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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3("%!4年!%73个家族企业年度样本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基于$本土情景%

的差序格局视角!实证考察继任二代履新后创新投入水平"研究结果表明!限定其他条件!继任二

代在以创立一代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中关系越强!履新后创新投入水平越低"进一步引入家族企业

异质性发现!创立一代$离而不休%会强化差序格局与创新投入之间负相关关系!即对创新水平

产生抑制作用&而政企关联和非家族成员高管介入!均会弱化差序格局与创新投入之间负相关关

系!即对创新水平产生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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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G言

目前%中国家族企业正经历从创立一代到家族二代企业传承热潮期!焦康乐等%"%!\"

*!+

%而创新作为

家族企业竞争优势关键来源!0+[.LL@L等%"%!#"

*"+

%和代际传承一起构成家族企业保持基业长青的重要

挑战'创新代表企业追求长期经济目标意愿!ZK(HML(,%!\$:"

*#+

%需要在关键资源上高成本投入%是一项

充满风险的长期投资活动'那么%伴随代际传承的权力转移过程%继任二代在创新投入上表现如何/又会受

哪些因素影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关于代际传承过程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学界已多有论述%但结论仍存分歧'部分学者发现代际传承对

创新产生抑制作用!严若森和杜帅%"%!4&程晨% "%!4&汪祥耀等%"%!$"

*32$+

%部分学者认为代际传承能促

进企业创新!黄海杰等%"%!4&赵勇和李新春%"%!4"

*724+

'然而%现有文献均以代际传承中二代介入为分界

点%通过二代介入前后家族企业创新行为表现来考察代际传承对创新的影响%虽然部分文献对二代介入阶

段和介入程度进行了细分!汪祥耀等%"%!$&赵勇和李新春%"%!4"

*$%4+

%但仍未脱离将二代介入作为二值虚

拟变量进行前后比对分析的基本模式'本文则引入具有中国本土情景特色的#差序格局$概念%从全新视

角考察差序格局对二代继任后企业创新投入水平的影响'差序格局由费孝通先生在其名著-乡土中国.中

首次提出%用于描述中国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就家族企业而言%差序格局是指以家族企业核心人物!实

际控制人或董事长"为中心%由亲缘关系从亲至疏的层层圈子构成%具有家族特征的非正式组织网络!胡

宁%"%!$"

*\+

'具体地%在代际传承背景下%差序格局呈现以创立一代为中心与继任二代之间亲缘关系的亲

疏程度'

目前%鲜有文献从差序格局视角考察代际传承背景下创新行为%本文引入差序格局视角主要原因有

二(第一%差序格局能准确刻画中国本土情景下代际传承的家族特征%是诠释中国家族企业创新决策的重

要视角'一般认为%家族特性是解释家族企业行为的重要因素!TK-@LH., 等%"%%:"

*!%+

%也是影响创新决策

的关键变量!]-N(I., 等%"%"%"

*!!+

'而在中国#人情关系$社会中%代际传承中两代人宗族亲缘关系所呈现

的独特性%可借用差序格局概念来衡量%这有助于诠释中国情境下家族企业的创新行为'第二%差序格局能

够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相耦合%解释二代继任后的创新投入水平'代际传承是权力转移过程%会产生对组

织的破坏作用!陈凌和应丽芬%"%%#"

*!"+

%而家族企业必然关注如何在代际传承中保持家族对企业的控制%

这正是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核心思想'显然%代际传承中差序格局呈现的家族特性和保持家族对企业控制

的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具体阐述见第二部分"%二者的耦合能更好解释二代继任后的创

新投入决策'

因此%本文从植根于中国特色的#差序格局$社会关系视角%以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二代继任为切入

点%利用中国传统差序格局概念和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耦合%分析代际传承中差序格局对二代继任后家族

企业创新投入水平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继任二代履新后%其在以创立一代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中关系越

强%则创新投入水平越低'同时%家族企业中存在家族与企业两个相互作用的系统!李新春等%"%"%"

*!#+

%家

族结构和企业环境相互交织产生的异质性因素%必定对上述差序格局与创新投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产生动

态影响'而已有文献研究多从环境不确定性!严若森和杜帅%"%!4&毕立华等%"%!4"

*3%!3+

)二代受教育程度

!严若森和杜帅%"%!4"

*3+

以及政治制度环境!严若森和肖莎%"%!\"

*!:+

等视角考察对家族企业创新的影

响%缺少从家族企业异质性出发的相关影响研究'为此%本文进一步引入家族企业异质性,,,#离而不

休$)政企关联和非家族高管介入等因素%考察其对差序格局与创新投入水平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

创立一代的#离而不休$对差序格局与创新投入水平之间负向关系产生强化作用&而政企关联与非家族企

业高管介入均对差序格局与创新投入水平之间负向关系产生弱化作用'

本文可能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本文拓展了差序格局概念应用边界'将差序格局概念引入

到中国家族企业的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有影响文献主要集中于利用差序格局概念解释家族成员的利他

主义行为!胡宁%"%!$&王明琳等%"%!3"

*\%!$+

%本文则从差序格局视角考察代际传承背景下的创新行为%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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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序格局概念量化并引入到家族企业创新行为实证检验模型中%拓展了差序格局概念应用边界'第二%本

文对基于本土情景的家族企业创新行为理论构建有所贡献'以往文献已大量涌现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

的创新行为研究%*(H+XA[+>@.等!"%!3"

*!7+

运用混合赌局![@̂+N *.HQ/+"模型来分析家族企业创新决策

时对社会情感财富的得失权衡%朱沆等!"%!$"

*!4+

以及严若森和吴梦茜!"%"%"

*!\+

通过将社会情感财富分

类来考察对创新水平影响%本文则将描述中国家族关系网络的差序格局概念融入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中%指

出二者之间的耦合性%力图从代际传承的#本土情景$出发%分析中国家族企业继任二代创新动机和创新

投入水平%提升了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在中国情境下对家族企业行为的解释能力'第三%对家族企业异质性

研究文献有所贡献'对家族企业异质性研究%一直是家族企业重要研究领域%已出现大量基于不同视角的

异质性研究!万里霜%"%"%&胡旭阳和吴一平%"%!$&许永斌和鲍树琛%"%!\"

*"%2""+

%和专门探讨家族企业分

类研究的文献!'+OQ.OH等%"%!\"

*"#+

%本文在借鉴上述研究基础上%从二代继任后面临的#离而不休$)政

企关联和非家族高管介入等视角检验了差序格局对创新投入水平的动态影响%丰富了家族企业异质性研

究文献'

二"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正如引言所述%代际传承作为权力转移过程%会引起企业结构或文化制度的根本性改变%并产生一定

破坏作用!陈凌和应丽芬%"%%#"

*!"+

'然而%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始终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是保障家族传统

观念的继承和保持家族对企业的控制%这是家族企业行为决策的重要参照点%会对企业创新投入决策产生

影响'而这一问题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社会情感财富! S(1@(+H(J@(,./_+./JK%S]_"

最早由 *(H+XA[+>@.等!"%%7"

*"3+

提出%指家族企业管理者对以家庭为中心的非经济目标,,,#情感禀赋$

的追求&5+--(,+等!"%!""

*":+

将其归纳为五个维度!8<5]Y"(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和影响!8")家族成员对企

业的认同!<")以家族为核心的紧密社会关系!5")对企业的情感依附!]")通过代际传承实现家族对企业

控制的延续!Y"'

研究中国家族企业问题%不应忽视反映中国传统家族观念的差序格局概念%及其与企业追求 S]_行

为之间的耦合性'差序格局是以家族核心人物!创立一代"为中心%亲缘关系由亲至疏的层层圈子%是正式

组织之外的隐形组织网络'本文通过代际差序格局创立一代与继任二代之间的亲缘关系紧密程度%反映中

国家族企业的传统家族观念和家族特征'差序格局中两代人的亲缘关系越紧密%中华传统家族伦理在家族

企业中的影响越深%则家族利益和家族荣誉在企业决策中就越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更有可能在决策中表现

为追求 S]_的动机'具体地%SR.Q 等!"%"%"

*"$+

在 S]_五个维度基础上%进一步指出 8和 Y代表家族企

业追求 S]_的能力!9Q@/@JP"&<)5和 ]!或者三者的某种组合"代表家族企业追求 S]_的意愿!_@//@,IA

,+LL"'概言之%8和 Y%结合 <)5或 ]!或后三者的某种组合"%是家族企业存在 S]_的充分必要条件'而代

际差序格局中亲缘关系越紧密越可能实现#子承父业$%完成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延续!Y"和影响!8"%从而

追求 S]_的能力越强&亲缘关系越紧密越容易形成职位传承中亲密个人关系%越有利于家族独特知识的

继承%就越有可能产生二代对企业的认同感!<"和情感依附!]"%并形成以家族为核心的紧密社会关系

!5"%从而追求 S]_的意愿越强'因此%本文基于差序格局概念和 S]_理论的耦合%在 S]_理论基础上

结合中国本土情景%诠释差序格局对二代继任后创新投入水平的影响'具体分析见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S]_产生堑壕效应阻碍企业创新活动'Y(,N@等!"%!\"

*"7+

通过对家族企业深入访谈发现%家族

成员的情感纽带以及利益目标一致性是阻碍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因素'由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组成的高

管团队%由于对企业的认同!<"和情感依附!]"而形成牢固情感纽带%通常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利益目标

的统一性%对团队有更强的归属感%并相信团队成员的能力!],L/+P和 W+.-L(,%"%%:"

*"4+

'然而%亲缘关系

形成的凝聚力和目标一致性也会严重阻碍家族成员提出不同意见%导致家族群体性思维的一致性!F.K-.%

"%!""

*"\+

%并减少有积极意义的辩论! SO,N.-.HO-JKP和 e-+@,+-%"%%4"

*#%+

%隔绝外部成员对家族企业的影

响%形成堑壕效应%最终导致创新动力不足'正如意大利家族企业 T+L.-(k9LL(1@.J@负责人在一次访谈中

"4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指出(#一位家族企业创始人不仅将公司的钥匙交给他的孩子%而且还将所有传统的价值观交给他的孩

子'家族企业体现了家族的所有价值观)经验和身份%并不想通过创新来质疑自己的过去'$

第二%S]_为决策参照点阻碍创新投入'家族企业中核心家族成员拥有的资源禀赋趋于同质性!TK-@LA

H., 等%"%%#"

*#!+

%而代际传承双方亲缘关系越紧密%则企业资源禀赋的同质性越强'然而企业创新活动需要

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入%继任二代带来的同质性资源投入并不会给家族企业创造竞争优势!F.K-.%"%!%"

*#"+

%

家族企业创新活动需要外部资源的介入%这必将对企业的家族控制意愿造成威胁!朱沆等%"%!$"

*!4+

'*(H+XA

[+>@.等!"%!3"

*!7+

运用混合赌局模型来分析家族企业创新决策%指出创新可能带来某种 S]_的收益%也有

可能带来另一些 S]_的损失%因此需要权衡得失做出决策'创新活动虽然可能给企业未来增加收益%但收益

的增加是不确定的%而研发活动引入的外部资源削弱家族对企业的控制进而引起 S]_损失却是确定的'因

此%继任二代在以 S]_为决策参照点时%会对创新投入产生消极影响'

第三%创立一代的利他主义行为不利于继任二代创新精神培养'基于代际传承中对企业控制和延续!Y"

的需要%家族创立一代在离任前往往会通过利他主义行为为继任二代留下丰厚#遗产$'例如通过负向盈余管

理%对研发广告费用进行费用化操纵%为二代预留利润上升空间&或给二代储存更多现金和负债空间%供二代

继任后调用'同时%中国传统家族文化中%利他主义#父爱情结$的宽容和慈爱%可能导致对二代继任后业绩不

能做出公正评价!严若森和吴梦茜%"%"%"

*!\+

'因此%一方面继承的丰厚资源可能导致继任二代没有#居安思

危$意识%消极对待需长期投资方能获取收益的创新投入&另一方面%#父爱情结$导致继任二代不努力工作受

到惩罚的可能性低%偷懒和搭便车等道德风险发生概率高%不利于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培育'

然而%上述因素对创新投入水平的消极影响并非等量齐观'基于差序格局与 S]_理论的耦合性%首

先%本文认为代际传承中以差序格局衡量的两代亲缘关系越紧密%则高管团队情感纽带越牢固%利益目标

一致性越强%从而阻碍创新活动的堑壕效应越显著&其次%以差序格局衡量的两代亲缘关系越紧密%则保护

和获取 S]_的意愿越强%继任二代在 S]_得失权衡后会更倾向于通过减少研发投入等创新活动%来规避

确定的 S]_损失&最后%创立一代利他主义情感效应来自保护 S]_的动机!*(H+XA[+>@.等%"%!!&[@//+-

和 5-+J(,A[@//+-%"%!3"

*##2#3+

%换言之%差序格局衡量的两代亲缘关系越紧密%则创立一代出于保护和获取

S]_的利他行为动机越强%也就越不利于继任二代创新精神的培养'总之%继任二代越是来自差序格局中

的核心家族成员%越会在研发投入上采取消极策略'

综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限定其他条件!继任二代在以创立一代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中关系越强!履新后创新投入水平越低"

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 9股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中发生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样本数据采集开始时间设定

为"%%3年%因为从"%%3年开始上市家族企业最终控制人信息得到充分披露%最终确定本文的样本期间为

"%%3,"%!4年'首先%将家族企业界定为除实际控制人之外%至少!名有亲属关系的家族成员持股)管理)控

制上市公司或控股股东单位的企业'本文在数据筛选中排除#单个自然人企业家企业$和#多个自然人企

业家企业$样本%主要考虑这两种企业样本并无明显#家族性$特征%不能很好契合本文关于家族企业代际

传承的研究主题'其次%在家族企业中仅保留发生代际传承的样本%具体地%在参考王明琳等!"%!3"

*!$+

和

尹一军等!"%"!"

*#:+

界定标准基础上%以董事长更迭作为代际传承的判别标准'最后%对上述筛选的初始样

本进行如下整理(!!"剔除金融业样本&!""剔除样本期间未发生代际传承的样本&!#"剔除在数据采集期

间 SZ或"

SZ的样本&!3"剔除有异常值的样本&!:"剔除相关数据缺失样本&!$"对所有连续变量在上下

!b的水平进行 _@,L(-处理%最终得到!%73个公司年度样本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自 TS[9Y数

据库)_<'0数据库以及 T'Y0S 数据库%差序格局关系变量以及进一步研究中的政企关联变量数据来自

上市公司年报和百度搜索引擎等手工收集整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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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型设定和变量度量

为检验代际传承后差序格局关系强弱对继任二代创新投入的影响%本文构建模型!!"'

IY

&%3

R

!

%

V

!

!

e2E(2

&%3

V

!

]

<,'32,-%

&%3

V

'

(̀62V

'

Z'E$%324V

&

&%3

!!"

在模型!!"中%被解释变量 IY分别为 IYrZ'*,@(和 IYrM%%(3'其中 IYrZ'*,@(借鉴鲁桐和党印

!"%!3"

*#$+

)潘越等!"%!:"

*#7+

以及王文慧等!"%!4"

*#4+

方法%采用企业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百分比值度

量'IYrM%%(3借鉴覃家琦和李泽广!"%!7"

*#\+

和 TK+HH.,O-等!"%!3"

*3%+

的方法%采用企业研发支出占总

资本的百分比值度量'同时%未披露研发支出数据的样本取值为%%由此可能导致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在稳

健性检验中予以解决'

e2E(2为解释变量%代表创立一代和继任二代差序格局关系的强弱程度%分别用 e2E(2!和 e2E(2"两个

替代变量衡量'e2E(2!借鉴胡宁!"%!$"

*\+

的方法(继任二代与创立一代若为夫妻)子女!女婿")兄弟姐妹

等直系亲属关系%赋值为3&若为叔侄)表亲)连襟等家族非直系亲属关系%赋值为#&若为一致行动人或创业

伙伴等非亲属伙伴关系%赋值为"&若新任董事长受离任企业主指定%赋值为!&外部职业经理人赋值为%'

e2E(2"借鉴王明琳等!"%!3"

*!$+

方法%在演化生物学 C.H@/J(,!!\$3"

*3!+

血亲关系系数基础上引入姻亲关

系%即将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相结合构成广义亲缘系数来度量创立一代与继任二代的差序格局强弱'血亲

关系具体度量标准如下(父子)母子)兄弟姐妹的亲缘系数为%":&祖孙)叔侄)舅甥的亲缘系数为%"":&表兄

弟姐妹的亲缘系数为%"!":&若无亲缘关系则亲缘系数为%'姻亲关系中夫妻的亲缘系数为%":%在此基础上

两个姻亲家族之间的亲缘系数%需要以夫妻亲缘系数%":为中介系数%再根据丈夫或妻子血亲家族内的系

数%计算广义亲缘系数'例如%丈夫与妻子兄弟之间的郎舅关系%其广义亲缘关系是兄弟姐妹亲缘系数 j夫

妻亲缘系数%即%": j%": f%"":'

<,'32,-%为一组控制变量%用于控制其他因素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借鉴姜英兵和于雅萍!"%!7"

*3"+

)王

文慧等!"%!4"

*#4+

)黄海杰等!"%!4"

*7+

和程晨!"%!4"

*:+

的方法(控制企业财务因素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包

括公司规模!)&H(")盈利能力!IeM" )负债水平!^(1")资产结构!Q6'?&/-(%")现金比率!<6%+"等&控制家族

企业经营特征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包括成长机会!a2,c3+"和公司年龄!M?("&控制公司治理状况对创新投

入的影响%包括股权集中度!Q,D!")独立董事规模!Z'E("和高管薪酬!Q>%6-624"'具体变量定义见表!'

表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研发投资
IYrZ'*,@( 当前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之百分比值

IYrM%%(3 当前研发支出占总资产之百分比值

解释变量 差序格局
e2E(2! 根据胡宁""%!$$的方法

e2E(2" 根据王明琳等""%!3$的方法

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H(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盈利能力 IeM 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

负债水平 ^(1 负债总额与总资产的比值

资产结构 Q6'?&/-(% 固定资产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

现金比率 <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值

成长机会 a2,c3+ 营业收入增长率

公司年龄 M?( 公司成立年限

股权集中度 Q,D! 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数量与股本总数的比值

独立董事规模 Z'E( 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人数的比值

高管薪酬 Q>%6-624 董监高平均工资自然对数

年度
'

(̀62 样本属于某一年度取!!否则取%

行业
'

Z'E$%324 样本属于本行业取!!否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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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描述性统计

表"为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数据显示%被解释变量 IYrZ'*,@(的均值为""\"%%最大值为!$"!7"%

标准差为#"#"!&被解释变量 IYrM%%(3的均值为!"3#!%最大值为:"\4\%而最小值为%%说明二代继任后不同

企业的创新投入差异比较明显'差序格局在两种不同度量方法下%平均值分别为""$"7和%"""7%标准差为

!"#:\和%""3:%进一步根据表"数据考察二者变异系数!标准差F平均值"发现%,2E(2!的变异系数为%":!7%

与 ,2E(2"的变异系数!"%7\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说明差序格局两种不同度量方法具有明显的数据结构差异

性%对从不同视角考察差序格局具有统计上的意义'

表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_分位数 最大值 观测量

IYrZ'*,@( ""\"% #"#"! % ""$7% !$"!7" !%73

IYrM%%(3 !"3#! !"3#\ % !"!7$ :"\4\ !%73

e2E(2! ""$"7 !"#:\ % " 3 !%73

e2E(2" %"""7 %""3: % % %":%% !%73

)&H( """%#% %"\4" !\"$"% "!"\$% "3":$% !%73

IeM %"%#! %"%$# 2%""#$ %"%#" %"!47 !%73

^(1 %"3"" %"!\: %"%!" %"3!: %"4"" !%73

Q6'?&/-(% %"!\% %"!#3 % %"!$4 %":#4 !%73

<6%+ %"$4% %"\\$ % %"##3 7"%\\ !%73

a2,c3+ %""%: %"7%7 2%"\:# %"%4\ $":3! !%73

M?( "!"$7% :"!#4 !" "! ## !%73

Q,D! "\":% !""\4 4"%$% "7"3\ 7$"%7% !%73

Z'E( %"#73 %"%:" %"### %"### %":7! !%73

Q>%6-624 !""3\% %"$!$ !%"\3% !""3"% !3"%$% !%73

四" 实证分析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一$ 差序格局对继任二代创新的影响

在控制可能影响创新投入的财务因素)家族企业经营特征)公司治理因素后%本文通过对模型!!"

进行 ;6S 回归%考察以创业一代为核心的差序格局对继任二代创新投入的影响%同时控制年度和行业

层面的固定效应%并采用公司聚类标准差解决异方差问题%具体结果见表#'表#分为四列%列 !! "和列

!#"被解释变量为 IYrZ'*,@(%列!""和列!3"被解释变量为 IYrM%%(3'解释变量 e2E(2!和 e2E(2"的系数

均为负值%且分别在:b和!b水平显著%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继任二代在以创立一代为中心的差

序格局中关系越强%创新投入水平越低%假设得到验证'对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表明(公司规模)盈利能

力)负债水平)资产结构)股权集中度)公司年龄和独立董事规模的系数为负%说明上述因素会抑制企业

:4

&第 !" 期 &&刘子旭%王&满(代际传承背景下家族企业继任二代创新投入水平研究



创新投入&现金比率)成长机会和高管薪酬的系数为正%说明这些因素会促进企业创新投入%与已有文

献结论基本一致'

表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

IYrZ'*,@(

""$

IYrM%%(3

"#$

IYrZ'*,@(

"3$

IYrM%%(3

e2E(2!

2%"!#4

""

" 2"""%3$

2%"%#4

""

" 2""!3:$

e2E(2"

2%"\!$

"""

" 2""$3!$

2%"!!!

"""

" 2#"3#!$

)&H(

2%"#$%

"""

" 2#"##"$

2%"#77

"""

" 27"4"#$

2%"#$4

"""

" 2#"3!!$

2%"#7$

"""

" 27"7:4$

IeM

23":37

"""

" 2#"!43$

2%""!:

"""

" 2""\4"$

23"3\"

"""

" 2#"!3\$

2%""!!

"""

" 2""\#%$

^(1

2""!$3

"""

" 2#"$!7$

2%"%"\

" 2%"\7:$

2""!"3

"""

" 2#"::7$

2%"%#"

" 2!"%$!$

Q6'?&/-(%

2%":\"

" 2%"4"$$

2%"%77

""

" 2""!!#$

2%":\\

" 2%"43!$

2%"%7$

""

" 2""!%#$

<6%+

%""":

""

""""!\$

%"%%4

"!":4:$

%"""$

""

"""""4$

%"%%4

"!":\$$

a2,c3+

%"%#!

"%"""#$

%"%%4

"!"!7"$

%"%#4

"%""7#$

%"%%4

"!"!!$$

M?(

2%"%$3

"""

" 2#"4$$$

2%"%%4

" 2%"$7\$

2%"%$"

"""

" 2#"7::$

2%"%%\

" 2%":"$$

Q,D!

2%"%%3

" 2%"!\3$

2%"%%#

"""

" 2""7"$$

2%"%%3

" 2%"""3$

2%"%%#

"""

" 2""7:\$

Z'E(

2""4%4

"

" 2!"74"$

2%"%#4

" 2%"373$

2""4%\

"

" 2!"74:$

2%"%#4

" 2%"343$

Q>%6-624

%"7#"

"""

"3"437$

%"$$#

"""

"\"4!7$

%"7#"

"""

"3"4:7$

%"$$"

"""

"\"4%"$

<,'%36'3

!"\33

"%"$4\$

2%"!44

" 2!"#!4$

!"\"\

"%"$4:$

2%"!4$

" 2!"#!"$

(̀62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Z'E$%324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MEKrI

"

%"3#: %"#:" %"3#$ %"#:!

B !%73 !%73 !%73 !%73

&&注(

"""

'

""和"分别表示在!b':b和!%b水平显著!括号中数值为 3值

#二$ 稳健性检验

I"缓解截堵问题的稳健性检验'''Z(Q@J模型%本文被解释变量研发投资 IYrZ'*,@(和 IYrM%%(3在数

据获取时均存在公司未披露而造成的数据缺失问题%本文为此将缺失数据设定为%'0.V@NL(, 和 [.1e@,A

,(,!"%%3"

*3#+

将数据的观测值被限定在某个点上称为截堵现象!T+,L(-+N"%由此而产生的数据为截堵数

据!T+,L(-+N 0.J."'当被解释变量为截堵数据时%使用 ;6S 对整个样本进行线性回归%其非线性扰动项将

被纳入扰动项中%因此可能导致估计不一致%为此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法![6]"Z(Q@J模型进行处理!Z(Q@,%

!\:4"

*33+

'鉴于被解释变量是左侧受限点为%的截堵数据%在此运用 Z(Q@J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考察是否

存在严重的估计偏差'从表3回归结果可见%e2E(2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与主回归结果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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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Z(Q@J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

IYrZ'*,@(

""$

IYrM%%(3

"#$

IYrZ'*,@(

"3$

IYrM%%(3

e2E(2!

2%"%34

"

" 2!"$77$

2%"%3#

"""

" 2#"%74$

e2E(2"

2%":74

""

" 2""34%$

2%"#\7

"""

" 23"4"#$

)&H(

2%"#$!

"""

" 2""47$$

2%"%$%

""

" 2""3#\$

2%"#$:

"""

" 2""\!:$

2%"%:$

""

" 2""#%$$

IeM

2#"$%:

""

" 2"""!%$

2%"3$3

" 2!":!#$

2#":7!

""

" 2""!\"$

2%"3#%

" 2!"3!%$

^(1

2"""#7

"""

" 2#""%4$

%"%3"

"%"#!3$

2"""":

"""

" 2#"!\\$

%"%$4

"%":!!$

Q6'?&/-(%

2%":\!

" 2%"7""$

2%""\\

"

" 2!"4":$

2%":::

" 2%"$4"$

2%""\4

"

" 2!"43"$

<6%+

%""!"

"

"!"4#3$

2%"%%#

" 2%"!3#$

%""!"

"

"!"4##$

2%"%%"

" 2%"%43$

a2,c3+

%"%!:

"%"%\#$

2%"%!!

" 2%"#:$$

%"%!\

"%"!!"$

2%"%%7

" 2%""#:$

M?(

2%"%4#

"""

" 23"#:#$

2%"%%"

" 2%"$:$$

2%"%4"

"""

" 23""7:$

2%"%%!

" 2%"#$%$

Q,D!

2%"%%3

" 2%":7:$

2%"%%:

"""

" 2#"%"4$

2%"%%3

" 2%":3#$

2%"%%:

"""

" 2#"%:$$

Z'E(

2#"#7!

"

" 2!"44%$

2%""$3

" 2%"7#%$

2#"#4!

"

" 2!"447$

2%""7%

" 2%"73\$

Q>%6-624

%"7:\

"""

"3"3%:$

%"%%7

"%""%3$

%"7:\

"""

"3"3!"$

%"%%\

"%""$:$

<,'%36'3

""$7\

"%"4\$$

2!"3#\

""

" 2""3$#$

""7:#

"%"\"#$

2!"3#$

""

" 2""3$\$

误差项
4"%\:

"""

""%"$4$$

%"!$!

"""

"4"$37$

4"%7:

"""

""%"$47$

%"!:4

"""

"4"$$7$

(̀62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Z'E$%324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B !%73 !%73 !%73 !%73

&&注(

"""

'

""和"分别表示在!b':b和!%b水平显著!括号中数值为 3值

J"缓解样本选择偏误的稳健性检验'''C+1?H., 两阶段模型%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差序格局对研

发投入的影响%研究背景是代际传承%显然研发活动不太可能主导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中差序格局的形

成%即逆向因果关系存在的可能性较低'然而%代际传承事件本身使得样本的选择丧失了随机性%可能存在

样本选择偏误而导致的主效应估计偏差'为此%本文借鉴 C+1?H.,!!\7\"

*3:+

提出的两步估计法%构建

C+1?H., 两阶段模型%考察差序格局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第一阶段%基于家族企业继任二代与创立一代之间是否存在亲缘关系%建立差序格局虚拟二值变量%

并将差序格局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可能影响差序格局的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构建 W-(Q@J回归模型!""%以考

察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两代人存在亲缘关系的概率'在模型!""中%借鉴黄海杰等!"%!4"

*7+

的方法将出生

率下降数 Y(*-&'(作为工具变量%Y(*-&'(表示!\\%,"%!%年各省)市和自治区出生率下降数%人口出生率的

下降导致普遍意义上的后代数量减少%这必然导致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两代人之间存在亲缘关系的概率

下降%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不会直接影响到企业创新行为'通过第一阶段回归得到逆米尔斯比 Z>I!<,A

V+-L+[@//LY.J@("%并在第二阶段回归模型!#"中加入 Z>I作为误差调整项'具体模型!""和模型!#"如下(

W-!e2E(2

&%3

" R

'

%

V

'

]

O62&6/-(%

&%3

V

'

(̀62V

'

Z'E$%324V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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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Y

&%3

R

#

%

V

#

!

e2E(2

&%3

V

#

"

Z>I

&%3

V

#

]

<,'32,-%

&%3

V

'

(̀62V

'

Z'E$%324V

)

&%3

!#"

其中%模型!""中 W-!e2E(2"为虚拟二值被解释变量%当 e2E(2取值为%时 W-!e2E(2"为%%其他情况为!'

O62&6/-(%为解释变量%包括(出生率下降数!Y(*-&'("%表示!\\%,"%!%年各省)市和自治区出生率下降数&

家族化方式!J6@)34-("%当为直接创办时取值为!%间接创办取值为"&二职合一情况!Y$6-"%当董事长和总

经理二职合一时取值为!%否则为%&参与管理代数!a('%"%为家族企业参与管理的代际数%只有一代人参与

取值为!%两代人参与取值为"%以此类推&其他大股东!Q,D""%当存在持股!%_以上的大股东时取值为!%

否则为%&两权背离率!)(D6263&,'"%为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拥有所有权比例与控制权比例之比值&家族成

员人数!)$@J6@"%为家族企业中参与企业管理的人数&子女数量!<+&-E2('"%为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拥有

的子女数量&公司规模!)&H("为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公司年龄 !M?("为公司成立的年限'模型 !#"在模型

!!"基础上加入 Z>I%其余变量未变'C+1?H., 两阶段回归结果见表:和表$'

表 :&C+1?H.,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变量 W-"e2E(2! f!$ W-"e2E(2" f!$

Y(*-&'(

2%"%:7

"

" 2!"$\3$

2%"%47

"""

" 2#":\%$

J6@)34-(

2!"3%$

"""

" 2$"%"$$

2%"$%"

"""

" 2#"\3%$

Y$6-

%"3$:

"""

"""7"\$

%"$$4

"""

":"##!$

a('%

%"%:$

"%"":7$

!"!%4

"""

"4"#4$$

Q,D"

2%"%%"

" 2%"%!!$

2%"!!3

" 2%"4#:$

)(D6263&,'

2!"4#3

"""

" 2""7$!$

2%"#3%

" 2!"!%!$

)$@J6@

%""!"

"""

"""$37$

%"!4:

"""

"#"\\4$

<+&-E2('

%"37\

"""

"#"744$

%"%::

"!"%:7$

)&H(

2%"!!7

" 2!""4%$

2%"!:4

""

" 2""#\#$

M?(

2%"%%\

" 2%"33%$

%"%"#

"

"!"$:"$

<,'%36'3

$"#"7

"""

"""\!:$

!"3%#

"!""44$

(̀62 控制 控制

Z'E$%324 控制 控制

P%($E,rI

"

%"#4" %""\:

B $7\ 7"!

&&注(

"""

'

""和"分别表示在!b':b和!%b水平显著!括号中数值为 3值

表 $&C+1?H.,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变量
"!$

IYrZ'*,@(

""$

IYrM%%(3

"#$

IYrZ'*,@(

"3$

IYrM%%(3

e2E(2!

2%"#$#

"""

" 23"!!\$

2%"%:\

"""

" 2"":\\$

Z>I!

2%":$\

" 2!"!$!$

2%"%%7

" 2%""\7$

e2E(2"

2!"\34

"""

" 2#"\:\$

2%"#"#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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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Z>I"

2%"3%#

" 2!":%3$

2%"%!4

" 2!"3$:$

)&H(

2%"#%%

""

" 2""!44$

%"%!!

"

"!"$7"$

2%"#%#

""

" 2"""73$

%"%%4

"!"##:$

IeM

23"4:%

"""

" 2""7"7$

2%"%7"

" 2%"443$

23"7:%

"""

" 2""7:\$

2%"%$"

" 2%"77!$

^(1

2""$$7

"""

" 2#"::#$

%"%:7

"!"$37$

2"":"\

"""

" 2#":!%$

%"%7!

""

"""!%4$

Q6'?&/-(%

%""$4

"%"#!$$

%"%%$

"%"!3:$

%"!":

"%"!:#$

%"%!!

"%""4\$

<6%+

%"#:$

"""

"""\4\$

%"%!$

"""

"""4$4$

%"#::

"""

"#"%$7$

%"%!$

"""

"""\!"$

a2,c3+

%"""%

"!"3!4$

2%"%%"

" 2%"#"$$

%""#"

"!":3$$

2%"%%#

" 2%"#$%$

M?(

2%"%3#

"

" 2!"\#$$

%"%%%

"%"%"%$

2%"%3"

""

" 2""!34$

%"%%%

"%"!7$$

Q,D!

2%"%%\

" 2!"!3%$

2%"%%!

"""

" 2""\#$$

2%"%%$

" 2%"7"4$

2%"%%!

"""

" 2""74!$

Z'E(

2#"!3!

"

" 2!"$$3$

2%"%7"

" 2%"4"$$

2#"##$

"

" 2!"437$

2%"%4#

" 2%"\43$

Q>%6-624

%"\!#

"""

"3"4$!$

%"%%!

"%"!::$

%"47#

"""

"3"434$

%"%%:

"%":\#$

<,'%36'3

2%":4:

" 2%"!4"$

2%"""#

" 2!":!7$

2""4"7

" 2%"4\"$

2%""#%

" 2!"::$$

(̀62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Z'E$%324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MEKrI

"

%"3:3 %"##! %"3$3 %"#:"

B $7\ $7\ 7"! 7"!

&&注(

"""

'

""和"分别表示在!b':b和!%b水平显著!括号中数值为 3值

表:给出 C+1?H., 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Y(*-&'(的系数为 2%"%:7和 2%"%47%3值分别为 2!"$\3和

2#s:\%%在!%_和!_水平显著%说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显著降低了创立一代和继任二代之间存在亲缘关

系的概率'表$给出C+1?H., 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在加入逆米尔斯比Z>I作为控制变量之后%列!!"和列

!""的 e2E(2!系数分别为 2%"#$#和 2%"%:\%且均在!_水平显著%列 !#"和列 !3"的 e2E(2"系数分别为

2!"\34和 2%"#"#%且均在!_水平显著%说明在控制了样本选择偏误后%差序格局对二代创新投入的影响

仍旧显著'由于模型!""中相关变量的数据缺失%所以表:和表$的样本量分别为$7\和7"!个'

五" 进一步研究'''家族企业异质性的影响

基于家族企业不同类型的异质性研究是近年热点问题!'+OQ.OH等%"%!\"

*"#+

%因此本文进一步研究

家族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对基本假设的影响'受 '(-NEV@LJ等 !"%!3"

*"%+

)胡旭阳和吴一平 !"%!$"

*"!+

以及

0@+IO+XAS(J(等!"%!:"

*""+

的研究启发%本文从三个方面考虑家族企业异质性的影响因素(第一%#离而不

休$%即创立一代作为家族核心成员在二代继任后继续介入管理经营&第二%政企关联%即家族企业与政府

及监管部门建立社会政治关系&第三%非家族高管介入%即将非家族高管引入家族企业经营管理中'以下分

别考察家族企业异质性因素对差序格局与创新投入水平之间关系的动态影响'

#一$ (离而不休)的调节作用

高管继任问题对所有类型的公司均构成挑战![@//+-%!\\#"

*3$+

%但是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由于家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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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离任高管的巨大影响力%以及新旧高管之间的亲密关系和管理经验上的差距%可能会使挑战更加严峻

!6.,LQ+-I%!\\\"

*37+

'根据本文统计大约$3b的样本公司在二代正式继任后创立一代仍旧掌握对公司的实

际控制权%普遍存在#离而不休$的状态'事实上%创立一代作为创业者%常常认为公司是自身的延展并希

望对公司进行完全控制!0P+-%!\4$"

*34+

'创立一代#离而不休$更多是由于个性和情感需求而不是竞争需

求%这可能导致二代继任后采用不适当策略)产生不合适的组织文化和有缺陷的治理'

[@//+-等!"%%#"

*3\+

指出%代际传承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创立一代在早期的家庭情感关系处理上对继任

二代造成的#情感烙印$'例如%许多父辈作为成功企业家都表现出刚毅而威严的个性%甚至相当自恋%作

为他们的子女!继任二代"想要获得父辈的关注%必须要与父辈强大的自我和蒸蒸日上的企业相竞争'心

理学文献证实%在此境遇下子女可能陷入对父辈的迷恋难以形成独立的身份认同%因为他们会将父辈形象

理想化!e+-,Q+-I%!\7:"

*:%+

'继任二代在此心理支配下%更容易固守创立一代建立的公司传统和管理模

式'创新作为企业重要的战略决策%为企业整体经营战略服务%当创立一代坚持#离而不休$时%继任二代

会更倾向于保守策略%更可能在经营决策中迎合实际控制人!创立一代"的需要%优先考虑巩固家族认同

感和家族成员间情感依恋等非经济目标%从而降低在研发投资上的投入%更多地获取现金流来保证家族收

入稳定'而代际差序格局中两代人关系越强%则创立一代对二代的控制力越强%在#离而不休$情境下二代

越可能在创新上采取保守策略'因此%#离而不休$能强化差序格局与研发投入的负相关关系'

为此%本文引入虚拟变量 Z'*$@/('3衡量创立一代是否处于#离而不退$状态%具体地%当二代继任后

创立一代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则 Z'*$@/('3f!%否则为%'同时%通过交互项 e2E(2jZ'*$@/('3来考察创立

一代#离而不休$的调节作用'具体回归显示在表7%列!!"到列!3"e2E(2的系数均为负%且在!%_水平显

著%交互项 e2E(2jZ'*$@/('3均为负%且分别在!%_和:_水平显著%证明#离而不休$强化了差序格局与研

发投入的负相关关系'

表 7&(离而不休)的调节作用

变量
"!$

IYrZ'*,@(

""$

IYrM%%(3

"#$

IYrZ'*,@(

"3$

IYrM%%(3

e2E(2!

2%"!%$

"

" 2!"7"\$

2%"%4!

"

" 2!"443$

e2E(2"

2%":7!

"

" 2!"4"#$

2%"3$$

"

" 2!7#4$

Z'*$@/('3

%"!4!

"%"3$#$

%"%!7

"%"7:$$

2%"!#$

" 2%":4"$

2%"%!%

" 2%"73"$

e2E(2! jZ'*$@/('3

2%""3#

"

" 2!"47\$

2%"%$3

"

" 2!"$$\$

e2E(2" jZ'*$@/('3

2!"#%!

"

" 2!"\!3$

2%"3$3

""

" 2!"\\!$

)&H(

2%"#\"

"""

" 2#":$%$

%"%!$

""

"""3!7$

2%"#\"

"""

" 2#":$:$

%"%!$

""

""":%$$

IeM

23":#\

"""

" 2#"!3"$

2%"""7

"""

" 2""$4#$

23":37

"""

" 2#"!:4$

2%""##

"""

" 2""77!$

^(1

2""%#4

"""

" 2#"#$"$

%"%#\

"!"!!3$

2""%!:

"""

" 2#"##%$

%"%#4

"!"%$4$

Q6'?&/-(%

2%"7#"

" 2!"%%7$

2%"%$$

" 2!":::$

2%"$%"

" 2%"4#$$

2%"%:4

" 2!"#7$$

<6%+

%""%7

""

"""%!3$

%"%!3

""

""""$"$

%""!"

""

"""%:\$

%"%!3

""

"""#\7$

a2,c3+

%"%3$

"%"#"\$

2%"%%4

" 2!"%"7$

%"%3$

"%"##%$

2%"%%\

" 2!"%\"$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续表 7$

M?(

2%"%$7

"""

" 2#"\##$

2%"%%!

" 2%"$47$

2%"%$$

"""

" 2#"443$

2%"%%!

" 2%"7!!$

Q,D!

2%"%%"

" 2%"#%!$

2%"%%!

"""

" 2""4"7$

2%"%%"

" 2%""##$

2%"%%!

"""

" 2""7::$

Z'E(

2"":4\

" 2!"$"4$

2%"%3%

" 2%"3":$

2""$!:

"

" 2!"$37$

2%"%3#

" 2%"3$"$

Q>%6-624

%"7\$

"""

":"!3#$

2%"%%3

" 2%"3:#$

%"747

"""

":"%\7$

2%"%%3

" 2%"3\$$

<,'%36'3

%"4%3

"%"#%%$

2%""37

" 2!":73$

%"\\$

"%"#7#$

2%""3#

" 2!"::$$

(̀62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Z'E$%324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MEKrI

"

%"3#7 %"#34 %"3#4 %"#34

B !%73 !%73 !%73 !%73

&&注(

"""

'

""和"分别表示在!b':b和!%b水平显著!括号中数值为 3值

#二$ 政企关联的调节作用

政企关联是指企业与政府及监管部门的显性或隐性社会关系!8@LH.,%"%%!&潘红波等%"%%4"

*:!2:"+

%

是获取政府财务和非财务支持的重要来源!8.11@(%"%%$&W+,I和 6O(%"%%%"

*:#2:3+

'家族企业领导者具有强

烈动机培育和寻求政企关联%通过与政府或官员保持特殊关系%来应对环境不确定性和资源约束%增强企

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张敏等%"%!%"

*::+

' 胡旭阳和吴一平!"%!$"

*"!+

提出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理论%发现

政治资本作为家族企业重要的社会资本是代际传承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样本统计数据也证实了上述论

断%具有政企关联的公司占到总样本的7#b%其中%创立一代和继任二代同时具有政企关联的样本占政企

关联总样本的#$b%即政企关联家族企业中有约三分之一存在政治资本的代际传承现象'

本文认为政企关联能够缓解差序格局与企业创新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一方面%政企关联可以看作企业

外部的社会因素对家族关系的一种渗透%要求家族企业更加注重政治声誉承担社会责任%因此会对家族利

益形成一种#干预$%表现在 S]_的获取中更加注重维护企业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将企业的长远发展不单

单看作家族利益的延续%而是社会责任的担当%从而有义务和动力发展创新行为'另一方面%政企关联缓解

企业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提升资源获取能力%削弱创新活动对家族控制权的不利冲击%从而鼓励创新'

为此%本文引入虚拟变量 Pê 衡量公司政企关联状况%此处政企关联是指董事长曾任或现任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党代表)工商联领导职务或曾任党政官员的情况!王满和刘子旭%"%!$"

*:$+

'具体地%当创立

一代和继任二代同时具有政企关联时%Pê 取值为"&当创立一代或继任二代一方具有政企关联时%Pê 取

值为!&两代人都不具有政企关联时%Pê 取值为%'为检验政企关联的调节作用%在主模型!!"的解释变量

中加入交互项 e2E(2jPê %具体回归结果见表4'列!!"到列!3"中 e2E(2系数均为负%且在!%_水平显著&

交互项 e2E(2jPê 系数均为正%且在:_和!%_水平显著'说明政企关联弱化了差序格局与研发投入水平

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表 4&政企关联调节作用

变量
"!$

IYrZ'*,@(

""$

IYrM%%(3

"#$

IYrZ'*,@(

"3$

IYrM%%(3

e2E(2!

2%"!!\

"

" 2!"\::$

2%"%%7

"

" 2!"$4\$

e2E(2"

2%"$77

"

" 2!"\:%$

2%"%43

"

" 2!"\"\$

Pê

%"#!$

"!"!\:$

%"%%"

"%"!!4$

%"!7\

"!"%":$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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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e2E(2! jPê

%"%3$

""

"!"\\$$

%"%#7

"

"!"4""$

e2E(2" jPê

%"!%#

""

"""!4!$

%"%""

"

"!"$\:$

)&H(

2%"#4%

"""

" 2#"%%3$

%"%%4

"!"%!:$

2%"#47

"""

" 2#"%:7$

%"%%7

"%"\3!$

IeM

2:"!%4

""

" 2""3$$$

2%"!$4

" 2!"#":$

2:"%""

""

" 2""3#!$

2%"!$!

" 2!""7$$

^(1

2""3!\

"""

" 2#"334$

%"%$"

"!"33\$

2""#$:

"""

" 2#"#4!$

%"%$3

"!":%:$

Q6'?&/-(%

2!"3#"

"

" 2!"7!#$

2%"%37

" 2%"\"3$

2!":#4

"

" 2!"43\$

2%"%33

" 2%"4$\$

<6%+

%"#"%

"""

"""4%#$

%"%!4

""

""":#:$

%"#":

"""

"""4:#$

%"%!7

""

"""3\7$

a2,c3+

%"!4$

"%"7!#$

2%"%!3

" 2%"47!$

%"!44

"%"7"%$

2%"%!"

" 2%"7$%$

M?(

2%"%$#

"""

" 2#""44$

2%"%%!

" 2%"33:$

2%"%$!

"""

" 2#"!:7$

2%"%%!

" 2%"3#3$

Q,D!

2%"%%:

" 2%"$\#$

2%"%%!

""

" 2""#\#$

2%"%%$

" 2%"4#"$

2%"%%!

""

" 2"""$$$

Z'E(

2!"!$%

" 2%"$#\$

2%"%%4

" 2%"%7#$

2!"""3

" 2%"$7$$

2%"%%!

" 2%"%%4$

Q>%6-624

%"433

"""

"3"4$:$

%"%%!

"%"!!$$

%"4##

"""

"3"74\$

%"%%!

"%"!!3$

<,'%36'3

%"%74

"%"%"#$

2%"!44

" 2%"44\$

%"%!%

"%"%%#$

2%"!7\

" 2%"4:"$

(̀62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Z'E$%324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MEKrI

"

%"3:% %"#77 %"3:$ %"#7$

B !%73 !%73 !%73 !%73

&&注(

"""

'

""和"分别表示在!b':b和!%b水平显著!括号中数值为 3值

#三$ 非家族成员高管介入的调节作用

企业成长离不开管理人才吸纳和管理能力提升%家族企业一般从家族内部选拔人才以满足对人力资

本的需求!TKO.等%"%%3"

*:7+

'但是家族自身在规模和能力上都是有限的%引入非家族管理人员通常是家

族企业成长和扩张的必要条件!TK-@LH., 等%"%!3"

*:4+

'因此非家族成员高管介入家族企业管理%已经成为

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

首先%非家族高管一般曾受雇于其他公司%这种与家族成员不同的职业生涯背景能给家族企业带来更

多的人脉和信息资源!S./V.J(等%"%!""

*:\+

%可以为企业创新提供有利条件&其次%家族企业雇用非家族成

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企业的声誉!8.,I等%"%!""

*$%+

%为家族企业提供更强的合法性%这些有助于外

部资源的获取!TKO,I和 6O(%"%!#"

*$!+

%为企业创新提供物质保障&再次%非家族高管较低的心理所有权可

能带来更大的风险承受度和参与创新活动的意愿!COPQ-+1KJL等%"%!#"

*$"+

&最后%当所有权分散在多个家

族时%非家族高管的介入作为治理机制%可以确保资源不会被各家族挪用和盗取![@//+-等%"%!3&SJ+@>V+-L

和 '@L?.,+,%"%!#"

*$#2$3+

%确保创新有充足的可用资源'因此%非家族高管的介入提升家族企业研发投入的

意愿'而代际差序格局关系越强%家族对非家族高管带来的外部#冲击$就越敏感%越有可能带来创新环境

的改善%增加创新投入'

为此%引入变量 B,'J6@表示非家族高管的介入%具体用高管中非家族成员的比例来衡量%同时构建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交互项 e2E(2jB,'J6@%考察非家族成员高管介入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显示在表\中%列!!"到列!3"e2A

E(2的系数均为负%且在!%_水平显著&交互项 e2E(2jB,'J6@系数均为正%且分别在:_和!%_水平显著%

说明非家族成员高管的介入能够显著弱化差序格局与研发投入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表 \&非家族高管介入的调节作用

变量
"!$

IYrZ'*,@(

""$

IYrM%%(3

"#$

IYrZ'*,@(

"3$

IYrM%%(3

e2E(2!

2%"377

"

" 2!"737$

2%"#:!

"

" 2!"4"\$

e2E(2"

2!"$%"

"

" 2!"43#$

2!"$:#

"

" 2!"733$

B,'J6@

!"$7:

"!"!"%$

%"""7

"""

"""$!3$

%"7:3

"%"4""$

%"!3%

"""

"""$!:$

e2E(2! jB,'J6@

%"#$4

""

"""#44$

%"3"#

""

"""%#3$

e2E(2" jB,'J6@

%"7!#

"

"!"7::$

!"\!4

"

"!"733$

)&H(

2%"#$7

"""

" 2#"##:$

2%"%!4

"""

" 2""7$3$

2%"#7#

"""

" 2#"#4\$

2%"%!7

"""

" 2"":\\$

IeM

23"77\

"""

" 2#""\3$

2%""%:

""

" 2""3#%$

23"$3!

"""

" 2#""%4$

2%""%:

""

" 2""33#$

^(1

2""!\#

"""

" 2#":\\$

%"%3"

"!"!\7$

2""!"#

"""

" 2#"344$

%"%3$

"!""\!$

Q6'?&/-(%

2%"$3%

" 2%"47\$

2%"%:"

" 2!""""$

2%"$!3

" 2%"43\$

2%"%:3

" 2!""44$

<6%+

%""!7

""

"""%\#$

%"%!$

"""

"""$$3$

%""!\

""

"""!!7$

%"%!$

"""

"""$!!$

a2,c3+

%"%#3

"%""3%$

2%"%!%

" 2!""%%$

%"%#3

"%""33$

2%"%%\

" 2!"!#$$

M?(

2%"%$:

"""

" 2#"4!"$

2%"%%!

" 2%"\"$$

2%"%$#

"""

" 2#"$\3$

2%"%%!

" 2%"7!\$

Q,D!

2%"%%!

" 2%"!\4$

2%"%%!

"""

" 2""4$#$

2%"%%!

" 2%""%7$

2%"%%!

"""

" 2""4"3$

Z'E(

2""4$%

"

" 2!"7\"$

2%"%#4

" 2%"3%$$

2""47!

"

" 2!"4%%$

2%"%33

" 2%"377$

Q>%6-624

%"7#"

"""

"3"774$

2%"%%:

" 2%"$%3$

%"7#7

"""

"3"4!!$

2%"%%:

" 2%"::%$

<,'%36'3

""\""

"%"\#"$

2%"34:

"""

" 2""$::$

!"\:!

"%"$4!$

2%"#\!

""

" 2""#:!$

(̀62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Z'E$%324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MEKrI

"

%"3#" %"#:! %"3## %"#:%

B !%73 !%73 !%73 !%73

&&注(

"""

'

""和"分别表示在!b':b和!%b水平显著!括号中数值为 3值

六" 研究结论

代际传承背景下家族企业创新行为研究%一直是重要而颇具争议的有趣问题'该问题的重要性体现在代

际传承既是界定家族企业的重要依据%也是家族企业的核心任务%而创新又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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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传统和开拓创新中寻求平衡%事关家族企业的基业长青'然而%对该问题的实证研究结论却充满分歧和

矛盾%说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背景下创新行为研究仍旧处于发展阶段%这也是本文的研究意义所在'

本文以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家族企业差序格局为视角%探讨在代际传承中%创立一代与继任二代的亲

缘关系如何影响二代履新后的创新投入水平'研究发现%继任二代在以创立一代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中关系

越强%履新后创新投入水平越低'进一步引入家族企业异质性因素发现%创立一代的#离而不休$会强化差

序格局与创新投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即对创新水平产生抑制作用&而政企关联和非家族成员高管介入%

均会弱化差序格局与创新投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即对创新水平产生促进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回应了当前家族企业面临的现实困境%为代际传承背景下二代履新后的创新投入问

题提供有益启示'第一%本文主要研究结论显示%继任二代与创立一代亲缘关系上越紧密则越可能降低创

新投入水平%因此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创立一代应该谨慎面对现实%警惕一味地#任人唯亲$可能给企业

以及家族带来损害'第二%应该充分信任继任二代%给予二代更大决策空间'古语云 #用人无疑%唯才所

宜$%在前期接班人的遴选和培育过程中应尽量做到#唯才所宜$%并注重创新精神的传承%进而在二代继

任后尽量做到#用人无疑$%减少对离任后的家族企业过度干预'第三%本文研究显示政企关联表现出#制

度替代$效应%有助于家族企业担当社会责任和获取经济资源%从而促进创新'然而政企关联是#双刃剑$%

也会诱发企业资源依赖!王利平等%"%!%"

*$:+

%产生政治资源诅咒效应%加剧企业粗放发展%损害经济增长

质量!袁建国等%"%!:"

*$$+

%因此应该防止家族企业家过度#政治化$倾向%着力构建更加公正公平透明的

企业经营制度环境%为企业提供制度保障%让家族企业家将更多精力投入企业经营%而非政治经营'第四%

非家族企业高管的介入能够增加外部资源获取能力)提升风险承担意愿并产生治理效应%代际传承中可以

考虑适当增加非家族高管的比例%以提升创新投入水平'总之%创立一代需要客观对待二代继任后的业绩

和创新水平下滑%给继任二代提供一个容错的家族氛围%鼓励二代积极进行创新尝试&继任二代需要克服

短期速胜以证实自己能力的冲动%要立足长远%培育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动力%确保基业长青'

本文的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方面%对家族企业异质性的探讨有待深入'本文虽然从创立一代#离

而不休$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异质性对本文研究议题的动态影响%但是限于能力和篇幅并未按照系统化多

维度标准对企业样本进行类型划分%这是本议题未来可以进一步深入拓展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本文对

创新行为的研究局限于创新投入%并不涉及创新产出%从创新投入到创新产出中间仍旧存在巨大的#理论

黑箱$%需待后续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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