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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创新是引领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也是具有高创新性和知识密集度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企业管理能力可以帮助企业找到研发方向，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2011年至2021
年1020家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深入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市场竞争对企业

管理能力与创新投入之间的调节作用。并对内生性检验，保障结果的稳健性。本文研究发现，企业管理

能力能够使企业能更好地应对技术发展趋势，从而保持创新的持续性；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起到显著的

调节作用，表明高新技术制造行业上市公司承担的企业社会责任越低，其内部创新程度也相应提升；在

外部产品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况下，管理层对创新的认知和动力将得到提升，进而推动企业的研发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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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porate innovation is a crucial driving force for leading economic growth and constitutes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characterized by high innovativeness and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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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ge intensity. The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of a company can assist in identify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s, exerting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thin the en-
terprise. This study conducts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data from 1,020 high-tech enterprises from 
2011 to 2021 as sample data. It delves into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
ity and market competi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and 
innovation input. The study also performs an endogeneity test to ensure the robustness of the re-
sult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corporate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enable companies to better 
respond to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rends, ensur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innovation. The as-
sump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lays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role, indicating that as 
the level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undertaken by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high-tech man-
ufacturing industry decreases, the degree of internal innovation correspondingly increases. In the 
context of intensifying external competition in product markets, the management's cognition and 
motivation for innovation will be enhanced, thereby driving the company's research and devel-
opment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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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新技术企业是指在科技领域具有显著技术含量、创新性和知识密集度的企业。这些企业通常在研

究、开发和应用高度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方面表现出色，高新技术企业以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为核心，在

创新、研发、人才吸引和知识管理方面投入巨大，以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而管理层则是一个公司

的“软实力”，它关系到一个公司的生存和发展。随着经营环境的日趋复杂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企业管

理者的知识与技巧变得日益重要，并且，管理层作为企业的最高决策层，是企业发展战略的制订、投资

决策的实施、日常经营活动、开展日常经营管理的主要角色。为了应对情况复杂的市场环节，企业管理

者必须将企业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把公司发展的外部环境都考虑进去，征求顾客和供应商的意

见，把握好创新投资的方向。 
现有研究多从管理者行为特征、管理层架构作为研究核心，从而考察管理层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当

前研究表明管理层的创新意识能够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管理层结构对企业创新也能够产生较为明

显的向下辐射效应。当前对于管理层对企业创新影响机制的研究多从企业内部出发，研究管理层自身通

过企业发展战略、投资决策和成本计划调整来实现企业创新。目前，对于管理者行为与企业创新投入之

间的影响效应为对象的研究较为粗泛，更多的是针对企业管理者的具体行为，而对于影响机制方面，多

是从单一路径考察管理者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未全面的对公司治理环境、外部社会和市场环境的

多重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本研究从产品市场竞争、企业社会责任与客户集中度等不同角度深入考虑

企业管理能力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影响关系，填补了这部分研究的空白。 

2. 研究假设 

(一) 企业管理能力、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创新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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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如何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在复杂的竞争环境下获取自身优势，成为了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也是企业相关利益者的关注焦点。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紧密[1]。
市场竞争过于激烈可能导致企业创新投入降低，因为资源被消耗在维持竞争地位上。这种观点在国内外

研究中均有支持[2] [3] [4] [5]。技术创新作为一种战略决策，直接影响着企业内部的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

关系，从而决定着企业如何有效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因此，当技术型管理者所处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较强时，会将更多本用于企业创新的资源投入到履行社会责任中，尤其是对于依赖企业创新的高新技术

企业来讲，过度侧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创新投入，会不利于企业创新。基于以上观点，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企业社会责任越弱，企业管理能力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就越强。 
(二) 企业管理能力、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投入 
当市场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时，企业会自动加大对创新的投资，以求生存和发展，此时，当高管具

备研发相关背景时，更会容易意识到市面上的新产品所投入的人力与物力，在刘冀徽等人在研究中提到，

有研发背景的董事长面对外在压力时，能够优化企业投融资行为，在降低风险的情形下激发企业创新活

力[6]。对于高管而言，其往往受声誉、成就感的影响就越大，面对市场竞争，更易于激发其“斗志”，

具有研发背景的高管具备较深的专业知识，能够在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中为企业创新管理决策提供高效

的指导和建议[7]。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产品市场竞争越强，企业管理能力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就越强。 

3. 研究设计 

(一) 模型构建 

, 0 1 , 2 ,i t i t i t i tInnov officerα α α γ σ ϕ µ= + + + + +  

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其中 0α 表示常数项， ,i tµ 表示复合随机扰动项， iα 表示回归系数。 γ 表示

控制变量， iσ 和 tϕ 分别表示个体、时间和行业–年份固定效应。将企业管理能力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纳入

到基准回归模型中，以考察管理层技特征对企业技术创新是否有正向影响，即验证假设 1 是否成立。 
根据上文假设，将企业社会责任、产品市场竞争、和客户集中度作为调节变量加入回归模型，其中 0α

表示常数项， ,i tµ 表示复合随机扰动项， iα 表示回归系数。 γ 表示控制变量， iσ 和 tϕ 分别表示个体固定

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二) 变量处理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创新。对于企业创新投入(innov)的衡量指标，常用方法为将创新投入金额与营业

收入之比作为衡量指标。这种方法主要考虑到创新投入额与当期的营业收入联系更为密切，可以反映出

企业在创新方面的经济效益。或者以创新投入金额与资产总额之比来衡量。这种方法考虑到企业的资产

规模和财务状况，可以反映企业的创新投入与整体资产规模的关系。由此，本文采用创新投入金额与当

期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作为衡量指标，反映出企业在创新方面的经济效益。同时，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

创新投入金额与资产总额之比来衡量，考虑到企业的资产规模和财务状况，从而更加全面地评估企业的

创新投入水平。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管理能力。企业管理能力(Officer)采用研发背景进行衡量，研发背景指曾经从事研

发创新职业或参与研发创新活动等，采用具有研发背景人数与高管总人数比值进行衡量。本文数据来源

由国泰安数据库、WIND 数据库整理所得。 
调节变量为企业社会责任、产品市场竞争和客户集中度。对于企业社会责任(CSR)，本文选择使用第

三方机构评分来量化企业社会责任。经过对比衡量后选择华证 ESG 指数，该机构不仅公布 ESG 数据整

体，还针对细分项进行公布，其中就包括 CSR 企业社会责任，因此，本研究将采用该指数中企业社会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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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细分项数值。对于产品市场竞争(Com)，本文根据销售费用与总销售额之比来衡量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随着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要想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则需投入更多的营销费用。 
(三) 数据处理 
本研究选择的高新技术产业有：化工原料及化工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

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及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鉴于

中国企业从 2010 年开始全面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本文以 2011~2021 年度八大高科技产业为研究

对象[8]。并对数据进行以下处理：a) 剔除当年 IPO 的上市公司，因为上市公司在发行年的盈利水平与市

场正常期存在显著差异。b) 剔除“ST”和“*ST”企业，这些企业处于退市边缘，会对数据的可靠性、

可靠性产生一定的影响；c) 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因为数据的缺失会造成研究的片面。 
经过对原始资料的整理，共计获得 1020 个样本，为保证资料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在 1%水平下，对

各连续变量作 Winsorize 缩尾处理。 

4. 回归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上表 1 中，Innov 为因变量创新投入，Officer 为自变量企业管理能力，Com、CSR、CC 依次为三个

调节变量产品市场竞争、企业社会责任与客户集中度，其余均为控制变量。从表 1 中可知，创新投入的

最大值为 25.120，最小值为 0.250，平均值是 5.759，标准差为 4.183，说明整体创新投入上下浮动较大；

而就企业管理能力来讲，其最大值为 0.733，说明在管理层中，有 70%以上都具备研发背景，而最小值为

0.053，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高新技术企业中基本都具备研发背景的高管，均值为 0.292，标准差为 0.157，
说明高新技术企业管理层的研发背景存在较大差异。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Obs Mean SD Min Max 

Officer 6489 0.292 0.157 0.053 0.733 

Innov 6489 5.759 4.183 0.250 25.120 

Innov-0 6489 0.029 0.019 0.001 0.106 

Com 6489 0.353 0.590 0.004 3.478 

CSR 6489 4.347 1.725 1.000 8.000 

CC 6489 0.305 0.190 0.050 0.870 

Pro 6489 0.066 0.338 −16.528 1.424 

Size 6489 22.173 1.122 17.806 26.832 

Debt 6489 0.394 0.185 0.011 0.995 

Top1 6489 0.326 0.137 0.042 0.891 

Cf 6489 0.057 0.097 −3.224 2.930 

GDP 11 4.426 0.239 3.888 4.744 

M2 11 5.123 0.280 4.445 5.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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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将企业管理能力(Officer)和企业创新投入(Innov)纳入到基准回归模型中，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所有控制变量后，企业管理能力对企业创新投入的系数为 1.641，并在 1%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管理能力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关研究中，管理层 MD & A 语

调对企业创新投资同样存在正向效应，该实证结果与目前已有研究结论一致[9]。 
 
Table 2. Baseline regression 
表 2. 基准回归 

 Innov 

Officer 
1.641*** 

(0.348) 

Pro 
−1.589*** 

(0.086) 

SIZE 
0.212** 

(0.084) 

Debt 
−2.945*** 

(0.329) 

Top1 
0.007 

(0.006) 

Cf 
−1.728*** 

(0.350) 

GDP 
0.025*** 

(0.006) 

Cons 
10.258 

(41.730) 

固定效应 YES 

N 6049.000 

R2 0.111 

***p < 0.01，**p < 0.05，*p < 0.1。 
 

(三) 稳健性检验 
1) 工具变量法 
本文借鉴严若森，周燃等学者的研究，并基于《新华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对“诚信”的释义，

将与诚信关联词汇确定为：诚信、诚实、真实、真诚、忠诚、道德、信任、信赖、公平、公正。以公司

年报 MD & A 中“诚信”及其关联词汇出现的次数加 1 后取自然对数来衡量管理层诚信承诺(Integity) 
[10]。本文使用管理层诚信承诺作为工具变量，通过选取适当外生工具变量以消除企业管理能力与企业创

新投入之间的内生性。结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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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Instrumental variables 
表 3. 工具变量法 

 弱相关检验 工具变量法回归 

Officer 
 7.616** 

 (8.224) 

Instrumental Variable 
0.0099***  

(0.003)  

Pro 
−0.0009 −1.652*** 

(0.006) (0.157) 

SIZE 
−0.0077*** −0.137 

(0.002) (0.085) 

Debt 
−0.1230*** −4.903*** 

(0.013) (1.070) 

Top1 
−0.0003* −0.009** 

(0.000) (0.004) 

Cf 
−0.0622*** −1.364* 

(0.022) (0.744) 

GDP 
0.0011*** 0.027*** 

(0.000) (0.009) 

Con 
0.4199*** 6.624* 

(0.045) (3.802) 

N 5824  5824 

R2 0.042 0.168 
***p < 0.01，**p < 0.05，*p < 0.1。 
 

2) 滞后项回归 
采用了滞后一期(L1.)和滞后两期(L2.)的企业创新数据，并对基准回归进行了重新执行。结果显示，

滞后一期投资的回归系数为 1.557，滞后两期投资的回归系数为 1.401。这些系数在 1%的显著水平上均具

有统计显著性。采用了滞后一期(L1.)和滞后两期(L2.)的企业创新数据，并对基准回归进行了重新执行。

结果如表 4 显示，滞后一期投资的回归系数为 1.557，滞后两期投资的回归系数为 1.401。这些系数在 1%
的显著水平上均具有统计显著性。 
 
Table 4. Lagged variable 
表 4. 滞后项回归 

 
(1) (2) 

Innov_L1 Innov_L2 

Officer 
1.557*** 1.401*** 

(0.361) (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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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ro 
−0.355*** 0.111 

(0.091) (0.092) 

Size 
−0.217** −0.320*** 

(0.094) (0.109) 

Debt 
−1.125*** −0.578 

(0.356) (0.410) 

Top1 
0.012** 0.003 

(0.006) (0.007) 

Cf 
−1.188*** −0.946** 

(0.372) (0.423) 

GDP 
0.031*** 0.031*** 

(0.004) (0.005) 

Cons 
7.228*** 9.594*** 

(1.950) (2.263) 

固定效应 YES YES 

N 5675 4715 

R2 0.050 0.039 

***p < 0.01，**p < 0.05，*p < 0.1。 

5. 机制检验 

(一) 企业社会责任调节作用 
为了探究企业社会责任是否在企业管理能力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是否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将企

业社会责任(CSR)及其与企业管理能力的交乘项(Officer * CSR)纳入到调节效应回归模型中。实证结果见

表 5，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投入之间的交乘项系数为−0.044，在统计水平为 1%时具有显著性。这意味着，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增强，企业管理能力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被削弱，表现出了负向调节效应。

此结果与现有文献结论一致，基于这一结果，假设 2 成立，即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企业管理能力与创新投

入之间关系的影响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Table 5.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表 5. 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 

 
(1) (2) 

Innov Innov 

Officer 
 1.409*** 

 (0.316) 

CSR 
0.007 −0.003 

(0.022)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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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Officer * CSR 
 −0.044*** 

 (0.005) 

Pro 
−1.689*** −1.657*** 

(0.084) (0.084) 

Size 
0.220*** 0.235*** 

(0.077) (0.077) 

Debt 
−3.423*** −3.247*** 

(0.299) (0.297) 

Top1 
0.008* 0.008 

(0.005) (0.005) 

Cf 
−2.084*** −2.047*** 

(0.330) (0.327) 

GDP 
0.022*** 0.020*** 

(0.004) (0.004) 

cons 
0.074 −0.459 

(1.588) (1.575) 

固定效应 YES YES 

N 7058 7058 

R2 0.112 0.129 
***p < 0.1，**p < 0.05，***p < 0.01。 
 

(二) 产品市场竞争调节作用 
为了研究产品市场竞争是否在企业管理能力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是否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将产

品市场竞争(Com)及其与企业管理能力的交乘项(Officer * Com)纳入到调节效应回归模型中。结果见表 6，
产品市场竞争与创新投入之间的交乘项系数为 0.288，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同时，该交乘项

的符号与主效应一致，表明市场竞争的强度可能促进了企业管理能力对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从而呈现

正向调节的效应，这与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保持一致。假设 3 成立，即市场竞争的强度对企业管理能力

与创新投入之间关系的影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Table 6.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表 6. 产品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 

 
(1) (2) 

Innov Innov 

Officer 
 1.468*** 

 (0.318) 

Com 
0.542*** 0.542***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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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Officer * Com 
 0.288*** 

 (0.196) 

Pro 

−1.688*** −1.681*** 

(0.084) (0.084) 

(0.076) (0.076) 

Debt 
−3.422*** −3.302*** 

(0.299) (0.300) 

Top1 
0.008* 0.007 

(0.005) (0.005) 

Cf 
−2.084*** −2.086*** 

(0.330) (0.329) 

GDP 
0.022*** 0.021*** 

(0.004) (0.004) 

cons 
0.021 0.017 

(1.579) (1.581) 

固定效应 YES YES 

N 7058 7058 

R2 0.109 0.113 

***p < 0.01，**p < 0.05，*p < 0.1。 

6. 结论 

本文选取 2011~2021 年 1020 家高新技术制造行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探究企业管理能力对企业

创新投入的影响，并且在此基础上加入了产品市场竞争、企业社会责任与客户集中度因素，通过分析得

出以下结论：企业管理能力越强，管理人员的技术背景状况愈好，则愈能回应科技发展的潮流，并维持

其持续创新。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越好的公司，会更加关注与重视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越重视企业

内部资源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在本文中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调节作用为负向作用，即企业可能会因为承

担社会责任为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增负”。 
当外部产品市场的竞争水平逐步增强时，管理者对于创新的认识和动机会得到增强，他们会觉得这

个产业有发展的潜质，所以他们会增加对创新的投入，以保持创新的持续，从而加速新产品的出现，从

而获得竞争优势，增强企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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