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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结构方程建模方法(对长三角地区
$%%?

'

$%%A

年

间有过捐赠的
$C%

家企业的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与检验(

结果表明#慈善捐赠行为特征对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具有促

进作用(但不同的特征要素对竞争优势的影响存在差异(且

这些特征要素对竞争优势产生作用的路径各有不同*慈善捐

赠行为特征对企业竞争优势的作用是间接的(通过提升企业

社会资本各维度水平进而增强企业竞争优势
9

最后(建议建

立有效政策鼓励企业参与捐赠
9

关键词#企业慈善捐赠*捐赠行为特征*企业社会资本*竞

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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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传统的生产或经

济要素对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作用显现出了越来越多

的局限性(企业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战

略
9

同时(社会的不断发展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

发展观等发生了重大改变(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相

关者(对企业纷纷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企业社会责任
9

在这种试图通过塑造企业形象(获得社会资本而提升

企业竞争优势的实践中(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作为企业

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开始迅速成长(捐赠

涉及的领域更为广泛(捐赠的资源也非常丰富(而且

捐赠成效深受注重
9

企业慈善捐赠之所以逐渐成为国

际上的一种流行趋势绝非偶然(它作为配置道德)声

誉和形象等社会无形资源的关键途径+

&

,

(已成为企业

竞争优势获取的重要推动力
9

!

!

理论框架和概念模型

慈善捐赠行为与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是在企业

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争论中发展起来的(很多

学者试图证明%公司可以通过行善来赚钱&来说服

%股东利益至上&的支持者(并力图驳斥%企业不应将

资源用于慈善行动&的观点
9JV;GN7

从资源观的视角

系统分析了企业慈善与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

$

,

*波

特+

!

,和科特勒+

?

,先后提出%战略性慈善&)%慈善营

销&等理论(指导企业的慈善活动以创造更佳经济效

益*国内学者周延风等+

#

,的研究也表明企业社会责

任行动!包括慈善捐赠"对消费者购买意向和产品质

量感知均有显著影响
9

此外(

c;SS7N_

+

A

,和
JRVK;G

+

>

,

通过统计分析得出(企业慈善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

显著正相关(且两者相互影响
9

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进

行整理与分析的基础上(分别提炼出慈善捐赠的目

标)方式)数额)领域以及非营利组织的选择等五项

慈善捐赠行为特征(认为这五项特征在直接影响企

业竞争优势获取过程中的作用显著
9

同时(企业社会

资本的结构)关系和认知三个维度对竞争优势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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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早已被许多相关研究所探讨和验证
9

企业社会资

本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既可以通过外部广泛的社会

交往和联系使企业获得价值连城的信息(又可以增加

企业内各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与信任合作(促进信息

和知识在企业内部的流动(推动技术创新的发展(提

高企业的经济效率+

"IC

,

9

既然企业社会资本直接作用

于企业竞争优势(而慈善捐赠行为对企业竞争优势又

产生着重要影响(那么慈善捐赠行为对企业竞争优势

的这种影响必定通过企业社会资本的传导而产生
9

所

以(构建了研究概念模型(如图
&

所示
9

图
>

!

研究的概念模型

?#

:

@>

!

<2"5.

8

$3+%,.;2+V

!!

该模型表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特征对企业社

会资本各维度的影响路径和企业社会资本各维度对

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路径(相互衔接共同构成慈善

捐赠行为通过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竞争优势产生正

向影响的作用机理
9

提出如下假设#捐赠目标对社会

资本的结构)关系)认知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捐赠方式对社会资本的结构)关系)认知维度均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捐赠数额对社会资本的结构)关系)

认知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捐赠指向领域对社

会资本的结构)关系)认知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选择的非营利组织对社会资本的结构)关系)认

知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资本的各维

度与其竞争优势紧密相关(社会资本的结构)关系)

认知维度水平越高(企业竞争优势越大
9

"

!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变量测度

基于提出的概念模型(所涉及的变量包括企业

慈善捐赠行为特征)企业社会资本和企业竞争优势

等
9

根据
-E_RVQ

的
>

级量表打分法原则(数字
&

'

>

依次表示从极为不同意!或不频繁)不密切)少)低"

向非常同意!或频繁)密切)多)高"过渡(其中
?

为中

性标准
9

数据处理过程中还引入了可能对企业竞争

优势产生较大影响的企业规模和企业成立年限两个

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9

"!"

!

数据收集

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来获得数据(研究对象为长

三角地区的企业(且研究问卷全部由样本企业的中)

高层管理者进行填写
9

通过多渠道共发放问卷
&?>!

份(回收
?&$

份(回收率为
$"!

(将空白过多)反应倾

向过于明显的
>#

份不合格问卷剔除(共获得有效问

卷
!!>

份(问卷有效率为
"&9"!9

在有效的
!!>

份问

卷中(即获得有效数据的
!!>

家企业当中(

!&!

家!占

C$9""!

"自成立以来有过捐赠行为*从未进行过捐

赠的仅
$?

家(占全部对象的
>9&$!

*同时有
$C%

家

企业在
$%%?

'

$%%A

年间进行过捐赠(占全部研究对

象的
"A9&%!9

由于各企业成立的时间差异较大(历

史上有过捐赠的情况也十分复杂(因此(对捐赠企业

情况的分析便集中在
$%%?

'

$%%A

年间有过捐赠的

$C%

家企业
9

"!#

!

初始结构方程模型设定

依据概念模型设定了初始结构方程模型(如图
$

所示
9

该模型通过设置
&#

个外生显变量!

S;&

(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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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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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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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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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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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来对
#

个外生潜变量!

B,

为捐赠

目标*

B:

为捐赠方式*

B4

为捐赠数额*

B.

为捐赠指

向领域*

+̂ (

为选择的非营利组织"进行测量(设置

&$

个内生显变量!

FQV&

(

FQV$

(

FQV!

(

VR&

(

VR$

(

VR!

(

N7G&

(

N7G$

(

N;&

(

N;$

(

N;!

(

N;?

"来测度
?

个内生潜变

量!

4/*

为企业社会资本结构维度*

*3

为企业社会

资本关系维度*

6(+

为企业社会资本认知维度*

6,

为企业竞争优势"

9

同时(由于数据运算过程中可能

存在测量误差(难以保证指标高度拟合于模型(为了

充分准确地验证概念模型(需通过引入残余变量容

许模型适度存在误差
9

因此(初始模型中还包括
R&I

R$A

共
$A

个显变量的残余变量和
T&IT?

共
?

个潜

变量的参差变量(其路径系数值默认为
&9

此外(企业

慈善捐赠行为可能通过对社会资本结构)关系)认知

三个维度直接影响(进而间接作用于企业竞争优势(

据此(拟设定
&"

条初始假设路径(分别表示为
#

个

外生潜变量!

B,

(

B:

(

B4

(

B.

(

+̂ (

"通过对
!

个内生

潜变量!

4/*

(

*3

(

6(+

"的直接影响(最终对
&

个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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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潜变量!

6,

"产生间接影响的关系
9

图
C

!

基于概念模型的初始结构方程模型

?#

:

@C

!

!"#$#%&1$+)5$)+%&.

(

)%$#2",27.&#"

:

!

-'M

"

*%1.72"52"5.

8

$3+%,.;2+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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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

在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运算之前(需要对样

本容量)样本数据的分布状态和样本数据的信度与

效度等方面进行检验
9

目前(虽然对使用
43:

所需

的最低样本容量要求存在多种看法(但一般认为样

本容量至少在
&%%

'

&#%

之间(才适合使用极大似然

法!

:-

"对结构模型进行估计
9

共收集到捐赠企业有

效样本数据
$C%

份(已达到最低样本容量要求
9

为了

确保数据的可靠性(采用
6V7GX;NO

的
,

系数进行信

度检验(经检验(各变量
6V7GX;NO

的
,

系数值均大

于李怀祖所建议的
%9>

+

&%

,

(表明样本数据是一致和

有效的
9

同时(采用统计软件
4̂44&&9#

对样本数据

进行 效 度 分 析(

b;EFRV=:R

<

RV=(8_EG :R;FTVR7P

4;K

U

8EG

M

,SR

Y

T;N

<

即
b:(

样本测度值为
%9"?%

/

%9>%%

(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的
:

$统计值的显著性概

率为
%

(说明样本数据适合于进行因子分析
9

对变量

慈善捐赠行为)企业社会资本和企业竞争优势(采用

因子分析的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分析(分别得到五个

构面)三个构面和一个构面(与所设定的构面完全符

合(且其累积因子负荷分别为
%9>CA

(

%9"!>

和

%9"A$

(均大于
a;EV

等人所建议的
%9#%%

(说明问卷

具有基本的构面效度
9

"!%

!

模型评价和检验

采用结构方程软件
,:(4A9%

建模并进行运

算(运算结果如表
&

所示
9

根据侯杰泰等+

&&

,对相关文

献的总结与论述(选取
:

$

$

SP

!理论模型与观察模型

拟合度")

++.1

!近似误差均方根")

6.1

!比较拟合指

数")

*:43,

!近似误差均方根"和
4*:*

!标准化残

差均方根"五个指标作为评价模型的拟合指数(并确

定了拟合指数的参考判别标准
9

此外(临界值
6*

!

6VEQEN;8*;QE7

"大于
&9CA

时(表明与之对应的路径

系数在
7

0

%9%#

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9

拟合结果表明(初始模型拟合的
:

$值为
#$?9!"$

!自由度
SP[$CA

"(从
7[%

0

%9%#

来看(

:

$显著(但

:

$

$

SP

的值为
&9>>$

0

$

(因此可对
:

$不显著的要求忽

略不计(表明拟合效果较好*同时(该初始模型的

*:43,

值为
%9%>!

在所建议的
%9%#

'

%9%"

的可接受

区间内*

4*:*

值为
%9%>$

(小于
%9%"%

的参考值*

++.1

和
6.1

的值分别为
%9C&#

和
%9C$C

(均大于

%9C%%

的参考值
9

上述拟合指数显示(初始模型与样本

数据拟合效果较好(模型可以接受
9

此外(除表
$

中所

列五条路径以外(初始结构方程模型中大部分与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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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相应的
6*

值均大于
&9CA

的参考值(在
7

,

%9%#

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9

表
>

!

初始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结果

L%*@>

!

?#$$.7G%&).23#"#$#%&-'M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S5

临界值 显著性概率
7

拟合指数 测量模型
!

参考值

IJJ

结构维度 捐赠方式
%9&>> &9!#% %9&>>

:

$

$

SP

&9>>$

!,

!9%%

IJJ

关系维度 捐赠方式
%9&A> &9&"C %9$!? 7 %9%%%

!0

%9%#

IJJ

关系维度 捐赠领域
I%9&?A &9C%! %9%#> ++.1 %9C&#

!/

%9C%

IJJ

认知维度 捐赠方式
I%9%># I%9>#& %9?#! 6.1 %9C$C

!/

%9C%

IJJ

认知维度 选择的非

!!!!!!

营利组织 %9%#> %9#"A %9##"

*:43, %9%>!

!0

%9%"

4*:* %9%>$

!0

%9%"

!!

恰如
a;QNORV

所言(很少有初始模型只经过一次

运算就能够拟合成功(这在产生模型的分析中尤为常

见(本文首先依据结构方程软件
,:(4

提供的修改指

标
:1

(通过删除残差间协方差较大的指标(降低变量

间的自相关关系(对模型进行第一次调整(以逐步消

除模拟偏差
9

从初始模型拟合结果中提供的修改指数

:1

可以看出(

IJJ4JJ

R&# R&$

(

IJJ4JJ

R&# B.

和
IJJ4JJ

R&# B,

三组参数之间的
:1

较大(依次是
C9!"C

(

"9!A?

和

>9C"%

(亦即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较强(所以(删除
R&#

对应的
G

U

7?

指标(以降低自变量之间的自相关性(导

入数据再次进行拟合运算(结果如表
$

所示
9

表
C

!

第一次修正模型的拟合运算结果

L%*@C

!

?#$$.7G%&).23$6.3#+1$,27#3#.7-'M

路径
标准化
路径系数

S5

临界值
显著性
概率

7

IJJ

结构维度 捐赠方式
%9%>& $9%"! %9%!>

IJJ

关系维度 捐赠方式
%9&>C &9$C! %9$>"

IJJ

关系维度 捐赠领域
%9&"C $9%&" %9%?%

IJJ

认知维度 捐赠方式
%9&%# %9>>? %9?A>

IJJ

认知维度 选择的非

!!!!!!

营利组织 %9%"? %9>!> %9!?C

拟合结果表明(第一次修正模型拟合的
:

$值为

?#"9"!%

!自由度
SP[$>&

"(从
7[%

0

%9%#

来看(

:

$

显著(

:

$

$

SP

的值为
&9AC!

0

$

(可对
:

$不显著的要求

忽略不计(表明拟合效果较好(而且比初始模型的

:

$

$

SP

值
&9>>$

有所改进(表明拟合效果趋好*该模

型的
*:43,

值为
%9%AC

*

4*:*

值为
%9%>%

*

++.1

和
6.1

的值分别为
%9C$>

和
%9C!C9

检验变量间路径关系(可以看出修正后仍有三

条路径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通过分析这三条路径

的
6*

值发现(与认知维度相联系的两条路径(其
6*

值与另一未通过验证的路径系数的
6*

值差异较大(

距离拟合参考系数标准值要求也较远
9

因此(将此两

条路径剔除(对模型进行第二次调整和修正(得到运

算结果如表
!

所示
9

表
D

!

第二次修正模型的拟合运算结果

L%*@D

!

?#$$.7G%&).23$6.1.52"7,27#3#.7-'M

路径
标准化
路径系数

S5

临界值
显著性
概率

7

IJJ

关系维度 捐赠方式
%9$&% &9C"? %9%!C

拟合结果表明(第二次修正模型拟合的
:

$值为

?#C9C#C

!自由度
SP[$>!

"(虽然
7[%

0

%9%#

来看(

:

$显著(

:

$

$

SP

的值为
&9A"#

0

$

(可对
:

$不显著的

要求忽略不计(表明拟合效果较好*该模型的

*:43,

值为
%9%AC

*

4*:*

值为
%9%>&

*

++.1

和
6.1

的值分别为
%9C$C

和
%9C?&9

经过本次模型修正后(

所得到的结构方程模型中与路径系数相应的所有

6*

值均大于
&9CA

的参考值(且在
7

,

%9%#

的水平

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第二次修正后所得模型与

数据拟合通过检验
9

"!&

!

模型确定

通过两次对初始结构方程模型的调整与修正(

最终形成结构方程模型(各项拟合指数和变量间的

路径关系均符合相应的判别标准(由此模型得以确

定(如图
!

所示
9

图
D

!

修正后的研究概念模型

?#

:

@DM27#3#.752"5.

8

$3+%,.;2+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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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期 田雪莹(等#慈善捐赠行为与企业竞争优势实证分析
!!

!!

根据调整后的结构方程模型运算结果(考察基

于初始理论概念模型!图
&

"设定的有关慈善捐赠行

为对企业竞争优势作用机理的各项假设(其中(假设

捐赠方式对社会资本的认知难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和选择的
+̂ (

对企业社会资本的认知难度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没有得到数据的统计显著性支持外(其

他假设都通过了检验
9

#

!

结论

!

&

"不同的慈善捐赠行为特征对企业竞争优势

的影响存在差异

基于长三角
$C%

家参与捐赠的企业问卷调查资

料(识别出了慈善捐赠行为不同特征对企业竞争优

势的影响情况
9

研究表明(各捐赠行为特征都对企业

竞争优势的获取具有促进作用(其中捐赠目标对企

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效应最大(主要在于捐赠目标是

捐赠活动的核心(为捐赠活动提供指导*而最为显要

的捐赠行为特征'''捐赠数额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

响效应却次于捐赠目标(居于第二(这个结论看似与

实际有偏差实则准确地反映了捐赠的真实效应(诚

然(捐赠数额是获得捐赠效果的重要影响要素(但

是(慈善捐赠并不是短期的)偶发的行为(而应是一

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因此(从长远来看(捐赠数额

的多寡并非对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具有最显著的作

用(只有设定兼顾%社会责任&和%企业战略&的慈善

捐赠目标才是促进企业竞争优势提升的最关键因

素*相对而言(捐赠指向领域和选择的非营利组织对

竞争优势的影响效应较小(中国企业的捐赠活动缺

乏策略性(选择的捐赠指向领域与企业业务的相关

性不大且互动性较弱(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目前处于

起步阶段(大部分组织都面临生存危机(企业的选择

范围因而也受到限制(因此捐赠指向领域和选择的

非营利组织这两个捐赠行为特征对企业竞争优势的

促进作用受到制约*而捐赠方式作为其他特征要素

存在的前提与基础(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效果被

其他特征要素所分解与涵盖(因此对企业竞争优势

的影响效应最小
9

!

$

"慈善捐赠行为特征通过影响企业社会资本

水平进而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

在构建的%慈善捐赠行为特征 社会资本 企业

竞争优势&理论分析框架下(研究发现(慈善捐赠目

标)慈善捐赠方式)慈善捐赠数额)慈善捐赠领域和

选择的非营利组织有助于企业社会资本结构维度水

平的提高*捐赠目标)捐赠方式)捐赠数额)捐赠指向

领域和选择的非营利组织有利于企业社会资本关系

维度水平的提高*捐赠目标)捐赠数额和捐赠指向领

域有助于企业社会资本认知维度水平的提高
9

而企

业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对企

业竞争优势提高均有积极作用
9

亦即(企业通过参与

捐赠活动提升企业声誉)增强社会影响力(这些无形

资源扩展了企业与各外部实体之间的交往和联系(

建立了相互之间的信任和规范(并在频繁的互动中

共享语言和价值观(从而使企业可以获得信息)技术

和知识等竞争所需的稀缺资源(进而获取企业竞争

优势
9

由此(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从总体上得到了实

证数据的支持(对揭示捐赠行为影响企业间竞争优

势差异的形成机制具有较强的理论解释能力
9

$

!

政策建议

慈善捐赠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达到企业自身经济目标的同时(有利于社会问题

的解决(实现了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是促进企业与社

会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
9

因此(建立鼓励企业参与慈

善捐赠的政策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首先(提倡企业

公民理念(引导企业捐赠行为*其次(采取税收优惠

政策(减轻捐赠企业负担*最后(规范非营利组织发

展(提升其社会公信力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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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GPRG

M

(

-)(cRG

/

RG

(

@1,(cRG

D

E;G967V

U

7V;QRF7NE;8

VRF

U

7GFEXE8EQ

<

XRO;WE7V;GSN7GFTKRVVRF

U

7GFRF

#

QORK7SRV;Q7V

RPPRNQF7PN7GFTKRV

U

RVF7G;8NO;V;NQRVEFQEN;GS

U

VENRFE

M

G;8

+

'

,

9

>>>



!!!

同 济 大 学 学 报!自 然 科 学 版" 第
!"

卷
!

6OEG;1GSTFQVE;83N7G7K

<

(

$%%>

!

!

"#

A$9

+

A

,

!

c;SS7N_4;GSV;,

(

0V;WRF4;KTR8J9/ORN7V

U

7V;QRF7NE;8

U

RVP7VK;GNR

#

PEG;GNE;8

U

RVP7VK;GNR 8EG_

+

'

,

94QV;QR

M

EN

:;G;

M

RKRGQ'7TVG;8

(

&CC>

(

&"

!

?

"#

!%!9

+

>

,

!

JRVK;G4

(

cEN_F , 6

(

b7QO; 4

(

RQ;89B7RFFQ;_RO78SRV

7VERGQ;QE7G K;QQRV

7

QOR VR8;QE7GFOE

U

XRQLRRG FQ;_RO78SRV

K;G;

M

RKRGQ K7SR8F;GSPEVK PEG;GNE;8

U

RVP7VK;GNR

+

'

,

9

,N;SRK

<

7P:;G;

M

RKRGQ'7TVG;8

(

&CCC

(

?!

!

#

"#

?""9

+

"

,

!

T̂QG;K*B9J7L8EG

M

;87GR

#

QOR N788;

U

FR ;GS VRWEW;87P

,KRVEN;G N7KKTGEQ

<

+

:

,

9 +RL 57V_

#

4EK7G ;GS

4NOTFQRV

(

$%%%9

+

C

,

!

,S8RV̂

(

bL7G4947NE;8N;

U

EQ;8

#

U

V7F

U

RNQFP7V;GRLN7GNR

U

Q

+

'

,

9,N;SRK

<

7P:;G;

M

RKRGQ*RWERL

(

$%%$

(

$>

!

&

"#

&>9

+

&%

,

!

李怀祖
9

管理研究方法论+

:

,

9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

社(

$%%?9

-1aT;EZT9*RFR;VNOKRQO7S787

M<

P7VK;G;

M

RKRGQ

+

:

,

9@E

/

;G

#

@E

/

;G'E;7Q7G

M

)GEWRVFEQ

<

V̂RFF

(

$%%?9

+

&&

,

!

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
9

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

:

,

9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9

a()'ERQ;E

(

c3+ Ò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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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空集合
M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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