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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型制造有利于提升供应链韧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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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２００９—２０２２年制造业Ａ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客户关系稳定为切入点，探索服务型制造对供应链韧性的
影响。结果发现，服务型制造有利于提升供应链韧性，而降低信息不对称、增大产品的差异化和赢得客户信任是重要影

响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服务型制造对供应链韧性的提升效应在环境高不确定性、专精特新企业和企业融资约束程度

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服务型制造结构解析发现，相比提供产品相关的服务型制造，提供顾客支持的服务型制造更能提

升供应链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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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受中美贸易摩擦、地缘政治冲突、
人口红利消散等国内外的影响，产业链供应链安

全问题突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

全水平。因此，打通供需梗阻、延链补链强链进而

提升供应链韧性，是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推动供

给侧改革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任务。已

有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对供应链韧性有重要影响，

而服务型制造是数字技术条件下的产业融合的重

要表征，其不仅关乎制造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与收

入、利润增长，还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地

位和供应链韧性，最终关系产业链现代化的实

现①。然而，现有研究对服务型制造提升供应链

韧性的研究还停留在表象认识上，没有阐明作用

机制和实施路径，缺乏定量分析两者作用水平的

成果。在此背景下，分析服务型制造对供应链韧

性的影响，探讨两者的影响程度和内在机制具有

重要意义，为推动供应链韧性提升的政策优化和

引导企业服务型制造指明方向。

供应链连接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个环

节，供应链韧性是指供应链受到干扰后能够恢复

到原始状态或者更加理想状态的能力②③。既往

文献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对供应链韧性进行剖析，

将其分解为供需关系匹配、供需关系维持和供需

质量提升三个相互联系而又递进的层次④，也有

从韧性的内涵视角，将供应链韧性分解为应对潜

在突发风险的事前抵御力，链条中断时的事中恢

复力以及链条中断后的事后再造力⑤。随着国内

外形势的日益严峻和诸多挑战的出现，如何提升

供应链韧性成为当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研究成

果较为丰富，有应对风险的事前准备策略，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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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供应商选择①、供应商的多样性②、供应商

的灵活性等③④，也有通过数字赋能⑤和人工智

能⑥的技术手段以及畅通双循环③的政策导向措

施。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与服务融合共生发展的新

型产业形态，其发展是分工深化、需求变化和技术

进步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⑦，服务型制造

能显著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

地位⑧⑨，具有明显的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贸易效

应瑏瑠和提升供应链韧性的安全效应瑏瑡。

从以上分析可知，不管是从产业组织角度分

析还是对韧性内涵剖析，稳定的供需关系是供应

链韧性的重要维度，是维护供应链稳定的关键瑏瑢。

已有研究虽然认识到服务型制造能提升供应链韧

性，但研究并不深入，缺乏对影响机制的分析和影

响程度的实证检验。服务型制造更加注重与企业

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贯通，帮助企业高效地将外部

需求场景与内部工作流程对接，形成一体化的战

略联盟关系。此外，服务型制造有利于提升客户

满意度瑏瑣，一旦供应商收获良好的客户满意度与

忠诚度，可以减少市场波动对企业销售不确定性

的影响，有利于供应链韧性提升瑏瑤。

基于此，本文以２００９—２０２２年Ａ股制造业上
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上市企业披露的前五大

客户关系数据，探索服务型制造对供应链韧性提

升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并分析可能存在的异质

性。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

（１）从供需关系稳定维度分析供应链韧性的影响
因素，深化了供应链韧性的研究。现有研究认为

供应链韧性主要指供应链网络系统对外部扰动的

抵御力、恢复力和再造力，而供应链抵御力主要表

现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稳定的合作关系，研究

多聚焦于供应链韧性总体层面，缺乏对上下游企

业合作关系稳定这一体现供应链韧性重要维度的

分析，本文从供需关系稳定的维度检验服务型制

造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效应，是对供应链韧性现

有研究的深化。（２）将服务型制造的关注点从企
业自身拓展到供应链层面，丰富了有关服务型制

造经济后果的研究。现有为数不多的研究通过问

卷调查，考察了服务型制造对客户满意度的影响，

缺乏从供应链的上下游探讨服务型制造的经济效

应。本文用上市企业供应链数据，探究了服务型

制造影响供应链韧性的机制和异质性，并将服务

型制造分解为提供产品相关的服务型制造和提供

顾客支持的服务型制造两种模式，深度解析服务

型制造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丰富了服务型制造

的研究成果。（３）为提升供应链韧性提供了实践
启示和指导。本文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水平

的时代背景纳入到分析框架，考察了企业内外部

条件对服务型制造提升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差异，

为企业提升服务型制造水平增强供应链韧性提供

更具针对性的建议，为贯彻落实供应链安全稳定

的战略决策部署提供经验借鉴。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文章紧扣服务型制造的客户稳定效应，从降

低信息不对称、增大产品差异化和赢得顾客信任

三方面阐述服务型制造提升供应链韧性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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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降低信息不对称
根据信号传递理论，服务型制造具有信息效

应，可以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首先，服务型制造

本着服务周到、信誉至上的公司经营理念，与顾客

进行高频率的互动交流，有助于客户形成对供应

商的经营状况、信用品质和产品质量等的感知，以

此决定是否与企业开展长期战略合作①。其次，

与传统的财务信息侧重信息披露的“数量”不同，

服务型制造的内涵更为宽泛，将顾客引入产品服

务系统，提供从研发设计到运营全过程的针对性

服务，可以增强服务型制造企业与顾客之间隐性

知识的传递，隐性知识融合了企业的未来发展的

规划、公司治理等多维度、多层次的综合性非财务

信息，提高了信息披露的“质量”。再次，服务型

制造的企业往往具有良好的绩效表现，可助力企

业在资本市场树立优质的形象②，并释放积极信

号。最后，基于组织合法性考量，为获得广大客户

的持续性的认可，企业将努力提升服务型制造的

表现与信息披露质量，满足客户的期待，这就有效

降低客户获取信息的成本和信息风险，减轻供应

链企业间信息不对称。

２．增大产品差异化
随着产品市场的逐渐饱和，竞争愈演愈烈，差

异化已成为企业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向服务

环节延伸的产品差异化是重要思路③。根据战略

管理理论中的“隔离机制”观点，知识的隐性、复

杂性和专用性是导致某项战略、资源或能力产生

高因果模糊性的重要特性④。这种模糊性正是企

业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服务型制造

通过独特的创新和解决方案，形成了一种有效的

“隔离机制”，使得竞争对手难以模仿或复制⑤。

具体来说，制造与服务融合所带来的差异化竞争

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中国的消费

市场已经从追求“大众化消费”转向了注重“圈层

化消费”，顾客对更多优质、专业的产品或服务有

着更高的需求⑥，服务型制造能更好地满足用户

的个性化和小众化需求；其次，通过融合有形产品

和无形服务，企业可以降低用户的使用门槛，提高

用户的使用效率；再次，融入现代服务要素要求企

业具备特定的组织或流程方面的专业知识⑥，这

可以帮助企业解决用户在使用产品过程中的特定

问题，从而增强用户忠诚度。最后，服务要素的加

入改变了用户的角色，使他们不再仅仅是产品的

接受者，而成为价值的共同创造者⑦。这种在价

值共创过程中企业与用户的互动关系，无疑有助

于形成难以模仿的差异化优势。

３．赢得客户信任
相互信任是搭建经济交易双方和谐关系的基

石，有助于交易双方共享信息，进一步合作，形成

“自我增强”效应和彼此间的“锁定”效应⑧。首

先，随着科技日益发展，产品凝聚的知识技术含量

提高，各组成部分渐趋复杂，精密度也不可同日而

语，顾客要全面掌握所购技术产品和设备的性能

并非易事，而服务型制造可以向客户提供技术支

持类长期合约。这类合约可改变企业向顾客交付

的产品内容和服务方式，提高企业的客户嵌入度，

满足客户对业务情境需求的期待，提升产品性能，

从而提高双方之间的信任程度⑨。其次，服务型

制造有助于企业与顾客共同解决问题，服务型制

造企业通过运用数字制造系统和智能制造系统

等，对用户手中设备的运行数据进行实时接收和

分析，结合企业积累的有关产品性能知识，对设备

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以及可能出现的故障或出现

故障的时间进行预测或预判，前瞻性地进行干

５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胡查平，梁珂珂：《制造业服务化何以影响顾客满意度？》，《技术经济》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王玉燕，姬含笑：《服务型制造、差异化战略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南方经济》２０２３年第５期。
张峰，战相岑，殷西乐，等：《进口竞争、服务型制造与企业绩效》，《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ＲｅｅｄＲ，ＤｅＦｉｌｌｉｐｐｉＲＪ．“Ｃａｕｓａｌ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ｔｏ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

ｖｉｅｗ，１９９０，１５（１）：８８－１０２．
ＥｔｈｉｒａｊＳＫ，ＬｅｖｉｎｔｈａｌＤ，ＲｏｙＲＲ．“ＴｈｅＤｕａｌＲｏｌｅｏｆ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ｔ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５４（５）：９３９－９５５．
ＯｌｉｖａＲ，ＫａｌｌｅｎｂｅｒｇＲ．“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ｔｏ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３，

１４（２）：１６０－１７２．
ＳｏｕｓａＲ，ＤａＳｉｌｖｅｉｒａＧＪＣ．“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ｏｆＳｅｒｖ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ａｓｉｃａｎｄ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３７（４）：４４４－４６７．
徐虹：《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的互动耦合机制———基于信任嵌入视角的文献思考与研究展望》，《会计之友》２０２３年第９期。
ＰｒｉｙａＤａｔｔａＰ，Ｒｏｙ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ｓ：Ｔｗｏ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Ｄｅｆｅｎ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１，３１（５）：５７９－６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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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①，与顾客进行合作共同解决问题，进一步形成

亲密的合作关系。再次，企业与企业之间彼此在

业务方面合作形成制造网络，搭建一个开放共生

的新生态，使得服务型制造企业不再局限于自身

的资源和能力，而是广泛链接相互信任的其他主

体，形成优势互补、彼此协同、共同成长的价值共

创体②。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Ｈ１：服务型制造能提升供应链
韧性。

Ｈ２：服务型制造可以降低企业与客
户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大产品差异化和

赢得客户信任，从而提升供应链韧性。

二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２２年披露的前五大客户
信息的Ａ股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具体的筛选步骤
为：（１）选取 ２００９年作为研究起始年份，主要原
因是前五大客户信息从２００９起开始有较多的企
业披露；（２）剔除没有连续两年披露前五大客户
信息的公司；（３）剔除有 ＰＴ、ＳＴ、ＳＴ标注的公
司；（４）匹配服务型制造数据及其他变量的数据；
（５）删除样本期间行业大类变动的公司；（６）删
除控制变量严重缺失的公司。经过筛选和预处理

后，本文最终获得２４１９家企业数据共计 １４１５６
个公司－年度观测值。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 １％
和９９％缩尾处理。

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两部分：（１）制造
业上市公司的服务型制造水平的数据来自 Ｗｉｎｄ
数据库，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
２０１７）标准将 Ｗｉｎｄ数据库中制造企业的主营构
成划分为服务业务收入与非服务业务收入，然后

经手工整理；（２）前五大客户的数据以及其他财
务数据来自ＣＳＭＡＲ数据库。将不同来源数据按
照证券代码、年份、省份、城市以及行业配对。本

文采取２０１７年证监会二级行业分类标准。

（二）变量定义

１．被解释变量：供应链韧性
具有韧性的供应链突出体现为供应链运行状

态的稳定性，即使外部情况突变，供应链仍能保持

循环畅通。供应链关系是否稳定直接体现为企业

供需关系的持续性，而企业供需关系的持续性，一

般用客户关系稳定度衡量，参考潘红波和张哲③

的研究，客户稳定关系采用企业本年前五大客户

在上年出现的个数除以５来度量。因此，本文用
稳定客户数量作为供应链韧性（Ｒｅｓｉｌ）的代理变
量，其值越大，表明供应链韧性越大。

２．解释变量：服务型制造
本文通过收集制造企业服务业务收入，参考

Ｆａｎｇ④和张峰等⑤的数据处理过程，用服务业务
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衡量服务型制造程度

（Ｓｅｒ），其值越大，表明该企业的服务化转型程度
越高。

３．控制变量
借鉴张树山等⑥的研究，本文选择企业资产

负债率（Ｌｅｖ）、企业年龄（Ａｇｅ）、企业规模（Ｓｉｚｅ）、
独立董事占比（Ｉｎｄｐｅ）作为控制变量。同时，还控
制了行业（Ｉｎｄ）和年度（Ｙｅａｒ）固定效应。所有变
量具体定义和衡量方式见表１。

（三）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服务型制造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

将模型设定为：

Ｒｅｓｉｌｉ，ｔ＝α＋βＳｅｒｉ，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Ｉｎｄ＋
Ｙｅａｒ＋εｉ，ｔ （１）
其中ｉ，ｔ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Ｒｅｓｉｌｉ，ｔ为供应链
韧性；Ｓｅｒｉ，ｔ表示企业 ｉ在第 ｔ年的服务型制造；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α为常数项，β和
为回归系数；Ｉｎｄ和 Ｙｅａｒ分别表示行业和年份固
定效应，εｉ，ｔ表示随机扰动项。主要观察β的系数
及其显著性，若β显著大于０，则表明服务型制造
能形成稳定的客户关系，即服务型制造能提升供

应链韧性。此外，本文所有回归模型中，都采用稳

健标准误估计方法，对异方差进行调整以获得较

６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李晓华：《数字技术推动下的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改革》２０２１年第１０期。
董华，陈蕾：《大数据驱动下服务型制造超网络的价值共创———以小米为例》，《财会月刊》２０２１年第２０期。
潘红波，张哲：《高管—客户关系与企业客户稳定度》，《管理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ＦａｎｇＥ，ＰａｌｍａｔｉｅｒＲＷ，ＳｔｅｅｎｋａｍｐＪＢＥＭ．“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ｎＦｉｒｍＶａｌｕ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２００８，７２（５）：１－１４．
张峰，战相岑，殷西乐，等：《进口竞争、服务型制造与企业绩效》，《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张树山，谷城，张佩雯，等：《智慧物流赋能供应链韧性提升：理论与经验证据》，《中国软科学》２０２３年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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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确的统计量估计值。

表１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名称 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供应链韧性 Ｒｅｓｉｌ 公司当年前五大客户与上年相比重复客户数量／５，数值越大，客户供应链韧性越强

解释变量 服务型制造 Ｓｅｒ 服务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控制变量

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 总负债／总资产

企业年龄 Ａｇｅ Ｌｎ（考察年份－企业成立年份）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Ｌｎ（企业总资产）

独立董事占比 Ｉｎｄｐｅ 独立董事数量／董事规模

　　三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２列示了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Ｒｅｓｉｌ
的均值为０．２６１，说明平均来看，样本公司每年前
五大客户中有多于１个重复客户，同时，最大值和
最小值分别为 １和 ０，说明样本中的公司当年前
五大客户与上年完全重复，即前五大客户连续两

年完全相同，也有完全不重复的客户；Ｓｅｒ的均值
为０．０５５，说明服务型制造的整体程度还不高，最
小值为０，最大值为 ０．８６０，说明企业的服务型制
造差异化水平较大。

表２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Ｒｅｓｉｌ １４１５６ ０．２６１ ０．３９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Ｓｅｒ １４１５６ ０．０５５ ０．１４３ ０．０００ ０．８６０

Ｌｅｖ １４１５６ ０．３８５ ０．１８７ ０．００８ ０．９９４

Ｓｉｚｅ １４１５６ ２２．０１７ １．１２７ １７．６４１ ２７．６２１

Ａｇｅ １４１５６ ２．８２２ ０．３６１ ０．６９３ ４．００７

Ｉｎｄｐｅ １４１５６ ０．３７７ ０．０５６ ０．０００ ０．８００

（二）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３报告了基准回归的结果。第（１）列只加
入行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第

（２）列在第（１）列的基础上增加了系列控制变量。
第（１）列回归结果显示，服务型制造（Ｓｅｒ）对供应
链韧性（Ｒｅｓｉｌ）的回归系数为 ０．０４１，在 １０％的水
平上显著。第（２）列回归结果显示，服务型制造
（Ｓｅｒ）对供应链韧性（Ｒｅｓｉｌ）的回归系数为０．０５７，
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以第（２）列为准，表明在控
制其他变量不变时，服务型制造（Ｓｅｒ）每提升１个
单位，供应链韧性（Ｒｅｓｉｌ）提升０．０５７个单位，有显
著的经济意义，说明服务型制确实能提升供应链

韧性，即Ｈ１成立。

表３　服务型制造与供应链韧性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Ｒｅｓｉｌ Ｒｅｓｉｌ

Ｓｅｒ
０．０４１ ０．０５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Ｌｅｖ
０．０８２

（０．０２０）

Ｓｉｚｅ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３）

Ａｇｅ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Ｉｎｄｐｅ
－０．０６９

（０．０５７）

＿ｃｏｎｓ
０．５６７ ０．９２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７９）

Ｎ １４１５６ １４１５６

Ｒ２ ０．１０２ ０．０９６

Ｉｎｄ／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注：（１）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２）、、分别表

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以下各表同。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替换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将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排除竞争性假说的稳健性检

验，以上结果显示，服务型制造（Ｓｅｒ）的系数仍然
显著为正，表明服务型制造有利于提升供应链韧

性的基本结论是稳健的①。

（四）内生性问题

前文的基本回归模型（１）已经控制了行业和
年份固定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遗漏变量

引起的内生性问题，但是仍然可能存在其他的内

生性问题。第一，反向因果，由于具有韧性的供应

链可能反向作用于服务型制造，因为稳定的客户

７６
①相关稳健性检验方法及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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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有利于双方协同创新①，而服务型制造实质

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有韧性的供应链可能推

动制造企业服务转型，从而产生反向因果问题；第

二，样本选择偏误，已实施服务型制造和未实施服

务型制造的样本企业之间，由于系统性差异带来

的样本选择偏误产生的内生性问题；第三，样本自

选择问题，由于文章选择的样本为制造企业中进

行了服务转型的企业，只有企业财务报表中详细

披露了主营业务收入构成的企业才纳入研究对

象，而上市公司是否披露主营业务收入的详细信

息是自主决定，所以这将可能产生因信息披露导

致的样本自选择偏误问题。

本文采用以下方法缓解内生性问题：（１）工
具变量法（ＩＶ）。借鉴候德帅等②构建工具变量的
思路，采用年度—地区—行业划分的服务型制造

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回归，以缓解模型

的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２）倾向得分匹
配法（ＰＳＭ），依据公司是否实施服务型制造将样
本分为服务型制造企业和非服务型制造企业两

类，参考张树山等③的研究，用企业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企业年龄（Ａｇｅ）、企业规模（Ｓｉｚｅ）、独立董
事占比（Ｉｎｄｐｅ）和董事会规模（Ｂｏａｒｄ）和资产净利
率（Ｒｏｅ）等代表企业主要特征的变量作为协变
量，采用 １∶３近邻匹配法进行匹配。（３）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方法，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步法尽可
能缓解样本选择问题对结论的潜在影响。以上检

验结果显示，服务型制造（Ｓｅｒ）的系数仍然显著为
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④。

四　影响机制检验
结合理论分析，服务型制造可能通过降低信

息不对称、增大产品差异化和赢得客户信任提升

供应链韧性，为验证这三个机制的存在，本文设计

式（３）进行检验，式中 Ｍｅｄｉ，ｔ代表机制变量，包括
信息不对称，产品差异化和信任，其他的变量含义

同式（１）。

Ｍｅｄｉ，ｔ＝α＋βＳｅｒｉ，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Ｉｎｄ＋
Ｙｅａｒ＋εｉ，ｔ （３）

（一）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机制检验

为验证前文降低信息不对称机制成立，参照

于蔚等⑤与徐寿福和徐龙炳等⑥的研究，本文用反

映资金供给方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的股票

流动性指标（Ａｓｙ）和反映企业信息披露程度（ＫＶ）
两个变量衡量信息不对称程度，股票流动性

（Ａｓｙ）是资金供给方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
的代理变量，其值越大，说明信息不对称程度越

低，信息越透明；企业信息披露程度（ＫＶ）反映的
是市场对交易量信息的依赖，ＫＶ指数越高，说明
市场越依赖交易信息，表明上市企业披露质量越

低，信息越不透明。运用式（３）进行回归检验，结
果表４所示，第（１）列中解释变量服务型制造
（Ｓｅｒ）的系数为正，而第（２）列中解释变量服务型
制造（Ｓｅｒ）的系数为负，且在１％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不为０，说明服务型制造能显著降低信息不对
称，从而提升供应链韧性。

（二）增大产品差异化的影响机制检验

为验证增大产品差异化机制成立，参照王玉

燕和姬含笑⑦对差异化战略的测算，本文采用营

业毛利率和期间费用的平均值衡量差异化程度

（Ｄｉｆｆｅｒ），因为客户会对提供独特产品和服务的企
业产生好感，形成一定的品牌依赖度，从而对价格

不敏感，这就能使企业获得较高的营业毛利率。

参照张峰等⑧和 Ｂｕｅｈｌｅｒ＆Ｈａｌｂｈｅｅｒ⑨ 的研究，用
广告及宣传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表示产品差

异化程度（Ｓａｌｅｒａｔｉｏ），因为广告及宣传费用的增
加一定程度上可以表征企业实施差异化战略的决

心。以上两个指标值较大，说明产品的差异化程

度越大。运用式（３）进行回归检验，回归结果如
表４第（３）列和第（４）列所示，服务型制造的系数

８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黄宏斌，孙雅妮，许晨辉：《客户—供应商稳定关系促进了双方的协同创新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３年第６期。
侯德帅，王琪，张婷婷，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客户资源重构》，《财经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２期。
张树山，谷城，张佩雯，等：《智慧物流赋能供应链韧性提升：理论与经验证据》，《中国软科学》２０２３年第１１期。
相关内生性问题检验方法及结果留存备索。

于蔚，汪淼军，金祥荣：《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信息效应与资源效应》，《经济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９期。
徐寿福，徐龙炳：《信息披露质量与资本市场估值偏误》，《会计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王玉燕，姬含笑：《服务型制造、差异化战略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南方经济》２０２３年第５期。
张峰，战相岑，殷西乐，等：《进口竞争、服务型制造与企业绩效》，《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ＢｕｅｈｌｅｒＳ，ＨａｌｂｈｅｅｒＤ．“ＳｅｌｌｉｎｇｗｈｅｎＢｒａｎｄＩｍａｇｅＭａｔｔｅ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ＪＩＴＥ）／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ｄｉｅ

ｇｅｓａｍｔｅＳｔａａ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２０１１（２）：１０２－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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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ｒ）显著为正，说明服务型制造能增大产品差异 化，从而提升供应链韧性。

表４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Ａｓｙ ＫＶ

（３） （４）

Ｄｉｆｆｅｒ Ｓａｌｅｒａｔｉｏ

（５） （６）

Ｔｃ Ｓｐａ

Ｓｅｒ
０．１１０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８５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

Ｌｅｖ
０．４７４ －０．１４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 ０．１３８ ０．１６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８）

Ｓｉｚｅ
－０．４１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Ａｇｅ
－０．１７５ －０．０７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７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Ｉｎｄｐｅ
－０．１７５ ０．１３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６

（０．１１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３）

＿ｃｏｎｓ
８．９６７ １．０２７ ０．７８７ ０．７１１ ０．４３６ ０．４０７

（０．５４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７）
Ｎ １４１５６ １４１５６ １４１５６ １４１５６ １４１５６ １４１５６

Ｒ２ ０．４４５ ０．１６２ ０．０７２ ０．０４８ ０．２４７ ０．２４９

Ｉｎｄ／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三）赢得客户信任的影响机制检验
为验证赢得客户信任机制成立，用两类指标

表示企业对客户的信任，一类指标是商业信用，参

考陆正飞等①的做法，用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
付账款／总资产来表征商业信用（Ｔｃ），其值越大，
说明企业对客户的信任程度越高；另一类是专用

资产投资，参照祝丹枫等②的做法，采用固定资产

净值、在建工程、无形资产与长期待摊费用之和占

企业总资产的比例（Ｓｐａ）测度专有资产投资水
平，其值越低，说明企业对客户越信任。运用式

（３）进行回归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４所示，第（５）
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商业信用（Ｔｃ），服务型制造
（Ｓｅｒ）的系数显著为正，第（６）列的被解释变量为
专用资产投资水平（Ｓｐａ），服务型制造（Ｓｅｒ）的系
数显著为负。服务型制造程度（Ｓｅｒ）与企业专有
资产投资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而与商业信用的

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说明服务型制造并非增大企

业的专用资产投资等赢得客户信任，而更多的是

通过提供商业信用等从情感上赢得客户信任。以

往研究认为，我国企业大客户依赖现象严重，导致

需要大量投资专用资产，一旦客户流失，就会造成

极大损失③，本研究认为服务型制造提升供应链

韧性，不需要过多的专用资产投资，可以从情感上

维系客户关系，从而提升供应链韧性，是本文的新

发现。综合以上，说明服务型制造能赢得客户信

任，从而提升供应链韧性。

综合以上分析说明，服务型制造可以降低企

业与客户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大产品差异化和赢

得客户信任，从而提升供应链韧性，验证了前文的

假说Ｈ２。

五　进一步分析
企业的服务型制造发展也会受到很多因素的

影响，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企业特征以及不同的融

资约束程度的企业特点各不相同，从而影响企业

供需关系的稳定，因此有必要考虑服务型制造提

升供应链韧性的异质性，在前文作用机制分析的

基础上着重探讨环境不确定性、企业特征和融资

约束程度的异质性。

（一）异质性检验

１．环境不确定性
根据信息效应，已有研究认为，环境不确定性

影响客户对企业真实情况的判断，进而影响客户

９６

①

②

③

陆正飞，杨德明：《商业信用：替代性融资，还是买方市场？》，《管理世界》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祝丹枫，李摇琴，鄢哲明：《供应链创新与企业多元化经营———基于“信息机制”和“契约机制”的分析》，《财经论丛》２０２３年第３期。
ＲａｍａｎＫ，ＳｈａｈｒｕｒＨ．“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ｓａｎｄ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Ｔｈ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８，８３（４）：１０４１－１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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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在环境高不确定性时，客户更依赖服务型

制造这类“软信息”判断企业的经营情况；而在环

境低不确定性时，客户可以从政府公开信息中了

解企业，对服务型制造这类的“软信息”的依赖较

弱。前文所述，服务型制造具有信息传递的作用，

因此预期服务型制造促进供应链韧性的效应在环

境高不确定的企业中更显著。

表５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环境高不确定性 环境低不确定性

（３） （４）

非专精特新 专精特新

（５） （６）

融资约束高 融资约束低

Ｓｅｒ
０．０６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６ ０．１８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７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７） （０．１０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０）

Ｌｅｖ
０．０４９ ０．０８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４ ０．１０５ ０．０５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５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８）

Ｓｉｚｅ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Ａｇｅ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８０ －０．１０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６４） （０．１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５）

Ｉｎｄｐｅ
０．０１１ －０．０７５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５ －０．１４４ ０．０８９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０） （０．１１９） （０．２２８） （０．０８７） （０．０７９）

＿ｃｏｎｓ
０．６６２ １．００１ １．３２２ １．８０６ ０．９８１ ０．５０５

（０．１２３） （０．１１９） （０．３２５） （０．４７６） （０．１１５） （０．２０４）

Ｎ ７０８４ ７０７２ １０４６８ ３６８８ ６９７５ ７１８１

Ｒ２ ０．０９９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８ ０．０９９ ０．１２９ ０．０６６

Ｉｎｄ／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为了检验环境不确定性对服务型制造与供应
链韧性两者间关系的影响差异，借鉴申慧慧①的

做法，采取公司过去五年企业销售收入标准差经

行业调整后的数值来表示环境不确定性程度，其

值越大，说明其环境不确定性越大。根据中位数

进行分组，把低于行业年度中位数的归为低环境

不确定性组，高于行业中位数的归为高环境不确

定性组。运用式（１）分别回归，结果如表５第（１）
至第（２）列所示，对比第（１）列和第（２）列，可以
发现，服务型制造变量的系数（Ｓｅｒ）在环境高不确
定性组中为正且显著，而在环境低不确定性组中

为负且不显著。高不确定的环境相比低不确定环

境，服务型制造能更提升供应链韧性，很可能是因

为服务型制造企业与客户的良好互动，能向公众

传递良好的经营状态信息，降低了不确定性环境

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服

务型制造能通过信息机制提升供应链韧性。

２．企业特征
对企业而言，并非每个企业服务化转型都能

产生差异化的战略效果，因此聚焦企业特征十分

有必要。专精特新企业特指采用专项技术生产专

用性强的产品，其产品通过精细化管理，采用独特

的工艺、技术，依靠自主创新生产，具有典型的差

异化特征。因此预期服务型制造提升供应链韧性

的效应在专精特新企业中更显著。

为了检验企业特征对服务型制造与供应链韧

性二者间关系的影响，本文根据企业特征分为专

精特新企业和非专精特新企业两组，运用式（１）
分别回归，结果如表５第（３）至第（４）列所示，可
以发现，服务型制造变量的系数（Ｓｅｒ）在非专精特
新企业中显著为正但不显著，而在专精特新企业

中显著为正。说明服务型制造对供应连韧性的提

升效应在专精特新企业中更显著。这也从另一侧

面验证服务型制造能通过增大产品差异化提升供

应链韧性。

３．融资约束
维系客户关系的资源和能力是决定企业能否

稳定客户关系的前提。首先，企业资金的流动性

是企业维系客户关系能力的重要体现，充裕的流

动性能够保证企业有能力满足客户提出的个性化

０７
①申慧慧，于鹏，吴联生：《国有股权、环境不确定性与投资效率》，《经济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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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相反，流动性不足的企业难以开展工作，不

利于企业维系客户关系①。因此，当企业面临融

资约束时，资金流动性不足，说明企业自身的财务

风险加大，无暇顾及对客户服务的好坏，客户的稳

定性变差。

为了检验融资约束对服务型制造与供应链韧

性二者间关系的影响，本文借鉴彭清华和黎毓

敏②的做法，用ＳＡ指数反映公司的内部融资约束
程度，其值越大，说明融资约束越明显。根据中位

数，把高于行业中位数的归为高融资约束组，低于

行业中位数的归为低融资约束组。运用式（１）进
行分组回归，表 ５第（５）列至第（６）列是回归结
果，可见服务型制造变量的系数（Ｓｅｒ）在低融资约
束组中显著为正，而在高融资约束组中不显著，说

明服务型制造对供应链韧性的提升效应在融资约

束低时更显著。上述结果从另一侧面验证了服务

型制造能通过赢得客户信任提升供应链韧性，因

为企业自身面临的融资约束较小时，才更有能力

给客户提供商业信用，赢得客户信任，从而提升供

应链韧性，佐证了本文的理论逻辑。

（二）服务型制造模式解构

本文根据政策文件及以往研究，将服务型制

造细分为两类：提供产品相关服务和提供顾客支

持服务③。产品相关服务是指支持企业主营产品

的安装及使用的服务，其目的是确保主营产品运

行良好，典型的服务有产品安装、产品监测、维修

保养等；顾客支持服务是指支持客户行为或运营

的服务，典型的服务包括提供流程优化、工业设计

服务、定制化服务、供应链管理等。因为与顾客相

关的服务型制造更能够体现以客户为中心、建立

和稳定客户关系的主动服务逻辑，预期提供与顾

客相关的服务型制造比与产品相关的服务型制造

更能提升供应链韧性，接下来本文进一步检验服

务型制造的两种模式对供应链韧性是否会产生差

异化的影响效应。

按照上述业务范围，将服务型制造（Ｓｅｒ）分解
成提供产品相关的服务型制造（Ｓｅｒ＿ｐ）和提供顾
客支持相关的服务型制造（Ｓｅｒ＿ｃ），运用式（１）分
组回归检验，结果见表６所示，对比第（１）列和第
（２）结果可以看出，而第（１）列提供产品相关服务

型制造的系数（Ｓｅｒ＿ｐ）为正但是不显著，第（２）列
提供顾客支持相关的服务型制造的系数（Ｓｅｒ＿ｃ）
显著为正，表明相比提供产品相关服务型制造，提

供顾客支持的服务型制造能产生显著的供应链韧

性促进效应。

表６　不同服务型制造的供应链韧性提升效应

变量
（１） （２）

Ｒｅｓｉｌ Ｒｅｓｉｌ

Ｓｅｒ＿ｐ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５）

Ｓｅｒ＿ｃ
０．０７６

（０．０４４）

Ｌｅｖ
０．０３６ ０．０７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０）

Ｓｉｚｅ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

Ａｇｅ
－０．０８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０）

Ｉｎｄｐｅ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４

（０．１０６） （０．０５８）

＿ｃｏｎｓ
１．４２０ ０．８４１

（０．２７１） （０．０８５）

Ｎ １４１５６ １４１５６

Ｒ２ ０．１１２ ０．１０３

Ｉｎｄ／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六　结论与启示
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提升我国综合国际竞争力

和畅通内外部双循环的重要保证。如何提升供应

链韧性，成为当今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

点话题。文章从客户关系稳定的角度，以２００９—
２０２２年Ａ股上市的制造业公司为样本，探究服务
型制造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效应、传导机制及作

用情境等。共得出了四点结论：第一，服务型制造

对供应链韧性具有促进作用，且该效应在替代解

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排除竞争性假设等方法后

依然成立。第二，服务型制造能提供应链韧性，验

证了其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大产品

差异化和提升客户间的信任程度等三种渠道来增

强供应链韧性。第三，异质性检验发现，服务型制

造提升供应链韧性在环境不确定性较大，专精特

１７

①

②

③

白俊，陈师雯，李云：《客户风险对供应链关系持续性的影响》，《山西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１０期。
彭清华，黎毓敏：《企业财务柔性、区域数字金融发展与融资约束》，《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年第５期。
ＭａｔｈｉｅｕＶ．“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ｆｒｏｍａ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ｔｏａ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ｌｉ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２００１，１６（１）：３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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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企业以及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更显著。第四，

对服务型制造进行结构解析发现，由于与顾客相

关的服务更能体现产品的差异化特征和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因此提供顾客相关服务型制造比提供

产品相关的服务型制造更能提升供应链韧性。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１）应进一步释放服务型制造在提升供应链
韧性方面的潜力，将服务型制造作为维护供应链

安全稳定的重要抓手。对政府和相关部门而言，

应顺应服务型制造的发展趋势，鼓励和支持制造

企业开展服务化转型，针对性的出台政策支持制

造企业设备更新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方式参与服

务型制造，最大限度发挥服务型制造提升供应链

韧性的作用。

（２）服务型制造提升供应链韧性，着力点应
该是以差异化产品和赢得顾客信任为导向，而非

简单的投入专用资产。从本文的结论可以看出，

作为一种贯穿设计、生产、服务等制造活动各个环

节的新型生产方式，服务型制造可以通过赢得客

户信任途径提升供应链韧性，通过与客户长期互

动可以建立信任机制确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减少专用资产的投资。

（３）服务型制造可以作为环境高不确定性企
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融资约束程度低的企业转型

升级的重要方式。在企业面临较高的环境不确定

性时可以通过开展服务型制造，发挥服务型制造

的信息功能，提升供应链韧性。在专精特新企业

中加大布局服务型制造，能扩大产品的差异化特

征，提升企业在客户中的口碑，打造优势的市场竞

争地位，吸引和稳定顾客。而对融资约束程度低

的应更充分认识到服务型制造的契机和价值效

应，早日实现服务型制造升级。

（４）制造企业应该积极谋划服务型制造，特
别是提供定制化、供应链管理等顾客支持相关的

服务型制造，专注服务型制造所带来的机遇和资

源，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产品差异化水平，以满

足客户多样化、精细化、动态化和个性化的需求，

为客户创造价值，提升供应链韧性的同时也能给

企业带来好的收益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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