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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国际经济、战略管理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从宏观视角探讨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地区创新能力的

影响，并利用2010~2015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对地区创新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该效应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对外贸易出口水平较低的地区

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能力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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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
sibil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and uses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unit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5. We found tha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this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areas with low 
levels of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foreign trade exports.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expand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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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企业乃至地区(国家)创新能力，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此，

学者们就影响中国企业或地区创新能力的因素展开了广泛的探讨[1]-[6]，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要素市

场扭曲、产业政策、对外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都是影响地区创新能力的重要因

素。然而，较少有研究关注到地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Nation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后文简称

NCSR)1 的差异对创新能力带来的潜在影响。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积极推动

NCSR，并视为增强地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7]。创新是增强地区竞争力的关键所在[8]，那么 NCSR 是否

是影响地区创新能力又一重要因素？ 
现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后文简称 CSR)与创新能力的研究大多集中在

微观企业层面，认为存在着对创新能力的正向促进作用[9]-[14]：如，CSR 有助于企业吸引、保留和激励

优秀的人才[15] [16]，增强企业创新能力[9]；良好的 CSR 有助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建立广泛深入的关系，

便于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外部知识交流共享，提高创新绩效[17]等。那么，微观企业履行 CSR 对创新能

力的正向促进作用是否能传导到宏观地区层面？现有的研究并未予以明确的回答。 
在宏观层面，地区创新能力的改善不仅仅源自于创新投入的增加，人力资本和内外部知识交流环境

的改善同样起着重要作用[18] [19] [20]，因此本文认为 NCSR 对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第一，NCSR 有助于改善本地人力资本[21]，提高地区创新能力[20]；第二，NCSR 有助于增进地

区企业间的相互信任，提高企业间创新活动的交流、合作水平[7] [22]，改善地区创新能力[6]；第三，NSCR
有助于提高本地企业的产品声誉、减少对外贸易中的“社会责任壁垒”，促进本地产品出口[7] [23]，增

加企业与外部技术市场的交流、学习机会，提高创新能力[24]。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润灵环球(RKS)公布的各地区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平均得分作为 NCSR 的

代理指标，并利用 2010~2015 年中国 30 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 NCSR 对地区创新能力

的影响。研究发现，NCSR 对地区创新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该效应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对外

贸易出口水平较低的地区更为明显。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依然成立。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丰富了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既有相关

文献大多强调诸如市场化进程[2]、对外贸易[24]等因素对地区创新能力的作用，然而较少关注到地区间

企业履行 CSR 的差异带来的影响。本文则基于 NCSR 这一较为独特的视角对此展开探讨，对现有文献形

成了补充。第二，丰富了 CSR 与创新能力的相关研究。现有 CSR 对创新能力的研究大多基于微观企业

视角，较少从宏观视角展开探讨的。尽管部分学者也注意到 NCSR 对地区竞争力的影响[7] [22]，但大多

基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本文则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 NCSR 对地区创新能力带来的影响，

Open Access

 

 

1 说明，地区企业社会责任(NCSR)，强调地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整体水平；后文的企业社会责任(CSR)，指单个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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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供了来自经济转型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据。最后，本文的研究表明，NCSR 有助于促进地区创新能

力，且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产品出口水平较低的地区更为明显，这对于我国政府相关决策部门积极

鼓励、倡导企业履行 CSR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撑。 
本文余下部分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主要从理论上分析了 NCSR 影响地区创新能力

的作用机理；第三部分为实证模型和数据来源说明；第四部分为数据分析，实证检验了 NCSR 对地区创

新能力的影响；最后，第五部分为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启示。 

2. 理论分析 

2.1. CSR 与 NCSR 

CSR指企业的行为和政策在恪守经济、社会和环境底线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利益相关者的预期[25]。
如，企业关注员工的权益，为员工提供良好的生活、工作和发展环境；注重与股东、供应商、政府、社

区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交流沟通；向客户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等。由于充分考虑了利益相关者预期，良

好的 CSR 行为有助于企业吸引和保留高素质的人才[15] [16]、改善企业声誉[26]、与利益相关者保持良好

关系[17]、缓解融资约束[27] [28]、降低企业风险[29]等，从而增强了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宏观层面上，

NCSR 主要体现为地区企业履行 CSR 的整体情况[7]。NCSR 表现越好，表明该地区企业普遍对员工、股

东、供应商、客户、政府和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 CSR 关注度较高、履行程度越好。地区企业良好的 CSR
行为有助于改善本地的形象声誉、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从而增强地区竞争力[7]。 

2.2. NCSR 与地区创新能力 

创新是增强企业乃至地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作为一种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活动，

地区创新能力的提高不仅仅源自于创新投入的增加，人力资本和内外部知识交流环境的改善同样起着重

要作用[18] [19] [20]。正如下文所阐述的，本文认为 NCSR 通过改善本地的人力资本、促进地区内外部的

知识交流，存在着对地区创新能力的正向促进作用，具体而言： 
首先，NCSR 有助于改善本地人力资本，促进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良好的 NCSR 水平表明该地区

企业普遍重视员工的权益，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培训发展机会、工作环境等，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工作技能

和工作积极性，从而改善地区人力资本[21]。不仅如此，本地企业普遍履行对员工的 CSR 行为，还能向

其他地区求职者传递诸如本地企业良好的工作环境、福利待遇等信息，有助于改善本地区企业形象声誉、

缓解地区间求职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强对外界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度[22]，进一步改善本地的人力资本

水平。人力资本是影响地区创新(技术)知识的消化吸收能力、二次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20]，直接影响者

创新活动的产出绩效[30]。因此，NCSR 改善了本地的人力资本，存在着对地区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 
第二，NCSR 有助于改善本地的社会资本，促进地区企业间的知识交流，增强地区创新能力。良好

的 NCSR 表明地区企业普遍较为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注重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流沟通，有助于缓解企

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增进企业间的相互信任，改善地区的社会资本[7]。而社会资本有助于促进企业间包

括创新知识在内的信息充分交流、共享，提升地区企业的创新能力[6] [18] [31]。与此同时，良好的信任

环境还有助于增进企业间的合作创新[32]，进一步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即是，由 NCSR 改善的社会资

本存在着对地区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 
第三，NCSR 有助于促进本地企业产品出口，增加企业对外学习交流的机会，提高地区创新能力。

研究表明，产品出口有助于增加企业与外部技术市场的学习交流机会，增强创新能力，存在着“出口学

习”效应[33]。对于本地企业而言，地区企业良好的 CSR 行为表明本地企业普遍重视产品质量、员工权

益等，有助于改善本地企业的形象声誉，缓解与外部经济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促进产品的出口[7]。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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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叶迪和朱林可(2017) [34]的研究发现，本地企业出口的同类产品质量声誉越高，越有助于缓解本地

产品质量的信息不对称，促进本地区产品的出口。进一步地，在国际贸易中，CSR 如企业对劳动者(员工)
的社会保障、劳动待遇、劳动权利、劳动技术标准等，日益成为贸易的“壁垒”(即“社会责任壁垒”)，
影响着地区产品出口[23]。而地区企业的良好 CSR 行为，表明本地区的企业较为重视包括员工权益在内

的 CSR，有助于规避“社会责任壁垒”，促进产品的出口。即是 NCSR 促进了本地产品的出口，增加企

业对外学习交流的机会，提高了地区创新能力。 
综上所述，NCSR 有助于改善本地的人力资本、促进地区企业内外部的知识交流，存在着对地区创

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H1： 
H1：NCSR 促进了地区创新能力。 

2.3. 区域异质性、NCSR 与地区创新能力 

进一步的，本文认为，区域异质性特征可能会影响 NCSR 对地区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首先，人力

资本方面，在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其人才已高度集聚，创新能力较强，通过改善人力资本来提升

创新能力的边际效应较低；与之对应的，在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地区，人才资源较为稀缺，亟需吸引外

部人才、培养内部人力资本来提升其创新能力。如前所述，NCSR 可增强对外部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和改

善本地人力资本，因此在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地区，NCSR 对地区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可能更强，即假

说 H2： 
H2：较于人力资本较高的地区，NCSR 对地区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在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地区更为

明显。 
类似的，地区社会资本的差异同样可能会影响 NCSR 的作用：在社会资本较高的地区，企业间的交

流合作水平较高，信息交流较为活跃，创新活动协作程度较高[6]，通过改善社会资本来提升创新能力的

边际效应较低；而在社会资本较低的地区，企业间互信合作水平不足，信息交流较少，创新活动协作分

工程度较低，社会资本的提升对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可能更强。由于 NCSR 有助于改善地区企业间的社

会信任，促进企业间的合作、知识交流[7]，因此在社会资本较低地区，NCSR 对地区创新能力的边际促

进作用可能更强，即假说 H3： 
H3：较于社会资本较高的地区，NCSR 对地区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在社会资本水平较低的地区更为

明显。 
在对外经济活动方面，在出口水平较高的地区，其产品往往已被国外市场所认可，通过改善产品声

誉等来促进产品出口的边际效应较低。而在出口水平较低的地区，其产品被国外认可度还不够，通过改

善本地企业产品声誉等来促进产品出口的边际效应可能更强。由于 NCSR 有助于改善本地产品声誉、规

避对外贸易中的“社会责任壁垒”等，能有效促进本地产品的出口，显著增加了本地企业对外学习交流

的机会，因此在出口水平较低的地区，NCSR 对地区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即假说 4： 
H4：较于出口水平较高的地区，NCSR 对地区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在出口水平较低的地区更为明显。 

3. 模型构建和数据说明 

3.1. 模型构建 

为考察 NCSR 对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本文构建模型如下： 

0it it it i itINOV a NCSR Coltrolβ λ µ ε= + + + +                      模型(1) 

其中，被解释变量 INOVit表示地区创新能力。借鉴刘焕鹏和严太华(2015) [35]的做法，本文使用每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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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量来衡量地区创新能力(PAV)，即地区专利申请总量与总人口的比值。每万人专利申请量越高表

示该地区的创新能力越强。为缓解数据的异方差问题，我们对该指标做对数处理。 
核心解释变量。NCSR 表示地区企业履行 CSR 的整体水平，借鉴 Boulouta 和 Pitelis (2014) [7]采用地

区上市公司 CSR 的平均得分作为衡量该地区 NCSR 水平的做法，结合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采用由润灵环

球(RKS)根据上市公司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级得分的地区均值来衡量该地区 NCSR 指标。上市公司

是地区中最优秀的企业代表，其行为往往是地区其他企业模仿和跟进的“标杆”，因此上市公司对 CSR
的重视程度、履行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该地区企业对 CSR 的重视程度和履行情况。NCSR 得分越

高表明该地区企业履行 CSR 的总体水平越高，对 CSR 的重视程度越大。根据理论预期，NCSR 指标的估

计系数符号显著为正。为缓解数据的异方差问题，本文对该指标做对数处理。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结合相关研究[2] [3] [5] [6] [20] [24] [36] [37] [38]，本文控制地区人力资本(CAP)、

社会资本(SC)、产品出口(EXP)、外商直接投资(FDI)、市场化程度(MARKET)、政府经济介入度(GOV)
和产业结构(IND2)等可能影响地区创新能力的变量。其中，人力资本，使用各地区 6 岁以上受大专及以

上学历教育人数的占比来衡量；社会资本，借鉴严成樑(2012) [6]的研究，使用移动电话普及率(人均拥有

电话数)作为代理变量；产品出口，使用地区进口总额占地区 GDP 比例作为产品出口的代理变量；外商

直接投资，使用外商投资额占地区 GDP 比值来衡量；市场化程度，使用樊纲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政府

经济介入度，使用地区政府支出占地区 GDP 的比值来衡；产业结构，使用第二产业 GDP 占地区总 GDP
的比例来衡量。 

3.2. 数据说明 

本文选择 2010~2015 年间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大陆 30 个省级行政单位作为研究样本 2。数据主要来源

于《中国统计年鉴》、润灵环球责任评级(RKS)数据库、王小鲁等的“中国市场化八年进程报告”3。其

中，地区企业社会责任数据来自于润灵环球责任评级数据库，市场化程度来自于王小鲁等的“中国市场

化八年进程报告”，其他相关指标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ajor variables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AV 180 1.999 1.078 0.067 4.277 

NCSR 180 3.594 0.154 3.098 3.943 

CAP 180 0.121 0.063 0.053 0.423 

SC 180 0.856 0.247 0.409 1.895 

EXP 180 0.302 0.353 0.036 1.548 

FDI 180 0.299 0.286 0.048 1.639 

MARKET 180 6.307 1.851 2.22 10.65 

GOV 180 0.237 0.101 0.106 0.627 

IND2 180 0.474 0.08 0.197 0.59 
 

从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来看，各变量均落在合理的区间。其中，每万人专利申请量(对数)在
0.067~4.277 之间，标准差为 1.078，表明各地区间创新能力差异较大；地区间 NCSR 得分(对数)在

 

 

2说明，在主要变量中，西藏的数据存在缺失。 
3资料来源：http://finance.qq.com/a/20160414/041777.htm。其中 2015 年各地区市场化指数采用平滑法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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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8~3.943 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地区间 NCSR 的差异可能是影响地区创新能力的原因之一。 
图 1 汇报各地区 NCSR 得分与每万人专利申请量的散点图。不难发现，NCSR 与每万人专利申请量

呈显著的正相关线性关系。图 1 初步印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 1，NCSR 促进了地区创新能力。 
 

 
Figure 1. Scatter of NCSR and PAV 
图 1. 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平均得分与每万人专利申请量 

4. 数据分析 

4.1. NCSR 与地区创新能力 

根据模型(1)，表 2 汇报了 NCSR 对地区创新能力影响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4。在第(1)列中，NCSR
指标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第(2)~(6)列中我们分别逐步增加了市场化程度、政府经济

介入度、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产品出口、外商直接投资等控制变量，结果发现 NCSR 指标

的估计系数依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现出较好的稳健性。表 2 的结果表明，地区企业履行 CSR
的整体水平越好，其创新能力越强，这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 H1，即作为增强地区差异化竞争优势的

NCSR 战略促进了地区创新能力，存在着对产业升级、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效应 5。 
在控制变量中，市场化程度对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表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改善

技术创新市场的资源配置，促进了地区创新能力[2]。政府经济介入度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这与吴芸(2014) [36]的研究是一致的，即政府对创新活动的干预，有助于提升企业乃至地区创新

能力。产业结构对地区创新能力存在正向影响作用，但并不明显。社会资本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

对地区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9]。产品出口对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显著为正，这与李平和姜丽

(2015) [24]的研究是一致的，即对外贸易出口，特别是出口中间投入品对地区的技术创新有着明显促进作

 

 

4 在正式数据分析之前，我们分别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参数估计，豪斯曼检验的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更适合，

故本文仅汇报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下同。 
5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本文逐步加入人力资本等可能影响地区创新能力的控制变量后，企业社会责任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这表明

还存在着其他企业社会责任可能影响地区创新能力的渠道，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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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提升了地区创新能力。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对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不明显，其可能

的原因在于两者与 NCSR 存在一定的共线性。 
 
Table 2. Regression of NCSR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表 2. NCSR 与地区创新能力 

 (1) (2) (3) (4) (5) (6) 

NCSR 2.501*** 1.080*** 1.060*** 0.708*** 0.559*** 0.562*** 

 (13.99) (5.08) (4.92) (3.55) (2.99) (2.99) 

MARKET  0.226*** 0.217*** 0.142*** 0.153*** 0.152*** 

  (5.18) (4.71) (3.33) (3.86) (3.84) 

GOV  7.671*** 7.461*** 6.643*** 7.566*** 7.569*** 

  (5.11) (4.84) (4.83) (5.89) (5.87) 

IND2  0.241 0.333 0.733 0.674 0.690 

  (0.30) (0.40) (0.99) (0.98) (1.00) 

CAP   0.828 −0.326 0.918 0.891 

   (0.62) (−0.27) (0.81) (0.78) 

SC    1.328*** 1.426*** 1.442*** 

    (6.28) (7.26) (7.11) 

EXP     1.320*** 1.362*** 

     (5.05) (4.70) 

FDI      0.100 

      (0.33) 

Constant −6.992*** −5.241*** −5.206*** −4.461*** −4.814*** −4.883*** 

 (−10.88) (−6.44) (−6.37) (−6.06) (−7.03) (−6.81) 

Observations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R-squared 0.568 0.728 0.729 0.787 0.820 0.820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 t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4.2. 区域异质性、NCSR 与地区创新能力 

接下来，本文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产品出口等三个地区异质性特征考察 NCSR 对地区创新能力

的影响。表 3 的第(1)~(3)列汇报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人力资本水平、社会资本和地区出口水平的交互作用

结果。第(1)列中 NCSR 与人力资本水平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 NCSR 在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地区

对地区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强。这印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 H2。第(2)列中 NCSR 与社会资本的交互项

系数为负，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较于社会资本较高的地区，NCSR 在社会资本较低的地区对创新

能力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这印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 H3。最后，第(3)列中 NCSR 与产品出口的交互项

系数为负，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较于对外产品出口水平较高的地区，NCSR 在产品出口水平程度

较低的地区对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大，这印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 H4。 
表 3 的结果较好的验证了 NCSR 对地区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受地区异质性的影响。不仅如此，表 3

的结果还验证本文提出的机理假说，即是 NCSR 通过优化地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促进对外产品出口

等，提升了地区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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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Regional heterogeneity, NCSR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表 3. 区域异质性、NCSR 与地区创新能力 

 (1) (2) (3) 

NCSR 1.505*** 2.283*** 0.783*** 

 (4.33) (4.56) (3.80) 

NCSR*CAP −9.132***   

 (−3.18)   

NCSR*SC  −2.310***  

  (−3.69)  

NCSR*EXP   −1.514** 

   (−2.42) 

MARKET 0.157*** 0.152*** 0.160*** 

 (4.09) (4.00) (4.10) 

GOV 6.873*** 6.366*** 6.973*** 

 (5.42) (4.98) (5.40) 

IND2 0.380 0.167 0.594 

 (0.56) (0.25) (0.87) 

CAP 34.633*** 0.872 1.399 

 (3.25) (0.80) (1.22) 

SC 1.340*** 9.824*** 1.446*** 

 (6.74) (4.31) (7.25) 

EXP 0.743** 0.518 6.367*** 

 (2.18) (1.44) (3.05) 

FDI 0.306 0.090 −0.165 

 (1.03) (0.31) (−0.53) 

Constant −7.861*** −10.301*** −5.369*** 

 (−6.75) (−6.35) (−7.32) 

Observations 180 180 180 

R-squared 0.832 0.836 0.827 

4.3.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模型可能由变量测量误差导致的估计偏误，以及逆向因果、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为

使研究结论更为可靠，本文还做了以下四方面的稳健性检验。 

4.3.1. 更换被解释变量 
借鉴周黎安和罗凯(2005) [40]的做法本文使用每万人专利授权量(GAP)作为衡量地区创新能力的代

理指标，回归结果见表 4 的第(1)~(5)列，同样在逐步加入人力资本等控制变量后 NCSR 指标的估计系数

依然均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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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Robustness Test: Alteration of independent variable (GAP) 
表 4. 稳健性检验：更换被解释变量(GAP) 

 (1) (2) (3) (4) (5) 

NCSR 0.659*** 0.657*** 0.449** 0.346* 0.354* 

 (3.59) (3.53) (2.43) (1.93) (1.97) 

MARKET 0.231*** 0.230*** 0.186*** 0.193*** 0.192*** 

 (6.12) (5.78) (4.70) (5.08) (5.05) 

GOV 6.934*** 6.918*** 6.434*** 7.070*** 7.077*** 

 (5.36) (5.20) (5.06) (5.73) (5.73) 

IND2 −0.681 −0.674 −0.437 −0.478 −0.436 

 (−0.97) (−0.94) (−0.64) (−0.72) (−0.66) 

CAP  0.064 −0.619 0.238 0.168 

  (0.06) (−0.56) (0.22) (0.15) 

SC   0.786*** 0.853*** 0.894*** 

   (4.02) (4.52) (4.61) 

EXP    0.910*** 1.017*** 

    (3.63) (3.67) 

FDI     0.259 

     (0.91) 

Constant −3.727*** −3.725*** −3.284*** −3.527*** −3.707*** 

 (−5.31) (−5.27) (−4.82) (−5.37) (−5.40) 

Observations 180 180 180 180 180 

R-squared 0.745 0.745 0.770 0.790 0.791 

4.3.2. 更换关键解释变量 
本文使用地区社会责任报告自愿发布率(NCSR1)作为衡量该地区 NCSR 的代理变量 6：我国企业社会

责任报告发布情形可分为应规和自愿两种，其中应规为企业应政府相关部门的强制要求而发布的社会责

任报告，自愿则为企业自愿积极主动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企业自愿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行为更能体现出

企业的 CSR 意识，企业 CSR 履行情况往往更好，能较好的体现出企业的主动性和战略性[28]。很明显，

较于强制应规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行为，企业的自愿发布行为更能体现出企业对 CSR 的重视程度。因此，

地区企业自愿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比重越高，表示该地区企业对 CSR 的重视程度越高，CSR 履行越好。

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更换解释变量后的 NCSR 指标估计系数依然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Alteration of dependent variable (NCSR1) 
表 5. 稳健性检验：更换关键解释变量(NCSR1) 

 (1) (2) (3) (4) (5) 

NCSR1 0.782*** 0.785*** 0.519*** 0.467*** 0.469*** 

 (3.91) (3.94) (2.89) (2.84) (2.84) 

MARKET 0.326*** 0.300*** 0.192*** 0.191*** 0.191*** 

 (8.51) (7.09) (4.72) (5.15) (5.13) 

 

 

6为缓解数据的异方差问题，该指标做加 1 后取对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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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GOV 9.239*** 8.667*** 7.372*** 8.153*** 8.159*** 

 (6.20) (5.62) (5.39) (6.47) (6.46) 

IND2 1.385 1.584* 1.579** 1.395* 1.415** 

 (1.59) (1.80) (2.04) (1.97) (1.98) 

CAP  1.876 0.290 1.495 1.471 

  (1.38) (0.24) (1.32) (1.29) 

SC   1.402*** 1.473*** 1.489*** 

   (6.64) (7.61) (7.45) 

EXP    1.400*** 1.441*** 

    (5.40) (5.00) 

FDI     0.098 

     (0.33) 

Constant −3.109*** −3.134*** −3.078*** −3.789*** −3.852*** 

 (−4.59) (−4.64) (−5.19) (−6.79) (−6.51) 

Observations 180 180 180 180 180 

R-squared 0.711 0.714 0.781 0.818 0.819 

4.3.3. 考虑逆向因果关系 
考虑到 NCSR 与地区创新能力之间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本文将 NCSR 指标做滞后一期处理

(L.NCSR)，结果见表 6 的第(1)~(5)列。滞后一期的 NCSR 指标估计系数同样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

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Table 6. Robustness Test: Lag of dependent variable (L.NCSR) 
表 6. 稳健性检验：关键解释变量做滞后处理(L.NCSR) 

 (1) (2) (3) (4) (5) 

L.NCSR 1.087*** 1.082*** 0.925*** 0.858*** 0.854*** 

 (5.37) (5.32) (4.62) (4.58) (4.55) 

MARKET 0.167*** 0.160*** 0.116** 0.117*** 0.113*** 

 (3.87) (3.53) (2.57) (2.77) (2.67) 

GOV 5.560*** 5.383*** 5.714*** 7.547*** 7.537*** 

 (3.69) (3.47) (3.84) (5.20) (5.18) 

IND2 −0.030 0.045 0.602 0.962 0.959 

 (−0.04) (0.05) (0.74) (1.26) (1.25) 

CAP  0.661 0.485 1.451 1.334 

  (0.52) (0.40) (1.26) (1.14) 

SC   0.828*** 1.090*** 1.136*** 

   (3.36) (4.59) (4.62) 

EXP    1.222*** 1.369*** 

    (4.27)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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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FDI     0.288 

     (0.74) 

Constant −4.158*** −4.170*** −4.387*** −5.480*** −5.594*** 

 (−4.37) (−4.36) (−4.78) (−6.14) (−6.16) 

Observations 150 150 150 150 150 

R-squared 0.666 0.667 0.697 0.739 0.740 

4.3.4. 工具变量回归 
为缓解可能由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尝试使用 1997 年各地工会会员入会率(UNION)作为

各地 NCSR 的工具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会统计年鉴》。其理由在于，一方面，各地区工会会员入

会率能体现出各地企业对员工责任(权益)的重视程度，而对员工的社会责任是企业的首要责任[41]，因此

该指标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该地区企业对 CSR 的重视程度，即变量与该地区企业履行 CSR 水平相关。

另一方面，地区企业过去的 CSR 水平与当前技术创新能力的相关性较为小，满足外生性要求。此外，样

本中的重庆市于 1997 年直辖，基于样本覆盖面的考虑，本文选择以 1997 年为时间节点。表 7 汇报了使

用工具变量后的估计结果，企业社会责任的估计系数依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

成立，即 NCSR 有助于改善地区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促进产品出口等提升地区创新能力。 
 
Table 7. Robustness Test: Regression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 
表 7. 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再估计 

 (1) (2) (3) (4) (5) 

NCSR 3.187*** 3.296*** 2.555*** 2.469*** 2.513*** 

 (6.56) (6.39) (5.02) (4.95) (4.96) 

MARKET −0.007 −0.002 0.007 0.013 0.009 

 (−0.10) (−0.02) (0.11) (0.21) (0.15) 

GOV 3.385 3.551 4.006** 4.612** 4.562** 

 (1.61) (1.64) (2.17) (2.53) (2.48) 

IND2 −0.268 −0.427 −0.011 −0.058 −0.032 

 (−0.25) (−0.39) (−0.01) (−0.06) (−0.03) 

CAP  −1.277 −1.450 −0.612 −0.709 

  (−0.71) (−0.94) (−0.40) (−0.45) 

SC   0.778*** 0.840*** 0.868*** 

   (2.61) (2.89) (2.91) 

EXP    0.899** 0.993** 

    (2.52) (2.53) 

FDI     0.248 

     (0.62) 

Constant −10.086*** −10.320*** −8.662*** −8.938*** −9.189*** 

 (−7.21) (−7.07) (−6.33) (−6.87) (−6.75) 

Observations 180 180 180 18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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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论与启示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创新能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当前学界关注的焦点，然而

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到地区间企业履行 CSR 水平差异带来的潜在影响。借鉴 Poter (1990) [42]等强调的企业

战略影响地区获取(改善)资源的思路，基于国际经济、战略管理和 CSR 理论，本文指出 NCSR 通过改善

地区人力资本、提升地区内外部知识交流环境，进而增强了地区创新能力。以润灵环球上市公司的地区

平均企业社会责任得分作为 NCSR 的代理指标，利用 2010~2015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这一

假说。研究发现，NCSR 的确存在着对地区创新能力的促进效应，且该效应在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

对外贸易出口水平较低的地区更为明显。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选择将 NCSR 作为增强本地持续竞争优势的差异化战略，本文则为

之提供了来自经济转型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支撑。本文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政府部门积极鼓励、倡导企

业履行 CSR，实施 NCSR 战略的非制度化建设有助于实现社会和谐与经济增长的“共赢”：在当前我国

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仅面临着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同时也面临来自企业诸如“产品质量安

全问题”、“环境污染”、“劳资冲突”等非 CSR 行为对社会和谐发展带来的负面冲击，民众对企业履

行 CSR 的呼声日趋强烈。对此，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相关部门可因势利导，积极鼓励企业积极履

行 CSR，不仅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增进社会福利，还存在着对产业转型升级、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 
当然，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如，在 NCSR 的指标选择上，本文仅选择润灵环球地区上市公

司企业社会责任平均得分作为其代理变量，该指标可能并不能全面精准地衡量地区企业对 CSR 的重视和

履行程度；同时，不同地区企业对 CSR 的侧重可能存在差异(如，侧重对员工 CSR、客户 CSR 等)，也可

能会影响其对地区创新能力的作用，但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并未对此进行完善和深入的探讨，未

来的研究可针对以上不足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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