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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决定了企业的战略和决策方向。本文利用

文本分析的方法，通过有效识别“员工关爱”的企业文化，检验和考察其对企业劳动力资

源决策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不具有“员工关爱”文化的企

业，具有“员工关爱”文化的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更高，且“员工关爱”文化对劳动力成本

粘性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垄断性行业以及员工维权环境较好的地区更加显著。劳动

力成本的结构分析表明，“员工关爱”文化主要加剧了用工粘性而非薪酬粘性。机制检验

发现，“员工关爱”文化通过增加劳动力资源的调整成本、促进管理层的乐观预期，进而加

剧劳动力成本粘性。价值检验发现，在具有“员工关爱”文化的公司中，劳动力成本粘性

能更好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高未来的公司绩效，最终实现企业与员工的“互惠效

应”。本文的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揭示了企业文化对公司劳动力资源决策行为的影响机

理，拓展了“文化与财务”的研究范式，而且为改善劳资关系、推动企业文化战略建设提供

了现实指导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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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公司业务的发展，员工的工作内容日益繁杂，不再只是从事简单的手工操

作和体力劳动，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是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

在实践领域中，大量高科技公司因良好的员工福利而闻名于世，如 Ｇｏｏｇｌｅ曾多次荣登美国“１００家
最适宜工作公司”排行榜的榜首，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和 Ｎｅｔｆｌｉｘ所提供的员工福利包括健身场所、娱乐设施以
及超长的带薪产假等，腾讯、华为和阿里巴巴都为员工开出“天价”年终奖。随着企业对员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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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能力的重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也逐渐得到业界的普遍认同。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将

“员工关爱”视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贯彻实施“以员工为中心”的管理思想，如国药集团倡

导“以人为本，关爱员工成长”，深圳华强将“为员工创造机会”作为企业使命，万达集团宣扬“视员

工为企业的核心资本”。

企业文化会影响企业行为（ＯＲｅｉｌｌｙ和 Ｃｈａｔｍａｎ，１９９６）。“员工关爱”的企业文化反映了以员
工为核心的价值导向。然而在实践中，具有“员工关爱”文化的企业是否更加重视员工利益？已有

研究尚未给出答案和证据支持。劳动力成本是用工规模与平均薪酬的乘积（Ｇｕ等，２０２０），向下调
整劳动力成本则会导致员工失业和薪酬降低，从而损害员工利益。成本粘性是企业成本管理中的

一个重要问题。对于企业，“粘性”的劳动力成本决策方式偏离了资源配置的最优水平（Ｍａ等，
２０２１），会降低企业的经营效率。但对于员工，适当的劳动力成本粘性则意味着更稳定的工作机会
和更高的劳动报酬，因而更能满足其利益诉求。那么具有“员工关爱”文化的企业在进行劳动力资

源调整时是否会因维护员工利益而使劳动力成本粘性上升？对应的作用机制如何？引申的价值

效应如何？本文将对以上问题进行解答。

本文以２００３—２０１９年中国 Ａ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对公司官网和年报中关于公司使
命、战略、愿景、发展目标、核心价值观、经营哲学和企业精神七个部分文本信息的挖掘，识别企业

的“员工关爱”文化，并展开“员工关爱”文化影响劳动力成本粘性的效应和机理分析。本文的边际

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拓展了企业文化的经济后果研究。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企业文化对

公司价值（Ｇｕｉｓｏ等，２０１５；Ｆａｕｖｅｒ等，２０１８）、并购绩效（王艳、阚铄，２０１４）、财务信息披露（姜付秀
等，２０１５）等方面的影响。本文切入企业的成本管理行为视角，分析“员工关爱”文化对劳动力成本
粘性的影响，为企业文化影响企业行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从而丰富了“文化与财务”领域的相

关研究。第二，拓展了成本粘性影响因素的文献体系。对于成本粘性的动因，以往文献从帝国构

建（Ｃｈｅｎ等，２０１２）、管理层业绩压力（Ｄｉｅｒｙｎｃｋ等，２０１２）、产权性质（Ｐｒａｂｏｗｏ等，２０１８；Ｇｕ等，
２０２０）、劳动力保护（刘媛媛、刘斌，２０１４；Ｂａｎｋｅｒ等，２０１３）等方面进行了考察，但还缺乏对企业文化
等非正式制度因素的探索，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构建成本粘性的综合因素模型。第三，提供了重要

的政策启示。现有文献普遍把员工视为最重要的“内部”利益相关者，但基于“成本”观和“互惠”

观的不同视角，改善劳资关系是否有利于企业价值提升仍存有较大争议（ＢｅｎＮａｓｒ和 Ｇｈｏｕｍａ，
２０１８；Ｆａｕｖｅｒ等，２０１８）。本文研究发现“员工关爱”文化虽然会加剧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粘性，但同
时也能激励员工，促进未来一期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综合来看，在具有“员工关爱”文化的公司

中，劳动力成本粘性对公司绩效的远期价值提升效应更强，从而支持了“互惠”观的推论，对企业制

定“以员工为核心”的文化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指导价值。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包括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核心变量测度以及模型设定；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与结果，包括描述性统

计、假设检验与稳健性分析；第五部分是进一步分析，包括劳动力成本的结构分析、机制检验以及

“员工关爱”文化的价值效应；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文献回顾

以 ＯＲｅｉｌｌｙ和 Ｃｈａｔｍａｎ（１９９６）为代表的主流观点认为企业文化是“一套在组织中被广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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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坚持的规范与价值观”。企业文化代表着组织内部共同的信念与价值观，可以通过员工行为来

影响企业（Ｐａｃｅｌｌｉ，２０１９）。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企业无法控制员工的全部行为，而企业文化可以
发挥“认知地图”和“社会控制”的作用，能对不完全的契约形成补充，指引员工行为与公司目标相

统一，从而有利于公司内部组织协调与激励效果的提升（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１９９９）。王艳和阚铄（２０１４）的
研究认为，文化认同能降低沟通成本、解决代理问题、提高员工积极性，进而促进企业发展。

Ｇｒａｈａｍ等（２０１７）对高管的访问调查表明，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能大力推动企业价值的提升。
传统的管理会计认为企业的可变成本和业务量之间的关系是固定的，并不会受到业务量变动

方向的影响（Ｎｏｒｅｅｎ，１９９１）。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等（２００３）的研究却发现，当企业的业务量增加 １％时成本增
加０５５％，但当业务量下降１％时成本仅下降 ０３５％，这种成本随业务量变化的不对称性被称为
成本粘性。Ｂａｎｋｅｒ等（２０１４）将成本粘性的影响因素归结于以下三个方面：调整成本、管理层乐观
预期和机会主义行为。首先，调整成本是指削减、恢复和更换资源承诺时所产生的成本。当业务

量降低时，管理层需要在保留闲置资源承担维护成本和削减资源产生调整成本的决策中进行权

衡，而当调整成本过高时则会导致成本粘性。劳动力资源的调整成本主要包括被解雇员工的遣散

费、新聘员工的培训整合费用以及员工士气低落或公司名誉受损所产生的非货币性成本（Ｈａｒｔｌｉｅｂ
等，２０２０）。其次，管理层对企业未来发展形势的判断也会影响其成本决策。在管理层乐观预期
时，业务量降低会被视作暂时性调整，因此管理层更倾向于保持现有的资源规模。如 Ｂａｎｋｅｒ等
（２０１４）的研究发现业务量连续上升会导致管理层的乐观预期，从而加剧成本粘性。最后，从机会
主义行为的视角来看，管理层为了提升个人的地位、权力、薪酬和声誉，有扩大公司资源规模的倾

向，因此会偏离公司的最优资源配置水平，并导致成本粘性的产生。管理层的“帝国构建”动机会

加剧成本粘性（Ｃｈｅｎ等，２０１２），而当其面临较大的绩效考核压力时，公司成本粘性会显著降低。
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决定了企业的战略和决策方向。那么，“员工关爱”的企业文化

是否会影响其成本管理行为？会受到哪些异质性因素的影响？本文展开如下研究假设和推论。

（二）研究假设

１“员工关爱”文化与劳动力成本粘性：基础分析
首先，“员工关爱”文化可能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增加劳动力资源的调整成本。一是员工角度。

根据期望落差理论，个体在工作中获得的积极或消极体验与期望存在差异时，则会产生期望落差

（Ｐｏｒｔｅｒ和 Ｓｔｅｅｒｓ，１９７３）。期望落差过大会造成员工满意度和工作效率的降低，甚至导致大批员工
离职，对公司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Ｗａｎｏｕｓ等，１９９２）。与一般公司相比，一方面，具有“员工关爱”
文化的公司往往会实施更加友好的员工政策，所提供的待遇也更加优越。若具有“员工关爱”文化

的公司在业务量下降时快速削减劳动力资源，导致员工劳动报酬减少甚至失去工作机会，则会让

员工产生巨大的期望落差，从而严重打击员工的士气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具有“员工关爱”文化

的公司更注重员工的个人成长与发展（Ｆａｕｖｅｒ等，２０１８），因此会在员工的招聘和培训活动中投入
更多资源。若在业务量下降时大量裁员，为招聘和培训活动所支付的成本则无法回收，一旦业务

量上升，恢复员工规模还需要再次付出相同的成本。员工士气低落以及招聘和培训活动都会提高

劳动力资源的调整成本（Ｈａｒｔｌｉｅｂ等，２０２０），从而加剧成本粘性。二是管理层角度。企业文化会形
成一种“社会控制”，并对管理层的行为产生约束（ＯＲｅｉｌｌｙ和 Ｃｈａｔｍａｎ，１９９６）。社会规范理论认
为，违背规定的个人会受到群体的排斥（Ｅｌｓｔｅｒ，１９８９）。“员工关爱”文化作为企业的一种非正式
制度，要求管理层的行为决策应当以员工利益为导向。若管理层在业务量下降时向下调整劳动

力资源，则会损害员工权益，违背公司的文化诉求，从而导致心理成本的产生。因此，在具有“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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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关爱”文化的公司中，为减轻心理成本所带来的负罪感，管理层会尽量避免以削减劳动力资源

的方式降低运营成本。

其次，“员工关爱”文化会促成管理层的乐观预期。Ｐｌａｋｏｙｉａｎｎａｋｉ等（２００８）认为，“员工关爱”
文化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规则建设，形成组织成员相互支持，并在工作中满足彼此需求

的文化管理体系。在具有“员工关爱”文化的公司中，管理层更加注重与员工的沟通互动，密集交

流能增强彼此的信任感。Ｃｈｅｎ等（２０１６）发现员工友好型公司对失败的容忍度更高，其高管所面
临的变更风险也更小。Ｕｓｌａｎｅｒ（２００２）认为在一个沟通密集、凝聚力更强的环境中，人们会更加乐
观与自信。“员工关爱”文化通过加强管理层与员工的沟通，提高了组织凝聚力，从而使得管理层

更加自信与乐观。因此，在具有“员工关爱”文化的公司中，管理层更愿意相信业务量上升是长期

的，而业务量下降只是暂时的。即使面临业务量下降的困境，管理层也会认为自己能够在不进行

资源调整的情况下带领现有员工实现业务量的提升。

最后，“员工关爱”文化可能诱发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已有研究表明，管理层能从公司的

员工关系型投资中获益。Ｐａｇａｎｏ和 Ｖｏｌｐｉｎ（２００５）发现管理层可通过改善员工待遇的方式降低自
身的变更风险，实现对“平静生活”的追求。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管理层可能会通过宣扬“员工

关爱”的企业文化，以“员工关爱”的名义与员工建立私人关系，以实现“合谋”。因此，管理层可借

由“员工关爱”的企业文化将劳动力资源规模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以掩饰自身的机会主义行为。

综上所述，“员工关爱”文化可能会通过增加劳动力资源的调整成本、促进管理层的乐观预期

与诱发机会主义行为三种方式来加剧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粘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Ｈ１。
假设 Ｈ１：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员工关爱”文化会加剧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粘性。
２“员工关爱”文化与劳动力成本粘性：异质性分析
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企业文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还会受到多种差异化因素的约束。

本文分别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对此展开探究。

在微观层面，产权性质是导致企业文化对企业行为影响效果差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民

营企业而言，其主要经营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员工关系型投资会降低企业的经营效率。为

实现经济目标，民营企业中的“员工关爱”文化可能只是浮于表面、流于形式，而不会真正影响企业

的劳动力资源决策。相反，国有企业还需要承担额外的社会目标，如减少失业和维护社会稳定（Ｇｕ
等，２０２０），其行为方式更加契合“员工关爱”文化的精神内涵，会强化其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
此外，国有企业受到的政府支持力度更大，资源禀赋更高，因此更有能力将“员工关爱”文化付诸

实施。

在中观层面，企业所处行业的竞争程度可能影响企业文化与劳动力资源决策行为的关系。

Ｇｉｒｏｕｄ和 Ｍｕｅｌｌｅｒ（２０１１）认为处于竞争性行业的企业有强烈的动机将闲置资源最小化，以降低不必
要的运营成本。在竞争性行业中，企业迫切需要减少闲置资源和提高经营效率，进而会弱化“员工

关爱”文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而在垄断性行业中，企业的盈利能力更强，有足够的能力保持适当

的冗余资源。所以，在竞争程度较低的垄断性行业中，“员工关爱”文化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促进

作用更强。

在宏观层面，员工维权环境的差异也会影响“员工关爱”文化与劳动力资源决策行为的关系。

由于历史、经济发展、地域文化等原因，员工的维权环境也有所不同（沈永建等，２０１７）。一般而言，
在维权环境较好的地区，员工更倾向于积极维护自身权益，进而强化企业的员工保护意识，并提升

“员工关爱”文化的影响效果。相反，在维权环境较差的地区，企业很可能会忽视员工的权益保护

１２１



问题，从而弱化“员工关爱”文化对劳动力粘性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进一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Ｈ２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员工关爱”文化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促进作用在国有
企业中更强。

假设 Ｈ２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员工关爱”文化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促进作用在垄断
性行业中更明显。

假设 Ｈ２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员工关爱”文化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促进作用在员工
维权环境较好的地区中更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２００３—２０１９年中国 Ａ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样本进行以下处理：（１）剔除金
融行业的公司样本；（２）剔除本年度或上一年度销售收入和劳动力成本数据缺失或为负的公司样
本；（３）剔除劳动力成本大于销售收入的公司样本；（４）参考 Ｃａｌｌｅｊａ等（２００６）的做法，剔除销售收
入同比增长大于５０％的公司样本，以减小业务量的异常变化对结果的影响；（５）剔除数据缺失的公
司样本。最终获得了 ２９３５家公司，共 ２６１９９个公司年度观测值。所有的公司财务数据均来自
ＣＳＭＡＲ数据库，地区层面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企业文化数据通过查询上市公司官网和
年报手工收集。为控制极端值的影响，我们对所有连续变量按照上下 １％的标准进行 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处
理，所有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均经过公司层面聚类（Ｃｌｕｓｔｅｒ）调整。

（二）核心变量测度

１“员工关爱”文化
如果企业的核心文化、愿景和价值观中反映了关爱员工的理念或者主张，则表示该企业具有

“员工关爱”文化。本文从企业文化传播的主要信息渠道入手，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企业是否具有

“员工关爱”文化进行判断。通过手工收集上市公司官网和年报中关于“使命”“战略”“愿景”“发

展目标”“核心价值观”“经营哲学”“企业精神”七个模块的文本信息，若以上模块中出现“为员工

负责”“员工利益最大化”“让员工实现价值”等类似表述，则认为该公司具有“员工关爱”文化。虚

拟变量 ＥＦＣ表示企业是否具有“员工关爱”文化，若该企业具有“员工关爱”文化则赋值为 １，否则
赋值为０。在收集信息过程中，本文还考虑了“职工”“职员”等同义词。结果表明，具有“员工关
爱”文化的公司占总样本的１７８７％。

２劳动力成本
参考 Ｇｕ等（２０２０）的做法，使用现金流量表中的“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项目测

度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在现有的会计制度下，虽然上市公司不会直接披露劳动力的使用成本，但

现金流量表中的“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项目，包括以工资、奖金和附加费的形式支

付给员工的现金，以及公司为雇员支付的退休金、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该项目衡量的是企业

在会计期间内支付给员工的工资或经营过程中人力资源使用和调整的情况。另外，在中国的企业

中大部分员工薪酬是以现金形式支付的，而较少使用股权支付。因此，使用该指标能很好地反映

企业在本年度内的劳动力成本支出。

（三）模型设定

我们参考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等（２００３）的做法构建模型（１），以分析劳动力成本变化与业务量变化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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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

Δｌｎ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ｉ，ｔ ＝β０＋β１ΔｌｎＳａｌｅｉ，ｔ＋β２Ｄｅｃｉ，ｔ×ΔｌｎＳａｌｅｉ，ｔ＋εｉ，ｔ （１）

其中，下标 ｉ代表公司，ｔ代表年份。Δｌｎ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表示公司当年劳动力成本与上一年劳动
力成本之比的自然对数，反映劳动力成本的变动。ΔｌｎＳａｌｅ表示公司当年营业收入与上一年营
业收入之比的自然对数，反映业务量的变动。Ｄｅｃ是一个虚拟变量，若公司当年营业收入比上

一年有所下降，则赋值为 １，表示业务量下降，否则赋值为 ０。回归系数 β１表示业务量上升 １％

时劳动力成本变动的百分比，而 β１＋β２则表示业务量下降 １％时劳动力成本变动的百分比，若

回归系数 β２显著为负，则表示业务量下降时劳动力成本下降的幅度小于业务量上升时劳动力

成本上升的幅度，即公司存在劳动力成本粘性，并且回归系数 β２越小，公司的劳动力成本粘性

越明显。

为检验“员工关爱”文化对公司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我们借鉴 Ｄｉｅｒｙｎｃｋ等（２０１２）、Ｂａｎｋｅｒ
等（２０１３）、Ｇｕ等（２０２０）的做法，在模型（１）的基础上加入“员工关爱”文化（ＥＦＣ）和地区、公司层
面的控制变量构建模型（２），具体如下：

Δｌｎ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ｉ，ｔ ＝β０＋β１ΔｌｎＳａｌｅｉ，ｔ＋β２Ｄｅｃｉ，ｔ×ΔｌｎＳａｌｅｉ，ｔ＋（γ１ＥＦＣｉ，ｔ＋λ１ＧＤＰＧｉ，ｔ＋

λ２ＵＮＥＭＰＲｉ，ｔ＋λ３ＡＩＮＴｉ，ｔ＋λ４ＥＩＮＴｉ，ｔ＋λ５ＦＣＦｉ，ｔ＋λ６Ｓｕｃｃ＿Ｄｅｃｉ，ｔ）×Ｄｅｃｉ，ｔ×

ΔｌｎＳａｌｅｉ，ｔ＋（γ２ＥＦＣｉ，ｔ＋λ７ＧＤＰＧｉ，ｔ＋λ８ＵＮＥＭＰＲｉ，ｔ＋λ９ＡＩＮＴｉ，ｔ＋λ１０ＥＩＮＴｉ，ｔ＋

λ１１ＦＣＦｉ，ｔ）×ΔｌｎＳａｌｅｉ，ｔ＋Ｙｅａｒ＿Ｆ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ＦＥ＋εｉ，ｔ （２）

其中，ＥＦＣ作为解释变量，反映公司是否具有“员工关爱”文化，若 Ｄｅｃ×ΔｌｎＳａｌｅ×ＥＦＣ的回归

系数 γ１为负，则表示“员工关爱”文化显著促进了劳动力成本粘性。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地

区经济增长率（ＧＤＰＧ），采用各省份 ＧＤＰ的增长率来测度；地区失业率（ＵＮＥＭＰＲ），采用各省份的
城镇登记失业率来测度。① 公司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资产密集程度（ＡＩＮＴ），采用公司总资产与
销售收入之比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人力资本密集度（ＥＩＮＴ），采用员工人数与销售收入之比的自
然对数进行衡量；自由现金流（ＦＣＦ），采用自由现金流与公司总资产之比进行衡量；收入连续下降
（Ｓｕｃｃ＿Ｄｅｃ）为虚拟变量，若公司收入连续两年下降则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

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对本文研究结果的影响，参照 Ｇｕ等（２０２０）的做法，根据 ＣＰＩ指数将所有金
融数据调整到２００３年的水平。另外，在模型中还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Ｙｅａｒ＿ＦＥ）和行业固定效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ＦＥ）。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１是本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到，样本公司的劳动力成本（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均值为
３５１０４亿元，标准差为７２５８１；销售收入（Ｓａｌｅ）均值为４６７８６７亿元，标准差为 １０８６３０６。这说明
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劳动力成本支出和销售收入均存在明显差异，且波动较大。劳动力成本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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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以往的成本粘性相关研究中普遍使用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和失业率数据作为控制变量，但本文关注的是劳动力成本

粘性，而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地域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省级层面的经济增长和失业率数据作为控制变量。



（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Ｓａｌｅ）均值为１１９０％，中位数为９７２％。据 Ｐｒａｂｏｗｏ等（２０１８）统计，欧洲企业的劳动力

成本占比均值为２６５５％，与欧洲国家相比，我国企业仍以低端制造业为主，人工成本相对较低。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数量 均值 下四分位数 中位数 上四分位数 标准差

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 ２６１９９ ３５１０４ ０５５９２ １２３６９ ２９７５４ ７２５８１

Δｌｎ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 ２６１９９ ００９０７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８７６ ０１９２６ ０２０６１

Ｓａｌｅ ２６１９９ ４６７８６７ ５６５７２ １３２２７６ ３３８７００ １０８６３０６

ΔｌｎＳａｌｅ ２６１９９ ００４８０ －００５９３ ００６７８ ０１９３４ ０２５８０

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Ｓａｌｅ ２６１９９ ０１１９０ ００５９３ ００９７２ ０１５１５ ００８９７

ＥＦＣ ２６１９９ ０１７８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８３１

Ｄｅｃ ２６１９９ ０３５０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４７７１

ＧＤＰＧ ２６１９９ ８９７４９ ７１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３７５４６

ＵＮＥＭＰＲ ２６１９９ ３１７０４ ２５９００ ３２６００ ３８０００ ０８２８９

ＡＩＮＴ ２６１９９ ０９５９３ ０４８９１ ０９１９８ １３９１６ ０７２９０

ＥＩＮＴ ２６１９９ －１３４１３２ －１３９４１５ －１３３１９３ －１２７８０９ ０９７０１

ＦＣＦ ２６１９９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２９０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５７６ ０１０７５

Ｓｕｃｃ＿Ｄｅｃ ２６１９９ ０１３９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４６０

（二）假设 Ｈ１的回归结果

表２报告了“员工关爱”文化与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回归结果。列（１）报告了模型（１）的回归结果，

ΔｌｎＳａｌｅ的回归系数为０４１１７，在１％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公司的劳动力成本总体上与收入变化相同；

Ｄｅｃ×ΔｌｎＳａｌｅ的回归系数为 －００７３６，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业务量每上升（下降）１％，劳动力成

本将上升（下降）０４１１７％（０３３８１％），这说明中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劳动力成本粘性现象。将

“员工关爱”文化（ＥＦＣ）纳入模型（１），回归结果如列（２）所示，在考虑“员工关爱”文化对劳动力成

本粘性的影响后，ΔｌｎＳａｌｅ和 Ｄｅｃ×ΔｌｎＳａｌｅ的符号均保持不变，且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Ｄｅｃ×

ΔｌｎＳａｌｅ×ＥＦＣ的回归系数为 －０１００９，在１％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当业务量下降时，在具有“员工

关爱”文化的公司中劳动力成本向下调整的幅度更小。具体而言，当业务量下降 １％时，普通企业

劳动力成本下降０３４４４％（０４０２９－００５８５），而在具有“员工关爱”文化的企业中劳动力成本仅下

降０２４３５％（０４０２９－００５８５－０１００９），这说明“员工关爱”文化显著地加剧了公司的劳动力成本

粘性。在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回归结果如列（３）所示，Ｄｅｃ×ΔｌｎＳａｌｅ×ＥＦＣ的回归系数仍在 １％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说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员工关爱”文化依然对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粘性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综合以上结果表明，相比一般公司，在具有“员工关爱”文化的公司中劳动力成

本粘性现象更为明显，支持了假设 Ｈ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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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员工关爱”文化与劳动力成本粘性

变量
（１） （２） （３）

Δｌｎ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 Δｌｎ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 Δｌｎ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

ΔｌｎＳａｌｅ
０４１１７

（３６８０）

０４０２９

（３３６２）

１９３９５

（１２７４）

Ｄｅｃ×ΔｌｎＳａｌｅ
－００７３６

（－４１３）

－００５８５

（－３１７）

－１８８０６

（－８４１）

Ｄｅｃ×ΔｌｎＳａｌｅ×ＥＦＣ
－０１００９

（－３１９）

－００９４３

（－３０２）

ΔｌｎＳａｌｅ×ＥＦＣ
００５１８

（２６６）

００４８３

（２４７）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６１９９ ２６１９９ ２６１９９

调整后 Ｒ２ ０２３１２ ０２３１７ ０２４６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下显著；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在公司层面进行了 Ｃｌｕｓｔｅｒ调整。下同。

（三）稳健性分析

为确保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①

１内生性问题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本文的研究结论可能是由公司之间存在的固有差异导致的，如 Ｆａｕｖｅｒ等

（２０１８）发现与一般公司相比，具有“员工关爱”文化的公司往往盈利能力更强，因此能够在业务量

下降时维持较大的劳动力资源规模。为此，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ＰＳＭ）法，将具有“员工关爱”
文化的公司作为实验组，并从剩余的样本中匹配恰当的公司作为对照组，以减小公司间固有差异

对本文结果的影响。协变量的选取主要考虑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参考 Ｂａｅ等（２０１１）的研究控制公
司特征；二是模型（２）中的控制变量。本文使用卡尺为００５的近邻匹配方法，分别进行１∶１和１∶２
匹配。本文进行了核密度分布与平衡性检验，结果表明匹配后对照组与实验组的分布偏差缩小，

且协变量之间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对匹配后样本重新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结论保持

稳健。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模型测试。影响企业文化的因素较为复杂，可能存在某些不随时间变化的因
素既影响公司的文化选择，又作用于公司的成本管理行为。本文借鉴 Ｍａ等（２０２１）的做法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模型进行测试。第一阶段选取的工具变量为英租界（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的虚拟变量，控制
变量则使用倾向得分匹配过程中的协变量。原因在于，员工权益保护的思想和世界第一部劳动保

护法都源自英国（姚挺，１９９９）。租界管理会依照本国的法律和价值观，因此若某省份曾设立过英
租界，则该地区保护员工权益的意识可能更强，从而产生一种“员工关爱”的文化氛围。理论上，该

工具变量会影响企业文化，但不会影响企业的成本决策行为。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表明英租界

５２１

① 限于篇幅，未报告该部分结果，留存备索。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与“员工关爱”文化（ＥＦＣ）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员工关爱”的地区文化氛围能促进企
业文化的形成。将第一阶段计算得到的逆米尔斯比率（ＩＭＲ）再纳入模型（２）中重新进行回归，结

果表明样本中不存在严重的选择性偏差问题，且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２替换核心变量的测度方式

首先，参考 Ｇｕ等（２０２０）的做法，使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和“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两个指标作为销售收入的替代指标。这两个指标能够很好地反映企业当期业务

量的变化，以缓解成本与收入的会计期间不匹配问题。其次，高管薪酬的调整方式与普通员工之

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将董监高薪酬从劳动力成本中剔除。最后，使用员工友好型政策和员

工责任替换“员工关爱”文化（ＥＦＣ），以避免企业“言行不一致”的问题。以上做法均不改变本文
的研究结论。

３遗漏变量问题

考虑到部分上市公司可能会使用员工持股的方式替代现金薪酬，本文将员工持股计划作为一

个遗漏变量加入模型中，结果显示本文的研究结论保持稳健。

（四）假设 Ｈ２ａ、Ｈ２ｂ、Ｈ２ｃ的回归结果

表３报告了异质性因素分析结果。本文将样本企业按照其产权性质是否国有进行分组，结果
如列（１）和列（２）所示。可以看到，Ｄｅｃ×ΔｌｎＳａｌｅ×ＥＦＣ的回归系数在国有企业中显著为负，而在

民营企业中则不显著，同时组间系数差异的经验 Ｐ值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与民营企业相

比，国有企业的社会目标和资源禀赋能强化“员工关爱”文化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促进作用。这个

结果支持了假设 Ｈ２ａ。

　　表 ３ 异质性因素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Δｌｎ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 Δｌｎ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 Δｌｎ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 Δｌｎ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 Δｌｎ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 Δｌｎ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垄断性行业 竞争性行业 维权环境较好 维权环境较差

ΔｌｎＳａｌｅ
１５７８２

（７６６）

２１３９６

（９０８）

１７２３８

（８７０）

２０５８７

（８８０）

２１２７６

（１０３０）

１７０８２

（７６４）

Ｄｅｃ×ΔｌｎＳａｌｅ
－１３３５１

（－４３０）

－２３６２３

（－７１６）

－１７５１４

（－６２６）

－１９５９３

（－４８７）

－２０９２７

（－６９７）

－１７１９９

（－４８２）

Ｄｅｃ×ΔｌｎＳａｌｅ×

ＥＦＣ

－０１５１９

（－３３６）

－００１７４

（－０４１）

－０１２１２

（－２７２）

－００６９５

（－１５０）

－０１３８２

（－２６９）

－００４７７

（－１１９）

ΔｌｎＳａｌｅ×ＥＦＣ
００６５４

（２４１）

００２６８

（０９８）

００７８７

（２６７）

００１８０

（０７３）

００９１０

（３６０）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经验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８２ ０００２

样本量 １３４４５ １２７５３ １３２２７ １２９７２ １３８４０ １２３５９

调整后 Ｒ２ ０２１８２ ０２７９９ ０２１６７ ０２８９２ ０２５５５ ０２３７９

　　注：“经验 Ｐ值”用于检验组间 Ｄｅｃ×ΔｌｎＳａｌｅ×ＥＦＣ系数差异的显著性，通过自体抽样（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１０００次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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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据行业的赫芬达尔指数将样本公司分为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分组回归结果如列

（３）和列（４）所示。可以看到，Ｄｅｃ×ΔｌｎＳａｌｅ×ＥＦＣ的回归系数仅在垄断性行业中显著为负，而在
竞争性行业中并不显著，同时组间系数差异的经验 Ｐ值在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由此可见，在竞争
性行业中企业需要及时削减闲置资源以提升经营效率，这抑制了“员工关爱”文化的影响；而在垄

断性行业中企业的盈利能力更强，能够维持较大的劳动力资源规模。因此，“员工关爱”文化与劳

动力成本粘性的正向关系在垄断性行业中更强，假设 Ｈ２ｂ得到验证。
员工维护自身权益越积极，则该地区的员工维权环境越好。参考沈永建等（２０１７）的做法，本

文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地区劳动纠纷案件立案数，计算了各省份每万人劳动纠纷案件立

案数，并将该值高于年份中位数的样本定义为员工维权环境较好的地区。从列（５）和列（６）中可以
看到，Ｄｅｃ×ΔｌｎＳａｌｅ×ＥＦＣ的回归系数在员工维权环境较好的子样本中显著，而在员工维权环境较
差的子样本中则不显著，同时组间系数差异的经验 Ｐ值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在维权环境
较好的地区，企业会更加关注员工的权益保护问题，进而使得“员工关爱”文化对劳动力成本粘性

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假设 Ｈ２ｃ得到验证。

五、进一步分析

（一）劳动力成本的结构分析

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是用工规模和人均薪酬的乘积，劳动力成本的调整需要通过改变用工规模

或者调整人均薪酬来实现。为进一步探究“员工关爱”文化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促进作用是如何

实现的，本文借鉴刘媛媛和刘斌（２０１４）、Ｇｕ等（２０２０）的研究方法，首先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变化
分解为用工规模变化（ΔｌｎＮｕｍｂｅｒ）和人均薪酬变化（ΔｌｎＡｖｇ＿Ｐａｙ），其次分别替换基准回归模型中
的因变量 Δｌｎ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重新进行回归。

表４是劳动力成本的结构分析结果，列（１）是用工规模变化（ΔｌｎＮｕｍｂｅｒ）为因变量的回归结
果，Ｄｅｃ×ΔｌｎＳａｌｅ×ＥＦＣ的系数在５％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员工关爱”文化加剧了企业的用工
粘性。列（２）是人均薪酬变化（ΔｌｎＡｖｇ＿Ｐａｙ）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Ｄｅｃ×ΔｌｎＳａｌｅ×ＥＦＣ的系数并不
显著，说明“员工关爱”文化不会影响企业的薪酬粘性。综合以上结果，可以发现“员工关爱”文化

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用工粘性，而不是薪酬粘性上，即在业务量下降时，

“员工关爱”文化对劳动力资源调整方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抑制企业缩减用工规模而不是降低人

均薪酬上。

　　表 ４ 劳动力成本的结构分析

变量
（１） （２）

ΔｌｎＮｕｍｂｅｒ ΔｌｎＡｖｇ＿Ｐａｙ

ΔｌｎＳａｌｅ
２７５２３

（１６８９）

－０７８２３

（－５２０）

Ｄｅｃ×ΔｌｎＳａｌｅ
－３６２７５

（－１４３７）

１７２５８

（７０６）

Ｄｅｃ×ΔｌｎＳａｌｅ×ＥＦＣ
－００８６７

（－２３７）

０００６１

（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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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变量
（１） （２）

ΔｌｎＮｕｍｂｅｒ ΔｌｎＡｖｇ＿Ｐａｙ

ΔｌｎＳａｌｅ×ＥＦＣ
００２３３

（１１０）

００１６５

（０８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２６１３５ ２６１３５

调整后 Ｒ２ ０１６８７ ００５６４

（二）机制检验

本文认为“员工关爱”文化可通过增加劳动力资源的调整成本、促进管理层的乐观预期与诱发

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加剧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粘性，本部分将对以上三种可能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

理论分析认为，劳动力资源的调整成本来自以下三个方面：员工的期望落差、替换成本以及

“社会规范”导致的心理成本。本文借鉴 Ｋｏｎｇ等（２０２０）的做法，使用相对工资（ＲｅｌＣｏｍｐ）测度员

工的期望落差。这是因为员工的相对工资越高，被解雇后所产生的期望落差就越大。Ｇｈａｌｙ等

（２０１７）认为熟练工人的替换成本更高，因此本文使用企业中硕士及以上学历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

作为员工替换成本（ＥＤＵ）的代理变量。如果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规范”能引发心理成本从而

约束高管行为，那么在心理成本较高的情况下，高管非自愿变更的概率也会随之下降。因此，本文

使用高管是否非自愿变更（Ｃｈａｎｇｅ）的虚拟变量作为心理成本的代理变量，若高管发生非自愿变

更，则将 Ｃｈａｎｇｅ赋值为１，否则赋值为０。

管理层的乐观预期通过盈利预测偏差以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ＭＤ＆Ａ）中的管理层语调进行

测度。根据管理层盈利预测偏差（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是否大于零，将其分为乐观盈利预测和悲观盈利预

测，若管理层的盈利预测为乐观，则将虚拟变量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赋值为１，否则赋值为０。ＭＤ＆Ａ中包含

了管理层对未来发展的自身判断和预期，本文参考谢德仁和林乐（２０１５）的做法计算了净乐观语调

（Ｔｏｎｅ），该变量取值在 －１和 １之间，且 Ｔｏｎｅ越接近 １，管理层的用词越积极正面，其预期也越

乐观。

本文选择以下三个变量作为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代理变量：超额现金持有水平（Ｃａｓｈ），具

体计算方式参考辛宇和徐莉萍（２００６）的研究；过度投资（Ｏｖｅｒｉｎｖｅｓｔ），使用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２００６）的模

型进行计算；在职消费（Ｐｅｒｋ），依据冯根福和赵珏航（２０１２）的研究，使用公司年报附注中“支付其

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量”项下办公费、差旅费、业务招待费、通信费、出国培训费、董事会费、

小车费和会议费八个相关明细项目总额的自然对数。

从表５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员工关爱”文化会增加公司劳动力资源的调整成本以及促进管

理层的乐观预期，但不会诱发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员工关爱”文化主要是通过增加劳动力资源

的调整成本以及促进管理层的乐观预期从而加剧了劳动力成本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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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机制检验

变量

劳动力资源的调整成本 管理层的乐观预期 机会主义行为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ＲｅｌＣｏｍｐ ＥＤＵ Ｃｈａｎｇ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ｎｅ Ｃａｓｈ Ｏｖｅｒｉｎｖｅｓｔ Ｐｅｒｋ

ＥＦＣ
００５８９

（１８７）

０２６６３

（３３３）

－０１０８３

（－２０９）

０１５８１

（１８７）

００１１８

（２６５）

０００９０

（１１５）

－００００３

（－０４３）

－０３１４８

（－０８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２３１５ ２３４４７ ２６１９９ １９０７３ ２６１３５ ２６１９９ ２４５１３ ２６１９９

调整后 Ｒ２ ０３５３０ ００９３４ ０２０７５ ０１８０４ ００３６６ ００４９３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１８６ ０１８０４

（三）“员工关爱”文化、劳动力成本粘性与公司未来财务绩效

本文已发现“员工关爱”文化能显著加剧公司的劳动力成本粘性，但其对公司未来财务绩效

的影响尚未明确。依据“成本”观，“员工关爱”文化会使管理层将劳动力资源置于其他组织资

源的优先位置，违背了在成本最小的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效率原则（Ｃｈｅｎ等，２０１６）。
由此，“员工关爱”文化诱发的劳动力成本粘性可能造成组织资源的浪费性支出，从而损害公司

未来的财务绩效。相反，“互惠”规则认为“员工关爱”文化加剧劳动力成本粘性会产生附加的

精神激励，对组织而言是一种关键的无形资产，虽然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但同时也能够激发

员工的工作热情并提高人力资本的专用性投资效率，从而实现劳资双方的“互惠”（Ａｋｅｒｌｏｆ，
１９８２；Ｃｈｅｎ等，２０１６）。

参考 Ｇｕ等（２０２０）的做法，本文构建如下模型来考察“员工关爱”文化能否强化劳动力成本粘
性与公司未来财务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

Δｌｎ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ｉ，ｔ ＝β０＋β１ΔｌｎＳａｌｅｉ，ｔ＋β２Ｄｅｃｉ，ｔ×ΔｌｎＳａｌｅｉ，ｔ＋（γ１ＥＦＣｉ，ｔ＋γ２Ｅａｒｎｉ，ｔ＋１／Ｒｏａｉ，ｔ＋１＋

λｋ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ｅｃｉ，ｔ×ΔｌｎＳａｌｅｉ，ｔ＋γ３ＥＦＣｉ，ｔ×Ｅａｒｎｉ，ｔ＋１／Ｒｏａｉ，ｔ＋１×Ｄｅｃｉ，ｔ×

ΔｌｎＳａｌｅｉ，ｔ＋（γ４ＥＦＣｉ，ｔ＋γ５Ｅａｒｎｉ，ｔ＋１／Ｒｏａｉ，ｔ＋１＋λｊＣｏｎｔｒｏｌ）×ΔｌｎＳａｌｅｉ，ｔ＋
Ｙｅａｒ＿Ｆ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ＦＥ＋εｉ，ｔ （３）

其中，公司未来的财务绩效分别采用 ｔ＋１年度的营业利润率（Ｅａｒｎｉ，ｔ＋１）和资产收益率
（Ｒｏａｉ，ｔ＋１）进行测度。若 Ｄｅｃ×ΔｌｎＳａｌｅ×Ｅａｒｎｉ，ｔ＋１（Ｄｅｃ×ΔｌｎＳａｌｅ×Ｒｏａｉ，ｔ＋１）的回归系数 γ２显著为
负，则说明公司未来一期的财务绩效与本期的劳动力成本粘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在

此基础上，若 Ｄｅｃ×ΔｌｎＳａｌｅ×Ｅａｒｎｉ，ｔ＋１×ＥＦＣ（Ｄｅｃ×ΔｌｎＳａｌｅ×Ｒｏａｉ，ｔ＋１×ＥＦＣ）的回归系数 γ３同样
显著为负，则表明“员工关爱”文化能强化劳动力成本粘性与公司未来一期财务绩效之间的正

向关系。

模型（３）的回归结果如表 ６所示，在列（１）和列（２）中使用营业利润率（Ｅａｒｎｉ，ｔ＋１）测度公司的
未来绩效。从列（１）的结果可以看到，在未引入“员工关爱”文化（ＥＦＣ）的情况下，Ｄｅｃ×ΔｌｎＳａｌｅ×
Ｅａｒｎｉ，ｔ＋１的回归系数在１％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企业当期的劳动力成本粘性与未来一期的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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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员工关爱”文化（ＥＦＣ）的影响，结果如
表６的列（２）所示。可以看到，Ｄｅｃ×ΔｌｎＳａｌｅ×Ｅａｒｎｉ，ｔ＋１×ＥＦＣ的回归系数在 ５％的水平下显著为
负，这表明在具有“员工关爱”文化的公司中，劳动力成本粘性与未来一期财务绩效之间的正向

关系更强。在列（３）和列（４）中使用资产收益率（Ｒｏａｉ，ｔ＋１）测度公司未来财务绩效时，能够得到同
样的回归结果。因此可以认为，“员工关爱”文化具有远期的价值提升效应，能促进劳动力成本

粘性对公司未来财务绩效的积极影响。

　　表 ６ “员工关爱”文化、劳动力成本粘性与公司未来财务绩效

变量
（１） （２） （３） （４）

Δｌｎ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 Δｌｎ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 Δｌｎ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 Δｌｎ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

ΔｌｎＳａｌｅ
１８４４４

（１１９０）

１８３９６

（１１９１）

１８３７９

（１１８７）

１８３３５

（１１８９）

Ｄｅｃ×ΔｌｎＳａｌｅ
－１７６４９

（－６７８）

－１７３１８

（－６７１）

－１７６１０

（－６７５）

－１７２５４

（－６６８）

Ｄｅｃ×ΔｌｎＳａｌｅ×Ｅａｒｎｉ，ｔ＋１
－０６２４２

（－３７０）

－０５２１９

（－３０５）

ΔｌｎＳａｌｅ×Ｅａｒｎｉ，ｔ＋１
０６３２８

（４８５）

０６２８４

（４８３）

Ｄｅｃ×ΔｌｎＳａｌｅ×Ｒｏａｉ，ｔ＋１
－０６３６７

（－３６０）

－０５２９５

（－２９８）

ΔｌｎＳａｌｅ×Ｒｏａｉ，ｔ＋１
０６４２３

（４５０）

０６３７５

（４４８）

Ｄｅｃ×ΔｌｎＳａｌｅ×Ｅａｒｎｉ，ｔ＋１×ＥＦＣ
－０８３１２

（－２３８）

Ｄｅｃ×ΔｌｎＳａｌｅ×Ｒｏａｉ，ｔ＋１×ＥＦＣ
－０９４０３

（－３０３）

Ｄｅｃ×ΔｌｎＳａｌｅ×ＥＦＣ
－００９３６

（－２６８）

－００９５９

（－２７７）

ΔｌｎＳａｌｅ×ＥＦＣ
００３４６

（１７０）

００３４６

（１７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１９５４ ２１９５４ ２１９５４ ２１９５４

调整后 Ｒ２ ０２３０５ ０２３１５ ０２３０４ ０２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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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文还探究了“员工关爱”文化、劳动力成本粘性与员工效率的关系。① 通过分组回归

发现，在具有“员工关爱”文化的企业子样本中，劳动力成本粘性与未来一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

系数为负，且显著高于不具有“员工关爱”文化的企业子样本。这表明，在具有“员工关爱”文化的

公司中，劳动力成本粘性能形成有效的员工激励，可以更好地提升工作效率，从而发挥远期的价值

提升效应，在总体上支持了“互惠”观的推论。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成本粘性的角度考察了企业的“员工关爱”文化对劳动力资源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

发现，“员工关爱”文化会加剧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粘性，并且在国有企业、垄断性行业以及员工维权

环境较好的地区，“员工关爱”文化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员工关

爱”文化主要通过用工粘性而非薪酬粘性来影响劳动力资源决策，其作用机制在于增加劳动力资

源的调整成本和促进管理层的乐观预期。价值检验表明，在具有“员工关爱”文化的公司中，劳动

力成本粘性能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对未来的公司绩效产生积极影响，最终实现劳资双方

的“互惠”。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第一，本文研究发现企业文化显著影响其决策行为。

宣扬“员工关爱”文化会使企业在进行劳动力资源调整时更加注重员工的权益保护。这表明企业

披露的非财务信息，如企业文化等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对于企业员工、投资人、供应商、客户以及

其他利益相关者而言，可由此了解企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并结合自身的实际需求优化职业

选择和投资决策。对于企业而言，应根据自身经营情况和发展目标进行文化战略制定，以更好地

提升核心竞争力和企业价值。第二，与一般性的组织资源不同，企业在进行劳动力资源调整时还

需要额外考虑员工的激励因素和心理需求。“粘性”的劳动力资源决策方式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企业的经营效率，但维护了员工权益，不仅能够提升工作效率，而且具有远期的价值提升效

应。因此，企业在进行资源决策尤其是劳动力资源决策时，应具有更长远的价值导向，而不是根据

业务量的变动频繁地进行人事调整，适当保持稳定的员工队伍和宽松的组织氛围可能更有利于未

来绩效的提升。第三，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劳动者对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幸福的个人生活有了

更高的追求，在弘扬劳动精神的同时，企业也需要重视员工的利益诉求。和谐的劳资关系是实现

企业与员工“互惠”的基础，管理层可以通过关爱和优待员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参考文献：

１姜付秀、石贝贝、李行天：《“诚信”的企业诚信吗？———基于盈余管理的经验证据》，《会计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８期。

２刘媛媛、刘斌：《劳动保护、成本粘性与企业应对》，《经济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３沈永建、范从来、陈冬华、刘俊：《显性契约、职工维权与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合同法〉的作用》，《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７年

第２期。

４王艳、阚铄：《企业文化与并购绩效》，《管理世界》２０１４年第１１期。

５辛宇、徐莉萍：《公司治理机制与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管理世界》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６姚挺：《世界第一部劳动法———英国工厂法的借鉴作用》，《东南学术》１９９９年第６期。

７冯根福、赵珏航：《管理者薪酬、在职消费与公司绩效———基于合作博弈的分析视角》，《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１３１

① 限于篇幅，未报告该部分结果，留存备索。



８谢德仁、林乐：《管理层语调能预示公司未来业绩吗？———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年度业绩说明会的文本分析》，《会计研究》

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９Ａｋｅｒｌｏｆ，ＧＡ，Ｌａｂｏｒ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ａｓＰａｒｔｉａｌＧｉｆ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９７，Ｎｏ４，１９８２，ｐｐ５４３－

５６９

１０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ＭＣ，Ｂａｎｋｅｒ，ＲＤ，＆Ｊａｎａｋｉｒａｍａｎ，ＳＮ，ＡｒｅＳｅｌｌ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ｓｔｓ“Ｓｔｉｃｋ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４１，Ｎｏ１，２００３，ｐｐ４７－６３

１１Ｂａｅ，Ｋ，Ｋａｎｇ，Ｊ，＆Ｗａｎｇ，Ｊ，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ＡＴｅｓｔ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００，Ｎｏ１，２０１１，ｐｐ１３０－１５３

１２Ｂａｎｋｅｒ，ＲＤ，Ｂｙｚａｌｏｖ，Ｄ，＆ Ｃｈｅｎ，ＬＴ，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Ｃｏｓｔｓａｎｄ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ｏｓ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５５，Ｎｏ１，２０１３，ｐｐ１１１－１２７

１３Ｂａｎｋｅｒ，ＲＤ，Ｂｙｚａｌｏｖ，Ｄ，Ｃｉｆｔｃｉ，Ｍ，＆Ｍａｓｈｒｕｗａｌａ，Ｒ，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ｒｉｏｒＳａｌｅｓ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ｎ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Ｃｏｓ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２６，Ｎｏ２，２０１４，ｐｐ２２１－２４２

１４ＢｅｎＮａｓｒ，Ｈ，＆Ｇｈｏｕｍａ，Ｈ，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ＷｅｌｆａｒｅａｎｄＳｔｏｃｋＰｒｉｃｅＣｒａｓｈＲｉｓｋ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Ｖｏｌ４８，２０１８，

ｐｐ７００－７２５

１５Ｃａｌｌｅｊａ，Ｋ，Ｓｔｅｌｉａｒｏｓ，Ｍ，＆ Ｔｈｏｍａｓ，ＤＣ，ＡＮｏｔｅｏｎＣｏｓｔＳｔｉｃｋｉｎｅｓｓ：Ｓｏｍ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１７，Ｎｏ２，２００６，ｐｐ１２７－１４０

１６Ｃｈｅｎ，ＣＸ，Ｌｕ，Ｈ，＆Ｓｏｕｇｉａｎｎｉｓ，Ｔ，ＴｈｅＡｇｅｎｃ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

Ｓｅｌｌ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ｓｔ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２９，Ｎｏ１，２０１２，ｐｐ２５２－２８２

１７Ｃｈｅｎ，Ｃ，Ｃｈｅｎ，Ｙ，Ｈｓｕ，Ｐ，＆Ｐｏｄｏｌｓｋｉ，ＥＪ，ＢｅＮｉｃｅｔｏＹｏｕｒＩｎｎｏｖａｔｏｒｓ：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Ｖｏｌ３９，２０１６，ｐｐ７８－９８

１８Ｄｉｅｒｙｎｃｋ，Ｂ，Ｌａｎｄｓｍａｎ，ＷＲ，＆Ｒｅｎｄｅｒｓ，Ａ，Ｄｏ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ＤｒｉｖｅＣｏｓ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

ｔｈｅＺｅｒｏ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ｆｏｒ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ＰｒｉｖａｔｅＢｅｌｇｉａｎＦｉｒｍｓＴｈ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８７，Ｎｏ４，２０１２，ｐｐ１２１９－

１２４６

１９Ｅｌｓｔｅｒ，Ｊ，ＳｏｃｉａｌＮｏｒｍ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３，Ｎｏ４，１９８９，ｐｐ９９－１１７

２０Ｆａｕｖｅｒ，Ｌ，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ＭＢ，＆Ｔａｂｏａｄａ，ＡＧ，ＤｏｅｓＩｔＰａｙｔｏＴｒｅａｔ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Ｗｅｌ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Ｖａｌｕｅ

ｏｆ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Ｖｏｌ５０，２０１８，ｐｐ８４－１０８

２１Ｇｈａｌｙ，Ｍ，ＡｎｈＤａｎｇ，Ｖ，＆Ｓｔａｔｈｏｐｏｕｌｏｓ，Ｋ，ＣａｓｈＨｏｌｄｉｎｇｓａｎｄＬａｂｏｒ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ＳｋｉｌｌｅｄＬａｂｏｒ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０，Ｎｏ１０，２０１７，ｐｐ３６３６－３６６８

２２Ｇｉｒｏｕｄ，Ｘ，＆Ｍｕｅｌｌｅｒ，ＨＭ，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Ｍａｒｋｅ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ｑｕｉｔｙＰｒｉｃｅｓ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

Ｖｏｌ６６，Ｎｏ２，２０１１，ｐｐ５６３－６００

２３Ｇｒａｈａｍ，ＪＲ，Ｈａｒｖｅｙ，ＣＲ，Ｐｏｐａｄａｋ，Ｊ，＆Ｒａｊｇｏｐａｌ，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ＮＢ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２３２５５，２０１７

２４Ｇｕ，Ｚ，Ｔａｎｇ，Ｓ，＆Ｗｕ，Ｄ，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Ｌａｂｏｒ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６６，Ｎｏ１０，２０２０，ｐｐ４７０３－４７２５

２５Ｇｕｉｓｏ，Ｌ，Ｓａｐｉｅｎｚａ，Ｐ，＆Ｚｉｎｇａｌｅｓ，Ｌ，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ｏｃｉｅｔ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０５，Ｎｏ５，２０１５，ｐｐ３３６－３３９

２６Ｈａｒｔｌｉｅｂ，Ｓ，Ｌｏｙ，ＴＲ，＆ Ｅｉｅｒｌｅ，Ｂ，Ｄｏ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ｅｃｔ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Ｃｏｓ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４６，２０２０，ｐ１００６４０

２７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Ｂ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ｐｒ１９９９，ｈｔｔｐ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１６２５４９

２８Ｋｏｎｇ，Ｄ，Ｗａｎｇ，Ｙ，＆Ｚｈａｎｇ，Ｊ，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ａｇｅｓａｓＧｉｆ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Ｖｏｌ６５，２０２０，ｐ１０１７２５

２９Ｍａ，Ｌ，Ｗａｎｇ，Ｘ，＆Ｚｈａｎｇ，Ｃ，Ｄｏｅ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ｈａｐ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ｏｓ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Ｖｏｌ１７０，Ｎｏ４，

２０２１，ｐｐ８３５－８５５

３０Ｎｏｒｅｅｎ，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Ｗｈｉｃｈ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Ｃｏｓ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Ｃｏｓ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３，Ｎｏ４，１９９１，ｐｐ１５９－１６８

３１ＯＲｅｉｌｌｙ，ＣＡ，＆ Ｃｈａｔｍａｎ，Ｊ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ｕｌｔ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

２３１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３，Ｎｏ７，２０２２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Ｖｏｌ１８，１９９６，ｐｐ１５７－２００

３２Ｐａｃｅｌｌｉ，Ｊ，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ｔＣａｔｅｒ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６７，Ｎｏ１，２０１９，ｐｐ１２０－１４３

３３Ｐａｇａｎｏ，Ｍ，＆Ｖｏｌｐｉｎ，ＰＦ，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Ｗｏｒｋｅｒｓ，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Ｖｏｌ６０，Ｎｏ２，２００５，

ｐｐ８４１－８６８

３４Ｐｌａｋｏｙｉａｎｎａｋｉ，Ｅ，Ｔｚｏｋａｓ，Ｎ，Ｄｉｍｉｔｒａｔｏｓ，Ｐ，＆Ｓａｒｅｎ，Ｍ，Ｈｏｗ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ｓ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５，Ｎｏ２，２００８，ｐｐ２６８－２９３

３５Ｐｏｒｔｅｒ，ＬＷ，＆ Ｓｔｅｅｒｓ，ＲＭ，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ａ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ａｎｄＡｂｓｅｎｔｅｅｉｓｍ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Ｖｏｌ８０，Ｎｏ２，１９７３，ｐｐ１５１－１７６

３６Ｐｒａｂｏｗｏ，Ｒ，Ｈｏｏｇｈｉｅｍｓｔｒａ，Ｒ，＆ＶａｎＶｅｅｎＤｉｒｋｓ，Ｐ，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ｏｃ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Ｓｔｉｃｋｉｎｅｓ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７，Ｎｏ４，２０１８，ｐｐ７７１－７９６

３７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Ｓ，Ｏｖｅｒ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ｏｆＦｒｅｅＣａｓｈＦｌｏｗ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１１，Ｎｏ２，２００６，ｐｐ１５９－１８９

３８Ｕｓｌａｎｅｒ，ＥＭ，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ｒｕｓｔＳｅｐ２００２，ｈｔｔｐ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８２４５０４

３９Ｗａｎｏｕｓ，ＪＰ，Ｐｏｌａｎｄ，ＴＤ，Ｐｒｅｍａｃｋ，ＳＬ，＆Ｄａｖｉｓ，Ｋ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ｅｔ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Ｎｅｗｃｏｍｅｒ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７７，Ｎｏ３，１９９２，ｐｐ２８８－２９７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ｓｔＳｔｉｃｋ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ＱＵＡＮ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ＺＨＵＹｕｘｉａｎｇ（Ｓｏｏｃｈｏｗ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１５０２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ｇｕｉｄｅｓ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ｆｉｒｍ．Ｕｓｉｎｇｔｅｘｔｕ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ｔｈｅ“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ｘａｍｉｎｅｓ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ｈｏｗ．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ａｓｂｅｌｏｗ．（１）Ｔｈｅｆｉｒｍｓｗｉｔｈ“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ｈａｖｅ

ｈｉｇｈｅｒｃｏｓｔｓｔｉｃｋｉｎ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ｕｃｈ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ｓｍｏ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ｆｉｒｍｓ，ｍｏｎｏｐｏｌ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ａｒｅａｓｗｉｔｈａｂｅｔｔ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ｏｒ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ｒｉｇｈｔ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２）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ｔｅｓｔｆｉｎｄ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ｍａｉｎ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ｃｏｓｔｓｔｉｃｋｉｎｅｓ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ｔｉｃｋｉｎｅｓｓ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ｓａｌａｒｙｓｔｉｃｋｉｎｅｓｓ．（３）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ｔｅｓｔｆｉｎｄ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ｃｏｓｔｏｆｌａｂｏｒｆｏｒｃｅ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ｉｃ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４）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ｔｅｓｔｆｉｎｄｓ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ｓｔｓｔｉｃｋｉｎｅｓｓｃａｎｂｅｔｔｅｒ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ｅｒｅｂｙ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ｆｕｔｕｒ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ａ“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ｎｏｔｏｎｌｙｒｅｖｅａｌｓｈｏｗ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ｆｆｅｃｔｓ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ｓｃｏｓ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ｔ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ｌｅｖｅｌ，ｂｕｔａｌｓｏｅｘｐａｎｄ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ａｓ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ｉｔ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ｌａｂ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ＣｏｓｔＳｔｉｃｋｉｎｅｓｓ，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ＪＥＬ：Ｍ１４，Ｍ４１，Ｍ５１

责任编辑：非　同

３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