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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ꎮ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发展中ꎬ可否借助儒

家文化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仍是一个未知的学术问题ꎮ文章采用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７年中国海关和中国

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ꎬ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非正式制度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机制以及历史的

信息和数据来解释文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ꎬ通过理论和实证的分析ꎬ研究结果表明儒家文化促进

了我国企业产品出口质量的提升ꎬ并对民营企业影响大于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ꎮ文章不仅分析

了中国儒家文化中的经济学价值ꎬ对如何提升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竞争力ꎬ增强传统文化自

信力提供了证据和新探索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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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已经有学者研究发现出口产品质量对中国企业在世界上更好的发展ꎬ尤其中国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

国的发展至关重要[１]ꎮ而中国儒家文化是否对出口产品质量有影响以及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如何ꎬ是
一个有意思并值得研究的问题ꎮ



　 　 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ꎬ文化的发展是民族延续的魂ꎬ尤其值得珍惜的是文化自信ꎮ在文化自信中ꎬ习近

平同志在孔子２５６５周年诞辰时讲到ꎬ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ꎬ对中华文

明产生了深刻影响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ꎮ①在文化自信中ꎬ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一直占

据中心位置和中华文明的主要时段[２]ꎮ
目前儒家文化与经济学的结合研究分为两个方向ꎮ一个方向是以孔子学院为代理变量研究儒家文

化[３]ꎬ研究表明儒家文化促进了海外投资和出口[４]ꎬ深层次的分析是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文化对出

口及海外投资的影响[５]ꎬ研究的是文化对企业走出去的影响ꎮ另一个方面则是研究历史及距离对当代经

济的影响[６－７]ꎮ在文化影响中ꎬ齐欣(２０１０) [８]着重分析企业家精神方面作用并提出其对创新的影响ꎮ古志

辉(２０１５) [９]在讨论全球化情境下的儒家伦理与代理成本的关系中ꎬ明确如何度量儒家文化ꎬ并提出在全

球化背景下ꎬ儒家文化可以减少代理成本ꎮ以上学者在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研究了一定的传统文化因

素ꎬ并在文化的作用以及发展路径上都有了一定的探讨ꎮ本文考察了儒家文化与国内企业的关系ꎬ是通过

历史和距离作用ꎬ分析儒家文化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ꎮ
对于出口产品质量的研究ꎬ早期学者一般都是以出口单位价值作为度量ꎬ比如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０４) [１０]、Ｈａｌ￣

ｌａｋ 和 Ｓｉｖａｄａｓａｎ(２００８) [１１]ꎮ在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分析中ꎬ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２０１０) [１２] 采用离散选择模型

分析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ꎬ是从产品类别层次来分析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ꎮ施炳展和邵文波(２０１４) [１３]

的研究进入到微观企业层面ꎬ采用反推的方法ꎬ计算了标准化的出口产品质量ꎮ目前学者从不同方面开始

研究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因素ꎬ这些研究包括企业性质[１４]、对外投资方式和最低工资标准等ꎮ但是传统文

化ꎬ特别是儒家文化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方面研究的文章尚属空白ꎮ而在改革开放后ꎬ特别是在

加入 ＷＴＯ 后ꎬ中国产品出口到世界ꎬ并在国际贸易中赢得巨大的发展空间ꎬ这是否与民族的文化自信ꎬ特
别是与传统儒家文化密切相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ꎬ那么影响机制是什么?这正是本文尝试回答的两个问题ꎮ

本文研究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是ꎬ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研究中ꎬ在异质性以及传统的禀赋论等分析中的

基础上ꎬ加入了中国特有的文化因素ꎬ实证分析了儒家文化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ꎬ证明了文化

自信的重要性ꎬ并发现儒家文化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高有促进作用ꎬ这对于中国文化自信建设具有

重要的启示意义ꎬ也为中国企业产品提升出口竞争力探索了新路径ꎮ

二、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一) 关于儒家文化的定义

马林诺夫斯基(１９９９) [１５]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器物层次ꎬ即生产、生活工具ꎻ组织层次ꎬ包括社会、经
济、政治组织ꎻ精神层次ꎬ即伦理、价值取向等等ꎮ五千年来ꎬ器物层次和组织层次的中国文化都在发生变

化ꎬ儒家文化是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价值体系ꎬ并且代代相传ꎬ影响中国各个阶层的知和

行ꎬ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延续的体现ꎮ最早由春秋末期著名思想家孔子在总结和概括夏、商、周三代“敬德

保民”等思想基础上创建ꎬ后经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等人继承和发展ꎬ逐渐形成的完整思想体系ꎮ

(二) 儒家文化经济学思想影响深远

１. 儒家文化包含系统的经济思想ꎮ如果仔细研究儒家经典ꎬ可以发现儒家文化经济思想的光芒ꎮ一是

儒家文化倡导人们参与市场经济ꎬ是中国市场经济思想根源和基础ꎮ儒家文化讲究入世ꎬ倡导人们积极地

参与经济ꎬ“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ꎬ儒家文化是有市场经济思想作为经济发展的根基ꎬ是讲究入世

的ꎬ这与后来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市场的思想不谋而合ꎮ二是儒家文化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一

致ꎮ«论语里仁»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ꎻ不以其道得之ꎬ不处也ꎻ贫与贱ꎬ是人至所恶也ꎻ不以其道得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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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也”ꎮ上文中“人之所欲”表明追求财富也是人的本能ꎬ符合经济人假设ꎬ当然儒家文化也强调“生财有

道”ꎮ三是儒家文化包含了独特的经济伦理思想ꎮ就儒家文化发展的过程和约束情况看ꎬ“有耻且格”ꎬ也体

现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ꎮ在正式制度无法完善之处ꎬ儒家伦理起到了法律规章等制度之外的作用ꎬ用经济

伦理规范人的行为ꎬ促进经济向好发展ꎮ所以儒家文化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ꎬ与经济学的发展都有对应的

关系并形成自己朴素的经济学系统思想ꎮ长久以来ꎬ学者们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多从哲学、伦理学或者政治

学视角ꎬ但从经济学视角研究的论文不多ꎬ也缺乏整理和提炼ꎮ本文围绕着儒家文化经济学思想进行了尝

试性探索ꎬ丰富了儒家文化这一研究主题ꎮ
２. 儒家文化传承对人类行为产生影响ꎮ诸多学者研究表明ꎬ历史的行为会对现在人们的行为产生影

响ꎬ规范并教育现在人们的言行ꎮ现在学者开始用历史的信息和数据来解释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和行为ꎬ人
们的言行和价值观是历史的延续和教育的结果[１６－１８]ꎮ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通过儒家学院和学堂的教育

对民众传输儒家文化的理念ꎬ并且已经教化成俗ꎬ且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ꎬ成为“日用而不知”的价值

观ꎮ所以在儒家教化成俗的观念下ꎬ儒家文化会代代传播ꎮ

(三) 儒家文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从义利观、工匠精神、自省习惯和使命感这一系列非正式制度来考察儒家文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

量的关系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的实施机制[１９－２０]ꎬ儒家文化是非

正式的制度ꎬ不同国家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积累下来的宗教、文化、习俗、惯例等种种非正式制度ꎬ至少部

分构成了正式制度生长及发挥的作用的土壤ꎬ或者和正式制度一道ꎬ平行地推动着社会的进步[２１－２２]ꎮ西方

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制度(正式和非正式)这个因素ꎬ不再固执地坚持和遵循新

古典经济学的假设ꎬ但是没有偏离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发展和创新过程ꎬ不断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的

缺陷和不足ꎬ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完美、更先进和科学的理论体系ꎮ
１. 儒家文化义利观会提升企业对出口产品质量的追求ꎮ儒家文化的伦理思想作为非正式制度主要通

过先义后利的义利观ꎬ要求每个企业家和企业的生产人员是自己的产品负责人ꎬ是自己产品声誉的责任

人[２３－２４]ꎮ对于造假和用卑劣的手段攫取利益是有耻辱感的ꎬ“不义富且贵ꎬ于我如浮云” [２５]ꎮ这样从思想

上、行动上、还有声誉上ꎬ无论是自身的公司ꎬ还是为其他人工作ꎬ都会在自己的产品质量上下功夫而不仅

是为利而生产ꎬ儒家文化是义在利前ꎮ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重心放在了制度的研究上ꎮ儒家文化对企业的

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就是通过非正式制度下的儒家伦理指导下的行为要求ꎬ在信念和行动上的结合[２６]ꎬ
符合道义的作用以及自律的约束ꎬ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程度较深的受众会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ꎬ提高产品质

量ꎮ
２. 儒家文化通过工匠精神影响企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ꎮ儒家文化力求入世ꎬ是要参与经济制度治理并

给予改善ꎬ所以儒家思想有着主动参与的经济学思想ꎬ主动研究与分析ꎬ提高产品质量ꎮＡｋｅｒｌｏｆ(１９８０) [２７]

建立的一个社会习俗如何影响个体行为的模型显示ꎬ对于某一项行为规范ꎬ某个社会中认可并遵循这一行

为规范的人越多ꎬ社会中的个人遵循这一规范的激励也就越高ꎮ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受众会主动研究ꎬ主
动作为ꎬ认真分析ꎬ“如切如磋ꎬ如琢如磨”ꎬ以工匠精神提高产品质量ꎬ这是中国儒家文化特有的治世的思

想和作为ꎬ对自己的产品追求卓越而不断的努力ꎬ提高品质ꎮ
３. 儒家文化通过培养自省习惯促进企业改进出口产品质量ꎮ儒家文化本身着重探讨的是在“有耻且

格”的基础上ꎬ儒家文化通过不断自律、自省、自我约束的非正式制度促进企业提升出口产品的质量ꎬ“吾
日三省吾身ꎬ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２５] 主要是通过自省习惯的培养ꎬ不断提高

效率ꎬ不断总结和改进自己的工艺ꎬ提升工作的诚信度ꎬ提高效率ꎬ不断提高产品质量ꎮ
４. 儒家文化通过倡导使命感促进企业完善出口产品质量ꎮ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有其深厚的土壤ꎬ成为

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纲常伦理ꎮ企业生产的产品其实就是人的一个个作品ꎬ“为苍生立命”是儒家追求的

目标ꎬ从而不断提高产品质量ꎬ为后世流传ꎬ为子孙的荣誉而不断提高自己的产品质量ꎮ立德立功立言是历

代所谓的三不朽ꎬ而产品是自己的立功的作品ꎬ这种使命感不仅会使企业考虑当代的产品发展情况ꎬ也会

使企业有责任让产品在后世流传ꎮ我国历史传承下来的产品ꎬ比如陶瓷ꎬ是在世界上享有盛誉ꎮ这种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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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感会在产品的生产中不断降低成本ꎬ提高产品的效率和技艺ꎬ努力生产出高质量的传世产品ꎮ
综上所述ꎬ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１: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ꎬ儒家文化可以提升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ꎮ
尽管儒家文化在整体上可能会促进出口产品质量ꎬ但依然不能忽视的是对异质性企业差异性影响ꎮ在

出口企业当中ꎬ比较国企、民企和外资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ꎬ出口的诚信原则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ꎮ面
对市场的各种风险ꎬ三类企业主体身份属性不同ꎬ资本构成不同ꎬ组织管理模式不同ꎬ企业文化不同ꎬ防范

风险能力不同ꎬ交易成本不同ꎬ最终市场化程度不同ꎬ影响的效果也会不同ꎮ
此外ꎬ现实中企业提升产品质量的原因也很多ꎬ既可能是企业遵循自身伦理价值的主动选择ꎬ也可能

是制度环境和社会规范的被动执行ꎮ我国经济呈现出典型的二元性特征ꎬ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的差异影响

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决策ꎮ与民营企业不同ꎬ国有企业往往还承担着促进地方就业ꎬ维持经济增长ꎬ促
进社会稳定等公共治理目标ꎮ因此许年行和李哲(２０１６) [２８]发现ꎬ国有企业在决策方面受到更多行政约束ꎬ
而民营企业则具有更多的自主权力ꎮ另外ꎬ国有企业高管具有半官半商或亦官亦商双重色彩ꎬ这使得他们

为了追求自身仕途发展ꎬ常常利用企业行为迎合政府需求ꎬ而不是单纯的生产目的ꎮ由此可见ꎬ国有企业提

高自身质量的行为可能会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和干扰ꎻ而民营企业基于自身伦理价值ꎬ会对提高产品质量

表现更强的促进作用ꎮ王海成等(２０１９) [１４]也发现国有企业改制后ꎬ会较大程度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ꎮ
而外资企业由于自身文化的原因ꎬ影响程度不如民营企业明显ꎬ但是由于外资企业的本土化策略ꎬ而且雇

员逐步本地化ꎬ会不断增强我国传统文化的接受程度ꎮ由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说如下:
假说２:对于不同的所有制类型ꎬ儒家文化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ꎮ

三、 数据和模型变量

(一) 儒家文化的衡量和数据来源

儒家文化对中国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ꎬ是从以下几个角度考虑的ꎮ中国自改革开放后ꎬ党和国家领导

人都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ꎬ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其中诚信的价值观是儒家思想的精髓ꎬ也是传

统文化的精髓(十八大报告)ꎬ中国文化自信开始再次深入人心ꎮ儒家文化主要是通过非正式制度对人的

行为提出要求ꎬ从而提高对自身产品质量的改善ꎮ
对于文化ꎬ特别是对于儒家文化的衡量一直是难点ꎮ直接对于文化意识的度量很难ꎬ度量的方法也是

备受争议[２９]ꎮ当然如何度量文化ꎬ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ꎮＨＦＳＴＥＤＥ 的度量方法是目前比较流行的方法ꎬ主
要是包括指数和调查问卷ꎬ但是其中不含儒家的义利观和仁义礼智信等核心思想ꎬ而且由于是调研数据ꎬ
变化较大ꎬ也不容易复制ꎮ故采用古志辉(２０１５) [９]、程博等(２０１６) [２９] 和徐细雄等(２０１９) [３０] 的方法ꎬ用历

史上儒家书院和学堂作为代理变量来做儒家文化的具体度量ꎬ也就是以明代儒家学院和学堂作为儒家文

化的代理变量ꎮ文化传播在当时的主要载体是官办学堂和民办书院ꎬ而儒家文化是通过儒家学校不断传播

的ꎬ所以选取儒家学堂或学院作为儒家文化的代理变量ꎮ主要考虑如下:一是相对客观ꎬ事实在过去是客观

存在的ꎮ二是可重复性ꎬ不同研究者可以采用相同的方法复制ꎮ三是稳定性ꎬ儒家文化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已

经成为民众评价准则和主流意识ꎮ
企业周边学院或学堂越多ꎬ对教育群体的影响会越深入ꎬ从而对企业的文化影响越明显ꎮ根据陈冬华

等(２０１３) [３１]的研究ꎬ以企业周边方圆２００公里儒家学校数量为度量(孔子第一次出行距离为２００公里)ꎬ并
以儒家学校３００公里(孟子第一次出行的距离)的作为稳健性检验ꎬ度量每个企业周边学院或学堂的数量

作为儒家文化的代理变量ꎬ从而作为儒家文化影响力的度量ꎮ
根据徐永文(２０１２) [３２]、白新良(２０１２) [３３] 的统计ꎬ通过对«明会典» «明一统志» «古今图书集成»和

«中国书院史记资料»等材料的查证ꎬ共统计明代３３８６所儒家学校ꎬ包括官办学堂和民间书院ꎮ明代的省级

行政区域的设置与现代中国行政区域有较大差异ꎬ逐个比对核准ꎬ进一步根据儒家学堂的地址ꎬ通过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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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ꎬ逐个手动查找出每个学院和学堂的经纬度坐标ꎬ从而标注其经度和纬度ꎬ通过计量软件算出儒家学

校与企业间的距离ꎬ匹配出每个企业周边２００公里以内的学院或学堂的数量ꎬ作为儒家文化影响力的代理

变量ꎬ并同时统计出３００公里以内的学院或学堂数量作为检验ꎬ从而完成儒家文化的量化ꎮ

(二) 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和数据来源

学者研究发现ꎬ出口产品单位价值的变化可以解释出口产品质量变化ꎬ其逻辑是高质量产品一般单价

也较高[３４]ꎮ这种方法优点是简便ꎬ因此为许多研究所采用ꎮ因此本文也采用出口产品单位价值作为商品质

量的一种表达方式ꎮ但是结合中国自身的情况ꎬ国内学者就质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ꎬ本文采用施炳展等

(２０１４) [１３]的方法ꎬ将基于产品质量异质性贸易理论文献的最新进展ꎬ利用海关细分贸易数据ꎬ采用反推的

方法ꎬ系统计算了中国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７出口产品质量ꎬ作为质量的计量[３５]ꎬ之后用价格作为质量的替代变量

做了稳健性检验ꎮ
对照整合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７年中国工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ꎬ对照邮编等ꎬ匹配比对合并成一个数据库ꎬ

选取了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７年一直存续的企业共２５０８家企业ꎬ并根据企业的地址ꎬ通过百度地图对企业坐标逐个

手动拾取经纬度坐标ꎮ参考现有文献如施炳展等(２０１４) [１３]、王海成等(２０１９) [１４] 的数据选取规则ꎬ选取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７年的数据ꎮ此外选择到２００７年是为了避免金融危机的影响ꎬ因为经济危机前后企业发展不均

匀ꎬ外力冲击明显ꎬ而儒家文化的影响均匀且连续ꎬ所以剔除金融危机这种重大事件的影响ꎮ每次重大事件

的影响ꎬ如五四运动与儒家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另做其他论文研究ꎮ考虑到入世对企业的发展的影

响ꎬ所以选择２００１年ꎬ这是因为中国入世在２００１年ꎮ选择一直存续的企业是考虑资源配置的影响ꎬ也是为了

避免由于企业进入或退出等其他的因素影响质量ꎬ因为儒家文化会持续的影响企业ꎬ也是选择连续存活的

企业样本的原因ꎬ这样选择连续样本企业２５０８家并选择７年ꎬ总共是有１７５５６个样本ꎮ然后计算出每个企业

的标准化的企业质量ꎮ
质量的表达式为:

λ(φꎬξ) ＝ １ － β
α

σ － １
σ

æ

è
ç

ö

ø
÷

σ φ
ｃ

æ

è
ç

ö

ø
÷

σ － １ ξ
ｆ
Ｅ
Ｐ[ ]

１
α′

(１)

其中ꎬλ 为产品质量ꎬφ 为企业生产效率ꎬξ 为研发或广告效率ꎬ刻画企业固定成本的异质性ꎬ其值越大

产品质量越高ꎻＥ / Ｐ 是市场整体需求量ꎻ其余符号作为常数处理ꎬ关于其推导过程请见 Ｈａｌｌａｋ 和 Ｓｉｖａｄａｓａｎ
(２００８) [１１]ꎬ可见效率于产品质量有着重要作用ꎮ

　 　 　 　 　 　 　 　 　 　 　 　 　 　 　 　 　 　 　 　 　 　 　 　 　 　 　 　　
　

　
　

　
　

　
　

　
　

　
　

　 　　　　　　　　　　　　　　　　　　　　　　　　　　　　
　

　
　

　
　

　
　

　
　

　
　

　
　 表１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发展趋势

　 　 年份

类别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全样本 ０. ８０５ ０. ７９９ ０. ８０２ ０. ８０９ ０. ８０８ ０. ８１４ ０. ８１６
东部地区 ０. ８６３ ０. ８５６ ０. ８５９ ０. ８６７ ０. ８６３ ０. ８６７ ０. ８７１
中部地区 ０. ７７８ ０. ７５４ ０. ７７０ ０. ７９３ ０. ７７８ ０. ７９３ ０. ７９７
西部地区 ０. ７２３ ０. ７２８ ０. ７３７ ０. ７７１ ０. ７７０ ０. ７７５ ０. ７８１
劳动密集 ０. ７９７ ０. ７９５ ０. ８００ ０. ８１０ ０. ８０５ ０. ８１０ ０. ８１１
资本密集 ０. ８１３ ０. ８１１ ０. ８０９ ０. ８１８ ０. ８２３ ０. ８２９ ０. ８３１
技术密集 ０. ７７０ ０. ７７２ ０. ８１３ ０. ８１１ ０. ７８６ ０. ７８７ ０. ７９０

计算的结果汇报如表１ꎮ整体上看ꎬ从
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７年间ꎬ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呈

现上升趋势ꎬ体现了出口产品质量逐渐向

好ꎮ从不同地区的样本分析ꎬ东部地区要

高于中部地区ꎬ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ꎬ
这与我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匹配ꎬ也与儒

家学校的分布相匹配ꎮ从产业上分析ꎬ资
本密集型产业要高于劳动密集型和技术

密集型产业ꎬ这或与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本

依赖的程度相关ꎮ

(三) 计量模型

参考 Ｈａｒｄｉｎｇ 等(２０１１) [３６]的方法ꎬ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ｔ ＝ β０ ＋ β１ｃｏｎｆｕｉｔ ＋ ∑ｍ
βｍＸ ｉｔꎬｍ ＋ υｔ ＋ εｉｔ (２)

式(２)中ꎬｉ 代表企业ꎬｔ 代表年份ꎬＱｕａｌｉｔｙ 为企业的质量ꎬ采用反推法取得的标准化的质量为被解释变

量ꎮｃｏｎｆｕ 为儒家文化的代理变量ꎬ也就是每个企业周边２００公里以内儒家学校的数量ꎮ前文对儒家代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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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度量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介绍ꎬ这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ꎮ作者采用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７年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库和海关出口数据库ꎬ根据地址和邮编等进行的比对和整合ꎬ并根据企业的地址ꎬ逐个采用百度地图标

注经纬度ꎬ然后通过计量软件计算出每个企业周边学校的数量ꎮ模型中 Ｘ 表示可能会影响企业出口产品

质量的控制变量ꎬυｔ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ꎮεｉｔ表示扰动项ꎮ
控制变量具体包括:(１) ｌｎｗａｇｅ 是公司企业平均工资取对数ꎬ用于考察企业工资对产品质量的影响ꎮ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０４) [１０]认为ꎬ平均工资高可以吸引高水平和高技能的工人ꎬ这会提高行业人力资本禀赋ꎬ从而促

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ꎬ预计符号为正ꎮ(２) ｌｎｔｆｐ 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ꎮ使用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和 Ｐｅｔｒｉｎ(２００３) [３７]提

出的全要素生产率估计方法ꎬ计算全要素生产率ꎮ全要素生产率越高ꎬ企业可变成本越低ꎬ从而产品质量越

高ꎬ预期符号为正ꎮ(３)ａｇｅ 是企业存续时间ꎬ企业年龄等于当期年份减去开工年份加１ꎮ企业存续的时间越

长ꎬ消费者认可程度、品牌知名度越高ꎬ产品质量越高ꎬ预期符号为正ꎮ(４) ｌｎｌａｂｏｒ 是企业规模ꎮ用每个企业

人数取对数表示ꎮ企业自身规模越大ꎬ越具有成本优势ꎬ拥有资金充足ꎬ技术更为先进ꎬ进而在产品质量升

级有优势ꎮ预期符号为正ꎮ(５) ｓｕｂｓｉｄｙ 表示企业是否获得政府补贴ꎮ有补贴取值为１ꎬ没有补贴取值为０ꎮ接
受补贴的企业有更充裕的资金进行质量的提升行为ꎬ预期符号为正ꎮ(６)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为是否有利息支出ꎮ王永

进和施炳展(２０１４) [３５]发现有利息支出的企业可以获得外部融资ꎬ因此外部融资约束较弱ꎬ从而融资能力

较强ꎬ出口产品质量较高ꎬ预期符号为正ꎮ

四、 研究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

　 　 　 　 　 　 　 　 　 　 　 　 　 　 　 　 　 　 　 　 　 　 　 　 　 　 　 　 　 　　
　
　
　
　
　
　
　
　
　
　
　
　 　　　　　　　　　　　　　　　　　　　　　　　　　　　　　　

　
　
　
　
　
　
　
　
　
　
　
　
　 表２　 变量统计汇报

变量名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６４２８ ０. ８０７ ０. ２１４ ０. ０４１４ １

ｃｏｎｆｕ２００ １７１１０ １４７ ５６ ０ ３３６
ｃｏｎｆｕ３００ １７１１０ ２７１ １０２ ０ ６２７
ｌｎｗａｇｅ １７１０７ ８. ７８２ １. ２６５ ３. ９１ １５. ８
ｌｎｔｆｐ １６７８４ １. １１２ ０. ３３３ － ３. ４１ １. ９７
ａｇｅ １７１１０ １２. ６７６ ７. ６３２ １ １０１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１７１０５ ５. ９６６ １. １５６ １. ６１ １０. ７
ｓｕｂｓｉｄｙ １７１１０ ０. ２２９ ０. ４２０ ０ １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１７１１０ ０. ７２３ ０. ４４７ ０ １

　 　 首先ꎬ对样本公司在研究区间

内的影响变量、儒家学校的数量等

进行统计ꎬ如表２ꎬ公司周边２００公里

内儒家学校数量均值为１４７所ꎬ最大

的为３３６所ꎬ最小的为０所ꎮ其次ꎬ图１
显示ꎬ儒家文化与出口产品质量的

关系ꎬ斜率为正ꎬ也初步印证了儒家

文化与出口产品质量的正相关的关

系ꎬ二者更精确的关系ꎬ后文将进一

步检验ꎮ

图１　 儒家文化与企业产品质量关系的散点图

２９ 商　 业　 经　 济　 与　 管　 理 ２０１９ 年



(二) 基本研究结果

　 　 　 　 　 　 　 　 　 　 　 　 　 　 　 　 　 　 　 　 　 　 　 　 　　
　
　
　
　
　
　
　
　
　
　
　
　
　
　
　
　
　
　
　
　
　
　
　
　
　
　
　
　
　 　　　　　　　　　　　　　　　　　　　　　　　　　

　
　
　
　
　
　
　
　
　
　
　
　
　
　
　
　
　
　
　
　
　
　
　
　
　
　
　
　
　
　 表３　 基本研究结果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ＯＬＳ ＯＬＳ ＲＥ Ｔｏｂｉｔ

ｃｏｎｆｕ２００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ｌｎｗａｇｅ ０. ０１６９∗∗∗ ０. ０１２４∗∗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１０２∗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４８) (０. ００６１)
ｌｎｔｆｐ ０. ０１８７∗ ０. ０１８１∗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１５４

(０. ００９６) (０. ００９５) (０. ００７９) (０. ０１１６)
ａｇｅ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５)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０. ０２０８∗∗∗ ０. ０１６３∗∗∗ ０. ０１４１∗∗ ０. ０２１５∗∗∗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０６５)
ｓｕｂｓｉｄｙ ０. ０１６２∗∗ ０. ０１７６∗∗∗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２１７∗∗∗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０５５) (０. ００８１)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０. ０１０４∗ ０. ０１０７∗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１２８∗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７７)
常数项 ０. ７３４４∗∗∗ ０. ７５０６∗∗∗ ０. ８０５２∗∗∗ ０. ８１９３∗∗∗

(０. ０２０４) (０. ０２１１) (０. ０２８９) (０. ０２５８)
时间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６３０９ ６３０９ ６３０９ ６３０９
拟合系数 ０. ０１１２ ０. ０２４０

　 　 注:∗∗∗、∗∗、∗分别表示１％ 、５％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表３第(１)~(４)列分别汇报了基准回归结

果:首先ꎬ第(１)列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ＯＬＳ)
对式(１)进行估计ꎬ回归结果显示ꎬ儒家文化估

计系数显著为正ꎬ即儒家文化显著促进了企业

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ꎬ初步验证了假说１ꎮ其次ꎬ
第(２)列在回归中加入了时间固定效应ꎬ儒家

文化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ꎬ意味着控制了

其他影响因素和时间后ꎬ儒家文化仍显著地促

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ꎮ再次ꎬ第三列使

用了面板随机效用方法(ＲＥ)进行估计ꎬ结果显

示儒家文化依然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的提升ꎮ最后ꎬ由于被解释变量企业产品质量的

取值范围在０到１之间ꎬ所以使用 ＴＯＢＩＴ 的方法

进行回归ꎬ结果汇报于表２第(４)列ꎬ不难发现ꎬ
儒家文化依然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ꎮ可
见ꎬ上述检验结果较好地验证了研究假说１ꎮ

关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ꎬ以表３第(２)列
为例ꎬ汇报如下:(１) ｌｎｗａｇｅ 的估计系数在５％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ꎬ与预期符号一致ꎬ意味着工

资越高ꎬ越能促进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ꎮ(２)
ｌｎｔｆｐ 的估计系数在１０％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ꎬ与
预期符号一致ꎬ全要素生产率的越高ꎬ企业可变

成本越低ꎬ从而提升产品质量越高ꎮ(３)ａｇｅ 的估计系数为正ꎬ但是不显著ꎬ所以企业的存续时间不是显著

影响产品质量提升的原因ꎮ(４) ｌｎｌａｂｏｒ 的估计系数在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ꎮ企业自身规模越大ꎬ成本优势

明显ꎬ拥有资金充足ꎬ技术更为先进ꎬ进而在促进了产品质量升级有优势ꎮ(５)ｓｕｂｓｉｄｙ 估计系数在１％的水平下

显著为正ꎬ接受补贴的企业有更充裕的资金进行质量的提升行为ꎮ(６)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估计系数在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为正ꎬ有利息支出的企业可以获得外部融资ꎬ从而外部融资约束较弱ꎬ融资能力较强ꎬ提升出口产品质量ꎮ

(三) 异质性分析

　 　 　 　 　 　 　 　 　 　 　 　 　 　 　 　 　 　 　 　 　 　 　 　 　 　 　 　 　 　 　　
　
　
　
　
　
　
　
　
　
　 　　　　　　　　　　　　　　　　　　　　　　　　　　　　　　　

　
　
　
　
　
　
　
　
　
　
　 表４　 企业性质异质性分析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 混合贸易

ｃｏｎｆｕ２０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１２０ ３４８ ５０９２ １０８０ ８２０ ３９６５

拟合系数 ０. ０９１２ ０. ０５７９ ０. ０２７８ ０. ０４４４ ０. ０２８４ ０. ０２５９
　 　 注:∗∗∗、∗∗、∗分别表示１％ 、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１. 所有制特征ꎮ本文以“该类

资本金 /实收资本金≥０. ５”的标

准来确定所有制类型ꎬ将总样本划

分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

业三个子样本ꎮ如表４第(１)~(３)
列所示ꎬ①三种类型的企业核心解

释变量儒家文化的估计系数皆为

正ꎬ其中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估

计系数在１％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ꎬ
但国有企业估计系数虽为正ꎬ但不显著ꎬ可能的原因是ꎬ我国国有企业还没有完全成为市场竞争自由主体

有关ꎬ所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ꎬ特别是供给侧改革任重道远ꎮ而民营企业顺利通过了显著性检验ꎬ这与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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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篇幅所限ꎬ后续表格未汇报控制变量ꎬ留存备索ꎮ



企业在不断崛起且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ꎬ充分继承了传统文化相关ꎮ外资企业也通过了检验ꎬ这与外资企

业本土化有关ꎬ也证明了我国儒家文化的融合性和兼容性ꎮ验证了假说２ꎮ
２. 贸易方式ꎮ根据贸易方式将企业划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企业三个子样本[３８]ꎮ从表４

第(４)~(６)回归结果来看ꎬ三种贸易方式的儒家文化估计系数皆为正ꎬ并且加工贸易企业的估计系数最

大ꎬ混合贸易次之ꎬ一般贸易最小ꎮ
可能的原因是根据贸易的方式ꎬ加工贸易具有“两头在外ꎬ且以包销协议为前提ꎬ赚取工缴费”的特

征ꎬ因此诚信ꎬ加工标准ꎬ加工水平是企业技术标准ꎮ这些标准是企业文化及潜移默化的工匠精神的结果ꎮ
加工贸易是受人之托ꎬ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的伦理ꎬ会要求忠于所托之事ꎬ会三省吾身ꎬ会全力以赴做好ꎮ
而一般加工贸易ꎬ会有自己的理念和改进方式ꎬ会有更多的创新、改变和自主的方式ꎬ所以不如加工贸易明

显ꎮ而混合贸易介于二者之间ꎬ检验的结果体现了以上分析ꎮ
３. 地区差异ꎮ本文按照东中西部划分为三个地区子样本ꎬ从表５第(１)~(３)回归结果估计来看ꎬ仅东部

子样本核心解释变量儒家文化的估计就系数显著为正ꎬ发现儒家文化对东部企业的影响较深ꎬ对西部和中

部影响较小ꎬ这与儒家文化历史上在东部学院和学堂较多ꎬ对企业质量的影响比较直接ꎮ
　 　 　 　 　 　 　 　 　 　 　 　 　 　 　 　 　 　 　 　 　 　 　 　 　 　 　 　 　 　 　　

　
　

　
　

　
　

　
　

　
　

　
　

　
　 　　　　　　　　　　　　　　　　　　　　　　　　　　　　　　　

　
　

　
　

　
　

　
　

　
　

　
　

　
　

　 表５　 企业地区异质性分析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东部 中部 西部 小企业 中等企业 大企业

ｃｏｎｆｕ２００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１ － ０. ０００５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６１８２ ９２ ３５ ４６８ ２８０４ ３０３７

拟合系数 ０. ０２４４ ０. ２２５５ ０. ５３３７ ０. ０８００ ０. ０２９９ ０. ０３０８

　 　 注:小企业:员工１~９９人ꎬ中等企业:员工１００~４９９人ꎬ大企业:员工５００以上ꎻ
∗∗∗、∗∗、∗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４. 企业规模ꎮ本文按照企业人

数划分为大中小企业ꎬ小企业人数

在１~９９人ꎬ中等企业人数在１００~４９９ꎬ
大企业人数在５００以上ꎬ从表５第

(４)~(６)回归结果估计来看ꎬ中等

企业和大企业系数显著为正ꎬ企业

规模是由内外供需关系ꎬ技术水

平ꎬ资金能力ꎬ生产规模ꎬ企业生产

率和企业盈亏平衡等因素决定的ꎮ
这些因素的作用都是以人的主观

能动性和偏好为转移的ꎬ而人的与

生俱来的元意识文化ꎬ融合了与时

俱进的企业文化ꎬ企业发展才会与众不同ꎮ所以大、中型企业的管理文化在优化整合力资源时ꎬ更具有其合

理性、先进性和竞争性等发展的内在秉性ꎮ

(四) 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分析

１. 改变儒家文化的测度方法ꎮ在前文的基准回归估计中ꎬ儒家文化主要采用２００公里以内的学校的数

量作为代理变量ꎬ考虑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ꎬ本文使用３００公里内的儒家学校的数量作为替代变量进行估

计ꎬ结果汇报于表６的(１)~(４)列ꎬ与基准回归一致ꎬ本文使用了四种方法进行估计ꎬ估计结果显示核心解

释变量儒家文化在１％水平下显著为正ꎬ本文核心结论依然稳健ꎬ即儒家文化显著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的

提升ꎮ
２. 改变产品质量的测度方法ꎮ基准回归估计中ꎬ产品质量的指标使用的是施炳展的反推法ꎬ为稳健起

见ꎬ也使用价格作为产品出口质量的替代变量ꎬ对式(１)重新估计ꎬ结果汇报于表６的第(５)和第(６)列ꎬ其
中第(５)列是简单算术平均法计算的产品价格ꎬ第(６)列是以企业出口额为权重的加权算术平均法计算的

产品价格ꎮ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儒家文化的估计系数皆高度显著为正ꎬ再次表明了儒家文化显著促进了

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ꎬ本文的核心结论得以保证ꎮ
３. 内生性分析ꎮ内生性的来源之一为遗漏重要解释变量ꎬ比如宏观经济波动等一些难以观测的因素ꎬ

可能既会影响儒家文化的传播ꎬ同时又会影响企业产品质量ꎮ如果遗漏了这些因素ꎬ会导致内生性问题ꎬ从
而影响估计结果ꎮ为了缓解因遗漏变量而引致的内生性问题ꎬ文章已经在回归模型中尽量加入多个控制变

量ꎬ并且控制了非观测的时间固定效应ꎮ内生性的另一来源为双向因果关系ꎬ尽管企业产品质量对儒家文

化传播的影响可能作用很小ꎬ但稳健起见ꎬ本文使用各省份中企业２００公里范围内学院或学堂的数量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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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变量ꎬ使用两步法进行内生性检验ꎬ结果汇报于表６第(７)列ꎮ不难发现ꎬ核心解释变量 ｃｏｎｆｕ２００仍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ꎬ即儒家文化显著地促进了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ꎮ此外ꎬ同时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 和 Ｐａａｐ
(２００３) [３９]的 ｒｋ ＬＭ 统计量和 Ｗａｌｄ ｒｋ Ｆ 统计量检验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和“工具变量为弱识别”
的原假设ꎬ意味着文章中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适的ꎬ２ＳＬＳ 方法估计的结果是可信的ꎮ

表６　 稳健性检验的结果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ＯＬＳ ＯＬＳ ＲＥ Ｔｏｂｉｔ 出口价格(简单) 出口价格(加权) ＩＶ

ｃｏｎｆｕ３０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ｃｏｎｆｕ２００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６３０９ ６３０９ ６３０９ ６３０９ １４７６７ １４７６６ ６３０９

拟合系数 ０. ００９６ ０. ０２２２ ０. ０２８３ ０. ２０８７ ０. ０２３０

　 　 注:∗∗∗、∗∗、∗分别表示１％ 、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五) 影响机制分析

通过前文的分析表明ꎬ儒家文化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ꎮ接下来将检验儒家文化影响出

口产品质量的机制ꎮ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ｔ ＝ β０ ＋ β１ｃｏｎｆｕｉｔ × ＣＯＳＴｉｔ ＋ ∑ｍ
βｍＸ ｉｔꎬｍ ＋ υｔ ＋ ｕｉ ＋ εｉｔ (３)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ｔ ＝ β０ ＋ β１ｃｏｎｆｕｕｉｔ × ＴＦＰｉｔ ＋ ∑ｍ
βｍＸ ｉｔꎬｍ ＋ υｔ ＋ ｕｉ ＋ εｉｔ (４)

　 　 　 　 　 　 　 　 　 　 　 　 　 　 　 　 　 　 　 　 　 　 　 　 　 　 　　
　
　
　
　
　
　
　
　
　
　
　
　
　
　
　
　
　
　
　 　　　　　　　　　　　　　　　　　　　　　　　　　　　

　
　
　
　
　
　
　
　
　
　
　
　
　
　
　
　
　
　
　
　 表７　 影响机制分析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管理成本 管理成本 企业效率 企业效率
ｃｏｎｆｕ２００ × ＣＯＳＴ ０. ０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０)
ｃｏｎｆｕ３００ × ＣＯＳＴ ０. ０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ｃｏｎｆｕ２００ × ＴＦＰ ０. ０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００)
ｃｏｎｆｕ３００ × ＴＦＰ ０. ０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６２９８ ６２９８ ６３０９ ６３０９
拟合系数 ０. ０２４１ ０. ０２３４ ０. ０２３１ ０. ０２２５

　 　 注:∗∗∗、∗∗、∗分别表示１％ 、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式(３)中 ＣＯＳＴ 为管理成本ꎬ使用管理费

用取对数来衡量ꎬ式(４)中 ＴＦＰ 为企业效率ꎬ
使用全要素生产率取对数来衡量ꎬ数据来源

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ꎮ表示企业固定效应ꎬ
其他各项与式(２)一致ꎮ对计量模型(３)和
(４)进行回归ꎬ估计结果汇于表７ꎮ不难发现ꎬ
无论是使用２００公里内指标( ｃｏｎｆｕ２００)还是

３００公里内的指标(ｃｏｎｆｕ３００)ꎬ与管理成本、
企业 效 率 的 交 叉 项 ( ｃｏｎｆｕ２００ × ＣＯＳＴ、
ｃｏｎｆｕ３００ × ＣＯＳＴ、ｃｏｎｆｕ２００ × ＴＦＰ 和 ｃｏｎｆｕ３００
× ＴＦＰ)都在１％的水平下显著ꎬ即降低管理

成本和提高效率是儒家文化促进中国企业

出口产品质量的两个重要影响渠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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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新的视角分析了儒家文化与经济学的基本思想结合过程ꎬ儒家文化虽然没有如西方经济学完

整的提出自己的整套思想ꎬ但是有朴素的经济学思想的基础ꎬ只是缺乏梳理提炼ꎮ
参考 Ｈａｒｄｉｎｇ 等(２０１１) [３６]设定计量模型的方法ꎬ以考察儒家文化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

作用机制ꎬ并运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进行了计量分析ꎬ研究结论如下:第一ꎬ儒家文化显著促进了

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ꎬ在内生性问题处理、替换核心指标以及变换估计方法重新估算后ꎬ核心结

论依然稳健ꎮ第二ꎬ通过机制检验表明ꎬ降低管理成本和提高效率是儒家文化促进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的两个重要渠道ꎮ第三ꎬ儒家文化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因企业所有制类型、贸易方式、地区和企业规模

不同而呈现异质性ꎮ具体来说ꎬ对民营企业影响大于国有企业ꎬ也大于对外资企业的影响ꎻ对加工贸易企业

的影响大于其他企业ꎻ对于东部地区的企业影响大于其他地区企业ꎻ对大中型企业的影响大于小型企业的

影响ꎮ
基于以上的结论ꎬ文章的政策启示有以下几点:
一是重视优秀传统文化ꎬ从文化自信角度认识到我国传统文化精髓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ꎬ从中

国软实力ꎬ非正式制度角度上提升出口产品质量ꎬ坚定我国优秀文化进企业的信心ꎬ坚定文化自信ꎮ二是重

视企业所有制性质不同的所带来的文化差异ꎬ民营企业对传统文化的接受能力最好ꎬ但是国企不显著ꎮ在
国企改革中ꎬ加大供给侧改革ꎬ提升我国国企市场化程度ꎮ三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ꎬ秉持“亲诚惠容”的理

念ꎬ精益求精ꎬ提高产品质量ꎬ扩大出口市场的占有率ꎮ四是本文纠正了一些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ꎬ特别是

儒家文化的偏见ꎬ重新认识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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