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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快速变化和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环境中，创新已经成为企业赖以生存和发

展的基石，学术领域中的研究者和企业实践中的管理者也早已将创新视为企业竞

争优势的核心来源。作为企业战略决策及行为的制定者，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具

有重要影响，特别是高管团队的心理及认知特质是支持其做出创新决策并 终影

响企业创新行为的思想指引。管理认知的主导过程模型强调了注意力在个体认知

对企业决策及行为影响中的关键作用，引起学者们开始关注管理者注意力与企业

创新之间的关系。 

本文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引入战略管理中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研究高管团队

注意力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并着重考虑情境因素在其中发挥的独特作

用，采用管理自由度作为调节变量，揭示高管团队注意力在特定边界条件下如何

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 

本文筛选了 228 家中国大陆沪深两市主板市场上创新水平较高的企业作为

研究样本，采用自动文本分析方法获取数据，对样本数据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和多

元回归分析，以检验所提出的假设，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高管团队过去注意

力和内部注意力对企业创新行为产生负向影响，高管团队现在注意力、未来注意

力和外部注意力对企业创新行为产生正向影响；（2）企业年龄负向调节高管团队

现在注意力与企业创新行为、未来注意力与企业创新行为、内部注意力与企业创

新行为和外部注意力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3）企业规模负向调节高管团

队现在注意力与企业创新行为、内部注意力与企业创新行为和外部注意力与企业

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4）企业所有制负向调节高管团队现在注意力与企业创新

行为、未来注意力与企业创新行为和内部注意力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高管团队注意力，企业创新行为，管理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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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apidly changing and highly competitive global market environment, 

innovation has become the bedrock of the firm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researchers in academia and managers in firms have also regarded innovation as a 

critical source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e top management team, as the maker of 

firms’ strategic decisions and behaviors, has an essential impact on firm innovation. In 

particular, the 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op management team are 

mental guidelines to make innovation decisions and ultimately affect the firm 

innovation behavior. The dominant process model of managerial cognition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managerial attention for decisions and behaviors of 

firms and scholars have start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agerial 

attention and firm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upper echelons theor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s of time 

and space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to study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op 

management team attention on firm innovation behavior. In addition, we focus on the 

unique effect of situational factors and choose managerial discretion as a moderator to 

reveal that how top management team attention exerts an influence on firm innovation 

behavior under certain boundary conditions. 

This paper selects 228 innovative firms in main-board markets in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in China, uses automatic text analysis 

method to obtain the data and carries out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o test the hypotheses. We reach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both the past 

attention and internal attention of top management team make a negative impact on 

firm innovation behavior, and all the present attention, future attention and external 

attention of top management team make a positive impact on firm innovation 

behavior; (2) the firm age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ent 

attention of top management team and firm innovation behavi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ture attention of top management team and firm innovation behavi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attention of top management team and firm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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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ernal attention of top management 

team and firm innovation behavior; (3) the firm size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ent attention of top management team and firm innovation 

behavi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attention of top management team and 

firm innovation behavior,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ernal attention of top 

management team and firm innovation behavior; (4) the ownership of firm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ent attention of top management team and 

firm innovation behavi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ture attention of top management 

team and firm innovation behavior,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attention of top management team and firm innovation behavior. 

 

 

    Keywords: Top Management Team Attention; Firm Innovation Behavior; 

Managerial Discre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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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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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在日益变化的竞争环境中，创新是企业应对技术或市场挑战的重要方式[1][2]，

是影响企业生存发展和卓越绩效的一个关键因素[3]。持续进行创新的企业能够战

胜主要的竞争对手进而获得更好的位置[4]。所以，企业的创新行为被认为是能够

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战略活动[5][6]。  

为了在全球市场上赢得竞争优势、提升竞争地位，从而获得长久生存和发展

的机会，企业必须持续制定和实施创新行为[7][8]。当创新被视为是企业竞争优势

的关键来源之一时，它代表了一种战略变革[9]，并且成为企业战略的一部分[10]。

高层梯队理论指出，高管团队为企业的创新变革、组织绩效和战略决策及行为的

制定和实施提供动力[11]。企业高管团队负责制定企业的关键战略决策及行为

[12][13]，特别是，高管团队直接参与有关企业创新的战略决策及行为之中[14][15]。

因此，高管团队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既是实践中企业管理者所关注的热点话

题，也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 

创新事关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而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决策及行为的制定和实

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企业实践中，高层管理者身处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之

中，面对“爆炸式”增长的信息和庞杂繁琐的事务，他们必须集中精力，处理

为重要且紧迫的信息和事务。尤其在制定和实施有关企业创新的决策及行为方

面，高管团队必须清晰洞察企业的发展轨迹，敏锐而谨慎地在企业内外部环境中

获取信息，从而为制定和实施企业创新决策及行为提供思想指引和智力支持。 

根据 Hambrick 和 Mason（1984）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企业是其高层管理

者集合体的反映，“企业的产出——战略和效益被认为是企业中高层权力者价值

观和认知基础的反映”[11]。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解释与战略决策制定相关的议题，

并且拥有必要的权力以实施源于这些解释的选择。Hambrick（2007）指出，关注

高层管理团队比习惯性只关注个体高层管理者（如 CEO）能够更好地解释企业

行为及结果[16]。企业领导是一个共享的活动，高管团队整体的认知、能力和互

动成为企业战略决策及行为的一部分。高层梯队理论的核心观点是高管团队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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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特征和心理及认知特质会对企业的战略决策及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决定企

业绩效[11]。 

高层梯队理论的提出和不断发展，为学者们研究高管团队与企业决策及行为

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由于高管团队的心理及认知特质难以清

楚、准确地观察、描述和测量，研究者通常使用高管团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等客

观指标作为其心理及认知特质的代理变量[11][17][18]。然而，这种方法引来争议，

有学者强调个体的客观属性并不能代表其心理及认知特质，这种变量测量方式忽

略了复杂但重要的心理及认知问题，得出的研究结果是不准确且缺乏说服力的

[19][20]。Hambrick（2007）在随后对高层梯队理论进行回顾和更新时指出，高管

团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是其客观属性，用来测量高管团队心理及认知特质是不全

面和不精确的[16]，并不能真正解释高管团队对企业战略决策及行为产生影响的

真实心理学和社会学过程[21]。 

除了已经被学术界广泛研究和讨论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等客观属性外，影响企

业创新的高管团队的心理及认知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又是如何产生影响作用

的？Ocasio（1997）提出的企业注意力基础观为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全新的

理论视角和研究框架。 

企业注意力基础观的中心论点是，企业的行为是企业如何引导和配置其决策

制定者注意力的结果。该论点基于 3 条相互关联的原则：第一，注意力焦点原则，

企业决策制定者的所作所为取决于他们集中注意力于哪些议题和答案；第二，情

境化注意力原则，企业决策制定者所关注的议题和答案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取决

于他们身处的特定环境或情境；第三，注意力结构化配置原则，企业决策制定者

所身处的特定环境或情境以及他们如何关注该环境或情境，取决于企业的规则、

资源和社会关系如何管理议题、答案、特定活动中的决策制定者、沟通和程序的

配置和调控[22]。企业的战略决策及行为是其高层决策制定者——高管团队注意

力的产物[23]。因为高管团队成员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他们只能聚焦注意力于

某些特定的方面，所以企业的决策及行为受高管团队注意力所聚焦的信息和议题

的影响[24]。 

关于高管团队注意力与企业决策、行为及结果关系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末，

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展了一些前范式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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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果。其中，几位学者对高管团队注意力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Yadav 等学者（2007）从注意力视角出发研究高层管理者和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

认为高层管理者的注意力对企业如何发现、开发和应用新技术具有正向、直接和

长期的影响[25]。Kaplan（2008）以通信技术产业的光纤技术革命为研究背景，探

讨了高层管理者对光学技术的注意力改变如何影响企业后续技术方向的变革

[21]。Eggers 和 Kaplan（2008）通过观察通信技术企业进入光学技术产品市场的

时间，研究高层管理者对新兴技术、现有通信技术和行业整体的注意力对企业采

用新的技术进行创新的影响[26]。Chen 等学者（2015）验证了高管团队对创新的

注意力影响企业的创新活动，公司治理模式会对这种影响产生调节作用[27]。吴

建祖、曾宪聚和赵迎（2016）研究了高管团队注意力与企业创新战略之间的关系，

分析了两职合一和组织冗余对该关系的调节作用[28]。 

尽管已经有学者关注到高管团队注意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进行了一定的

研究，但是仍然有一些重要的议题值得我们继续探索和讨论。 

第一，虽然高层梯队理论已经明确指出高管团队的心理及认知因素对企业决

策及行为具有重要影响[11]。然而，使用人口统计学特征等客观属性作为高管团队

心理及认知特质的代理变量，并不能真正揭示这种影响作用[21]。我们需要采用

更为全面、精准和客观的方式测量高管团队的心理及认知特质，从而直接研究高

管团队的心理及认知因素对企业决策及行为的影响机制。 

第二，关于企业注意力基础观的现有研究大多从注意力焦点原则出发，直接

分析高管团队的注意力焦点模式对企业决策及行为的影响[28]，却很少探讨情境

化注意力原则在其中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希望在本文的研究中同时探讨高管团

队的注意力焦点和情境化注意力对企业决策及行为的重要作用。 

第三，观察和研究表明，尽管高管团队付出时间和精力关注和处理重要的信

息和事务，甚至将它们转化为决策，但并不意味着企业 终会采取相应的行动。

也就是说，即使高管团队聚焦促进创新的相关议题和答案，甚至制定了创新决策，

但企业并没有切实采取创新行为，出现了“言而不行”的情况。因此，本文的研

究试图将企业创新进一步明确为企业制定和实施创新行为，从而为企业提供解决

“言而不行”这类问题的有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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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尽管高管团队的心理及认知因素会对企业创新产生重要影响，但这种

影响也是有边界条件的。已有研究多是探讨高管团队注意力对企业创新的直接影

响效应，也有部分研究分析高管团队注意力对高管团队的客观特征和企业创新的

中介作用，但很少有研究关注限定高管团队注意力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边界条件。

因此，我们在研究高管团队注意力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关系的基础上，需要进一

步限定边界条件，引入有价值和有影响力的调节变量以深入展开研究。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现有理论和研究已经表明高管团队心理及认知特质会对企业创新产生重要

影响，但是学者们在实证分析时大多使用人口统计学特征作为高管团队心理及认

知特质的代理变量，从而掩盖了高管团队真实的心理及认知过程。Kaplan（2008）

指出，人口统计学特征是个体认知来源的重要指标，它们可以被视为代表高管团

队从过往经验中获取的知识积累，但它们不能体现高管团队如何注意和解释信息

进而做出特定选择和行为的心理及认知过程[21]。事实上，人口统计学特征等客

观属性被认为是心理及认知特质的弱指标，应当考虑采用更为直接的方式测量高

管团队心理及认知特质[19][20]。 

本文以高层梯队理论为基础，在研究高管团队心理及认知特质对企业创新的

影响时，引入企业注意力基础观视角，聚焦高管团队注意力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

的关系，并分析管理自由度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主要有以下 4 个目的： 

第一，本文借鉴战略管理研究中的时间和空间的观点，将高管团队注意力划

分为时间和空间两大分类，深入探索并揭示高管团队对时间和空间界限的关注如

何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 

第二，为弥补现有研究对情境化注意力原则的关注的不足，本文着重关注高

管团队所处的特定情境如何影响其注意力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强调采取企

业创新行为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确保企业高管团队的注意力及认知 终可以落实

转化为实际的企业行为，从而为企业“言而不行”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法。 

第三，高管团队注意力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已有

研究表明，企业组织层面的因素会限制高管团队对企业战略决策及行为的影响

[29]。Hambrick 和 Finkelstein（1987）提出管理自由度可以解释高管团队对企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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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及结果的影响，即管理自由度较高的高管团队对企业行为及结果的影响会显著

增强[30]。因此，本文基于企业注意力基础观视角，实证研究高管团队注意力对

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并综合考虑以组织层面因素为表征的管理自由度对上述关

系的调节作用。 

第四，企业注意力基础观是 2009 年才被兰州大学吴建祖教授引入国内的，

目前国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相关研究也多是探讨注意力对高管团队人

口统计学特征和企业行为及结果的中介作用。此外，在高管团队注意力与企业行

为及结果关系的边界条件限定上，国内学者多选择企业冗余资源作为调节变量。

本文基于中国情境，使用中国大陆沪深两市主板市场上创新程度较高行业的企业

作为研究样本，探讨高管团队注意力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并选取管理自

由度作为调节变量，聚焦注意力情境因素在其中发挥的独特作用。 

本文为揭示企业高管团队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真正心理学和社会学过程，引

入企业注意力基础观视角，使用中国大陆沪深两市主板市场上创新程度较高行业

的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探讨高管团队注意力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并分析

管理自由度对其关系的调节作用。理论方面，本文进一步丰富了高管团队注意力

对企业行为及结果影响的相关研究，并将注意力焦点原则和情境化注意力原则并

重，深入分析情境因素在高管团队注意力对企业创新行为影响过程中的独特作

用；同时，我们选取管理自由度作为调节变量，为高管团队注意力与企业创新行

为之间关系限定边界条件。 

实践方面，高管团队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必须集中精力于少数关键领域，

选取并处理 为重要且紧迫的信息和事务，本文的研究为高管团队注意力的合理

聚焦提供良好的启示和建议；企业为推动创新从而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赢得

生存和发展的良机，必须更好地理解创新所需要的条件和环境，关注高管团队的

配置，特别是高管团队的注意力，合理和有效地发挥高管团队在企业创新中的积

极作用，对企业准确、高效地开展创新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在企业的实际

运营中可能存在“言而不行”的问题，本文聚焦情境因素在企业创新行为制定和

实施中的独特作用，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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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相关概念定义 

    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主要探讨高管团队注意力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的关

系，并进一步分析管理自由度对这种关系的影响作用。我们对研究所涉及的变量

做出具体的定义和解释。 

1.高管团队注意力 

根据 Ocasio（1997）提出的企业注意力基础观，本文将高管团队注意力定义

为：高管团队付出时间和努力以关注、编码、解释和聚焦用于理解企业环境及特

定情境和制定战略决策及行为的有关议题和答案的过程[22]。本文将高管团队注

意力划分为时间和空间两大类、共 5 个维度，即过去注意力、现在注意力、未来

注意力和内部注意力、外部注意力。过去注意力指的是高管团队对过去发生事物

的关注[31][32]，现在注意力指的是高管团队对现在存在事物的关注[33]，未来注意

力指的是高管团队对未曾发生事物的关注[34][35]；内部注意力指的是高管团队对

企业内部事物的关注，外部注意力指的是高管团队对企业外部事物的关注[25]。 

2.企业创新行为 

Crossan 和 Apaydin（2010）在对创新领域的研究进行整合和分析后，提出

了一个多面向的企业创新研究框架，他们认为创新是：在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中

一个价值增值的新事物的产生、采纳、吸收和应用；是产品、服务和市场的更新

和扩大；生产的新方法的发展；新的管理系统的建立。它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

个结果[36]。在创新研究领域，学者们构建了 3 个维度强调创新定义的不同方面：

（1）创新结果[37][38]；（2）创新过程[39]；（3）（组织的）创新特质[40][41]。本文聚

焦企业创新的过程维度，选择企业创新行为作为被解释变量。 

3.管理自由度 

根据 Hambrick 和 Finkelstein（1987）的研究，管理自由度是指高管团队的

行为权限，即高管团队在做出战略选择时所具有的选择范围，它揭示了为何高管

团队在某些方面比其他人更为重要[16][30]。当高管团队拥有更高的管理自由度时，

他们对企业的决策、行为及结果的影响也更强[42][43]。结合本文的研究情境，我

们选择组织层面的管理自由度维度进行具体研究，主要包括：（1）企业年龄；（2）

企业规模；（3）企业所有制（是否为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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