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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文章通过构建%工匠精神!企业声誉!企业创新绩效&的分析框架$并结合 !#1个制造业企业的有效样本调

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制造业从业人员工匠精神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内在作用机制$以及企业声誉对企业创新

绩效所起的作用$揭示了工匠精神及企业声誉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影响机理( 研究结果表明$工匠精神对企业声誉和

企业创新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声誉中的可信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并在工匠精神对企业创新绩效

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工匠精神)企业声誉)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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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制造强国需要工匠精神的支撑' !#(1,!#($

年%工匠精神连续被政府工作报告提及%党和国家

领导人也在各类场合反复强调工匠精神' 因此%

我国要在广大的制造业从业人员当中大力弘扬工

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崇尚精益求精%恪尽职业

操守的精神1要在制造业行业中培育出众多)中

国工匠*%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

!

' 近

年来%我国制造业在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等多个领

域取得突破%但目前仍有部分核心技术和产品被

外国)卡住了脖子*' 我国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向

制造强国转变%就必须通过工匠精神以及创新驱

动来实现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我国制造业从业

人员从技术层面进行区分%可划分为)工人(技术

工人(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大国工匠* " 个层

级%这 "个层级也是制造业从业人员的成长通道

和发展路径"

' 制造业从业人员要从一般工人一

步步成长为更高一级的人才%需要日积月累的努

力工作%其中支撑从业人员长期不懈工作的精神

就是工匠精神' 成千上万的企业都需要用工匠精

神来影响和约束从业人员的工作行为%促使从业

人员长期保持)专*与)精*的态度%并且要积极推

动从业人员发挥个体创新能力%去实现企业整体

创新绩效的增长' 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创新活动及

生产绩效%对实现制造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意义

重大%中国实现制造强国目标的主力军应该由制

造业从业人员来担当' 因此%如何培养和提高制

造业从业人员工匠精神并由此带来创新绩效%从

而实现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

题' 企业声誉是企业行为取得社会认可%从而获

得资源(机会和支持%进而完成价值创造的能力的

总和' 因此%对制造业从业人员工匠精神(企业声

誉与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

目前针对企业工匠精神的研究已有较多成

果%但还没有就工匠精神(企业声誉与企业创新绩

效影响机制开展相关研究' 虽然有部分学者提到

工匠精神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企业声誉也

会影响企业经营绩效%但是还没有研究者将工匠

精神(企业声誉(企业创新绩效三者同时纳入一个

1((

!

"

收稿日期#!#!!

3

#6

3

!1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专项项目"(+[Gb!*&

作者简介#彭花"($+6,&%女%湖南沅江人%副教授%博士生%主要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曾颢%赵曙明!#工匠精神的企业行为与省际实践$%#改革$!#(2年第 6期'

刘泽双%丁洁!#制造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技能人才胜任特征模型研究$%#软科学$!#!#年第 1期'



第 !"卷 彭花%等!工匠精神和企业声誉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研究框架%并对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影响机制

进行探讨' 鉴于此%本文以工匠精神和创新绩效

为主线%探索制造业从业人员工匠精神影响企业

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

一4文献综述)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一"工匠精神与创新绩效

现有文献探讨了工匠精神的内涵以及工匠精

神的影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工匠精神内涵的研究%通过内涵研究

剖析工匠精神的不同维度' 张培培提出工匠精神

主要表现为对工作的热爱(专注极致(精益求精

等!

' 贺正楚等提出工匠精神的本质是精益求

精(专心细致(勇于创新的态度"

' 也有不少研究

者提出不同维度的工匠精神指标设计%如尹慧的

)匠技(匠心(匠道*

#

%李淑玲的)匠心(匠艺(匠

品*三维度$

' 赵晨等的)精益求精(笃定执着(责

任担当(个人成长和珍视声誉*五维度%

' 李朋波

等的)职业承诺(服务追求(持续创新(能力素养(

履职信念(传承关怀*六维度等&

' 综上所述%研

究者用不同的词汇%围绕工匠的技术技能即匠艺(

品质品格即匠品(心理特质即匠心等进行展开%表

达着相同或相似的意思%只是维度设计有不同的

侧重' 因此%本研究根据上述文献关于制造业从

业人员工匠精神质性的研究%认同)匠心(匠艺(

匠品*三维度%把其作为工匠精神的指标%针对以

上三维度指标进行操作化测量%并对匠心(匠艺(

匠品与工匠精神具体关系进行检验'

' 综上所

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工匠精神中含有匠心因子维度'

假设<(N!工匠精神中含有匠艺因子维度'

假设<(.!工匠精神中含有匠品因子维度'

二是有关工匠精神与企业绩效的探索'

8?XP&认为工匠精神的本质是愿干和能干%通过

愿干和能干外显出的专注和精益求精来影响企业

绩效(

1<?LF/0?JK指出工匠精神的实质是让技术

精益求精%实现技术创新是践行工匠精神的表

现)

1 B̀?/.FL.&运用映射原理阐述企业工匠精神

的重要性%论述工匠在制造产品过程中应当发掘

创新性技能%从而正向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

1唐

国平等从生态环境角度入手%运用工匠精神资本

化理论和投入产出理论进行分析%验证了工匠精

神能提高企业的生态绩效*+-

' 杨俊青以山西省太

原市及周边地区制造型企业以及部分相关企业为

主要调查对象%经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工匠精神

与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

' 总之%中国

制造业需要企业从业人员传承)匠心(匠艺(匠

品*的工匠精神进行生产劳动' 匠心体现出制造

业工人在制造产品过程中严格按照行业标准操

作%秉承精益求精%专注于对产品精雕细琢%追求

极致1匠艺则是指通过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去探

索先进技术%发挥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企业创新绩

效水平1匠品则要求制造业工人反复迭代升级和

改进产品%严苛把关产品质量%提升产品品质%促

进企业创新绩效增长'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工匠精神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

绩效'

!二"工匠精神与企业声誉

企业声誉的内涵和维度分布%国内外均有广

泛的研究' R?/EBF%拓展了声誉的定义%认为企业

声誉由认知和情感两个要素组成%因此%评估声誉

时要依据企业外在特征和内在特征对员工的影响

进行评估%如)成功企业*)企业是不成功的%但我

2((

!

"

#

$

%

&

'

(

)

*+,

*+-

*+.

张培培!#互联网时代工匠精神回归的内在逻辑$%#浙江社会科学$!#(2年第 ( 期'

贺正楚%彭花!#新生代技术工人工匠精神现状及影响因素$%#湖南社会科学$!#(+年第 !期'

尹慧!#论工匠精神中劳动之美与匠技之德的内生逻辑$%#思想教育研究$!#(+年第 6期'

李淑玲!#智能化背景下工匠精神的新结构体系构建!基于杰出技工的质性研究$%#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年第 +期'

赵晨%付悦%高中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工匠精神的内涵(测量及培育路径研究$%#中国软科学$!#!# 年第 2期'

李朋波%靳秀娟%罗文豪!#服务业员工工匠精神的结构维度探索与测量量表开发$%#管理学报$!#!(年第 ( 期'

彭维锋!#新时代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理论内涵与实践导向$%#江西社会科学$!#!(年第 6期'

8?XP&<))8FFK'/=AHF@LLF/.F&EAHFR?/PE?.APB'/=9K'B'A*%()*+&#,)-3/)&)7%/!%2"+#2*+"%!##!%6""(&!(

3

(")

<?LF/0?JK<));//&W?A'&/ _HB&P=H 7B?EALJ?/LH'K*%A#&#'"7"&2#&$ A#+E"2%&'%!#(*""&!61

3

1")

B̀?/.FL.&R)% '̂?JK?&C&7)%G?BN?B?7))7&JKFAF/.FLJ?KK'/=?L?A&&CA&'/.BF?LFLPLA?'/?N'C'AO&EJ?/PE?.APB'/=F/AFBKB'LFL*%C+)/"$%#

A#&*-#/2*+%&'%!#(+%!("*&!+#1

3

+(*)

唐国平%万仁新!#)工匠精神*提升了企业环境绩效吗$%#山西财经大学学报$!#($年第 "期'

杨俊青!#企业工匠精神(知识共享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经济问题$!#!(年第 *期'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就是喜欢它*等!

' 缪荣等将公司知名度(公众认

知公司的深度(公司美誉度作为公司声誉的三个

维度"

' 9FC/FL

#

(高维和$等从不同组织关系角

度将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可信度纳入企业声誉维

度' 蔡月祥则在以上基础上概括出知名度和美誉

度作为公司声誉的两个维度%并对以上两个维度

进行验证%

' 因此%借鉴这些研究成果%本研究将

企业声誉划分为品牌形象和可信度两个维度'

企业声誉也可反映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过去行

为及未来愿景的评价描述%当企业能满足外界不同

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时%将会提升自身声誉' 因此%

制造业从业人员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传承其爱

岗敬业(精益求精(专心专注(创新力行的工匠精神

会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对培育企业声誉的作用不

能低估' 王启亮等也认为企业家的创新与创业精

神有助于企业声誉水平的提升&

' 而企业家精神

和工匠精神两者有着共同特征%均应具备创新精

神(专注精神%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工匠精神有助于企业声誉中的品牌

形象的提升'

假设<6!工匠精神有助于企业声誉中的可信

度的提升'

!三"企业声誉与企业创新绩效

已有不少学者对声誉和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

关系进行研究' 赵淳宇等依据资源理论基础%指

出良好声誉有利于获取优质的人才资源和顾客资

源%而这些资源是企业创新成功的必要条件'

'

曲怡颖提出企业提高声誉效应可以加速企业间知

识获取(知识共享以及利用%促进其创新能力(

'

孙世强等提出良好的声誉有利于企业优质关系资

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建立%从而有利于培育

员工创新能力)

%同时也印证了企业声誉与企业

绩效具有正相关影响*+,

' 彭花等基于知识管理视

角探讨工匠精神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内在机

制%发现企业技术创新过程当中以)知识获取(知

识分享(知识利用*三维度组成的知识管理能力%

作为工匠精神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中介变量%起

到部分中介作用*+-

' 因此%企业创新人才应以知

识或技能的获取(分享和利用为立身基础%以创造

性实践为本质属性%认为企业赢得声誉和作出积

极贡献为价值取向*+.

' 对此进行扩展%本文认为

企业声誉中赋予企业的品牌形象(组织给予员工

的信任感会帮助员工消除创新行为带来的负面情

绪%从而推动组织内员工创新' 据此%结合已有文

献的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企业声誉中的品牌形象有助于提升企业

创新绩效'

<1!企业声誉中的可信度有助于提升企业创

新绩效'

!四"企业声誉的中介作用

工匠精神与企业声誉相辅相成%二者既紧密

联系又互为补充' 企业声誉要求企业和员工承担

起社会责任%树立品牌形象%要有能完成企业未来

使命的能力%这就与工匠精神的要求相一致' 同

时%企业形成良好声誉恰好能给予员工足够的心

理支持%使组织内部营造创新创业氛围%进一步促

进员工进行产品和服务的创新' 在产品的制造过

程中%企业声誉是指明灯%对工匠精神具有推动和

照亮作用%激励制造业从业人员传承工匠精神%实

现产品的创新%进一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因此%

企业声誉的高低会对员工的工匠精神产生影响从

而影响其创新绩效'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企业声誉在工匠精神和企业创新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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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圆圆%巴莹!#精神生产视域下的创新人才培养研究$%#科学管理研究$!#!#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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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二4研究设计

将工匠精神(企业声誉(企业创新绩效三者联

系起来%形成制造业从业人员工匠精神经由企业

声誉"可信度(品牌形象&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假

设模型' 该模型可以通过路径图示意%如图 (

所示'

图 (4工匠精神+企业声誉和企业创新绩效关系假设模型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统计

本文采用问卷调研的方式对制造业从业人员

工匠精神(企业声誉以及企业创新绩效相关数据

进行收集' 根据研究需求选取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等一线城市制造业企业为主要调查对象%通

过线上和线下问卷发放等形式%调查这些企业不

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程度的员工%获得

一手资料' 经过问卷调研的预测阶段和正式发放

阶段后%最终获取有效样本 !#1 份%有效率达

$(x%符合问卷研究的样本回收要求' 最终的问

卷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调研对象的背景信息%

第二部分是工匠精神(企业声誉(创新绩效的量

表%其中第二部分采用李克特 " 级量表的形式进

行度量打分' 根据预调研反馈的结果修正测量问

项后%对正式调研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假设检验%采

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制造业从业人员工匠精神(

企业声誉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数据使用

9T99和5RD9 软件进行处理'

!二"变量测度

由于研究变量难以量化获取%因此采取问卷

调查方式进行测量' 研究量表包括制造业从业人

员工匠精神(企业声誉和企业创新绩效三部分'

具体问卷设计和各变量测量说明如下"篇幅限

制%问卷量表不列出&'

"(&制造业从业人员工匠精神' 借鉴李淑玲

所进行的质性研究成果%将制造业从业人员工匠

精神分成匠心(匠艺(匠品三个维度%共 $ 个测量

指标' 题项如)工作的时候%我感觉时间过得很

快*)我具有较强责任感* )我愿意不断学习新知

识和新技术*等'

"!&企业声誉' 对企业声誉指标的度量一直

是学术界研究的主题之一%借鉴高维和等!

(王启

亮等"的方法%将企业声誉资本划分为可信度和

品牌形象两个维度%共 2 个测量指标' 题项如

)我认为该公司是值得信任的企业*)我认为该公

司是一家很成功的企业* )该企业法人知名度

高*等'

"*&企业创新绩效' 立足于我国制造业从业

人员所面临的时代背景%依据实际需求综合考量%

结合 B̂?/A

#

(刘学元等$的研究%采用成熟的量表

对企业创新绩效进行测量' 此量表一共包含 + 个

题项' 题项如)与同行相比%本公司能够率先研

发新产品(提供新服务* )与同行相比%本公司拥

有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与同行相比%本公司提供

的产品市场占有率较高*等'

!三"信度和效度检验

()制造业从业人员工匠精神因子分析和信度

分析

为了反映问卷题项的内部一致性和各变量之

间的关系%主要通过测量问项的信度和效度进行

评价' 根据理论假设中的概念!制造业从业人员

工匠精神内含二阶因子%故该测量表采用二阶验

证性因子分析验证工匠精神量表的信度和效度1

采用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企业声誉量表与创

新绩效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信度检验指标包含

7B&/N?.H0?系数(项目总体相关系数 7;_71效度

检验为聚合效度' 由表 ( 可知%自变量匠心(匠

艺(匠品三大维度7B&/N?.H0?系数分别为 #)+2+(

#)+$"(#)$(6%大于标准值 #)21项目总体相关系数

7;_7区间为 #)2*1,#)+61%处于标准值 #)" 以上%

说明工匠精神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好' 另外%各

维度的平均方差提取值 5d@和组合信度 7)V的

区间分别为 #)2(6,#)222(#)++!,#)$(*%两者均

在标准值以上1题项的一阶载荷系数和二阶载荷

系数区间分别为 #)+#$,#)+$$(#)++$,#)$66%均

高于 #)" 的标准%说明工匠精神量表具有较高的

$((

!

"

#

$

高维和%陈信康%任声策!#企业声誉(两级信任与组织间关系$%#财贸研究$!#(#年第 !期'

王启亮%虞红霞%李绩才!#企业家精神(企业声誉与组织间知识分享$%#科学学研究$!#!(年第 6期'

B̂?/AVR))_&M?B% ?0/&MCF%=F

3

N?LF% AHF&BO&EAHFE'BJ*%82+#2"'%/A#&#'"7"&2()*+&#,%($$1%(2"9!&!(#$

3

(!!)

刘学元%丁雯婧%赵先德!#企业创新网络中关系强度(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南开管理评论$!#(1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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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效度' 同时%M

!

,%E(7̀;(]̀;(^̀;等指标均

满足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指标参考标准%因此%以上

拟合指标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良好'

表 (4制造业从业人员工匠精神的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结果

维度 题号 一阶载荷 二阶载荷 7;_7 7B&/N?.H0? 5d@ 7)V

匠心

bY

bY( #)+1!

bY! #)+#$

bY! #)+1!

#)$66

#)2$!

#)2*1

#)22"

#)+2+ #)2(6 #)++!

匠艺

b[

b[( #)+1"

b[! #)+$!

b[* #)+*6

#)$(6

#)2$!

#)+61

#)26$

#)+$" #)261 #)+$+

匠品

bT

bT( #)+"6

bT! #)+$(

bT* #)+$$

#)++$

#)+!#

#)+!*

#)+*"

#)$(6 #)222 #)$(*

44注! Y

!

,%E

e

!)+"#%VR9@5

e

#)#$"%VRV

e

#)#($%]̀;

e

#)$"2%^̀;

e

#)$*+%7̀;

e

#)$2('

44!)企业声誉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

运用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来评价企业声誉量

表的信度和效度' 由表 ! 可知%可信度和品牌形

象量表的 7B&/N?.HUL

2

系数分别为 #)$2# 和

#)+++%大于标准值 #)21项目总体相关系数 7;_7

区间为 #)262,#)$66%处于标准值 #)" 以上%说明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好' 另外%各维度的平均方

差提取值 5d@和组合信度 7)V的区间分别为

#)2*",#)+$*(#)+$!,#)$2(%两者均在标准值以

上1题项的一阶载荷系数区间为 #)+#6,#)$2#%处

于标准值 #)" 以上%说明企业声誉量表具有较高

的聚合效度' 同时%M

!

,%E(7̀;(]̀;(^̀;等指标

均满足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指标参考标准%因此%以

上拟合指标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良好'

表 !4企业声誉的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结果

维度 题号 一阶载荷 7;_7 7B&/N?.HU? 5d@ 7)V

可信度

YV

YV( #)$62 #)$!$

YV! #)$2# #)$66

YV* #)$62 #)$*#

YV6 #)$(* #)$#(

#)$2# #)+$* #)$2(

品牌形象

TY

TY( #)+#6 #)262

TY! #)+2" #)+(+

TY* #)+$# #)2$#

#)+++ #)2*" #)+$!

444注!M

!

,%E

e

!)1**%VR9@5

e

#)#+$%VRV

e

#)#(*%]̀;

e

#)$+#%^̀;

e

#)$"$%7̀;

e

#)$++'

44*)企业创新绩效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

运用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创新绩效量表

的信度和效度' 如表 * 所示%创新绩效量表的

7B&/N?.HUL

2

系数为 #)$2#%大于 #)2 的标准' 各

测量问项的 7;_7区间为 #)2+(,#)$!1%处于标准

值 #)2以上%说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好' 平均

方差提取值 5d@和组合信度 7)V的值分别为

#)2$$(#)$1$%均处于标准值以上1题项的一阶标

准化载荷系数区间为 #)222,#)$"2%处于标准值

#)"以上%说明创新绩效量表具有较高的聚合效

度' 同时%M

!

,%E(7̀;(]̀;(^̀;等指标均满足验

证性因子分析的指标参考标准%因此%以上拟合指

标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良好'

6)潜变量的TF?BL&/相关性分析

在检验理论假设之前%应初步确定各潜变量

间的关系%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结果见表 6&%分析结果显示匠心(匠艺(匠品与

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相关性1企业声誉中的

可信度和品牌形象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

的相关性1另外%匠心(匠艺(匠品与企业声誉中的

可信度和品牌形象之间也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说

明所选取的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所提假设可

以得到初步验证%可以进行后续的统计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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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企业创新绩效的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结果

维度 题号 一阶载荷 7;_7 7B&/N?.H0? 5d@ 7)V

企业创新绩效

7Y( #)$(+ #)++*

7Y! #)$"2 #)$!1

7Y* #)$6# #)$#+

7Y6 #)$*6 #)$(*

7Y" #)222 #)2+(

7Y1 #)+2+ #)++"

7Y2 #)+6( #)+"6

7Y+ #)+$* #)+++

#)$2# #)2$$ #)$1$

44注! Y

!

,%E

e

6)$!!%VR9@5

e

#)(*+%VRV

e

#)#!"%]̀;

e

#)$1!%^̀;

e

#)$#6%7̀;

e

#)$1$'

表 64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矩阵

平均值 标准差 企业创新绩效 品牌形象 可信度 匠心 匠品 匠艺

企业创新绩效 6)#*# #)+*$ (

品牌形象 6)#2# #)+6(

#)2$2

**

(

可信度 6)!"2 #)+#!

#)+**

**

#)2$*

**

(

匠心 6)!"6 #)2!"

#)1"1

**

#)1"*

**

#)2(+

**

(

匠品 6)6(2 #)11$

#)1*!

**

#)1*(

**

#)2!#

**

#)2"#

**

(

匠艺 6)!#6 #)26!

#)2#!

**

#)1!$

**

#)12(

**

#)226

**

#)26!

**

(

44注!

*

(

**

(

***

分别表示@s#)(%@s#)#"%@s#)#('

44

三4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与假设检验

!一"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根据理论概念模型和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来构建初始结构方程模型"见图 !&' 工匠精神

为外生潜变量%匠心(匠艺(匠品(企业创新绩效(

企业声誉中的可信度和品牌形象为内生潜变量'

采用5RD9 软件对初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

析%Y

!

,%E(7̀;(;̀;(T̂ ;̀等指标均满足模型拟合

的标准值要求"见表 "&%因此%初始模型接近可

接受的范围' 为了让模型更加科学和合理%防止

可能存在未被发现的关系隐藏在模型中而影响

结果%需要进行初始模型的修正'

!二"模型的拟合与修正

在初始整体模型拟合的基础上%依据各指标

值进行模型的检验和评价%发现存在几组异常

R;数值%依据异常的 R;数值%逐一增加各误差

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得到最终修正后的模型%

图 *为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

从表 "中可以看出%修正后的模型拟合指标

有所优化%除了相对拟合指数 ^̀;和 5̂ ;̀的值

略小于标准值%但也在可接受的范围%]̀;(;̀;(

_I;(7̀;(T̂ ;̀等指标值均有所增长%均达到评

价标准的要求' 这表明修正后的模型整体拟合

效果比较理想'

图 !4工匠精神+企业声誉和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理的初始结构方程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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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标

指标名称
Y

!

,%E

VRV ]̀; ;̀; _I; 7̀; T̂ ;̀ ^̀; 5̂ ;̀ VR9@5

修正前 *)!62 #)#16 #)+2" #)$(# #)+$$ #)$(# #)1(1 #)26+ #)1$6 #)(#"

修正后 !)"2" #)#** #)$#! #)$*+ #)$!$ #)$*2 #)162 #)2$1 #)26$ #)#++

标准值
/

"

/

#)#"

9

#)$

9

#)$

9

#)$

9

#)+

9

#)"

9

#)+

9

#)+

/

#)(

图 *4修正后的工匠精神+企业声誉与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理的结构方程模型

44!三"结构方程拟合结果分析

为探索工匠精神(企业声誉与企业创新绩效

的作用机理%本文提出了以下 +项研究假设%检验

结果见表 1'

表 14模型拟合结果

假设 变量间关系 非标准化路径系数 T 标准化路径系数 检验结果

<(? 工匠精神
$

匠心 ()###

***

#)$*$ 通过

<(N 工匠精神
$

匠艺 #)$!#

***

#)$#* 通过

<(. 工匠精神
$

匠品 #)$*+

***

#)+$2 通过

<! 工匠精神
$

企业创新绩效 ()###

***

#)2"6 通过

<* 工匠精神
$

品牌形象 #)$$*

***

#)+(2 通过

<6 工匠精神
$

可信度 ()###

***

#)+!# 通过

<" 品牌形象
$

企业创新绩效 3

#)$!$

***

3

#)+"( 与假设不符

<1 可信度
$

企业创新绩效 ()###

***

#)$($ 通过

44注!表中的符号)

$

*表示因果关系%)

***

*()

**

*()

*

*分别表示 Ks#)#(%Ks#)#"%Ks#)('

44从表 1中可以发现 +个假设中有 2个得到验

证%只有 ( 个检验结果与假设不符' 验证结果说

明如下'

假设 <(?(<(N(<(.分别提出工匠精神与匠

心(匠艺(匠品有显著正向影响' 根据表 1 所示%

工匠精神到匠心(匠艺(匠品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 和 #)+$2%相对应的 T值显著%假设

<(?(<(N(<(.成立' 这说明匠心(匠艺(匠品三

个维度能科学解释我国制造业领域工匠精神所蕴

含的内涵'

假设<!提出工匠精神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

新绩效%由表 1可知%工匠精神对企业创新绩效的

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2"6%相对应的 T值显著%故

假设<!成立'

假设 <*(<6 提出工匠精神对企业声誉"品

牌形象(可信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由表 1 可以

看出%工匠精神到企业声誉"品牌形象(可信度&

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2(#)+!#%相对应的T值显

著%假设<*(<6成立' 制造业从业人员工匠精神

的传承会对公司声誉的品牌形象和可信度产生显

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现象说明企业要在社会上享

有良好的企业声誉%关键是要加强本企业人才队

伍建设%培育制造业从业人员工匠精神' 企业的

技术工人如果能够秉承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

匠精神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就能培育良好的

企业声誉%提升企业在客户中的形象%增强企业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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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中的可信度'

假设 <"(<1 提出企业声誉"品牌形象(可信

度&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由表 1 可

知%企业声誉中的品牌形象和可信度与企业创新

绩效的路径系数分别为3

#)+"((#)$($%相对应的T

值显著%说明企业良好的可信度对创新绩效有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当企业能给予员工较高

的信任感%员工信任企业时%其工作主动性和创新

性将得以有效发挥%从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假设

<1成立' 但品牌形象对企业创新绩效则存在显

著负向影响%与假设不符%假设 <" 不成立%即品

牌形象对企业创新绩效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

用%也不存在任何中介作用%可做以下分析!企业

声誉能在企业外部形成差异化的产品认知%促进

外界正向评价产品和服务!

1能够在企业内部形

成良好的文化氛围%提升制造业从业人员工作积

极性和工作满意度' 但当企业在面临新技术(新

方法(新模式的冲击时%具有良好声誉的企业不会

积极主动接受新方法和新技术%而是趋向于使用

原有的技术路线保护现有的企业声誉%因而在较

长一段时间内会给企业的技术创新带来阻碍' 一

方面%创新往往会给现有成熟产品(技术和市场带

来不可预见的冲击%品牌资产和品牌的独特性有

可能被稀释和降低"

' 另一方面%G&MFB等曾提出

拥有较强声誉资源的企业很多已经形成自身产品

和企业的刻板形象%导致他们短期内并不愿意去

接受突破性的创新性技术%因此反而制约企业创

新绩效的增长#

' 因此%良好的声誉资源促使管

理者更倾向于沿着以往的成功路径来增强现有的

品牌形象和企业形象%偏离现有的价值判断进行

创新会遇到较大的阻力$

'

!四"企业声誉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 9T99检验企业声誉在制造业从业

人员工匠精神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如表 2所示%模型 (中%工匠精神与创新绩效关系

的标准化系数为 #)$!*%A值为 (")*1*%T值为

#)###%说明工匠精神会显著影响企业创新绩效1

模型 !中%工匠精神与企业声誉关系的标准化系

数为 #)$**%A值为 (1)+26%T值为 #)###%说明工匠

精神会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声誉1模型 *中%企业声

誉中的可信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标准化系数

为 #)+""%A值为 !#)$$6%T值为 #)###%说明企业声

誉中的可信度显著影响企业创新绩效1模型 6 中%

将企业声誉变量引入模型%再次对工匠精神和企

业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验证%结果发现工匠精神

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标准化系数从 #)$!* 下降到

#)*#"%T值为 #)###%在 Ts#)#( 水平上显著%数据

说明企业声誉在工匠精神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

到部分中介作用%研究假设<2获得验证'

表 24企业声誉的中介效应检验

模型 假设路径 自变量 因变量 标准化系数 A值 T值

模型 ( 工匠精神
$

企业创新绩效 工匠精神 企业创新绩效 #)$!* (")*1* #)###

模型 ! 工匠精神
$

企业声誉 工匠精神 企业声誉 #)$** (1)+26 #)###

模型 * 企业声誉
$

企业创新绩效 企业声誉 企业创新绩效 #)+"" !#)$$6 #)###

模型 6 工匠精神(企业声誉(企业创新绩效
工匠精神

企业声誉
企业创新绩效

#)*#"

#)11*

6)(#2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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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4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一是验证制造业从业人员工匠精神由匠心(

匠艺(匠品三维度构成%体现着制造业从业人员特

有的情感和信念(对岗位的坚守和热爱(对工作的

精益求精等' 以上三大维度彼此关联%紧密联系%

共同构成整个工匠精神体系的骨架'

二是制造业从业人员工匠精神对企业声誉有

显著的正向效应%也就是说%培育制造业从业人员

工匠精神可以提升企业声誉' 通过传承)匠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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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艺(匠品*的工匠精神%制造出高质量产品(提

供优质服务%既可以提升顾客满意度%为企业树立

良好的品牌形象%也让制造业从业人员能够实现

自我价值%增加对企业的认知和情感%提升对企业

的可信度和归属感'

三是企业声誉中的可信度对企业创新绩效有

显著的正向效应%企业声誉中的可信度是企业创

新绩效的中介变量' 这说明当企业在员工心中拥

有良好的雇主形象时%会正向影响制造业从业人

员对企业的行为'

!二"启示

一是制造业企业应培育从业人员工匠精神%

要把从业人员培养成企业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力

量%通过提升其创新意识%培养其创新思维%增强

其创新能力%形成其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 只有

培育制造业从业人员工匠精神%才能培养强大的

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和培育众多)中国工匠*%打造

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才能有效实现组织

中的知识与技术的交流与转移%从而带来新增的

企业创新绩效' 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传统的工

匠手艺必须与信息化(智能化的创新性技术和创

新平台相结合才能继续传承与延续' 因此%企业

不仅应该不断提高研发力度(创新活动强度以及

产出能力%还应该为员工开发创新发展的平台%为

创造新知识以及转化技术成果奠定坚实基础%进

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

二是制造业企业应重视培育良好的企业声

誉' 现阶段%制造业企业具备良好的企业声誉可

以拥有(吸引和保持不同类型的创新人才%而创新

型的人才是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 因

此%在当前科技创新日新月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

宏观背景下%企业的首要任务是诚信经营%积极承

担社会责任%不断塑造企业自身良好的可信度与

品牌形象'

三是制造业企业应加强企业内部管理能

力%厚植工匠文化%重视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

充分运用和发挥工匠精神与企业声誉所带来的

优势%提升创新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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