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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指出：“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创新

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形成以

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企业不仅是创新发展的驱动力，更是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和源泉。因此，实

现“双循环”模式下的企业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打

破企业生产力发展桎梏，为企业提质增效，促进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高。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企

业必须通过与外界的互动沟通，才能不断改进技

术、提高效率。因此，与企业处于同一链条的供应商

和客户成为企业寻求外部资源的主要对象。企业可

以通过利用供应链中的异质性资源开展创新活动，

以此改进自身技术水平，优化资源配置结构，稳步

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基于此，本文探索供应链关系

质量如何通过影响企业双元创新能力，进而对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作用，以期为企业充分利用外部

资源、建立自身创新体系提供参考建议。

一、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一直是学术界的

关注热点。国内学者左晖和艾丹祥（2022）指出：全要

素生产率是总投入最终转化为总产出的整体效率，

其反映企业生产过程中所有生产要素的整体产出

水平。陈丽姗等（2021）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是

技术改善促使效率提升带来的结果。而供应链作为

企业寻求外部异质性资源的重要渠道，供应链成员

之间的交易合作对于企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非常

重要，甚至决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目前学术界关于供应链关系质量与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未达成共识，相关研究

主要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展开。徐可

等（2015）研究发现：供应链关系提高可以通过知识

螺旋和供应链整合将知识和技术吸收，实现资源优

化配置。曹伟等（2019）则认为，合作关系之间的权利

不平衡，会导致供应商（客户）议价能力的消弱，进而

损害企业的盈利能力，并体现在企业的生产效率和

经营活动中。一些学者从交易成本角度来看供应链

关系质量，颜恩点和谢佳佳（2021）指出：供应商与企

业关系较好时，双方更倾向于长期稳定的关系型交

易，进而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李勃等（2021）指出：

随着企业与供应商 /顾客之间的频繁交易，可以通

过规范交易行为，降低双方交易成本，提升双方决策

和沟通效率，进而提高企业效率。

此外，企业可以通过利用供应链中的异质性资

源开展创新活动，以此优化资源配置结构，稳步提升

企业生产效率。Benner和 Tushman（2003）将创新细

化为渐进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合适的创新模式有

利于企业技术进步与效率提升。王海芳等（2021）基

于双元理论强调，双元创新能够对企业绩效产生积

极影响。董保宝等（2022）认为，渐进式创新风险较

低，能改进公司知识基础和功能效用、优化内部资源

配置和管理效率，进而提高企业绩效；而探索式创新

具有风险大、周期长等特征，但其背后为企业提供的

优势更加明显，能够使企业在激烈市场中形成自身

核心竞争力。

热比亚·吐尔逊 巴文浩

供应链关系质量、双元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对 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

内容提要：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既是衡量企业绩效的核心指标，也是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指标之一。本文选取我国 A股上市公司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供应链关系质量、双元创新与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供应链关系质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 U型关系。

通过作用路径检验发现：供应链关系质量与双元创新也存在 U型关系，且供应链关系质量通过

影响双元创新进而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市场地位和融资约束中，

供应链关系质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基于此，企业应进一步稳固

供应链关系，注重自身内部机构建设以及采用合适的创新模式，以提高经营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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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现有学术界对于供应链关系质量与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尚有分歧。本文探索了企业如

何利用供应链的网络资源形成和培育探索式创新与渐

进式创新两种不同的创新能力，并作用于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本文丰富了供应链关系质量与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之间关系的研究，并对企业加强供应链战略伙伴

关系，确定合理的双元创新投资，进而促进企业稳定持

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二、供应链关系质量、双元创新与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关系的理论分析

（一）供应链关系质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是总投入最终转化为总产出的

整体效率，能够反映企业生产过程中所有生产要素

的整体产出水平（左晖和艾丹祥，2022）。基于资源依

赖理论，在供应链关系中，初期会存在企业与其供应

链伙伴权力不平衡现象，这种权力的不平衡会导致

企业议价能力的削弱，进而损害企业盈利能力。供

应链上下游的市场地位会直接作用于企业的经营活

动，当供应商或客户市场地位较高时，企业不仅在采

购时难有议价权，也会在最终产品谈判时处于下风，

导致企业利益被压榨，降低了企业生产效率以及投

资效率（韩忠雪等，2021）。因此，在供应链关系建立

初期，供应商和客户凭借自身强势地位，不断剥削企

业利益，抑制企业生产率提高。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从效率角度来看，随着企

业与供应链伙伴的频繁交易，供应链关系质量的提

高会降低成员之间交易成本，提升沟通决策效率，优

化企业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而提高企业整体生产效

率。从专用性资产投资角度来看，专用性资产通过

提高研发人员创新效率和促进内部知识传递提高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刘一蓓和刘洪伟，2020）。从交易频

率来看，专用性资产的不断投入会提高成员之间的

交易频率，由此带来的信息充分共享，促使供应链各

方开展协同工作，从而防止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机会

主义行为，加强供应链协调发展，进而提升企业的运

营效率。

综上，供应链关系质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

非线性关系，并提出假设 1：

H1：供应链关系质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

呈 U型。

（二）双元创新的作用路径

创新是推动企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动力。基于双元创新理论，突破式创新可以识别和

内化新颖知识与资源，旨在改革以往技术、流程和组

织格局，是一种打破创新者窘境和实现高质量快速

发展的有效途径。渐进式创新作为一种小幅度的、

渐进的创新行为，能够深化和升级现有技术与业务

模式，以此提高企业效率（董保宝等，2022）。而供应

链各成员掌握的异质性资源，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

要来源之一。供应链合作伙伴在前期为保证自身收

益稳定性，会限制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活动，而企业

为维护与合作伙伴的关系，会主动降低研发投入，以

保证对合作伙伴的承诺，进一步导致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降低。并且，由于企业与供应链合作伙伴前期

依赖程度较低，成员之间缺乏深入交流的动力。因

此，各种繁而不精的显性知识会浪费企业的时间及

决策成本，致使企业渐进式创新能力下降，不利于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随着供应链关系质量的提高，双方之间专用性

资产投资加大、依赖关系程度高且未来目标一致，出

于长期利益考虑，核心供应链（客户）会主动参与生

产流程，共同开发新技术，确保探索式创新的持续性

和稳定性。且大额、频繁的经济交易活动会促使成员

打破信任鸿沟，增强共享信息的意愿、频率以及深

度，从而有利于挖掘供应链内部的的隐性知识，将其

升华为自身创新能力，以此提高渐进式创新效率，帮

助企业将供应商和客户反馈信息整合到产品生产研

发中，不断优化企业生产效率。综合以上分析，提出

假设 2：

H2：供应链关系质量通过影响双元创新从而影

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三、供应链关系质量、双元创新与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关系的模型构建

（一）样本与数据

本文选取 2013-2021年全部 A股上市公司为研

究对象。在剔除 ST类、金融类以及样本缺失的公司数

据后，对所有变量进行 1%和 99%的缩尾处理，共得到

19642个公司观测样本。数据均来自 CSMAR数据库。

（二）变量与模型

1.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借鉴 Brandt（2009）

的 Cobb-Douglas生产函数：

（1）

其中，Y 代表企业销售收入，k 为固定资产净
值，l是企业劳动力数量以及中间投入 m。在固定企
业年份之后得到的残差（缀ijdt）则为企业的全要素生

产率。

2.供应链关系质量（Scii）。供应链关系质量是伙

伴间通过不断交易，进行专用性资产而维持的长期

性和稳定性（Banerjee等，2008）。企业向前五大供应

链 /客户的采购和销售比例之和的均值反映了企业

对供应商、客户专用性资产的投资程度，同时也是企

业与供应商、客户间关系亲疏的特征（陈峻等，2021；

徐可等，2015）。

3.双元创新（Frd_e、Frd_i）。用公司专利授权中

发明专利数量衡量探索式创新，外观设计和实用新

型专利数量之和衡量渐进式创新。



4. 控制变量。本文选取总资产净利润率

（ROA）、现金流比率（Cashflow）、营业收入增长率

（Growth）、董事人数（Board）、两职合一（Dual）、公

司成立年限（FirmAge）、股权制衡度（Balance）作

为控制变量，并且还设置年份和行业控制对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三）模型构建

鉴于供应链关系质量与企业 TFP 之间存

在非线性关系，故引入供应链关系质量的二次

项，建立模型（2）用于检验假设 1。

（2）

其中，ΣYear 和 ΣIndustry 代表控制企业年

份和行业效应，着为模型随机干扰项。参考温忠麟等
（2022）的研究，建立模型（3）和（4）探讨供应链关系

质量与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

（3）

（4）

进一步，建立模型（5）和（6）探讨双元创新在供

应链关系质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作用路径。

（5）

（6）

（四）描述性统计

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①，样本企业在投入要素产

出仍存在较大差异。而企业与供应商和客户的关系

波动也较大。其余变量基本合理，则不再赘述。

四、供应链关系质量、双元创新与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多元回归分析

1.供应链关系质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表 1

为多元回归结果。首先，表 1中列（1）显示：供应链关

系质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

一次项系数为 -0.007，并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

检验；在列（2）中加入供应链关系质量的平方项后发

现，一次项系数为 -0.008，二次项系数为 0.004，并

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供应链关系

质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U型”关系。假

设 1得到验证。

2.供应链关系质量与双元创新。通过列（3）和列

（5）可以看出，供应链关系质量对双元创新具有显著

的抑制效应，在加入双元创新的平方项后，列（4）和

列（6）的拟合程度明显提高，其中探索式创新、渐进

式创新平方的系数分别为 0.015、0.034，并在 1%水平

上显著，即供应链质量与双元创新存在“U型”关系。

3.双元创新的作用路径检验。表 1中的列（7）显

示：供应链关系质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一次项

为 -0.007，二次项为 0.0004，均在 1%水平显著。其

中，探索式创新系数为 0.0005，在 1%显著性水平上

通过检验。列（8）显示：供应链关系质量对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的一次项为 -0.003，二次项为 0.0004，均

在 1%水平显著。其中，渐进式创新系数为 0.002，在

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这说明供应链关系质量

通过影响双元创新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路

径成立，即假设 2成立。

（二）异质性检验

1.融资约束对供应链关系质量与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会对企业内

部投资决策、创新模式选择产生直接影响。参考

Kaplan（1997）构建 KZ指数检验企业受到的融资约

束程度，KZ指数从多维度对公司融资约束情况进行

考虑，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公司融资约束情况。结果显

示：在低融资约束下供应链关系质量与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的“U型”关系依然存在。即在低融资约束下，

供应链关系质量的提升不仅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对全

要素生产的抑制作用，还可以帮助企业直接获得外

部创新资源，企业有充足的资源进行创新活动，以此

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2.市场竞争地位对供应链关系质量与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的影响。参考宋小保和郭春（2022）研究，采

用企业销售收入占整个行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衡量企

业市场地位，并对其进行行业—年份中位数分组检

验。结果显示：在市场地位较高企业中供应链关系质

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仍为 U型关系。市场竞争地

位较高的企业通常具有较强的谈判能力和风险防御

能力，能够降低核心企业由于议价能力较低而带来

的经营风险，同时地位较高的企业拥有市场与政府

补贴等创新资源，促使企业资源效率以及创新能力

的提升，进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三）稳健性检验

首先，由于供应商和顾客信息披露的自愿性，

可能会出现样本自选择导致的偏差问题。因此，参考

王雄元和高开娟（2017）的研究，采用 Heckman 两步

法进行再检验。通过逆米尔斯系数的非线性识别偏

差，并将 IMR纳入模型进行再检验，由此发现：回归

表 1 回归结果

注：***、**、*分别在 1%、5%、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①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价格理论与实践》网站（http://www.price-world.com.cn/）附件。



结果与前文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其次，为确保结论的

稳健性，还采用 LP法测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解

释变量进行替换，结论依然与前文一致。最后，为控制

供应链关系质量以外不可观测的因素，采用 PSM倾向

匹配得分法对其进行再检验，得出供应链关系质量与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 U型关系依然显著①。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发现：供应链关系质量对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为“U型”影响关系，即随着供应链关系质量的

上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先降低后增加的趋势；

供应链关系质量与企业双元创新也具有“U型”关系，

并且供应链关系质量通过影响双元创新进而影响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对不同融资约束、市场地位的

企业分别检验后发现，供应链关系质量与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之间的 U型关系依然成立。基于上述结论，

得出如下管理启示：

1.稳固供应链成员之间的关系，保障供应链稳定。

供应链成员是企业获得异质性资源的重要来源，一

定程度上决定企业的经营方向以及战略计划的实

施。因此，企业不仅要与供应商方面进行生产流程、

工艺的交流互动，减少双方信息不对称，还要更好地

满足客户对于产品质量的要求，把握市场需求变化，

结合企业战略目标和发展前景，选取不同策略进行

供应链管理。

2.注重自身内部结构建设，增强供应链成员之间

协调发展。企业要结合自身发展经营情况，重构内部

部门管理、提高企业知识管理效率，带动各部门之间

的共同协调发展，并能够更好地吸收和应用来自供

应链成员传递的信息。此外，要增强供应链成员之间

文化的系统融合，以此增强之间亲和度，消除供应链

管理中的摩擦和机会主义行为。

3.采用合适的创新模式，优化上下游创新链条。

企业要注重自身创新模式的适应性，根据供应链网

络中的异质性资源选择创新模式，均衡两者之间的

关系。不仅要避免创新重复导致的效率低下，而且要

把握从上游和下游技术到市场的传递，掌握核心技

术，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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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分组检验结果分析

注：***、**、*分别在 1%、5%、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①稳健性检验结果详见《价格理论与实践》网站（http://www.price-world.com.cn/）附件。

Supply chain relationship quality, dual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Abstract: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is not only the core index to measure the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but also the
measure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ne of the key indicators. This paper select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as the re-
search object, and studies the quality of supply chain relationship,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and supply chain relationship.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re is a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y chain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enterpris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rough the action path test,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lso a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y chain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and the supply chain relationship quality passes through It affects dual innovation and then
affects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in different market positions and financing constraints. The impact
of supply chain relationship quality on enterpris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hows certain heterogeneity. Based on this, enterprises should further
stabilize Supply chain relationship, pay attention to its own internal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adopt appropriate innovation mode, in order
to improve business performance.

Keywords: supply chain relationship quality; dual innovation; enterpris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