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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创业导向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 

——绿色组织认同与绿色创新的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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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 商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企业通过实施绿色创业导向以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是当前亟需解决

的问题。基于自然资源基础观,提出“绿色创业导向-绿色组织认同-绿色创新-可持续竞争优势”的研究框架,以 203

家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绿色创业导向作为一种兼顾环保和经济

的战略决策模式,对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有积极影响;(2)绿色组织认同与绿色创新是企业实施绿色创业导向、建立

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路径,在绿色创业导向与可持续竞争优势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绿色组织认同、绿色创新在

绿色创业导向与可持续竞争优势关系中具有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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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为追求经济快速增长,多年来我国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导致环境日益恶化、资源加速消耗。根据自然资源基础观,自然环境会

限制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维系[1]。为应对环境问题,企业战略重点应与环境标准保持一致,以将潜在威胁转化为竞争优势[2]。而

绿色创业导向作为一种兼顾环保与经济的战略决策模式[3],是企业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绿色创业导向要求企业

重视经营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在生产过程中消除低效率、提高资源利用率[4],为企业建立和保持竞争优势提供新机遇。但是,由于

实施绿色创业导向,公司资本需求和劳动力成本会增大,有可能使企业陷入“绿色监狱”,即成本高昂的可持续活动会给企业带

来不利影响,与竞争对手相比,需承担额外费用[5]。因此,在资源日益减少、政府环境法规日益严格,以及消费者绿色产品需求日益

增长的背景下,探究如何有效实施绿色创业导向,将绿色创业导向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帮助企业家摆脱“绿色监

狱”,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保持长久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目前已有许多关于绿色创业导向的研究,但是仍存在一些局限。首先,已有文献多探讨绿色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忽视了绿色创业导向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作用,没有从长远角度思考企业环境管理的重要性;其次,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绿色

创业导向的外部驱动因素,从政府规制、利益相关者等角度解释企业为什么选择绿色创业导向,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如何实施

绿色创业导向以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问题,忽视了组织观念认同、绿色创新等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的重要作用;再次,根据自然

资源基础观,将环境约束纳入组织管理过程能够激励企业获取有价值、稀缺和独特的新资源与新能力,而这些资源与能力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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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竞争优势具有重要影响[1]。绿色组织认同是组织成员共同构建的关于环境管理与保护的组织认同模式,在组织成员环境行为

中扮演重要角色[6]。绿色创新是与绿色产品及流程相关的创新,对企业投入的环境管理成本具有一定补偿作用。绿色组织认同、

绿色创新是能为企业带来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与能力。绿色组织认同能够激励组织成员积极寻求绿色产品与流程创新
[7]
。但是,

目前学术界对绿色组织认同与绿色创新在实施绿色创业导向、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中的作用关注较少,对于绿色组织认同与绿色

创新关系的研究更是匮乏。 

因此,本研究基于自然资源基础观,构建“绿色创业导向-绿色组织认同-绿色创新-可持续竞争优势”的研究框架,探索企业

通过实施绿色创业导向以形成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路径,解析绿色组织认同、绿色创新在两者关系中的链式中介作用,试图从组织

内部打开绿色创业导向对可持续竞争优势作用的“黑箱”,为企业实施绿色创业导向、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提供理论依据,为企

业环境管理提出具体化建议。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绿色创业导向与可持续竞争优势 

创业导向是指企业创业行动中的战略模式或战略制定过程[8]。Miller[9]将创业导向划分为创新性、先动性及风险承担性 3个

维度。绿色创业是指企业在市场失灵状态下发现、评估和利用与环境密切相关的商业机会的过程[10]。绿色创业导向是创业导向

在绿色创业领域的衍生概念[11],意为企业制定和实施的兼顾经济、环境与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战略决策模式。现有研究对绿色创业

导向的维度划分可以归纳为两种:①根据 Miller 的创业导向维度推演出绿色创业导向维度。如 Jiang 等[12]将绿色创业导向划分

为绿色创新导向、绿色先动导向以及风险承担导向;②依据绿色创业与创业导向特点,将环境维度、社会维度和创业导向的核心

维度相融合。如李华晶
[3]
等将绿色创业导向划分为创新导向、先动导向、环境导向、社会导向。本研究认为,第二种方式更能突

出“绿色”的重要意义,清晰反映绿色创业导向在经济、环境、社会 3个方面的特征。因此,本研究采取第二种研究方式,借鉴李

华晶的划分方法,从创新导向、先动导向、环境导向、社会导向 4个维度界定绿色创业导向。 

可持续竞争优势是企业采用独特战略而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保持优先的态势,这种态势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13],包括经济、

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 3个方面[14]。根据自然资源基础观,企业竞争优势根植于促进环境可持续的经济活动能力[1],企业环境行为会

带来竞争优势[4]。首先,创新导向反映了企业积极挖掘顾客潜在绿色需求,不断追求技术创新的倾向[15],通过加大绿色产品与服务

开发力度,加强现有产品与服务的绿色改造,促使企业在竞争中形成差异化优势,且这种优势由于企业持续创新产品、改进服务流

程而得以保持,进而有利于企业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其次,先动导向是指企业通过快速识别市场中的绿色创业机会而采取超前行

动的倾向。具有先动导向的企业在市场失灵状态下能够率先发现、评估和利用与环境密切相关的商业机会
[12]
,抢先占据环保市场

[16],成为行业领先者,从而获得市场先动优势。这种先动优势有助于树立绿色企业形象,提升消费者的企业信赖度,从而使企业能

够在经营中保持经济可持续性;再次,环境导向反映了一种将自身经营行为与环保紧密结合的发展理念。具有环境导向的企业能

够在产品设计、技术创新、生产销售等环节贯彻绿色价值观,最大限度减少生产浪费,积极进行污染防治,改善整体环境绩效[2],

从而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最后,社会导向是指企业重视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兼顾公司经营行为对社会

的影响[17]。采取社会导向的企业能够满足利益相关者的“绿色化”经营诉求,提升政府、居民等利益相关者的企业满意度,有利

于企业获得社会可持续性。因此,绿色创业导向有利于组织经济、环境、社会可持续性协同发展,促进企业形成可持续竞争优势。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绿色创业导向对可持续竞争优势有正向影响。 

1.2绿色组织认同的中介作用 

绿色创业导向是企业应对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的一种有效手段,有助于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优势,但并不是所有实施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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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创业导向的公司都能在经营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因此,探寻绿色创业导向形成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路径十分关键。 

组织成员的绿色行动质量对企业环境战略实施有重大影响
[18]
。绿色创业导向之所以能够促进企业形成可持续竞争优势,一部

分原因是绿色创业导向有助于企业形成绿色组织认同。根据组织认同理论,组织认同是一个能影响公司所有成员行动的集体认知

框架[19],它要求公司成员能够认同企业价值观。绿色组织认同是指组织成员共同构建的关于环境管理与保护的组织认同模式[6]。

绿色创业导向有利于绿色组织认同的形成[7]。首先,创新导向驱使组织成员在不断研发技术、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方面投入

大量精力,在该过程中组织成员逐渐加深“绿色”理解,促进绿色组织认同形成[20];其次,先动导向使组织成员意识到企业高度重

视环境管理,且这种环境管理有利于企业发展,从而提升全体成员对环保问题的关注,激发组织绿色意识;最后,环境导向和社会

导向驱使企业积极进行污染防治并承担社会责任,使组织活动与利益相关者的信念、价值观、期望趋于一致,从而有利于企业树

立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企业形象,提升组织合法性
[21]

。当组织合法性获得提升时,组织成员会感受到在企业工作的自豪感
[18]

,从而缩

小组织与员工间的心理距离,提高员工对组织的情感归因[21]。因此,绿色创业导向可以促使企业形成绿色组织认同。 

当环境保护被纳入公司的组织认同时,其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并进一步激励其他员工致力于环保活动[7]。根据组织认同理

论,个人的组织认同和情感基础会影响组织行为。认同感能够影响员工追求目标的持久度[22],员工对组织的认同度越高,越会主动

采取行动维护组织利益
[23]
。作为一种认知模式,绿色组织认同将环境管理合法化为组织认同的整体逻辑及认知结构

[6]
。这种共同

的认知结构能够提升组织成员的价值感与归属感,使公司成员受到组织统一身份的激励,加深对企业环境战略的理解[7],提升组织

成员工作效率,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绿色组织认同是竞争者无法通过模仿获得的独特资源,且这种集体认同框架一旦形成,能够在

组织中长期存在,有利于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建立[24]。因此,绿色创业导向可以提升公司成员的绿色意识与组织合法性,形成绿色

组织认同,从而使企业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绿色组织认同在绿色创业导向与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间具有中介作用。 

1.3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 

绿色创新在公司实施绿色创业导向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创新能力是企业发展的关键能力,尤其是拥有持续改进的创新能力,

有助于企业通过环境战略获利[25]。绿色创新是指与绿色产品或流程相关的创新,包括设计绿色产品、开发绿色新技术、节约能源、

防止污染等[26]。已有研究证明公司的环境战略会显著影响绿色创新[7]。首先,由于绿色创新行为前期投入大,短期内收益不明显,

因此想要达到绿色创新目标,需要实施绿色创业导向以支持和指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其次,公司资源是形成创新潜能的基础[16]。

实施绿色创业导向的企业会加大环境管理方面的资源投入[27],为企业绿色产品与流程创新提供充足的人力、技术等资源,同时,加

大绿色产品开发力度和绿色改造力度,从而提升组织绿色创新能力。作为一种独特的战略决策模式,绿色创业导向能够推动企业

主动走向绿色化,可以对企业创新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促进产品、服务和流程的绿色创新[27]。 

在以往的研究中,已有学者证明绿色创新能够促进企业形成可持续竞争优势。如 Porter等[4]认为企业通过绿色创新能够使产

品质量得到改善,工艺流程得到改进,将创新导向转化为实际行动,从而提升资源利用率和生产效率,使企业的前期投入得到补偿,

形成创新补偿效应,在污染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保持可持续竞争优势;Eiadat[28]认为通过开发绿色新技术、开展能源节约等创

新行为,企业可以降低成本或提供差异化产品以获得优于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Shrivastava[29]提出“环境溢价”观点,认为客户

倾向于为绿色创新产品支付更高费用。当企业由于先动导向率先识别绿色创业机会并进入市场时,拥有绿色创新能力的企业可以

通过提供绿色新产品赢得消费者青睐,获得环境溢价,提升环境标准,建立行业进入壁垒,从而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田

虹等[30]提出绿色产品创新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形成绿色竞争优势;Ying等[27]认为绿色创新是解决可持续性问题(社会、经济和

环境)和提升组织竞争优势的关键。因此,绿色创新有利于企业形成可持续竞争优势。绿色创业导向能够促使企业加强环境管理,

向“绿色”方面倾斜各种资源,提升绿色创新能力,形成创新补偿效应,进而保持长期优势。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绿色创新在绿色创业导向与可持续竞争优势关系间具有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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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链式中介作用 

实施绿色创业导向的企业通常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保持优势。但是,如何通过绿色组织认同和绿色创新建立可持续竞争

优势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企业通过绿色创新能够获得创新补偿,摆脱“绿色陷阱”,实现可持续发展。绿色组织认同能够激励组

织成员积极进行绿色创新[31]。绿色组织认同感越高,组织成员的环境意识就越强,越关注客户绿色需求,从而开发出更符合顾客需

求的绿色产品和服务[21]。Liu 等[31]认为具有较高绿色组织认同感的员工会投入更多精力去研究绿色创新技术,创新绿色产品和绿

色工艺,达到环保与创新的“双赢”效果;Song[7]提出绿色组织认同有利于组织内不同知识、技能的归纳与整合,公司可以通过知

识整合激发创新,从而实现绿色产品和绿色流程创新[32]。因此,绿色组织认同对绿色创新有积极影响。根据既有文献,绿色创业导

向能够提升组织成员对环境战略的理解,促进企业形成绿色组织认同。绿色组织认同能够促使全体员工积极关注顾客绿色需求,

整合现有知识并激发绿色创新。绿色创新有助于企业获得创新补偿和环境溢价,有利于企业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也就是说,绿

色组织认同、绿色创新可能是绿色创业导向与可持续竞争优势关系的递推式媒介。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绿色组织认同、绿色创新在绿色创业导向与可持续竞争优势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分析,构建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 1所示。 

 

图 1理论模型 

2 研究设计 

2.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同时也是资源消耗最多的行业,制造业的副产品大量产生环境污染并逐渐破坏生态系统
[33],而资源消耗、环境破坏又会阻碍制造业发展,因此如何平衡制造业发展与环境治理是亟需处理的难题。本研究选取浙江、山

东、江苏、广东、吉林、辽宁等制造业较为发达的省份作为调研地区,以制造业企业的 CEO或部门经理、副经理为调研对象。研

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获得数据,根据国内外相关文献并结合中国情境拟定问卷初稿,请创业领域专家对问卷题项进行评估和修

正。在长春地区选取 50家制造业企业进行预调研,根据结果进一步调整问卷。最后,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大规模发放调

查问卷。一方面,在调研地区的高校 MBA 学生中,选取在制造业企业工作的 CEO 或部门经理、副经理进行调研;另一方面,根据各

调研地区企业名录筛选满足条件的企业,通过查询目标企业网站等方式获得样本企业信息和联系方式,向目标企业发放调查问

卷。同时,利用研究团队关系网络,向符合研究要求的熟人发放问卷,并通过“滚雪球”方式进一步获得更多数据。调研时间为

2019年 12月至 2020年 3月,共发放 456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203份,占 44.5%。表 1展示了样本特征分布情况。 

2.2变量测量 

为提升测量有效性,本研究所有变量测量量表均来源于国内外成熟量表,并根据中国情境和研究目的进行适当修改,采用 5点

Likert量表进行测量,调查对象根据企业运营状况从 1(完全不同意)到 5(完全同意)进行客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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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变量。 

本研究借鉴 Covin & Slevin
[34]

、李华晶
[3]
的研究测量绿色创业导向,共 13个题项,包括“绿色新产品(服务)开发力度较大”、

“企业积极参与当地发展建设”等。 

表 1样本特征分布 

类别 分类 频数 频率(%) 类别 分类 频数 频率(%) 

行业分布 食品制造业 29 14.3 企业规模 100人及以下 46 22.7 

 
纺织加工业 17 8.4 

 
101～500人 89 43.8 

 
家具制造业 27 13.3 

 
501～1000人 48 23.6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23 11.3 

 
1000及以上 20 9.9 

 
电子产品制造业 29 14.3 企业类别 国有 53 26.1 

 
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 23 11.3 

 
外资 34 16.7 

 
机械设备制造 24 11.8 

 
合资 36 17.7 

 
其它 31 15.3 

 
民营 80 39.4 

 

(2)因变量。 

本文借鉴 Ahmad等[13]的研究测量可持续竞争优势,共 12个题项,包括“企业在一段时间内由于提供绿色产品和服务而保持较

高的利润增长率”、“企业与供应商建立了长期的绿色合作关系”等。 

(3)中介变量。 

对于绿色组织认同,本研究借鉴 Chen
[6]
的测量量表,共 6 个题项,包括“组织成员对公司的环境传统和文化有一定了解”、

“组织成员认为公司制定了一套明确的环境目标和任务”等。对于绿色创新,借鉴 Chen&Chang[20]的测量量表,共 6 个题项,包括

“公司使用最少数量的材料产出产品与进行产品开发或设计”、“公司会慎重考虑产品是否易于回收、再利用和分解,以进行产

品开发或设计”、“公司的制造过程减少了水、电、煤或油的消耗”等。 

(4)控制变量。 

依据 Chen[6]、Li[2]、陈柔霖等[24]的研究,企业规模、企业类型会对环境管理产生较大影响,因此选取这两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3 研究结果 

3.1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 Cronbach′sα 作为检验信度的判断标准,运用 SPSS24.0 进行分析。本研究所有变量的 Cronbach′sα 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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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880(如表 2所示),并且删掉任意一个题项,Cronbach′sα都不会显著提升。因子载荷最小为 0.643,KMO值大于 0.7,累计方

差贡献率最小为 55.39%,反映出整体信度较高。本研究采用 CR和 AVE检验量表效度,变量的 CR值均大于 0.8,AVE值均大于 0.5,

反映出聚合效度较高。结合表 3,所有变量 AVE 值的平方根均大于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反映出样本区分效度较高。此外,本研究

运用 Amos24.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研究拟合效果较好(χ2/df=1.699,CFI=0.922、TLI=0.924、IFI=0.924、NFI=0.924、

RMSEA=0.059)。 

3.2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对于共同方法偏差,一方面采用匿名问卷收集、加入反向题目等方法进行事前控制;另一方面,利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检

测,结果显示所有题项聚合成 5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8.052%,其中,第一个因子为 22.736%,占比未达到总解释变量的一半。

此外,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VIF 值都小于 2,变量间容忍度大于 0.6。因此,共同方法偏差和共线性对于研究结果没有产生严重影

响。 

表 2因子分析结果 

变量 最小因子载荷 CR AVE Cronbach′sα KMO 
Totalvariance 

explained(%) 

绿色创业导向 0.643 0.933 0.517 0.932 0.950 55.39 

绿色组织认同 0.790 0.927 0.679 0.926 0.923 73.21 

绿色创新 0.700 0.880 0.551 0.880 0.889 62.57 

可持续竞争优势 0.719 0.962 0.681 0.962 0.956 70.88 

 

表 3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变量 Mean SD 1 2 3 4 5 6 

企业规模 2.21 0.91 
      

企业类型 2.70 1.24 -0.255** 
     

绿色创业导向 3.58 0.71 0.033 -0.101 0.719 
   

绿色组织认同 3.68 0.90 -0.002 -0.044 0.597** 0.824 
  

绿色创新 3.65 0.78 -0.008 -0.035 0.612** 0.520** 0.742 
 

可持续竞争优势 3.99 0.86 0.113 -0.099 0.556
**
 0.573

**
 0.554

**
 0.825 

 

3.3假设检验 

(1)主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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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绿色创业导向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将可持续竞争优势作为因变量,绿色创业导向为自变量,作回归分析。根据

模型 4可知,绿色创业导向对可持续竞争优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551,p<0.01),由此可知假设 H1成立。 

(2)绿色组织认同中介作用检验。 

本研究采用层次回归法验证绿色组织认同的中介作用。首先,模型 2 可知,绿色创业导向对绿色组织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β=0.598,p<0.01);其次,由模型 5可知,绿色组织认同对可持续竞争优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571,p<0.01);最后,将绿色创

业导向与绿色组织认同同时作为自变量对可持续竞争优势进行回归,由模型 6可知,绿色创业导向(β=0.324,p<0.01)和绿色组织

认同(β=0.378,p<0.01)对可持续竞争优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绿色创业导向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回归系数由 0.551 下降

为 0.324。因此,在绿色创业导向与可持续竞争优势间,绿色组织认同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H2得到证实。 

(3)绿色创新中介作用检验。 

本研究运用层次回归法检验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首先,由模型 8 可知,绿色创业导向对绿色创新存在积极影响

(β=0.615,p<0.01);其次,由模型 9 可知,绿色创新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正向作用显著(β=0.553,p<0.01)。此外,将绿色创业导

向和绿色创新同时作为自变量对可持续竞争优势作回归分析,由模型 10 可知,绿色创业导向(β=0.337,p<0.01)和绿色创新

(β=0.347,p<0.01)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正向影响依旧显著,但是绿色创业导向对可持续竞争优势影响的回归系数由 0.615 下降

到 0.337。因此,在绿色创业导向与可持续竞争优势关系中,绿色创新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H3得到验证。 

(4)链式中介结果检验。 

本研究采用 Bootstrap方法验证链式中介作用,具体结果见表 4。由表 4中置信区间上下限可知,绿色创业导向对可持续竞争

优势的间接影响显著(效应值为 0.426)。其中,以绿色组织认同为中介变量的效应值为 0.226(0.115,0.336),以绿色创新为中介

变量的效应值是 0.153(0.068,0.252),同时,以绿色组织认同、绿色创新作为链式中介变量的效应值是 0.047(0.012,0.099)。因

此,绿色组织认同和绿色创新在绿色创业导向与可持续竞争优势关系中具有链式中介作用,由此可知假设 H4成立。 

表 4 Bootstrap链式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模型 Effect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X对 Y的间接影响 0.426 0.080 0.269 0.587 

X→M1→Y 0.226 0.056 0.115 0.336 

X→M2→Y 0.153 0.047 0.068 0.252 

X→M1→M2→Y 0.047 0.022 0.012 0.099 

 

4 研究结论及启示 

4.1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自然资源基础观,探究绿色创业导向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机制,构建“绿色创业导向-绿色组织认同-绿色创

新-可持续竞争优势”的研究框架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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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资源约束、环境污染背景下,实施绿色创业导向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绿色创业导向对可持续竞争优势

有积极影响,实施绿色创业导向的企业能够促进经济、环境、社会协同发展,更能在竞争中持续保持优势。 

(2)绿色组织认同在绿色创业导向与可持续竞争优势间具有中介作用。即具有绿色创业导向的企业,通过提升组织合法性、

树立组织成员绿色意识、形成绿色组织认同,提升企业绿色行动质量,进而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管理者决策时能够充分考虑环

境影响,员工能充分理解管理者的绿色行动决策,形成从上到下的整体绿色环保观念,从而有助于提升团队凝聚力,促进企业形成

竞争对手无法复制的可持续竞争优势。 

(3)绿色创新在绿色创业导向与可持续竞争优势间具有中介作用。即具有绿色创业导向的企业,会加大“绿色”方面的资源

与资金投入,这种资源倾斜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从而快速地为消费者提供绿色新产品和新服务,创建更加清洁高效的生

产流程,进而获得“环境溢价”和“创新补偿”,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 

(4)绿色组织认同、绿色创新在绿色创业导向和可持续竞争优势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实施绿色创业导向有助于增强组织成

员对企业的认同感,带动全体员工积极进行绿色创新,帮助企业在环境法规日益严格、市场压力日益增大的背景下保持优势。 

4.2理论贡献 

(1)本研究有助于丰富绿色创业研究,完善绿色创业理论。 

首先,研究通过梳理现有理论观点,对绿色创业导向能否促进企业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研究主题进行了分析和实证检验,

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思考企业进行环境管理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明晰绿色创业导向在企业竞争中的重要作用;其次,以往研究大都

集中于外部环境压力对绿色创业导向的影响,忽略了组织内部资源、能力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从组织内部视角出发,在“绿色创

业导向-可持续竞争优势”关系中,创造性引入绿色组织认同、绿色创新概念,验证了绿色组织认同、绿色创新两个重要内部资源

或能力的关键中介作用,打开了从实施绿色创业导向到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过程中的“黑箱”,进一步完善了绿色创业研究。 

(2)本研究有助于丰富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前因变量研究。 

可持续竞争优势一直是战略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学者们从资源、能力、动态能力、环境因素等角度对企业可持续竞争

优势来源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当前资源约束加剧的情况下,环境成为限制企业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问题,资源约束对企业

可持续发展提出新挑战。本研究基于自然资源基础观,聚焦于绿色创业导向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进一步强调企业绿色发展

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性,探索影响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多样化途径。 

(3)本研究有助于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传统上,人们一直认为环境保护与企业经营绩效间存在内在冲突[28],认为企业实施环境管理会转移管理注意力[35],使企业无

法有效配置社会和环境资源,导致绩效下降。过去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对自然生态造成巨大破坏,雾霾、沙尘暴

等污染频发,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存环境。因此,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企业进行环境管理是很有必要的。本研究提出了

一种能够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并构建了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形成路径,为企业通过实施绿色创业导向缓解经济

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提供了理论指导。 

4.3实践启示 

(1)企业绿色发展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方法
[12]

。但是目前我国开展绿色经营行为的企业较少,对绿色创业这种创业形式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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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疑虑。本研究通过验证绿色创业导向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影响,使企业家认识到开展绿色活动不仅不会降低利润,而且

对企业长远发展有利[3],促使企业反思经营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矫正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环境问题的发展理念,激励更多企业

家主动实施绿色创业导向。 

(2)在实施绿色创业导向过程中,企业要兼顾利润与环保多重发展目标,这对于企业管理者和员工而言无疑是一个挑战。为了

更好地实施绿色创业导向,管理者应重视引导组织成员形成绿色理念,积极传达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从而促使组织内部形成绿色

组织认同,提升绿色行动质量;同时,增加在绿色创新方面的资源投入,通过培训等方式提升组织成员绿色创新能力,将“绿色”

融入企业产品生产和销售等不同环节,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对美好环境的需求。 

(3)绿色创业导向对企业长期发展有利,但是在短期内会使企业面临较大经济压力。因此,为了鼓励企业开展绿色经营行为,

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对企业提供绿色产品和服务的税收优惠力度,为企业绿色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缓解绿色企业经济压力,构建监

管与激励并行机制,引导企业主动实施绿色创业导向,驱动绿色创新,从而形成环境友好的经营氛围。 

4.4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首先,在样本选择上,选取全国制造业较为发达省份进行调查,数据来源广度有一定保证,但是一些

地区的某些行业仅有 1～2 份问卷回收,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调查范围,加大调查力度,提升结果的可靠性;其次,本研究采取

某一时刻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不能反映不同成长阶段企业绿色创业导向、绿色组织认同、绿色创新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

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对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进行纵向研究,明晰绿色创业导向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再次,本研究主要聚焦于

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的作用,没有考虑外部环境变化对实施绿色创业导向、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路径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综合

考虑内外部因素对绿色创业导向实施效果的影响,探索环境不确定性在该过程中的作用;最后,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获取相

关数据,被调查者的主观感知可能会影响调查结果,后续研究可以采用其它更加客观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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