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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 “一带一路” 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框架推动

下， 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 “走出去” 扎根非洲， 但有的投资者在关

注非洲国家传统风险的同时， 往往忽视了将社会责任风险纳入决策

范畴， 引发合法性缺失从而导致项目受挫。 作为合法性获取的重要

途径， 社会责任的履行为企业提升国际化绩效提供可能。 本文以 108
家对非洲开展直接投资的中资制造型企业为样本， 实证分析了社会

责任履行与国际化绩效的关系， 并检验制度距离对上述关系的调节

作用。 结果表明中资企业在非洲履行社会责任对国际化绩效提升具

有显著正向作用。 同时， 制度距离正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国

际化绩效的关系。 研究还发现企业在非投资年限以及进入模式在不

同程度上对其国际化绩效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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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几年， 在 “一带一路” 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推动下， 中资

企业对非投资持续增长， 非洲已经是中国第二大海外承包工程市场和新

兴投资目的地； 截至 2020 年底，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超过 434 亿美

元，① 投资领域正从传统的能源矿产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逐步向金融、
农业、 信息服务业、 电子商务等诸多领域拓展。 中资企业对非投资的最

大共性特征之一就在于重视非洲经济社会包容性发展。② 突出表现为中资

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日益强化： 2008 年中钢集团发布了中资企业在非洲国

家的首份社会责任报告； 2018 年 《在南非中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报告》
发布； 2021 年中国在非企业社会责任联盟成立， 1700 多家在非中资企业

加入联盟。 然而， 中资企业在非洲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仍存在社会责

任理念不明确、 活动无序、 履责成本上升等问题。 面对外部环境多变与

内部制度环境复杂的非洲， 探讨中资企业如何利用社会责任活动应对投

资过程中社会责任风险以及提升投资绩效十分必要。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是多重制度作用下的产物。③ 制度环境所产生的强

制性、 规范性和模仿性压力驱动跨国公司履行适应当地价值观和信仰的

社会责任实践来满足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期望。④ 尤其在 “污名化” 和逆

全球化浪潮暗涌的背景下， 社会责任的履行对于跨国公司克服外来者劣

势、 获取合法性、 应对社会责任风险至关重要。⑤ 但有研究认为， 企业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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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社会责任会增加企业运营成本， 实施不当还会落得 “伪善” 的名声，①

反而损害组织的合法性认同，② 不利于企业发展。 这种关系的不确定性在

一定程度上归结于母国和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差异性 （即， 制度距离）。 制

度距离在国际投资中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学术界关注， 但相关学术讨论并

不充分， 以非洲为样本的研究更是落后于中非投资合作实践发展的需要。
基于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本文以 108 家开展对非直接投资的中资制造

型企业为研究样本， 试图探索中资企业在非洲国家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

国际化绩效提升的作用； 同时， 引入制度距离作为调节变量， 讨论在中

非制度差异性背景下，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履行与国际化绩效提升关系的

异质性， 以期丰富企业海外社会责任相关研究， 并为中资企业高质量、
可持续开展对非投资提供有益建议。

一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利益相关者理论

早期新古典经济学的社会责任观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在法律和

道德约束下最大限度地创造利润。③ 但此后不少学者认为企业的责任远不

止经济责任， 如卡罗尔 （Carroll） 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创造利润、
对股东和员工承担经济责任的同时， 还需承担对政府、 消费者、 社区等

利益相关者的责任。④ 利益相关者理论应运而生， 为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

动因机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也是目前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占主导

的理论。 该理论认为， 每一个利益相关者群体存在不同的期望、 需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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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 对组织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影响。① 就内部利益相关者而言， 企

业需合理利用资源， 为股东创造最大限度的价值收入，② 提升管理者和员

工的满意度以及切身利益的保护， 这有助于保持企业内生增长活力， 推

动企业价值提升。③ 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协调同样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至关

重要。 如合规经营、 缴纳税收以维持良好的政企关系有利于企业获取更

多资源； 向大众提供高质量产品， 提升消费者满意度， 有助于实现企业

声誉价值等。④ 实际上， 利益相关者理论揭示了企业本质是其各利益相关

者的相互联结。⑤

企业对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也会有所回报。⑥ 弗洛伊登莱

赫 （ B. Freudenreich） 等提出了利益相关者价值创造框架， 强调了在共

同价值创造过程中， 利益相关者既是价值的接受者， 又是价值的创造

者。⑦ 作为价值的接受者， 利益相关者不仅可以检验企业社会责任的履

行效果， 更重要的是， 企业价值提升对其形成的激励作用有助于企业进

一步获得利益相关者的支持。 而作为价值创造者， 企业通过对利益相关

者履行社会责任， 充分发挥其特定作用， 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因此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角度看， 企业绩效是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

的共同价值产生的结果， 这种结果为后续共同价值的创造提供了具有激

励作用的参考。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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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权衡假说， 企业致力于寻找关键利益相关者，① 使社会责任的价

值发挥更具有针对性。 跨国公司为克服在东道国的外来者劣势、 增加组

织在海外子公司运营成功的可能性， 需将当地关键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

价值观纳入战略和运营决策中。② 现有研究已经阐明， 跨国公司在特定关

键领域采取社会责任战略， 可同时使企业获得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支持。③

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投入以及所有利益相关者间的紧密联系， 二者共同影

响着跨国公司在企业和社会层面的可持续发展。④ 由此， 利益相关者理论

为激励和评估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提供了一个重要框架。

（二） 社会责任国际化与企业国际化绩效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国际化概念的提出， 身处国际化环境下企业的社

会责任行为如何发挥价值成为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一个话题。 在企业内部

层面， 跨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活动需要一个从母公司到子公司的转化过

程。⑤ 在外部环境层面， 企业社会责任面临的制度环境由本国转向东道

国。⑥ 制度差异使企业在海外经营过程中面临 “外来者劣势”， 来自发展

中国家的海外投资者同时还容易遭受 “来源国劣势”， 这些劣势很可能对

国际化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部分学者指出， 从获取外部合法性、 解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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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信誉赤字角度入手， 实施外部同构战略可以有效改善国际化绩效。① 而

企业社会责任通常被视作获取合法性的一种工具或策略， 以扩大企业市

场竞争力， 提高其财务绩效。② 然而， 海外经营活动中的社会责任行为对

绩效作用并不总是积极的。 邓秀媛等以 239 起中资企业海外并购事件为样

本， 实证得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更好的企业在海外并购中并不占据优势，
它们并购成功率更低， 且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完成并购活动。③

随着中国对非洲投资规模的迅速增长， 在非中资企业的社会责任活

动受到广泛关注。 学者基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与合作实践， 认识到在非

洲履行社会责任， 应抓住劳工保护、 社区救助、 教育投资、 环境治理，
关注人权问题等， 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国家形象。 众多研究从社会资本整

合角度， 阐述了中资企业在非洲履行社会责任的价值。 如， 林成华、 张

巧文认为企业可通过关注与当地利益相关者的合作， 构建起企业外部社

会关系网络， 积累丰富的外部社会资本， 从而利于企业在非洲的经营。④

再如， 徐秀丽等研究表明， 中资涉农企业在非的社会责任领域注重社区

救助、 教育投资等， 这不仅有利于企业获取并整合当地社会资本， 更有

助于获取当地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和信任。 而加大对社会责任的投入可以

增加这些资本的生产力， 使之源源不断产生新资源。⑤ 正如马吉斯

（Magis） 指出的， 新资源如金融资本、 环境资本和政治资本， 作为纽带联

系东道国与母国， 对于企业和当地社区的可持续性都非常重要。 企业发挥

的社会责任价值在于， 当地社区居民利用这些资源， 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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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生活。①

总体来说， 中资企业在非洲履行社会责任除满足政府规制和道德标

准外， 可以作为重要战略决策， 通过获取各利益相关者的有力支持、 整

合社会资本、 利用持续性社会资源获取国际化绩效的提升。 基于上述，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中资企业子公司在非洲履行社会责任对其国际化绩效的提升具

有显著正向作用。

（三） 制度距离的调节作用

一个国家或组织的有序活动需依靠制度约束。 诺斯 （ North） 指出，
制度是一种人为设计的 “游戏规则”， 包括正式的法律法规和非正式的惯

例和行为准则。② 国家间存在的这种制度环境的差异称为制度距离。 埃斯

特林 （Estrin） 等则根据制度理论， 将制度距离二分为正式制度距离和非

正式制度距离。 正式制度距离指国家间在法律、 规制条款上的差异； 而

非正式制度距离指国家之间的文化以及价值观差异。③ 随着企业向海外扩

张， 它们会面临大小不一的监管压力， 包括与企业社会责任合规性相关，
如在环境和劳工实践方面的要求。④ 这种正式制度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的

创收绩效往往会产生影响。⑤ 传统制度理论观点认为， 制度环境直接影响

企业的交易成本， 进而决定了经济活动的风险和收益。 较大的制度差异

形成的天然壁垒， 显然增加了跨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风险和成本。⑥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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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多项研究发现制度距离带来的负面影响恰好被企业社会责任的正面

效应所抵消， 甚至在较大的制度距离背景下， 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

的提升效应更加显著。 一方面， 由于东道国的规制限制， 企业进入初期

面临许多不可控因素， 这种 “外来者劣势” 随制度距离的增大而扩大。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一种战略， 可提高企业在当地可控程度， 而且更

容易被当地利益相关者接受和广为宣传， 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企业国际化

绩效。① 另一方面， 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可以作为重要的无形资产， 通过

提高外部声誉和合法性来帮助企业实现国际化。 尤其， 对于投资制度距

离较大的东道国， 履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应对外来者劣势和来源国劣势

时常用的方法。 同时， 良好的社会表现可能会反馈为更好的财务表现。②

研究指出， 发展中国家由于财政实力有限和公共服务稀缺， 对企业社会

责任的需求很高。③ 因而， 发达国家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责任做法

以及结果不同于在其制度邻近国家， 社会责任实践创造的价值不论对当

地还是对企业自身都更为积极而显著。④

大多非洲东道国政府治理能力较弱， 社会法治化程度较低。 加之非

洲局势长期动荡， 中资企业无疑面临着制度鸿沟与投资风险的双重障碍。
但同时， 中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反馈机制也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较好的公司更有可能规避政治风险， 企业社会责任绩

效具有显著的积极 “制度调节” 效应。⑤ 另一方面， 社会责任具有弥合制

度鸿沟的作用。 苏杭在其研究中强调， 提升中资企业在非洲的社会责任

实践水平， 可以增加与当地经济的关联度， 如与非洲当地有实力的企业

集团合作， 间接获取东道国市场环境和商业规则的相关知识以及丰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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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从而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中非合作的可持续发展。①

综上， 非洲国家自身对社会责任有较大需求， 以及中资企业承担社

会责任的积极能动作用， 二者驱动中资企业在制度背景迥异下的非洲国

家履行的社会责任， 可能推动企业整体国际化绩效的显著提升。 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 制度距离正向调节中资企业子公司在非洲社会责任与其国际化

绩效的关系， 即中国与非洲国家间制度距离越大， 企业社会责任对国际

化绩效的正面促进效应越强。

二 研究设计

（一） 研究样本

根据 《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 和 《中国企业投资非洲报告》，
中国对非洲地区直接投资存量最集中的行业领域中， 制造业位列前三且

制造业企业的数量位列第一。 近年来， 非洲国家大力发展制造业， 同时

随着共建 “一带一路” 不断深入， 中非产能合作进一步提质升级， 2015
年提出中非工业化合作计划， 2018 年提出产业促进行动计划， 非洲正成

为吸引中国制造业投资的沃土。 因此， 作为社会责任风险高发的领域，
制造业被选取为本文的讨论范畴具有一定代表性。 问卷共分为三个部分，
包括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国际化绩效， 量表部分均采用

李克特五点式计分法 （非常不符合、 不符合、 不确定、 符合、 非常符

合）， 其中 1 分为 “非常不符合”， 5 分为 “非常符合”。 在正式调研前，
笔者邀请了 12 位 MBA 学员进行预调研， 并根据反馈对问卷进行了调整。
正式调研时间为 2019 年 10—12 月， 主要通过走访各大国际商务展会、 投

资论坛等涉外活动， 在明确受访企业以及受访者符合本研究要求的基础

上， 邀请受访者填写问卷。 由于不少企业在非洲多个国家开展了直接投

资， 为确保信息的准确性以及问卷的质量， 要求受访者在问卷填写时以

参与的最近一次投资作为填写依据。 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200 份， 回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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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147 份， 剔除无效问卷 39 份， 共回收有效问卷 108 份。 本文以这 108
个对非投资制造型企业为样本开展有关分析。 企业投资区域主要分布在

南非、 尼日利亚、 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 安哥拉、 喀麦隆、 加纳、 坦桑

尼亚、 津巴布韦、 莫桑比克、 赞比亚、 刚果 （布）、 布隆迪、 埃及等非洲

国家， 在非洲子公司成立年限集中在 1—5 年。

（二） 变量测量

1. 解释变量： 企业海外社会责任 （csr）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 本文采用最常见的直接方式， 即根据企

业社会责任概念构建指标体系。 赵 （ Zhao） 等嵌入利益相关者理论， 建

立了由九个维度 30 个题项组成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框架， 包括雇员、 股

东、 客户、 供应商和合作伙伴、 政府和非政府机构、 当地社区、 竞争对

手以及公益组织等九大利益相关方。① 基于不同情境和研究对象， 企业社

会责任指标框架不具有统一性。 非洲本土企业社会责任自 20 世纪 80 年代

受到启蒙后逐步得到发展， 各国政府陆续颁布社会责任相关法律法规，
社会责任国际标准 ISO 26000 在非洲各国逐渐转化为本土标准。 根据相关

机构和非洲本土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 殷格非分析得出， 非洲企业

社会责任议题主要集中在人权、 教育、 健康和社区公益项目等方面。② 以

坦桑尼亚为例， 韩振国等认为中国在非农业企业通过与当地工会积极合

作， 来改善劳资关系， 减少罢工等突发事件； 张晓颖、 王小林发现坦桑

尼亚民众对非政府组织开展的社区发展项目认可度极高等。③ 另外， 安春

英通过分析赞比亚当地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 认为遵守当地政府法律、
与当地原住民沟通协商、 提高当地社区医疗和教育水平、 保障企业员工

权益， 以及对当地供应商诚实守信是赞比亚当地利益相关的企业社会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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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关切点。① 可以看出， 非洲的企业对于劳工保护 （包括员工福利与技能

提升等）、 社区公益、 商业诚信等社会责任给予了更多重视。
基于全球社会责任共识内容及非洲实际， 本文以赵 （ Zhao） 等设计

的量表为基础， 选择从当地雇员 （ emp）、 政府 （gov）、 客户 （ cus）、 商

业伙伴 （par） 和社区 （com） 五类利益相关者出发， 设计 14 个题项来度

量中资企业在非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包括聘用员工有无歧视、 产品与服

务的安全与质量保障、 是否遵守东道国相关法规、 是否在当地实施社区

公益项目、 在当地同业商业伙伴中的信誉水平， 等等。
2. 被解释变量： 企业国际化绩效 （per）
企业国际化绩效主要指企业开展海外业务取得的成绩。 目前， 企业

国际化绩效评价方式尚未统一。 但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问题， 很多学者逐

渐使用结构化的指标， 尝试使用量表来主观性评价企业国际化绩效。② 大

多采用对公司的财务指标、 成长绩效二者的满意程度进行评价衡量。 如

企业海外市场投资回报率、 海外销售额增长。③ 黄中伟、 游锡火指出， 采

用主观评价测度可以避免因公司规模或行业导致带来的财务绩效指标差

异。④ 结合黄中伟、 游锡火和周立新、 靳丽遥的做法， 本文采用海外销售

收入、 海外销售利润增长率、 投资回报率和海外市场份额四个方面的主

观满意程度， 作为衡量企业国际化绩效的指标。
3. 调节变量： 制度距离 （INS）
制度距离定义为两个国家在规则、 规范和认知等层面的相似程度或

差异程度。 要测量制度距离， 首先需要对每个国家的制度质量进行衡量。
目前， 学术界在衡量制度质量上有多种指标体系， 使用最为广泛的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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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银行开发的全球治理指数 （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①

WGI 包括六个维度， 即话语权和问责制、 政治稳定和无暴力程度、 政府

效能、 监管质量、 法治水平和腐败控制。 本文根据科格特 （ Kogut） 和辛

格 （Singh）② 开发的计算方法， 计算中国与非洲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
公式如下。

INS = 1
6 ∑

6

i = 1
（ Iij - Iic） 2 / Vi （1）

其中， INS 为非洲东道国 j 与中国的制度距离， Iij 和 Iic 分别是 j 国与中

国在第 i 个制度维度上的得分， Vi 为所有样本国家在第 i 个制度维度上分

数的方差。
4. 控制变量

参照已有研究，③ 本文选取中资跨国企业在非洲子公司规模 （ size） 、
投资年限 （year） 、 进入模式 （mod） 作为控制变量。 其中， 子公司规

模由雇员人数的自然对数项表示； 投资年限取子公司在当地经营年限的

自然对数项； 进入模式分为合资进入以及独资进入， 分别用 0 和 1
表示。

（三） 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运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的主成分分析法对量表进行效度检验。
在结构效度方面， 本文对样本进行 KMO 检验以及 Bartlett 检验来验证判断

变量是否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由表 1 可得， 企业社会责任、 国际化绩效

的 KMO 值都远大于 0. 5， 且 Sig. 为 0. 000， 说明上述维度适合做因子分

析。 在收敛效度方面， 根据表 2 可得， 各维度的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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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0. 7 的标准值， AVE 均大于 0. 5 的标准值， 说明了测量量表具有较

好的收敛效度。

表 1 各维度 KMO 和 Bartlett 检验结果

企业社会责任 （csr） 国际化绩效 （per）

取样足够度的 KMO 度量 0. 753 0. 795

Bartlett 检验 近似卡方 629. 338 147. 004

df 91 6

Sig. 0. 000 0. 000

本文采用 Cronbach’s Alpha 系数以及组合信度 （CR） 对问卷进行信度

分析。 如表 2 所示， 各变量的维度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都大于或接近

0. 7， 组合信度 CR 值均大于 0. 8， 说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表 2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s

Alpha
CR AVE

csr

emp

在招聘和晋升过程中， 我们没有歧视当地员

工的现象
0. 870

我们十分注重当地员工生活和工作的平衡 0. 868

我们努力改善员工工作环境 0. 835

我们为当地员工提供同行业具有竞争力的薪

酬福利
0. 790

我们支持和鼓励当地员工获得更好的教育和

培训
0. 752

0. 896 0. 906 0. 708

cus

我们的产品或服务的安全与质量水平在同行

业处于领先地位
0. 866

我们能迅速对客户提出的要求做出反应， 令

客户满意
0. 831

我们对客户信息实行严格的保密 0. 765

0. 809 0. 862 0. 675

gov

我们在东道国遵守当地相关法规 0. 962

我们从未因违法而受到当地的行政处罚或司

法诉讼
0. 859

0. 826 0. 908 0.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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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s

Alpha
CR AVE

csr

com
我们积极参与慈善公益事业 0. 860

我们能够为当地提供稳定的就业 0. 856
0. 705 0. 848 0. 736

par

我们在债权人或当地商业伙伴中拥有良好的

信用
0. 914

我们能够完全履行与当地商业伙伴之间的

合同
0. 748

0. 672 0. 820 0. 697

per

我们对投资回报率非常满意 0. 821

我们对海外市场份额非常满意 0. 813

我们对海外销售收入非常满意 0. 809

我们对海外销售利润增长率非常满意 0. 798

0. 752 0. 884 0. 657

问卷调查采用匿名方式进行，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部分社会期许效

应。 但由于调研问卷的信息由同一受访者提供， 因此分析结果可能仍会

存在同源方差的影响。 本文一方面采用不同来源的数据， 即社会责任和

国际化绩效来自问卷调查， 制度距离来自世界银行 WGI 数据库； 另一方

面采用 Harman 的单因素检验方法， 将所有测量问项进行探索因子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 所提取的第一个因子累计解释方差小于 50% 的门槛值。
因此， 本文不存在潜在的同源方差问题。

三 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 相关性分析

本文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结果显示企业海外社会责任履行

与国际化绩效提升显著正相关 （r = 0. 315， p < 0. 001）。 因变量和控制变

量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不存在显著的共线性问

题。 同时，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制度差距与国际化绩效不显著相关， 说明

了该制度距离变量符合理想调节变量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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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相关性分析结果

1 2 3 4 5 6

1. size 1. 000

2. year 0. 117 1. 000

3. mod - 0. 045 0. 106 1. 000

4. csr - 0. 147 0. 050 - 0. 166 1. 000

5. ins 0. 068 - 0. 195* 0. 019 0. 082 1. 000

6. per - 0. 043 0. 196* - 0. 199** 0. 315*** - 0. 004 1. 000

  N = 108，* 、**和***分别表示 p < 0. 1， p < 0. 05 和 p < 0. 01。

（二） 假设检验与讨论

根据研究假设， 本文运用 “Bootstrap” 对整体模型进行检验， 分析结

果见表 4。

表 4 回归分析结果

Coefficient SE t LLCI ULCI

csr 0. 583*** 0. 215 2. 712 0. 156 1. 010

ins 0. 158 0. 095 1. 661 - 0. 031 0. 347

csr* ins 0. 569** 0. 243 2. 345 0. 087 1. 050

size - 0. 097 0. 090 - 1. 080 - 0. 276 0. 082

year 0. 278*** 0. 104 2. 691 0. 073 0. 484

mod - 0. 336*** 0. 089 - 3. 779 - 0. 513 - 0. 159

常数项 0. 103 0. 087 1. 178 - 0. 071 0. 275

R2 （% ） 0. 356

F 5. 001

N 108

  N = 108，* ，**和***分别表示 p < 0. 1， p < 0. 05 和 p < 0. 01。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国际化绩效的直接效应， 由表 4 可知， 在

考虑控制变量的基础上， 在非投资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对国际化绩效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 （ β = 0. 583， p < 0. 001 ）， 95% 置信区间为 [0. 156，
1. 010]， 不包含 0， 假设 H1 得到数据支持。 由此可得， 企业社会责任的

履行有助于在非洲开展直接投资的制造型企业获取合法性， 且具备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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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企业更可能取得理想的国际化绩效。
对于制度距离的调节效应， 首先对分析用变量进行去中心化， 然后

构建企业社会责任与制度距离的交互项； 结果表明， 企业社会责任与制

度距离的交互项对国际化绩效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 β = 0. 569， p <
0. 05）， 95% 置信区间为 [0. 087， 1. 050]， 不包含 0。 由此可得， 在对非

直接投资过程中， 制度距离强化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国际化绩效的正向效

应， 假设 H2 得到数据支持。 中国与非洲东道国之间制度的差异对中资企

业海外社会责任实践提出了不同要求， 照搬国内的社会责任逻辑不一定

符合非洲利益相关者的关切， 但在那些与中国制度差距大、 治理体系不

健全的非洲国家， 由于社会责任相关制度法规的不健全， 反而为合法性

获取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从而推动了国际化绩效的发展。 但同时必须认

识到， 随着中国在非企业社会责任联盟等系列举措的推行以及对非投资

社会责任风险频发带来的经验教训， 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有意识地加大

对社会责任的关注， 以克服外来者劣势， 弥补制度距离带来的负面影响。
因此在制度距离越大的非洲国家， 社会责任履行带来的正向效应越显著。

为了进一步了解制度距离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和国际化绩效的调节效

应的型态， 参考艾肯 （Aiken） 和韦斯持 （West） 的做法， 本文分别取制度

距离加减一个标准差的值代入模型， 绘制了简单斜率图 （见图 1）。 从图 1
可得， 与低制度距离相比， 在较大的制度距离情境下， 社会责任履行与国

际化绩效之间的正向关联性较强 （简单斜率为 1. 153， p < 0. 01）； 相比较而

言， 在低制度距离条件下， 社会责任履行和国际化绩效之间的正向关联性

较弱 （简单斜率为 0. 014， p = n. s. ）， 因此假设 H2 得到进一步支持。

图 1 制度距离的调节效应

112在非中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国际化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同时， 通过表 4 可得， 在非洲东道国投资的年限 （year） 以及进入模

式 （mod） 在不同程度上对企业国际化绩效有显著影响， 而子公司的投资

规模 （ size） 与企业国际化绩效呈负相关， 但这一关系并不显著。 具体而

言， 投资年限的增长有助于中资企业积累当地的知识以加强对当地法律

法规、 文化习惯等的了解。① 以合资模式进入的中资企业可以利用非洲当

地合作伙伴所拥有的当地资源和网络， 与自带资源形成嫁接， 开拓新市

场， 不仅有利于企业自身发展， 而且更容易被非洲东道国所接受。②

结论与启示

在 “一带一路” 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框架推动下， 越来越多的

中资企业 “走出去” 扎根非洲。 为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效益推动情

况， 本文对 108 家中资对非投资的制造型企业开展问卷调查， 研究结果表

明中资企业在非洲履行社会责任能有效地提升其国际化绩效， 同时中国

与非洲东道国间的制度距离能够强化这种作用。 研究还发现以合资方式

进入非洲东道国， 经营年限越长越有助于取得满意的绩效。 鉴于众多中

资企业 （特别是民营企业） 尚未建立完善的海外社会责任体系， 缺乏战

略性思维和方式方法， 社会责任风险应对能力不足， 以及社会责任履行

结果事倍功半等问题， 本文结合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 中资企业应全面深入分析非洲东道国营商环境， 预设投资过

程中可能遇到的社会责任风险， 及时寻求投资顾问或专业中介机构的支

持和帮助。 非洲注重社会层面的责任实践， 慈善与社区帮扶是非洲企业

社会责任的重要关注点。 中资企业因此在面对非洲市场时需要更多地关

注社会效益， 明确关键利益相关者， 在合规经营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利益

相关者赋予的合法性水平。
第二， 中资企业应在开展投资活动时充分考虑东道国制度环境， 重

视制度距离所带来的社会责任势能， 特别是在一些与中国制度差异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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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国家， 合理设计符合当地需求的社会责任活动， 减少外来者劣势带

来的负面效应。 同时视社会责任投入为一种长期投资， 实现跨国企业内

外部环境相协调以及其海外子公司的可持续经营， 从而促进国际化绩效

提升。
第三， 中资跨国企业应合理选择东道国进入模式， 以合资方式进入

非洲有助于借助非洲东道国当地合作伙伴更全面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
法律法规、 产业政策、 贸易投资政策、 文化习俗等信息， 以及搭建本地

社会网络来获取当地商务信息和必要的资源。 同时， 企业应不断开展组

织学习， 积累海外知识， 从而优化提升企业的产品或服务， 强化当地利

益相关者的关系网络， 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高质量发展。

【责任编辑】 李雪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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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fund-
ed Enterpris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in Africa

Zhang Qiaowen， Hu Huaxuan / 196

Abstrac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mechanism， more and more Chi-
nese enterprises are “going out” and their footprints are found around Africa.
However， Chinese investors currently often neglect to include social responsibil-
ity risks in their investment decision making while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traditional risks of African countries， which leads to the lack of legitimacy as well
as investment projects getting troubled. As an important way to obtain legitima-
c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for enterprises to im-
prove their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This paper takes 108 Chinese manufactur-
ing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that have investment projects in Africa as a sampl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SR engagement in Africa and its interna-
tional performance， as well as examin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dis-
tance on the above relationship. We find that the fulfillment of CSR in Africa by
Chinese multinationals’ subsidiary has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m-
provement of their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Meanwhile， the greater the insti-
tutional distance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n countries， the stronger the positive
effect of CSR on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We also find that both the operation
years in host countries and entry mode of joint venture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Keywords： Afric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orporate Social Re-
sponsibility；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Institutional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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