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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常认为!供应链下游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会促进信息交互和组织学习!强化核心

企业的话语权!提升创新绩效"文章认为!在特定条件下!客户地理邻近也可能会拉低企业创新绩

效!形成创新%空间锁定&困局"基于#$$9'#$%8年中国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及其供应链数据!考

察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并将客户集中度和客户属地多样性作为情境因

素纳入研究框架"研究发现#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呈倒 K型关系!在一定阈值范围内

客户地理邻近性拉升企业创新绩效!而超过该阈值客户地理邻近性抑制企业创新绩效$客户集中

度对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不存在调节效应$客户属地多样性强化了客户地理

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倒 K型关系"以上结论从供应链视角揭示企业创新规律!对企业创新

的内生机制研究形成了有益补充!有助于重新认识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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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G言

当今企业竞争是其所处供应链之间的竞争)而客户关系是供应链管理的重要内容)客户特征和关系影

响着企业经营策略)其中企业创新决策是一个重要方面*在客户特征中)空间尺度下最为显性的是客户邻

近性)具有多维度特征)其中地理邻近性最为基础
+%,

*在瞬息万变的商业社会)客户空间位置决定着企业

对市场需求的反应速度)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客户知识参与企业创新的效果*那么)客户地理邻近性

将会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呢&其作用有何边界条件&

客户地理邻近性是供应链的主要特征之一)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竞争优

势*首先)供应链下游空间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交易成本)左右客户需求规模)进而影响企业创新的意

愿和决策
+#,

*其次)企业与客户的地理距离影响客户反馈和获取客户知识的速度)进而影响企业创新速

度
+",

*另外)企业与客户的空间分布左右生产资料'人才和技术等创新资源的共享成本
+3,

)影响默会知识

的传递效果
+!,

)决定创新要素的获取和利用方式)影响企业创新的质量*在生产集聚前提下的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中)供应链空间布局成为企业经营战略的重要内容)客户群体特征日益成为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重

要因素*

关于客户地理邻近性研究源起于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同类企业的创新管理问题)延伸至供应链特征

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同业企业在地理空间上呈现集聚发展态势是普遍现象
+:,

)竞争性企业地理邻近

性受到普遍关注*回顾相关研究)主要存在两种矛盾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地理邻近性对企业创新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829,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集聚产生的本地化知识网络锁定不利于企业创新
+%$2%%,

*供应链上

企业间关系与竞争性企业之间关系不同)更多强调不同维度的合作*近年来)供应链特征与企业创新的关

系逐渐受到关注)主要集中在探讨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创新决策及效果的影响
+%#2%3,

)极少研究分析供应

链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就供应链下游环节而言)XIH 等!#$%9"

+#,

认为客户地理邻近性对

企业创新能力产生积极影响)而有研究认为客户地理邻近性阻碍了企业创新绩效
+%!,

*目前)关于供应链特

征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仍在不断拓展和深化*

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相对缺乏)并且结论不一)仍然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探讨

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边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客户集中度和客

户属地多样性分别是#非可见$和#可见$客户群体特征的主要体现*客户集中度反映供应链下游环节关系

型交易的程度)而客户属地多样性反映供应链下游主体在地理空间中的分散程度*以上两种客户群体特征

是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重要情境因素*本文以#$$9/#$%8年中国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

的供应链为研究对象)从客户群体特征的视角构建了一个融合客户地理邻近性'客户集中度'客户属地多

样性和企业创新绩效的理论模型)探讨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关注客户集中度和

客户属地多样性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

研究发现)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呈显著的倒 K型关系)为适度邻近带来的知识交互效应

和过度邻近产生的空间锁定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客户属地多样性对两者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强化

了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倒 K型关系%客户集中度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可能原因

在于客户集中度所引致的经营风险和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中和$了强关系型交易对企

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从供应链视角探讨了企业创新绩效的前因与边界作用机制*本文以外生

影响机制为切入点)系统地探讨客户群体特征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打破了线性关系的矛盾局面)丰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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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企业创新方面的文献*第二)检验了客户集中度和客户属地多样性对客户地理邻近性和企业创新绩效关

系的调节效应*本文分析了不同客户群体特征之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交互影响)不仅阐明了主要的作用机

制)而且识别出其作用边界*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理论基础

独特'固有的内部资源是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来源)而获取外部资源同样是企业生存和发展

的关键*根据资源依赖理论
+%:,

)企业并非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依赖于外部环境*虽然

企业受制于外部环境)但可以设法改变自身的组织结构和行为方式)降低环境不确定性和对外部组织的依

赖*为此)企业具体行动的核心在于掌握关键资源的控制权)实现组织对外部环境的低依赖性和其他组织

对本组织的高依赖性
+%8,

*客户是企业外部环境中的重要参与主体)客户及其具有的创新要素是客户地理

邻近性发挥作用的基础*

根据知识管理文献)在客户导向逻辑下)客户成为企业商业生态的重要参与主体)是企业创新知识的

重要来源
+%4,

*客户知识管理是企业和客户的经历和知识共享的过程)其中来自客户的知识对提升企业创

新能力具有突出作用
+#,

*地理邻近性影响着企业与客户间的知识分享和供应链下游知识搜索的效果
+%9,

)

关键在于左右默会知识的传递过程和结果*供应链知识管理文献认为)链上企业的知识溢出利于提升供应

链整体创新能力)其中下游伙伴是创新要素的重要来源
+#$,

*

另外)经济地理领域文献为本文提供了理论支撑*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沟通

效率)加强组织学习'知识创造和合作创新*过大的地理距离阻碍企业的合作绩效)但是)地理上的过度集

聚在加强合作的同时将出现本地化空间锁定
+%,

)压制企业创新潜力*

#二$ 研究假设

图%&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

H)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供应链环境下)下

游企业知识溢出有助于上游企业的创新搜索)而客户地理

邻近正是这一效应得以发挥的有利条件*基于中国幅员辽

阔的现实背景)客户地理邻近能够提高与核心企业之间的

沟通效率)促进知识分享)同时有助于在供应链合作过程中

产生和传递默会知识
+#%,

)使企业获得更丰富的外部创新知

识和资源*但是)客户地理邻近在促进供应链知识溢出的同

时)可能出现本地知识锁定现象
+%,

)表现为供应链知识同

质化)拉低企业创新绩效*因此)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

新绩效之间同时存在促进和阻碍两种效应)如图%所示*

一方面)随着客户群体在空间上趋近于核心企业)客户

地理邻近性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促进效应*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客户知识更有效地投入企业创新活动*组织间知识溢出仅发生在既定有限的地理空间范围内
+##,

)随

着地理距离拉大)这一效应逐渐减弱直至消失*客户在地理空间上趋近)双方沟通效率和效果得到改善)沟

通方式更加多元)信息扭曲和失真得到有效缓解
+#",

*高效知识溢出下)企业获取的客户知识更加丰富'质

量更高)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其次)地理空间上趋近利于默会知识的分享和传递*组织间默会知识是重

要的创新要素)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突出作用
+",

*客户地理距离趋近)知识外部性作用显现)尤其利于默

会知识的向上分享和传递
+#%,

*最后)客户与企业在地理空间上趋近形成良好的创新氛围*根据经济集聚理

论)随着客户向核心企业集聚)双方资源条件'制度约束'管理者认知等处在#求同存异$的阶段)形成具有

浓厚创新氛围的供应链环境)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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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当客户向核心企业地理趋近超过一定程度时)会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阻碍效应*主要表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知识网络在空间范围内锁定*客户过度地理邻近于核心企业使得双方知识结构同

化
+#!,

)产生本地知识网络的空间锁定)致使企业获取的非本地化'异质性知识和信息受限)不利于组织学

习)进而拉低企业创新绩效
+#:,

*第二)趋同的供应链宏观环境压制企业创新*当供应链下游在空间上过度

邻近)其资源条件'制度环境'管理者认知等近乎相同)可能造成同等约束下的供应链资源竞争
+#3,

)破坏合

作创新氛围)挫伤企业创新积极性*第三)地理趋近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客户监管的力度)左右企业创新战

略
+%#,

*过度临近加强了客户对企业经营战略的监督和干扰)迫使企业在服务和维护现有客户方面过多投

入)限制了创新资源的整合利用*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呈倒 K型关系"

I)客户集中度的调节作用%客户集中度指企业销售业务关系集中于少数客户的程度)是关系型交易的

重要反映
+#8,

)对客户地理邻近性具有替代作用*客户地理邻近性的主要作用在于从#地理远近$维度上影

响企业与客户合作创新效果)而客户集中度则是#关系远近$维度上企业与客户合作创新效果的重要决定

因素*

当客户集中度较高时)企业销售业务关系集中于少数客户)企业向客户寻求合作的意愿更加强烈)对

客户的依赖程度较高*同时)拥有高客户集中度的供应商更倾向于加大关系专用性资产投入
+%",

)包括研发

投入和过程创新)以实现和维持稳定持久的客户关系*企业与客户关系层面上的趋近为提升合作创新绩效

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情况下)关系趋近的作用替代了一部分地理邻近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拥有高客户集

中度的企业对客户地理邻近性的依赖减弱)致使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明显减弱*

当客户集中度较低时)客户 供应商之间的紧密关系所带来的创新绩效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供应商更

倾向于依赖客户地理邻近实现外部知识获取)推进合作创新*在此情况下)客户在地理空间上趋近于供应

商以提升供应商创新绩效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客户地理距离小的企业比客户地理距离大的企业更容易获

取外部供应链知识和资源
+3,

)利于提升自身创新绩效*

上述关系在客户地理邻近性处于中低水平时成立)超越一定界限后)创新阻碍效应显现*当客户地理

邻近性处于较高水平时)随着客户集中度增加)客户地理邻近性所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变差逐渐缩小)倒

K型曲线的左半边趋于平缓*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客户集中度缓解了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即客户集中度较高时!客户地理邻近

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倒 K型关系会弱化"

J)客户属地多样性的调节作用%由于中国地域广袤'经济活动分散)属地多样性是客户群体特征的重

要反映*客户属地多样性指客户所在省级行政区的群体异质性程度)主要通过差异性的客户知识结构'市

场信息和管理者认知作用于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

客户属地多样化有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异质性资源)易于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当客户属地多样化程

度高时)客户来自多个不同省级行政区)其群体层面的知识结构多元化程度较高)企业易于获取多源头'差

异性的客户知识*作为关键的创新要素)多元化的客户知识能够极大地提升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创新绩

效的边际效应)具有强化作用*不同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需求存在差异)属地多样

化的客户群体更容易给企业带来多个地域的异质性市场需求信息)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同样具有强化

作用*再者)不同省级行政区的制度'文化和市场化进程存在差异
+#",

)客户属地多样化带来客户群体层面

多元化的管理者认知*不同的管理者认知利于营造创新氛围)鼓励企业创新活动)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在良好创新环境中)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得到强化*

当客户属地多样化程度低)客户群体知识结构'市场信息和管理者认知趋于同质)企业创新活动所需

客户资源严重受限)致使企业提升创新绩效面临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创新活动受到较大抑制)客户地

理邻近性所能影响的企业创新绩效的变差缩小)两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

以上分析均在客户地理邻近性为中低水平时发挥作用)超过一定阈值)空间锁定效应逐渐显现*在高

客户属地多样性情形下)过度的客户地理邻近突出了异质性客户资源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关键作用)扩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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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变差)放大了空间锁定效应*与此相对)在低客户属地多样性情形

下)过度的客户地理邻近削弱了空间锁定效应*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客户属地多样性强化了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即客户属地多样化程度较高时!

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倒 K型关系会强化"

理论与假设模型如图#所示)研究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客户地理邻近性是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因

素)作用机理体现在客户地理邻近性一方面影响企业获取外部客户资源的难易程度)另一方面影响可获取

客户资源的异质性程度)综合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客户集中度会削弱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

关系)而客户属地多样性强化了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

图#&研究假设的理论模型

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

鉴于#$$9年以前披露前五大客户信息的上市公司数量过少)遂选取#$$9/#$%8年中国 <股制造业上

市公司及其前五大客户为样本*选择核心企业的前五大客户作为研究样本的依据和合理性在于(第一)限

于上市公司供应链数据仅提供前五大客户相关信息)加之供应链数据获取的客观难度之大)使得全部供应

链下游数据获取受限%第二)本文参考现有供应链管理领域的成熟研究
+#")#8,

选取研究样本)体现合理性%

第三)本文认为前五大客户是主要和重要客户)甚至决定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能够反映企业供应链下游

环节的主要特征*

本文对选取样本进行如下处理(!%"剔除财务状况异常的 [O'

!

[O以及资产负债率大于%的样本*!#"

剔除未公布前五大客户具体名称和交易额占比的样本)并删除其中前五大客户中有个人客户的样本*!""

参考成熟研究
+#4,

的做法)剔除前五大客户中有我国港澳台地区企业和外国企业的样本*原因在于(第一)

相比内地!大陆"供应链)我国港澳台地区供应链和海外供应链受相关贸易政策限制)具有特殊性*第二)

包含我国港澳台地区企业和外国企业客户的供应链在运作上不同于内地!大陆"供应链)体现在建立业务

方式'物流和通关等方面*!3"手工搜集获取客户地址信息*!!"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c的 FC,P(-CY+处

理*最终)本文得到%9$%个公司一年度观测值)所有基础数据来源 X[0<\数据库*

#二$ 变量定义

H)被解释变量%企业创新绩效主要有投入维度和产出维度两种衡量方法)其中产出层面能够更准确地

衡量创新绩效
+#9,

*专利数据不易被人为操纵)是衡量创新绩效的良好方式
+"$,

*结合制造企业的特点和中

国专利制度)专利申请数是较为适合衡量企业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因此)本文选取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

设计三类专利申请总数衡量企业创新绩效*具体处理方法说明如下(!%"借鉴 X(-,.LLC.等!#$%!"

+"%,

的做

法)将 X[0<\数据库中少量样本专利申请数的缺失值设定为$%!#"在专利申请数加%的基础上作自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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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处理)记为衡量企业创新绩效的指标 G+A20*另外)选择投入层面的研发投入强度衡量企业创新绩效)进

行稳健性检验*参考余明桂等 !#$%: "

+#9,

的处理方法)以研发投入与总资产的比值记为研发投入强度

!HI3"*

I)解释变量%客户地理邻近性通过企业与客户的地理距离反映)客户地理距离越小)地理邻近性越强*

客户地理距离的基础数据获取及计算方法说明如下(

!%"通过天眼查获取客户地址信息)对于个别已注销或更改名称情况的处理)通过企查查'启信宝或

网页搜索方式获取地址信息*

!#"借助百度地图应用程序以手工整理方式获取客户地址所对应的经度和纬度数据*

!""应用地球大圆距离公式计算客户地理距离
+"#2"",

)计算公式如下(

J3g:"84 b.-AA(P+PC,!%20

!

"

!

PC,!%20

@

" kA(P!%20

!

"

!

A(P!%20

@

"A(P!%$+

@

2%$+

!

", !%"

其中)%20

!

'%$+

!

分别为企业地址纬度和经度转化而来的弧度)%20

@

'%$+

@

分别为客户地址纬度和经度转

化而来的弧度)由经度和纬度除以%4$K

"

得出*

!3"借鉴程小可等!#$%9"

+"3,

的处理方法)基于前五大客户与企业的平均地理距离衡量客户地理距离

!G+3*)")具体计算公式为(

3*)L

%

!

"

!

*L%

J3

*

!#"

G+3*)L/,!3*)M%" !""

JB调节变量%借鉴 Z.M.M(HB.P!#$%#"

+"!,

的做法)以前五大客户交易额的赫芬达尔指数衡量客户集中

度!@"")具体计算公式为(

@"

*0

L

"

!

EL%

!2%,)

*E0

!2%,)

( )
*0

#

!3"

其中)!2%,)

*E0

为 *企业对 E客户在 0时期的销售额)!2%,)

*0

为 *企业在 0时期的总销售额*

基于前五大客户所属省级行政区的信息)以辛普森多样性指数测算客户属地多样性!3"N")具体计算

公式如下(

3"NL% O

"

+

*L%

P

*( )
!

#

!!"

其中)+ 为前五大客户所属不同省级行政区数量)P

*

表示处在 *省级行政区的客户的数量*

K)控制变量%参考既有研究)本文加入一系列可能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变量进行控制(企业年龄

!G+-4,")为企业成立年数加%的自然对数%企业规模! !*Q,")等于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产权性质!RS+)")根

据股权性质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两种类型)其中国有取值为%)非国有取值为$%资产负债率!321")为负债总

额与总资产的比值%固定资产比率!921")等于固定资产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资产回报率!H$2")等于净

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单位资产的现金流量!@&2")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企

业成长性!J1$")以总资产增长率反映*此外)控制变量还包括年度虚拟变量 h+.-*

#三$ 模型设定

基于研究假设)借鉴李新春等!#$%8"

+":,

和 ]..,P等!#$%:"

+"8,

的研究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G+A20L

!

M

#

%

G+3*)M

#

#

!G+3*)"

#

M

#

"

G+-4,M

#

3

!*Q,M

#

!

RS+)M

#

:

321M

#

8

921M

#

4

H$2 M

#

9

@&2 M

#

%$

J1$MT,21M

$

!:"

&&G+A20L

!

M

#

%

G+3*)M

#

#

!G+3*)"

#

M

#

"

@"M

#

3

@"UG+3*)M

#

!

@"U!G+3*)"

#

M

#

:

G+-4,M

#

8

!*Q,M

#

4

R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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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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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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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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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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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MT,21M

$

!8"

&&G+A20L

!

M

#

%

G+3*)M

#

#

!G+3*)"

#

M

#

"

3"NM

#

3

3"NUG+3*)M

#

!

3"NU!G+3*)"

#

M

#

:

G+-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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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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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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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分析

表%&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P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A20 %9$% #)348 %)!%: $)$$$ :)$"!

G+3*) %9$% :)"3% $)49# #):!" 8)8!"

@" %9$% $)$"8 $)$!9 $)$$% $)"#9

3"N %9$% $):$9 $)#%# $)$$$ $)4$$

G+-4, %9$% #):38 $)3$# %)"4: ")":8

!*Q, %9$% #%)8"$ %)%## %9)!9$ #3)839

RS+) %9$% $)":9 $)34" $)$$$ %)$$$

321 %9$% $)"9: $)#$! $)$3# $)4!!

921 %9$% $)#33 $)%!" $)$%# $):49

H$2 %9$% $)$38 $)$!! 2$)%3% $)##$

@&2 %9$% $)$3# $)$8: 2$)%8# $)#4"

J1$ %9$% $)"$% $)!43 2$)#$# ")3"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企业创新

绩效!G+A20"的均值为#)384)最大值为:)$"!)标准

差为%)!%:)可见企业创新产出水平偏低)并且差异

明显*客户地理距离! G+3*)"均值为:)"3%)最大值

为8)8!")标准差为$)49#)说明客户地理距离普遍

偏大且存在一定差异*客户集中度 !@""的均值为

$)$"8)但是其标准差为$)$!9)可见客户集中度差

异明显*客户属地多样性!3"N"的均值为$):$9)最

大值为$)4$$)标准差为$)#%#)说明数据特征具有

明显的波动性*在控制变量中)企业年龄'规模和成

长性等均具有一定差异性)与现有研究基本符合)

从侧面反映出本文的研究样本具有代表性*

表#&客户地理距离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及其调节效应检验

G+A20

C% C# C" C3 C!

G+-4,

2$)#"3

!!

"$)%#!#

2$)#33

!

"$)%#3#

2$)#33

!

"$)%#!#

2$)#9#

!!

"$)%#3#

2$)#93

!!

"$)%#3#

!*Q,

$)!:!

!!!

"$)$:4#

$)!:!

!!!

"$)$:4#

$)!!9

!!!

"$)$:4#

$)!:3

!!!

"$)$:!#

$)!:%

!!!

"$)$::#

RS+)

2$)$9:

"$)%""#

2$)$89

"$)%""#

2$)$88

"$)%""#

2$)$33

"$)%"%#

2$)$3#

"$)%"%#

321

2$)%#4

"$)"#8#

2$)%!"

"$)"#8#

2$)%3"

"$)""%#

2$)$!8

"$)"%4#

2$)$39

"$)"#%#

921

2#)38"

!!!

"$)3"%#

2#)34!

!!!

"$)3""#

2#)!$3

!!!

"$)3":#

2#)3!%

!!!

"$)3###

2#)3!3

!!!

"$)3#!#

H$2

$)"$"

"$)99$#

$)"34

"$)99"#

$)#99

"%)$$$#

$)#49

"$)944#

$)#!"

"$)99$#

@&2

$)#$$

"$)!4%#

$)##3

"$)!4%#

$)%9#

"$)!4"#

$)%!:

"$)!8%#

$)%3$

"$)!8##

J1$

2$)%94

!!!

"$)$!9#

2$)%98

!!!

"$)$!9#

2$)%9#

!!!

"$)$!9#

2$)%4$

!!!

"$)$!9#

2$)%88

!!!

"$)$!9#

G+3*)

$)%"3

!!

"$)$:4#

$)4!#

!!

"$)"48#

$)4#%

!!

"$)"8!#

$)$%#

"$)3#"#

2$)$$#

"$)3%!#

"G+3*)#

#

2$)$:"

!!

"$)$"%#

2$)$:$

!

"$)$"%#

2$)$%$

"$)$"4#

2$)$%$

"$)$"4#

@"

2#)#$:

""):"!#

2#)4#"

"")84$#

@"bG+3*)

$):%!

"$)4:3#

$)!$%

"$)894#

@"b"G+3*)#

#

2$)$:#

"$)%%9#

2$)$##

"$)%%"#

3"N

2#%)%"%

!!!

"!)"%9#

2#%)"8#

!!!

"!)#44#

3"NbG+.*)

:)8::

!!!

"%):!9#

:)4#!

!!!

"%):39#

3"Nb"G+.*)#

#

2$)!%"

!!!

"$)%"%#

2$)!%:

!!!

"$)%"$#

@$+)

29):#!

!!!

"%)!3%#

2%%)!:%

!!!

"%)9%9#

2%%)""!

!!!

"%)9!3#

24)98%

!!!

"%)43:#

24)84!

!!!

"%)43%#

T,21 h h h h h

H

#

$)%9$% $)%933 $)%9!! $)#%83 $)#%4$

9

%%)$#

!!!

%$)3%

!!!

9)#"

!!!

%%)88

!!!

%$):4

!!!

&&注%

!

$

!!

$

!!!分别表示在%$c$!c$%c水平下显著(括号中为稳健标准
误('g%9$%

#二$ 相关性分析

Z+.-P(, 相关系数结果显示)变量

间的相关系数基本均小于$)!)表明各

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客

户地理距离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正相

关)相关系数为$)$8!)表明客户地理

距离越大)企业创新绩效越高*客户集

中度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负相关)相

关系数为 2$)$!3)表明客户集中度越

高)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越低*客户属地

多样性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

相关系数为$)%"")表明客户属地越多

样)企业创新绩效越高*上述结果初步

证明假设成立)但具体关系仍需后续

回归分析检验*

#三$ 回归结果分析

H)总体样本检验%实证首先检验

了客户地理距离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

系)在此基础上检验了客户集中度和

客户属地多样性对客户地理距离与企

业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以上回

归估计结果见表#*

模型%!C%"中加入客户地理距离

和控制变量)结果表明)客户地理距离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

g$)%"3)Nl

$)$!"*模型#!C#"中加入客户地理距

离的平方项)客户地理距离的一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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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仍显著为正!

#

g$)4!#)Nl$)$!")客户地理距离的平方项系数显著为负!

#

g2$)$:")Nl$)$!"*以

上结果表明)客户地理距离与企业创新绩效呈倒 K型关系*因此)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呈倒 K

型关系)假设%得以证实*

模型"!C""中加入客户集中度'客户集中度与客户地理距离的交互项'客户集中度与客户地理距离二

次项的交互项*结果表明)客户集中度与客户地理距离二次项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但并不显著*模型!!C!"

中的结果同样如此)由此说明客户集中度并未显著调节客户地理距离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倒 K型关系)即

客户集中度并未显著调节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倒 K型关系)假设#未能得到证实*根据二次

交互项系数值判断)相比低客户集中度情形)高客户集中度会强化客户地理距离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倒 K

型关系*虽然这一效应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其透露出假设不成立的可能原因(客户集中度所引致的经

营风险和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
+"4,

超过了关系型交易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因此)在高客户

集中度不利于企业创新的情形下)客户地理距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表现得异常突出*

模型3!C3"关注客户属地多样性对客户地理距离与企业创新绩效倒 K型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

明)客户属地多样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二次项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值 !

#

g2$)!%")Al$)$%"*模型!

!C!"中的结果同样如此)说明客户属地多样性强化了客户地理距离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倒 K型关系)即当

客户属地多样化程度高时)客户地理距离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倒 K型关系更加#陡峭$*因此)客户属地多样

性强化了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假设"成立*

表"&客户地理距离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G+A20

G$Sm@" V*4#m@" G$Sm3"N V*4#m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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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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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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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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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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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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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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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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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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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2

$)#$"

"%)#48#

$)9#4

"%)3"8#

2$)%%4

"%)!$4#

2$)$4"

"%)%4"#

@&2

$)%93

"$)8!9#

2$)$"#

"$)938#

2%)#8"

"$)9$3#

%)#"%

!

"$):83#

J1$

2$)%83

!!

"$)$8##

2$)#"!

!!

"$)$9##

2$)#94

!!!

"$)$99#

2$)%3$

!!

"$)$:4#

G+3*)

$)!9:

"$)3%!#

#)$4:

!!!

"$)::"#

$):"$

!

"$)":8#

%)88%

!

"%)$!"#

"G+3*)#

#

2$)$3$

"$)$"3#

2$)%::

!!!

"$)$!8#

2$)$!!

!

"$)$"%#

2$)%"9

!

"$)$89#

@$+)

2%$)#!:

!!!

"#)""9#

2%:):##

!!!

"#)83$#

29)4!#

!!!

"#)"3$#

2%3):89

!!!

"3)$:9#

T,21 h h h h

H

#

$)%894 $)#:3! $)%4:3 $)#"#9

9

8)%"

!!!

8)!#

!!!

!)38

!!!

9)93

!!!

P %3$: 39! :9: %#$!

&&注%

!

$

!!

$

!!!分别表示在%$c$!c$%c水平下显著(括号

中为稳健标准误

I)分样本检验%为直观地反映客户地理距离

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客户集中度和客户属地多

样性的调节效应)参照贺小刚等 !#$%:"

+"9,

的做

法)本文按照客户集中度和客户属地多样性的均

值分别对样本进行分组)并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见

表"*低客户集中度分样本的回归结果!模型 G$Sm

@""表明)客户地理距离与企业创新绩效呈倒 K

型关系)但并不显著%高客户集中度分样本的回归

结果!模型 V*4#m@""证实)客户地理距离与企业

创新绩效呈显著的倒 K型关系!

#

g2$)%::)Nl

$)$%"*结合总样本中的回归结果)判定客户集中

度对客户地理距离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倒 K型关

系不存在调节作用)即客户集中度对客户地理邻

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倒 K型关系不存在调节

作用*此外)按照客户集中度的中位数'#!c和

8!c分位点进行样本分组并进行回归)结果保持

一致*以上分析佐证了假设#不成立*

低客户属地多样性分样本的回归结果!模型

G$Sm3"N"表明)客户地理距离与企业创新绩效呈

显著的倒 K型关系!

#

g2$)$!!)Nl$)%"%高客

户属地多样性分样本的回归结果 !模型 ]CLI m

7AS"表明)客户地理距离与企业创新绩效呈显著

的倒 K型关系!

#

g2$)%"9)Nl$)%"*可见)客户

属地多样性对客户地理距离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倒

K型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客户属地多样

性显著调节了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

关系*此外)相较于客户属地多样性程度低时)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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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属地多样性程度高时的客户地理距离二次项系数的绝对值更大*根据二次函数特征分析)较于客户属地多

样性程度低时)客户属地多样性程度高时客户地理距离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倒K型关系更#陡峭$*上述分析呼

应了总样本的回归结果)客户属地多样性程度越高)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倒 K型关系越明显*

图"&客户属地多样性的调节效应

基于以上回归结果)构建模型 G$Sm3"N和 V*4#m3"N对应

的二次函数)将控制变量的数值设定为其均值)并作图分析)

如图"所示*根据 JC,Q 和 0+I/HT!#$%$"

+3$,

提出的倒 K型关

系三步检验法)第一步客户地理距离的系数显著为正'客户地

理距离二次项的系数显著为负%第二步客户地理距离取最小

值时斜率为正)客户地理距离取最大值时斜率为负%第三步要

求曲线拐点在客户地理距离的取值范围内*以上三步检验均

得到证实)佐证了客户地理距离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倒 K型关

系)即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倒 K型关系*另外)

据曲线形态判断)高客户属地多样性下客户地理距离与企业

创新绩效关系的曲线更加陡峭*客户属地多样性强化了客户

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再次证实假设"成立*

#四$ 稳健性检验

首先)从创新投入角度衡量企业创新绩效
+"$,

)将研发投入强度!HI3"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见表

3*虽然关键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发生变化)但结论与上文完全一致*其次)考虑到调节变量不同衡量方式对

结果的影响)采用企业向前五大客户销售总额占比衡量客户集中度
+3$,

)检验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采用前

五大客户中所属不同省级行政区数量衡量客户属地多样性)主要变量的回归结果仍与前文一致*最后)考

虑到客户地理距离与企业创新绩效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使用未来一期企业创新绩效!9BG+A20"作

为被解释变量以缓解这一问题)回归结果见表!*回归系数符号与上文中基本回归结果保持一致)仅显著性

存在差异)与上文结论高度一致*使用未来两期的企业创新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结论仍一致)不再列示*

&&表3&改变企业创新绩效衡量方式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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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未来一期企业创新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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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基于#$$9/#$%8年中国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

绩效的关系)并检验了客户集中度和客户属地多样性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客户地理邻

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呈倒 K型关系*随着客户地理邻近性的增加)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明显的先上升后下

降的趋势*因此)客户地理邻近性存在一个优值区间)使得企业创新绩效维持较高水平)印证了#适当的距

离可以产生美$*!#"客户集中度对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可能的原

因在于高客户集中度引致的融资约束和经营风险抑制了企业创新活动)并且这种抑制作用与关系型交易

所产生的创新促进作用发生#中和$)因此客户集中度不是左右客户地理距离和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有效

情境因素*!""客户属地多样性对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强化作用*相比于客户属地

多样性低时)客户属地多样性高时客户地理距离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倒 K型关系受到显著的强化*在客户

地理距离小于某一阈值时)客户属地越多样)客户地理距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明显%当客户地

理距离超过某一阈值)客户属地越多样)客户地理距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阻碍作用越明显*

本文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本文为地理邻近与企业创新管理研究提供新见解*不同于既有

研究发现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单一促进或阻碍线性关系
+#)%!,

)本文研究发现客户地理

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 K型关系)并识别了作用的边界条件%另一方面)不同于企业创新的内

生机制研究)本文关注来自供应链层面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跟进了吴祖光等!#$%8"

+%3,

'曹兴和宋

长江!#$%8"

+#!,

等研究成果)拓展了供应链情境中的企业创新管理研究*

#二$ 管理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种可能提高企业创新绩效的管理建议与实践启示(

H)重视供应链资源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影响创新绩效)供应链资源和能力同样左

右链上企业的创新绩效*客户是创新资源的重要载体)客户关系和客户群体特征对供应商的创新活动具有

重要影响*正如本文研究发现)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呈现曲线关系*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不仅依

托自身资源和核心能力)亦需要关注所处供应链上的创新资源)其中客户关系和资源是重要方面*

I)适当的客户地理邻近性益于实现高创新绩效%供应链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并非产生线性的创新绩

效拉升效应)而是存在一个阈值*企业在地域市场选择'供应链规划方面应考虑供应链合作各方的地理空

间分布特征*在保证供应链运作绩效的前提下)生产制造企业通过合理建设分厂'设置供销服务部等方式

将供应链适当地分散化布局)这一举措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J)关注客户群体特征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组合影响%客户群体特征既是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又是

影响其他客户群体特征和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重要情境因素*正如本文发现)客户属地多样性是影响客户

地理邻近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情境因素*供应商企业不仅应厘清单一客户群体特征与企业创新绩效的

关系)还需要关注不同客户群体特征的组合效应)准确把握下游供应链特征对自身创新绩效的影响*

#三$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为更进一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文章研究发现第一级客户群体特征

在企业创新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未能探究供应链下游多级网络特征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大

客户群体反映供应链下游的主要特征)众多小客户所贡献的创新资源同样不可忽视*文章基于大客户群体

特征进行研究)但并未涉及小客户群体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此外)文章关注制造业供应链)而服务

供应链情境中上述机制是否仍然成立)影响作用有何异同等问题仍需进一步探究*未来研究需区分创新类

别)进一步探讨供应链地理邻近性如何影响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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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7=0N)0+.PH-C,LPSC//(V+-PE-(TC,QHPM-C./\57((, MI+CTS(-M.,A+(EL+(L-.SICA.,Q M+AI,(/(LCA./S-(UCTCM1+N,)OI+

\<'7N(H-,./(EfA(,(TCAP)#$$3)"!!3"(888284:)

+!,J>[[='>;)a,(W/+QL+A(QCECA.MC(, .,Q MI+L+(L-.SI1(EC,,(V.MC(,(MI+A.P+(È -+PAC.T+AI.,CA./A/HPM+-+N,)\+P+.-AI Z(/CA1)

#$$%)"$!9"(%3892%!$$)

+:,Z=\Of\0f)X/HPM+-.,Q MI+,+W+A(,(TCAP(EA(TS+MCMC(,+N,)].-V.-Q H̀PC,+PP\+VC+W)%994)8:!:"(8829$)

+8,a=*KO< )̀J(A./CY.MC(, (EB,(W/+QL+.,Q MI+T(RC/CM1(E+,LC,++-PC, -+LC(,./,+MW(-BP+N,)0.,.L+T+,M[AC+,A+)%999)3!

!8"(9$!29%8)

+4,JfO<>;<[ )̀\<̀ f<Kh)O((A/(P+M(A(//.R(-.M+&](WL+(L-.SICAS-(UCTCM1A(H/Q CTS+Q++,M-+S-+,+H-PICS .,Q C,,(V.MC(,+N,)

N(H-,./(È HPC,+PP\+P+.-AI)#$%")::!%$"(#$8%2#$84)

+9,刘凤朝)楠丁)地理邻近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N,)科学学研究)#$%4!9"(%8$42%8%!)

+%$,=Ff'D[0>O]N)Z=FfJJF F)a,(W/+QL+,+MW(-BP.PAI.,,+/P.,Q A(,QHCMP(MI++EE+AMP(EPSC//(V+-PC, MI+̀ (PM(, RC(M+AI,(/(L1

A(TTH,CM1+N,)=-L.,CY.MC(, [AC+,A+)#$$3)%!!%"(!2#%)

+%%,0=J>'<D0=\<Jf[ ;G)0<\O>'f6D;f\'<'7f60 O)>,QHPM-C./QCPM-CAMP(P(T+MIC,LT(-+MI., .,+CLIR(-I((Q +N,)

f,M-+S-+,+H-PICS 5\+LC(,./7+V+/(ST+,M)#$$:)%4!:"(!$"2!#3)

+%#,李姝)翟士运)古朴)大客户关系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N,)科学学研究)#$%4!8"(%"%32%"#3)

+%",a\=J>a=F[a>0)hK<'G);-C+,Q (-E(+(AHPM(T+-DPHSS/C+--+/.MC(,PICSP.,Q C,,(V.MC(,+N,)N(H-,./(È HPC,+PP\+P+.-AI)

#$%8)84(!"2:4)

+%3,吴祖光)万迪窻)康华)客户集中度'企业规模与研发投入强度///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N,)研究与发展管

理)#$%8!!"(3"2!")

+%!,Z\f[KOO>0) =̀<\>X)0<N=XX]><)+M./)7CPM.,A+M(AHPM(T+-P).RP(-SMCV+A.S.ACM1).,Q C,,(V.MC(, C, ICLIDM+AI EC-TP(MI+

Q.-B E.A+(EL+(L-.SICA./S-(UCTCM1+N,)N(H-,./(E[T.//̀ HPC,+PP0.,.L+T+,M)#$%9)!8!#"("3"2":%)

+%:,Z;f;;f\N)[<J<'X>a*)OI++UM+-,./A(,M-(/(E(-L.,CY.MC(,P(.-+P(H-A+Q+S+,Q+,A+S+-PS+AMCV++0,)'+Wh(-B(].-S+-5

\(W)%984("2!)

+%8,]>JJ0<'<N)F>O]f\[ 0 X)X=JJ>'[ `N)\+P(H-A+Q+S+,Q+,A+MI+(-1(.-+VC+W+N,)N(H-,./(E0.,.L+T+,M)#$$9)"!

!:"(%3$32%3#8)

+%4,O[f'*[ 0)<PMHQ1(, AHPM(T+-)PHSS/C+-).,Q A(TS+MCM(-B,(W/+QL+HPC,LMI+B,(W/+QL+AI.C, T(Q+/+N,)>,M+-,.MC(,./

N(H-,./(E>,E(-T.MC(, 0.,.L+T+,M)#$$9)#9!:"(344239:)

+%9,7<ef'Z=\O[)fUS/(-C,LMI+-(/+(ES-(UCTCM1C, [0fB,(W/+QL+D.AjHCPCMC(,+N,)\+P+.-AI Z(/CA1)#$$!)"3!!"(:4"28$%)

+#$,>[<a[[='=]7)[>0fO]0)[f>;f\O\F)a,(W/+QL+PSC//(V+-PC, MI+PHSS/1AI.C,(+VCQ+,A+E-(TMI+ICLIM+AI P+AM(-P+N,)

\+P+.-AI Z(/CA1)#$%:)3!!""(:9928$:)

+#%,*=\7='>\)Z]>J>Z0X)>,,(V.MC(,).LL/(T+-.MC(,).,Q -+LC(,./Q+V+/(ST+,M+N,)N(H-,./(EfA(,(TCA*+(L-.SI1)#$$!)!

!!"(!#"2!3")

+##,<\>a<'<O)>,M+-EC-TB,(W/+QL++UAI.,L+P.,Q MI+B,(W/+QL+A-+.MC(, A.S.RC/CM1(EA/HPM+-P+N,)<A.Q+T1(E0.,.L+T+,M

\+VC+W)#$$9)"3!3"(:!42:8:)

+#",于茂荐)孙元欣)供应商创新能力'知识距离与企业创新能力///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N,)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

理)#$%8!%$"(4#29%)

+#3,Z=K7f\ \) [ON=]' X ])](MPS(MP.,Q R/C,Q PS(MP( L+(L-.SICA./A/HPM+-(EEC-TP.,Q C,,(V.MC(, + N,)<A.Q+T1(E

0.,.L+T+,M\+VC+W)%99:)#%!3"(%%9#2%##!)

+#!,曹兴)宋长江)认知邻近性'地理邻近性对双元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N,)中国软科学)#$%8!3"(%#$2%"%)

4#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X<Z=De>Xf7=N)fGZ=[>O=DJ<'*<0)0=J>'<D0=\<Jf[ ;G)>TS-(VC,L[0fA(TS+MCMCV+,+PP-+C,E(-AC,LC,M+-(-L.,CP.MC(,./

,+MW(-BPC, C,QHPM-C./A/HPM+-P+N,)>,M+-,.MC(,./f,M-+S-+,+H-PICS 50.,.L+T+,MN(H-,./)#$$4)3!#"(%382%:9)

+#8,方红星)严苏艳)客户集中度与企业创新+N,)科研管理)#$#$!!"(%4#2%9$)

+#4,唐斯圆)李丹)上市公司供应链地理距离与审计费用+N,)审计研究)#$%9!%"(8#24$)

+#9,余明桂)钟慧洁)范蕊)业绩考核制度可以促进央企创新吗& +N,)经济研究)#$%:!%#"(%$32%%8)

+"$,魏江)应瑛)刘洋)研发活动地理分散性'技术多样性与创新绩效+N,)科学学研究)#$%"!!"(88#2889)

+"%,X=\'<**><N)0<=h)O><'G)+M./)7(+PR.,BC,LA(TS+MCMC(, .EE+AMC,,(V.MC(,& +N,)N(H-,./(E;C,.,AC./fA(,(TCAP)

#$%!)%%!!%"(%492#$9)

+"#, =̀K_KfOX) >̀\a>'[]<F N)F+CLIMV+-PHPV(CA+(I(WE(-+CL, PHRPCQC.-C+PL.C, .MM+,MC(, E-(TA(-S(-.M+I+.QjH.-M+-P+N,)

<A.Q+T1(E0.,.L+T+,MN(H-,./)#$$4)!%!""(!882:$%)

+"",\<*=66>'=\)\fKf\NN)*+(L-.SICAQCPM.,A+.,Q A(-S(-.M+.AjHCPCMC(,P(PCL,./PE-(T>Z=EC-TP+N,)[M-.M+LCA0.,.L+T+,M

N(H-,./)#$%%)"#!4"(48:2493)

+"3,程小可)宛晴)李昊洋)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供应商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N,)审计与经济研究)#$%9!!"(:!283)

+"!,Z<O<O=Ka<[ Z')XHPM(T+-DR.P+A(,A+,M-.MC(,(CTS/CA.MC(,PE(-EC-TS+-E(-T.,A+.,Q A.SCM./T.-B+MP+N,)OI+<AA(H,MC,L

\+VC+W)#$%#)48!#"(":"2"9#)

+":,李新春)叶文平)朱沆)社会资本与女性创业///基于 *f0数据的跨国!地区"比较研究+N,)管理科学学报)#$%8!4"(

%%#2%#:)

+"8,]<<'[ \;N)Z>fOf\[ X)]f6J)OIC,BC,L.R(HMK(MI+(-CYC,L.,Q M+PMC,LKD.,Q C,V+-M+Q KDPI.S+Q -+/.MC(,PICSPC, PM-.M+L1

-+P+.-AI+N,)[M-.M+LCA0.,.L+T+,MN(H-,./)#$%:)"8!8"(%%882%%9!)

+"4,孟庆玺)白俊)施文)客户集中度与企业技术创新(助力抑或阻碍///基于客户个体特征的研究+N,)南开管理评论)

#$%4!3"(:#28")

+"9,贺小刚)连燕玲)吕斐斐)等)消极反馈与企业家创新(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N,)南开管理评

论)#$%:!""(%3!2%!:)

+3$,J>'7NO)0f]JK0])FCMI (-WCMI(HMK&OI+.SS-(S-C.M+M+PME(-.KDPI.S+Q -+/.MC(,PICS+N,)=UE(-Q

H̀//+MC, (EfA(,(TCAP5[M.MP)#$%$)8#!%"(%$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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