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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科技的飞速发展，企业面临着空前的机遇与挑战。企业为了抓住时代发展的机

遇，企业就必须不断追求创新，提高创新能力。此外，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不仅是政府一直以来对企业

的深切期望。所以，创新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在提高创新能力的过程中，企业风险水平的承担

程度也会影响社会责任的履行。本文基于数据库提供的相关财务报表信息，结合实证方法，分析创新能

力、风险承担水平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创新能力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呈现倒U型。创新能力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企业风险承担

能力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显著的负影响。本研究丰富了现有对于创新能力的研究，以期为企业提供一些

新的视角以及有价值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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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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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ses are facing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order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enterprises must constantly pursue innovation and improve their 
innovation ability. In addition, the fulfillmen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not only what 
the government has deeply expected of enterprises. Therefore, innovation will affect the perfor-
man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the innovation ability, the 
degree of commitment of corporate risk level will also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social responsi-
bility. Based on the relevant financial statement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database and com-
bined with empirical metho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on ability, 
risk taking level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innovation a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SR, and this impact is inverted U-shaped. Innovation a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nterprise risk bearing ability, and the enterprise risk bearing 
a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is research enrich-
es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innovation ability,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new perspectives and val-
uable enlightenment for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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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科技的飞速发展，企业面临着空前的机遇与挑战。企业为了抓住时代发

展的机遇，顺应时代对科技发明与创新深层次的需求趋势，最终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站住脚跟，企业

就必须不断追求创新，提高创新能力，让高质量科技引跑未来。此外，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不仅是政

府一直以来对企业的深切期望，也是当今社会体现人文关怀和温暖的重要方式，也成为了企业持续发

展的关键因素。由此，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中，如何既能提高自己的创新实力，搏击未来高增长

的经济长空，又能保持企业现下高质量地持续发展，为企业搏击长空不断积蓄力量，成为了企业关注

的焦点。 
在当今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创新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和实现持续增长的关键驱动力(习近平，

2023 [1])。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创新能力成为企业赢得市场份额和消费者认可的重要因素。

高质量的创新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提升产品或服务的质量，还可以帮助企业在市

场中树立良好的形象，进而提升企业的整体价值。此外，随着公众对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日益关注，

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了企业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社会责任不仅反映了企业的道德和伦理观念，

还关乎企业的长期经济利益和社会声誉。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通常能获得消费者和社会的认可，

进而提升其品牌形象和价值。同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可以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和士气，从而提升企业

的内部效率和质量(张兆国，2008 [2])，最终使得企业保持高质量持续性的发展。所以如何提高创新能力，

通过创新能力提高公司价值，最终能更好地履行企业责任成为企业管理者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解决

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各种风险。风险承担水平是企业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和应对策略，

保障企业稳健发展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创新能力、风险承担水平和企业社会责任并非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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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首先，创新能力可能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创新能力越高的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越好，

企业愿意履行社会责任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次，创新能力可能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最后导致履行

企业社会责任出现偏差。最后，高质量的创新项目通常需要更高的投入和更长的时间周期，因此可能产

生更高的风险，最终可能影响其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和评价，以及基于实际数

据的统计分析，以风险承担水平、企业价值为中介，探讨创新能力企业和社会责任之间的相互关系。论

文共分为八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概述研究背景、目的；第二部分至第五部分分别探讨创新能力、风

险承担水平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第五六部分则进行稳健性分析；第七部分为结论和不

足，总结研究结果并提出相关建议。本文将深入探讨创新能力、风险承担水平以及企业社会责任这三个

重要方面，以期为企业提供一些新的视角以及有价值的启示。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创新能力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 

创新是现今企业核心竞争力之一，而且国家也提出高质量发展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政治站位(习近

平，2023 [1])，所以创新能力就显得更加重要。创新能力是企业在产品和服务开发过程中，不断进行改

进和提高，以实现高质量的创新成果。这种高质量的创新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企业价值，而

且能够促进可持续发展(杜丽贞，2022 [3])。企业通过不断进行创新和质量改进，能够满足市场需求，提

高客户满意度，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同时，这种高质量的创新也有助于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减少

资源消耗，进一步促进可持续发展(肖陈雨，2021 [4])。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是企业在商业活动过程中，积极承担对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责任，努力实现

可持续发展(史永东，2023 [5])。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能够提高企业的声誉和品牌价值，加强与客户和消

费者的关系，同时也有助于提高企业内部的员工士气和降低运营成本。 
创新能力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创新能力可以提高企业的经济绩效和

社会价值，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更多的资源和能力。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可以激发员工

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创新能力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呈现倒 U 型。 

2.2. 创新能力、风险承担水平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 

在创新过程中，创新能力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关系。在短期内，创新能力与风险承担之

间可能存在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创新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而高质量的创新成果往往需要更长

时间的研究和试验。在短期内，企业可能面临较高的风险，因为它们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资源来推动

创新的进程。 
此外，风险承担与企业责任承担之间可能存在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企业责任承担意味着企业需要

考虑到其行为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并采取措施来减少其负面影响。一方面，在承担责任的同时，企业

可能需要采取更加谨慎的决策，以避免承担过高的风险。另一方面，过高的风险会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

企业可能会采取稳健性策略，减少承担社会责任的费用，为不确定的情况做准备。根据上述理论分析，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二：创新能力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对企业社会责任

承担显著的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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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数据选自 2006 到 2022 年相关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了相对应的处理：删除了金融公司；删除了数据不

全的公司；删除了 ST 以及 ST*的公司，最后得到 39130 个样本。创新能力是采用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

观设计专利的总申请加上 1 的对数，再按照 3:2:1 进行加权比重取值，具有较强的客观性。社会责任履行情

况是润灵环球社会责任报告评级数据库中整体性，内容性，技术性，行业性四个维度按照 6:9:3:2 权重综合

构建，具有较强的客观性(详见表 1)。相关上市公司数据和财务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以及润灵环球社会

责任报告评级数据库，并对所有连续数据用 stata18.0 进行了 1%和 99%分位数上缩尾和缺失值处理。 

3.2. 变量设定  

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on 
表 1. 变量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解释 

润灵 esg 表示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是使用润灵环球社会责任报告评级数据库中整体性，内容性，技术性，行

业性四个维度按照 6:9:3:2 权重综合构建。 
商道 esg 商道平台社会责任报告评级赋值，A+等级赋值为 8，A−赋值为 7，依次往下。 

Patent 表示创新情况，是采用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总申请加上 1 的对数，再按照 3:2:1
进行加权比重取值。 

Patent 
_Award 

表示创新情况，是采用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总授予加上 1 的对数，再按照 3:2:1
进行加权比重取值。 

risk 表示使用年度行业均值调整的总资产收益率的未来五期滚动标准差 
TobinQ 表示公司价值 = (非流通股市值 + 流通股市值 + 负债市值的)/总资产 

Size 表示公司规模 
Lev 表示资产负债率 

ROA 表示总资产净利润率 
ROE 表示净资产收益率 
ATO 表示总资产周转率 

Growth 表示营业收入增长率 
Top1 表示第一股东持股比例 
SOE 表示股权性质 

FirmAge 表示公司成立年限 

Mfee 表示管理费用率 

说明 文中 L，L2，L3 分别表示对应变量的滞后一期，滞后两期和三期。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3. 模型设计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检验 Patent 与润灵 esg 的关系并构建回归模型，式中，Controls 为控制变量集合；

ind 和 year 是控制的固定量；εi 为随机误差项，如式(1)所示。 

0 1 1 2esg Patent iControls year ind iβ β ω η η ε= + + + + +润灵                    (1) 

为检验 risk 的中介关系，本文构建回归模型，如式(2)所示。 

0 2 1 2risk Patent iControls year ind iβ β ϖ η η ε= + + + + +                     (2) 

为进一步检验 Patent 对润灵 esg 的影响，以及 risk 和 TobinQ 的中介作用，本文构建回归模型，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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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示 

0 3 4 1 2esg Patent risk iControls year ind iβ β β ϖ η η ε= + + + + + +润灵               (3) 

4. 模型选定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le 2. Descriptive analysis 
表 2. 描述性分析 

Variable N Mean p50 SD Min Max 
润灵 esg 39130 0.0860 0 0.425 0 2.920 

Patent 39130 3.075 3.401 2.050 0 7.644 
risk 39130 0.0400 0.0290 0.0350 0.00500 0.194 

TobinQ 39130 2.012 1.598 1.276 0.850 8.338 
Size 39130 22.17 21.98 1.333 14.94 28.64 
Lev 39130 0.433 0.428 0.207 0.00700 1.990 

ROA 39129 0.0410 0.0390 0.0740 −1.324 1.285 
ROE 39093 0.0570 0.0730 0.465 −75.89 2.379 
ATO 39127 0.677 0.559 0.564 −0.0480 12.37 

Growth 39118 4.173 0.110 684.8 −1.309 134607 
Top1 39092 0.345 0.323 0.151 0.00300 0.900 
SOE 39130 0.384 0 0.486 0 1 

FirmAge 39130 2.870 2.890 0.365 0.693 4.174 
Mfee 39127 0.164 0.0680 14.28 −0.757 2825 

 
润灵 esg：它有 39130 个观察值。这个变量的平均值是 0.0860，中位数是 0，标准差是 0.425，最小

值是 0，最大值是 2.920。Patent：它的平均值是 3.075，中位数是 3.401，标准差是 2.050，最小值是 0，
最大值是 7.644。这表明 Patent 的值普遍较高，且存在较大的波动。risk：它的平均值是 0.0400，中位数

是 0.0290，标准差是 0.0350，最小值是 0.00500，最大值是 0.194。这表明 risk 的值普遍较低，且存在较

大的波动(详见表 2)。 
由于本文重点以风险承担水平为中介，探讨创新能力企业和社会责任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在下面

的实证分析中，省去控制变量列出，但考虑控制变量对实证的影响以及方便读者阅读，在下面的实证中，

用 controls 代表全部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加入实证后，表格中用√号代替。 

4.2. 相关性统计分析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3. 相关性分析 

 润灵 esg Patent risk 
润灵 esg 1   

Patent 0.197*** 1  
risk −0.056*** −0.110*** 1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 ** p < 0.05, *** p < 0.01. 
 
从给出的数据可以看出，润灵 esg 与 Patent 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系数为 0.197，***)。这意味着公司

的专利数量或质量越高，其 ESG 表现也可能越好。润灵 esg 与 risk 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系数为−0.056，
***)。这意味着公司的风险越高，其 ESG 表现可能越差。risk 与 Patent 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系数为−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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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公司的风险越高，其专利申请可能越低(详见表 3)。 

4.3. 多重共线性分析 

Table 4. Collinearity test 
表 4. 共线性检验 

Variable VIF 1/VIF 
Size 1.850 0.541 
Lev 1.620 0.616 

ROA 1.480 0.674 
SOE 1.230 0.812 

TobinQ 1.230 0.815 
Patent 1.190 0.843 
risk 1.150 0.868 

Top1 1.150 0.871 
ROE 1.140 0.874 

FirmAge 1.090 0.915 
ATO 1.070 0.932 
Mfee 1 0.999 

Growth 1 1.000 
Mean VIF 1.250 

 
关于变量 VIF(方差膨胀因子)的分析：在数据中，Patent，risk，TobinQ 和润灵 esg 的 VIF 值都小于

10，这意味着这两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总体而言，创新能力企业和社会责任之间的 VIF
值和 1/VIF 值均表明这两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或多重共线性问题不显著。这为下面的回归

分析提供了基础(详见表 4)。 

4.4. 模型选择统计分析 

Table 5. Model select 
表 5. 模型选择 

VARIABLES FE 
Patent 0.0626*** 

 (0.00171) 
risk −0.0309 

 (0.0779) 
Constant −0.116*** 

 (0.00820) 
Observations 39,130 

Number of stkcd 4,556 
R-squared 0.038 
Hausman 316.5 
p-value 0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 ** p < 0.05, *** p < 0.01. 

 
Hausman 检验是用来确定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详见表 5)。星号(*)的数量表示了变

量的显著性水平。三个星号(***)表示在 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所有变量的系数都是显著的。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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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中的值是标准误差。 
在这个情况下，Hausman 统计量为 316.5，对应的 p-value 为 0，说明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5. 实证结果 

Table 6. Empirical regression results 
表 6. 实证回归结果 

 润灵 esg risk 润灵 esg 
Patent 0.009*** −0.001*** 0.008*** 

 (0.002) (0.000) (0.002) 
risk   −0.124 

   (0.077) 
_cons −2.015*** 0.312*** −2.308*** 

 (0.137) (0.010) (0.143) 
N 39042 39042 39042 
r2 0.188 0.134 0.191 

Controls √ √ √ 
IND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 ** p < 0.05, *** p < 0.01. 

 
从第二列中可以看出，Patent 的系数为 0.009 (***) (详见表 6)，创新能力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创新能力是企业在产品和服务开发过程中，不断进行改进和提高，以实现高质量的创新成

果。这种高质量的创新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企业价值，而且还能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概

率，由此可以证实假设一的一半。 
在第三列和第四列中，Patent 系数为−0.001 (***)，risk 的系数为−0.124 (没有星号) (详见表 6)，这表明

创新能力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无显著的

影响。创新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而高质量的创新成果往往需要更长时间的研究和试验。在短期

内，企业可能面临较高的风险，因为它们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资源来推动创新的进程。所以证实假设

二的一半。 
 

Table 7. Lagged regression results 
表 7. 滞后回归结果 

 润灵 esg L 润灵 esg L2 润灵 esg L3 润灵 esg 
Patent 0.008*** 0.010*** 0.007*** 0.003* 

 (0.002) (0.002) (0.002) (0.002) 
risk −0.124 −0.331*** −0.367*** −0.318*** 

 (0.077) (0.090) (0.088) (0.075) 
_cons −2.308*** −2.725*** −2.021*** −1.018*** 

 (0.143) (0.177) (0.187) (0.173) 
N 39042 33613.000 29578.000 26201.000 
r2 0.191 0.209 0.222 0.207 

Controls √ √ √ √ 
IND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 ** p < 0.05,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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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二，三，四，五列中可以看出，Patent 的系数为 0.008 (***)，0.010 (***)，0.007 (***)，0.003 (*) (详
见表 7)，这表明创新能力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通过不断进行创新和质量改进，

能够满足市场需求，提高客户满意度，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同时，这种高质量的创新也有助于企业降低

成本、提高效率、减少资源消耗，进一步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并且可以看出正向的影响趋势

是呈倒 U 型的。证实了假设一的另一半。 
从第二，三，四，五列中可以看出，risk 的系数为−0.124 (没有星号) (详见表 7)，这表明企业风险承

担能力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无显著的影响，risk 的系数为−0.331 (***)，risk 的系数为−0.367 (***)，risk 的系

数为−0.318 (***) (详见表 7)，这表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对长期的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

说明社会责任的履行有一定的时滞性。也就是说，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高时，意味着企业面临较大的不确

定性和风险，此时企业可能更注重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社会责任的履行。因此，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可能会存在时滞性，即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需要在长期内逐步推进，短期内可能难以见到明显的效果。

证实了假设二的另一半。 

6. 稳健性分析 

6.1. 替换自变量 

Table 8. Replace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empirical 
表 8. 替换自变量实证 

 润灵 esg Risk 润灵 esg 
Patent_Award 0.014*** −0.001*** 0.014*** 

 (0.002) (0.000) (0.002) 
risk   −0.124 

   (0.077) 
_cons −1.961*** 0.314*** −2.254*** 

 (0.137) (0.010) (0.143) 
N 39042 39042 39042 
r2 0.189 0.133 0.191 

Controls √ √ √ 
IND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 ** p < 0.05, *** p < 0.01. 

 
用授予专利的质量替代申请专利质量，实证得到以下结果，从第二，三，四列中可以看出，

Patent_Award 的系数为 0.014 (***)，−0.001 (***)，0.014 (***)，并且第四列中 risk 的系数为−0.124 (没有星号) 
(详见表 8)。与上述实证结果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一致，即与上述见表 6 结论一致。 

 
Table 9. The placement of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表 9. 替换自变量滞后实证 

 润灵 esg L 润灵 esg L2 润灵 esg L3 润灵 esg 
Patent_Award 0.014*** 0.017*** 0.012*** 0.005*** 

 (0.002) (0.002) (0.002) (0.002) 
risk1 −0.124 −0.330*** −0.364*** −0.318*** 

 (0.077) (0.090) (0.088) (0.075) 
_cons −2.254*** −2.659*** −1.963***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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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0.143) (0.177) (0.187) (0.173) 
N 39042 33613.000 29578.000 26201.000 
r2 0.191 0.210 0.222 0.207 

Controls √ √ √ √ 
IND Yes Yes Yes IND 
year Yes Yes Yes year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 ** p < 0.05, *** p < 0.01. 
 
从第二，三，四，五列中可以看出，Patent 的系数为 0.014 (***)，0.017 (***)，0.012 (***)，0.005 (**)。从

第二列中可以看出，risk 的系数为−0.124 (没有星号)，但是，在第三，四，五列中，risk 的系数为−0.330 (***)，
−0.364 (***)，−0.318 (***) (详见表 9)，与上述实证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一致，即与上述见表 7 结论一致。 

6.2. 替换因变量 

Table 10. Replacement of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s empirical 
表 10. 替换因变量实证 

 商道 esg risk 商道 esg 
Patent 0.036*** −0.001*** 0.035*** 

 (0.005) (0.000) (0.005) 
risk   −0.278 

   (0.210) 
_cons −12.057*** 0.312*** −13.315*** 

 (0.376) (0.010) (0.390) 
N 39042 39042 39042 
r2 0.247 0.134 0.253 

Controls √ √ √ 
IND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 ** p < 0.05, *** p < 0.01. 
 
用商道平台获取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数替换润灵数据库获取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数，实证得到以下结果。

从第二，三，四列中可以看出，Patent 的系数为 0.036 (***)，−0.001 (***)，0.035 (***)，且第四列中 risk 的系

数为−0.278 (没有星号) (详见表 10)，与上述实证表一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一致，即与上述见表 6 结论一致。 
 

Table 11. Replacement of the dependent variable lag empirical 
表 11. 替换因变量滞后实证 

 商道 esg L 商道 esg L2 商道 esg L3 商道 esg 
Patent 0.035*** 0.036*** 0.036*** 0.024*** 

 (0.005) (0.006) (0.006) (0.006) 
risk −0.278 −0.925*** −1.564*** −1.913*** 

 (0.210) (0.229) (0.248) (0.259) 
_cons −13.315*** −11.251*** −9.184*** −6.581*** 

 (0.390) (0.448) (0.526) (0.601) 
N 39042 33613.000 29578.000 26201.000 
r2 0.253 0.254 0.245 0.230 

Controls √ √ √ √ 
IND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 ** p < 0.05,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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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二，三，四，五列中可以看出，Patent 的系数为 0.035 (***)，0.036 (***)，0.036 (***)，0.024 (***)，
从第二，三，四，五列中可以看出，risk 的系数为−0.278 (没有星号)，−0.925 (***)，−1.564 (***)，−1.913 (***) 
(详见表 11)，与上述实证表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一致，即与上述见表 7 结论一致。 

综上所述，替换因变量和自变量再次进行实证，得到的结论依旧是创新能力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呈现倒 U 型。创新能力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企

业风险承担能力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显著的负影响。 

7. 结论与启示 

7.1. 结论 

创新质量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当企业的创新质量提高时，其承担风

险的能力可能会降低。这可能是因为创新质量的提高需要企业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研发、实验等活动，

从而增加了企业的风险。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有显著的负影响。这意味着，当企业的

风险承担能力降低时，其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也会降低。这可能是因为企业承担的风险越大，其经营的

稳健性和持续性就越受影响，从而使其难以履行社会责任。 
创新质量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当企业的创新质量提高时，其履行社

会责任的能力也会提高。这可能是因为创新质量的提高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竞争优势，从而提高其社

会声誉和形象，使其更愿意和更有能力履行社会责任。这种影响呈现倒 U 型。这意味着，当创新质量达

到一定水平后，其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影响可能会开始减弱。这可能是因为过度的创新质量可能会导

致企业过度关注创新而忽略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或者导致企业在创新过程中面临过大的风险和成本

压力，从而影响其社会责任的履行。 

7.2. 不足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创新能力、风险承担水平、企业价值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

相互关系，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文的实证分析主要基于历史数据，可能无法完全反映现实

情况。其次，由于数据的可得性限制，本文未能对所有行业进行全面分析。此外，本文主要关注了直接

关系，未来研究可以探讨是否存在其他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影响这些关系。最后，本文主要关注了静态

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些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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