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为社会资本有助于企业更

好地开展技术创新。此外 , Chaminade 和 Robert s

分析了六代创新模型 ,并将第六代创新模型中的促

进因素与企业社会资本联系起来[5 ] ,他们用挪威企

业由传统型企业转变为知识型企业的案例证实了社

会资本对创新的促进作用。

对于社会资本的增长对创新的影响 ,Landry、

Amara 和 Lamari 通过对加拿大蒙特利尔西南部地

区不同产业的 440 家制造企业进行调查 ,得到的结

论是 :社会资本的边际增长 ,尤其是参与资产和关系

资产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企业创新的可能性 ;社会

资本同样显著影响了企业创新的突破程度 ,其中网

络资产的作用最为突出[6 ] 。

可见 ,国外的研究者虽然对社会资本内涵的理

解存在差异 ,但是都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社会资本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重 ,得到

的结论是社会资本或直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 ,或

通过帮助企业创造智力资本、获取知识来间接地对

创新产生积极的影响。

1. 2 　国内研究状况

国内有学者将社会资本分为横向、纵向和社会

关系资本 ,并对这 3 种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绩效的

关系进行了研究。陈劲和李飞宇对 50 余家企业的

问卷调研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和处理发现 :企业的横

向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有较强的相关性 ;纵向社会

资本与企业技术创新业绩成正相关 ;而完善与外部

实体之间的关系 ,可使企业的社会资本得到提升、技

术创新实力和业绩得到加强[ 7 ] 。张方华通过实证研

究认为 ,企业的社会资本确实能够影响企业的信息

获取、知识获取和资金获取 ,进而影响企业的技术创

新绩效[8 ] 。

此外 ,还有一些学者对社会资本影响技术创新

绩效的概念模型进行研究。韦影从社会资本的特征

维度出发 ,提出了基于吸收能力的企业社会资本与

技术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9 ] ,认为企业社会资本通

过结构维度和关系维度作用于认知维度来实现其对

吸收能力以及技术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戴西超和

谢守祥提出了社会资本影响技术创新机理的概念模

型 ,利用 110 份问卷的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

研究 ,结论是 :对于知识存量、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以

及企业绩效而言 ,各外源变量的整体效应由高到低

排序都是企业内部社会资本、企业横向社会资本、研

究与开发、供应链上的社会资本及企业与政府和大

学之间的社会资本[ 10 ] 。

况学文和彭迪云将社会资本理解为企业与外部

的各种联系 ,并通过对江西省 125 家中小企业进行

调查的数据分析得出 :企业内部联系、纵向联系和社

会联系等社会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11 ] 。此外 ,企业激励制度的完善程度和获

利能力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国内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理解角度不同 ,且进行

实证研究的并不多 ,所用数据绝大部分都是由调查

问卷所得。鉴于此 ,本文对上市公司年报中的客观

数据进行研究 ,以此作为实证研究的一种补充和探

索。由于上市公司年报是上市公司整个会计年度的

财务报告 ,能够全面而准确地反映上市公司的各项

数据 ,指标、统计口径和披露内容都很统一 ,便于获

得并从中提取较为准确的数据 ,而且电子通讯行业

的上市公司属于高新技术企业 ,其创新能力较高 ,因

此本文选取了我国计算机和电子通信产业上市公司

的年报作为主要数据来源 ,以该行业上市公司作为

样本 ,基于陈劲等人的研究提出假设 ,设计相应的变

量 ,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绩

效的影响 ,期望在变量设计、实证研究、结论等方面

有所创新。

2 　假设及变量设计

本文借鉴陈劲和李飞宇、张方华对社会资本内

涵的阐述 :将社会资本分为纵向、横向和社会关系资

本 3 个维度进行测量[7 - 8 ] ;其中 ,纵向关系资本指企

业与客户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 ,横向关系资本指的

是企业与竞争对手和其他企业之间的关系 ,社会关

系资本是指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政府、金融机构

等外部组织之间的关系。

通过前文的研究背景和文献综述可以了解到 ,

创新对企业外部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成功的创新取

决于企业与各种机构之间的有效合作。关于社会资

本与技术创新的研究 ,主流的观点是社会资本与技

术创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2. 1 　假设提出

企业外部也是重要的创新源泉。美国麻省理工

大学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希普尔 ( Hipel) 在其《技术

创新的源泉》一书中提出了“供应商是一种创新的能

源”的思想。企业能够从供应商处了解原料供应及

价格等信息 ,这些信息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前提 ;

企业能从客户处了解产品的销售情况以及需求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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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这些信息是对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检验 ;与客户

和供应商保持良好而长期的合作关系能够大大降低

寻找交易伙伴的费用 ,降低企业的成本 ,从而增加对

于技术创新的投入。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

H1 :企业的纵向社会资本越高 ,就能够取得越

高的技术创新绩效。

H1a :企业与客户的关系紧密程度与技术创新

绩效正相关。

H1b :企业与供应商的关系紧密程度与技术创

新绩效正相关。

现今企业之间不再仅是竞争关系 ,更多的是竞

争协作关系。同行业的企业通过建立产业联盟、加

入行业协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知识和信息的共

享、规范竞争机制 ,这有助于技术扩散、合作开发 ,从

而实现优势互补。行业协会的宗旨就是协调本行业

内部企业与竞争对手之间以及本行业与相关行业间

的合作 ,促进企业间的横向联系 ,推动行业的健康发

展。Landry 等人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参与资产增加

10 %会导致创新的可能性增加 1189 %[6 ] ,戴西超和

谢守祥认为企业横向社会资本会影响产品创新和工

艺创新[10 ] 。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

H2 :企业的横向社会资本越高 ,就能够取得越

高的技术创新绩效。

H2a :企业与竞争对手间的关系越紧密越有利

于取得较好的技术创新绩效。

企业处于社会这个大环境之中 ,会与外部的各

种组织之间产生联系 :大学能为企业提供创新的人

才 ,也可以通过与企业合作或是科研成果转化助力

企业的技术创新 ;企业参与设立科研机构或是与之

合作 ,能够从源头上掌握新技术和新知识 ;政府会在

政策和税收上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支出给予支持 ,通

过财政拨款支持技术创新 ;金融机构能够为技术创

新提供资金支持、分担创新风险。戴西超和谢守祥

认为企业与政府和大学之间的社会资本对于产品创

新、工艺创新会产生效应[10 ] 。Fountain 和 At kin2
son 认为 ,企业通过与外部知识源和信息源建立广

泛的社会关系网络 ,可以提高技术创新的能力[12 ] 。

因而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

H3 :企业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本越多 ,将对其技

术创新绩效产生越大的正向影响。

H3a :企业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关系越紧密 ,越

有利于技术创新绩效的提高。

H3b :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越紧密 ,越有助于获得

较高的技术创新绩效。

H3c :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关系越紧密 ,越有助于

获得较高的技术创新绩效。

2. 2 　样本行业的选取

上市公司作为各行业优势企业的代表 ,又挟科

研力量和资金实力 ,在技术创新方面的表现值得关

注。2008 年初 ,《中国科学传播报告 (2008)》推出的

首个上市公司自主创新能力排名榜显示 ,无论从行

业排名还是指标得分来看 ,上市公司的自主创新能

力会随行业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面向新技术的行

业或者技术密集型行业 (如信息技术业和电子业)的

自主创新能力评分远远高于传统行业。本文选取我

国最重要的高技术产业①之一 ———通信设备、计算

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以下简称为电子通讯业)

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展开分析。

电子通讯业是竞争性行业 ,行业发展前景好。

由于其高成长性的特征 ,一直是基金投资最多的行

业。陈超通过研究发现 :产品创新主要集中在电子

通讯和轻工制造两个行业。由于相对其他行业电子

通讯业的技术生命周期相对较短 ,因而其技术创新

速度较快。

国家科学技术部所做的《2006 年我国高技术产

业发展情况分析》报告中的数据显示 : 2006 年我国

高技术产业 R &D 强度 ( R &D 经费占工业总产值的

比重)为 1. 08 % ,同年整个制造业的 R &D 强度仅为

0. 57 % ,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R &D 强度超

过 1. 3 % ,而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的 R &D 强度

也达到 0. 58 %。从表 1 中的数据不难发现 :1999 —

2005 年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用于新产品开发的

经费最多 ,占总数的 50 %以上 ;电子计算机及办公

设备制造业紧随其后 ,占据第二的位置 (2000 年除

外) ,而且呈逐年增加趋势 ;由图 1 和图 2 可以看出 ,

电子通讯业在研发经费支出和专利申请数量上占有

绝对优势 ,而研发经费占增加值的比重仅次于航空

航天器制造业 ,百名研发人员申请专利数仅次于医

药制造业 ,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的各项指

标也相对较高。

综上 ,可以看出我国电子通讯业是研发创新的

主力军 ,不论是创新的投入还是产出 ,都远远高于其

他行业 ,而且行业成长性高、创新速度快 ,因此本文

选择电子通讯类的 106 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来分析

社会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本文采用 2006 年的横截面数据 ,数据来源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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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 2002 年 7 月国家统计局印发的《高技术产业统计分类目录的通知》,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统计范围包括航天航空器制造业、电子及

　　　　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等行业。



市公司数据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

利检索库、证券之星及金融界网站所载的所有样本

公司 2006 年的年度报告、《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

(2006)》[13 ] 、2007 年中国电子百强企业资料、各个电

子行业协会网站所载的会员名录、各证券公司的行

业研究报告和公司新闻等。
表 1 　高技术产业的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 1999 —2005) 亿元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合计 94. 4 117. 8 134. 5 169 207. 6 258. 8 415. 7

医药制造业 10 14. 8 14. 1 19 22. 9 26. 5 44. 8

航空航天器制造业 12. 4 11. 4 10. 4 19. 5 19. 9 22. 9 30. 2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51. 4 73. 7 88. 1 101. 1 118. 8 144. 8 261. 1

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15. 5 13. 3 16. 5 23. 3 37. 9 56. 6 61. 8

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5. 2 4. 6 5. 4 6. 1 8. 1 8 17. 8

图 1 　2005 年我国高技术产业 R &D 经费支出

及占其增加值的比重

图 2 　2005 年我国高技术产业专利申请

总量与百名 R&D 人员申请数

　　注 :p s 表示医药制造业 ;as 表示航空航天器制造业 ;ete 表示电

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coe 表示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 mem

表示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2. 3 　变量设计

基于对上市公司年报的研究和国内学者已有的

研究 ,根据 2. 1 节提出的假设 ,本文设计了衡量各维

度社会资本的变量。

2. 3. 1 　纵向社会资本衡量变量

根据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年报准则 ,上市公

司须在年报中披露“主要供应商及客户的情况”一

项 ,披露向前 5 名供应商采购金额及其占年度采购

总额的比例、对前 5 名客户销售金额及其占年度销

售总额的比例 ,但披露的内容也仅限于此①。本文

采用前 5 名供应商采购金额和前 5 名客户销售金额

衡量上市公司与供应商和客户关系的紧密程度 ,前

5 名供应商和客户的采购总额和销售总额越高 ,认

为企业与供应商和客户的关系越紧密 ,从而纵向社

会资本就越高。

2. 3. 2 　横向社会资本衡量变量

前文中提到 ,企业与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协作

关系主要表现为共同加入行业协会或者建立产业联

盟。笔者从电子信息及计算机行业的各个产业联盟

和行业协会的网站查找到成员的名单 ,从中提取出

上市公司是否加入了产业联盟以及在其中的地位等

信息。这里采用上市公司加入的产业联盟和行业协

会的数量来衡量其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紧密程

度 ,该数量越高 ,认为企业与竞争对手的关系越紧

密 ,横向社会资本就越高。

2. 3. 3 　社会关系资本衡量变量

社会关系资本这一概念涵盖的范围比较广 ,包

括了上市公司同大学、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及政府之

间的关系。

上市公司同大学及科研机构合作的信息会在其

年报的经营情况部分予以披露 ,除直接合作的方式

外 ,上市公司还可能是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关联方或

者是科研机构的组建者之一 ,或者大学是上市公司

的控股股东之一等。这里使用同上市公司有关联的

大学及科研机构的数量来衡量上市公司与它们之间

的关系紧密程度 ,数量越多 ,认为上市公司与大学及

科研机构的关系越紧密。

补贴收入包含企业收到的先征后返的增值税

款、按销量或工作量等补助定额计算并给予的定额

补助、属财政扶持的领域而给予的其他补助等 ;专项

应付款指企业接受国家拨入的具有专门用途的拨

　　①由于供应商和客户的详细信息属于商业机密 ,所以上市公司为维持竞争优势不披露详细信息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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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如新产品试制费拨款、中间试验费拨款和重要科

学研究补助费拨款等科技三项拨款。这两项拨款是

上市公司创新投入的来源之一 ,可衡量在资金支持

方面上市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密程度。上市公

司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的经历进行披露 ,参考边燕杰

和丘海雄的研究[1 ] ,本文采用曾经在政府部门任职

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数量这一指标来衡量上市

公司在与政府联系上是否具有优势。此外 ,国有企

业在利用与政府的关系上可能具有优势 ,参考石军

伟等人的研究 ,本文将国有股东控股比例也作为衡

量其与政府关系紧密程度的一个指标[14 ] 。综上 ,上

市公司所获得政府拨款占主营业务收入的百分比越

高 ,在政府部门任过职的高管越多 ,上市公司国有股

东控股比例越高 ,则认为上市公司与政府的关系越

紧密。

由于上市公司都会披露长期借款 (指企业向金

融机构和其他单位借入的偿还期限在一年或超过一

年的一个营业周期以上的债务)的详情 ,而目前我国

股份制企业的长期借款主要是向金融机构借入的各

项长期性借款 ,因此本文采用长期借款与主营业务

收入之比来衡量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紧密程

度 ,该比值越高 ,认为上市公司与金融机构的关系越

紧密。

综上所述 ,上市公司与大学、科研机构、政府和

金融机构的关系越紧密 ,则其社会关系资本越高。

2. 3. 4 　技术创新绩效衡量变量

关于技术创新绩效的衡量和评价 ,已有很多学

者做过相关研究 ,全面的衡量应该从创新资源投入

与产出两个角度来考虑。创新投入决定了企业技术

创新的规模、速度、能力和强度。创新产出包括创新

的效果和效率两个方面。鉴于数据的可得性 ,这里

采用如下几个常用指标 :

投入角度 :包括人力和资金的投入 ,可以分别从

总量和强度两个层面上反映投入的大小。上市公司

年报中会披露员工构成情况以及研发的投资情况 ,

这里采用研发技术人员的数量来衡量上市公司在技

术创新上的人力资本投入情况 ,而资金投入则采用

研发投入来衡量。

产出角度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销售总额的比是

考察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较为理想的指标 ,但在上

市公司年报中该项属于自愿性披露的内容 ,所有的

样本上市公司都未披露该指标 ,仅有少部分对新产

品做了大概的描述 ,极少数公司披露了报告期内所

开发新产品的数量。这里采用另一个反映创新效果

的常用指标 ———专利申请数量 ,该指标越来越被认

为是反映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 ,这说明了企业的知

识产权保护意识在逐渐增强。

因此 ,上市公司研发人员数量越多 ,研发投入越

多 ,专利申请数量越多 ,认为技术创新绩效越高。

3 　数据分析及结果

本文利用 Excel 2003 和 SPSS 13. 0 软件对所

得到的数据进行了 4 个过程的处理 :因子分析、相关

分析、回归分析及岭回归分析。

3. 1 　因子分析

本研究中的变量有 12 个 ,其中纵向社会资本指

标 2 个 ,横向社会资本指标 1 个 ,社会关系资本指标

6 个 ,技术创新绩效指标 3 个。这些指标较全面地

衡量了技术创新绩效以及社会资本。参照前文的 9

个假设 ,我们需要研究各变量间的关系来综合衡量

各个维度的社会资本和技术创新绩效 ,但是由于各

变量的量纲不同 ,因此对某一维度社会资本的综合

衡量不能通过简单地将各指标相加来实现。为了综

合衡量 3 个维度的社会资本 ,并且降低分析的复杂

性 ,有必要进行降维处理 ,用较少的指标代替原来较

多的指标 ,但前提是较少的指标能够反映原有的全

部信息 ,因此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因子分析就

是将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综合为少数几个因

子 ,以再现原始变量与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 ,同时根

据不同因子还可以对变量进行分类。

因子分析的结果如表 2 所示。KMO 值和

Bartlet t 球形检验值的结果表明 ,原变量较为适合

进行因子分析 ;累计贡献率的结果表明 ,各因子较好

地解释了原来的变量 ;因子负荷的结果表明 ,除了

“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这一变量的有效性较低外 ,其

他变量的有效性都很高。

3. 2 　相关分析

根据假设 ,本文所提出的 12 个变量之间存在相

互联系 ,但这些联系的紧密程度和密切性可能不同。

本文采用相关分析描述变量间的关系密切程度 ,并

用相关系数来表示相关程度的大小。在 SPSS 软件

中对创新因子、纵向因子、关系因子 1、关系因子 2

及横向因子进行相关分析。根据表 3 中的结果可

知 ,创新因子和纵向因子、横向因子以及关系因子 1

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而创新因子与关系因子 2 的

相关关系不显著。要进一步研究创新因子与其他 4

个因子之间的关系 ,继而探讨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

的关系以及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 ,

下一步需要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但是 ,关系因子 1

与纵向因子、横向因子也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这就

有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因而需要对此进行详

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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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因子分析总结

原变量 分析所得因子 KMO 值 Bartlett’s 球形检验值 累计贡献率 (转轴后的)因子负荷

前 5 名客户销售额

前 5 名供应商采购额

长期借款

补贴收入

专项应付款

产学研合作单位数量

国有股东持股比例

有行政经历的高管人数

补贴收入

专项应付款

国有股东持股比例

有行政经历的高管人数

研发资金投入

研发技术人员数量

专利申请数量

纵向因子

关系因子 1

关系因子 2

政府因子 1

政府因子 2

创新因子

01 5

01 723

01 481

01 779

83192

1811 09

1741 25

3111814

911 71 %

471 43 %

691 11 %

471 87 %

781 18 %

971 58 %

0. 9577

0. 9577

0. 9638

0. 9769

0. 9741

0. 7626

0. 2101

0. 8039

0. 9767

0. 9776

0. 7742

0. 7813

0. 9868

0. 9853

0. 9914

表 3 　各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

因子 相关性指标 创新因子 纵向因子 横向因子 关系因子 1 关系因子 2

创新因子

纵向因子

横向因子

关系因子 1

关系因子 2

Pearson 相关系数 1
P 值 (双侧)

Pearson 相关系数 0. 449 3 3 3 1
P 值 (双侧) 0. 002 2

Pearson 相关系数 0. 549 9 3 3 0. 302 6 1
P 值 (双侧) 0. 000 0 0. 022 1

Pearson 相关系数 0. 976 9 3 3 0. 748 7 3 3 0. 635 2 3 3 1
P 值 (双侧) 0. 000 0 0. 000 0 0. 000 1

Pearson 相关系数 0. 100 0 - 0. 033 1 - 0. 182 4 0. 000 0 1
P 值 (双侧) 0. 619 5 0. 867 4 0. 301 9 1

　　注 :“3 3 ”表示在 0. 01 的显著性水平下相关系数统计显著。

3. 3 　回归分析

为了研究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对技术创新绩效

的影响 ,首先验证假设 H1、H2 和 H3。根据研究内

容 ,本文首先构建第一个回归模型 :

模型 1 :创新因子 =α1 +β1 ×纵向因子 +β2 ×横

向因子 +β3 ×关系因子 1 +β4 ×关系因子 2 +ε。

为验证其余 6 个假设 ,本文构建了第二个模型 :

模型 2 :创新因子 =α2 +β11 ×前 5 名客户销售

金额 +β12 ×前 5 名供应商采购金额 +β21 ×上市公

司加入的产业联盟和行业协会的数量 +β31 ×同上

市公司有关联的大学及科研机构的数量 +β32 ×长

期借款 +β33 ×政府因子 1 +β34 ×政府因子 2 +ε。

前文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 ,关系因子 1 与纵向

因子、横向因子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可能导致多

重共线性 ,但这只是充分条件 ,因此本文采用逐步回

归来检验多重共线性是否存在。

回归结果显示 ,随着变量的逐一引入 ,模型的拟

合优度逐渐增大 ,F 检验均能在高精度下通过 ,而各

变量的系数及其 T 值也在发生变化。针对模型 1

的回归中 ,最明显的变化是引入了关系因子 1 之后

其他变量的系数和 T 检验值明显变小 , T 检验的 P

值则非常大 ;在模型 2 的回归中 ,引入政府因子 1 后

也发生了这种明显的变化 ,而且关系因子 1 和政府

因子 1 的系数为正且数值较大 :这种现象虽然是可

能存在多重共线性的一种表现 ,但是也从另一个角

度表明了补贴收入和专项应付款这两个变量对创新

绩效的显著影响。由于补贴收入和专项应付款多用

于技术研究和开发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这两项是竞

争性资源 ,是其技术创新投入的来源之一 ,因此相比

其他因素 ,政府对企业创新的资金支持能够对创新

绩效产生更大的积极影响。

在进行相关性分析时 ,作为自变量的关系因

子 1与纵向因子、横向因子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 ,因此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 ,结合模型 1 和模型 2

的回归结果 ,可得到如下结论 :

1)在自变量的简单相关系数矩阵中 ,关系因子 1和

横向因子与纵向因子的相关系数值较大且显著。

2)在针对两个模型的回归中 , F 检验能在高精

度下通过 ,决定系数 R2 的值也很大 ,但自变量的 T

检验值却仅有一个显著的。

3)从逐一引入变量所得的各个模型的结果来

看 ,增加 (或删除)一个变量 ,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

4)在模型 1 的 4 个自变量中 ,关系因子 1 是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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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与纵向因子的线性组合 ;模型 2 的回归中政府因

子 1 的方差膨胀因子(VIF)为 11. 781 ,明显大于 10。

因此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模型中存在多重共线

性 ,模型的准确性受到影响 ,不能简单地用最小二乘

法做回归。

3. 4 　岭回归分析

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常见思路是去掉不重要

的相关变量 ,然而变量间多重相关性的形式很复杂 ,

而且缺乏十分可靠的检验方法 ,删除部分多重相关

变量的做法经常导致增大模型的解释误差、增加接

受错误结论的可能以及做出错误决策的风险。本文

的模型要求这些解释变量必须包括在模型中 ,这时

采用剔除部分相关变量的做法就不符合实际工作的

要求 ,因此本文采用岭回归法 ,这既保证了模型的完

整性 ,又能解决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岭回归是一种专门用于共线性数据分析的有偏

估计回归方法 ,是改良的最小二乘法 ,以放弃最小二

乘的无偏性、损失部分信息、放弃部分精确度为代价

来寻求效果稍差但更符合实际的回归方程[15 ] 。利

用 SPSS 软件的岭回归插件进行岭回归分析 ,可以

得到岭迹图和在不同 k 值 (偏倚系数 ,决定岭回归估

计量的质量)下自变量的系数。由于岭回归是有偏

估计 ,为尽量保留信息 , k 值应尽可能小些。观察两

个模型岭回归所得的岭迹图①可知 , k 取 0. 4 时 ,各

条岭迹线基本趋于平稳 ,此时可建立岭回归方程 :

创新因子 =α1 + 0. 1088 ×横向因子 + 0. 1908

×纵向因子 + 0. 5484 ×关系因子 1 + 0. 0930 ×关系

因子 2。

　　创新因子 =α2 + 0. 2037 ×前 5 名客户销售金额

+ ( - 0. 1737) ×前 5 名供应商采购金额 + 0. 3421 ×

上市公司加入的产业联盟和行业协会的数量 +

0. 0436 ×同上市公司有关联的大学及科研机构的数

量 + 0. 2651 ×长期借款 + 0. 3907 ×政府因子 1 +

( - 0. 0049) ×政府因子 2。

根据岭回归结果 ,假设的验证情况如表 4 所示。
表 4 　变量系数及假设验证情况

假设 衡量变量 系数
假设是否
得到验证

假设 H1 纵向因子 0. 1908 是
假设 H1a 前 5 名客户销售额 0. 2037 是
假设 H1b 前 5 名供应商采购额 - 0. 1737 否
假设 H2 横向因子 0. 1088 是
假设 H2a 加入的联盟和协会数量 0. 3421 是

假设 H3
关系因子 1 0. 5484
关系因子 2 0. 0930

是

假设 H3a 有关联的大学及科研机构数量 0. 0436 是

假设 H3b
政府因子 1 0. 3907
政府因子 2 - 0. 0049

是

假设 H3c 长期借款 0. 2651 是

4 　结论

4. 1 　纵向社会资本的作用

著名学者弗里曼在技术创新究竟是技术推动还

是市场推动这个问题上断言 ,任何创新理论必须同

时考虑这两个因素 ,把技术创新看成技术发明者和

技术应用者合作联动的产物。技术创新网络的纵向

系列应包括与供应商的上游网络和与用户的下游网

络两个方面。

拥有良好客户关系的企业能从客户处及时地获

得需求信息的变化 ,了解到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中发

现创新的可能性 ,这是技术创新思想的一个重要来

源 ,而且企业还能够通过较多的订单来降低技术创

新的风险 ,提高技术创新成功的概率 ,从而推动创新

活动。

企业与供应商之间可形成相互支持的战略伙伴

关系 ,虽然供应商可以协助企业改善流程、优化工

艺 ,以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然而本文的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对技术创

新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

前 5 名供应商年度采购额这一指标并不能很好衡量

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紧密程度 ,如果采用固定

供应商数量这一指标可能能够更好地反映二者之间

的关系。

4. 2 　横向社会资本的作用

在过去的商业模式中 ,同行是冤家 ,而在如今的

全球化环境下 ,同行业企业都致力于寻求双赢的竞

争合作模式 ,它们通常会加入行业协会或组建产业

联盟 ,这正是本文横向社会资本的衡量变量 ,岭回归

的结果证实了关于横向社会资本的假设 ,即企业的

横向社会资本越高 ,其取得的技术创新绩效就越高 ,

企业与竞争对手间的关系越紧密 ,越有利于取得较

好的技术创新绩效。因为各协会宗旨的共同点是 :

促进企业间的横向联系 ,协调行业内部和本行业与

相关行业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 ,积极组织引进

先进的管理方式和先进技术 ,并加以消化、吸收和创

新 ,以推动技术进步 ,促进全行业的发展。企业之间

通过组建产业联盟、加入行业协会的方式进行横向

联合 ,不仅能够共享资源、共担风险、交流信息和技

术 ,更重要的是能够在此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 ,达到

减少创新成本、降低创新风险、加快创新速度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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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社会关系资本的作用

大学和科研机构所具有的知识、信息和分析能

力使其成为带动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企业单

凭自身的资源可能无法在短时间内应对市场的变

化 ,因此与科研机构/ 大学建立互利互惠、共同降低

风险和成本的合作关系是当前环境下的有效战略选

择。产学研合作能够实现能力互补 ,减少市场交易 ,

共享研发成果 ,承担单个个体无法完成的大型项目。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与企业合作的大学及科研机构

的数量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是很大 ,可能使用

大学及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的项目数量这一指标能

够获得更有效的结果 ,原因是有些上市公司虽然与

之合作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数量不多 ,但是联系非

常紧密 ,能紧密依托其科研优势深入合作 ,因而能更

有效地创新 ,同方股份就属于这类企业。

企业研发投入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自有资金、政

府拨款和金融机构贷款。自有资金是研发经费的最

大来源 ,但是金融机构在资金上的支持对于企业技

术创新非常重要。贷款是金融机构对企业科研投入

的主要形式。随着我国金融机构规避风险意识的增

强 ,信贷资金日益向经济发达地区、重点行业和重点

企业集中 ,因而属于行业内优质企业的上市公司更

容易得到金融机构的贷款 ,从而就可以扩大研发投

入的来源 ,这有利于其技术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

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这些各行业的龙头企业的

创新能力关系到所在行业甚至国家的技术创新能

力 ,因此从国家的角度而言 ,大力支持企业的技术创

新活动也是非常必要的。直接的财政拨款和间接的

财税政策是发达国家激励企业研究开发与技术创新

的普遍做法。我国政府目前对于企业创新活动的支

持包括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专项拨款以及组织产学

研合作等。这些方式能够为企业提供研发所需的各

类资源 ,短期内会影响企业的费用和利润变化 ,长期

中则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核心竞争优势。根

据徐二明和张晗的研究 ,国有股权 ,无论是国家股还

是国有法人股 ,都对企业的创新绩效有积极的影

响[16 ] 。但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 ,国有股东的控股比

例与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也

就是说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不会影响技术创新的绩

效 ,而有行政经历的高管数量这一变量对技术创新

的绩效也没有影响。可能的原因是 ,由于少部分公

司年报中只披露了高级管理人员近 5 年的工作经

历 ,之前的经历无从考证 ,因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样

本的准确性。

实践表明 ,企业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频繁地与

相关企业或组织发生联系 ,交换信息、知识等资源 ,

进而发展出以技术创新为目的的合作关系网络。在

这个网络中 ,社会资本扮演着重要角色 ,对技术创新

有着正向的积极影响 ,因此 ,企业应对其给予足够的

重视 ,在积累创新所需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同

时 ,大力积累社会资本。

本文的研究虽然得到了较有意义的结论 ,但是

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本文仅选取了电子通讯类

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 ,所得的结论能否在更大的范

围内成立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验证 ;本文仅采用了

2006 年的截面数据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对于三个

维度社会资本之间的相关关系没有深入研究 ;由于

相关数据不完整 ,个别变量的设计 (企业与供应商和

客户关系的衡量变量)可能不够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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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analyzes t he st ructure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nterprise’s invest ment project and t he relationships among t hese in2
dexes. Taking t he invest ment project on Luocheng Smelter in Shaoyang city , Hunnan province as t he example ,it studies systematically main eco2
nomic evaluation indexes on t his project ,on which ,it uses t he environment assessment index and rival assessment index to evaluate t he economic

feasibility of t his invest ment proj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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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ased on t he review of related literatures ,t his paper uses t he definition of social capital proposed by Chen Jin ,and resolves t he social

capital into t hree dimensions including vertical social capital ( relations among enterprises ,client s and suppliers) ,horizontal social capital ( rel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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