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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EO维度的企业创新文化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 

周耀烈  王茜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以浙江省企业为切入点，研究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和企业组织自身三个维度下的因素和变量对企业创新

文化建设的影响。从而建立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回归模型，以期为各部门得出有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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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内外研究回顾 

目前的创新文化研究正逐步深入到创新文化体系的内核。如孟庆禄和胡永峰、金胜荣、谢青和李新平分别从独特视角探讨

创新文化体系的构建。但同时也应看到，对创新文化的研究仍然不够深入、视角比较单一，对政府机构、教育机构、企业组织、

社会环境与创新个体等视角下的创新文化研究缺乏系统性，对于创新文化的传播路径及效应等研究不足；研究方法多以理论探

讨为主，缺乏以数据为支撑的定量研究。 

  国外相关文献中，主要从理性视角探讨创新文化，如罗森伯格探讨了不确定性与创新文化，Ruth Ann Hattori将创新文化

视为创新的 DNA进行探讨；从缓解资源稀缺带来的竞争压力视角探讨创新文化体系构建，并努力发挥创新文化的效用。此外，

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组织创新文化方面，探讨创新文化对企业组织创新活动的推动作用。 

  从国内外文献来看，国外的研究较为深入，能够从较为具体的层面上构建创新文化体系。但国外的文化与中国存在较大的

差别，它们的经验只能为我国提供借鉴。不足之处是，政府部门、教育机构以及区域创新文化建设等方面都鲜有涉及。 

  随着各国创新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把创新研究的重点从对单个创新主体创新过程的研究，转向对各创新主体相互作

用整体效果的研究，从而产生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但到目前为止，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也并没有统一下来。在国际上比较

通用的定义是：国家创新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组成的体制和制度，其活动是为了创造、扩散和使用新的知

识和技术。1997年，OCED在《国家创新体系》报告中对国家创新体系作了进一步分析：创新是不同主体和机构间复杂的相互作

用的结果，这一系统的核心是企业，是企业组织生产和创新、获取外部知识的方式。这种外部知识的主要来源是别的企业、公

共或私有的研究部门、大学和中介部门。 

  根据国家创新体系的相关理论，本文认为政府部门（G）、大学及相关研究机构（E）、企业组织（O）已经涵盖了社会的绝

大部分组织，因此这三大要素可以作为创新文化影响因素的内容分析类别。 

  二、访谈研究与因素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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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 7月至 8月，笔者走访了浙江省内的 20家企业。对企业的基层、中层和高层管理者进行了深入访谈。主要包括：企

业文化的核心，创新文化的建设情况和途径，未来在创新文化建设方面的规划，企业是否设立了专门的部门负责文化建设等。

随后，我们将问题集中在：政府、教育机构和企业自身的哪些因素影响到贵公司的创新文化建设。通过对访谈者谈话内容的整

理，归纳出访谈工作获得的一些关键性语句。 

  三、问卷研究与因素筛选 

  本研究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资料”，主要目的在于进行样本结构分析以及资料的类别比较分析，包含 9个

题项；第二部分为“企业组织创新文化影响因素重要程度打分”，前述影响企业创新文化的每个因素都对应一个题项，请受访

者按照自己真实的想法，就各个因素对其所在企业的创新文化影响的重要程度打 1-5分，1分为非常不重要，5分为非常重要。

共发放问卷 160份，回收 135份，有效问卷 121份，回收率为 84.3%，有效率为 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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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问卷调查对象以民营企业为主体，占到 47.1%；所属行业分布较广，制造业比例最大，占到 37.2%；员工总数达到 1000

人以上的占到 42.4%；经营规模大型的占到 43.0%，可见被调查企业的总体规模都比较大；而被调查者的职位则基本都是管理者，

占到总数的 91.7%。一般来说大型企业的企业文化更加鲜明，趋向于强文化。当组织规模不断发展壮大时，组织的领导者都试图

通过文化建设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文化在企业发展中起到了引导和激励的作用。因此，大企业的员工往往对企业文化的认知

和感受更加深刻；此外，管理者一般的认知水平较高，对创新文化建设也有一定的见解。 

  根据各题项重要程度的平均值进行排序，找出较具一般性的重要影响因素。接着，根据三个维度下的影响因素的排序结果，

以排名前 50%同时配合门槛值 3.5作为因素筛选的标准。为了确保所筛选出因素之重要程度是否与所舍弃因素之重要程度有所差

异，用成对样本 T检验来检定前 50%中的最后一个因素，是否显著高于其后续排名之因素的平均值。将各维度筛选出的因素整理

如表 2所示。 

 

  四、GEO 维度下企业创新文化影响因素 

  为了研究筛选出来的因素与企业创新文化各维度的实际相关性及其影响作用的大小，本文运用 SPSS13.0统计软件对所收集

到的数据进行分析，所用到的统计方法主要有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中企业创新文化的评价

量表则是来自于林淑（2002）的研究成果，将企业创新文化分为四个方面来评价： 

  （1）领导艺术。包含关注创新、鼓励创新和保护创新。 

  （2）学习。包括自我实现需求、不甘现状、冒险精神、勇于挑战自我和标新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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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变革。包括危机意识、应变能力、接受新事物和随时准备投入行动。 

  （4）容忍。包括容许失败和在挫折中学习。 

  我们首先来分析政府各个因素与企业创新文化评价指标之间的关系，如表 3所示。 

  教育机构各个因素与企业创新文化评价指标之间的关系，如表 4所示。 

  企业自身各个因素与企业创新文化评价指标之间的关系，如表 5所示。 

  在显著性水平为 0.1的条件下，根据表中非标准化系数 B的数值，回归分析后可建立的 11 个标准化模型： 

  领导艺术＝1.201＋0.307ZR2＋0.275ZR4    （1） 

  学习＝2.335＋0.301ZR2    （2） 

  容忍＝1.730＋0.397ZR1＋0.317ZR4    （3） 

  领导艺术＝1.859＋0.303XR2    （4） 

  学习＝1.881＋0.345XR1    （5） 

  变革＝2.488＋0.296XR1    （6） 

  容忍＝1.128＋0.362XR1    （7） 

  领导艺术＝0.595＋0.333QR3＋0.284QR5＋0.25QR9    （8） 

  学习＝1.758＋0.271QR8＋0.365QR13  （9） 

  变革＝2.032＋0.303QR2＋0.252QR8＋0.260QR11＋0.470QRl2    （10） 

  容忍＝0.415＋0.271QR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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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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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化的回归系数显示出各自变量的相对权重，系数越大，则表明该自变量对因变量产生的影响越显著，即二者关系越紧

密。具体讨论如下： 

  （一）关于政府部门的结果讨论 

  从（1）到（3）的回归模型中可以看出：政府部门对企业和个人的创新成果给予奖励，政府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平台以交流

创新经验对领导艺术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政府部门对企业和个人的创新成果给予奖励对学习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政府部门为企

业提供财税金融政策的优惠以鼓励其创新，政府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平台以交流创新经验都对容忍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因此，从政府部门视角来看，政府为企业提供财税金融政策的优惠以鼓励其创新、政府对企业和个人的创新成果给予奖励、

政府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平台以交流创新经验是政府部门推动组织创新文化建设的主要着力点，政府部门在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文

化建设时应首先从这三个维度上给予企业帮助。 

  （二）关于教育机构的结果讨论 

  从模型（4）到（7）可以看出：学校为企业内部员工提供创新相关的培训对领导艺术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学校为企业提供

创新意识强的人才对学习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学校为企业内部员工提供创新相关的培训对变革和容忍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因此，从教育机构视角来看，学校为企业内部员工提供创新培训、为企业提供创新意识强的人才将对组织创新文化建设起

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政府部门应该鼓励教育机构和企业之间的互动，充分发挥教育机构作为社会智囊团的作用，为企业创新文

化的建设输出人才，提供必要的咨询和创新培训。 

  （三）关于企业组织自身的结果讨论 

  从模型（8）到（11）可以看出：创新过程实施充分授权，公开自由的沟通渠道和信息共享，员工有很大的自由做自己感兴

趣的事情都对组织领导艺术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创新意识和能力成为招聘、奖惩、提升员工的标准之一，重视团队工作对学习

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每个成功的创新活动都能得到奖励，所有部门与市场保持密切联系，公司员工的创新知识和技能得到培训，

企业内部大力宣传创新精神、创新人物和创新事迹，重视团队工作都对变革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公开自由的沟通渠道和信息共

享对容忍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因此，从企业组织自身视角来看，企业在建设创新文化、鼓励员工创新时，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改进制度和管理：创

新过程实施充分授权、公开自由的沟通渠道和信息共享、给予员工充分的自由创新空间、创新意识和能力成为招聘、奖惩、提

升员工的标准之一、重视团队工作、对成功的创新活动给予奖励、所有部门与市场保持密切联系、对公司员工的创新知识和技

能进行培训、在企业内部大力宣传创新精神、创新人物和创新事迹。 

 

  

  来源： 《软科学》2010年第 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