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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质量文化异质性与企业利润关联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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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企业质量文化模型的构建，对不同质量文化选择与企业利润进行实证研究，探
讨质量文化对 利 润 是 否 产 生 影 响 及 其 影 响 程 度。基 于“中 国 企 业－员 工 匹 配 调 查”，获 取 了

１　２１０家制造业企业的质量文化文本表述及绩效数据，将文本提取和归类为创造能力、专业精

神、满足需求、员工参与和质量控制５种质量文化，将其引入竞争价值框架（ＣＶＦ），分析不同类

型质量文化与利润的相互关联，并研究质量文化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机制。回归分析发现：满足

需求型质量文化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尤为显著；设立质量文化对企业的质量投入和质量产出均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提升企业的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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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的企业 通 常 都 具 备 独 特 的 企 业 文 化，

形成一种发展 和 管 理 与 众 不 同 的 组 织 力 量，从

而替代企业的战略、市 场 形 象 或 科 技 的 领 先 优

势［１］。质量文 化 是 企 业 文 化 的 一 部 分，代 表 企

业以质量为中心，通 过 文 化 来 引 领 企 业 行 为 的

倾向，使企业能通 过 不 同 方 式 促 使 产 品 质 量 的

提升，为企业 带 来 更 强 的 利 润 获 取 能 力。与 质

量有关的文化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类型，例如，企
业可以更偏向于内 部 管 理，以 符 合 客 户 提 出 的

标准，从而获得行业平均利润；也可以更偏向于

通过质量技术的创造满足更多的需求，从而增

加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利润率。正是由于存在这

种由文化差异带来的企业利润获取能力的差异，

因此，需要通过实证数据来验证不同质量文化与

企业盈利水平的关系，同时，检验不同类型质量

文化是否都会对企业的盈利能力产生影响。

本研究将对所获得的质量文化的文本数据

及企业利润数据进 行 实 证 研 究，分 析 质 量 文 化

异质性对企业利润 获 取 能 力 的 影 响，从 而 为 企

业质量文化的选择提供实证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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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文献回顾及分析框架选取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文化对经济结 果

影响的研究正在迅 速 发 展，文 化 因 素 也 被 增 长

理 论 视 为 经 济 增 长 的 重 要 动 力［２，３］。例 如，

ＡＧＨＩＯＮ等［３］指出，除技术创新、资本积累、制

度和结构调整以外，经 济 增 长 更 基 础 和 根 本 的

动力是文化与信仰；ＥＡＳＴＥＲＬＹ等［４］利用非洲

跨国数据的回归结 果 显 示，种 族 文 化 的 异 质 性

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ＴＡＢＥＬＬＩＮＩ［５］以

累积的人力资 本 衡 量 了 文 化 对 增 长 的 影 响，并

得出了正向 的 结 论。综 上 可 知，文 化 因 素 对 于

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国外学者在长期研究企业文化的过程中，逐
步对其进行了归纳与分类，形成了一定的企业文

化分析框架。部分学者从个体对整体的文化信

仰角度 对 企 业 文 化 进 行 了 分 类。例 如，ＪＯＨＮ－
ＳＯＮ等［６］将企业文化以圈层结构进行划分，最里

层文化被定义为“理所当然的假设”，是识别和解

释企业异质性的关键，往外层发展依次是行为、

信仰和价值观。部分学者更加注重从微观个体

思维角度对企业文化进行分类。例如，Ｏ’ＲＥＩＬ－
ＬＹ等［７］构建了组织文化轮廓的分析框架，包含

灵活性、适应性、耐心、公平等５４个用来陈述个

人和组织价值的维度。研究得出：个人在特定文

化上的表现与组织文化形成相互承诺，并验证了

组织文化轮廓模型的可靠性。还有一些学者基

于企业整体行为模式对企业文化进行分类。例

如，卡梅隆等［１］提出的竞争价值分析框架对文化

进行了文本量化分析，把组织文化分为部落式、

临时体制、等级森严、市场为先４种形式。其中，

部落式注重激发员工参与；临时体制注重动态创

新；等级森严注重严格的工作控制；市场式注重

交易和利润。ＤＥＮＳＩＯＮ等［８］将该框架下的每个

象限所表示的企业文化分别细化为不同含义，建
立组织文化模型，将组织文化分成４个维度，每

个维度再具体分为３个指标，并分析了组织文化

和绩效之间的关系。

整体来看，卡 梅 隆 等［１］建 立 的 竞 争 价 值 框

架在企业文化和 绩 效 关 联 的 分 析 上 应 用 较 多。

例如，ＶＡＬ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Ｉ等［９］通 过 对２０９家

德黑兰的医药企业ＣＥＯ及部门高管的调查，研

究企业文化、全面 质 量 管 理 和 企 业 绩 效 之 间 的

关系。该研 究 基 于 卡 梅 隆 等［１］的 分 析 框 架，在

每个企业文化类别内部分别定义企业的质量战

略，形成了分析企业质量文化的一般性框架，并
发现积极的文化和全面质量管理对绩效有直接

影响，管理者对文化 的 遣 词 造 句 会 影 响 到 企 业

全 面 质 量 管 理 的 实 践 和 绩 效。ＦＩＯＲＤＥＬＩＳＩ
等［１０］收 集 了１９９４～２０１１年 间１２８　４８９份 企 业

的１０－Ｋ报告来区别每个企业文化的维度，进而

分析企业文化与企业绩效、ＣＥＯ更替之间的关

系，研究发 现，企 业 的 竞 争 和 原 创 文 化 对ＣＥＯ
的更换几率有正向影响。

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应用竞争价值框架进行

企业文化与 绩 效 相 关 的 实 证 研 究。例 如，张 勉

等［１１］运用竞争价值框架模型分析企业文化和绩

效之间的关系，认为 企 业 当 前 文 化 和 目 标 文 化

一致性越高，企业的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水 平 和 财 务

绩效都会越好；对于成立时间较长的企业而言，

当前文化在４种 类 型 的 分 布 上 越 趋 于 平 均，企

业的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会越高。卢美月等［１２］以

中国大陆和台湾两 地 区 的 企 业 为 研 究 对 象，实

施问卷调查，得出弹性、控制、外向、内向与组织

绩效各变量均显著 相 关，且 与 非 财 务 指 标 多 为

中度正相关，与财务指标则多为低度正相关。

此外，卡梅隆等［１］在竞争价值框架基础上，

还将全面质量管理的内容与竞争价值框架相结

合，该框架对每个维 度 与 质 量 相 关 的 内 容 进 行

了明确的解释。在初步检视本研究所采用的调

查数据后发现，企业 质 量 文 化 文 本 语 义 大 致 上

可以与竞争价值模 式 对 应，这 就 使 得 文 本 的 归

纳可以在既定的框架下进行分析。

综上所述，由于竞争价值框架的广泛应用，

以及竞争价值框架与企业质量管理之间的内在

关联，使得本研究所 收 集 的 企 业 质 量 文 化 文 本

数据可以分别归纳到不同的企业文化内。本研

究基于卡梅隆等［１］建立的全面质量管理的竞争

价值框架，构建企业质量文化的分析框架，并研

究企业质量文化异质性与企业利润的关联。

２　数据及分析框架应用的说明

２．１　数据说明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武汉大学质量院等

机构开展 的“中 国 企 业－员 工 匹 配 调 查”（Ｃｈｉｎａ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ｓｕｒｖｅｙ，ＣＥＥＳ）。该 调 查 抽

样的总体样本为广东省和湖北省第三次经济普

查的３０．０９万家制造业企业，通过等距抽样的

方法，最终随机抽取了广东省和湖北省的２７个

城市（分 别 为 广 州、深 圳、东 莞、珠 海、佛 山、顺

德、肇庆、中山、湛江、阳江、江门、惠州、潮州、揭

阳、武汉、鄂州、黄冈、黄石、襄阳、十堰、随州、孝

感、宜昌、荆州、潜江、仙桃和天门）的３８个调查

单元（区、县）共１　３３８家企业，实际回收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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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问卷１　２１０份。调查问卷包含了企业的基

本数据，如注册类型、销售情况、财务情况等，以
及与产品质量相关的质量信号、产品品牌、退货

货值等内容。此 外，问 卷 设 计 了 描 述 企 业 质 量

文化的问项，由 企 业 主 管 写 明 该 企 业 对 保 障 产

品质量的核心文化和理念。最终３３４家企业填

写了有效的质量文 化 问 项，占 回 收 样 本 总 数 的

５８．６％。通过将企业绩效指标与企业质量文化

文本信息进行比对，能 够 获 取 不 同 类 型 质 量 文

化的特征及其与企业绩效的关联。

２．２　企业质量文化短语提取

对质量 文 化 的 文 义 进 行 一 定 的 归 纳 和 转

化，这样才能将企业 质 量 文 化 归 纳 为 一 定 特 征

的语义，便于进行质 量 文 化 和 利 润 相 关 性 的 分

析。质量文化 文 本 分 析 的 结 果 显 示，企 业 表 述

的质量文化最少 包 含１个 关 键 语 句，最 多 包 含

４个关键语句。将表达同一含义的语句进行归

纳，目的是将其转化为表达同样意思的短语，同
时，按照其表达的意义分别归类到１８个短语当

中。主题短语的提取主要依照企业直接写明的

语句，提取其中１个作为主题短语，与其含义相

近的语句都将归纳到该主题短语内。此外，所提

取的主题短语还应尽量为质量管理中的常用短

语，如持续改进、追求卓越、顾客满意等（见表１）。
表１　主题短语及其对应的关键语句①

主题短语 关键语句

先进技术 先进技术为保证、技术创新、质量技术为核心、科技引导、以质量铸造品牌等

创品牌 创品牌，夺优质

创新 经营创新、务实创意、科学创新、创新、专业创新、创新驱动

专业 专业、专业于心、专业管理、专业铸造

持续改进 实行持续改进、通过持续质量改进满足客户 需 求、持 续 提 供 高 质 量 产 品、持 续 达 成 企 业 的 品 质、每 天 前 进 一

步迈向成功之路等

追求卓越 追求新产品卓越、追求卓越、世界一流、领导者、尽善尽美等

精益求精 精品生产、细节决定成败、精准求精、精工汇集、追求完美质量等

顾客满意 以顾客需求为导向、按顾客需求生产、超越顾客需求、以客户满意为目标、成就客户等

质量第一 质量第一、品质优良、以质为根、质量为先、品质至上等

质量是生命 品质是企业生命、质量是第一生命力、企业命脉、生存靠质量、质量是企业命根子等

质量可靠 品质稳定、质量可靠、可靠稳定、稳定管理、出厂合格率１００％等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

诚信 诚信、以诚为本、倾注勤奋诚信道德、诚信为根本、值得信赖的公司等

全员参与 全程全员、全员参与

提升员工技能 对企业员工做培训、进行教育

符合标准 以ＩＳＯ为基础、以质量管理体系方针目标执行、执行及遵循依据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８年版国际标准所建立的品质

管理系统、质量管理体系、推行ＩＳＯ／ＴＳ１６９４９、ＩＳＯ１４００１等

零缺陷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ｔｏ　Ｚｅｒｏ　Ｄｅｆｅｃｔ、零缺点、一次性做好、抓预防、强化不良未然防止

全面质量管理 全面品管、全员品保

① 限于篇幅，表１仅对关键语句进行部分呈现。

２．３　质量文化分析框架的改进

参照卡梅隆等［１］在全面质量管理的竞争价

值框架中 对 不 同 象 限 所 表 述 的 文 化 含 义 的 解

释，以及ＶＡＬ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Ｉ等［９］在竞争价值

框架中对４个 象 限 的 质 量 战 略 进 行 的 创 新、团

队、控制、改进 的 定 义，结 合 现 有 学 者 在 企 业 文

化框架上 的 含 义 表 达［１１，１３～１５］，本 研 究 将 表１所

归纳出的主题短语，按 照 其 表 达 的 竞 争 价 值 框

架的含义，分别放到对应含义的象限内，形成质

量文化分析框架（见图１）。

依据１８个短语所体现出的行为倾向，将具

有相同行为倾 向 的 短 语 归 纳 为 创 造 能 力、专 业

精神、满足需求、质量控制和员工参与这５个企

业质量文化类型（见图２）。各类型中的不同质

量文化表述之间没 有 顺 序 关 系，只 表 示 含 义 的

不同。之所以将象限一所包含的质量文化再细

分为两个部分，是由于相较于专业、持续改进等

文化，倾向于技术创 新 的 质 量 文 化 对 竞 争 性 和

灵活适应性的倾向更加强烈。

５种企业 质 量 文 化 类 型 代 表 的 含 义 如 下：

①创造能力反映了企业倾向于通过技术创新提

升产品质量；②专业 精 神 相 较 于 创 造 能 力 在 进

取程度上更弱一些，其 选 择 更 偏 重 于 精 致 和 精

工善造；③满足需求处于一种偏中性的位置，在
产品质量上的表现 是 达 到 让 顾 客 满 意 的 程 度，

但是，并非需要通过 产 品 质 量 的 提 供 为 顾 客 创

造惊喜；④质量控制是最保守的质量文化，注重

的是按照既定的规范、流程和标准进行生产，以
期达到一个特定的 水 平；⑤员 工 参 与 作 为 偏 向

内部管理的企业质 量 文 化，代 表 企 业 依 靠 员 工

自身的行为约束和职业素养来保障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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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根据竞争价值框架（ＣＶＦ）改进的企业质量文化文本分析框架
　

图３　企业质量文化的词频分布

图２　企业质量文化类型划分结构图
　

３　企业质量文化分类结果

各类型质量文化及其所包含的主题短语词

频统计结果见表２。由于企业在表述自身质量

文化时，大多 采 用 句 子 或 一 段 话 的 形 式，因 此，

只有少数企业的质量文化包含了多个含义。将

企业表述的质量文化按照填写顺序转化得出的

短语，分别称 为 主 题 短 语１、２、３、４。由 表２可

见，仅有３２５家 企业填写了２个及以上的质量

文化表述。后文的分析将按照企业质量文化的

表述顺序，以首先表述的质量文化语句（即主题

短语１）为分析对象，称其为首要质量文化。

表２　企业质量文化分类及其词频和占比

类 型
主 题

短 语

短 语１
词 频

比 重
／％

短 语２
词 频

比 重
／％

短 语３
词 频

比 重
／％

短 语４
词 频

比 重
／％

创 造

能 力

先 进 技 术 １９　 ２．４５　 ５　 ０．６４　 ２　 ０．２６　 ０　 ０
创 品 牌 ２　 ０．２６　 ５　 ０．６４　 ２　 ０．２６　 ０　 ０

创 新 ２１　 ２．７１　 ２８　 ３．６１　 ２１　 ２．７１　 ２　 ０．２６
专 业

精 神

专 业 ９　 １．１６　 ０　 ０　 ２　 ０．２６　 ２　 ０．２６
持 续 改 进 ３７　 ４．７７　 ５３　 ６．８３　 ４２　 ５．４１　 ２３　 ２．９６
追 求 卓 越 ５６　 ７．２２　 ４２　 ５．４１　 １４　 １．８０　 ２　 ０．２６
精 益 求 精 ７４　 ９．５４　 ２１　 ２．７１　 ２　 ０．２６　 ２　 ０．２６

满 足

需 求

顾 客 满 意 １５８　２０．３６　 ９５　 １２．２４　 ２６　 ３．３５　 ２８　 ３．６１
质 量 第 一 １２１　１５．５９　 ３２　 ４．１２　 ５　 ０．６４　 ０　 ０

质 量 是 生 命 １２１　１５．５９　 ２　 ０．２６　 ２　 ０．２６　 ０　 ０
质 量 可 靠 ３５　 ４．５１　 ２　 ０．２６　 ０　 ０　 ０　 ０
以 人 为 本 ７　 ０．９０　 ２　 ０．２６　 ２　 ０．２６　 ０　 ０

员 工

参 与

诚 信 ２８　 ３．６１　 １６　 ２．０６　 ５　 ０．６４　 ２　 ０．２６
全 员 参 与 ２３　 ２．９６　 ５　 ０．６４　 ２１　 ２．７１　 ２　 ０．２６

提 升 员 工 技 能 ２　 ０．２６　 ０　 ０　 ２　 ０．２６　 ０　 ０
质 量

控 制

符 合 标 准 ３７　 ４．７７　 ０　 ０　 ０　 ０　 ２　 ０．２６
零 缺 陷 ２１　 ２．７１　 １４　 １．８０　 ０　 ０　 ０　 ０

全 面 质 量 管 理 ５　 ０．６４　 ２　 ０．２６　 ０　 ０　 ０　 ０
总 计 ７７６　１００　 ３２４　 ４１．７４　 １４８　 １９．０８　 ６５　 ８．３９

　　企业质量 文 化 的 词 频 分 布 见 图３。由 图３
可知：①从企业质量文化的绝对数量来看，追求

卓越、精益 求 精、持 续 改 进、顾 客 满 意、质 量 第

一、质量是生命的表述占据前列；②从企业首要

质量文化的数量分布来看，最多的是顾客满意，

其次是质量第一和 质 量 是 生 命；③从 质 量 文 化

类型上看，大多数企 业 的 质 量 文 化 的 首 要 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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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满足需求型的质 量 文 化，少 部 分 企 业 将 生 产

中的产品质量 专 业 精 神 作 为 质 量 文 化，只 有 极

少数企业选择创新、技术这类质量文化，或者是

固守质量控制的文化。

不同类型的企业质量文化的分布状况见图

４。由图４可知，将创造能力和专业精神作为质

量文 化 的 企 业 占 比 为２８．１４％，其 中 将 创 造 能

力作为企业质量文化的仅有５．３９％，在各类型

质量文化中最低；选 择 满 足 需 求 的 企 业 质 量 文

化占比 达 到５６．８９％。总 体 而 言，选 择 偏 向 市

场竞 争 维 度 文 化 的 企 业 占 比 达 到８５．０３％，仅

有１４．９７％的企业把质量文化定义为 以 注重内

部管理为主，反映 出 大 部 分 企 业 的 质 量 文 化 以

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

图４　 企业首要质量文化类型分布
　

４　数据检验及讨论

质量文化作为企业的一种行为倾向，最 终

需要通过产品质量的传导反映在企业绩效水平

上。利润率可以反映企业通过产品质量改进创

造附加值的能力，利 润 增 长 率 能 够 反 映 企 业 盈

利持续能力，二者都是企业主要的绩效指标。

４．１　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采用２０１５年 企 业 利 润 总 额 除 以 销

售收入得出的企业利润率。通过将质量文化与

企业利润率进行描 述 性 统 计，可 以 大 致 了 解 不

同类型质量企业 文 化 所 对 应 企 业 的 利 润 状 况。

为了排除奇异值的 干 扰，分 别 剔 除 利 润 率 最 高

和最低的５％的 样 本，最 终 获 得 有 效 样 本６９７
个。２０１５年 选 择 不 同 质 量 文 化 的 企 业 的 平 均

利润率 见 表３。从 企 业 质 量 文 化 种 类 选 择 来

看，选择精益求精、质量是生命和诚信作为企业

质量文化的企业具有较高的利润率，其中，把诚

信作为质量文化的企业平均利润率最高。企业

生产中所表达出的 诚 信 特 性，最 终 通 过 消 费 者

对产品的信任反映在企业的利润回报中［１６］。从

质量文化类型 选 择 的 总 体 数 据 上 来 看，选 择 满

足 需 求 型 质 量 文 化 的 企 业 平 均 利 润 率 为

３．９０％，而选择创 造 能 力 文 化 和 专 业 精 神 文 化

的企业平均利润率分别为１．６９％和２．８７％，选
择质 量 控 制 型 文 化 的 企 业 平 均 利 润 率 仅 有

０．７９％，均小于选 择 满 足 需 求 型 质 量 文 化 企 业

的利润率。整 体 而 言，选 择 满 足 需 求 型 质 量 文

化的企业，不仅数量较多，而且企业的利润率也

相对较高。
表３　２０１５年不同质量文化企业的利润率

类型 主题短语 频数
２０１５年

平均利润

率／％

利润率

均值／％

２０１５年

利润率

标准差

创造能力 先进技术 １７　 ３．４０　 １．６９　 ０．０７０　１
创品牌 ２　 １．２５ －

创新 １９　 ０．４１　 ０．１０１
专业精神 专业 ８　 ３．３３　 ２．８７　 ０．１３２

持续改进 ３３　 ３．０５　 ０．０４６
追求卓越 ５０ －０．１１　 ０．０８２
精益求精 ６７　 ５．２１　 ０．０７０

满足需求 顾客满意 １４２　 ３．７７　 ３．９０　 ０．０５０
质量第一 １０９　 ４．５１　 ０．０９１

质量是生命 １０９　 ６．５３　 ０．０７４
质量可靠 ３１　 ２．９８　 ０．０８８
以人为本 ６　 １．７２ －

员工参与 诚信 ２５　 ９．５７　 ３．５７　 ０．１４６
全员参与 ２１　 １．６９　 ０．１５５

提升员工技能 ２ －０．５５
质量控制 符合标准 ３３　 ２．８３　 ０．７９　 ０．０８６

零缺陷 １９ －２．４６　 ０．１２１
全面质量管理 ４　 １．９９　 ０．０２４　８

总计 ６９７

４．２　回归分析

现有关于企业文化对绩效的因果关系研究

已基本达成共识，即 强 有 力 的 企 业 文 化 是 实 现

良好绩效的重要原因之一［１７］。此处将企业文化

作为自变量，企业利 润 率 和 利 润 增 长 率 作 为 因

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企业文化的填写采用文本

方式，为分析不同质量文化类型对利润率、利润

增长率变动 的 影 响，需 要 设 置 虚 拟 变 量。本 研

究选择将质量文化中专业精神类型的质量文化

作为虚拟变量的参照变量，设置４个虚拟变量，

分别用 Ａ１，Ａ２，Ａ３，Ａ４表示，构造的 虚 拟 变 量

如下：

Ａ１＝
１， 满足需求，

０， 其他文化｛ ；　
Ａ２＝

１， 员工参与，

０， 其他文化｛ ；

Ａ３＝
１， 创造能力，

０， 其他文化｛ ；　
Ａ４＝

１， 质量控制，

０， 其他文化｛ 。

　　企业利润还受 到 诸 多 其 他 因 素 的 影 响，参

照ＧＩＭＥＮＥＺ－ＥＳＰＩＮ等［１４］的研究，将规模和行

业类型作为控制变量，其中，规模采用主营业务

收入代理，行 业 类 型 采 用《国 民 经 济 行 业 分 类

（ＧＢ／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１）》代 码 表 的 前 两 位 数 代 理。

由于本研究的企业质量文化还包含创造能力这

个类别，采用企业大 专 以 上 员 工 占 比 作 为 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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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回归结果见表４。
表４　企业质量文化对利润率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销售利润率

（２）
销售利润率

（３）
销售利润率

（４）
销售利润率

Ａ１　 ０．０２２　３ 　０．０２９　５＊ 　０．０４０　７＊ 　０．０２６　７＊
（１．２７） （１．６３） （１．９５） （１．７２）

Ａ２ －０．０３０　６ －０．０２７　５ －０．０１９　３ －０．０２３　９
（－０．７３） （－０．５８） （－０．４１） （－０．５１）

Ａ３　 ０．０２５　５　 ０．０１７　５　 ０．０１０　２　 ０．００８　８２
（１．１４） （０．８６） （０．４９） （０．４３）

Ａ４ －０．０１２　４ －０．００８　７３　 ０．０００　７０５ －０．００２　１８
（－０．５２） （－０．３４） （０．０３） （－０．０８）

员工受教育结构 ０．０２４　９
（０．４８）

企业性质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０．０４０１＊＊＊ ０．０２５　５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４　５３
（３．３５） （１．３８） （－０．３８） （０．１６）

观测值 ６５６　 ６２７　 ６２１　 ６００
Ｒ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２

注：＊、＊＊＊分别表示ｐ＜０．１、ｐ＜０．０１，下同。

　　Ａ１、Ａ２、Ａ３和Ａ４分别表示以专业精神为

参照变量时，其他 质 量 文 化 对 应 的 企 业 利 润 率

相较于质量控制这个参照变量的变化比率。由

表４可知，在没有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４个类型的质量文化对企业利润率均无显著影

响；在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仅有满足需求型质

量文化的结 果 显 著。上 述 估 计 结 果 说 明，就 总

体样本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倾向于

采用满足需求型质量文化的企业在利润上的表

现越好。对企 业 而 言，质 量 技 术 创 新 并 不 是 最

合适的质量文化倾 向，选 择 满 足 需 求 的 质 量 文

化，再面向客户需求持续改进，同样也可以反映

在产品质量上，从而获得较好的收益［１８］。

４．３　解释与进一步讨论

满足需求型质量文化对企业的利润具有正

向影响。然而，质 量 文 化 又 是 如 何 对 企 业 的 绩

效产生影响？笔者从质量文化对质量投入和质

量产出两个方面的 影 响，就 质 量 文 化 对 于 企 业

利润可能的影响渠道进行分析和讨论。

企业质量文化对质量投入的回归结果见表

５。由表５可知，相较 于 没 有 质 量 文化的企业，

对拥有质量文化的 企 业 而 言，进 行 自 愿 性 认 证

的比例显著更高，建 立 客 户 数 据 库 的 比 例 显 著

更高，研发交流的频次显著更多，售后服务支出

占总销售的比重显著更高；此外，其进行自愿性

认证的几率 高５３．７％，建 立 客 户 电 子 数 据 库 的

几 率 高 ３４．９％，每 月 的 研 发 交 流 频 次 高

１３．２％，售后服务支出占比高４１．２％。表５的

回归结果表明，设 立 质 量 文 化 的 确 引 发 了 企 业

在质量投入方面的显著变化。设立质量文化的

企业，为贯彻 其 质 量 文 化，必 然 加 强 对 认 证、客

户数据库、研发及售后等质量相关方面的投入，

而质量投入的提升，有 利 于 提 高 企 业 产 品 质 量

及市场竞争力，从而影响企业的盈利水平。
表５　企业质量文化对质量投入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自愿性认证

（２）

客户数据库

（３）

研发交流频次

（４）

售后服务

质量文化 ０．５３７＊＊＊ ０．３４９＊＊＊ ０．１３２＊ ０．４１２＊＊＊
（６．０８） （３．５１） （１．６７） （４．６８）

员工受教育结构 ０．１６８　 １．７６９＊＊ １．０２０＊＊ ０．９６９
（０．２８） （２．３５） （２．３３） （１．３１）

企业性质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０．１４０ －１．０７３＊＊＊ ０．９９２＊＊＊ ０．３１９＊
（－０．７３） （－５．１２） （６．７８） （１．６６）

观测值 ９８４　 ９８０　 ６９３　 ９７９
Ｒ２　 ０．０７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７５

注：＊＊表示ｐ＜０．０５，下同。

　　质 量 文 化 对 企 业 质 量 产 出 的 影 响 见 表６。

由表６可知，相较于没有质量文化的企业，对拥

有质量文化的企业 而 言，进 行 自 愿 性 认 证 的 比

例显著更高，建立客户数据库的比例显著更高，

研发交流的频次显 著 更 多，售 后 服 务 支 出 占 总

销售的比重显著更高；此外，其进行出口的几率

高１８．８％，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间推出新产品的几率

高５１％，新产品 的 平 均 销 售 额 高５７．９％，出 口

新产 品 的 几 率 高２６．３％。表６的 回 归 结 果 表

明，在质量的产出端，企业设立质量文化也产生

了显著影响。设立质量文化的企业在出口及新

产品等方面展现出 显 著 优 势，而 质 量 产 出 的 显

著提升也证明，设立 质 量 文 化 有 利 于 企 业 提 升

绩效和盈利水平。
表６　企业质量文化对企业质量产出端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是否

有出口

（２）是否

有新产品

（３）新产品

销售额

（４）是否出口

新产品

质量文化 ０．１８８＊＊ ０．５１０＊＊＊ ０．５７９＊ ０．２６３＊＊
（２．０３） （５．７２） （１．７７） （２．４１）

员工受教育结构 －０．０３３　８　 ０．２１４　 ０．８３６　 ０．５４０
（－０．０５） （０．３５） （０．２４） （０．７９）

企业性质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０．９６０＊＊＊ －０．１６２　 ６．３８７＊＊＊ －１．７３６＊＊＊
（－４．６０） （－０．８８） （８．２６） （－６．８７）

观测值 ９８１　 ９７５　 ３２８　 ９７２
Ｒ２　 ０．０６５　 ０．０７９　 ０．２０７

５　结语

本研究 通 过 对“中 国 企 业－员 工 匹 配 调 查”

１　２１０家制 造 业 企 业 质 量 文 化 文 本 的 分 析，将

７７６家有效样本企业的质量文化归纳为５大类

型１８个种类。分 析 质 量 文 化 与 企 业 利 润 相 关

数据，得出不同类型 质 量 文 化 的 选 择 对 利 润 率

的影响。进一 步 地，通 过 统 计 分 析 质 量 文 化 对

企业质量投入和质 量 产 出 的 影 响，探 究 了 质 量

·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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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影响企业利润的作用机制。通过回归分析

发现：满足需求型 质 量 文 化 对 企 业 利 润 率 有 显

著影响；设定质量 文 化 对 企 业 质 量 的 投 入 端 和

产出端均具有显著 的 正 向 影 响；质 量 文 化 对 企

业质量投入和产出 的 双 重 提 升，可 能 是 其 提 高

企业利润的影响渠道。

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的管理启示如下：①
企业应重视质量文 化 建 设，构 建 完 整 的 企 业 质

量文化体系，以支撑企业持续发展；②企业质量

文化建 设 应 面 向 市 场 需 求，抓 住 消 费 者 痛 点。

满足需求型质量文化对企业利润提升的影响最

为显著，企业应以 满 足 客 户 需 求 作 为 质 量 建 设

的核心内容和根本 目 的；③确 立 以 产 品 为 中 心

的质量建设，将质量文化渗透到企业产品研发、

生产、销售和 服 务 的 各 个 环 节。产 品 和 服 务 是

企业质量建设 结 果 的 最 终 呈 现 形 式，提 升 产 品

质量是企业盈利的保障。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企业质量文

化对组织的影响在于可以形成科学的质量管理

制度［１９］，然而 如 卢 美 乐 等［１２］的 观 点，文 化 的 选

择只代表企业的行 为 方 式，本 身 并 不 具 有 优 劣

之分。本研究通过大样本企业的调查数据得出

的质量文化对企业 利 润 的 影 响，所 反 映 的 仅 是

企业质量文化 选 择 偏 好 所 呈 现 出 的 结 果，并 不

表示对质量文化本身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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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Ｔｏ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２４ （５／６）：

６７８～６９２
［１５］ＰＲＡＪＯＧＯ　Ｄ　Ｉ，ＭＣＤＥＲＭＯＴＴ　Ｃ　Ｍ．Ｔｈｅ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ｏ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５，２５（１１）：１　１０１～１　１２２
［１６］程虹，陈昕洲，罗 连 发．质 量 强 国 战 略 若 干 重 大 问

题研究［Ｊ］．宏观质量研究，２０１３，１（３）：１～１４
［１７］ＲＯＢＢＩＮＳ　Ｓ　Ｐ．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

Ｃｌｉｆｆｓ：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Ｈａｌｌ，１９９３
［１８］程虹．我国经济增长从“速度时代”转向“质量时代”

［Ｊ］．宏观质量研究，２０１４，２（４）：１～１２
［１９］张星久，闫帅．文化 传 统、制 度 创 新 与 日 本 的“质 量

奇迹”［Ｊ］．宏观质量研究，２０１３，１（２）：１０～１８
（编辑　桂林）

通讯作者：程虹（１９６３～），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武

汉市　４３００７２）质量发展 战 略 研 究 院 教 授、博 士 研 究 生 导

师。研究方向为 经 济 增 长 质 量、宏 观 质 量 管 理。Ｅ－ｍａｉｌ：

９１９６３７８５５＠ｑｑ．ｃｏｍ

·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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