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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白酒企业的产品结构调整ꎬ销售渠道下沉ꎬ以及开拓非强势区域市场ꎬ使得白酒企业的竞争愈发激烈ꎮ 在此背景

下ꎬ基于组态视角ꎬ选取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 １３ 家白酒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ꎬ运用 ｆｓＱＣＡ３.０ 软件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ꎬ
研究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ꎬ综合分析了白酒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各个路径ꎮ 根据运算结果

得出白酒企业竞争力提升的 ７ 个组态ꎬ均是多个前因条件复杂作用的结果ꎮ 结果表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影响是不

同的ꎬ企业要注重履行不同利益相关者协调下的企业社会责任ꎬ从而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ꎮ
关键词:组态ꎻ白酒企业ꎻ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ꎻ企业社会责任ꎻ企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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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白酒企业是我国酿酒文化的核心主体ꎬ它往往

作为情感类的消费品ꎬ是人们文化生活中的重要部

分ꎮ 近年来ꎬ市场的消费主体逐渐向大众消费迁

移ꎬ国内白酒市场的竞争也由高端市场转向中低端

市场ꎬ越来越多的厂商通过产品结构调整将竞争的

重点放在中低价位的产品[１]ꎮ 一线白酒企业日益

“平民化”ꎬ中低价位的产品开发使得企业在经营过

程中不断开拓非强势区域市场ꎬ推动企业的销售渠

道下沉ꎬ导致白酒市场的竞争局面更加复杂[２]ꎮ 但

是ꎬ白酒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存在假冒伪劣、高能耗、
高污染等问题ꎬ而且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ꎬ这使

得白酒企业不得不注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ꎮ 孙

燕明[３]基于酒类行业的特性要求等方面ꎬ认为酒类

企业要积极承担消费者、员工、产业和社会的责任ꎬ
以此实现企业与社会各界的和谐发展ꎬ从而会对企

业的竞争力产生影响ꎮ 因而ꎬ探讨白酒企业通过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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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企业社会责任实现企业竞争力的提升ꎬ具有一定

的实践价值ꎮ
近年来ꎬ学者们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竞争力

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ꎮ 郭岚等[４] 从资源

依赖视角出发ꎬ运用内容评估法评估企业社会责

任ꎬ研究发现企业竞争地位与企业社会责任负相

关ꎻ陶莹[２]从价值链视角把白酒企业社会责任划分

为采购、原材料生产、加工、分销及消费 ５ 个阶段的

责任ꎬ研究发现除了采购阶段的企业社会责任对企

业竞争力的影响为负相关外ꎬ其他阶段的影响均为

正相关ꎻ付程程[５]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ꎬ通过回归

分析得出互联网企业履行股东、债权人、政府、客户

和社会公益的责任有利于企业竞争力提升ꎬ履行供

应商责任会对滞后期的企业竞争力产生影响ꎬ履行

员工责任的影响不显著ꎻ徐天舒[６] 基于利益相关者

理论ꎬ利用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ꎬ认为企业除了

对供应商履行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不

显著外ꎬ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的履行均会

对企业当期或者滞后一期的企业竞争力产生影响ꎮ
从上述分析来看ꎬ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划分存在

不同的视角ꎬ不同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

争力的影响存在不同ꎬ大多都是采用回归的分析方

法探讨单一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力影

响ꎬ却未能把它们作为前因变量的组合ꎬ探讨它们

之间如何进行协调以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ꎮ 此

外ꎬ结合白酒产品的特殊性ꎬ白酒产品有可能给社

会公众带来健康威胁ꎬ白酒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过

程中要在生产环节、流通环节、消费环节等方面与

社会构建和谐发展的机会ꎬ还要在销售的过程中进

行理性、健康饮酒的公益宣传[７]ꎬ这些都与白酒企

业的各利益相关者密切联系ꎮ 因此ꎬ基于利益相关

者视角对白酒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划分ꎬ为了避免回

归分析中自变量相互独立的前提ꎬ利用模糊集定性

比较分析方法( ｆｕｚｚｙ－ｓｅｔ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ꎬ简称 ｆｓＱＣＡ)把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企业社

会责任作为前因变量的组合ꎬ探讨利益相关者视角

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如何进行协调ꎬ以实现企业竞争

力的提升ꎬ为白酒企业的发展提供借鉴意义ꎮ

１ 理论分析

张兆国等[８]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ꎬ认为企业社

会责任是指企业除了要履行股东责任外ꎬ还需要履

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ꎬ如债权人、消费者、
员工、政府、供应商等ꎮ 基于此ꎬ把白酒企业社会责

任划分为股东责任、债权人责任、员工责任、政府责

任、客户责任和供应商责任 ６ 个维度ꎮ 毛一雷等[９]

认为企业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的、多元化的概念ꎬ
企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的资源、能力、知识等都会

影响企业竞争力ꎮ 而利益相关者都是来自企业的

内部和外部ꎬ与企业密切联系ꎮ 对不同利益相关者

的社会责任的履行必然会增强它们对企业的信任ꎬ
从而与企业进行长期稳定的合作ꎬ必然会促进企业

竞争力的提升ꎬ具体分析如下ꎮ
１)股东责任ꎮ 股东是企业利益的分享者ꎬ也是

企业资金的投资者ꎮ 积极履行股东责任ꎬ通过及时

披露公司月报、季报、年报ꎬ以及及时发放股息红

利ꎬ这样可以确保股东及时收到利益ꎬ从而达到吸

引投资ꎬ获得更多资金保障的目的ꎮ
２)债权人责任ꎮ 债权人则是通过向企业发放

贷款或者向企业提供劳务服务而成为企业的利益

相关者ꎮ 积极履行债权人的社会责任ꎬ可以拓宽企

业资金的来源渠道ꎬ扩大融资规模ꎮ 但是ꎬ企业如

果在借贷之后ꎬ未能在合约期限内归还债款ꎬ将会

失信于人并记入失信名单ꎬ导致企业在后续发展中

产生借贷困难ꎮ
３)员工责任ꎮ 在当前以人为本的时代ꎬ员工对

于企业的经营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ꎮ 如何

保障员工工作和休息之间的协调ꎬ如何保障员工之

间的公平薪酬ꎬ如何给员工提供合理的晋升渠道ꎬ
如何公平公正地对员工绩效进行考核ꎬ这些都是员

工责任所要考虑的ꎬ上述员工责任的履行都会提高

员工的满意度ꎬ也会吸引更为优秀的人才ꎬ有利于

企业进行产品的开发和创新ꎬ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提

高员工的工作效率ꎮ
４)政府责任ꎮ 政府对于白酒企业而言是监管

者ꎬ白酒企业要通过缴纳税金、解决就业、推进绿色

生产设备、绿色产品创新等方面积极履行政府责

任ꎬ若能获得政府的认可ꎬ将会借助政府媒介的宣

传提高企业的社会形象ꎮ
５)客户责任ꎮ 客户是白酒企业生产链的下游ꎬ

是白酒企业直接获利的来源ꎬ但是白酒这种情感类

消费品往往有着特定的目标群体ꎬ不仅有个体ꎬ还
有餐饮行业及其他企业ꎮ 提供优质的产品、良好的

企业服务、积极关注客户的诉求ꎬ这些都会赢得客

户忠诚ꎬ形成口碑营销ꎬ进而扩大市场份额ꎮ
６)供应商责任ꎮ 供应商是白酒企业生产链的

上游ꎬ供应商会对企业提供原材料、机器设备等ꎮ
白酒企业在原材料及机器设备的购买过程中要积

极履行两者签订的协议ꎬ将会与供应商达到长久合

作的目的ꎮ 若企业能与供应商实现长久的合作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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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可以得到优质优惠的原材料ꎬ获得成本优势ꎮ
综上所述ꎬ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会对企

业产生不同的影响ꎬ这些影响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形

成企业的竞争优势ꎮ 白酒企业在履行不同利益相
关者的社会责任的过程中ꎬ可以使企业赢得声誉ꎬ
必然会获得各种有形资源或者无形资源的反馈ꎬ通
过对不同资源的整合ꎬ会使企业在资本市场和消费
市场获得更为有利的地位ꎮ 可见ꎬ探讨企业如何履

行不同利益相关者协调下的企业社会责任ꎬ势必会
形成不同的路径组合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ꎮ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研究方法

为了探讨企业竞争力提升的路径组合ꎬ采用模
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ｆｓＱＣＡ)进行研究ꎮ ｆｓＱＣＡ
是基于组态思维ꎬ探讨多重并发因果关系ꎬ即前因
要素的不同组合会产生同样的结果[１０]ꎮ 在下文中ꎬ
用“∗”表示逻辑运算中的“与”ꎬ用“ ~ ”表示逻辑运
算中的“非”ꎮ
２.２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以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沪深 Ａ 股上市的白酒企业作
为研究样本ꎬ剔除掉 ＳＴ / ∗ＳＴ 的公司以及数据不足
５ 年的样本ꎬ最后选择了 １３ 家白酒企业作为研究样

本ꎬ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ꎮ
２.３ 变量定义与数据校准
２.３.１ 前因变量

借鉴付程程[５]的研究设计ꎬ采用不同的指标衡
量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ꎬ具体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指标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评价指标 计算方法

股东责任 Ｘ１ 每股收益 企业年度报表中直接获得

债权人责任 Ｘ２ 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 /资产总额

员工责任 Ｘ３
员工获
利水平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
付的现金 /主营业务收入

政府责任 Ｘ４
资产

税费率
(支付税费－返回税额) /
总资产

客户责任 Ｘ５
营业

成本率
主营业务成本净额 /主营
业务收入

供应商责任 Ｘ６
应付账款
周转率

主营业务成本净额 /平均
应付账款

２.３.２ 结果变量

结合金碚[１１]创立的企业竞争力评价体系ꎬ以及
陶莹[２]的研究ꎬ选取了如表 ２ 所示的企业竞争力指
标ꎮ 为了能够实现企业竞争力的全面衡量ꎬ首先ꎬ
通过 ＳＰＳＳ２５.０ 软件计算得出 ＫＭＯ 值为 ０.６８９ꎬ巴特

利特(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 ６８０.３３８ 且

Ｐ<０.０５ꎬ表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ꎮ 然后ꎬ采用主成

分分析方法ꎬ共提取原始信息量 ７９.１７３％(>６０％)ꎬ
根据特征根>１ 共提取 ２ 个成分ꎬ得出企业竞争力 Ｙ
的总得分为: Ｙ ＝ ｆ１ × ５３. ０８０ / ７９. １７３ ＋ ｆ２ × ２６. ０９３ /
７９.１７３ꎮ

表 ２　 企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

变量类型 评价指标 计算方法

规模子因素

营业收入(Ａ１) 公司年报中直接获取

净资产(Ａ２) 公司年报中直接获取

净利润(Ａ３) 公司年报中直接获取

增长子因素

营业收入增长率(Ｂ１)
当年营业收入 /

(去年营业收入－１)

净利润增长率(Ｂ２)
当年净利润 /

(去年净利润－１)

效率子因素
净资产收益率(Ｃ１) 净利润 /净资产

总资产收益率(Ｃ２) 净利润 /总资产

２.３.３ 数据校准及描述统计分析

在 ｆｓＱＣＡ 分析中ꎬ首先根据校准函数为每个变

量设定阈值ꎬ使其转变为 ０ 和 １ 之间的连续变量ꎮ
依据先前的研究[１２]ꎬ将各变量的 ７５％分位数ꎬ５０％
分位数ꎬ２５％分位数分别作为完全隶属阈值、交叉点

阈值、完全不隶属阈值ꎮ 具体校准值及描述统计分

析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变量校准阈值与描述统计分析

变
量

模糊集校准 描述性统计分析

完全隶
属阈值

交叉点
阈值

完全不隶
属阈值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Ｘ１ ２.７１０ ０ １.０９９ ９ ０.６４９ ４ －０.３３０ ０ ３２.８００ ０ ３.０８９ ８

Ｘ２ ３.８７１ １ ３.１８６ １ ２.９９３ ２ １.５１２ ３ ６.４０７ ０ ３.３０４ ６

Ｘ３ ０.１３９ ６ ０.１２０ ３ ０.０７７ ９ ０.０３５ ０ ０.２５３ １ ０.１１５ ３

Ｘ４ ０.１９９ ８ ０.１６３ ０ ０.１４１ ３ ０.０６５ ４ ０.２８９ ０ ０.１６９ ３

Ｘ５ ０.４７３ ０ ０.３５５ ３ ０.３０９ １ ０.１０７ １ ０.７７９ １ ０.３８８ ８

Ｘ６ ８.２０５ ２ ５.５２７ ９ ３.６８４ ９ １.６３２ ６ ３５.７７９ ３ ７.２４３ ８

Ｙ ０.２６５ ０ －０.１６０ ０ －０.４０５ ０ －１.４９０ ０ ２.７２０ ０ ０.０００ ３

３ ＱＣＡ 分析

３.１ 前因条件必要性分析

在进行模糊集定性分析之前ꎬ要进行单因素的

必要性检验ꎬ当前因变量对结果变量的一致性比率

大于 ０.９ 时ꎬ则认为该前因变量是导致结果变量产

生的必要条件[１２]ꎮ 如表 ４ 所示ꎬ各单一变量一致性

比率均未超过 ０.９ꎬ则不存在单一变量是企业竞争力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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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的必要条件ꎮ
表 ４　 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必要性检测结果

前因条件 一致性 覆盖率 前因条件 一致性 覆盖率

Ｘ１ ０.８９１ ０.９０１ Ｘ４ ０.５５５ ０.５７６

~ Ｘ１ ０.２６４ ０.２６４ ~ Ｘ４ ０.５４２ ０.５３１

Ｘ２ ０.６１９ ０.６２３ Ｘ５ ０.３２６ ０.３４０

Ｘ２ ０.４６４ ０.４６７ ~ Ｘ５ ０.７８２ ０.７６３

Ｘ３ ０.４０８ ０.４１９ Ｘ６ ０.５６５ ０.５７０

~ Ｘ３ ０.６６９ ０.６６１ ~ Ｘ６ ０.５３８ ０.５４１

注:“ ~ ”表示逻辑运算中的“非”ꎮ　
３.２ 组态分析

在进行前因条件的必要性分析之后ꎬ 根据
Ｆｉｓｓ[１２]的建议ꎬ将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０.８ꎬ频数阈值
设定为 １ꎬ进而转换为真值表ꎮ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
析的结果会得到简约解、中间解、复杂解 ３ 类解ꎬ根
据杜运周等[１３] 的建议ꎬ同时考虑中间解和简约解ꎬ
把同时出现在中间解和简约解中的条件视为核心
条件ꎬ把包含于中间解中但是不包含在简约解中的

条件视为边缘条件ꎬ并以形状大小用以区分核心条
件和边缘条件ꎮ 共得出 ７ 条组态ꎬ将其命名为 Ｍ１~
Ｍ７ꎮ 其中解的一致性为 ０.９１４(>０.８)ꎬ且解的覆盖

度为 ０.７３６(表 ５)ꎬ说明 ７ 种组态对企业竞争力的提
升具有一定的说服力ꎬ能够解释约 ７３.６％的案例ꎮ

表 ５　 促进白酒企业竞争力提升的路径组合

条件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Ｍ５ Ｍ６ Ｍ７

股东责任(Ｘ１) ● ● ● V ● ●

债权人责任(Ｘ２) l V l ● V l

员工责任(Ｘ３) V l V V l ●

政府责任(Ｘ４) V l ● V V

客户责任(Ｘ５) V V V V ● l

供应商责任(Ｘ６) V l ● V l

一致性(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０.９９ １.００ ０.８０ １.００ ０.８５ ０.９３ ０.９９

原始覆盖度
(ｒａｗ ｃｏｎｖｅｒａｇｅ)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１６ ０.２３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１１

唯一覆盖度
(ｕｍｉｑｕ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０.０８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１

解的覆盖度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０.７３６

解的唯一性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０.９１４

注:表中数据由 ｆｓＱＣＡ３.０ 软件计算而得ꎮ 以●或l表示该条
件存在ꎬV或V表示该条件不存在ꎬ空白表示该条件可存在、
可不存在ꎻ●或V表示核心条件ꎬl或V表示边缘条件ꎮ

组态 Ｍ１(Ｘ１
∗ ~Ｘ３

∗ ~Ｘ５
∗ ~ Ｘ６)、Ｍ２(Ｘ１

∗Ｘ２
∗ ~

Ｘ４
∗ ~ Ｘ５)和 Ｍ３(Ｘ１

∗ ~ Ｘ２
∗Ｘ３

∗Ｘ４
∗ ~ Ｘ５)ꎬ都是以

积极履行股东责任和较少履行客户责任为核心条

件ꎮ 其中ꎬ股东和债权人是企业融资来源的主要渠

道ꎬ员工是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提高的保障ꎬ客户

是企业直接收入的来源ꎮ 但是ꎬ过多关注员工和客

户的利益会使企业的经营成本逐渐增加ꎬ在一定程

度上会损害股东的利益ꎬ得不偿失ꎮ 此外ꎬ白酒企

业的客户相对于其他制造业企业较为稳定ꎬ大多来

自消费者个人、餐饮业以及其他企业ꎬ大客户集中

度较高ꎬ个体客户相对较为分散ꎮ 陈峻等[１４] 研究发

现当企业客户集中度较高时ꎬ大客户会由于与企业

是长期合作的关系ꎬ往往能够会发挥较强的议价能

力ꎬ进而以较为低的价格获得产品ꎮ 因此ꎬＭ１ 和

Ｍ２ 都是在获得资金保障的同时ꎬ减少维系企业与

员工、客户和供应商之间关系的经营成本支出ꎬ以
此提升企业的竞争实力ꎮ 而 Ｍ３ 相对于 Ｍ１ 和 Ｍ２
有所不同ꎬ除了获得资金保障外ꎬ一方面ꎬ积极履行

员工责任可以保障产品的优质优量ꎬ还可以提高产

品的生产效率ꎻ另一方面ꎬ积极履行政府责任可以

借助政府媒介提高企业自身的社会形象ꎮ
组态 Ｍ４(Ｘ２

∗ ~ Ｘ３
∗Ｘ４

∗ ~ Ｘ５
∗Ｘ６)ꎬ未涉及股东

责任ꎬ依靠维系企业与债权人、政府和供应商之间

的关系来提升企业竞争力ꎮ 其中ꎬ债权人可以拓宽

企业的融资渠道ꎬ供应商可以保障企业原材料及生

产设备的充足供应ꎬ企业可以通过与供应商之间形

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ꎬ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获得优

质优惠的原材料ꎬ赢得成本优势ꎮ 而白酒企业以国

有企业为主ꎬ政府监管的作用更为明显ꎬ企业可以

通过解决就业、缴纳税费等方式来履行政府责任ꎬ
进而借助政府媒介的宣传树立社会形象ꎮ 基于此ꎬ
企业可以与债权人和供应商之间保持一种长期稳

定的合作关系ꎬ从而赢得竞争优势ꎮ
组态 Ｍ５( ~Ｘ１

∗Ｘ２
∗ ~Ｘ３

∗ ~Ｘ４
∗Ｘ５

∗Ｘ６)ꎬ通过积

极履行企业上游供应商方面的责任以及企业下游

销售方向的客户责任ꎬ在供给方面得到低成本的优

质原材料ꎬ在生产方面通过债权人责任的履行拓宽

融资渠道ꎬ在销售方面保障长期稳定的客户群体ꎬ
从而形成原材料供给、产品开发和销售的一体化模

式ꎬ形成竞争优势ꎮ
组态 Ｍ６(Ｘ１

∗ ~ Ｘ２
∗Ｘ３

∗Ｘ５
∗ ~ Ｘ６)ꎬ通过积极履

行股东、员工、客户的社会责任ꎬ寄希望于员工进行

多样化的产品开发ꎬ不断满足消费者的购买意愿ꎬ
扩大消费市场ꎬ促使企业资金的回笼ꎬ进而形成产

品开发、客户忠诚、资金回笼的一体化模式ꎬ以推进

企业竞争力的提升ꎮ 由 Ｍ５ 和 Ｍ６ 可知ꎬ相对于 Ｍ１、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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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２ 和 Ｍ３ 而言ꎬ企业积极履行客户责任也是有利于

企业竞争力提升的ꎬ并不能因为履行客户责任会导

致过多的成本支出就回避客户责任的履行ꎮ 积极

履行客户责任ꎬ一方面在与积极履行供应商责任的

协调下ꎬ有利于企业形成供产销的一体化模式ꎻ另
一方面在与积极履行员工责任的协调下ꎬ通过新产

品的开发来满足客户的需求ꎬ增加客户的购买意

愿ꎬ进而有利于企业回笼资金ꎮ
组态 Ｍ７(Ｘ１

∗Ｘ２
∗Ｘ３

∗ ~ Ｘ４
∗Ｘ６)ꎬ在更为充足的

资金保障下ꎬ通过成本优势ꎬ促进产品的开发和创

新ꎬ进而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ꎮ 此外ꎬ相对于其他

路径ꎬ在该路径中积极履行员工责任是核心条件ꎮ
在资金和优质优惠的原材料得以保障的前提下ꎬ积
极保障员工的社会责任ꎬ可以通过公平、公正的薪

酬制度和合理的晋升模式吸引高科技人才ꎬ从而形

成优秀的开发团队ꎬ推动企业产品的技术革新ꎬ进
而扩大企业的竞争优势ꎮ

在对企业竞争力提升的 ７ 个组态进行逐个分析

后ꎬ可以看出白酒企业要注重履行不同利益相关者

协调下的企业社会责任ꎬ这样才能促进企业竞争力

的提升ꎮ 其中ꎬ组态 Ｍ１ 和 Ｍ２ 都是以积极履行股东

责任为前提ꎬ减少维系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

关系的成本支出ꎬ以此获得资金保障的优势ꎻ组态

Ｍ３、Ｍ６ 和 Ｍ７ 都是履行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协

调下的社会责任ꎬ在它们的不同协调下能够获得不

同的竞争优势ꎻ组态 Ｍ４ 和 Ｍ５ 相对于其他组态而

言ꎬ资金保障较为劣势ꎬ则是借助债权人责任的履

行拓宽融资渠道ꎬ通过履行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

者协调下的企业社会责任ꎬ同样能够形成不同的竞

争优势ꎻ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ꎮ 在陶

莹[２]、付程程[５]、徐天舒[６] 等的研究中ꎬ他们是围绕

着全行业、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区ꎬ得出的结论大多

是单一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

关系ꎮ 徐天舒[６]指出ꎬ企业向不同利益相关者履行

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效果与行业类型有

显著相关性ꎮ 本文在此基础上ꎬ结合白酒行业的特

殊性ꎬ考虑到白酒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ꎬ而且白

酒企业以国有控股为主ꎬ政府对其的监督管理较为

明显ꎬ白酒企业履行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状

况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ꎬ进而影响到白酒企

业的竞争优势ꎮ 在上述各组态的分析中ꎬ每个组态

对于白酒企业如何制定战略性的企业社会责任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ꎬ它们都会促进企业竞争力的

提升ꎬ使企业在不同的方面获得不同程度的竞争

优势ꎮ
３.３ 稳健性检验

参照张明等[１５] 的研究ꎬＱＣＡ 的稳健性检验的

方法有调整校准阈值、变动一致性门槛值等ꎮ 本文

将一致性门槛由 ０.８ 调整到 ０.８５ 进行稳健性检验ꎬ
结果与前者相比没有较为明显的变化ꎬ因此认为本

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定性ꎮ

４ 结论

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ꎬ得出了白酒

企业竞争力提升的 ７ 条组态ꎬ通过归类得出如下结

论:(１)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影响是不同的ꎬ
企业要注重履行不同利益相关者协调下的企业社

会责任ꎬ从而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ꎮ (２)积极履

行股东责任、债权人责任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协调下

的企业社会责任ꎬ可以在资金得到保障同时获得其

他的竞争优势ꎮ 一方面积极履行股东、员工和政府

方面的责任ꎬ有利于企业提高生产效率、保障产品

生产的优质优量ꎬ以及企业社会形象的树立ꎬ以此

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ꎮ 另一方面积极履行债权人

和供应商方面的责任ꎬ能够与他们形成长期稳定的

合作关系ꎬ从而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ꎮ (３)积极履

行债权人、客户和供应商方面的责任ꎬ有利于企业

形成原材料供给、产品开发和销售的一体化模式ꎬ
从而在资本市场和消费市场上形成竞争优势ꎮ (４)
积极履行员工、客户和股东方面的责任ꎬ可以形成

产品开发、客户忠诚、资金回笼的一体化模式ꎬ进而

得以扩大市场份额ꎮ (５)积极履行供应商、股东和

员工方面的责任ꎬ可以通过购买优质优惠的原材料

获得成本优势ꎬ借助产品的开发和创新满足客户多

样化的需求ꎬ以此形成竞争优势ꎮ 此外ꎬ本文在研

究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ꎬ仅仅涉及白酒企业ꎬ在
今后的研究可以对全行业或者其他行业进行

分析ꎮ

参考文献:
[１] 　 赵艳.国内白酒市场现状及质量研究存在问题探讨[Ｊ] .食品安全导刊ꎬ２０２０(３３):３３－３４.
[２] 　 陶莹.白酒企业社会责任与竞争力关系的实证研究———以价值链为视角[ Ｊ]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１８ꎬ１９

(１):１０７－１１４.
[３] 　 孙燕明.«中国酒类企业社会责任指南团体标准»发布[Ｊ] .中国食品ꎬ２０１９(１６):１５７.
[４] 　 郭岚ꎬ何凡.行业竞争、企业竞争地位与社会责任履行———以中国酒类行业为例[ Ｊ]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ꎬ

６４



第 １ 期 李子健ꎬ牛贵宏:组态视角下白酒企业竞争力提升的路径研究

２０１６ꎬ３６(３):６２－７２.
[５] 　 付程程.我国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研究[Ｄ] .北京:北京交通大学ꎬ２０１９.
[６] 　 徐天舒.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力影响的实证检验[Ｊ] .统计与决策ꎬ２０２０ꎬ３６(９):１６４－１６８.
[７] 　 翁靓ꎬ曾绍伦.白酒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竞争力差异评估研究[Ｊ] .生态经济ꎬ２０１４ꎬ３０(１１):７０－７４.
[８] 　 张兆国ꎬ梁志钢ꎬ尹开国.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研究[Ｊ] .中国软科学ꎬ２０１２(２):１３９－１４６.
[９] 　 毛一雷ꎬ刘志辉.基于扎根理论的上市公司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Ｊ] .图书情报工作ꎬ２０１８ꎬ６２(２０):９５－１０１.
[１０] 　 李永发.定性比较研究:融合定性与定量思维的组态比较方法[Ｊ]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２０ꎬ５６(３):

８９－１１０.
[１１] 　 金碚.企业竞争力测评的理论与方法[Ｊ] .中国工业经济ꎬ２００３(３):５－１３.
[１２] 　 ＦＩＳＳ Ｐ Ｃ.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ａｓｕ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 ｆｕｚｚｙ ｓｅ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２０１１ꎬ５４(５４):３９３－４２０.
[１３] 　 杜运周ꎬ贾良定.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ＱＣＡ):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Ｊ] .管理世界ꎬ２０１７(６):１５５－１６７.
[１４] 　 陈峻ꎬ郑惠琼.融资约束、客户议价能力与企业社会责任[Ｊ] .会计研究ꎬ２０２０(８):５０－６３.
[１５] 　 张明ꎬ杜运周.组织与管理研究中 ＱＣＡ 方法的应用:定位、策略和方向[Ｊ] .管理学报ꎬ２０１９ꎬ１６(９):１３１２－１３２３.



(上接第 ３３ 页)

[４] 　 杨祖宪ꎬ李东航.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Ｊ] .学术论坛ꎬ２００９ꎬ３２(４):２０２－２０５.
[５] 　 王永杰ꎬ黄政ꎬ王振辉.我国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研究[Ｊ]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１６ꎬ１７(２):

１１１－１１５.
[６] 　 张文耀.西部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分析[Ｊ] .财政研究ꎬ２０１３(５):２５－２９.
[７] 　 李化树ꎬ刘青秀.四川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Ｊ]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０６(３):

１０３－１０８.
[８] 　 何悦.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水平评价及区域差异分析———基于我国 ３１ 个省市的数据[Ｊ]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ꎬ

２０２１ꎬ４１(２):２０－２６.
[９] 　 郭立强ꎬ张乃楠.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研究[Ｊ] .黑龙江高教研究ꎬ２０１８ꎬ３６(７):４３－４８.
[１０] 　 彭说龙ꎬ吴明扬.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研究[Ｊ] .统计与决策ꎬ２０２１ꎬ３７(９):１０９－１１０.
[１１] 　 张立新.新兴城市高等教育与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实证研究———以日照与威海两市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年的数据分析为例

[Ｊ]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１５ꎬ３６(１):８４－８９.
[１２] 　 李佳雯ꎬ郭彬.高校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及时空分异研究[Ｊ] .技术经济ꎬ２０２０(４):１１２－１１９.
[１３] 　 罗思ꎬ李阿利ꎬ郭时印.研究生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研究———基于省域视角及 ３１ 个省(市、区)的截面数据

[Ｊ]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１９ꎬ２０(４):９１－９６.

７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