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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结合 了 组织 社会 学 两 大流派
一种群生 态 学和制度学派的 视

角 ， 探索 我 国不 同省 区 民营 经济发展 速度 对 民 营 企 业绩效 的 影 响 。 研 究 发

现
，
民营 经济 的快速发展对民 营 经济发展 程度高 的 省 区 企业 影 响 是负 面 的 ，

却有利于发展程度低 的省 区 的 民 营企 业
；
前者是组织 环境 中 的 竞 争性机制 所

致
，
后者 主要是受合法性机 制 的 影 响 。 研 究进

一

步发现 ，
民 营 经 济 的 快速发

展对小型 民营企业和年轻 的 民营 企业 更 为 有利 。 本文在 方法论和理论上对

种群 生 态 学都 有所 突破 ，
另 外本 文 的 发现 也 弥 补 了

“

新进入缺 陷
”

理 论 的

不足 。

关键词 ： 种群生 态 学 制度 学 派 合 法性机 制 竞 争机 制 民 营 经济发

展 民营企业绩效

组织社会学一个核心的假设是组织的环境是模糊多变的 ，包括技

术环境和制度环境 （ Ｆ ｌｉｇｓ
ｔｅｉｎ＆Ｄａｕｔｅｒ

，
2 0 0 7

；周雪光 ，
2 0 0 3 ） 。 种群生

态学侧重技术环境对组织形式 、生存的影响 （
Ｈａｎｎａｎ＆Ｆｒｅｅｍａｎ

，

1 9 7 7

 ；

Ｈａｖｅｍａｎ＆Ｒａｏ
， 1 9 9 7

） ，
而制度学派重在考察社会规范 、认知 、合法性

等制度性 因 素对组织结构和 行为 的影 响 （
Ｍｅｙｅｒ＆Ｓｃ ｏｔｔ ， 1 9 8 3

；

Ｄ ｉＭａｇｇｉｏ＆ＰｏｗｅＨ
， 1 9 8 3

 ；
高柏 ，

2 0 0 8

；郭毅等 ，

2 0 0 7
） 。 这些研究要么探

索较长历史阶段的某个组织形式变迁规律 ，要么是揭示在某种制度约

束下的组织如何做结构和行为 的选择 ，
而鲜有研究揭示制度变迁速度

与企业表现的关系 。 研究转型经济 的组织学者也多是从组织为克服制

度障碍如何寻求其他途径的视角或不同制度下的企业表现来探索制度

与企业表现的关系 （
Ｐｅｎｇ ， 2 0 0 0

；

Ｎｅｅ
， 1 9 9 2

；

Ｌｉｅｔａｌ ．
，

2 0 0 8
） 。 我们在

这篇文章里尝试分析制度变迁速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制度环境有稳

＊本文初稿 曾在
“

第十一届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 （ 2 0 1 4 杭 州
）

”

上 宣读 ，
感谢赵鼎

新 、 曹 洋等参会师友给予的 富有帮助的点评和 建议 。 本文 的写 作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
一

般项 目 的资助 （ 1 2ＹＪＣ 8 4 0 0 6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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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
，
有转型的 ，

有变化快的 ，
变化慢的 （

Ｒｏｌａｎｄ
，

2 0 0 4
） 。 不同的变迁

速度可能会影响企业的绩效 ；
同时 ，

在产业和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状况

下
’
组织环境和制度的变迁速度还会因产业部门 和地域而不同 。 现有

文献显示 ，不同制度环境对企业绩效影响有别 ，好的市场环境有利于企

业效益 （ Ｌｉｅｔａｌ ．， 2 0 0 8 ） ，但是这些研究多是基于静态制度进行的比较

分析 ，忽略了动态的制度变化对于企业发展和绩效的影响 。 例如 ，

一个

市场化较高而稳定的制度环境比一个市场化较低但是越来越市场化的

制度环境对于企业绩效的贡献反而可能会更低 。 对此类现象的研究 ，

是以往从静态制度的优劣来比较分析企业效益的研究所忽略和无法实

现的 。 周雪光 、赵伟 （
2 0 0 9

） 指出
，
我 国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在明 确运

用组织理论和模型 、与组织社会学研究的课题和 内容进行对话方面还

很有欠缺 。 本文将结合组织社会学的两大流派即种群生态学与制度学

派的视角 ，考察中国各省区的民营经济不同发展变迁速度对民营企业

绩效的不同影响 。

一

、种群生态学理论

种群生态学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ｏ ｌｏｇｙ）认为 ，新的组织形式在起初阶段因

为数 目少 ，合法性弱 ，会导致组织的死亡率高 ’存活率低
；
随着组织的增

多 ，
组织形式的合法性会增强 ，这将促进企业生存 ， 降低企业的死亡 ；但

当组织数 目增加到
一定程度时 ，组织 的合法性机制将被竞争机制所取

代 ，
也就是组织不再担心合法性危机 ，相反 ， 由于组织数 目 过多 ，在资

源 、市场等方面开始 出 现越来越激烈的竞争 ，
组织的死亡率又开始上

升 ，存活率开始下降 （
Ｈａｎｎａｎ ＆Ｆｒｅｅｍａｎ

， 

1 9 7 7
） 。 汉南和弗里曼发现美国

工会在 1 8 3 6 
－

 1 9 8 5 年期 间 的组建率呈倒 Ｕ 型 （
Ｈａｎｎａｎ＆Ｆｒｅｅｍａｎ

，

1 9 8 7
） ，而同一期间工会的解散率呈 Ｕ 型 （

Ｈａｎｎａｎ＆Ｆｒｅｅｍａｎ
，

1 9 8 8
） 。 卡

罗尔和德拉克诺克斯指出 ，
阿根廷 （

1 8 0 0 － 1 9 0 0 年 ） 和爱尔兰 （
1 8 0 0 －

1 9 7 0 年 ） 的 报业均 出 现 Ｕ 型 的死亡率和 倒 Ｕ 型生存率 （
Ｃａｒｒｏｌｌ＆

Ｄｅ ｌａｃｒｏｉｘ
， 1 9 8 2

） 。 种群生态学作为组织社会学的重要学派 ，
贡献了大

量富有洞见的研究 ，然而该学派也存在一些不足 。 首先 ，种群生态学学

者大多通过事件史分析方法研究组织 的存活率 、 死亡率和组建率

（
Ｃａｒｒｏ ｌｌ＆Ｄｅ ｌａｃ ｒｏ ｉｘ

，
 1 9 8 2


；
Ｆｒｅｅｍａｎｅ ｔａｌ ．

， 1 9 8 3 
；Ｈａｎｎａｎ ，

2 0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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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ａｎｎａｎ＆Ｆｒｅｅｍａｎ
， 1 9 8 7

，
1 9 8 8


；



Ｔｕｃｋ ｅｒｅｔａｌ
．

，
1 9 8 4 ） ，

而对组织的效益

鲜有研究 。 惟
一

的例外是卡罗尔和霍对制度变量如何影响报业发行量

的研究 （
Ｃａｒｒｏｌ ｌ＆ Ｈｕ 0

， 1 9 8 6 ） 。 卡罗尔和霍对制度的测量包括了经济

的巅峰 、低谷年份 、商业失败的数 目 、工业产业数 目 、总统选举年份和政

治动荡与否 。 他们发现只有政治动荡对报纸的组建和死亡有很强的影

响 ，而对报纸发行量影响比较弱 ，其他制度变量都没有任何影响 。

其次 ，种群生态学多是研究某个组织形式在某
一社会和制度环境

里的长期发展规律 ，而较少考虑同一社会和制度环境中可能存在的区

域性差异 。 汉南 （
Ｈａｎｎａｎ


，

2 0 0 5
）等学者认为组织的竞争环境是以国家

为边界的 ，而朱克 （
Ｚｕｃｋｅｒ

，

1 9 8 9
） 指出组织可能在更小的区域内进行更

激烈的各种资源竞争 。 虽然部分种群生态学者也意识到地方性的资源

环境对组织有很复杂的影响 （
Ｃａｒｒｏｌｌ

，
1 9 8 5

；
Ｂａｕｍ＆Ｍｅｚｉａｓ

， 1 9 9 2
） ，合

法性和竞争性机制可能会因地区有别 （
Ｃａｒｒｏｌｌ＆ Ｗａｄｅ

， 1 9 9 1
 ；Ｈａｎｎａｎ

＆ Ｃａｒｒｏ ｌｌ
，

1 9 9 2

；



Ｌｏｍ ｉ
，

1 9 9 5
） 。 比如 ，鲍姆和梅兹亚斯 （ Ｂａｕｍ＆Ｍｅｚｉａｓ

，

1 9 9 2 ）发现纽约曼哈顿地区的酒店在规模 、价格和地理位置方面存在

的本地竞争越强 ，
越容易死亡

；罗密 （
Ｌｏｍｉ

，
1 9 9 5

） 的研究将意大利分为

1 3 个区域 ，发现在 1 9 6 4 年至 1 9 8 8 年间 ，不同区域的农村合作银行在

应对合法性和竞争性机制方面有差异 。 这种跨地区的比较研究在种群

生态学 中寥寥无几 ，同时也局限于单一的行业 。

用组织的个数来测量组织密度并对此进行事件史分析 ， 是种群生

态学的一个显著特点 （
Ｈａｎｎａｎ

，
2 0 0 5 ） 。 也正是因为这个特点 ，种群生

态学的研究在经历了 2 0 世纪 7 0 年代末至 9 0 年代的辉煌发展以后难

以实现突破 。 朱克 （
Ｚｕｃｋｅｒ

，
1 9 8 9

）指出 ，种群生态学的组织密度仅仅测

量种群内部的某种特征 ，将种群的生存和竞争过于狭隘地限于某个组

织形式内部 （很多实证研究以行业为研究对象 ） ，而忽视了种群间的竞

争 。 我们认同朱克的观点 ，认为以组织的个数来测量组织密度有其局

限性 ，缺乏与其他组织形式的 比较 。 例如 ，在一个经济总量很小 、发展

很慢的社会或地区 ，某个组织数 目 的少量增加 ，
可能意味着合法性的显

著提升 ；
而如果这种少量增加发生在一个经济总量很大 、发展很快的社

会或地区 ，相 比其他组织 ，尤其是与之存在竞争的组织形式 ，其合法性

可能并不会提升 。 所以 ，我们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以某种组织类型在经

济总量中 的占比作为组织密度的测量指标 ，其创新性和合理性表现在

它更好地考虑了不同形式的组织间的竞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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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制度学派与种群生态学的结合

组织社会学的制度学派与种群生态学派几乎是同时兴起的 。 制度

学派侧重规范 、标准 、认知和文化环境 ， 而种群生态学侧重组织的技术

环境 。 两者互有批判和借鉴 ，也有学者结合两派的概念和机制进行研

究 （ Ｂａｕｍ ＆ Ｐｏｗｅｌｌ
， 1 9 9 5  ；

Ｃａｒｒｏｌｌ＆ Ｈｕｏ
， 1 9 8 6

） 。 合法性的概念和理论

在种群生态学和制度学派 中都得到 了广泛讨论 ， 既有相通也有不同之

处 。 合法性在制度学派中被视为制度性因素 ，在制度学派中显得尤为

重要 （刘玉照 、 田青 ，
2 0 0 9

；杨典 ，
2 0 1 1 ） ，多是静态研究不同合法性对不

同组织的影响 ；而合法性在种群生态学中只是以组织密度彰显的技术

因素
，
主要探索组织密度的高低对组织生存和死亡的影响 。 制度学派

认为种群生态学的合法性概念只是认知合法性 （ ｃｏｇｎ
ｉｔｉｖｅｌｅｇ

ｉｔｉｍａｃｙ ） ，

忽略了外部环境的支持 ， 即社会政治合法性 （ ｓｏｃ ｉｏ－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

（
Ｂ ａｕｍ＆Ｐｏｗｅｌｌ

， 1 9 9 5  ；Ｓｉｎｇｈｅｔａｌ ．

，
1 9 8 6

；
Ｓｕ ｃｈｍａｎ

，
1 9 9 5


；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Ｚｅ ｉｔｚ
，
2 0 0 2

） ｏ 朱克 （
Ｚｕｃｋｅｒ

，
1 9 8 9

） 还指出种群生态学对合法性缺乏

测量 ，简单地将组织的密度 （组织的个数 ） 等同于组织的合法性 。 鲍姆

和鲍威尔 （
Ｂａｕｍ＆Ｐｔｍｅ ｌｌ

，
1 9 9 5

）
进一步批判种群生态学的组织个数

（密度 ） 与合法性的关系模糊 ，前者既像后者的替代指标 ，
又更像描述

后者的过程 。 此外 ，制度学派认为组织生存的具体历史环境对合法性

的影响很重要 ，
还批判种群生态学的合法性概念缺乏历史和具体社会

背景 （
Ｚｕｃｋｅｒ

，
1 9 8 9

；
Ｂａｕｍ＆Ｐｏｗｅｌｌ

， 1 9 9 5
） 。

另外 ，现有的制度变迁研究主要探索变迁的原因 、机制 以及变迁对

组织结构 、行为的影响 。 更宏观的制度变迁关注国家层面的政治 、经济

制度变迁 ， 比如很多研究发现 ， 中 国 的渐进式转型比前苏联 、东欧的休

克疗法要成功 。 在这些研究中 ，
已有学者将制度变迁依速度分为快速

变迁和慢速变迁 （
Ｒｏｌａｎｄ


，

2 0 0 4
） 。 然而 ，迄今为止 ，制度变迁研究几乎

没有探讨制度变迁的不同速度如何影响组织行为和绩效。

我们认为可 以将种群生态学和制度学派结合起来 ，并运用种群生

态学的概念和机制来探索制度变迁的速度如何影响组织绩效 。 首先 ，

我们认为某时点的组织密度反映出某个组织形式的发展水平 ， 比如该

形式组织的销售市场规模 、就业 、投资所占比重等 ，彰显其认知合法性

程度 ，
这也是该组织制度环境的重要要素 。 另外 ，卡罗尔和霍认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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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除了规则 和信仰之外 ，
还包括市场规模 、 形态 、条件和稳定性

（ Ｃ ａｒｒｏｌｌ＆Ｈｕｏ
，

1 9 8 6
） 。 所以组织密度是组织发展程度及其制度环境

的 良好测量指标 。 某时段组织密度 的变迁速度则反映出 合法性的过

程 ，即制度环境的变迁速度 。 当组织密度或者说组织发展程度 比较低

时 ，影响组织效益的是合法性机制 ，
组织密度的快速发展对组织效益有

利 ；当组织密度或者说组织发展程度 比较高时 ，合法性机制将被竞争性

机制取代 ，组织密度的快速发展对组织效益不利 。 其次 ，种群生态学虽

然认为组织的竞争环境以 国别为界 ， 但也承认同
一

社会或国家不 同区

域的制度环境是可能不同 的 。 卡罗尔和霍认为市场规模 、形态 、条件等

制度性因素会因地而异 ， 同时这种差异会影响到组织行为 （
Ｃａｒｒｏ ｌｌ＆

Ｈｕｏ
， 1 9 8 6 ） 。 所以

，某一形式组织在同
一

国家的不同地区 ，发展阶段可

能不一样
，
其合法性程度 以及面临的竞争环境也不一样 。 在该组织密

度 比较低的地区 ，合法性机制 占据主导 ，而组织密度比较高的地区则是

竞争性机制 占主导 。 最后 ，考察组织的合法性等制度环境 ，
还必须将组

织密度和组织发展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结合起来 ，
因为组织合法性还

包括来 自社会 、政治方面的支持 。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将考察我 国不同省 （ 区 ） 民营经济

发展的水平及速度对当地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 ，我们还将探索制度快

速变迁对具有不同组织特征 （包括规模和年龄 ） 的企业之绩效的影响 。

三 、 中 国民营经济发展与区域变迁

中国 民营经济的发展 ，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合法性 。

在我 国 2 0 世纪 5 0 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中 ，
民营经济 因为意识形

态的原因被完全收归公有 。 相当长
一

段时间 内 ，
民营经济被视为资本

主义的尾巴 ，
必须给割掉 。 改革开放初期 ，

沿海地区 的政策 比较开放 ，

一些个体民营经济得 以兴起 ， 即或如此
’
依然不能直接对外宣称为 民营

企业 ，
而不得不挂靠在公有实体下取得合法地位 。 中 国第一个民营企

业立法于 1 9 8 7 年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地区通过 ，称之为 《温州私人

企业管理暂行条例 》 。 1 9 8 8 年全国人大以此为基础颁布 了国家层面的

《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 ， 民营企业的合法性终于浮出水面。
1 9 9 2 年党的

十四大进
一

步确立民营企业的合法地位 。 而在党的十六大上 ，
民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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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被允许入党 ，此举被视为提高民营 民营企业合法性的重大举措 。

但即或在民营企业合法性大为改善的今天 ，民营企业在行业进人 、融资

等诸多方面依然面临着歧视 ， 而不得不依靠关系或谋求政治身份来争

取这些资源 （ Ｉｉｅｔａｌ ．

， 2 0 0 8
；
Ｐｅｎｇ ， 2 0 0 0 ） 0 这些都足以反映合法性对

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 我们从民营企业发展历程来看 ，这既是一个

渐进的历史过程 ，
也是区域阶梯型发展的过程 ，

不同区域的民营企业兴

起和发展速度在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 。 沿海地区早在 2 0 世纪 8 0 、 9 0

年代就获得了更大的政策 自 主权 ， 民营经济发展迅速。 中国政府从 2 0

世纪 9 0 年代 中期开始加大对内地的扶持 ，在 1 9 9 9 年提出
“

西部大开

发
”

战略 ，
2 0 0 3 年提出

“

振兴东北
”

，后来于 2 0 0 5 年提出
“

中部崛起
”

。

中西部地区为了大力发展经济 ，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在税收 、资金 、用地

等方面提供了 比沿海更优惠的政策 ，
以吸引沿海地区的民营企业前往

投资 。 与此相反的是 ，沿海地区经过快速发展之后 ，
本土民营企业由于

规模相对较小 ，
且属于劳动密集型 ， 占地多 ，提供的附加值低 ，所以对当

地经济的贡献率减弱 ；而当地政府在 ＧＤＰ 增长率导向 的驱使下 ，越来越

注重扶持大型 、资本密集型企业 ，本土的民营企业在资金 、用地等方面越

来越困难 ，这就是所谓的
“

腾笼换鸟
”

政策 。 这
一

政策在 2 0 0 0 年后的沿

海省份或多或少得到了采用 （
Ｚｈｅｎｇ＆Ｔｏｎｇ ， 2 0 1 0

） 。 近 1 0 多年来 ，

一大

批民营企业从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转向相对落后的地区 ，例如东南沿海

的服装业转向河南 ，
温州的鞋业向重庆转移 ，而眼镜企业向江西转移等。

很多研究中 国区域经济的文献运用 2 0 0 2 年以前的数据 ，他们发现

沿海的发展比内地要好很多 （
Ｆａｎ＆Ｓｕｎ

， 2 0 0 8
） ，
而最近的区域研究也

发现中国政府努力提振内地经济 ，沿海 内地差距从 2 0 0 4 年起开始减小

（
Ｆａｎ＆Ｓｕｎ

， 2 0 0 8
；
Ｌｉ＆Ｘｕ

，
2 0 0 8

；
Ｃｈａｎ＆Ｗａｎｇ ， 2 0 0 8

； 许召元、李善

同 ，

2 0 0 6
） 。 中 国民营经济区域变迁这一动态发展过程为测试我们以

下的理论假设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材料 。 同时 ，我们的研究也有助于更

准确地把握中 国转型经济中影响组织表现的因素和机制 。

四 、研究假设

（

一

） 民营经济发展速度与民营企业绩效

种群生态学认为 ，某个组织形式在起初阶段因为数 目 （ 密度 ）
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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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受市场认可 ，造成此类组织死亡率高 ，生存率低 ；随着该类组织数

目 的增加 ，合法性增强 ，死亡率下降 ，生存率上升 ，同时新建的组织也会

越多
；
当组织数 目 （密度 ）增大到

一定程度 ，其发展不再受合法性支配 ，

取而代之的是竞争性机制 ，该类组织 因为数 目过多导致资源 、市场等方

面的竞争加剧 ，抑制了新增组织数 目 ， 同时导致更多组织消亡 。

如前文所述 ，受种群生态学启发 ，并结合制度学派的理论 ’我们认

为当组织密度比较低时 ， 由于合法性的因素 ，该形式组织的快速发展有

利于企业绩效 ； 当组织密度 比较高时 ， 由于竞争性原因 ，该形式组织的

快速发展不利于企业绩效 。

一

些种群生态学研究显示不同地区的组织

在应对合法性和竞争性机制方面不同 （
Ｂａｕｍ＆Ｍｅｚｉａｓ

，

1 9 9 2
；

Ｌｏｍｉ
，

1 9 9 5
）
。 因此 ，我们认为在民营经济发展程度 已经较高的省 区 ， 民营企

业合法性已经很强 ，
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市场竞争机制的支配 ， 因此民营

经济的增长只会加剧竞争 ，抑制这些地区民营企业的绩效 ；
而民营经济

发展比较落后的省 区 ，合法性机制 占主导地位 ，发展速度的加快意味着

民营企业合法性的增强 ，更重要的是 ，
民营企业的合法性还来 自地方政

府的政策支持 ，这有助于企业获得资源 、拓展市场 ，从而提高绩效 。 根

据上述原因 ，我们提出假设 1
。

假设 1
： 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民营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省 （

区
） 的

民营企业的 绩效具有 负 面 影 响 ； 相反 ，
对 民营经 济发展程度较低省

（
区

） 的 民 营企业的绩效具有促进作用 。

（ 二 ） 民营经济发展速度 ：民营企业规模与绩效

现有文献认为大企业因为多元 、规模经济以及程序正式化 ，从而使

得运营 、管理更有效 ，最终导致大企业有更好的绩效 （
Ｐｅｎｒｏｓｅ

，

1 9 9 5
） 。

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企业规模与市场权力有关 （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1 9 8 6 ） ， 随

着市场权力增加产生 Ｘ － 非效率 （
Ｌｅｉｂｅｎｓ ｔｅｉｎ

，
1 9 7 6

） ，
也就是当大企业

市场权力发展到垄断力量时 ，就会放松内部管理和技术创新 ，从而降低

生产和经营的效率 。 这些研究多是以稳定环境为背景而展开的 。

种群生态学则持相反的观点 ，认为随着组织规模的增大 ，组织的结

构惰性 （
ｓ ｔｒｕｃ ｔｕｒａ ｌｉｎｅｒｔｉａ

）水平会增加 ，这种惰性会造成企业在适应环

境变迁方面比较缓慢 。

一

般而言 ，大企业 由于规模大 、程序正式 、稳定

和可靠性强 ，所以结构性惰性高 （
Ｈａｎｎａｎ＆Ｆｒｅｅｍａｎ

， 1 9 8 4
） ； 相反 ，小

企业会较少受制于组织的惰性 （
Ｍｉｌｌｅｒｅｔａｌ ．

 ，1 9 8 2 ） 。 也有研究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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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产品创新的角度看 ， 小企业在稳定环境中的收益比在易变环境

中的收益要差 （ Ｃｏｖｉｎ＆Ｓｌｅｖｉｎ
，

1 9 8 9 ） ， 当环境较动荡时 ， 产品创新策略

对小型的技术企业有更强的正面影响 。 我们认为在制度变化快的环境

下 ，小企业由于组织惰性小 ，更容易灵活调整产品和市场战略 ，获得更

好的业绩 ；大企业则由于结构性惰性 ，

一

方面不容易主动变革 以适应快

速变化的环境 ，另一方面局部的改良牵涉较多的种群和部门 ，调整和协

调的成本更大 ，从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如小企业更明显 。 所以 ，
我们

提出假设 2 。

假设 2
： 民营经济发展速度越快 ， 相对于规模较大的 民 营企业而

言 ，更有利 于规模较小的 民营企业取得更好绩效。

（三 ） 民营经济发展速度 ： 民营企业年龄与绩效

斯丁奇康 （ Ｓｔｉｎｃｈ ｃｏｍｂ ｅ
， 1 9 6 5 ）认为 ，新的组织缺乏经验 ，需要学习

社会角色
，

协调员工的分工
，
同时加上低合法性的因素

，
在和现有的组

织竞争的时候 ，会因为上述的
“

新进入缺陷
”

（
ｌｉ ａｂｉ ｌｉ ｔｙｏｆｎｅｗｎｅｓｓ ） ，很容

易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死亡率较高
；
相反 ，

老企业由 于稳定性和可靠性

而占有优势 （
Ｈａｎｎａｎ＆Ｆｒｅｅｍａｎ

， 1 9 8 4
） ， 因而死亡率较低 。 不少实证

研究都揭示了企业年龄与企业死亡率呈负相关关系 ，
比如弗里曼等学

者 （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ｅｔａｌ ．

 ，
1 9 8 3

） 的研究发现工会和半导体产业都有不同程度

的
“

新进人缺陷
”

；
卡罗尔和德拉克诺克斯 （

Ｃａｒｒｏｌｌ＆Ｄｅ ｌａｃｒｏ ｉｘ
， 1 9 8 2

）

发现报纸存在的时间越长 ， 越不容易死亡 ； 卡罗尔 （
Ｃ ａｒｒｏｌｌ

， 1 9 8 5 ） 指

出 ，这种
“

新进入缺陷
”

规律在零售 、批发和制造业里同样存在 。 而 申

等 （ Ｓｉｎｇｈｅｔａｌ ．

 ，
1 9 8 6 ）则持相反观点 ，认为

“

新进入缺陷
”

并不是因为

新的组织内部需要协调 、变化弓
Ｉ起的 ，

而是因为制度对组织支持的外部

合法性起着重要作用 。 他们对加拿大多伦多市 1 9 7 0 
－

 1 9 8 0 年间的社

会服务 自愿者组织的研究表明 ：组织 内部变化除了首席执行官的更换

会降低死亡率 ，这些组织的外部合法性对降低组织死亡率的作用也很

显著 。 其研究对外部合法性的具体测量包括社会服务 自愿者组织是否

出现在社区组织 目录表上 、是否具有慈善组织的合法身份以及组织的

董事会规模 ，结果发现外部制度的支持会有利于弥补年轻组织的
“

新

进人缺陷
”

。 另外 ，有研究从企业的灵活程度出发 ，
认为老企业容易有

惰性 ，组织僵化 ， 因此缺乏应对市场快速变化的灵活性 ，
因此比年轻灵

活的企业绩效差 （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 1 9 2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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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 ，在某个地区的民营经济快速扩展时 ，这意味着新的 民营

企业有着 良好的制度支撑 ，从而可以降低
“

新进入缺陷
”

的影响 ， 同时新

企业的灵活性使其能快速应对市场的急剧变化 ，因此我们提出 了假设 3 。

假设 3  ：
民营经济发展速度越快 ，相对于 老企业 而 言 ， 对新 的 民营

企业绩效越有利 。

五 、数据和方法

（

一

）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 自 2 0 0 8 年全国民营企业调查 ，这是由 中共中央统

战部 、全国工商联 、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中 国 民 （ 私 ） 营经济研究

会主持的 。 该调查的调查对象是私营企业的法人代表 ， 即民营企业家 。

调査样本涵盖我国境内 3 1 个省 、 市 、 自治区的所有民营企业 ，
而且涉及

各个行业 、各种发展阶段和规模 ，覆盖面广 ，代表性强 ，是研究民营企业

的较为通用的数据来源 。 在除去缺失值之后 ，本研究的有效样本最终

包括了
1 6 0 7 个观测值 。

（二 ） 变量和模型

本文核心考察民营经济发展速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所以 因变量

为民 营企业 的绩效 ， 我们主要选取净资产 回报率 （
ＲＯＥ

，
ｒｅｔｕｒｎｏｎ

ｅｑｕｉｔｙ ） 。 由于该变量的分布是偏斜的 ，我们在回归模型 中取其对数。

在数据分析中
，
我们也选取了衡量企业绩效的另

一

个指标
——

资产回

报率 （
ＲＯＡ

，
ｒｅｔｕｒｎｏｎａｓｓｅ ｔｓ

）做了稳健性检测 ，得到 的结果几乎相同 。

本文主要的 自变量是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 ，
也就是民营经济密度

的增速 。 我们在前面分析中指出仅仅以组织个数来测量组织密度是片

面的 。 朱克对卡罗尔和汉南 （
Ｃａｒｒｏｌｌ＆ Ｈａｉｍａｎ

，
1 9 8 9

） 的测量提出了质

疑 ，她认为
“

报纸在某个时候可能与种群内部的其他报纸竞争 ，但是在

晚些时候可能与电 台 、杂志 、 电视竞争 ，但是电台 、杂志 、电视没有
一

个

被列人组织密度的测量中
”

（ Ｚｕｃｋｅｒ
，


1 9 8 9
：

5 4 3 ） 。 所以 ，我们认为更合

理的方式应该是考察该类组织在经济总量 （ 至少包括竞争组织 ） 中 的

占 比 。 例如 ，我 国的民营企业在很多行业与国有 、集体和外资企业存在

竞争 。 在我 国经济总量不断发展 、已位居世界第二的背景下 ，我们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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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经济在国 民经济中 的比重作为民营经济密度或发展程度的测量指

标 ，更能准确地反映民营经济密度与合法性的关系 。 同时 ，不同于西方

私营企业 的是 ， 合法性对于中国 民营企业的 生存和发展 至关重要

（ Ａｈｌｓｔｒｏｍ＆Ｂｒｕｔｏｎ
， 2 0 0 1

） 。 另外 ，本文的组织密度测量 以省 区为边

界。 首先 ，这是受少数基于区域组织密度的竞争研究启发 （ Ｂａｕｍ＆

Ｍｅｚｉ ａｓ
， 1 9 9 2

；
Ｌｏｍ ｉ

， 1 9 9 5 ） ；其次 ，学界围绕着我国 以省 区为边界的地

方保护主义展开了诸多研究 ，发现我国地方主义保护盛行 、贸易壁垒森

严（ 周黎安 ，
2 0 0 4

；
ＹＯＵｎｇ ， 2 0 0 0

；
白重恩等 ，

2 0 0 4
） 。

“

法国经济学家庞赛

（
ＳａｎｄｒａＰｏｎｃｅｔ

） 发现 ，
1 9 9 7 年中国 国 内省际间贸易商品平均关税超过

了 同期欧盟成员间的关税 ， 中 国消费者购买各 自所属省份 自 制产品的

数量是他省产品的 2 1 倍
”

（胡 向婷 、张璐 ，
2 0 0 5  ：

1 0 3
） 。 由此可见 ，我 国

经济组织的竞争主要在省区内 。

首先 ，我们借鉴了其他学者 （ 樊纲等 ，
2 0 1 0

；
Ｌｉｅｔａｌ ．

 ，
2 0 0 8 ） 的方法 ，

选取了投资 、销售和城镇就业三个维度 ，
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 （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
2 0 0 6

，
2 0 0 7

，

2 0 0 8
） ，先直接计算民营经济分别在

三个维度中占总体经济的比例 ，再算术平均得出 民营经济发展指数 。

表 1各省区 2 0？ 6 、 2 0 0 7 年民营经济综合比重

（投资 、工业销售及城镇就业 ）与增速
（
按增速排列

）单位 ： （
％

）

地区 2 0 0 6 2 0 0 7增速地区 2 0 0 6 2 0 0 7增速

云南


1 5 ． 8 0
1 9 ． 0 7 2 0 ．

 7 3河北


1 8 ． 9 8 2 0 ． 6 2 8 ． 6 6

甘肃


1 2 ．
 0 2 1 4 ．  0 5 1 6 ． 8 7陕西



9 ． 6 1 1 0 ． 4 1 8 ． 3 3

海南


2 1
． 0 4 2 4 ． 4 6 1 6 ． 2 3江西



2 4 ． 1 3 2 6 ． 1 2 8 ．

 2 2

安徽 2 0 ． 1 8 2 3 ． 3 6 1 5 ． 7 6江苏 3 5 ． 0 8 3 7 ． 8 6 7 ． 9 3

重庆


2 1 ． 7 9 2 5 ． 1 2 1 5 ． 2 7山东


2 5 ．  5 9 2 7 ． 6 2 7 ． 9 0

内蒙古 1 5 ． 8 1 1 8 ．
1 6 1 4 ． 8 8四川



1 7 ． 3 3 1 8 ． 5 2 6 ． 8 7

浙江 2 3 ． 0 8 2 6 ． 2 6 1 3 ． 7 9广西 1 6 ． 4 8 1 7 ． 5 8 6 ． 7 1

河南


1 7 ． 5 1 1 9 ． 8 5 1 3 ． 3 7山西


1 4 ． 4 5 1 5 ． 3 2 6 ． 0 6

黑龙江 1 2 ． 9 1 1 4 ． 6 3 1 3 ． 3 0宁夏


1 6 ． 5 1 1 7 ． 3 2 4 ． 9 0

福建 2 3 ． 5 4 2 6 ． 5 5 1 2 ． 7 9新疆


1 0 ． 6 9 1 1 ． 1 8 4 ． 6 2

西藏


1 3 ． 4 3
1 5 ． 1 2

1 2 ．
 5 8湖南


1
8 ． 8 1 1 9 ． 5 5 3 ． 9 5

吉林 1 3 ． 9 21 5 ． 5 3 1 1
． 6 4青海


2 0 ． 6 3 2 1 ． 0 4 1
． 9 4

辽 宁 1 9 ＿ 5 2 2 1
． 7 6

1 1
． 4 9上海


2 8 ． 4 2 2 7 ． 7 5－ 2 ． 3 6

湖北


2 0 ．  5 7 2 2 ． 8 4 1 1 ． 0 1天津


1 9 ．

 3 31 8 ． 7 0－

3 ． 2 8

贵州1 6 ． 5 7 1 8 ． 2 8 1 0 ． 3 0北京


1 3 ． 7 8 1 3 ． 1 5－

4 ． 5 4

广东 2 2 ．  1 9 2 4 ． 4 4 1 0 ．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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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 ，我们用各省 （ 区 ）
2 0 0 7 年民 营经济综合发展指数除 以 2 0 0 6

年的指数得到的百分数来衡量各地民营经济的发展增速 ，
并以 中位数

来划分了快速和慢速增长地区 。 表 1 列出 了 民营经济 2 0 0 6 年和 2 0 0 7

年的综合发展程度 以及增速 。
？ 早期民营经济

一

向发达或者综合发展

程度高的省份比如江苏 、山东 、广东的增速都明显落后于民 营经济发展

程度低的地区 ，上海 、天津 、北京均出现负增长 ，处于倒数三位 。 而云南 、

甘肃 、安徽 、内蒙古 、重庆等地的民营经济发展程度虽然不是很高 ，但增

速却列于全国前茅 ，要高于上述地区及浙江、福建等省份 。 在数据分析

中 ，使用民营经济增速的百分数或二分变量 ，得到的结果基本
一

致 。

回归方程如 （
1
） 所示 ：

民营企业绩效 ＝ 汍 ＋ 氏 民营经济增速 ＋ 氏 民营经济发展程度 ％

民营经济增速 ＋ｓ（
1
）

除此之外 ，我们还考察了制度变迁下企业规模和年龄对企业绩效

的影响 。 我们选取 2 0 0 6 年底该企业的员工人数 （对数 ）作为测量企业

规模的指标 。 企业年龄则是以企业注册年份至 2 0 0 7 年底计算的 ，样本

中 的所有企业都是在 2 0 0 6 年或以前注册的 。

我们将企业规模和年龄分别与民营经济发展速度进行交互 ， 回归

方程如 （
2
） 、 （ 3 ）所示 ：

民营企业绩效 Ｕ ｐ 、

民营经济增速 ＋ 氏 企业规模 ％

民营经济发展增速 ＋Ｘ5 ＋ｓ（
2
）

民营企业绩效 ＝ 汰 ＋ 氓 民营经济增速 ＋达 企业年龄太

民营经济发展增速 ＋ Ｘ8 ＋ ｅ（
3
）

上述模型中还包括了企业其他方面的
一些特征 ，包括行业 、总资产

（对数 ） 、财务杠杆、企业管理层规模 ，
企业家特征如年龄、性别 、 教育水

平 、党员身份 （李路路 ，

1 9 9 8
） ， 以及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即 ＧＤＰ 总量 （对

数 ）等 ，
以控制这些变量对企业绩效可能产生的影响 。 数据原本分为

1 9 个行业 ， 由于部分行业的企业在有效样本中 的个数太少 ，我们将行

业做了合并归类 ，分为 以下六大类 ： （
1
） 农业 、采矿业 ； （

2
） 制造业 、 电

① 根据一位 匿名评审的意见 ，我 们试 图 用 更 长 时段的数据 来测量 民营经济 的 增速 。 由 于

《 中 国统计年鉴》未提供 2 0 0 5 年 以前 民营企业个数的数据 ，
我们只 能得到 2 0 0 5 

－

 2 0 0 7 年

3 年的平均发展速度 。 基于这一量庋得到的结果也与本文报告的基本一致 。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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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 3

）交通运输邮政业 ； （
4

）信息 、科技 、金融 、房地产 ； （
5

） 销售行业 ；

（ 6 ）其他行业 。 重新归类之后 ，最少的行业也包括了 1 0 0 个以上的企

业观测值 （ 见表 2
） 。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数平均数方差最小值最大值

净资产收益率 1 6 0 7 ． 4 2 4 1 ． 4 0 7 0 2 6 ． 7 5

净资产收益率 （ Ｘｄ
■

数） 1 6 0 7－

2 ．
1
5 1 1 ． 5 5

－

8 ． 7 8 3 ． 2 8 7

总资产 （万元 〉 1 6 0 7 2 7 9 1 ． 7 4 7 9 0 9 1 ． 2 3 6 2 2 0 5 0 0 0

总资产 （对数 ） 1 6 0 7 6 ． 3 1 9 1 ． 8 7 9． 6 9 3
1 2 ． 2 3 1

企业规模 1 6 0 7 2 0 7 ． 5 1 2 5 7 3 ． 8 6 3 2 1 2 0 0 0

企业规模 （
对数 ） 1 6 0 7 4 ． 1

4 2
1

． 5 1 5 ． 6 9 3 9 ． 3 9 3

财务杠杆 1 6 0 7 ． 2 4 0 ． 2 6 2 0． 9 9 3

企业年龄 1 6 0 7 7 ． 8 2 8 4 ． 7 8 2 1 2 7

管理层规模 1 6 0 7 ．
1

6 3． 1 0 5．  0 1． 5

农业 、采矿业 1 6 0 7 ．
 0 9 0 ．

 2 8 6 0 1

制造业 、电力 1 6 0 7． 4 9 6 ． 5 0 0 0 1

建筑 、交通 1 6 0 7．  0 9 4．  2 9 2 0 1

信息 、金融 、
房地产 1 6 0 7．  0 6 3．  2 4 4 0 1

销售


1 6 0 7


．

＿

1 6 6


． 3 7 2 0


1



男性 1 6 0 7． 8 5 6． 3 5 1 0 1



年龄


1 6 0 7 4 4 ．  8 0 3 8 ． 2 3 41 8



7 9


教育年限
 1 6 0 7 1 4 ．

 2 1 0 2 ．
 7 9 9 6


1 9


党员


1 6 0 7
＾

6 6


． 4 8 2 0


1



八 、结 果

表 2 显示 ，共有 1 6 0 7 个观测值完全具备了我们所需要的信息 。 民

营企业 ＲＯＥ 的均值为 0
．
 4 2

，平均员工为 2 0 7 人 ，管理人员在全部员工

中所占 比例平均为 1 6 ．
3％

，
3 6 ．

 3％ 的企业属于服务业 。 企业在 2 0 0 7

年的平均年龄为 7 ． 8 年 。 8 5 ． 6 ％ 的企业主为男性 ，平均年龄为 4 5 岁 ，

受教育年限为 1 4 年 ，
3 6 ． 6 ％ 的企业主是党员 。 表 3 显示

，
主要变量的

相关系数大多在 0
．
 3 以下 ， 同时 ，

不含交互项的 回归模型中 的 ＶＩＦ 为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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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7 8

，这意味着各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采用 ＯＬＳ 回归模

型是合适的 。
？

表 4 中 的模型 1 不含任何交互影响 ，显示了头
一年 （

2 0 0 6 年 ） 的民

营经济发展程度对后
一年 （

2 0 0 7 年 ） 的民营企业效益有显著的 、正向作

用 ，
而民营经济发展的增速的高或低对民 营企业效益没有差别 。 这说

明各省份民营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对民营企业的绩效具有正向作用 ；

而脱离具体的发展水平 ，
民营经济的增长速度 自身对企业绩效不存在

任何作用 。 模型 2 着重考察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与增长速度的交互作

用 ，
结果显示快速发展对民营经济程度高 的省 （ 区 ） 的民营企业绩效是

负向 的影响 ，而且非常显著 。 这说明 民营经济发展程度高的省份竞争

激烈 ，
民营经济的进

一

步发展会抑制民营企业的效益 。 相反 ，在民营经

济欠发达地区 ， 民营经济在投资 、销售 、就业比例方面的提升会增强民

营企业的认知合法性 ，以及当地政府的政策性支持 ， 即社会、政治合法

性 ，这对民营企业的绩效影响是积极的 。 这个结果支持了本研究基于

种群生态学理论推导出的关于合法性和竞争机制 的假设（假设 1
） 。

模型 3 和模型 4 分别检验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在 民营经济发展中

的影响 。 模型 3 显示
，
民营企业的规模对其效益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

但

在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情况下 ，企业规模越大越不利 ，这种不利在统计上

是显著的 （ Ｐ
＜ 0 ．

 0 5
） 。 这

一

结果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设 2
， 即大企业的优

势在快速变迁的制度 中会被弱化 。 模型 4 的结果显示了 民营企业的年

龄对其绩效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 同样 ，在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制度环境

下
，
企业年龄越大对其绩效越不利 ，

这种不利在统计上也是非常显著

的 。 这一结果支持了我们的假设 3
， 即老企业有优势 ，但这种优势也会

在快速变迁的制度中被弱化 。 这表明民营经济发展快的省区对民营经

济的支持比较大 ，新进人企业有良好的制度支持 ，这减轻了新企业的新

① 虽然模型中 包含企业和地 区制度 两层 变量
，
我们并没有采用 多层线性模型

，
原 因有二 ： 首

先
，
多层线性模型的二层 变量样本 一般要求在 5 0 以上 （

Ｈｏｘ
， 2 0 0 2

；
Ｍａａｓ＆Ｈｏｘ

， 2 0 0 5
） ，

而我们 的二层 变量样本 为 3 1 个省 市 自 治 区
。 其次

，
多 层线性模型常用在教据结构为

“

学

生一班级
”

的教育学研究 、或
“

个人一多 次测 试值
”

的心理 学研究 中 。 在 这 些典 型运用

中 ，
同一个班的学生之 间相互影响很大 ，

来 自 同
一

个被试者 的 多 次测试的结 果更是高度

相关 。 0 ＬＳ 回归的
“

ｉｉｄ 假设
”

对于这一类数据难 以成 立 。 而在
“

企业一省份
”

的研究中 ，

从某省几万 、 几十万个民营企业的 总体 中抽取的几十家企业之间 并不具有很强的相 互影

响或相关性 。 事实上
，
我们所参考过的具有 类似的

“

企业一省份／ 国 家
”

的统 计分析都采

用 的是 0 ＬＳ 回归
，

比如 李 宏 斌等 （ ＩｉｅｔａＬ ， 2 0 0 8 ） 、杜兴强 （
Ｄｕ ， 2 0 1 4 ） 、 以 及杨 春方

（ 2 0 0 9
） 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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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缺陷 ’
同时新企业也比老企业灵活 ，所以快速发展的制度对新企业

有利 。

另外 ，所有模型都显示企业总资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消极的 ，而

管理层规模 、财务杠杆的影响都是积极的 ，这些影响都很显著 。 从行业

看 ， 除了农业 、采矿业以及信息 、房地产 、金融这两大行业分类的效益高

于其他行业之外 ，
其他四个行业类别之间没有差别 。 企业主个人背景

中 ，教育年限具有很显著的积极作用 。 这些结果和之前的研究是大致
一致的 。 而企业主的党员身份在模型 1 

－

4 中均有消极作用 ，在统计上

是显著的 。 这个发现有别于此前的研究 ，李宏斌等 （
Ｌｉｅｔａｌ

．
，

2 0 0 8 ） 运

用 2 0 0 2 年全国 民营企业调查数据发现 ，党员身份对企业效益有显著积

极作用 。 这种差别或许与企业主的党员身份越来越普遍有关 。 李宏斌

等 （
Ｌｉｅｔａｌ ．

，
2 0 0 8 ） 的研究指出 2 6 ％ 的企业主为党员 ，本研究中这一比

例为 3 6 ． 3％ 。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差异 ，这不是本研究的关注

重点 。 此外 ，所有模型中都控制 了各省 2 0 0 6 年的 ＧＤＰ
， 各省的经济总

量对民营企业效益没有任何影响 。

最后 ，我们还运用了资产回报率 （
ＲＯＡ

）作为因变量来检验了每个

模型的稳健性 ，所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 。

七 、结论和讨论

受限于数据本身 ，本研究仍有
一些缺陷 ，有待今后的研究进

一步完

善 。 本研究的数据仅仅包含 了 民营企业 2 0 0 7 年绩效的横截面数据 。

数据本身缺乏前面几年的绩效和其他相关信息 。 更理想的数据是包括

了所需信息的 3
－ 5 年 ，甚至更长时段的面板数据 ，从而对变量之间的

因果关系有更好的检测 。

虽然受到 了数据限制 ，但是我们认为本研究对现有文献有如下贡

献 ：首先 ，本研究发现 ，在民营经济发展程度高的省区 ， 由于民营企业合

法性已经很强 ， 民营企业的发展主要受竞争机制的支配 ，
民营经济的进

一步增长会加剧民营企业的竞争 ，
降低民营企业的效益

；
相反 ，在民营

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 ， 民营企业的合法性相对较低 ，但是在对民营

企业的支持方面 ，这些地区逐步赶上甚至超过了发展程度高的地区 ，这

种合法性的提升促进了民营经济 比重的快速增长 ，这种提升对民营企

4 1



社会学研究 2 0 1 5 ． 4

业的绩效有积极的作用 。 这个发现说明 ，静态地比较制度发展程度的

优劣可能是片面的 ，考察制度环境对企业生存 、绩效的影响还需要考察

制度变迁的速度 。 在实践意义上 ，本研究揭示出我 国政府可 以进
一步

引导和促进民营资本在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和发展 ，从微观上有利于民

营企业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 ，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从宏观上有利

于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其次
，
本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上丰富和推进了种群生态学的研究 。

种群生态学主要用事件史分析方法考察组织的生存 、死亡和组建率 ，
运

用竞争性和合法性机制解释某个组织形式的长期变化趋势 ，
而在地区

间的制度环境差异 以及对于组织效益的影响方面研究不足 。 我们发现

这种竞争性和合法性机制同 样可以解释同
一

时段 、不 同区域的制度环

境对企业效益的影响 。 另外 ，我们将种群的概念从种群生态学
一

般研

究的单个产业延伸至以所有制划分的组织类型 。 今后 的研究可以顺着

这个思路来研究某个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发展程度和变迁速度对企业绩

效的影响 。 另外 ，我们的方法也是对种群生态学理论的突破 。 种群生

态学的
一大特点在于其方法 ，它运用组织的个数测量组织密度 ，分析组

织的生存和死亡。 种群生态学也正是因为这
一固有的方法论而走向式

微的 。 我们认为 ，仅仅从某个组织的数量来衡量其合法性的发展固然

有道理 ，但不免片面 ，尤其是它忽视了不同形式组织间 的竞争以及不同

区域在发展程度和速度方面有别 。 在
一

个经济总量很小的地区 ， 数 目

虽然不多 ，其合法性可能并不低 ； 同样 ，在
一

个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地

区 ，某类组织数 目的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合法性的提升 。 所以 ，我们认

为选取某种组织类型的综合发展指数作为组织密度 的测量指标更为

合理。

最后
’本研究发现 ，大企业在快速发展的环境中处于劣势 ，

这支持

了种群生态学中关于大企业的结构惰性理论 。 我们还发现年轻企业在

快速发展的环境中有优势 ，弥补了 

＂

新进人缺陷理论
”

在考虑制度支持

方面的缺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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