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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与企业绿色行为

———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 （ＣＰＥＳ）数据的实证

辛大楞

摘　要：发挥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绿色行为的促进作用，对 于 推 动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至 关 重 要。基 于 因 子 分

析法和微观企业调查数据，本文探究了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企 业 绿 色 行 为 的 影 响。从 理 论 机 制 来 看，企 业

家地位感知通过强化私营企业家的亲社会行为和自信心来影响企业社会责任 履 行，进 而 对 企 业 绿 色 行 为 产 生

重要作用。进一步地，本文采用第十一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 （ＣＰＥＳ）数据，并基于主成分法的因子分析构建

企业家地位感知指标，实证考察了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企业绿 色 行 为 的 实 际 影 响。研 究 结 果 表 明，私 营 企

业家地位感知水平的提高，显著提升了企业治理污染投入规模和企业进 行 治 理 污 染 投 入 的 可 能 性。机 制 检 验

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是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促进企业绿色行 为 的 重 要 渠 道。此 外，私 营 企 业 家 地 位 感 知

对不同类型企业绿色行为具有异质性影响。相对而言，具有政治关 联 的 企 业、高 污 染 行 业 以 及 国 有 资 本 参 股

企业，其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企业绿色行为的提升作用更为强烈。因此，“十四五”时期应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释放企业发展活力、增强私营企业家获得感和幸福感，不 断 提 升 私 营 企 业 家 地 位 感 知，从 而 更 好 地 发 挥

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绿色行为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绿色行为；因子分析；企业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０１６９（２０２３）０３－００６４－１７

基金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信贷约束、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制 造 业 企 业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的 提 升 路 径 研 究”
（ＺＲ２０２０ＱＧ０２７）；山东省高等学校 “青创科技计划”立项支持团队 （人文社科）项目 “现代金融 支 持 山 东 新 旧 动 能 转 换

重大工程战略的机制、效应与政策研究”（２０１９ＲＷＥ０１５）
作者简介：辛大楞，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ｘｉｎｄａｌｅｎｇ＠１６３．ｃｏｍ （山东 济南２５０３５８）

一、引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中国政

府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 伐。生态环境部发布的 《２０２１中国生态

环境状况公报》显示，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生态环境领域８项约束性指标顺利完成，
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经济绿色转型全面推进。但总体来看，中国当前的

环境保护压力仍然较大，推动经济的绿色健康发展任重而道远。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是最大

的碳排放制造者，促进经济体的绿色发展离不开企业的积极参与，即强化企业绿色行为或企业环保

投资对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推进非常重要。目前来看，推进中国企业的绿色行为仍然面临着诸

多挑战。按照国际通行标准，环保投入占ＧＤＰ的比重达到３％时，环境质量才会得到改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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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的数 据 显 示，２０１６年 我 国 环 境 污 染 治 理 投 资 总 额 为９　２１９．８亿 元，国 内 生 产 总 值 为

７４３　５８５亿元，环保投资占ＧＤＰ的比例仅为１．２％。２０１６年国家财政环境保护支出为４　７３４．８亿元，
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的５１．４％，超过一半。财政投入占比过半也说明了企业环保投入严重不

足。目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投入逐年加大，但与当前生态环境保护需求尚存一定差距，企业环保资

金的投入仍有较大缺口。私营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推进经济绿色转型和打好污染

攻坚战的重要力量［１］。因此，推动私营企业环保治理投入对于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及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关于如何提高企业环保治理投入、促进企业绿色行为，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并

发现公共关注［２］、环境规制［３］等措施对此产生了重要作用。对私营企业来说，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

高度集中于企业家身上，导致私营企业家自身特征会对企业经营行为和绿色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根

据社会认知理论，随着社会阶层的提高，个体具备的自信心和满足感会促使其更加关注周围人所处

的处境和需求［４］，而且高社会阶层个体也拥有足够的财富促进其将亲社会行为付诸实践。因此，私

营企业社会地位影响着企业经营表现［５］。根据高层阶梯理论，私营企业家的主观地位感知也会影响

到企业的经营决策［６］，如马骏等［７］、马凌远等［８］证实民营企业家地位感知提升了企业研发投入和企

业慈善捐赠行为。但现有研究并没有分析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如何影响到企业绿色行为，采用微观

企业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则更少。鉴于此，本文尝试在此方面予以突破，解析了私营企业家地位感

知影响企业绿色行为的理论机制。进而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 （ＣＰＥＳ）数据，对私营企业家地位

感知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实际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不仅拓展了企业绿色行为的研究视角，也为提

升企业家地位感知水平以促进企业绿色活动提供了实证支持。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探讨私营

企业家地位感知影响企业绿色行为的理论机制。现有研究集中考察了企业家地位感知对创新活动的

影响，以及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因素。但尚未有文献对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机理

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在此方面予以突破。具体来看，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的提高可以增加企业家亲

社会行为、提高企业家的使命感，强化企业家自信心和未来经济发展的向好预期，从而增加企业社

会责任履行。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带来的融资效应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投资行为。二是采用私营企

业研究课题组发布的第十一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 （ＣＰＥＳ）数据、并基于主成分法的因子分析构建

企业家地位感知指标，使用 普 通 最 小 二 乘 法 （ＯＬＳ）、Ｐｒｏｂｉｔ模 型、Ｌｏｇｉｔ模 型 以 及 线 性 概 率 模 型

（ＬＰＭ）等多种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实际影响及作用渠道。三是

通过将样本按照政治关联、企业所处地区、企业所处行业以及国有资本是否参股等方式进行划分，
实证检验了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区企业绿色行为的异质性影响，丰富了本文研

究结论，并为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二、文献评述

企业环保投资以及绿色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首先，如从企

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来看，研究发现一系列致力于促进环境技术使用的政策，如融资和税收激励以及

非市场化环境工具等措施促进了企业环保 投资［９］。毕茜等［１０］发现环境税促进了企业绿色投资。但

是，面板分位数模型显示，低分位企业的环境税绿色投资效应并不明显，而高分位企业和中间分位

企业的环境税绿色投资效应较为显著。其次，公共媒体关注带来的企业声誉和价值的变化也促使企

业加大环保投资［１１］。Ｌｉａｏ等［２］指出，公共关注的增加使得地方政 府 执行 更为 严格的 环境 规制，而

这将促进企业进行更多的绿色投资。他们使用中国省级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公共关注显著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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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地区绿色投资。再者，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投资的 影 响也 是 学者 们关 注的 重点。刘媛媛等［１２］

证实新 《环保法》实施后企业环保投资水平明显提升。作为另一种形式的环境规制措施，环保督察

制度带来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也对企业绿色行为产生重要作用［１３］。杜建军等［１４］证实环保督察

制度督促地方党政官员和企业加大重污染企业的环境保护投资。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李月娥等［３］

发现政府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呈现 “Ｕ”型关系。最后，张沁琳［１５］指出，政府采购有

利于提升企业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的意愿和能力，进而推动了企业环境治理投入。而环保税费改革

通过提高排污的成本也有效带动了企业环保投资［１６］。Ｄｉｎｇ等［１７］进一步证实，数字金融的发展促进

了企业内部资本流动、加剧了市场竞争，进而促进了企业绿色投资。
企业自身因素也会对企业绿色行为产生 重 要影 响，如企业家或高管的一些个人特质等［１８］。Ｄｉ

Ｇｉｕｌｉ等［１９］使用美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就发现，当企业创始人、ＣＥＯ和董事为民主党而

非共和党时，以及总部设在民主党而非共和党占据优势的州时，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得分更高。张

琦等［２０］指出，高管的公职经历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 环 保 投资 规 模。此外，企业管理层特征，如党

组织参与私营企业治理带来的监管效应也对企业的环保投资产生了正向促进作用［２１］。
还有一类文献与本文研究较为相关，即探究了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企业家

地位提升可以为企业带来一系列资源，这些资源有助于促进企业成长。而且，作为一种制度压力，
较高的身份地位也会更加规范企业的行为。以上两方面的作用使得企业家地位感知的提升促进了企

业的慈善捐赠行为 和 捐 赠 额 度［８］［２２］。进 一 步 地，企 业 家 地 位 感 知 也 会 增 强 企 业 家 的 心 理 安 全 感、
提升对未来经济向好的发展预期，进而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７］。此外，学者们的研究还发现私营企

业家地位感知的提升会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２３］［２４］，且企业家社会地位的改善所起到的作用更为

强烈［２５］。
综上，现有研究从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视角综合探讨了企业绿色行为或环保投资的影响因素，

也剖析了企业家地位感知如何影响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和创新活动。进一步来看，相关研究仍有进

一步拓展的空间。一方面，私营企业家的地位感知如何影响到企业的绿色行为，其背后的机理是什

么，仍缺乏相应的探讨。另一方面，较少学者采用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企

业绿色行为的实际影响。为此，本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综合解析了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影响企业绿

色行为的理论机制，进而采用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本研究有效拓宽了企业绿色

行为的研究视角，也为提升企业家地位感知以促进我国企业绿色发展提供了实证支持。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私营企业家主观感受到的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将对企业绿色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
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提升可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这是因为从直接效应来看，私营企业家感受

到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上升，可以使得企业家更具责任感、使命感，更有可能通过亲社会行为来回

馈社会。对股东、供应商、消费者、政府以及社区等群体利益的关注是企业或企业家对经济可持续

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的体现。经济全球化背景的今天，企业发展目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变

成了追求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利益以及长远利益的最大化，以及企业与当地经济社会和环

境的协调发展。全球各国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压力日益增加，公众也意识到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全

社会，包括企业、企业家、个人以及政府部门的共同参与，才能够更好地实现。而企业发展到了一

定程度，企业家自身感觉到其经济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这会使企业家意识到自身应更具责任感和使

命感，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因此，这会引导企业家通过亲社会行为来促

进私营企业履行更多社会责任。马凌远等［８］指出，企业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增加了其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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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其社会公平感也会相对较高，而这种亲社会情感和社会公平感的提高又会使得企业倾向于通

过与政府或社会组织进行合作来进行慈善捐赠。Ｎｉｕ等［２３］、肖红军等［２４］以及阳镇等［２５］均证实了私

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正向促进作用。
从间接效应来看，企业家地位感知的提高也使得企业家自身的心理上感到更为 安 全、更 加 自

信［７］。这种心理安全和自信心感知上升也会促进企业履行更多社会责任。政府所推行的一系列环境

政策工具，如一些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２６］、市场化环境规制措施［２７］等，都使得我国私营企业

在追求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承受的可持续发展压力越来越大，并导致企业家的心理压力增加。而企

业家地位感知的提升，可以缓解这种压力，提升企业家的心理健康水平，使得企业家更愿意去推进

社会责任的履行。此外，地位感知提高也表明私营企业家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向好预期，以及对潜在

风险的担忧下降，进而可以强化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企业运转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经营风险和

阻碍因素，如现金流风险、市场环境的急剧变化风险以及较差的营商环境等。Ｚｈａｎｇ等［２８］的研 究

就指出，部分中国企业通过招待费以及腐败活动来促进企业发展和维持企业的生存。但随着国家对

民营企业的大力扶持和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和发展势头逐渐向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就明确指出，要 “优化民营经济

发展环境，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壁垒。弘扬企

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因此，国家对民营企业的鼓励和支持也提升了企业家自身感

知到的经济社会地位，使得私营企业家对未来发展预期更具信心和希望，更愿意去履行社会责任。
另一方面，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也会更多专注于环境问题以及绿色生产等，从而影响企业治理

污染投入。即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会提升私营企业绿色行为［２９］。这主要是因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

提升企业声誉，增强投资者、金融机构对企业未来发展的信心，进而促进私营企业获取更多融资、
缓解其融资约束［３０］。融资规模的扩大使得企业有足够的资本进行环保投资。进一步地，企业绿色

社会责任中的环境责任履行，本身就需要加大环保方面的投资［３１］。学者们的研究也证实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行为，如Ｃｈａｏ等［３２］构建的三阶段博弈模型就显示，履行社会责任的

企业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这会提高社会的环境质量。肖小虹等［３３］还证实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显著

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的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 Ｈ１：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的提高促进了企业绿色行为。
研究假设 Ｈ２：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渠道影响企业绿色行为。即私营企业家

地位感知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感、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进而促进企业加大绿色投资、并推动企

业绿色行为。

四、实证策略

（一）实证模型

为了实证检验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本文计量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１ｉｊｐ＝β０＋β１Ｓｔａｔｕｓｉｊｐ＋δ′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ｊｐ＋λｐ＋ψｔ＋ξｉｊｐ
其中，ｉ代表个体即企业，ｊ为企业所处行业，ｐ为企业所处省份。企业绿色行为 （Ｇｒｅｅｎ＿Ｉｎ－

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１）用企业治理污染投入规模来衡量。Ｓｔａｔｕｓ为企业家地位感知变量，变量集合Ｃｏｎｔｒｏｌｓ包

含了一系列企业财务层面、企业家层面和企业管理层层面的变量。β０、β１ 为待估计的参数。λｐ 为地

区固定效应，ψｔ 为企业注册类型的固定效应，ξｉｊｐ为随机误差项。同时，本文还采用私营企业是否

投入了治理污染费用来衡量企业绿色行为。此时因变量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２为一个二值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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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进行了治理污染投入时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当因变量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２为二值虚拟

变量时，计量模型如下：

Ｐｒ （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２ｉｊｐ＝１）＝φ （α０＋α１Ｓｔａｔｕｓｉｊｐ＋φ′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ｊｐ＋λｐ＋ψｔ＋ξｉｊｐ）
（二）测度企业家地位感知

对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的衡量是本文 的 重点。本文 使用 的 数据 为 中 国 私 营 企 业 调 查 （ＣＰＥＳ）
数据。调查问卷中有一个问题，即 “同周围其他社会成员相比，您认为自己在下列三种社会阶梯上

处在什么位置”。这三种社会阶梯分别是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分别取值１，２，３，４，

５，６，７，８，９，１０。原始数据中１表示最高，１０表示最低。本文对数据进行了转换，即取值为１
表示地位最低，取值为１０表示地位最高。参考Ｖａｎ　Ｒｏｏｉｊ等［３４］在分析金融知识对股票市场参与率

的影响以及马骏等［７］在分析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时的研究，基于私营企业家感知

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这三个指标，本文通过因子分析构建了一个综合指标来衡量私营

企业家地位感知水平。
首先，根据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这三个变量采用主成分法进行了因子分析 （如表１

所示）。根据特征值大于１或累积方差贡献率大于８０％的原则，选择因子１来度量私营企业家地位

感知。
表２中ＫＭＯ检验的结果显示，Ｏｖｅｒａｌｌ的值为０．７００　３，证实了因子分析的合理性。从表２中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可以看出，因子１和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以及政治地位的相关度较高。在此基础

上本文又通过回归分析方法计算了因子１的得分，并计算了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的综合得分，该综

合得分即为Ｓｔａｔｕｓ指标。

表１　因子分析

Ｆａｃｔｏｒ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１　 ２．４７０　４　 ２．１０５　８　 ０．８２３　５　 ０．８２３　５

Ｆａｃｔｏｒ２　 ０．３６４　６　 ０．１９９　５　 ０．１２１　５　 ０．９４５　０

Ｆａｃｔｏｒ３　 ０．１６５　１　 ０．０５５　０　 １．０００　０

表２　ＫＭＯ检验和旋转因子载荷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ＫＭＯ　 Ｆａｃｔｏｒ１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ｔｕｓ　 ０．７１６　８　 ０．８９９　６
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ｕｓ　 ０．６３８　４　 ０．９４４　５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ｕｓ　 ０．７７４　６　 ０．８７６　９

Ｏｖｅｒａｌｌ　 ０．７００　３

（三）变量和数据来源

企业绿色行为主要采用的是企业治理污染投入规模 （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１）和是否具有治理污

染投入 （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２）两个指标来衡量。在问卷中相关的问题为：您企业２０１３年为治理污

染投入了 ＿万元 （没有请填０）。因此，本文直接使用这个指标来衡量企业绿色行为。实证分析时，
该值加１并取其对数形式。此外，本文还构建了一个二值虚拟变量来衡量企业的绿色行为。如果企

业投入了经费来治理环境污染，即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１严格大于０时，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２取值为

１，否则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２取值为０。
除了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变量以外，本文还控制了一系列企业财务信息、企业家信息和企业管

理层信息。具体如 下：企 业 规 模 （Ｓｉｚｅ），用 企 业 销 售 收 入 的 对 数 值 来 衡 量；企 业 盈 利 能 力 （ｌｎ－
Ｐｒｏｆｉｔ），用企业净利润的对数值来衡量；企业年龄 （ｌｎＡｇｅ），调研年份减去企业登记注册时间的

对数值来 表 示；企 业 融 资 能 力 （Ｆｉｎａｎｃｅ），企 业 流 动 资 金 中 的 贷 款 占 比；员 工 工 资 水 平 （ｌｎ－
Ｗａｇｅ），企业员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并取其对数值；企业家性别 （Ｍａｌｅ），如果私营企业 家 为 男 性，

Ｍａｌｅ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
企业所处行业 （Ｉｎｄｕｓｔｒy）。如果所处行业为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建筑业、交 通 运 输、仓 储 和 邮 政 业 以 及 房 地 产 业 等 高 污 染 行 业，Ｉｎｄｕｓｔｒy取 值 为１。否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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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ｕｓｔｒy取值为０。
政治关联 （Ｐａｒｔy）。如果私营企业家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 （ＣＣＰ），则Ｐａｒｔy取值为１，否则取

值为０。私营企业家通过政治身份来加强与政府部门的联系。因此，参考梁建等［３５］和Ｙａｎｇ等［３６］的

研究，本文采用私营企业家是否加入ＣＣＰ来衡量政治关联。
公司治理 （Ｂｏａｒｄ）。管理层特征对私营企业运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建立董事会制度说明

私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日趋完善。因此，参考阳镇等［２５］、梁建等［３５］的研究，如果公司重大事项

由董事会做出，则Ｂｏａｒｄ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
最后，本文还控制了企业所在地区，即省、直 辖 市 和 自 治 区 的 固 定 效 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

以及企业注册类型的固定效应 （Ｔyｐｅ　Ｅｆｆｅｃｔ）。企 业 的 注 册 类 型 包 括 了 一 人 公 司、独 资 企 业、合

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等五种类型。
本文使用的私营企业数据来自第十一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 （ＣＰＥＳ），该调查由私营企业研究课

题组进行［３７］。该课题组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

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私营经济研究协会 （ＣＰＥＲＡ）组成。自１９９３年以来，每两年一次，ＣＰＥＳ已

经进行了多轮调查。目前可以公开获取的数据截止到２０１４年。基于时效性、研究需要和调查数据

可得性的考虑，本文选取了２０１４年的调查数据作为本文的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此外，本文对数据

进行了清理，删除了主要变量信息缺失的企业。
（四）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３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３中可以看出，各个变量在样本中的变化范围非常大。如

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１的最小值为０，最大值为１１．５１２　９，均值为１．０５７　９。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２的最

小值为０，最大值为１，均值为０．３５６　０。这说明样本中有３５．６％的企业具有治理污染投入。Ｓｔａｔｕｓ
的最大值为２．１０３　７，最小值仅为－２．０７２　５，均值为２．７７Ｅ－０９。

表３　描述性统计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Ｍｅａｎ　 Ｓｔｄ．Ｄｅｖ ． Ｍｉｎ　 Ｍａｘ

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１　 ５　２１１　 １．０５７　９　 １．７７６　１　 ０．０００　０　 １１．５１２　９

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２　 ５　２１１　 ０．３５６　０　 ０．４７８　９　 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　０

Ｓｔａｔｕｓ　 ５　２１１　 ２．７７Ｅ－０９　 ０．８２３　５ －２．０７２　５　 ２．１０３　７

Ｓｉｚｅ　 ４　８９１　 ７．０２１　４　 ２．５５５　５　 ０．０００　０　 １５．８３３　５

ｌｎＰｒｏｆｉｔ　 ４　４５５　 ４．２８４　８　 ２．２８３　２ －４．７１０　５　 １２．１８０　８

ｌｎＡｇｅ ５　０２５　 ２．１２３　１　 ０．７４９　１　 ０．０００　０　 ３．７１３　６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４　５２７　 ２１．７８６　３　 ２３．４５９　５　 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０

ｌｎＷａｇｅ ４　７８２　 １．３７７　０　 ０．４２２　１　 ０．０００　０　 ３．２８５　２

Ｉｎｄｕｓｔｒy ５　０２２　 ０．５６７　３　 ０．４９５　５　 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　０

Ｍａｌｅ　 ５　１９３　 ０．８５０　０　 ０．３５７　１　 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　０

Ｐａｒｔy ５　２１１　 ０．３２４　１　 ０．４６８　１　 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　０

Ｂｏａｒｄ　 ５　１３３　 ０．１７７　３　 ０．３８１　９　 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　０

五、实证结果

（一）基准估计结果

表４是基准估计结果。其中，列 （１）和列 （２）汇报的是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企业治理污染

投入规模 （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１）的影响，列 （３）、列 （４）、列 （５）和列 （６）汇报的是私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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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地位感知对企业治理污染投入行为 （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２）的影响。从表４的第 （１）列中可以看

到，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的系数为正值，而且在５％的水平上显著。第 （２）列又加入了企业家信

息和企业管理层信息等变量。此时Ｓｔａｔｕｓ的系数为０．０６６　７，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私营企

业家地位感知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治理污染投入规模，提升了企业绿色行为。进一步地，考虑到

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２为二值因变量，本文使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进行了估计。列 （３）中Ｓｔａｔｕｓ的系数为

０．１０１　５，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列 （４）为列 （３）中各个变量对企业治理污染投入行为影响的边际

效应。因此，根据列 （３）和列 （４）的结果所示，企业家地位感知的提升会显著提高企业进行治理

污染投入行为的概率。加入企业家信息和企业管理层信息以后，列 （５）中Ｓｔａｔｕｓ的系数依然显著

为正值，列 （６）的结果为列 （５）中各个变量对企业治理污染投入行为影响的边际效应。根据 列

（６）所示，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企业进行治理污染投入行为的概率的边际效应

为０．０３２　８，即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显著提升了企业进行环境污染治理投入行为的概率。一般来说，

私营企业家感受到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可以使得企业家更具责任感、使命感，增强企业家自

信心和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这种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对未来经济的向好预期会激发企业社会责任履

行，从而增强企业绿色行为。这也验证了研究假设 Ｈ１。

表４　基准估计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ｔａｔｕｓ　 ０．０７３　３＊＊ ０．０６６　７＊ ０．１０１　５＊＊＊ ０．０３１　６＊＊＊ ０．１０５　２＊＊＊ ０．０３２　８＊＊＊

（０．０３６　１） （０．０３６　７） （０．０３２　９） （０．０１０　２） （０．０３３　３） （０．０１０　３）

Ｓｉｚｅ　 ０．２６１　０＊＊＊ ０．２５４　３＊＊＊ ０．１７１　３＊＊＊ ０．０５３　４＊＊＊ ０．１６５　２＊＊＊ ０．０５１　４＊＊＊

（０．０２１　５） （０．０２１　９） （０．０１９　３） （０．００５　８） （０．０１９　５） （０．００５　９）

ｌｎＰｒｏｆｉｔ　 ０．０９４　５＊＊＊ ０．０９６　１＊＊＊ ０．０５１　５＊＊＊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５３　１＊＊＊ ０．０５３　１＊＊＊

（０．０２１　１） （０．０２１　３） （０．０１７　５） （０．００５　４） （０．０１７　７） （０．０２１　７）

ｌｎＡｇｅ －０．０６８　６＊ －０．０８２　３＊＊ ０．０８１　０＊＊ ０．０２５　２＊＊ ０．０６９　７＊ ０．０６９　７＊

（０．０３６　８） （０．０３７　４） （０．０３９　２） （０．０１２　２） （０．０３９　８） （０．０１２　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００６　５＊＊＊ ０．００６　４＊＊＊ ０．００６　９＊＊＊ ０．００２　１＊＊＊ ０．００６　９＊＊＊ ０．００２　２＊＊＊

（０．００１　２） （０．００１　２）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００　３）

ｌｎＷａｇｅ －０．０６２　１ －０．０６３　５ －０．２４５　５＊＊＊ －０．０７６　５＊＊＊ －０．２４３　６＊＊＊ －０．０７５　８＊＊＊

（０．０６６　０） （０．０６６　６） （０．０６２　９） （０．０１９　４） （０．０６３　３） （０．０１９　６）

Ｉｎｄｕｓｔｒy　 ０．３４６　５＊＊＊ ０．３３４　７＊＊＊ ０．３３３　３＊＊＊ ０．１０３　９＊＊＊ ０．３２５　７＊＊＊ ０．１０１　３＊＊＊

（０．０５５　０） （０．０５５　５） （０．０５３　６） （０．０１６　４） （０．０５４　１） （０．０１６　６）

Ｍａｌｅ　 ０．１２５　１＊ ０．１１４　０　 ０．０３５　５
（０．０６６　６） （０．０７３　８） （０．０２２　９）

Ｐａｒｔy ０．１４５　２＊＊ ０．０８５　７　 ０．０２６　７
（０．０６１　５） （０．０５２　５） （０．０１６　３）

Ｂｏａｒｄ　 ０．０５４　２ －０．０１０　８ －０．００３　４
（０．０８１　８） （０．０６２　９） （０．０１９　６）

常数项 －１．５８７　２＊＊＊ －１．６２７　３＊＊＊ －２．２１４　１＊＊＊ －２．２３９　９＊＊＊

（０．１８１　１） （０．１９０　９） （０．１９７　６） （０．２０６　７）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Ｔyｐ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３　３９４　 ３　３４４　 ３　３９４　 ３　３９４　 ３　３４４　 ３　３４４

Ｒ２　 ０．２９３　７　 ０．２９６　６　

　　 注：括号里为稳健标准误。＊＊＊、＊＊ 和＊ 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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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变量主要是基于三个指标所构建的，即企业家的经济地位感知、社

会地位感知和政治地位感知。这三个变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代表企业家自身的地位感知程度［８］。
因此，本文又分别用这三个指标来衡量企业家地位感知水平并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结果如表５
所示。其中，Ｅｃｏｎｏｍｉｃ为企业家经济地位感知变量，Ｓｏｃｉａｌ为企业家社会地位感知变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为企业家政治地位感知变量。表５的列 （１）、列 （２）和列 （３）中，因变量为企业治理污染投入规模

（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１）。列 （４）、列 （５）和列 （６）中，因变量为企业是否具有治理污染投入行为

（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２）。从表５中可以看到，列 （１）和列 （３）中，经济地位感知和政治地位感知

的提升使得企业治理污染投入规模显 著 增 加。列 （２）中 虽 然 社 会 地 位 感 知 变 量 的 系 数 并 不 显 著，
但其仍然为正值。列 （４）、列 （５）和列 （６）的结果显示，经济地位感知、政治地位感知和社会地位

感知的系数均为正值，而且在５％或１％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三个地位感知的提升也会使得企业进

行治理污染投入行为的可能性提高。因此，无论是使用整合后的变量来构建企业家地位感知指标，还

是使用单个的指标来衡量企业家地位感知，所进行的实证结果均显示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显著促进了

企业治理污染投入规模和进行治理污染投入的可能性。这再次印证了研究假设Ｈ１。

表５　私营企业家经济地位感知、社会地位感知、政治地位感知与企业绿色行为

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１ 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０．０３６　２＊＊ ０．０３４　６＊＊

（０．０１６　８） （０．０１５　３）

Ｓｏｃｉａｌ　 ０．０２１　２　 ０．０３７　１＊＊＊

（０．０１５　４） （０．０１４　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４２　５＊＊＊

（０．０１２　６） （０．０１２　０）

Ｓｉｚｅ　 ０．２５４　５＊＊＊ ０．２５５　４＊＊＊ ０．２５４　６＊＊＊ ０．１６６　２＊＊＊ ０．１６６　７＊＊＊ ０．１６５　６＊＊＊

（０．０２１　９） （０．０２１　９） （０．０２１　８） （０．０１９　５） （０．０１９　５） （０．０１９　５）

ｌｎＰｒｏｆｉｔ　 ０．０９６　５＊＊＊ ０．０９７　７＊＊＊ ０．０９７　５＊＊＊ ０．０５４　７＊＊＊ ０．０５４　７＊＊＊ ０．０５５　１＊＊＊

（０．０２１　３） （０．０２１　２） （０．０２１　２） （０．０１７　７） （０．０１７　７） （０．０１７　７）

ｌｎＡｇｅ －０．０７７　９＊＊ －０．０７９　８＊＊ －０．０８６　２＊＊ ０．０７７　６＊ ０．０７３　９＊ ０．０６２　４
（０．０３７　４） （０．０３７　４） （０．０３７　５） （０．０３９　７） （０．０３９　８） （０．０３９　９）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００６　４＊＊＊ ０．００６　４＊＊＊ ０．００６　３＊＊＊ ０．００６　９＊＊＊ ０．００６　９＊＊＊ ０．００６　８＊＊＊

（０．００１　２） （０．００１　２） （０．００１　２）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０１　１）

ｌｎＷａｇｅ －０．０６４　９ －０．０６４　５ －０．０６２　０ －０．２４５　５＊＊＊ －０．２４４　９＊＊＊ －０．２４２　６＊＊＊

（０．０６６　６） （０．０６６　６） （０．０６６　６） （０．０６３　２） （０．０６３　３） （０．０６３　６）

Ｉｎｄｕｓｔｒy　 ０．３３３　７＊＊＊ ０．３３６　２＊＊＊ ０．３３６　８＊＊＊ ０．３２４　４＊＊＊ ０．３２７　２＊＊＊ ０．３２８　８＊＊＊

（０．０５５　５） （０．０５５　５） （０．０５５　５） （０．０５４　１） （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５４　０）

Ｍａｌｅ　 ０．１２４　７＊ ０．１２６　８＊ ０．１２５　４＊ ０．１１４　５　 ０．１１６　９　 ０．１１３　０
（０．０６６　７） （０．０６６　７） （０．０６６　６） （０．０７３　７） （０．０７３　７） （０．０７３　８）

Ｐａｒｔy　 ０．１５０　４＊＊ ０．１４８　８＊＊ ０．１４０　２＊＊ ０．０９３　３＊ ０．０９０　０＊ ０．０７７　１
（０．０６１　４） （０．０６１　５） （０．０６１　８） （０．０５２　３） （０．０５２　４） （０．０５２　７）

Ｂｏａｒｄ　 ０．０５４　８　 ０．０５５　８　 ０．０５４　４ －０．００８　５ －０．００９　１ －０．０１１　４
（０．０８１　８） （０．０８１　７） （０．０８１　７） （０．０６２　８） （０．０６２　９） （０．０６２　９）

观测值 －１．７８６　９＊＊＊ －１．７６７８＊＊＊ －１．７５８　４＊＊＊ －２．４６８　７＊＊＊ －２．４７８　８＊＊＊ －２．４４５　０＊＊＊

（０．１９６６） （０．１９５３） （０．１９０３） （０．２１１　８） （０．２１０　２） （０．２０６　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Ｔyｐ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３　３４４　 ３　３４４　 ３　３４４　 ３　３４４　 ３　３４４　 ３　３４４
Ｒ２　 ０．２９６　５　 ０．２９６　３　 ０．２９６　７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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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制检验

如前所述，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的提升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促进了企业履行更多社会 责

任，进而提升企业绿色行为。企业家感知到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将会使得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感加强，并且更有可能通过亲社会行为来回馈社会。而地位感知的提升也有利于提高企业家对未来

向好的经济预期，最终使得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２３］。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可以影响到企业绿色行

为。即企业家地位感知通过社会责任渠道对企业绿色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将通过中介效

应检验来对上述作用渠道进行考察。
本文首先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指 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并参考阳镇等［２５］的研究，本

文首先使用企业是否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来衡量企 业 社 会 责任 履 行情 况。ＣＰＥＳ中有一个问题，
“在过去的两年里，您的企业是否有过下列行为？”即 “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如果有则取值为

１，否则取值为０。因此，如果企业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则ＣＳ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
ｂｉｌｉｔy）变量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通过逐步回归法对影响渠道进 行 了检 验。表６的结果显示，
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的 提 升 显 著 促 进 了 企 业 履 行 更 多 社 会 责 任，与 阳 镇 等［２５］的 研 究 结 论 相 一 致。
而表６后两列的结果还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可以显著促进企业治理污染投入规模的扩大和企业

进行治理污染投入行为的可能性，即促进了企业绿色行为。因此，表６的结果说明私营企业家地位

感知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渠道促进了企业绿色行为，从而验证了研究假设 Ｈ２。

表６　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ＣＳＲ与企业绿色行为 （１）

（１） （２） （３）
ＣＳＲ　 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１　 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２

ＣＳＲ　 ０．４９７　２＊＊＊ ０．１９５　３＊＊＊

（０．１３７　２） （０．０３４　５）

Ｓｔａｔｕｓ　 ０．０１２　８＊ ０．０４０　１＊＊ ０．０２５　９＊＊

（０．００７　２）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１１　２）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９　４＊＊ ０．２４２　８＊＊＊ ０．０４５　６＊＊＊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２３　４） （０．００６　０）

ｌｎＰｒｏｆｉｔ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８６　２＊＊＊ ０．０１８　３＊＊＊

（０．００４　２） （０．０２２　６） （０．００６　１）
ｌｎＡｇｅ －０．００６　４ －０．０８９　２＊＊ ０．０１１　７

（０．００７　５） （０．０３９　３） （０．０１２　０）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０００　２　 ０．００７　５＊＊＊ ０．００２　７＊＊＊

（０．０００　２） （０．００１　４） （０．０００　４）

ｌｎＷａｇｅ －０．０２９　４＊＊ －０．０４３　９ －０．０７３　４＊＊＊

（０．０１１　９） （０．０６９　７） （０．０２０　４）

Ｉｎｄｕｓｔｒy －０．００７　１　 ０．３４８　７＊＊＊ ０．１０８　２＊＊＊

（０．０１１　２） （０．０５８　９） （０．０１８　７）

Ｍａｌｅ －０．０００　３　 ０．１１９　８＊ ０．０４０　２＊

（０．０１３　５） （０．０７１　９） （０．０２２　３）

Ｐａｒｔy ０．０３７　４＊＊＊ ０．１１９　６＊ ０．０１５　７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６７　６） （０．０１９　０）

Ｂｏａｒｄ　 ０．０２１　５　 ０．０４９　１　 ０．００２　８
（０．０１６　２） （０．０８９　５） （０．０２３　２）

常数项 ０．０３８　０ －１．４８５　８＊＊＊ －０．１５８　２＊＊＊

（０．０３７　７） （０．２０６　４） （０．０６０　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Ｔyｐ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２　８３０　 ２　８３０　 ２　８３０　
Ｒ２ ０．０６２　２　 ０．２９７　２　 ０．２２６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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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捐赠行为也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要表现。因此，为了得到更为稳健的研究结果，参考

Ｎｉｕ等［２３］、肖红军等［２４］的研究，本文采用私营企业的捐赠行为 来 衡量 企业社会责 任履行情况，并

重新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中，企业捐赠指标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采用的是企业捐赠金额加１并取对数来衡

量，结果如表７所示。列 （１）中Ｓｔａｔｕｓ的系数为０．６７２　３，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即私营企业家地

位感知显著 提 升 了 企 业 捐 赠 规 模。而 列 （２）和 列 （３）中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的 系 数 分 别 为０．０４４　２和

０．０１５　７，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即企业 捐赠显著带动了企业绿色行为，这再 次 印 证 了 研 究 假 设

Ｈ２。

表７　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ＣＳＲ与企业绿色行为 （２）

（１） （２） （３）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１　 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２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０．０４４　２＊＊＊ ０．０１５　７＊＊＊

（０．００５　８） （０．００１　７）

Ｓｔａｔｕｓ　 ０．６７２　３＊＊＊ ０．０３７　４　 ０．０２２　６＊＊

（０．１０４　６） （０．０３７　３） （０．０１０　３）

Ｓｉｚｅ　 ０．４３４　６＊＊＊ ０．２３５　８＊＊＊ ０．０４１　１＊＊＊

（０．０６１　１） （０．０２１　９） （０．００５　７）

ｌｎＰｒｏｆｉｔ　 ０．４３５　９＊＊＊ ０．０７５　６＊＊＊ ０．０１２　４＊＊

（０．０６１　０） （０．０２１　３） （０．００５　７）

ｌｎＡｇｅ ０．９０５　６＊＊＊ －０．１２３　５＊＊＊ －０．００１　４
（０．１２４　３） （０．０３７　６） （０．０１１　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０１０　８＊＊＊ ０．００５　９＊＊＊ ０．００２　１＊＊＊

（０．００３　８） （０．００１　３） （０．０００　４）

ｌｎＷａｇｅ －０．２０９　２ －０．０４８　５ －０．０７３　７＊＊＊

（０．１９８　０） （０．０６６　８） （０．０１９　１）

Ｉｎｄｕｓｔｒy ０．１６８　４　 ０．３２１　３＊＊＊ ０．１０２　１＊＊＊

（０．１８０　０） （０．０５５　７） （０．０１７　３）

Ｍａｌｅ －０．４１３　７＊ ０．１４１　１＊＊ ０．０３４　１
（０．２２６　８） （０．０６６　４） （０．０２１　３）

Ｐａｒｔy ０．５５０　０＊＊＊ ０．１３４　３＊＊ ０．０２５　５
（０．１７４　２） （０．０６１　６） （０．０１７　４）

Ｂｏａｒｄ　 ０．４７９　７＊＊ ０．０３６　０ －０．００９　１
（０．２０４　４） （０．０８３　１） （０．０２１　３）

常数项 ０．３０６　８ －１．６５３　３＊＊＊ －０．１７１　９＊＊＊

（０．６６２　７） （０．１９０　３） （０．０５５　７）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Ｔyｐ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３　２９６　　 ３　２９６　　 ３　２９６　　
Ｒ２ ０．２７８　８　　 ０．３０８　０　　 ０．２３２　９　　

六、拓展性分析

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可以提升企业绿色行为，但这种影响可能是异质性的。即对不同类型和不

同地区企业而言，这种影响可能是不同的。因此，本文就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异

质性影响进行了分析。考虑到采用企业的环保投入规模来衡量企业绿色行为更具有代表性，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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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的实证分析中采用的因变量均为企业治理污染投入规模变量 （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１）。
首先，政治关联的企业在融资以及政府补贴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私营企业的政治参与还

可以促进企业慈善捐赠［３５］。因此，政治关联也可能会影响到企业家 地 位 感 知与企业 绿色行为之间

的关系。本文按照私营企业家是否加入了党组织来进行分类，并重新进行了估计。如果私营企业家

加入了党组织，则说明私营企业与政府部门的联系较为紧密，此时政治关联程度较强。反之亦然。
结果如表８的第 （１）、（２）和 （３）列所示。从表８的列 （１）中可以看到，对于私营企业家未加入

党组织的样本 （ＣＣＰ＝０），Ｓｔａｔｕｓ的系数并不显著。而对于私营企业家加入党组织的样本 （ＣＣＰ＝
１），列 （２）的结果显示Ｓｔａｔｕｓ的系数显著为正值。列 （３）中加入了Ｓｔａｔｕｓ与ＣＣＰ 的交互项Ｓｔａ－
ｔｕｓ＊ＣＣＰ，其系数为０．３３３　１，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即 相对 于 私 营 企 业 家 未 加 入 党 组 织 的 企 业，

加入党组织的企业中企业家地位感知的提升对企业绿色行为的促进作用更为强烈。这说明在企业家

地位感知和企业绿色行为的关系中，政治关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具有政治关联的

企业可以有更多融资［３８］、企业的信贷约束也会得到缓解［３９］，进而使得企业有更多资金投入到治理

污染中。这也就使得在这部分样本中企业家地位感知可以更为强烈地促进企业绿色投资。

表８　拓展性分析 （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ＣＣＰ＝０ ＣＣＰ＝１ 所有企业 低污染行业 高污染行业 所有企业

Ｓｔａｔｕｓ　 ０．０２３　７　 ０．１３０　５＊ －０．０７５　２　 ０．０５４　３　 ０．０８５　１＊ －０．０５９　４
（０．０４６　３） （０．０７２　０） （０．０４７　３） （０．０５０　１） （０．０４１　９） （０．０５０　３）

Ｓｔａｔｕｓ＊ＣＣＰ　 ０．３３３　１＊＊＊

（０．０８０　０）

Ｓｔａｔｕｓ＊Ｉｎｄｕｓｔｒy ０．２３０　８＊＊＊

（０．０６７　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９９６　２＊＊＊ －１．９５０　９＊＊＊ －１．６５９　０＊＊＊ －０．７１７　１＊＊＊ －２．２９１　６＊＊＊ －１．７２１　９＊＊＊

（０．２３９　５） （０．５１０　９） （０．２２８　４） （０．２２４　８） （０．３０８　４） （０．１９０　１）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Ｔyｐ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　６６５　 １　２８６　 　２　９５１　 １　３６４　 １　９８０　 　３　３４４
Ｒ２　 ０．２１０　９　 ０．２６８　１　 　０．２８６　１　 ０．２１３　７　 ０．２８５　８　 　０．２９２　５

其次，ＣＰＥＳ的样本中 既 包 括 了 采 矿 业、制 造 业、电 力、建 筑 业 等 高 污 染 行 业，也 包 括 金 融

业、教育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低污染行业。相对于低污染行业，高污染行业排放的污染量要

更大一些。因此，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企业绿色行为的促进作用可能在高污染行业中更为强烈。本文

按照企业所处行业类别不同，将样本分为了高污染行业样本和低污染行业样本，并重新进行了实证

检验。结果如表８的第 （４）、（５）和 （６）列所示。可以看到，在低污染行业中，私营企业家地位

感知的提高对企业治理污染投入规模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在高污染行业中，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显

著促进了企业治理 污 染 投 入 规 模。列 （６）的 结 果 表 明，Ｓｔａｔｕｓ＊Ｉｎｄｕｓｔｒy的 系 数 为０．２３０　８，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相对低污染行业，企业家地位感知对高污染行业企业绿色行为的促进作

用要更为强烈。
再者，区位差异也可能会导致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企业绿色行为具有差异性影响。因此，本

文将样本重新进行了分类。如果企业所处地区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

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以及海南省等地区，则为东部地区企业 （Ｒｅｇｉｏｎ＝１）。其他

省份则为西部地区企业 （Ｒｅｇｉｏｎ＝０）。然后，按照不同地区的样本重新进行了实证估计，结果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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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所示。从表９的列 （１）可以看到，在西部地区样本中，Ｓｔａｔｕｓ的系数０．０９７　１，在１０％的水平上

显著。在东部地区样本中，Ｓｔａｔｕｓ的系数并不显著。列 （３）中Ｓｔａｔｕｓ的系数为０．０５０　３，在５％的

水平上显著。但是交互项Ｓｔａｔｕｓ＊Ｒｅｇｉｏｎ的 系数并不显著。即总体来看，区域差异不会影响私营

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企业绿色行为的促进作用。

表９　拓展性分析 （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所有企业
国有资本

未参股企业
国有资本参股企业 所有企业

Ｓｔａｔｕｓ　 ０．０９７　１＊ ０．０４０　６　 ０．０５０　３＊＊ ０．０３８　７　 ０．１４２　３＊ ０．０２２　９
（０．０５３　９） （０．０５０　２） （０．０２１　５） （０．０４１　２） （０．０７９　５） （０．０４０　８）

Ｓｔａｔｕｓ＊Ｒｅｇｉｏｎ　 ０．０３２　５
（０．０６８　１）

Ｓｔａｔｕｓ＊ＳＯＥ　 ０．１８２　９＊＊

（０．０８５　７）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７０１　０＊＊＊ －１．９４１　５＊＊＊ －１．６２６　７＊＊＊ －１．４７３　９＊＊＊ －２．０１２　１＊＊＊ －１．６２４　９＊＊＊

（０．２４７　０） （０．２５８　５） （０．１９０　９） （０．２１１　７） （０．４５０　４） （０．１９０　７）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Ｔyｐ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　５４２　 １　８０２　 ３　３４４　 ２　５４８　 ７９６　 ３　３４４
Ｒ２　 ０．２６８　８　 ０．３２１　７　 ０．２９６　７　 ０．２９４　０　 ０．３４４　７　 ０．２９７　８

最后，国有资本的加入可以使得私营企业享受到更多优势，如更容易进入金融市场进行融资。
而且，国有资本参股也可以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因此，本文按照国有资本是否参与企业实收资本

进行了分类。从表９的列 （４）中可以看出，如果国有资本未参股企业实收资本 （ＳＯＥ＝０），则企

业家地位感知对企业治理污染投入规模的影响并不明显。但是，如果国有资本参股了企业实收资本

（ＳＯＥ＝１），则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企业治理污染投入规模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如列 （５）所示。列

（６）中Ｓｔａｔｕｓ＊ＳＯＥ的系数为０．１８２　９，在５％的水平上显著。即相对国有资本未参股企业实收资

本的私营企业而言，国有资本参股企业实收资本的私营企业中，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企业绿色行

为的提升效果更为强烈。国有资本的参与可以起到强化监管以及帮助企业获取信贷资源等作用，这

些均可以强化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企业绿色行为的提升作用。这也与王舒扬等［２１］的研究结论类

似，他们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促进了民营企业的环保投资。
总之，通过对样本重新进行划分，本文就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异质性影响进

行了检验。从实证结果来看，相对于私营企业家未加入党组织的企业、低污染行业企业以及国有资

本未参股的企业，私营企业家加入党组织的企业、高污染行业企业以及国有资本参股的企业中，私

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企业绿色行为的正向影响要更为强烈。

七、稳健性分析

前述实证结果显示，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的提高可以促进企业绿色行为。本文通过多种方式进

行了敏感性分析，以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
（一）Ｌｏｇｉｔ模型和线性概率模型进行估计

本文首先通过更换估计方法进行了稳健性分析。在进行实证分析时，企业是否进行环境污染治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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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Ｌｏｇｉｔ模型和线性概率模型估计结果

（１） （２）

Ｌｏｇｉｔ模型估计 线性概率模型估计

Ｓｔａｔｕｓ　 ０．０８０　０＊＊＊ ０．０１５　７＊＊＊

（０．０２５　７） （０．００４　７）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４．１９３　０＊＊＊ －０．２５１　４＊＊＊

（０．３５４　４） （０．０５７　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Ｔyｐ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３　３４４　 ３　３４４
Ｒ２ ０．２１４　０

理投入 （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２）是 一 个 二 值

虚拟变量。对于二值虚拟变量的估计，除了

使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以外，还可以使用Ｌｏｇｉｔ模

型 和 线 性 概 率 模 型 （Ｌｉｎｅａ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ＬＰＭ）进行估计。因此，本文又使

用这两个模型重新进行了估计，以验证结果

的稳健性。表１０的列 （１）中，Ｓｔａｔｕｓ的系

数为０．０８０　０，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因此，

Ｌｏｇｉｔ模型估 计 的 结 果 表 明，Ｓｔａｔｕｓ的 增 加

显著提升了私营企业进行治理污染投入的可

能性。表１０列 （２）的线性概率模型估计结

果显示，Ｓｔａｔｕｓ的系数为０．０１５　７，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这再次说明了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的提升

对企业进行治理污染投入的可能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二）更换企业绿色行为的衡量方法

２０１４年ＣＰＥＳ的问卷设计中，关于企业绿色行为，还设计了如下的问题，即 “您企业２０１３年

交了 ＿万元的环保治污费 （没有请填０）”。企业进行环保治污费的投入，也是企业绿色行为的重要

表现。因此，本文又采用企业环保治污费的投入规模来衡量企业的绿色行为，并重新进行了实证检

验，结果如表１１所示。可以看到，列 （１）的结果显示，Ｓｔａｔｕｓ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环保治污费

投入规模。加入地区固定效应、企业注册类型固定效应后，列 （２）的结果仍显示Ｓｔａｔｕｓ的系数显

著为正值。列 （３）和列 （４）也表明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显著提升了企业进行环保治污费投入的可

能性。

表１１　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与企业环保治污费

（１） （２） （３） （４）

Ｓｔａｔｕｓ　 ０．０２２　６＊ ０．０２９　９＊＊ ０．０３５　１＊＊ ０．０３９　３＊＊

（０．０１２　５） （０．０１２　４） （０．０１５　１） （０．０１５　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６１２　３＊＊＊ －０．９９２　０＊＊＊ －１．７２９　５＊＊＊ －２．３４７　８＊＊＊

（０．０９１　２） （０．１２４　５） （０．１３４　０） （０．２０６　０）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Ｔyｐ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观测值 ３　６４３　 ３　６０９　 ３　２９０　 ３　２５９
Ｒ２ ０．１６４　９　 ０．２０８　９　

　　注：列 （１）和列 （２）中因变量为企业环保治污费投入规模的 对 数 值。列 （３）和 列 （４）采 用Ｐｒｏｂｉｔ模 型 进 行 的

估计，其因变量为０、１变量。即如果企业环保治污费投入严格大于０，则因变量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

（三）更换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衡量方法

本文中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变量的构建主要是基于主成分法的因子分析。为了保证私营企业家

地位感知变量的适用性，本文使用算数平均值构建了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变量。即通过对私营企业

家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这三个变量直接进行算数平均，构建了新的私营企业家地位感

知变量，并重新进行了实证分析。该变量的取值越大，说明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水平越高。结果如

表１２所示。其 中，列 （１）中 因 变 量 为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１，列 （２）中 因 变 量 为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
ｍｅｎｔ２。表１２中Ｓｔａｔｕｓ的系数为０．０３１　３和０．０４９　５，分别在１０％和１％的水平上显著，与基准结果

—６７—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表１２　更换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衡量方法的估计结果

（１） （２）

Ｓｔａｔｕｓ　 ０．０３１　３＊ ０．０４９　５＊＊＊

（０．０１６　９） （０．０１５　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７９６　０＊＊＊ －２．５０６　２＊＊＊

（０．１９５　１） （０．２０９　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Ｔyｐ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３　３４４　 ３　３４４

Ｒ２　 ０．２９６　７

保持一致。
（四）工具变量估计

考虑到互为因果以及遗漏变量问题，本

文选取工具变量进行了２ＳＬＳ估计。参考马

凌远等［８］以 及 阳 镇 等［２５］的 研 究，本 文 选 取

企业家对过去两年企业发展环境的判断作为

企业家地位感知的工具变量进行了２ＳＬＳ估

计。一般来说，企业家对企业发展环境的向

好判断，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企业家的地位

感知，即满 足 工 具 变 量 的 相 关 性 要 求。而

且，这种判断与计量模型中的误差项并不相

关，满足了外生性要求。因此，该变量可以作为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合适的工具变量。ＣＰＥＳ在进

行调研时，设计了如下问题：您认为过去两年企业发展环境向好的程度：（１）很大；（２）比较大；
（３）不好说；（４）变化不大；（５）很差。相应的取值分别为１，２，３，４，５。本文以此作为工具变

量，使用２ＳＬＳ重新进行了估计，结果如表１３所示。根据表１３的结果，企业家认为过去两年企业

发展环境向好的程度越大，则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水平越高。而从列 （２）和列 （４）的结果来看，

Ｓｔａｔｕｓ的系数均为正值，都在１％的水平上显著。２ＳＬＳ估计的结果也验证了本文实证结论的稳健性。

表１３　工具变量估计

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１ 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２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ｇ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ａｇ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ｇ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ａｇｅ
（１） （２） （３） （４）

Ｓｔａｔｕｓ　 ０．８０１　２＊＊＊ １．１０２　２＊＊＊

（０．２６２　０） （０．２４４　８）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０．１０９　０＊＊＊ －０．１０９　０＊＊＊

（０．０１２　５） （０．０１２　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５００　６＊＊＊ －０．９９７　０＊＊＊ －０．５００　６＊＊＊ －１．３９７０　２＊＊＊

（０．１１２　７） （０．２９２　１） （０．１１２　７） （０．２６２　０）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　 １　０３０．５８　 ５５１．１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Ｔyｐ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３　３２５　 ３　３２５　 ３　３２５　 ３　３２５
Ｒ２ ０．１９６　１　 ０．２０９　６　 ０．１９６　１

总之，通过更换估计方法、更换企业绿色行为的衡量指标、更换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的计算方

法以及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进行２ＳＬＳ估计，本文进行了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无论采用何种估

计方法，以及如何衡量企业的绿色行为和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Ｓｔａｔｕｓ的提高均显著促进了企业治

理污染投入规模和企业进行治理污染投入的可能性。因此，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八、结论与政策启示

私营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和打好

污染攻坚战的重要力量。因此，如何推动私营企业环保投入是当前政府面临的重要议题。现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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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融资和税收激励以及非市场化环境工具［９］、公共媒体关注［１１］、环境规制［３］、税费改革［１６］等

外部视角，以及企业家或高管的个人特质［１８］、企业管理层特征［２１］等内部视角综合探讨了企业绿色

行为的影响因素。私营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集中于企业家身上。因此，私营企业家的个体特

质会影响到企业绿色发展，但较少研究就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企业绿色行为影响进行全面考察，
本文在此方面予以突破。具体来看，本文采用第十一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 （ＣＰＥＳ）数据，并基于

主成分法的因子分析构建企业家地位感知指标，实证考察了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企业绿色行为的

实际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水平的提高显著提升了企业治理污染投入规模和企

业进行治理污染投入的可能性。机制检验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是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促进企业

绿色行为的重要渠道。此外，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不同类型企业绿色行为具有异质性影响。相对

而言，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高污染行业以及国有资本参股企业，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企业绿色

行为的提升作用更为强烈。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重要政策含义。首先，“十四五”时期应不断优化营商环境、释放企业发展

活力，增加私营企业家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水平。本文主要实证结果显

示，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行为。因此，还需政府部门采取多方面措施，
如优化地方的营商环境、构建 “亲清型”政商关系、深入推进减税降费改革以及增强对私营企业的

融资扶持等，进而不断增强私营企业家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最终提高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其次，
注重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拓展性分析发现，政治关联以及国有资本参股的企业样本中私营企业家地

位感知的提高对企业绿色行为 的 影 响 更 为 强 烈。一 方 面，融 资 约 束 的 存 在 制 约 了 企 业 的 发 展［４０］。
而政治关联、国有资本参股的企业可以更容易进入到金融市场融资，缓解企业的信贷约束。另一方

面，政治关联，或者党组织参与治理，以及国有资本参股也可以有效发挥监管的作用。以上两种方

式的综合作用可以促进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提升作用。因此，还应积极发挥党组

织建设在私营企业中的引领作用，助推私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如强化私营企业家的思想政治理论学

习、定期组织培训等。再者，实证结果显示，在高污染行业中，企业家地位感知的环保作用更为强

烈。因此，这就要求政府的相关政策给予高污染行业一定的倾斜，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企业家精神

的绿色发展效应。最后，完善产权制度、法律制度体系建设，保障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如政府在

资源分配政策上需要重视民营企业的合法利益，注重培养私营企业的亲社会感，强化私营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同时，要为私营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保障，促进企业家的健康成

长。总之，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的提高可以有效地推进企业的绿色发展战略，为此，还需从优化营

商环境、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给予高污染行业一定政策倾斜以及完善促进私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制

度体系建设等多个方面着手，增强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进而更好地发挥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绿色行

为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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