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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决策!

陈 宏 波 李 思 飞 王 莅 静

〔摘 要 〕本文以全国范围内的民营企业调研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地区、企业和 

个人三个层面的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 实证研究发现，由于社会资本可以 

通过增强经济个体之间的信任，降低合约执行与监督成本等路径在创新资源获取，创新投 

资机会识别等方面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因此三个层面的社会资本都会对企业的创新决策 

有正向的影响。 关于三个层面社会资本的相互作用的进一 步研究发现，地区层面的社会 

资本与企业层面社会资本，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在影响企业创新决策方面有替代效应，但 

是企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之间没有显著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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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与我国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 

化期等阶段性因素的叠加，使得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增速回落的“新常态”时期。为了保持经济稳定 

增长，避免经济出现“硬着陆”，必须要打造新的经济增长引擎。通过推进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 

级，促使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来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广泛共识。 

因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引导建设创新型社会。

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民营企业是国民经济中最具有活力的组成部分，至 2016年 12 

月，民营经济创造了接近7 0 2 的 G D P。民营企业也是目前全国新一轮创新创业浪潮的领头军。以 

民营企业中的互联网产业为例，一大批“互联网+ ”的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涌现，使得互联网与传 

统行业不断融合。研究显示，我国互联网经济正以每年3 0 2的速度增长，并催生了一大批新产业、 

新业态和新的消费点，已成为我国经济最大的新增长极和创新空间，而在这一经济转型中民营企业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已有文献对于企业创新驱动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和微观两维维度。在宏观维度，主要 

研究了经济体制、市场环境（B hattacharya et a l.，2017)、相关政策（如行业政策，政府补贴）（白俊红 

和李婧，2011;解维敏等，2009)等对于企业创新的驱动;在微观维度，主要研究了企业中高管特质 

(王清和周泽将，2015)，企业家受教育程度、企业家创新精神（庄子银，2005)，以及企业本身特征， 

如股权结构、企业信用等（李文贵和余明桂，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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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常见的对于企业创新的驱动因素之外，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其企业决策在很大程度上 

还会受到非市场化驱动因素的影响，而其中社会资本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Gb s  and R o b e rt, 

2〇l l ;H @ an M a l.，2017a ;余向前等，2013)。社会资本可以影响企业的融资投资以及运营决策，从 

而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从融资角度看，企业创新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存在的问题是融资渠道与融 

资约束（张杰等，2012;卢馨等，2013)。而社会资本的作用就是一方面体现在加强融资渠道的获得 

以及缓解融资约束，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来刺激企业的融资意愿，促进企业创新投资。从投资角度 

看，企业创新所顾虑的是创新机会难以把握，创新结果难以实现，社会资本在其中可以起到的作用 

是帮助企业*借助政府力量，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等）以较低成本抓住创新机会，实现创新成果的可 

能性也越高。

基于已有文献，本文将从地区、企业以及个人三个层次讨论社会资本对民营企业创新的影响， 

并且将三层次的社会资本进行交互处理，研究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的相互影响效果。以全国私营 

企业调查数据为样本，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对于民营企业来说，由于社会资本可以帮助其获取资 

源并帮助企业把握投资机会，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创新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同时，进一步的研究发 

现，不同程度的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创新决策影响有相互替代的作用。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企业创新决策的一个影响因素， 

已有文献虽然从宏观到微观的角度，从经济政策、公司治理、企业家个人特征等方面来研究不同因 

素对于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但是对于民营企业来说，社会资本是其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 

因素，特别是在市场制度环境相对不完善的情况下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A lle n et a l.，2005; Gu : o 

M @.，2004)，因此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不完善制度环境下民营企业的创新驱动因素。其 

次，本文研究了社会资本在企业层面的经济后果。已有文献充分研究了社会资本对于企业融资成 

本（L ins et a l.，2017;A m ira s lan i et a l.，2017)以及企业决策的影响（Degryse et a l.，2016)，但是社会资 

本对于创新决策的研究相对有限，本文从这个角度补充了来自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最后，已有文 

献通常只研究了地区、社会或者企业家个人某一个层次的社会资本，本文将三个层次的社会资本的 

交互作用进行研究，进一步补充了不同层次社会彼此相互作用的相关文献。

本文的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已有文献进行回顾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 

样本的选择和研究方法的描述;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的分析;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地区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

已有文献对于社会资本给出了不同的定义。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这里我们采用了 G u is  et 

a l. (2004)对社会资本的相对狭义的定义社会资本是社会群体在进行有价值的社会活动中为了 

克服‘搭便车’行为所共同分享的一种持续性的价值观和关系的统称”。

在地区层面，同一地区的经济个体彼此之间会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共同行动形成地区的社 

会资本。地区社会资本的增强，同一地区共同分享的价值观相对更为一致，因此社会资本加强信任 

程度，从而提高经济效率（G u is  et a l.，2004)。个体组成群体，信任程度的加深使得企业可以减少 

对合作方的额外调查监督成本，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经济个体更依赖信任 

彼此之间的诺言，降低合同的执行成本，从而能有更多的财力物力精力投入到研发过程中。张维迎 

和柯荣住(2002)的研究显示信任度是影响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地区的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地区整体的信任度来影响企业的创新决策。高信任地区企业由于上 

述合同执行和监督的成本更低，因此更能专注于研发创新上，创新投入的资本来源不仅是由于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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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已签订完成的合约执行成本，也在于合约达成之前的商讨过程中因为信任而降低的时间成本。 

特别是在金融合约中（如融资），该项交易发生与否不仅取决于契约的法律执行力，或者资金回报 

率等外在客观条件，而且依赖于资金供给方对资金需求方的信任（反之亦然）。不仅如此，当企业 

处于更高信任程度地区时，企业对信任信用更为看重，企业享受他人的信任的同时需更加谨慎对待 

自己的信用度，当企业出现辜负对方信任的事件时，损失的不仅仅是一个合作伙伴，良好透明的信 

任环境会导致不良后果更加严重，可能会丧失更多资源，因此高信任程度地区中的企业会更守信 

用，良性循环，加大市场竞争压力，提高创新意识。当创新的意愿与能力都具备时，创新就更容易出 

成果。总结来说，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内部决定的结果，与外部的关系同样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正 

如前面所言，信任作为企业对外交往的桥梁时，是依赖于对方能够按照承诺履行义务* Inkp en and 

CUr r a l l，2004)，所以企业的创新投入也源于对手方，而常常涉及到的对手方即企业的供应商。供应 

商与企业的共同合作有助于企业创新*通过生产效率、技术革新等）（Petersen et a l.，2005)。一方面 

信任可以降低企业执行成本，防止投机行为（L a a k s n e n et a l.，2009);另一方面也可降低协商成本， 

避免因为长期的协商合同导致错失市场机遇；同时，信任有助于企业建立与供应商之间的良好关 

系，保持长期合作关系，避免由于供应商变化导致的不稳定因素，从而企业有更多资源用于创新 

(D yer an< SingO，*//,)，增强企业创新资源的投入。并且信任作为对法律制度的补充，能进一步保 

证合同的执行，而这些合同可以不仅是资源获取的合同，也可以是企业创新合同，比如企业研发过 

程中的技术合同，研发结束后的产权保护。当企业创新的来源与成果均能得到保障时，企业也就更 

愿意投入创新。

假设1 :地区层面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有正向的影响。

(二)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

企业除了会受到所在地区外部社会资本的影响，企业本身所具有的社会资本也会对企业决策 

产生影响。企业层面的社会资本主要通过企业社会责任维度来发挥效果（L in et a l.，2017; 

A m iia la n i et a l.，2017)。从企业内部的角度，有更强企业社会资本的管理层不会对自身利益或者企 

业短期短视行为考虑过多，而是看重企业长期发展，企业社会责任体现出企业管理层的责任意识， 

责任意识越强的企业会更加赢得人们的信任，在竞争市场中也越有优势。同时企业社会资本有助 

于降低信息不对称，这体现在有更高企业社会资本的企业能提供给投资者更透明的，更可信的财务 

信息，从而投资者更愿意把资金投入到这些企业中，企业也就有了更多的创新资源来源。

从企业外部的角度看，企业在对外融资时，良好可信透明的企业信息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 

本，从而低成本地获取研发投资的初期投入。与此同时，从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看，企业的发 

展是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长期合作，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的社会资本可以传递出这样一种信 

号，即自己是值得信任的（张兆国等，2009)，这样从外部关系者如客户、供应商、债权人、政府等获 

取资本(人力资本、物力资本）时有更大概率获取唯一性资源或者优良资源。这是由于企业广泛的 

社会资本能够发挥信息、知识的提供、搜集和传递功能。信号理论也表明有更高企业社会资本的企 

业构造一种“信号策略”使得信息更可信，企业通过披露信息营造负责任的公司形象，向外传递对 

公司有利的信号。企业社会资本的效果也可以由声誉机制来实现，声誉机制作用不仅仅是企业形 

象的监督者也是传递者。形象良好的企业更可能获得其他企业的关注，向外界和内部传递一个优 

质企业的信号。从而不只是吸引外界优秀人才也会保留公司内部的优秀员工。这些优良的资源也 

正是企业创新的一种来源。当企业拥有更多创新资源时，也就更易投入创新活动，促进研发。 

Jones and W ic k s* 1995 )表明，关心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企业比不关心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企业更具有 

竞争优势，更容易实现可持续发展。

假设2 :企业层面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有正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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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体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家本身与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联系这种个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正式制 

度的替代机制，成为企业获取税收优惠，相关补助，行业准入，融资便利等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 

(Face:  and la n g，2002)。对于转轨经济中的中国市场来说，个人社会资本更具有现实意义。这种 

社会资本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于蔚等，2012)，具有社会资本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 

和更长的贷款期限，且在金融发展越落后，法治水平越低和政府侵害产权越严重的地区，社会资本 

的正向效应越强（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更优的贷款条件使得企业的融资成本更低，能更有利 

于企业进行研发投入。同时，个人的社会资本也可以起到声誉机制的作用，企业家可以凭借良好的 

声誉获取融资便利、创新支持、创新补贴以及税收激励从而进一步增加创新的投入。

假设3 :个人层面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有正向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

(一) 样本与数据

本文主要数据来自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该项调查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联合进行，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全国范围的民营企 

业。初始样本包含除西藏地区在内分布在全国的5073的民营企业。本文删除了数据缺失样本，最 

终样本数量为2669。本文选取了该项调查最近的一次调查，调查数据反映了被调查企业截至2011 

年底的相关情况。该调查数据是目前最为全面的反映我国民营企业各方面状况的数据，也在已有 

文献中被广泛的使用。

(二) 变量定义

1. 因变量

结合现有文献，多数学者在测度创新时，以研发支出（R & D )表示企业研发创新，采用企业创新 

研发投入的对数衡量(党力等，2015)。本文首先采用虚拟变量，即是否企业新增投资用于新产品 

研发/企业技术创新、工艺改造，如企业有相关投资，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本文同时构建 

两个连续变量，选取研发投资强度，以及技术、品牌等无形资产在企业总资本中所占比例作为对是 

否进行研发支出该指标的替代指标。研发投资强度以企业年研发支出与企业年销售收入的比值表 

示（B a lk:  et a l.，2000;M a kri et a l.,2006;陈爽英等，2010)。

2. 量

本文聚焦于社会资本上，按照地区层面，企业层面以及个体层面这三个层次的社会资本来探讨 

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在地区层面，主要参考G u is  M a l. (2004)的研究，通过无偿献血情况度量一个地区的社会资 

本，与此类似的是张俊生和曾亚敏(2005)也曾就各地区自愿无偿献血率以及各地区守信用程度调 

查这两个替代指标来测度地区社会资本，研究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这一指标被认为可以衡量一个 

地区居民的公德心或公民精神（G u is  M a l.，2004)。本文选择年献血率（自愿无偿献血率）作为衡 

量社会资 的 标。

在企业层面，根据已有企业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A m ira s lan i et a l.，2017;L ins et a l.，2017)，本文 

选取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投入(环保以及捐赠）作为主要度量指标。企业社会责任在集体行为、 

共同分享的价值观以及谋求公众福利等方面与社会资本具有相似的社会属性（A n to n i and S accon i， 

2011 )，因此在已有研究中被作为企业层面社会责任的主要度量指标。度量指标为企业是否在环 

保治污方面投资、进行社会捐赠、以及与政府和民间公益组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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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层面，本文主要考察企业家参政议政的情况。目前，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的主要方式就 

是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民营企业家的这种身份一方面体现了企业家与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 

关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企业家的社会声誉以及社会认同。本文构造个人社会资本的虚拟变量，如 

果企业家曾任或现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3.控制变量

企业研发投资创新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根据已有文献，本文选取制度环境、企业所在区域、 

企业规模、企业发展阶段、企业业绩、企业类别、企业家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企业家自信程度等 

作为控制变量。对所有连续变量，本文在双尾1 2 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以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 

文的主要变量相关定义见表1。

表 1 变量定义表

变量 符号 定义

创新 In n o va tio n 是否有研发投入（新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工艺改造等），是为1，否则为0
创新强度 R d in te n s ity 2011年企业研发支出与营业收入之比

创新产出 In ta n g ib le 2011年企业技术、品牌等无形资产在企业总资本中所占比例

地区献血率 R ateP ercen t 该企业所处省市的自愿无偿献血率

企业社会责任 C SR
企业是否在（1)环保支出，治理污染投入；（2)公益事业慈善捐助；（3)与政 

府公益组织合作；（4)与民间公益组织合作；（5)发布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政治关联 P olico nnect
当企业满足其一时，企业社会责任取值为1，否则为0 
企业家是否曾任或现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是为1，否则为0

企业类型 F a m ily 企业主对企业的拥有权超过502为家族企业，取值为1，否则为0

企业历史 FirrnAge 民营企业 历

企业 S ize l 企业当年资产的对数值

企业业缋 R T A 企业净利润与企业资产的比值

资产负债率 D A ra ti i 企业 之

企业主年餘 A g e 企业主从出生年份至2011年的年龄

企业主自我评价

受教育程度 

性别

C onfidence

E d u

G ender

根据企业家对自己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地位的认知评分来判断是否存在过 

度自信，是为1，否则为0
研究生学历为6 ,大学学历为5,专科生学历为4,高中或中专学历为3,初中 

学历为2 ,小学学历为1 
企业主为男取值1，为女取值0

行业 R E S 为国家重点支持和明确鼓励发展的行业取值为1，否则为0
区 D Z X 企业所处省市在东中西部，分别取值1，2,3

市场环境 M rk in d ex 市场化指数

4.模型设定

为验证单一层次的社会资本，本文将待检验的回归模型设定为：

I n n o v a t i o n  = '〇 X  ' S o c i a l  C a p i t a l  X  ' C o n t r o l  X  s
其中,8oFaZ C&Q a Z 根据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进行变动,分 别 为 以 及 K 'co%%*F 。

在进一步检验中,将分别检验不同层级社会资本的相互作用，本文在模型（1)中引入不同层级 

社会资本的交互项，本文将待检验的回归模型设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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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n o v a t i o n  = '  X a * S o c i a l  C a p i t a l  X  S o c i a l  C a p i t a l  A  x S o c i a l  C a p i t a l  B  X  ' C o n t r o l  X 0
其中,Soci&  C a Q a' 3 与 Soci&  0 分别为从三个层次的中选择两个层次的社会资本度量指标。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分析

表 2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2 可以看出：（1)进行创新研发投入以及拥有 

技术、品牌等无形资产企业的百分比分别为34. 4 % 与 12. 05% %可以发现，整体来说，我国民营企业 

的技术创新活动以及产出成果是较低的，而投资强度的均值仅为〇. 023 %也表明企业对研发投入的 

力度还不够大;（2)在社会责任方面，73. 5 % 的民营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有一定的投入，意味着越来 

越多的企业将社会责任纳入自己的企业目标中，表现企业社会责任可能会带来效益;（3) 42. 2 % 的民 

营企业家具有个人的社会资本，这表明参政议政已经成为我国的民营企业家的一个普遍现象。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In n o va tio n 2669 0.344 0.475 0 1

R d in te n s ity 2669 0.0231 010827 0 0.650

In ta n g ib le 2669 12.05 17187 0 100

R ateP ercen t 2669 1.022 01262 0.611 1.912

C S R 2669 0.735 0.441 0 1

P oliconnect 2669 0.422 0.494 0 1

F a m ily 2669 0.741 0.438 0 1

C onfidence 2669 0.347 0.476 0 1

E d u 2669 3.945 1.099 1 6

A a * 2669 47.16 8.754 26 70

G ender 2669 0.849 0. 358 0 1

F irm A ge 2669 10.21 5.285 2 24

S i 1 2669 6.445 2.289 1.099 11.46

D A ratio 2669 22.46 26.80 0 88

R o a 2669 0.300 0.720 -0.275 5

R _ C S R 2669 0.00802 0.229 -0.413 0.888

R _ P 〇H 2669 0.00227 0.171 -0.413 0.888

C S R_P o l. 2669 0.397 0.489 0 1

R —In d ex 2669 0.304 0.308 -0.332 1.343

R —In d ex 2669 0.304 0.308 -0.332 1.343

C S R_I n d e O 2669 0.210 1.594 -4.429 2.793

P o li_I n d e O 2669 0.114 1.205 -4.429 2.793

M rkin d ex 2669 7.310 1.802 2.730 9.951

Res 2669 0.420 0.494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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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归结果

1.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决策

表 3 列示了地区层面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决策影响，结果显示地区层面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创 

新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在社会资本较高的地区，经济之间的信任程度较高，企业更易获取 

创新所需的资源，同时创新的产出也可以受到更好的保护，因此可以促进企业的创新投入，假设 1 

得到了支持。在控制变量方面，实证结果显示，自信的企业家会减少创新的投入，而公司经营时间 

较长，男性企业家，企业经营业绩较好以及企业所在国家鼓励的行业这些因素都会对企业创新有正 

向的影响。

表 4 列示了企业层面社会资本与创新决策的关系。结果显示，企业的社会资本会显著促进企 

业的创新决策，这一结果说明企业的社会资本以及其带来的良好声誉可以帮助其获得创新所需的 

资源，因此有助于促进创新，假设2 得到了验证。

表 5 中检验了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决策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企业家个人的社 

会资本对企业创新决策有正向的作用，假设3 得到了验证。

表 3 地区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决策

VARIABLES ⑴

In n o va tio n
(2)

R d in te n s ity
(3)

In ta n g ib le
0. 278 ̂ 0. 131 !! 6. 152 !!R atevercen t
(0.013) (0.022) (2.603)

C onfi -0. 192 ! -0.022 !! -3. 912 !!!

(0. 100) (0.010) (1. 193)

0. 076 ! 0.002 0.424E d u
(0.043) (0.004) (0.519)

-0.008 0.000 0.054

(0.006) ( 0.001 ) (0.067)

0. 043 _ 0.002 ! 0. 335 !!!F irm A ge
(0.009) ( 0.001 ) (0. 116)

F a m ily -0.048 -0.006 2. 846 !!

(0. 103) ( 0.011 ) (1.260)

0. 313 !! 0.026 ! -1.739G ender
(0. 137) (0.014) (1.527)

0.001 0.000 -0. 077 !!!D A ratio (0.002) (0.000) (0.023)

0. 240 0.016 !!! 0. 606 !Size
(0.027) (0.003) (0.324)

R O A 0. 429 ̂ 0.021 !!! 3. 957 !!!

( 0.065 ) (0.007) (0.766)

0. 636 ̂ 0.057 !!! 0.040
R E S

(0.092) (0.010) (1. 152)

C onstan t -3. 588 !!! -0. 339 !! 1.382

( 0.425 ) ( 0.045 ) (4.985)

A d j. R2/ P seud o R2 0.112 0.148 0.00554

O bservations 2669 2669 2669

注：括号内为系数的标准误， ■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 2、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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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决策

(1) (2) (3)VARIABLES
In n o va tio n R d in te n s ity In ta n g ib le
1.261 ̂ 0. 111 !! 9. 790!!!

C S R
(0. 142) (0.014) (1.414)

C onfi
-0.075 -0.011 -2. 957 !!

(0. 10%) ( 0.011 ) (1. 195)

0. 076 ! 0.002 0.121
E d u

(0.043) (0.004) (0.509)

A ge
-0.008 0.000 0.036

(0.006) ( 0.001 ) (0.066)

0. 029 0.001 0.169
F irm A ge

(0.010) ( 0.001 ) (0. 116)

F a m ily
-0.106 -0.010 2. 505 !!

(0. 105) ( 0.011 ) (1.255)

0. 284 !! 0.023 ! -1.924
S n d e r

(0. 139) (0.014) (1.519)

0.001 0.000 -0. 079 !!!
D A ratio

(0.002) (0.000) (0.023)

0. 182 — 0. 010 !! 0.111
Size

(0.028) (0.003) (0.331)

0. 333 ̂ 0.011 2. 944 !!!
R O A

(0.066) (0.007) (0.774)

0. 595 ̂ 0. 053 !! -0. 135
R E S

(0.093) (0.010) (1. 144)

-3. 665 -0. 335 ! ! -5.448
C onstan t

(0. 384) (0.040) (4.314)

A d j. R /  P seud o R& 0.139 0.203 0.00808

O bservations 2669 2669 2669

注:括号内为系数的标准误， ”和！ 8 别表示系数在1 2、5%和 102的水平上显著。 

表 5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决策

(1) (2) (3)VARIABLES
In n o va tio n R d in te n s it+ In ta n g ib le
0. 397 0.044 !!! 4. 482 !!!P oliconnect
(0.098) (0.010) (1.234)

C onfi
-0.119 -0.014 -3. 181 !!!

(0. 102) ( 0.011 ) (1.210)
0. 076 ! 0.002 0.118

E d u
(0.043) (0.004) (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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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VARIABLES ⑴

In n o va tio n
(2)

R d in te n s ity
(3)

In ta n g ib le

A ge
-0.008 0.000 0.034

(0.006) ( 0.001 ) (0.067)

0. 039 ̂ 0.001 0.245 !!F irm A ge
(0.010) ( 0.001 ) (0. 117)

F a m ily
-0.089 -0.011 2.469 !

( 0.104 ) ( 0.011 ) (1.264)

0. 280 !! 0.022 -1.869
G ender

(0. 137) ( 0.014 ) (1.526)

0.001 0.000 -0.078 !!!
D A ratio

(0.002) (0.000) (0.023)

0. 207 ̂ 0. 012 !! 0.329
Size

(0.028) (0.003) (0.336)

0. 397 0. 016 !! 3. 536 !!!
R O A

(0.066) (0.007) (0.772)

0. 638 ̂ 0. 057 !! 0.338
R E S

(0.092) (0.010) (1. 149)

-3. 136!” -0. 290 !! -2.452
C onstan t

(0. 375) (0.039) ( 4.361 )

A d j. R2/ P seud o R2 0.117 0.162 0.00599

O bservations 2669 2669 2669

注:括号内为系数的标准误，!、!：>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和5 %和10%的水平上显著。

2.不同层级社会资本的相互作用

由于本文上述所检验的社会资本是在不同的层级上，因此彼此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作用，从而对 

企业的创新决策产生综合性的影响。本文将进一步检验不同层级的社会资本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从 

而对企业的创新决策产生影响。表 6 首先检验了地区社会资本与企业社会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 

结果显示，与前文结果相似，地区社会资本和企业社会资本都会对企业的创新有正向作用，但是两 

个社会资本的交互项(C _CSC)系数为负，说明这两项社会资本在影响企业创新决策方面存在着替 

代的效应。这一结果主要是因为地区和企业社会资本在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作用机制方面具有一 

定的相似性，都是通过信任和声誉机制来帮助企业更好地获取创新所需要的资源，同时信任机制也 

可以对创新的成果给予一定的保护，因此两者之间存在替代的作用。

表7 检验了地区社会资本与个人社会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果显示，与前文结果相似，地区 

社会资本和个人社会资本都会对企业的创新有正向作用，但是两个社会资本的交互项(C _P" )系 

数为负，说明这两项社会资本在影响企业创新决策方面存在着替代的效应。与上述交互结果相似， 

这一结果主要是因为地区和个人社会资本在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作用机制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 

性，地区和个人社会资本都可以帮助企业获取创新所需的资源，促进企业的创新。

表 8 检验了企业社会资本和个人社会资本的相互作用。实证结果显示，在模型中引入两项社 

会资本之后，企业的社会资本仍然对企业的创新决策有正向的影响，但是个人社会资本对企业决策 

的影响不显著，并且交互项的系数（C8C _P " ) 也不显著。这一结果主要说明企业的社会资本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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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创新决策方面相比个人的社会资本具有更强的作用，同时企业层面社会资本和个人层面资本在 

影响创新决策方面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作用。

基于以上的结果，表 9 中进一步将三个层次的社会资本在同一个回归模型中进行检验，来比较 

三个层次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结果与前文的结果相似，地区和企业层级的社会资 

本对于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较为显著，相比而言，个人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相对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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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地区社会资本、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决策

VARIABLES ⑴

In n o va tio n
(2)

R d in te n s ity
(3)

In ta n g ib le
1 . 185 !! 0. 109 !! 1.466

R atepercent
(0.467) (0.046) (4.747)

1.260!!! 0. 111 !! 9.638 !!!
C S R

(0. 142) (0.014) (1.416)

-1.086!! -0.090 ! -9. 862 !!
R  C S R

(0.484) (0.048) (4.999)

C onfi
-0.075 -0.011 -2. 907 !!

(0. 10%) ( 0.011 ) (1. 194)

0.066 0.001 0.324
E d u

(0. 0—) (0.004) (0.515)

A g p
-0.009 -0.000 0.047

(0.006) ( 0.001 ) (0.067)

0. 028 _ 0.001 0. 200!
F irm A ge

(0.010) ( 0.001 ) (0. 117)

F a m ily
-0.114 -0.010 2. 373 !

(0. 106) ( 0.011 ) (1.255)

0. 29广 0. 025 ! -2.099
S n d e r

(0. 140) (0.014) (1.519)

0.001 0.000 -0. 075 !!!
D A ratio

(0.002) (0.000) (0.023)

0. 184^ 0. 010 !! 0.035
Size

(0.029) (0.003) (0.332)

0. 332 ̂ 0.010 2. 963 !!!
R O A

(0.066) (0.007) (0.773)

0. 60广！ 0. 054 !! -0.395
R E S

(0.094) (0.010) (1. 146)

_4. 839 — -0.442 !!! -6.904
C onstan t

(0.608) ( 0.061 ) (6.281)

A d j. R&/ P seud o R& 0.140 0.207 0.00868

O bservations 2,669 2,669 2, 669

注:括号内为系数的标准误， 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 %、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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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地区社会资本、个人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决策

VARIABLES ⑴

In n o va tio n
(2)

R d in te n s ity
(3)

In ta n g ib le

R atepercent
〇. 812 — 0. 093 !! -0.967

(0.265) (0.028) (3. 188)

0.421 ̂ 0.047 !!! 4. 495 !!!PoliconnecC
(0.099) (0.010) (1.234)
- 1.042 — -0. 115 !! -10. 775 !!!R  P o ll
(0. 334) (0.034) (4. 126)

C onfi
-0.101 -0.012 -3.004!!

(0. 103) ( 0.011 ) (1.210)
0.070 0.002 0.360E d u
(0.044) (0.004) (0.519)

A g p
-0.009 -0.000 0.042

(0.006) ( 0.001 ) ( 0.06+ )

0. 036 ̂ 0.001 0. 254 !!F irm A ge
(0.010) ( 0.001 ) ( 0.11+ )

F a m ily
-0.097 -0.011 2. 381 !

(0. 105) ( 0.011 ) (1.262)
0. 290!! 0.023 ! - 1.959G ender
(0. 138) (0.014) (1.525)

0.001 0.000 -0. 075 !!!D A ratio
(0.002) (0.000) (0.023)
0 .1 1  — 0.012 !!! 0.2+4Size
(0.029) (0.003) (0.336)

R O A 0. 385 ̂ 0. 015 !! 3. 477 !!!

(0.066) ( 0.007 ) (0.772)

R E S 0. 649 術 0. 058 !! 0.100
(0.093) (0.010) (1. 150)

- 3. 931 _ - 0. 380 !! -1.662
C onstan t

(0.458) (0.048) (5.317)

A d j. R2/ P seud o R2 0.120 0.173 0.00669

O bservations 2,669 2,669 2, 669

注:括号内为系数的标准误， ”和！ 8 别表示系数在1 2、5%和 102的水平上显著。

表 8 企业社会资本、个人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决策

(1) (2) (3)VARIABLES
In n o v a t.o n R d in te n s ity In ta n g ib le

C S R
1 203 — 0. 099 !! 9. 656 !!!

(0. 158) (0.015) (1.557)

0.188 0.002 6.021
P oliconnect

(0. 358) (0.037) (3.667)

0.034 0.028 -3.584
C S R  P oli

(0. 368) (0.038) (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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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VARIABLES (1)
In n o va tio n

(2)
R d in te n s ity

(3)

In ta n g ib le

C onfi -0. 039 -0.007 -2. 542 !!

(0. 104) ( 0.011 ) (1.208)

0.071 0.002 0.049E d u
(0.043) (0.004) (0.509)

A ge
-0.009 0.000 0.031

(0.006) ( 0.001 ) (0.066)

0. 027 0.000 0.139F irm A ge
(0.010) ( 0.001 ) (0. 117)

F a m ily
-0.127 -0.013 2.314 !

(0. 106) ( 0.011 ) (1.259)

0. 274 !! 0.022 -2.108G ender
(0. 139) (0.014) (1.520)

0.001 0.000 -0.077 !!!D A ratio
(0.002) (0.000) (0.023)
0. 167 — 0. 008 !! -0.068Size
(0.029) (0.003) (0.340)

R O A
0. 319 — 0.008 2.773 !!!

(0.066) (0.007) (0.777)

R E S 0. 605 ̂ 0. 054 !! -0.0+4

(0.093) (0.010) (1. 144)

C onstan t -3. 548 -0. 319 !! -4.304

(0. 390) (0.040) (4.356)

A d j. R /  P seud o  OR 0.140 0.209 0.00842

O bservations 2,669 2,669 2, 669

注:括号内为系数的标准误，!' ”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 2、5%和 102的水平上显著。

表 9 地区社会资本、企业社会资本、个人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决策

(1) (2) (3)

VARIABLES Logit Tobit TobiN
In n o v a t.o n R d in te n s ity In ta n g ib le
1. 367!! 0. 130 !! 2.399

R ateP ercen t
(0.472) (0.046) (4.819)

1. 180^ 0.096 !!! 9. 465 !!!
C S R

(0. 159) (0.015) (1.560)

0.142 -0.002 5.950
P oliconnect

( 0.361 ) (0.037) (3.673)

C onfi
-0.026 -0.005 -2.414!!

(0. 105) ( 0.011 ) (1.207)

0.065 0.001 0.290
E d u

(0.044) (0.004) (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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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VARIABLES
⑴

Logit
In n o va tio n

(2)
Tobit

R d in te n s ity

(3)

TobiN
In ta n g ib le

A ge
-0.010 -0.000 0.039

(0.006) ( 0.001 ) (0.067)

0. 025 !! 0.000 0.159
F irm A ge

(0.010) ( 0.001 ) (0. 118)

F a m ily
-0. 139 -0.013 2. 184 !

(0. 106) ( 0.011 ) (1.258)

0. 283 !! 0. 023 ! -2.236
G ender

(0. 140) (0.014) (1.519)

0.001 0.000 -0. 074 !!!
D A ratio

(0.002) (0.000) (0.023)

0. 171 ̂ 0. 008 !! -0.123
Size

(0.029) (0.003) (0.340)
0. 312 — 0.008 2. 748 !!!

R O A
(0.066) (0.007) (0.776)

0.614 — 0.055 !!! -0.343
R E S

(0.094) (0.010) (1. 146)

_4. 895 — -0.446 !!! -6.758
C onstan t

(0.617) ( 0.061 ) (6.354)

A d j. R2/ P seud o R2 0.143 0.219 0.00917

O bservations 2,669 2,669 2, 669

说明:括号内为系数的标准误，' !：>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 %、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五、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第十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我国民营企业创新活动的 

影响。通过选取地区社会资本、企业社会资本与个体社会资本三个层次的社会资本进行研究，实证 

结果发现，由于社会资本所带来的信任以及声誉机制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更多所需的资源，同时可以 

对创新的成果给予保护，因此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都对企业创新决策有正向的影响。进一步的研 

究发现，地区社会资本与企业社会资本以及个人社会资本之间在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过程中存在 

着替代作用，而相对于企业社会资本，个人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相对有限，且两者之 

间不存在相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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