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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加剧，经济发展放缓，在动荡的外界环境与经济“新常态”的双重背景下，中

国家族企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获得利益相关者认同，积累企业声誉以及企业

成长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成为促进企业成长的重要手段，因此，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

的热点。基于上述背景，在梳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性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

企业成长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社会契约理论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演绎推理，进一步提出社会责任

行为对企业成长性的研究假设。研究发现：企业整体社会责任和外部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性有显著正向

影响，其中内部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性无显著影响。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通过帮助企业获得财务

资源、顾客资源和人力资源三条渠道来提高企业成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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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hallenges facing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slowdown of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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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Chinese family businesses are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in the context of a 
turbulent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the new normal of the economy. Fulfill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gaining stakeholder recognition, accumulating corporate reputation and various 
resources required for corporate growth have become important means to promote corporate 
growth. Therefore, the issu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s become a hot topic of academic 
attention. Based on the above background, after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rporate growth, combined with stakeholder theory, 
corporate growth theory, resource-based theory, and social contract theory, a deductive reasoning 
was conduct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Furthermore, a research hypothesis on the 
impac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on corporate growth was proposed.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overal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xtern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rporate growth, with intern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ving no significant im-
pact on corporate growth. The behavior of fulfill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by enterprises improves 
their growth potential by helping them obtain financial resources, customer resources, and hu-
man resources through three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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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国际间企业合作更加紧密，

企业的经营活动所面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的普及极大地促进了个体间的信息传

播速度，提高了交易效率，也对企业对顾客需求的反应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工智能自问世以来对

企业生产、经营、决策和管理方式带来了机遇。与此同时，人口红利的消失、经济环境下行压力加剧

也增加了企业未来发展的挑战。上述种种变化，使得中国家族企业所面临的发展环境充满了极大的模

糊性和不确定性。在创业初期，中国家族企业靠着巨大的需求市场和低廉的劳动成本实现了成本领先

战略取得了竞争优势，占取了国内市场。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族企业逐渐暴露出企业发展缺乏

持续性，成长性偏低的问题。如何使家族企业始终保持良好的成长态势，实现基业长青，具有重要的

研究意义。 
在组织的各种行为关系中，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沟通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企

业树立良好形象同外界展示形象的重要行为[1]。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一方面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提高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了解程度，降低了企业获得资源的成本和难度，同时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势

必会增加企业经营的成本。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的历程中，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离不开资源，其中具

有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的资源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来源，因此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影响企业成长性的重

要因素[2]。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专注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及其效果。从资源获取视角出发，以 2010~2021

年家族上市企业数据为基础，研究家族企业中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重点探讨企业社

会责任对家族企业成长性之间是否有影响？以及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如何影响企业成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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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 

目前国内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之间关系探讨的文献也并不多见，以“企业社会责任和企

业成”为主题词，在 CCSCI 和北大核心期刊中进行搜索，以 2014 年~2024 年为时间跨度，共得到 11 篇

文献。林丽萍等学者[3]建立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企业成长之间良性循环的理论框架。刘振[4]以残友集

团、彼得·德鲁克学院、博学生态村和智耕农为案例对象，研究发现对于处于创办初期的企业，经济能

力是制约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以外部社会需求为核心的社会责任行为可以提高企业的经济能力，帮

助企业从外部获取经济资源。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企业伦理管理方式的一种，程月[5]对企业伦理管理与企

业持续发展关系进行了机理研究。 
除了以上定性分析的研究外，也有一部分学者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杨小娟[6]以问卷调查的方法，

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成长性的调查问卷，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了两者关系在中小企业中的表

现。除杨小娟学者外，大部分学者选择运用不同时间期间，不同行业的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来进行验

证。刘志成[7]、李韵婷[8]分别以 2009~2012 年 31 家农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或以中小企业、农业上

市公司、沪深上市 A 股企业、零售上市企业、跨国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或回归方

程，或中介效用模型，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 

2.2. 资源获取视角下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性间作用机制的研究很少，大多研究集中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

的影响，为本文探寻两者的关系提供了研究视角。 
国内外大部分学者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可以降低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进而提高企业的绩效

表现。Gupta K [9]研究发现企业参与社会责任活动可以积累道德资本和交换资本，其中交换资本增加了

企业获得融资的机会。在 Gupta K 研究基础上，Samet M [10]以 2009~2014 年欧洲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

发现具有较高 CSR 表现的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更低。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观点相同，认同降低融资约束

是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企业价值的机制之一。肖翔[11]研究表明 CSR 可以降低公司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从

而提高企业的价值。赵红博[12]研究进一步指出上市民营企业的慈善捐助行为并不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

题，企业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从而更好发挥企业社会责任的融资作用。上述研究

均支持了社会责任通过降低融资约束对企业发展产生影响，为本文从融资约束探讨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

性的影响研究提供了研究启示。 
社会责任可能通过不同的路径影响企业绩效，部分学者基于人力资源的相关理论提出社会责任通过

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的获取能力提高企业竞争力的观点。Ghosh D [13]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可以通过

“工作嵌入”显著降低员工的离职意愿。唐健雄[14]研究以酒店行业员工为研究对象，研究指出除工作报

酬外，企业社会责任是影响员工工作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2.3. 国内外文献述评 

尽管已有文献为本文提供了有力的文献基础，但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究。第一，未意识到家族

企业在内、外部社会责任表现上的差异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已有文献虽以各种不同的研究对象探究了

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但大多将企业社会责任笼统地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对于将社会责任

拆分为内、外两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第二，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性的机制分析较少。现有文献

虽已关注到资源获取能力在企业行为和企业发展间的传导作用，但已有文献并未将资源获取能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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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和企业成长性三者放入同一理论框架进行分析。 
因此本文通过回顾已有的文献研究，拟采用实证研究的研究方法，以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揭示企

业社会责任不同维度与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并试图用资源获取能力来解释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性的

作用机制，为家族企业如何有效履行社会责任，实现持续成长提供建议。 

3. 研究假设 

3.1. 企业履行内部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企业为员工提供公平且合理的薪酬，营造了公平的工作氛围，有助于员工整体公平观念的形成。其

次，有关组织氛围的研究表明：良好的企业员工关系更能让员工有安全感，更倾向于感知到工作氛围中

的公平感，即强化员工对公平的感知，更容易形成正向反馈。同时，企业履行对员工的社会责任的行为

让员工体会到了企业对员工重视，基于社会契约理论，组织与员工间存在隐型契约，因此当员工意识到

组织正在投资员工实践时，员工会通过提高工作绩效这一行为作为回报。此外，企业通过良好的社会责

任行为表现，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可以提高员工的组织认同感，激发员工的工作动力，对企业成长

性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impact of CSR on employees 
图 1. CSR 对员工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 H2：企业内部社会责任行为与当期企业成长性之间存在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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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企业履行外部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当企业对股东的责任履行越充分，股东获取的投资收益越高，股东对企业的越有信心，投入给企业

的资金规模也会扩大。更进一步而言，优秀的投资回报率也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加入。企业积极履行

对股东的社会责任行为可以获得更多的投资，提升了资金获得的便利性，降低了融资难度，实现了稳定

的资金供给。企业有充足的资金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改善资产质量，开拓新的市场，提升了盈利能力，

从而促进了企业的成长。 
供应商信任关系的建立，可以稳定供应商的供应，从而减少企业每次交易的搜索时间，缩短交易时

间，提高企业对市场需求的响应速度，为企业赢得占领市场的先机，从而提高企业的成长性。履行对消

费者责任的义务，有助于提高消费者的信任、认可度和满意度，并激发对所购买产品感知质量的提升。

当顾客感知到的产品质量越好，其购买意愿越强烈，产品销量越高。同时，企业的履责行为可以树立良

好的企业形象，增强企业的购买意愿，激发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从而为企业创造价值，促进企业的长期

发展。企业依法经营、规范经营、公平竞争并依法纳税可以降低企业的违法成本，与当地政府建立起和

谐的政企关系，为企业生存发展打造了适宜的外部环境，降低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同时，良好的政企关

系可以为企业带来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丰富企业的财务资源，驱动企业进行创新来寻找新的成长机会，

提高企业的成长性。 
企业积极履行其对社会公众的责任可以为企业带来道德资本，改善企业形象，提高企业的声誉。政

府部门更加倾向于支持这些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和公众利益的企业，为其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多元化的

发展机会，从而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和支持，促进企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形

成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特有竞争优势，实现企业自身价值的多维提升。基于以上论述，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企业外部社会责任行为与当期企业成长性之间存在正向影响。 
总结上述分析，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的表现均可对企业成长性产生影响，因此从理论上可以得出

企业积极履行对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对企业的成长性具有正向促进和影响作用的研究结论，据此提出

研究假设： 
假设 1：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企业成长性有正向影响。 

3.3. 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机制分析 

1) 吸引资金提供者提供财务资源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能增强股东、债务人和政府的信赖度，帮助企业获取更多银行贷款和商业

信用，从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扩大企业的资金规模，降低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由此可推，当企业

社会责任行为评分较高时，资金提供者更愿意为此类企业提供资金，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较低，进而促

进企业自身的成长。据此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 H4：当企业融资约束较低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高企业成长性的影响程度更大。 
2) 强化企业对员工的吸引力 
当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较好时，员工的工作绩效提高、创新行为更多和离职率的降低。由此可知，企

业社会责任可以通过降低员工离职率进而提高企业成长性，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 H5：当企业离职率较低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高企业成长性的影响程度更大。 
3) 吸引顾客资源。 
良好的社会责任行为可以提高企业声誉水平，使企业形象实现差异化，从而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提

高企业的价值。企业社会责任通过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这一渠道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据此，提出研究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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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如下： 
假设 H6：当企业销售收入较高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高企业成长性的影响程度更大。 
总结所有假设，得到本文的理论框架图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Theoretical model 
图 2. 理论模型 

4. 实证研究 

4.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以数据的针对性和可获得性为依据，选取了 CSMAR 和 wind 数据库中 2015~2022 年沪深

两市 A 股家族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初始样本。随后，作者通过一系列筛选步骤对初始数据作进一步处理。 

4.2. 样本选择 

4.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卢福财、陈慧(2020)的研究方法，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建立指标体系，提炼公因子将偿债能力、

运营能力、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四个维度进一步建议个综合指标 growth 来衡量企业成长性、企业社会责

任和资源获取能力的关系。 
首先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在进行 KMO 值检验，KMO 检验结构，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可知 7

个二级指标的 KMO 值为 0.59，大于 0.5 且 P 值为 0.000，显著性水平较高，适用主成分分析法。 
 

Table 1. KMOKMO and Bartlett sphere inspection results table 
表 1. KMOKMO 和 Bartlett 球体检验结果表 

KMO 和 Bartlett 球体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0.59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487.689 

 df 45 

 Sig. 0.000 

 
接下来，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为了避免盲目的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而忽略了提取因子的实

际意义，接下来使用旋转成分矩阵(如表 2 所示)分析提取的 4 个因子在各个指标因素上的载荷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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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otating component matrix 
表 2. 旋转成分矩阵 

变量 
F1 F2 F3 F4 

偿债能力 运营能力 盈利能力 发展能力 

LR −0.40355 0.26089 0.192 0.11179 

QR −0.36388 0.30059 0.1705 −0.11592 

TT 0.16554 0.4262 −0.10803 0.00559 

LT 0.15262 0.46026 −0.10167 −0.00753 

PR 0.22079 0.1324 0.44221 0.03361 

PBITR 0.18514 −0.05891 0.47068 2.84158 

SR 0.00132 0.00553 −0.00094 −2.84265 
 

在前面的基础上，可以得出企业成长性综合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growth = (0.3328 * f1 + 0.2820 * f2 + 0.2156 * f3 + 0.1424 * f4)/0.9728 

4.2.2. 被解释变量 
以往研究所采用的社会责任数据来源大致有声誉指数法、问卷调查法、会计指标法、内容分析法、

虚拟变量法、慈善捐助法和混合法。 
本研究出于指标的全面性和使用的广泛性考虑采用和讯网对上市企业的社会责任的综合评分作为自

变量的衡量指标。由于内外部社会责任的维度不同，我们无法验证这种加权标准的有效性，因此参照文

献做法，赋予内外部社会责任相同的权重，根据内外部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个数取平均值。 

4.2.3. 分组变量 
(1) 财务资源变量的选取。这里的财务资源是企业能够获取的资源，指企业进行融资活动所获取的资

金，为了降低公司自有资金规模的影响，选取了融资约束——SA 指数作为财务资源的代理变量。 
(2) 人力资源变量的选取。从企业内部来看，企业人力资源获取能力可以提高员工的组织认同高，降

低员工的离职概率；从企业外部来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可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提高企业的吸引力，

进而降低员工离职概率。因此，选择员工离职率作为人力资源的代理变量。 
(3) 顾客资源变量的选取。本文顾客资源主要指的是企业获得的顾客对产品的认可以及顾客产生的购

买行为。当企业所处的行业竞争度较大时，行业处于买方市场，顾客的选择越多，顾客资源更加容易转

移，因此使用行业竞争度作为顾客资源的代理变量，借鉴周开国等(2016)的研究使用营业收入作为分组变

量的衡量。 
分组变量及其代理变量情况如表 3 所示： 

 
Table 3. Group variables, proxy variables, and their measurements 
表 3. 分组变量、代理变量及其测量 

分组变量 维度 指标测量 

资源获取能力 
顾客资源 营业收入 
人力资源 员工离职人数 

财务资源 SA 指数 

4.2.4. 控制变量  
本文参照李元旭(2012)、宋丽(2013)、苏然(2017)等学者的研究将企业规模、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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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比例、股权集中度和市场环境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涉及到的所有变量及其定义总结如表 4 所示： 

 
Table 4. Variable definition table 
表 4. 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称 变量具体名称 符号 定义 

被解释

变量 

偿债能力 
流动比率 LR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冻比例 QR 速冻资产/流动负债 

运营能力 
流动资产周转率 LT 营业收入/平均流动资产总额 

总资产周转率 TT 营业收入/平均总资产余额 

盈利能力 
营业净利率 PR 净利润/营业收入 

息税前营业利润率 PBITR 息税前利润/当期营业收入 

发展能力 可持续增长率 SR (销售净利率 × 总资产周转率 × 留存收益率 × 权益乘数)/(1 
− 销售净利率 × 总资产周转率 × 留存收益率 × 权益乘数) 

解释变量 
内部企业社会责任 ICSR 和讯网员工责任评分 

外部企业社会责任 ECSR  

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Size 期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LAR 总负债/总资产 

董事的独立性 IDR 公司独立董事占比 = 独立董事/董事会人数 

股权集中度 Share 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市场环境 Market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 

公司年龄 Age 公司成立年限 

年份 Year 一共 7 年，设置 6 个年度哑变量 

行业 Ind 行业哑变量，按证监会 2012 年行业分类 

5. 实证结果与分析 

5.1. 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 5 是模型回归结果，模型 1 中企业社会责任整体评分是模型的自变量，企业成长性为因变量的回

归结果，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性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β = 0.107, t = −2.94)，表明企

业进行的社会责任行为是有利于企业成长性提高的，企业可以通过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对企业的社会

责任形象进行建设，获得企业成长性，假设 1 得到验证。模型 2 中内部社会责任为自变量，企业成长性

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 2 中内部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假设 2 不成立。在模

型 3 中自变量为企业外部社会责任表现，因变量为企业成长性，模型 3 中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价值

的关系是在 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β = 0.433, t = −3.00)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容易被各利益相关者感知，对产

品等责任的投入，会收到消费者的迅速反应，对外慈善捐赠也可以提高企业声誉，扩大市场份额，获得

税收优惠等利益。模型 3 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企业的外部社会责任实践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假设 3 成立。   
通过模型 1、2 和 3 的对比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可以提高企业成长性，其中企业外部的社会责任形

象和企业成长性关系更加紧密，而内部社会责任行为对企业发展的影响需要众多条件且跨越了组织层次

因此在模型 2 中未被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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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CSR and corporate growth regression analysis table  
表 5. CSR 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回归分析表 

变量 
GROWTH GROWTH GROWTH 

系数 t 系数 t 系数 t 

CSR 0.107*** −2.94     

ICSR   −0.1400 −0.76   

ECSR     0.433*** −3.00 

GAP       

IDR −0.111** −2.02 −0.112** −2.05 −0.110** −2 

Share 0.041* −1.76 0.051** −2.19 0.040* −1.69 

Insti 0.139*** −10.74 0.142*** −11.16 0.139*** −10.75 

Age 0.056 −0.90 0.0430 −0.69 0.059 −0.95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11.1946 0.00 −8.1439 −3.14 −10.796*** −4.04 

N 11,699 11,699 11,699 

5.2. 替换被解释变量  

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托宾 Q 值的计算方法为市值除以总资产，选取其作为被解释变量，是因为其

可反映企业的价值、未来盈利和投资潜力。托宾 Q 值可衡量单位资产所能带来的收益情况，具体凸显市

场投资者对企业当前状态的评估及未来发展的预估。因此，托宾 Q 值的值越大，意味着市场对企业未来

发展预期更为积极，而市场反应于企业现阶段的战略与规划，此时企业的成长性也相对较高。因此本文

被解释变量采用了托宾 Q 值的衡量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Table 6. CSR and corporate growth regression analysis table 
表 6. CSR 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回归分析表 

变量 
GROWTH GROWTH GROWTH 

系数 t 系数 t 系数 t 

CSR 0.070** 2.04     

ICSR   −0.120 −0.07   

ECSR     0.452*** −3.00 

GAP −0.0323** 6.4 −0.322** 6.33 −0.326*** −2 

IDR 0.003* −1.41 0.003 −1.19 0.040 −1.69 

Share 0.101*** 7.74 0.142*** 7.98 0.009*** −10.75 

Insti 0.000 1.563 0.163 1.4 0.105 −0.95 

Age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11.1946 0.00 −8.1439 −3.14 −10.796*** −4.04 

_cons       

 11,696 11,696 11,696 

N 0.1916 0.1911 0.1923 

调整后的 R 方 0.070**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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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回归稳健性结果如表所示：ICSR、ECSR 与企业成长性呈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虽不一样，但

显著性水平与前文主效应相同，结论一致。企业整体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性显著正相关，假设 H2a 得证。

同时，企业内部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性之间仍然无显著相关关系，上述结论稳健。 

6. 进一步讨论——影响机制检验 

6.1. 财务资源分组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模型 4 中，“约束高”组的 CSR 回归系数并不显著，“约束低”组的 CSR
回归系数为 0.172，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模型 6 中“约束高”组的 ECSR 回归系数并不显著，

“约束低”组的 ECSR 回归系数为 0.564，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模型 5 中无论在哪个组，ICSR
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其次，在“约束低”组调整后的 R 方比“约束高组”的 R 方高，且高于未分组回

归模型中的 R 方，说明分组后，在“约束低”组模型的拟合度更好，说服力更强。 
 

Table 7. Financial resource group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table 
表 7. 财务资源分组回归分析结果表 

变量 
GROWTH GROWTH GROWTH 

财务约束高 财务约束低 财务约束高 财务约束低 财务约束高 财务约束低 

CSR 0.06 0.172**     

 (0.91) (2.48)     

ICSR   (0.33) 0.27   

   (−1.04) (0.61)   

ECSR     0.34 0.564** 

     (1.27) −1.97 

IDR (0.07) (0.20) (0.07) (0.20) (0.07) −0.201 

 (−0.61) (−1.46) (−0.61) (−1.45) (−0.58) (−1.44) 

Share 0.09 (0.02) 0.091* 0.00 0.09 −0.019 

 (−1.64) (−0.38) (1.68) 0.00 (1.59) (−0.34) 

Insti 0.170*** 0.099*** 0.173*** 0.102*** 0.169*** 0.100*** 

 (−6.16) (2.97) (6.31) (3.10) (6.15) −3.01 

Age (6.16) (0.22) 0.21 (0.23) 0.22 −0.215 

 (0.94) (−0.94) (0.87) (−1.00) (0.95) (−0.93)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25.973*** 31.719*** −24.163*** 34.417*** −26.310*** 32.407*** 

 (−4.90) (3.79) (−4.59) (3.97) (−4.95) (3.83) 

N 6136.00 5563.00 6136.00 5563.00 6136.00 5563.00 

调整后的 R 方 0.20 0.27 0.20 0.27 0.20 0.27 

 
综合上述实证研究结果，可以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能否为企业带来财务资源，是社会责任行为

能否通过社会责任行为获得企业成长性的关键。面临财务资源约束力更低的公司更容易通过社会责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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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或得成长性，进而本文研究假设 4 得到验证。 

6.2. 人力资源分组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模型 7 中，“离职率高”组的 CSR 回归系数并不显著，“离职率低”组的

CSR 回归系数为 0.099，且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可以提高员工的组织认

同感，吸引员工加入并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离职率，本文研究假设 5 得到验证。 
模型 9 中“约束高”组的 ECSR 回归系数并不显著，“约束低”组的 ECSR 回归系数为 0.412 且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说明企业外部的社会责任形象对于吸引员工资源而言同样重要，良好的企业形象

有助于企业获取人工资源，本文研究假设 10 得到了验证。而模型 8 中无论在哪个组，ICSR 的回归系数

均不显著，本文研究假设 11 未得到验证。其次，在“约束低”组调整后的 R 方高于未分组回归模型中的

R 方，说明分组后，在“约束低”组模型的拟合度更好，说服力更强。 
 

Table 8. Human resource group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table 
表 8. 人力资源分组回归分析结果表 

变量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离职率高 离职率低 离职率高 离职率低 离职率高 离职率低 

CSR 0.07 0.099*     

 (0.74) (1.84)     

ICSR   (0.11) (0.53)   

   (−0.35) (−1.29)   

ECSR     0.31 0.412* 

     (0.78) (1.93) 

IDR (0.03) (0.15) (0.15) (0.03) (0.03) (0.15) 

 (−0.21) (−1.26) (−1.27) (−0.24) (−0.20) (−1.25) 

Share 0.04 0.05 0.06 0.05 0.04 0.05 

 (0.62) (1.08) (1.24) (0.78) (0.59) (1.05) 

Insti 0.111*** 0.147*** 0.151*** 0.114*** 0.111*** 0.147*** 

 (3.41) (5.40) (5.60) (3.50) (3.39) (5.41) 

Age (0.12) 0.12 0.11 (0.13) (0.12) 0.12 

 (−0.78) (0.85) (0.75) (−0.84) (−0.76) (0.87)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27.389*** 9.08 10.759* 31.385*** 27.347*** 9.30 

 (3.89) (1.51) (1.74) (4.42) (3.91) (1.55) 

N 3371 8328 8328 3371 8328 3371 

调整后的 R 方 0.247 0.237 0.24 0.247 0.25 0.237 

6.3. 顾客资源分组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模型 10 中，“营业收入较高”组的 CSR 回归系数为 0.359 且在 5%的水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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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约束低”组的 CSR 回归系数为 0.172，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比较两组回归结果可以发

现，在营业收入较高的组 CSR 行为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更大，本文假设 12 得到了验证。模型 11 中，ICSR
对两组中企业成长性的高低都具有负向影响且在 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企业内部社会责任对当期营业收

入会产生负向影响，假设 13 未得到验证。在模型 13 中 ECSR 系数在“营业收入较高”组的影响更大，

说明 ECSR 对企业成长性的正向作用通过顾客资源发挥作用，假设 6 得到了验证。 
 

Table 9. Customer resource group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table 
表 9. 顾客资源分组回归分析结果表 

变量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营业收入高 营业收入低 营业收入高 营业收入低 营业收入高 营业收入低 

CSR 0.359** 0.130***     

 (−2.52) (3.47)     

ICSR   −1.445** −0.533**   

   (−2.15) (−2.16)   

ECSR     −1.165** 0.500*** 

     (−2.07) (3.23) 

IDR (0.20) (0.01) (0.19) (0.01) (0.20) (0.00) 

 (−0.65) (−0.08) (−0.64) (−0.12) (−0.65) (−0.05) 

Share 0.09 0.075** 0.08 0.087** 0.09 0.074** 

 (0.77) (2.12) (0.66) (2.48) (0.76) (2.09) 

Insti 0.02 0.049** 0.01 0.052*** 0.02 0.048** 

 (0.25) (2.46) (0.08) (2.63) (0.20) (2.45) 

Age (0.43) 0.10 (0.42) 0.08 (0.44) 0.11 

 (−1.06) (1.10) (−1.06) (0.80) (−1.10) (1.12)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27.891 19.795*** 16.33 24.218*** 57.580*** 19.962*** 

 (1.48) (3.89) (0.86) (4.63) (3.17) (3.92) 

N 2332 9367 2332.00 9367 2332 9367.00 

调整后的 R 方 0.32 0.15 0.32 0.14 0.32 0.15 

7. 研究结论  

本文梳理出了企业成长性的内涵要求并构建出一套完整的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成长性的概念模型。

同时在借助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从一系列财务指标中复合提取出了企业成长性的

指标体系。具体来讲，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1) 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来看，整体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性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对企业成长性具有正向影响。积极的社会责任行为表现为企业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与社会公众之间

建立了信任与认可的公众关系。公众会认为这样的企业是有责任感和价值观的，从而更倾向于选择企业

的产品或服务。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更容易吸引和留住优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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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企业内部社会责任行为来看，企业内部社会责任行为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

在家族上市企业这一研究对象中，企业内部社会责任行为对企业成长性的作用并不明显，可能是由于家

族控制和缺少监督造成的。 
3) 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性间的作用机制可知。从财务资源视角来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可

以通过提高企业财务资源获取能力提高企业成长性。从人力资源视角来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可以通过

降低员工离职率这一路径对企业成长产生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企业的成长性产生影

响。从人力资源角度来看，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关注员工福利、工作环境和个人发展等方面，

能够增强员工的忠诚度并提高员工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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