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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创新的地位不容小觑。从宏

观层面来说，国家经济正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发

展，鼓励和支持发展创新型企业有利于提升国家的

创新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从微观层面来说，创新促使企业提供更多有价值的

产品和服务，帮助企业实现自我升级，提高企业核心

竞争力。我国经济经过三十年的快速增长，已成为仅

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经济发展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备受关注，诸如企业短视行为

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资源浪费等问题，日

益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于

是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

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

重要内容”，说明全面关注企业社会责任，明确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是当务之急。企业与各利

益相关者之间互换共享有效信息和稀缺资源将会促

使社会网络的形成[1]，为企业创新提供资源。而且，

社会责任履行能够促使企业开发有益社会的新产

品[2]。因此，验证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对于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有学者探究了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之

间的关系，但是结论并不一致，并且关于社会责任履

行具体是通过何种途径影响企业创新的，目前还没

有学者做深入的研究。朱乃平等[3]指出企业社会责

任的投入会增加技术创新投入，但并未具体探讨二

者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郭洪涛[4]指出企业社会责

任履行和企业社会资本存在着较强的内在关联性。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仅有助于增强企业与现有各利

益相关者的联系，而且有助于培养新的社会关系。一

方面，社会责任履行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5]；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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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社会资本的积累对企业创新有正向的推动作

用[6]。如企业积累内部社会资本，增强员工归属感，

有助于员工发挥创造性和创新性[7]等。因此，本文基

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探讨社会资本能否在社会责任

履行与企业创新二者的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此外，

我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正在经历着政治、经济和

社会的重要变革，市场环境表现出的极大敌对性主

要来自于企业间的激烈竞争。企业的全部生产经营

活动都处在市场环境中，市场环境因素必将影响到

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的作用[8]。本文进一步考

虑市场竞争强度对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关系的

外在调节作用，使研究结构更严谨和全面。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以社会责任履行对

企业创新的影响为研究切入点，丰富了企业创新的

影响因素研究，拓展了社会责任履行经济后果方面

的文献。第二，采用客观数据定量地深入探索了社会

责任履行影响企业创新的中介路径，在社会责任履

行与企业创新的路径机理中引入了社会资本，有助

于更清晰地理解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的关系。

第三，在加入市场竞争强度这一因素后，进一步探究

市场竞争强度对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二者关系

的影响，为社会责任履行影响企业创新的内在机制

提供了更确切的新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当今时代企业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传统的经营

模式使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变得步履维艰，打造自身

优势资源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9]。企业创新对企业

实现自我优化、提高核心竞争力发挥着关键作用。现

有关于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多是从正式的公司

治理制度如股权结构、管理层激励等视角出发，忽略

了社会责任履行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

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增加，从

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首先，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是为相关利益群体和社会创造财富。当企业希望通

过产品和服务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时，会需要更先

进的产品作为辅助，这必然促使企业加快研发速度，

从而促进企业创新[10]。如为了更好地满足客户对产

品的要求，企业必定会加大研发力度以改进产品功

能，或者企业为了达到低碳环保的效果，会通过企业

创新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等。Gallego-Alvarez等[11]

表示社会责任履行是企业创新的驱动力。履行社会

责任的企业为了提高资源效率、减少资源消耗与环

境污染，会加速生产过程与产品的研发改进。其次，

从企业创新文化形成过程来看，企业在履行社会责

任的过程中，会将社会责任的概念融入企业经营理

念和企业文化中。融入社会责任观念的企业文化更

符合大众的价值取向，从而在企业内部形成凝聚力，

使员工产生强烈的企业认同感，促使企业的研发团

队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研发创新活动中，以

此激发企业研发团队的创新能力，形成企业创新推

动力，并进一步形成持续创新机制，进而提高企业的

创新能力[12，13]。最后，根据社会资本观，履行社会责

任会帮助企业构建与利益相关者的价值网络[14]，这

种价值网络增加了企业的社会资本。李红玉等[15]证

实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获得嵌入企业与利益相关者

关系中的社会资本。依据社会资本资源观，企业社会

资本越多，获取资源的能力越强，从而使企业创新决

策越有效。社会资本能够带来企业创新所需要的关

键资源和互补性知识，弥补企业创新过程中存在的

知识短板[16]。而且，企业拥有并充分利用社会资本

可降低企业对资源的使用成本。因此，企业履行社会

责任可积累社会资本，进而为企业创新提供信息、知

识和资源。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社会责任履行能促进企业创新，即社会

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企业间的联系越来越紧

密，社会资本日益成为企业的重要资源。社会资本在

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关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显

著。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提高企业在整个社

会网络中的地位，并加速社会资本的积累[17]。社会资

本的积累可使企业获得在社会网络中利用关系资源

的能力，有助于企业在员工、股东、政府、供应商和消

费者等方面获得企业创新所需的信息和资源[18，19]。

例如，企业通过履行对员工的社会责任（如提供培

训、改善工作环境等）增加员工的归属感和认可度，

促使更多的劳动力流向技术创新部门[20]，从而积累

内部社会资本并吸引和培养企业创新所需的人力资

源，进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21，22]。企业创新过程中

的资金支持关系着企业创新能否持久进行。股东和

债权人是企业创新资金的主要来源。根据信息不对

称理论，对股东和债权人及时发布企业经营情况可

以降低企业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保证股东及债权

人的利益不受损害，便于企业从股东和债权人处获

得资金和决策支持，从而为企业创新提供充足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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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23]。企业通过积极纳税、参与公益捐赠等履行外

部社会责任，可以与政府建立良好的政企关系，有利

于形成政治关系资本，帮助企业优先获取政府控制

的稀缺资源如创新补贴、税收优惠政策等，由此降低

企业创新成本或者增加企业研发投入[24]。此外，企业

通过与供应商诚信互惠、公平交易，与之保持良好的

业务关系，从而在产品开发过程中保证信息的顺畅

流通，并提高企业的探索性和利用性学习能力，促进

企业创新[25]。企业通过不断改进产品质量、改善对

客户的服务态度等可以保持客户忠诚度[26]，从而客

户能够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提供意见并在新产品上

市初期及时给出回馈[27]，使企业及时修正创新中的

缺陷。由此可见，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能够积累社

会资本，使得企业从利益相关者处获取内外部资源，

进而促进企业创新[28，29]。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 2：社会资本在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

二者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离不开市场，市场竞争环

境作为企业运营的外部环境，势必会对社会责任履

行与企业创新间的关系产生影响。我国经济正处于

新兴加转轨时期，市场竞争激烈。激烈的竞争会造成

严重的技术外溢，企业的创新成果可能会被竞争对

手模仿、剽窃[30]，从而导致企业创新收益减少并抑

制企业研发的积极性。当竞争加剧时，企业的第一目

标是满足经营需求，更多地关注如何生存，管理层会

将企业的资源用于应对市场竞争压力和保障企业核

心经营业务，导致其应对各方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动

机不强[31]。虽然通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在利

益相关者处可以快速获得信息。然而在复杂的竞争

环境下，企业面临的来自外部利益相关者诉求的压

力会增加，使企业创新活动受到利益相关者的制约。

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使企业与各利益相关

者的合作变得不稳定，进而阻碍企业从各利益相关

者处获得信息和资源[1]。因此，激烈的市场竞争会削

弱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7]。此外，激

烈的市场竞争意味着来自竞争对手更多的挑战。在

巨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下，创新的高风险和长获利周

期等特征会触发管理层的风险规避动机，企业为维

持经济收益容易产生短期行为，从而更多地进行市

场营销而非产品研发创新。当技术水平低但通过价

格竞争获得超额利润的企业越来越多时，技术能力

强但市场份额在过度竞争中逐渐缩小的企业的创新

动力会大大减弱。企业在经营管理上缺乏创新动力

的同时，内部的创新激励减少[32]，从而进一步减弱

了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本

文提出假设3。
假设 3：市场竞争强度会弱化社会责任履行与

企业创新间的正相关关系。

三、数据选择与变量定义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选自沪深两市2010 ~ 2015年A股非金

融行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数据来自和讯网，其

他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样本筛选原则如下：①剔

除金融业公司；②剔除样本期间内被 ST的公司；

③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公司。最终得到 2268个样本

观测值。为了减少极端值可能引起的误差，对所有变

量进行 1%分位数的缩尾处理。本文使用 stata 14进
行数据处理。

（二）模型建立与变量定义

1. 模型设计。在上文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

如下的检验模型：

Innovation=β0+β1CSRt+β2Size+β3Age+
β4Roa+β5Cashratio+β6Lev+β7Pay+β8State+ε （1）

2.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企业创新（Innovation）。本文借

鉴张璇等[33]、谷丰等[34]对企业创新的衡量方法，利

用企业每年的研发投入与总资产的比值来度量企业

创新。

（2）解释变量：社会责任履行（CSRt）。社会责任

履行数据来自和讯网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评

测，该评测体系主要考察股东、员工、供应商、客户和

消费者权益、环境和社会责任五个方面，每一项都有

具体的评分，本文选用包含这五个方面的总评分来

衡量社会责任履行。

（3）中介变量：社会资本（CSC）。本文选取企业

核心高管特征、企业自身特征和企业外部环境特征

三个维度，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社会资本的公共因

子，并根据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构建企业社会资

本的综合指数。

（4）调节变量：市场竞争强度（HHI）。本文借鉴

李文茜等[8]的做法，采用赫芬达尔指数（HHI）来衡

量市场竞争强度。

HHI= （2）

其中，Xi为公司 i的销售额，本文以主营业务收

∑æ

è
ç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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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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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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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代替销售额。

（5）控制变量。根据黄珺和贺国亮[35]、贺晓宇和

秦永[36]等的研究，本文主要控制了以下变量：公司

规模（Size）、企业年限（Age）、资产收益率（Roa）、现
金持有水平（Cashratio）、资产负债率（Lev）、管理层

薪酬（Pay）、终极控制人性质（State）。还控制了年度

哑变量（Accper）和行业哑变量（Industry）。本文以

2010年为基准年度，设置了5个年度哑变量；设置行

业哑变量时，制造业代码取2 位，其他行业代码取1
位。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

出，企业创新（Innovation）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约

16，均值与中位数都较小，表明各企业的创新情况存

在明显差别。社会责任履行（CSRt）的最大值为

75.66、最小值为-1.590，75%分位数与最大值的差距

很大，表示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表现好的企业只是

一小部分，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差别很大，整体结果不理想，仍有待提高。

（二）相关性检验

从表 3 中的相关性系数可以发现，解释变量

CSRt与被解释变量 Innovation正相关，初步验证了

假设1，具体影响有待进一步回归检验。被解释变量

与大部分控制变量存在显著关系，表明控制变量的

选取比较合理。另外，大部分控制变量之间的系数小

于 0.6，说明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表明表 3所报告

的相关系数检验整体结果较好，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问题。

（三）单变量检验

根据社会责任履行的均值与中位数，分别对样

本进行划分，比较高于和低于CSRt均值（或中位

数）的企业创新的差异，结果如表 4所示。在社会责

任履行情况较好即CSRt值高于均值（或中位数）的

样本中，Innovation值为 4.0235（4.0579）；而在CSRt
值低于均值（或中位数）的样本中，Innovation值则为

3.9938（3.9473）。可见，社会责任履行较好的样本组

比社会责任履行较差的样本组的 Innovation 值高

0.0297（0.1106），初步证明了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较好

的企业在创新方面的投入较高。

（四）回归分析

本文借鉴温忠麟等[37]总结的中介效应检验程

序，对社会资本能否在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之

间发挥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构建如下模型：

Innovation=β0+β1CSRt+controls+δ （3）

controls+δ （5）
具体检验步骤为：①检验解释变量（CSRt）对被

解释变量（Innovation）的回归系数β1是否显著。如果

β1显著，则进行第 2步，否则终止检验。②检验解释

变量（CSRt）与中介变量（CSC）的回归系数 是否

显著，以及中介变量（CSC）与被解释变量（Innovation）

变量

Innovation
CSRt
CSC
HHI
Size
Age
Roa

Cashratio
Lev
Pay
State

均值

3.961
25.41
-0.320
0.0345
21.63
11.49
0.0495
0.216
0.357
14.08
0.174

最小值

0.0500
-1.590
-0.938
0.0097
20.13

3
-0.107
0.0247
0.0334
12.63

0

25%
2.460
17.17
-0.570
0.0155
21.00

8
0.0219
0.103
0.206
13.67

0

中位数

3.435
21.56
-0.363
0.0169
21.49
11

0.0463
0.169
0.336
14.07

0

75%
4.760
26.66
-0.103
0.0178
22.05
14

0.0719
0.290
0.498
14.47

0

最大值

16.07
75.66
0.586
0.364
25.14
27

0.205
0.685
0.795
15.67

1

标准差

2.892
16.09
0.341
0.0553
0.905
4.942
0.0463
0.152
0.187
0.610
0.379变量名称

企业创新

社会责任
履行

社会资本

市场竞争强度

公司规模

企业年限

资产收益率

现金持有水平

资产负债率

管理层薪酬

终极控制人
性质

行业

年度

变量符号

Innovation

CSRt

CSC
HHI
Size
Age
Roa

Cashratio
Lev
Pay

State

Industry

Accper

变量说明

企业每年的研发投入与总资产
的比值

来自和讯网上市公司社会责任
评分

社会资本的指数

赫芬达尔指数

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年度减去企业成立年份加上1
净利润/总资产

货币资金占期末总资产的比重

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

高管前三名薪酬总额的对数

终极控制人性质为政府时，取
值为1，否则取值为0
行业虚拟变量，剔除金融行业，
制造业代码取 2 位，其他行业
代码取1位

年度虚拟变量，控制不同年份
宏观经济因素可能造成的影响

表 1 变量定义

表 2 描述性统计

CSC=β'
01 +β'

11 CSRt+controls+δ （4）
Innovation=β''

01 +β''
11 CSRt+β''

21 CSC+

β'
11



□·68·财会月刊2019. 04

的回归系数 是否显著。如果上述两个系数都显著，

则说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至少有一部分

是通过中介变量实现的；如果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

不能判定中介效应是否显著，需进行 sobel检验。

表 5中的第（1）列是社会责任履行（CSRt）对企

业创新（Innovation）的影响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

出，模型（1）中CSRt通过了检验，其与 Innovation在
5%的水平上显著相关，且系数为正，表明社会责任

履行与企业创新正相关，企业创新随社会责任履行

程度的增大而增加，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1。
表5中的第（2）列是CSRt对中介变量社会资本

（CSC）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CSRt与CSC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越

多，其累积的社会资本越多。表 5 中的第（3）列
CSRt、CSC对 Innovation的回归结果显示，CSC与

Innovation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的

社会资本越多，企业的创新越多。引入社会资本分担

了一部分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社

会责任履行可以通过积累企业社会资本来提升企业

创新，实证结果验证了假设2。
为了验证不同的市场竞争强度下，社会责任履

行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构建如下模型：

Innovation=β0+β1CSRt+β2CSRt×HHI+
controls+δ （6）

市场竞争强度对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二者

变量

Innovation
CSRt
CSC
HHI
Size
Age
Roa

Cashratio
Lev
Pay
State

Innovation
1

0.001
0.020

-0.123∗∗∗
-0.170∗∗∗
-0.007
0.053∗∗
0.121∗∗∗
-0.280∗∗∗
0.079∗∗∗
0.071∗∗∗

CSRt

1
0.196∗∗∗
0.105∗∗∗
0.314∗∗∗
-0.034
0.384∗∗∗
0.096∗∗∗
-0.043∗∗
0.250∗∗∗
0.131∗∗∗

CSC

1
0.080∗∗∗
0.195∗∗∗
-0.016
0.048∗∗
0.037

0.149∗∗∗
0.029

0.624∗∗∗

HHI

1
0.117∗∗∗
-0.020
-0.001
0.008

0.118∗∗∗
0.035

0.112∗∗∗

Size

1
0.011
-0.035

-0.203∗∗∗
0.502∗∗∗
0.404∗∗∗
0.226∗∗∗

Age

1
-0.100∗∗∗
-0.097∗∗∗
0.071∗∗∗
0.00500
0.049∗∗

Roa

1
0.320∗∗∗
-0.405∗∗∗
0.240∗∗∗
-0.076∗∗∗

Cashratio

1
-0.477∗∗∗
-0.020

-0.084∗∗∗

Lev

1
0.052∗∗
0.222∗∗∗

Pay

1
0.082∗∗∗

State

1

变量

CSRt

CSC

Size

Age

Roa

Cashratio

Lev

Pay

State

cons

N
r2 a
F

（1）
Innovation
0.0094∗∗

（2.3603）

-0.4092∗∗∗
（-4.9194）
-0.0276∗∗

（-2.3585）
-3.8273∗∗∗
（-2.7840）

1.0178∗∗
（2.2819）
-3.9801∗∗∗
（-9.3299）

0.5164∗∗∗
（5.1121）
1.3397∗∗∗
（9.0239）
3.6560∗∗

（2.0038）
2268

0.2699
30.9375

（2）
CSC

0.0012∗∗∗
（3.2202）

0.0582∗∗∗
（7.5405）
0.0059∗∗∗
（5.4185）

0.0341
（0.2676）
-0.0781∗

（-1.8861）
-0.00490

（-0.1245）
-0.0096

（-1.0240）
0.5110∗∗∗

（37.0909）
-1.4167∗∗∗
（-8.3665）

2268
0.531
92.77

（3）
Innovation
0.0086∗∗

（2.1467）
0.7124∗∗∗
（3.1348）
-0.4506∗∗∗
（-5.3610）
-0.0317∗∗∗
（-2.7044）
-3.8516∗∗∗
（-2.8072）

1.0734∗∗
（2.4095）
-3.9766∗∗∗
（-9.3400）

0.5232∗∗∗
（5.1888）
0.9756∗∗∗
（5.1821）
4.6653∗∗

（2.5229）
2268
0.273
30.33

表 5 社会责任履行影响企业创新的路径检验

表 3 相关性检验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分组

Panel A：均值

CSRt≥Mean
CSRt<Mean

Different
Panel B：中位数

CSRt≥Median
CSRt<Median

Different

（1）
（2）

（1）-（2）

（1）
（2）

（1）-（2）

样本量

676
1592

1134
1134

Innovation

4.0235
3.9938
0.0297

4.0579
3.9473
0.1106

表 4 单变量检验

β''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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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表6中的第

（1）列中CSRt与 Innovation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

关，第（3）列中CSRt与HHI的交互项CSRt×HHI与
Innovation在 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市场竞

争强度弱化了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的正相关关

系，即市场竞争强度负向调节了社会责任履行与企

业创新的关系，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3。

（五）稳健性检验

针对变量测量误差问题，本文替换了被解释变

量，用年度公司专利（包含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

计）申请量加上1的自然对数 lnpatents作为企业创新

的替代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7中第（1）列所示，CSRt
与 lnpatents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前文结论

一致，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为研究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是否具有滞后

效应，本文对社会责任履行分别做了滞后一期和滞

后两期的处理，回归结果如表 7第（2）和第（3）列所

示。结果显示，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依然

是显著正相关，说明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在当

期、滞后一期、滞后两期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社会

责任履行的经济后果具有一定的长期性，支持前文

的主要结论。另外，这也克服了企业创新与社会责任

履行的逆向因果关系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可能导致的

估计偏误，说明本文的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五、总结

本文以 2010 ~ 2015 年沪深A股非金融行业上

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一方面考察了社会责任履行与

企业创新的关系，另一方面考虑到企业的社会关系

网络的作用，考察了社会资本是否为社会责任履行

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路径之一。另外，考虑到市场竞

争强度的外在影响，进一步探究了市场竞争强度、社

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理论

分析和实证分析发现，社会责任履行能促进企业创

新，而且社会资本在二者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效应。

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构筑了企业自身的社会关

变量

CSRt

HHI

CSRt×HHI

Size

Age

Roa

Cashratio

Lev

Pay

State

cons

N

r2 a

F

（1）

Innovation

0.0096∗∗
（2.4708）

-0.4092∗∗∗
（-4.9722）

-0.0247∗∗
（-2.1303）

-3.7659∗∗∗
（-2.6533）

1.0112∗∗
（2.3079）

-3.9256∗∗∗
（-9.3941）

0.5207∗∗∗
（5.2229）

1.2951∗∗∗
（8.9612）

3.600∗∗
（1.9917）

2268

0.2754

31.7742

（2）

Innovation

0.0214
（0.0050）

-0.3484∗∗∗
（-4.4301）

-0.0234∗∗
（-2.0220）

-2.6346∗
（-1.9572）

0.9954∗∗
（2.2688）

-4.0038∗∗∗
（-9.5956）

0.5331∗∗∗
（5.3460）

1.3254∗∗∗
（9.1917）

2.299
（1.2806）

2268

0.273

31.47

（3）

Innovation

0.0143∗∗∗
（3.2884）

3.341
（0.7326）

-0.1178∗∗
（-2.4298）

-0.3910∗∗∗
（-4.7346）

-0.0252∗∗
（-2.1779）

-3.8614∗∗∗
（-2.7199）

0.9541∗∗
（2.1759）

-3.9530∗∗∗
（-9.4644）

0.5128∗∗∗
（5.1443）

1.3059∗∗∗
（9.0393）

3.1568∗
（1.6797）

2268

0.277

29.90

表 6 市场竞争强度的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CSRt

lagCSRt

lag2CSRt

Size

Age

Roa

Cashratio

Lev

Pay

State

cons

N
r2 a
F

（1）
lnpatents

0.0052∗∗∗
（3.1452）

0.4940∗∗∗
（15.9473）

-0.0056
（-1.0897）

0.1959
（0.3364）

0.1750
（0.9405）

0.1980
（1.0495）

0.1494∗∗∗
（3.2365）

-0.0306
（-0.4214）

-10.7797∗∗∗
（-13.8658）

2428
0.2944
37.1655

（2）
Innovation

0.0185∗∗∗
（4.0662）

-0.3957∗∗∗
（-3.7159）

-0.0306∗∗
（-2.1411）

-4.4556∗∗∗
（-2.6883）

2.2235∗∗∗
（3.8122）

-3.7384∗∗∗
（-7.1214）

0.4559∗∗∗
（3.7056）

1.3710∗∗∗
（7.7437）

3.8558
（1.6160）

1595
0.2833
24.3395

（3）
Innovation

0.0191∗∗∗
（3.7189）

-0.3395∗∗
（-2.5279）

-0.0284∗
（-1.6875）

-4.2070∗∗
（-2.2182）

3.3802∗∗∗
（4.4348）

-4.1188∗∗∗
（-6.5914）

0.4600∗∗∗
（3.1515）

1.4331∗∗∗
（6.7564）

2.8181
（0.9425）

1146
0.2963
20.2813

表 7 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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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网络，增进与员工、顾客、股东、政府等利益相关者

的关系，积累社会资本获得了内外部的认可和资源

支持，有利于企业创新。此外，结合市场竞争强度做

进一步探究发现，市场竞争强度负向调节社会责任

履行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市场竞争压力增加时，管理

层会将企业的资源转移到核心经营业务上，企业创

新动机及能力减弱，削弱了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

新的关系。

就企业层面来说，我国企业整体的社会责任履

行情况并不乐观，企业应建立履行社会责任的经营

理念及企业文化，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履行社会

责任，有利于获得股东及债权人的投资信心、政府的

扶持、员工的忠诚、供应商的合作、客户的信任、社会

的认可等一系列良好的外部利益相关方关系。通过

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使用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优化

工作环境，与各利益相关者建立密切的关系，累积社

会资本，从利益相关者处获得市场信息和资源的支

持。对监管者来说，加强外部监管者对企业履行社会

责任的引导作用，加快落实社会责任相关法律制度，

发布具有现实意义的企业社会责任指引文件。在创

新驱动与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多重压力下，政府应

出台相关引导政策，鼓励企业既注重新技术研发，又

重视社会责任履行。政府部门可以整合社会各方资

源建立合作平台，对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提供相关

的优惠政策支持和技术指导，促进企业创新和社会

责任的履行。

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在于：①研究数据方面。目前

国内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的量化没有形成统一

的数据库，不同数据库的量化标准以及评分侧重点

并不相同，和讯网的企业社会责任数据库只是其中

的一种量化标准，不同的数据来源可能会对研究结

果造成一定的影响。此外，本文涉及研发投入的数

据，由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对研发的信息披露尚不

完善，因而数据收集工作受到了一定的制约。②变量

定义方面。除研发投入外，研发人力的投入、企业的

创新理念也是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本文使用研发

投入作为企业创新的衡量指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未来可以选取更多维、更全面的衡量指标。③研究方

向方面。本文虽然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证实了社会资

本的中介效应，但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并非完全中

介效应，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还存在其

他方面的作用机制，厘清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

的其他作用路径是以后研究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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