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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社会网络视角将华侨华人内外部网络特征作为研究出发点， 基于扎根理论方法， 首先从成长性、 融

入性、 联通性、 传承性四个维度构念华侨华人网络质量， 通过对 ２２５ 名华侨华人和当地族裔发放问卷， 进行探

索性因子分析 （ＥＦＡ） 初步验证了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构念效度； 然后发放 ３７９ 份问卷，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ＣＦＡ） 来验证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结构维度、 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 研究结果显示，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在四维

度构念最优； 最后， 通过对 １５５ 家中国海外子公司发放问卷， 进一步研究验证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对中国海外子

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 以及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 检验了量表的预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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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 世界经济格局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截至 ２０２１ 年末， 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２. ７９ 万亿美元， 连续五年排名全球前三。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 在海外设立

子公司已成为跨国公司获得资源优势、 技术优势和海外扩张的重要战略。 据 ２０２１ 年度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底， 中国跨国企业在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 （以
下简称 ‘境外企业’） 约 ４. ６ 万家， 分布在全球近 １９０ 个国家 （地区）。 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

布的国家 （区域） 看， 在亚洲设立的境外企业数量超过 ２. ７ 万家， 占 ５９. ２％ ； 在北美设立的境

外企业约 ６ ０００ 家， 占 １２. ９％ ； 在欧洲设立的境外企业约 ４ ５００ 家， 占 １０％ 。 全球海外华侨华人

约有 ６ ０００ 万， 分布于全球 ２００ 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 东南亚华侨华人约 ４ ４００ 万， 北美约 ６８５
万， 欧洲约 ３００ 万。 通过对这两类区域进一步对比分析发现， 其在华侨华人网络方面存在显著差

异。 东南亚华侨华人网络规模更大、 经济实力更强、 影响力更深， 而欧美等地区则弱化很多。 值

得关注的是， 中国海外子公司绩效表现在不同区域存在较大差异①， 母国和东道国的宏微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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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影响海外子公司日常经营的重要因素。 已有研究从制度距离、 文化距离等多个角度对海外子公

司绩效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 但鲜有学者关注到东道国华侨华人网络在海外子公司运营中的作

用。 为此， 本文从海外子公司绩效表现差异视角出发， 讨论华侨华人网络在中国海外子公司生产

运营中的作用和影响机制。
制度理论认为， 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组织， 必然受到东道国制度影响，

常常面临 “外来者劣势” 和投资合法性等问题①。 东道国制度、 文化不同于母国环境， 作为最大

的新兴经济市场国家， 中国跨国企业面临的 “来源国劣势” 更为严重， 因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技

术封锁和贸易保护主义， 我国海外子公司在资源、 信息和技术获取方面困难重重。 然而， 以

“中华文明” 和 “五缘关系” 为纽带的华侨华人网络具有民族性、 开放性和包容性等特征， 为我

国跨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了新的助力。 华侨华人经过长时间在东道国经营， 具有较为雄厚的资产

及社会资本， 可以为中国海外子公司提供资金和资源支持， 帮助中国海外子公司获得合法性支

持， 实现更好地发展。 部分国家或地区的华侨华人积极在东道国参政议政， 政治话语权逐渐增

强， 在东道国拥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②， 当中国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开展经营时， 拥有更强政治

话语权的华侨华人网络可以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力量， 搭建更广阔的政策沟通互动平台， 发挥联

通作用。 基于此， 进一步将社会资本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引入研究框架中， 从华侨华人网络在东

道国的联通广度和深度， 以及双重文化认知优势等网络特性视角进行剖析， 探讨华侨华人网络影

响海外子公司绩效机制。

一　 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 海外华侨华人人数也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与此同时， 海外侨情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华侨华人整体经济科技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增强， 融入东

道国主流社会加深， 国际化、 网络化趋势增强， 为此， 围绕华侨华人的研究也逐步成为学术界的

关注点。
（一） 社会网络概念及其发展

社会网络定义最早由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提出， 也被称为关系， 是指一群特定人之间的所有正式与非正

式的社会关系， 包括人与人之间直接的社会关系以及通过物质环境和文化共享而结成的间接的社

会关系③。 目前的文献对社会网络的理解大致有两种视角。 一是将社会网络视为一种社会资本的

内在特性， 它是人与人之间相对稳定的关联体系， 并能够共享信息和资源。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将社会资本

与社会网络联系起来④， Ｃｏｌｅｍａｎ 首次正式提出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 且有获取

信息的能力⑤。 二是在社会学领域产生的社会网络分析法。 它是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

方法， 是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Ｍｏｒｅｎｏ 提出的社会测量法基础上发展起来， 用来分析行动者彼此

间关系的一种研究方法⑥。 社会网络分析主要存在两个领域， 一是以 Ｆｒｅｅｍａｎ 为代表， 采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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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学传统， 进行社会心理学的小群体研究。 二是以 Ｗｈｉｔｅ、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Ｌｉｎ、 Ｂｕｒｔ 等为代表的

结构主义社会学， 以网络作为社会结构， 观察社会网络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网络理论研究的重点

包括行动者的重要性、 行动者之间纽带或关系的紧密程度、 具体内容和结构特征等①。
近年来， 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社会网络的多维度特征与质量属性及其影响。 张辉华提出社

会关系网络体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②。 广度指网络成员间的关系类型和对外联系的规模。 深

度主要指网络成员间内部关系的联系强度、 发展程度。 刘琦等认为知识共享网络质量包括增强人

们交换知识的深度和广度③。 为此， 社会网络质量可以包含网络成员对外联系的广度与对内联系

强度或深度两部分。 胡新华等指出以往研究更多关注创业者社会网络的规模特征与结构特征， 对

社会网络的质量属性关注不足。 高质量的社会网络能为创业者提供更多优质资源， 从而提高创业

成功的可能性④。
（二） 华侨华人网络概念及其测量

１. 华侨华人网络概念

华侨华人网络概念源于海外移民， 但相关国际贸易文献对于海外移民和华侨华人网络这两者

的用法并没有严格区分⑤。 严格意义上华侨华人网络指中国与东道国两个国家之间移民建立的互

动关系。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将中西社会结构进行对比后， 提出 “差序格局” 概念， 即中

国的社会关系是以自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推的， 表明了自己与他人的亲疏远近， 往往以血缘为纽带

的宗族关系成为了中国最重要和最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一⑥。 在国际经济交流领域， 华侨华人

网络是中国 （母国） 与东道国之间重要的沟通纽带， 是以共同的种族、 信仰或地缘关系作为纽

带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⑦。 为此， 在国内外华侨华人方面的相关文献， 也通常使用 “华商网

络” “华侨华人网络” 一词来描述移居海外的华人与中国大陆之间种种联系⑧。
２. 华侨华人网络的测量方式

现有研究对华侨华人网络的测量方法， 主要采用二手数据方法来衡量。
第一种方法是采用东道国的中国移民数量来衡量中国海外移民网络强度。 蒙英华等利用东道

国华人移民数据， 发现海外移民网络能提升中国出口企业数量， 但对每个企业的平均出口额没有

显著影响⑨。 顾露露等同样采用东道国中国移民数量的对数值数据， 发现东道国海外移民网络能

显著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⑩I0。 蒙英华等采用 ２０００ 年东道国移民存量数据， 提出移民网络

通过 “移民偏好” “信息成本” 与 “进口替代” 三种机制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⑩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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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方法是采用东道国华人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数据来体现华侨华人网络强度和联系频

率①。 李凝等用东道国华裔人口占该国总人口的比例来测量东道国华人网络的活动强度， 并采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样本， 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华人网络对东道国与中国

文化差异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量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②。 衣长军等同样采用各国华裔

人口占当地人口的比例来表示海外移民网络活动强度， 实证发现东道国移民网络活动强度能显著

正向影响中国在该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③。
第三种方法用中国移民人数占东道国总移民人数的比例与当年中国总移民人数占中国总人口

比例的乘积来测度华侨华人网络在中国海外移民网络中的地位④。 吴小节等采用该种方法， 发现

中国企业投资到制度顺差的东道国时， 更倾向于通过华商网络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⑤。 杨连星等

同样沿用 Ｒａｕｃｈ 等的测度方法， 实证检验了海外移民网络能通过降低双边价值观差异、 减弱贸易

摩擦， 从而显著提升中国跨国并购绩效⑥。
（三） 文献述评

文献回顾表明， 华侨华人网络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对外商贸及投资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目前对华侨华人网络的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 首先， 以往研究更多关注华侨华人网络

的规模特征， 而对于网络的结构特征和质量属性关注不足。 华侨华人网络的质量属性包括关系的

强度、 稳定性、 传承性等方面， 这些属性对华侨华人网络的实际影响可能更为重要。 其次， 华侨

华人网络的定义尚未界定清晰， 内涵阐释不足， 外延尚未展开， 缺少系统地从整体空间网络角度

探索其结构维度及生成过程。 大多数学者根据研究内容， 选择符合研究情景的表述。 再次， 华侨

华人网络测量方法中， 学者大多选择移民数量或华侨华人数量占比作为替代变量来衡量华侨华人

网络， 研究受到局限， 主要体现在： 一是移民数据的获取与各国海关统计数据、 世界银行数据公

布相关， 一些国家会存在移民数据缺失， 数据获取难度较大； 二是移民数据获取时间跨度较大

（５ 年或 １０ 年）， 数据存在滞后现象， 无法建立动态面板数据。 三是关联性不够， 不管是移民数

据还是华侨华人数量占比， 数据不是为特定研究主体定制， 在使用二手数据时， 不能很好地控制

变量， 较难达到研究目的。 为此， 有必要提出华侨华人网络质量概念并加以验证。 近年来， 已有

学者关注到移民网络质量的重要性， 如蒙英华， 赵倩玉的研究表明高技能移民网络的贸易促进作

用逐渐递增； 与之相反， 低技能移民网络的作用则伴随产品质量的提升不断下降。 随着产业结构

升级与中国 ＯＦＤＩ 的深度参与，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作用会更为突显。 华侨华人网络作为一种社

会关系网络， 其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网络关系的程度。 本研究认为华侨华人网络质量能反映华

侨华人群体内、 外部联系的深度与广度， 体现华侨华人网络的影响力。 从中华文化特征与社会网

络宏观视角出发，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应包括华侨华人网络成员间的对内连接强度和稳定性、 对外

连接广度与深度及中华文化传承程度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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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版）》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第 ９３—１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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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创新点

一是将华侨华人内外部网络特征作为研究出发点， 通过扎根理论研究方法， 建构华侨华人网

络质量构念， 探索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结构维度， 剖析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内涵、 特征及其应用，
拓展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边界。 二是通过开发出来的华侨华人网络质量量表， 验证华侨华人网络

质量对中国海外子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 以及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 检验了量表的预测有效性，
为华侨华人网络质量提供了概念模型及测量工具， 拓展了华侨华人网络研究的范畴， 对今后开展

华侨华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

二　 基于扎根理论探究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构念

质性研究强调通过对所收集经验材料进行细致、 系统分析来具体探究社会现象、 开发新构念

或补充完善现有理论的一种方法。 借鉴扎根理论对访谈华侨华人获得的一手经验材料进行质性分

析， 通过对 １３ 个国家华侨华人访谈资料的反复推敲、 归纳总结， 寻找华侨华人内外部网络质量

的概念维度， 推理演绎这些范畴概念之间的关联， 为后续进行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应用研究奠定

理论基础。
（一） 理论抽样与资料获取

质性研究中的抽样要围绕研究目的、 研究者所具备的条件、 样本与研究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进行。 考虑华侨华人规模、 行业类型、 区域聚集性等， 选取不同区域、 年龄不同跨度、 行业类型

差异作为访谈对象。 最终选取印尼、 菲律宾、 越南、 澳大利亚、 英国、 法国、 西班牙、 泰国、 博

茨瓦纳、 阿根廷、 美国、 马来西亚、 斐济等 １３ 个国家的华侨华人进行访谈， 华侨华人工作领域

涉及教育、 贸易、 基础设施建设、 物流等行业。
资料获取主要来源两个方面： 一是研究中的质性材料， 来自出版书籍 （如华侨华人蓝皮书、

世界华商报告等）、 网络公开资料 （如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网站、 中国侨联网站、 中国新闻社、 一

带一路网等）。 二是对华侨华人进行半结构化访谈。 首先， 根据所获取材料分析结果及社会资本

理论研究， 围绕以华侨华人网络特征、 在东道国的合法性、 社会网络关系为核心的网络质量构

念， 编写了包含 １３ 个问题的半结构化访谈提纲 （例如： 您所在国家， 华侨华人之间平时联系频

繁吗？ 华侨华人网络在当地的资源和影响力如何？ 等等）。 其次， 针对不同国家的华侨华人开展

深度访谈。 主要是针对访谈中出现的问题或疑惑， 与受访者核实访谈内容， 确保资料整理的准确

性。 最后， 结合官方媒体公开资料， 对访谈资料进行三角验证， 识别个别不真实内容并予以剔

除。 最终， 访谈 １３ 个国家 ２９ 名华侨华人和 ５ 名留学生 （外籍）， 其中男性 ２２ 名， 女性 １２ 名，
年龄分布主要在 ２３ ～ ６０ 岁。 受访者平均访谈时间为 ３０ ～ ４０ 分钟左右。 整个访谈过程大致经历一

个半月， 访谈时间总计为 １ ２００ 分钟左右， 经转录、 整理后的文字共计 ３ 万余字。 为确保原始质

性材料的全面与有效， 我们系统地审查了所有材料， 并邀请在扎根理论研究领域具有丰富经验专

家进行分析， 最终共获取 １１ 余万字的资料库， 为三级编码开展提供基础。
（二） 编码过程

１.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主要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解、 反复比较， 不断概念化和范畴

化。 在此过程中， 考虑华侨华人所处语言环境及可能对中文表达的不习惯性， 为了保证华侨华人

表达的准确意思， 我们尽量使用原生代码。 编码过程中， 根据自然涌现原则， 采用 “逐段编码”
“逐行编码” “逐句编码” 方式进行。 最终， 从 ３４ 例华侨华人访谈取样中提取了 ４５８ 个初始概

念。 限于篇幅， 本文的开放性编码过程， 只选取了 １ 位访谈实例， 对开放性编码过程进行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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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
如斜体字所示， 以受访者 Ａ２ 为例：
受访者 Ａ２ 的原始文本资料开放性编码清单： Ａ２ － １， 地域性很强的华人社会， 该条目来源

于 “西班牙华人社会属于地域性很强的华人社会， 目前在华人群体构成中， 青田华侨华人仍然

占了 ６０％以上”； Ａ２ － ２， 华人社会属于 “熟人社会”， 该条目来源于 “因为第一代、 第二代华

侨居多， 因此华人社会还是属于 “熟人社会””； Ａ２ － ３， 联系比较频繁， 该条目源于 “相互之

间的联系还是比较频繁的”；。。。。。。 Ａ２ － ２４ 支持孩子学习中文， 该条目源于 “她们都比较支持孩

子学习中文”。
通过对以上原始文本资料进行开放性编码， 研究由受访者 Ａ２ 所提供的原始文本资料获取了

２４ 个初始概念 （Ａ１ － Ａ２４， 中间部分因篇幅限制省略）。
２. 选择性编码。 完成开放性编码后， 就需要对提取处理的初始概念进行选择性编码。 这一

阶段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筛选初始概念， 提取核心范畴。 核心范畴是在开放性编码中自然涌现

的。 通过比较初始概念， 从数据中萃取出与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相关联的核心概念。 对开放性编码

中所提取的 ４５８ 个初始概念进行筛选、 合并、 分类， 将关联度较高和出现频次较高的 ３４ 个子范

畴进一步的分类、 合并成 ４ 个核心范畴， 根据归属到不同核心范畴的子范畴所蕴含的概念内涵，
将这 ４ 个核心范畴分别命名为 “联通性、 融入性、 成长性、 传承性”， 完成选择性编码工作， 最

终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选择性编码结果

核心范畴 子范畴 初始概念 （选取了部分）

联通性

１. 地缘性社团组织
Ａ１ － ３ 将不同地域的人群联系在一起
Ａ２ － １ 地域性很强的华人社会

２. 广泛联系当地社会
Ａ１ － ６ 活动范围比较广泛
Ａ７ － １０ 丰富多类型

３. 内部联系紧密
Ａ１ － ９ 联系非常频繁
Ａ２ － ３ 联系比较频繁

４. 内部凝聚力强
Ａ１ － １０ 不同社团成员间相互支持
Ａ２ － ４ 比较团结

５. 参政议政 Ａ１ － １６ 华人后代参政的人数逐渐增多 Ａ１ － １５ 影响局势

６. 与当地政府建立联系
Ａ１ － ３６ 与各政府部门建立联系
Ａ２ － ６ 积极与当地政府沟通

７. 从事各行各业工作
Ａ１ － ２６ 各行各业都有华人的身影
Ａ７ － １２ 在当地经商的情况也会有
Ａ７ － １８ 自己做生意

８. 开放包容态度
Ａ１ － ３３ 对文化不断加深了解
Ａ１ － ３４ 认知度加深

９. 文化包容性
Ａ２ － ２０ 遵守当地法律
Ａ１ － ３８ 认可及尊重当地文化

１０． 资源丰富
Ａ３ － １４ 我个人看资源还是丰富多类型的
Ａ６ － １０ 各行各业都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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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性

１１. 具备社会影响力
Ａ７ － １１ 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
Ａ２ － ８ 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影响很大

１２. 具备商业影响力
Ａ１ － １７ 商业影响力比较巨大
Ａ２ － １６ 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１３. 社会责任
Ａ１ － １８ 组织救灾
Ａ１ － ２０ 组织协助安排疫苗接种
Ａ１ － ２１ 抗疫贡献巨大

１４. 公益美德行为
Ａ１７ － ６ 无私奉献， 服务侨胞
Ａ１６ － １０ 华侨华人十分友善， 很友好， 具有慈悲之心

１５. 吃苦耐劳
Ａ２ － １０ 吃苦耐劳， 与世无争
Ａ２ － １４ 且大部分华侨华人勤劳肯吃苦

１６. 乐善助人
Ａ１ － ４０ 参与所在国民生建设
Ａ７ － １５ 进行慈善捐款活动

１７. 融入当地民众
Ａ１ － １９ 与当地民众交往是最深的
Ａ２ － ９ 关系总体上还是好的
Ａ２ － １２ 与当地民众的联系还是比较多的

１８. 得到尊重和肯定 Ａ１ － ４２ 对华人华侨的评价还是可以的 Ａ７ － ２９ 友好和亲切

１９. 融入主流社会
Ａ２ － １９ 加强和主流社会的联系
Ａ２ － ２１ 融入主流社会

２０. 建设和谐社会
Ａ２ － １７ 当地政府对华人的认识也有了很大的改观
Ａ７ － １３ 比较融洽
Ａ７ － １４ 比较友好

成长性

２１. 适应更新
Ａ２４ － １１ 与主流社会也开始了无缝结合
Ａ１６ － １２ 积极调整策略， 努力适应每一天的新变化

２２. 主动学习
Ａ６ － １０ 主动参加线下学习
Ａ２０ － ９ 相互切磋、 借鉴与学习

２３. 注重中文语言学习
Ａ１ － ４５ 将子女送到本地那些中文水平高的华校
Ａ１ － ４５ 能保留中文的学习

２４. 注重综合素质提升
Ａ１ － ３７ 加强自身的学习
Ａ７ － ２７ 提高个人实力以及知识层面，

２５. 注重专业学习
Ａ５ － １０ 深入学习 ＳＴＥＭ 知识， 掌握核心技术本领
Ａ６ － １１ 不断学习新技能

２６. 发展潜力大
Ａ７ － ２３ 发展还是比较有前景
Ａ２ － １５ 发展势头确实是不错的

传承性

２７. 文化认同
Ａ１ － ４４ 对于中华文化还是感兴趣
Ａ７ － ３２ 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都比较多

２８. 文化传承
Ａ１５ － １６ 帮助青少年理论祖 （籍） 国文化背景
Ａ２４ － １１ 父母很重视子女学中文

２９. 保留传统习俗
Ａ１７ － １０ 都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习俗
Ａ２３ － １６ 在婚丧嫁娶等方面都继承了中国的传统习惯

３０. 故土情怀
Ａ２１ － １７ 大盼望早日 “衣锦还乡”
Ａ２１ － １８ 华侨华人意识里死后也希望葬于故土， 表示魂归故里， 落叶归根之意。

３１. 文化宣传
Ａ２２ － １８ 社团经常推广中华传统文化
Ａ２４ － １５ 回来后， 经常与当地小朋友分享在中国的经历

３２. 与中国各级政府交往
Ａ７ － ２０ 对中国的往来沟通还是比较密切
Ａ１ － ２８ 与中国各级政府交流频繁

３３. 与祖（籍）国保持紧密联系
Ａ１ － ２９ 与中国的亲朋好友往来
Ａ１ － ３０ 往返菲中的航班很多

３４. 提升对祖（籍）国认同感
Ａ７ － ３３ 不断延续的发展传统文化
Ａ７ － ３４ 提高她们对中国的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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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理论性编码。 理论性编码过程主要确认核心范畴的合理性。 根据经典扎根理论研究程序，
通过对 ４ 个核心范畴不断比较， 并与现有文献进行比较：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形成的思想、 概念和

范畴全部包含在核心范畴内， 因此无需再次进行新数据的补充。 最终构建了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

概念模型。 联通性、 融入性、 成长性、 传承性这 ４ 个核心范畴共同构成了一个中心范畴， 即华侨

华人网络质量。 文献比较和验证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文献比较和验证

核心范畴 子范畴 文献比较和验证

联通性

１. 地缘性社团组织 潘宏立等 （２０１９）， 陈秋梅 （２０１７）
２. 广泛联系当地社会 中国特色

３. 内部联系紧密 陈佩琳 （２０２０）， Ｊａｔｉ （２０２１）
４. 内部凝聚力强 龙登高 （１９９８）， 姜永兴 （１９８９）， Ｄｅｆｆａ （２０１６）
５. 参政议政 李佳佳和曾少聪 （２０２３）， 赵璧 （２０２２）， 向大有 （２０２１）
６. 与当地政府建立联系 崔守军和张政 （２０１８）， Ｂｉａｏ （２００６）
７. 从事各行各业工作 刘月琴 （２０１３）
８. 开放包容态度 林逢春 （２０１３）， Ｒａｇａｚｚｉ （２０１４）
９. 文化包容性 张淑瑛 （２０１２）
１０． 资源丰富 刘芳彬 （２０２２）

融入性

１１. 具备社会影响力 林少红 （２０１８）， Ｂｒｉｎｋｅｒｈｏｆｆ （２００８）
１２. 具备商业影响力 张春旺 （２０２３）， 覃馥琳 （２０１９）， Ｂｈａｃｈｕ （２００５）
１３. 社会责任 刘雨辰 （２０２１）， Ｇｒａｈａｍ （２０１４）
１４. 公益美德行为 赵健和赵炜怡 （２０２２）， 张梦颖 （２０１９）， Ｄｕａｒａ （２００３） 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ｉｔｔｙ （２０２１）
１５. 勤劳善良 李忠壹 （２０１８）
１６. 乐善助人 中国特色

１７. 融入当地民众 林少红 （２０１８）， Ｋｕｍａｒ ａｎｄ Ｓｔｅｅｎｋａｍｐ （２０１３）
１８. 得到尊重和肯定 李安山 （２００５）
１９. 融入主流社会 张秀明 （２０２３）， 包含丽和夏培根 （２０２２）
２０. 建设和谐社会 中国特色

成长性

２１. 适应更新 陈奕平和王岚 （２０２２）， Ｔｅｃｕｎ ａｎｄ Ｔｏｎｇａｎ （２０１７）
２２. 主动学习 包含丽和夏培根 （２０２２）， Ｈｕａ （２０１０）
２３. 注重中文语言学习 余媛媛和杨萍 （２０２１）
２４. 注重综合素质提升 王艳 （２０１８）
２５. 注重专业学习 王趸兴和柯世池 （２０１７），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 （２００９）
２６. 发展潜力大 陈奕平和关亦佳 （２０２２）， 张颖 （２０１８）， Ｓｃｈｅｙｖｅｎｓ （２００７）

传承性

２７. 文化认同 陈鸿超和杨祥银 （２０２２）， 马峰 （２０２２）， Ｃｈａｒｎ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２８. 文化传承 陈奕平 （２０２３）， Ｗｅｉ （２０２０）， 余媛媛 （２０２１）
２９. 保留传统习俗 陈列 （１９８７）， Ａｒｃｈ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３０. 故土情怀 中国特色

３１. 文化宣传 苏瑞浓 （２０２１）， Ｗａｎｇ， （２０２０）
３２. 与中国各级政府交往 中国特色

３３. 与祖（籍）国保持紧密联系 邱小鹃 （２０１８）
３４. 提升对祖（籍）国认同感 徐敏和刘林华 （２０２２）

（三）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定义及内涵分析

根据扎根访谈结果， 将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定义为根植于中华文化向心力的华侨华人， 保持着

与祖 （籍） 国的友好交流和往来， 并在东道国建立起内部强连接和可持续发展， 外部受当地政

府和民众支持、 具备良好声誉的四维高质量网络。 其中， 联通性表示华侨华人之间联系紧密， 能

形成信息流， 对于不同文化具有开放与包容的态度， 且与当地社会和政府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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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性表示华侨华人能够为当地带来的社会、 商业等影响力， 能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遵守行为

规范， 获得当地政府和民众信任； 成长性表示华侨华人注重核心能力建设， 具有主动学习意愿、
适应更新发展能力， 塑造可持续发展动能； 传承性主要表示华侨华人心理上对故土的眷念、 对祖

（籍） 国文化的认同， 并且从行动上始终保留与祖 （籍） 国亲人和故友的密切来往， 传承故乡的

风俗习惯， 主动传播中华文化。

三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量表开发与信效度检验

（一） 量表开发

基于扎根理论开发了 ４ 维度的华侨华人网络质量， 编制出 ２３ 条测量条目作为初始量表。 为

确保初始量表的内容效度， 邀请了一名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专家、 一名企业管理领域专家和一名华

侨华人研究领域专家对 ２３ 条题测进行定性评估。 同时， 根据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内涵， 精炼语

言， 形成修订版量表。 为确保量表条目的实践有效性， 邀请东南亚、 澳洲、 欧洲、 美洲二十几名

华侨华人采用李克特五点的方法评估每一条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题项表达是否清晰、 是否存在异

议。 最终回收 ２０ 名评定结果， 结果显示， ２ 条实践条目 （ａ. 华侨华人经营的企业或集团在当地

有认可度； ｂ. 华侨华人能够影响行业标准的制定） 存在争议 （均值 ＜ ３）。 在与专家商议后， 对

该题项进行了修订， 确定无异议后形成包含 ２１ 题项的预试量表。
（二） 探索性因子分析

１. 数据收集。 用李克特五点问卷收集数据， 数据来源分为三部分： 第一， 在校华侨华人学

生； 第二， 通过来华留学生以滚雪球方式向其家人朋友发放； 第三， 通过海外各类社团组织发

放。 最终回收电子问卷 ２６５ 份， 剔除无效问卷后， 得到 ２２４ 份有效问卷。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见

表 ３。
表 ３ 样本特征值

类别 内容 频率 百分比

身份
华侨华人 １６６ ７４. １

非华侨华人 ５８ ２５. ９
２４ 岁以下 ４６ ２０. ５

２５ 岁 － ４０ 岁 １１９ ５３. １
年龄 ４１ 岁 － ５０ 岁 ２５ １１. ２

５１ 岁 － ６０ 岁 ２４ １０. ７
６１ 岁以上 １０ ４. ５

性别
男 １２３ ５４. ９
女 １０１ ４５. １

学历

博士 ８ ３. ６
硕士 ３２ １４. ３
本科 １５４ ６８. ８

专科及以下 ３０ １３. ４
１ 年以内 ６ ２. ７
１ － ３ 年 ９ ４. ０

居住年限 ４ － ６ 年 ９ ４. ０
７ － ９ 年 １２ ５. ４

１０ 年以上 １８８ ８３. ９

行业
制造业 ４０ １７. ９

通讯、 互联网 １４ 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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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交通、 物流 ２４ １０. ７
旅游、 餐饮 １５ ６. １

金融、 咨询服务 １０ ４. ５
贸易 ９２ ４１. １

教育行业 １４ ６. ３
政府部门 ２ ０. ９

社团组织、 非盈利机构 ６ ２. ７
其他行业 ７ ３. １

　 　 ２. 预试量表题项筛选与保留。 采用可靠性分析和项目鉴别度分析检验量表题项的信度和鉴

别度。 量表整体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为 ０. ９３０， 表明信度可靠； 每个题项删除后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系数均小于 ０. ９３０， 表明各个题项均可靠， 因此保留所有题项。 根据项目鉴别度分析方法， 将 ２１
道题项总分前 ２７％设定为高分组， 后 ２７％设定为低分组， 结果显示， 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 （ｐ ＜
０. ００１）， 说明量表题项鉴别度良好。

３. 分析结果。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３. ０ 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结果显示量表 ＫＭＯ 值为 ０. ９１５ ＞ ０. ８，
且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的球形度检验在 ０. ０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 根据 Ｆｌｏｙｄ 等的建议和删题标准①， 采取主成分

分析法———最大方差法旋转进行分析， 剔除 ７ 个题项， 并经多次因子分析， 最终得到 １４ 道题项

４ 个因子， 解释总体变异量为 ６４. ２５５％ ， 每个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在 ０. ６ － ０. ８， 满足标准 （见表

４）。 维度依次命名为： 成长性、 联通性、 融入性、 传承性。
　 表 ４ 探索性分析结果

成分

因子 １ 因子 ２ 因子 ３ 因子 ４
１２. 华侨华人努力掌握新知识 . ８５７
１３. 华侨华人不断学习新技能 . ７８５
１４. 华侨华人不断进步 . ８１９
１５. 华侨华人努力适应新变化 . ８５８
１. 华侨华人与当地政府、 各类商业、 行业协会广泛联系 . ７５１
２. 华侨华人经常为其成员传递信息和知识 . ７６７
３. 华侨华人经常为其成员之间的联系牵线搭桥 . ７９３
４. 华侨华人经常为其成员提供其他的合作关系 . ７５７
１７. 当地民众对华侨华人很友善 . ７７３
１８. 当地民众认可华侨华人是负责任的群体 . ７７４
１９. 当地民众对华侨华人很信任 . ８５９
８. 华侨华人注重与中国的商贸往来 . ８１０
９. 华侨华人注重与中国的文化交流 . ８０９
１０. 华侨华人社团注重与中国各级政府组织的友好往来 . ７３０
特征值 ８. ８８１ ２. １６５ １. ２８３ １. １６４
解释变异量％ ４２. ２９１ １０. ３０７ ６. １１２ ５. ５４５
累计解释变异量％ ４２. ２９１ ５２. ５９８ ５８. ７１０ ６４. ２５５

（三） 验证性因素分析

１. 数据收集。 探索性分析不能对最终因子结构的总体拟合优度进行量化， 需要重新抽取样

本，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ＣＦＡ）。 第二次收集问卷， 回收 ３６８ 份， 剔除无效问卷后， 有效问卷

① Ｆｌｏｙｄ， Ｆ. Ｊ. ， Ｗｉｄａｍａｎ， Ｋ. Ｆ.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１９９５， ７ （３）， ｐｐ. ２８６ － ２９９.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 量表开发及对跨国经营绩效影响 ５１　　　

为 ３２５ 份。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５。
表 ５ 样本特征值

类别 内容 频率 百分比

身份
华侨华人 ２０８ ６４. ００

非华侨华人 １１７ ３６. ００
２４ 岁以下 ２１ ６. ４６

２５ 岁 ～ ４０ 岁 ２１２ ６５. ２３
年龄 ４１ 岁 ～ ５０ 岁 ８４ ２５. ８５

５１ 岁 ～ ６０ 岁 ６ １. ８５
６１ 岁以上 ２ ０. ６０

性别
男 １６５ ５０. ８０
女 １６０ ４９. ２０

学历

博士 ２ ０. ６２
硕士 ２５ ７. ６９
本科 ２１３ ６５. ５４

专科及以下 ８５ ２６. １５
一年以内 ２３ ７. ０８
１ ～ ３ 年 ２０ ６. １５

居住年限 ４ ～ ６ 年 １４ ４. ３１
７ ～ ９ 年 １４ ４. ３１

１０ 年以上 ２５４ ７８. １５

行业

制造业 ３５ １０. ７７
通讯、 互联网 ４ １. ２３
交通、 物流 ３０ ９. ２３
旅游、 餐饮 １１ ３. ３８

金融、 咨询服务 ８ ２. ４６
贸易 １６９ ５２. ００

教育行业 ３６ １１. ０８
政府部门 ６ １. ８５

社团组织、 非盈利机构 １８ ５. ５４
其他行业 ８ ２. ４６

　 　 ２. 过程与结果分析。 采用 Ｍｐｌｕｓ８ 软件对 １４ 个题项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同时设置备选模

型： Ｍ１ 为单因子模型； Ｍ２ 将联通性、 传承性设置一个因子， 成长性、 融入性设置一个因子为

一阶二因子模型； Ｍ３ 将成长性、 融入性设置一个因子， 联通性和传承性各为一个因子设置为三

因子模型； Ｍ４ 为一阶四因子模型， 包括联通性、 成长性、 传承性、 融入性四因子模型。 分析结

果如表 ５ 所示， 一阶四因子模型 （Ｍ４） 拟合度最优 （χ２ ／ ｄｆ ＝ ２. ２１５，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５６， ＣＦＩ ＝
０. ９７８， ＴＬＩ ＝ ０. ９７２， ＳＲＭＲ ＝０. ０３４）， 各项指标均满足标准， 四因子模型得到验证 （见表 ６）。

表 ６ 验证性分析拟合指标

模型 Ｃｈｉ － Ｓｑｕａｒｅ （ｄｆ） Ｃｈｉ － Ｓｑｕａｒｅ ／ ｄｆ ＲＭＳＥＡ ＣＦＩ ＴＬＩ ＳＲＭＲ
Ｍ１ １２１０. ７９５ （７７） １５. ７２ ０. １９７ ０. ７０４ ０. ６５０ ０. ０９４
Ｍ２ ９０８. １１１ （７６） １１. ９４９ ０. １６９ ０. ７８６ ０. ７４３ ０. ０９５
Ｍ３ ５３４. ６１５ （７４） ７. ２２５ ０. １２８ ０. ８８１ ０. ８５４ ０. ０７６
Ｍ４ １５７. ２９６ （７１） ２. ２１５ ０. ０５６ ０. ９７８ ０. ９７２ ０. ０３４

　 　 ３. 信度与效度检验。 （１） 信度采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Ａｌｐｈａ 系数和组合信度检验量表的内部一致

性。 量表整体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系数为 ０. ９２８， 联通性、 传承性、 成长性、 融入性的信度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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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８８４、 ０. ８５３、 ０. ９２８、 ０. ８７４ 说明量表整体及各维度信度良好。 组合信度结果显示 （见表 ７） 各

维度组合信度均大于 ０. ８， 说明内部一致性较高， 量表信度通过检验。 （２） 聚合效度。 根据 Ｆｏｒ⁃
ｎｅｌｌ 和 Ｌａｒｃｋｅｒ （１９８１）① 等的方法， 计算 ＡＶＥ 值检验量表的聚合效度， ＡＶＥ 越大表明抽取的变

异量越大、 测量误差越小， 表明潜变量构念的解释变异量大于测量误差对构念的解释变异量。 结

果显示 （见表 ７ ） 四个因子的 ＡＶＥ 依次为 ０. ６５７、 ０. ６３６、 ０. ７６３、 ０. ６９８， 均大于临界值

（０. ５）。 （３） 区分效度。 进一步计算各个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 发现其值在 （０. ５２９ ～ ０. ５９２） 之

间， 相关系数值的平方在 （０. ２８ ～ ０. ３５） 之间， 均小于各因子间的 ＡＶＥ 值， 说明测量项目与因

子间的共同变异大于因子之间的共同变异， 即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见表 ８）。
表 ７ Ｍ３ 最优模型的组合信度和平均变异量分析结果

维度 联通性 传承性 成长性 融入性

ＣＲ ０. ８８４ ０. ８５３ ０. ９２８ ０. ８７４
ＡＶＥ ０. ６５７ ０. ６３６ ０. ７６３ ０. ６９８

表 ８ 相关矩阵与信效度

联通性 传承性 成长性 融入性

联通性 ０. ６５７
传承性 . ５２９∗∗ ０. ６３６
成长性 . ５５４∗∗ . ５９２∗∗ ０. ７６３
融入性 . ５４４∗∗ . ５０９∗∗ . ５５６∗∗ ０. ６９８

四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对中国海外子公司经济绩效影响

（一） 相关理论与研究假设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社会资本理论广泛应用到经济学、 管理学等研究领域。 Ｌｏｕｒｙ 发现社

会资本是存在于基于信任、 合作等建立的家庭关系和社会组织的社会资源结构， 是个体发展的资

源②。 法国社会学家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首次系统阐释 “社会资本” 概念， 提出社会资本是个体通过个体与

个体之间、 个体与社会之间构成的关系网络获取一定的资源与信息集合体③。 此后， 学者根据社

会资本的功能视角 （Ｃｏｌｅｍａｎ、 Ｐｏｒｔｅｓ、 边燕杰等）、 网络结构视角 （Ｂｕｒｔ、 Ｌｉｎ、 周小虎）、 信任

视角 （Ｎａｈａｐｉｅｔ、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Ｐｕｔｎａｍ、 郑知邦等）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不断拓展社会资本研究边

界。 Ｍａｓｓｅｙ 发现移民在原住地或迁入目的地所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 对移民的迁移决策、 迁移

后新生活的适应程度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社会资本理论逐步运用到移民研究领域④。
根据社会资本理论， 华侨华人网络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网络， 通过多年积累形成社会资本。 缺

乏所有权优势的中国跨国企业在进军国际市场的过程中， 需要面临更多的外来者劣势。 在这种情

况下， 中国海外子公司借助华侨华人网络的社会资本， 发挥企业动态能力， 以获取生产、 经营等

有效信息， 整合海外子公司内外部资源， 帮助企业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壁垒， 从而提高海外

子公司绩效。

①

②
③

④

ＦｏｒｎｅｌｌＣｌａｅｓ， Ｌａｒｃｋｅｒ Ｄａｖｉｄ 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ｉｔｈ ｕ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ｅｒｒｏ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８１， １８ （１）， ｐｐ. ３９ － ５０.
Ｌｏｕｒｙ Ｇｌｅｎｎ Ｃ. ，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ａｃｉ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１９７６.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Ｐｉｅｒｒ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Ｊｏｈ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ｅ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９８６，
ｐｐ. ２４１ － ２５８.
Ｍａｓｓｅｙ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９０， ５１０ （１）， ｐｐ. ６０ －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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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如何影响中国海外子公司的经济绩效

华侨华人网络是全球移民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期研究主要从移民网络视角分析海外华侨

华人网络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Ｇａｏ 以 １９９０ 年的海外华人数据， 通过研究 １９８４—１９９７ 年

６８ 个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存量， 证明海外华商网络能够通过克服非正式壁垒， 对促进 ＦＤＩ 流
入中国起着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①。 张建红运用直接投资强度来衡量 ４５ 个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

资， 发现投资国的华裔人口是吸引该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②。 ２１ 世纪以来， 随着越来越多

的中国跨国企业 “走出去”， 学界开始关注华侨华人网络对中国 ＯＦＤＩ 的影响。 吴群峰基于全球

１９５ 个国家的华人分布数据和中国对全球 １３２ 个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流量数据， 检验了

中国企业在华人分布的密集区更容易实现对外直接投资③。 杨亚平研究表明海外华人网络的活跃

度能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 要充分利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海外华人华侨组织， 建立东道

国海外华人华侨关系网络与海外直接投资联结机制 ＯＦＤＩ， 推动我国企业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

家直接投资的新发展④。 衣长军选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中国企业面板数据， 考察海外华侨华人网络、
双边伙伴关系对中国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ＯＦＤＩ 空间格局形成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 华人

网络关系越发达， 越有助于 ＯＦＤＩ 活动⑤。 黄健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从制度、 知识及

华侨华人网络嵌入度等多重前因条件探讨影响海外子公司创新绩效的协同效应， 并得出这 ３ 类条

件构成了海外子公司高创新绩效的驱动路径⑥。
综合学者们观点及前文分析结论， 华侨华人网络对中国海外子公司经济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作

用。 华侨华人网络作为海外子公司的重要社会资本， 其网络质量特征突显， 华侨华人传承性、 融

入性、 成长性及联通性对于海外子公司经济绩效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基于此， 提出研

究假设 １：
Ｈ１：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正向影响中国海外子公司经济绩效。
２. 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

动态能力概念由 Ｔｅｅｃｅ⑦ 首次提出， 强调动态能力关注企业如何通过整合、 构建和重新配置

内外部资源、 整合生成新能力， 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
首先， 海外子公司进入东道国面临制度和文化双重差异， 华侨华人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关键

要素， 可以帮助海外子公司更快地熟悉东道国的国情商情， 优先创造和获取各种资源和机会， 降

低东道国社会与中国海外子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⑧， 从而使海外子公司能在东道国取得更好

地成长。 部分学者从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维度分析网络嵌入对企业动态能力的影响， 发现企业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Ｇａｏ Ｔｉ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ｗａｒｄ ＦＤＩ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３， １４ （４）， ｐｐ. ６１１ － ６２９.
张建红： 《投资国特征及其对华投资强度的研究》， 《世界经济》 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６—２２ 页。
吴群锋、 蒋为： 《全球华人网络如何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财经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 第 ９５—１０６ 页。
杨亚平、 高玥：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投资选择—制度距离与海外华人网络的视角》，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第 ４１—５２ 页。
衣长军、 徐雪玉： 《海外华人网络、 双边伙伴关系与中国 ＯＦＤＩ 空间格局》， 《华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１６—１２５ 页。
黄健、 余杰等： 《中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创新绩效驱动机制—ＱＣＡ 方法的组态分析》， 《华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第 ７７—９０ 页。
Ｔｅｅｃｅ， Ｄ. Ｊ. ， Ｐｉｓａｎｏ， Ｇ. ａｎｄ Ｓｈｕｅｎ， Ａ. ， １９９７，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１８ （７）， ｐｐ. ５０９ － ５３３.
Ｍａ Ｙｅｃｈｉ， ＦｕＺｈｅｎｇ， ＪｉａｎｇＷｅｉｘｉａｎ， ＬｉｕＹｕｈｏｎｇ， ＷａｎｇＺｉ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ｎ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
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２０２２， ｐｐ. １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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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中的关系强度 （杜健和周超①， Ａｌｉｎａｇｈｉａｎ② 等）、 结构洞数量和中心度 （苏昕等③） 与动态能

力正相关。 赵英男等④指出在企业国际化营销中， 要利用华侨华人网络， 进行信息收集、 资源获

取， 缩短进入市场距离， 提升企业生存绩效。 扮演互联互通角色的华侨华人网络在东道国企业与

中国海外子公司合作中充当代理人和服务者， 具有天然的比较优势， 对动态能力具有重要的促进

作用。
其次， 动态能力强的企业可以快速顺应环境变化， 进行资源重构， 以获取持续竞争优势， 实

现良好企业绩效⑤。 动态能力对于组织跨国经营和绩效具有重要价值⑥， 可以建立新的资源或提

供解决问题的方案， 以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⑦。 Ｗｉｎｔｅｒ 验证了动态能力与绩效和生存能力之间存

在直接联系⑧。 肖鹏等研究指出企业面临复杂的国际市场应提升自身协调整合能力、 资源重构能

力和组织学习能力⑨， 董保宝等认为在学习的过程中， 跨国公司应根据外部市场的变迁和内部环

境的变化， 通过不断学习来构建与外部环境相匹配的动态能力， 强化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
从而提升企业绩效⑩I0。

最后， 从动态能力中介机制研究视角看， 尚航标等⑩IS研究指出， 企业嵌入海外网络并通过动

态能力中介变量， 可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并实现技术追赶。 苏汝劼等以安徽省上市公司中跨国

经营企业为研究对象， 发现动态能力在企业国际化程度与财务优势和市场优势关系中具有中介效

应⑩I2。 熊名宁等指出文化多样性会通过动态能力机制提升跨国企业经营绩效， 使得二者之间呈现

正相关关系⑩I3。 李钧基于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我国沪深 Ａ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 验证了动态能力在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⑩I4。
本研究认为中国跨国公司能够利用华侨华人网络质量， 整合内外部资源， 构建核心竞争力，

进而提高中国海外子公司经济绩效。 基于此， 提出研究假设 ２：
Ｈ２： 企业动态能力在华侨华人网络质量与中国海外子公司经济绩效当中起中介作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I0

⑩IS

⑩I2

⑩I3

⑩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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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

１. 问卷设计与发放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采用本文基于扎根理论所开发的量表， 由 ４ 个维度即 “联通性、 传承性、
成长性、 融入性” 构成， 共包含 １４ 个条目。 企业动态能力借鉴 （ Ｐａｖｌｏｕ， Ｐ. Ａ. ＆ Ｅｌ Ｓａｗｙ
Ｏ. Ａ. ２０１１）① 的研究， 采用 ４ 个条目如 “贵公司的资源整合能力” “贵公司的资源重新配置能

力” “贵公司的学习能力” “贵公司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 等。 经济绩效借鉴 Ｌｉｕ 等②的研

究， 共 ４ 个条目如 “在过去的一年里 （或者自贵公司成立以来）， 贵公司收入增加 （例如销售产

品或服务）” “贵公司公司盈余水平提升” “贵公司参与更多的商业活动 （包括销售和采购）”
“贵公司与同行组织相比， 竞争力高于平均水平” 等。

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样本数据。 通过省直有关部门及工商联等渠道， 向部分国企、
民企的海外子公司发放问卷， 回收 １７８ 份， 剔除无效问卷后， 有效问卷为 １５５ 份。 样本的描述性

统计见表 ９。
表 ９ 描述性统计

类别 内容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１１８ ７６. １
女 ３７ ２３. ９

学历

博士 ７ ４. ５
硕士 ５０ ３２. ３
本科 ７３ ４７. １

专科及以下 ２５ １６. １
高管 ６６ ４２. ６

公司职位 中层管理人员 ６１ １８. ７
基层人员 ２８ １８. １

工作年限

３ 年以下 ２９ １８. ７
４ ～ ６ 年 ５０ ３２. ３
７ ～ １０ 年 ３３ ２１. ３
１１ 年以上 ４３ ２７. ７
１ ～ ３ 年 ２５ １６. １
４ ～ ６ 年 ２７ １７. ４

子公司成立时间 ７ ～ １０ 年 ２９ １８. ７
１１ ～ １５ 年 ２６ １６. ８
１６ 年以上 ４８ ３１
５００ 万以下 ４７ ３０. ３

５０１ 万 ～ ２０００ 万 ２２ １４. ２
子公司规模 ２００１ 万 ～ １ 亿元 ２７ １７. ４

１. １ 亿元 ～ １０ 亿元 ３２ ２０. ６
１０. １ 亿元以上 ２７ １７. ４

制造业 １７ １１
所在行业 建筑基础设施建设 ５２ ３３. ５

资源开发 ３ １. ９

①

②

Ｐａｖｌｏｕ， Ｐ. Ａ. ＆ＥｌＳａｗｙＯ. Ａ.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ｕｓｉｖｅ Ｂｌａｃｋ Ｂｏｘ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１， Ｖｏｌ. ４２
（１）， ｐｐ. ２３９ － ２７３
Ｌｉｕ， Ｇｏｒｄｏｎ， ＴａｋｅｄａＳａｃｈｉｋｏ， ＫｏＷａｉ －Ｗａｉ.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Ｓｅｃｔｏｒ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４， ４３ （３）， ｐｐ. ４８０ －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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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行业

通讯、 计算机互联网 ７ ４. ５
交通物流 ８ ５. ２
旅游餐饮 ８ ５. ２
金融服务 ５ ３. ２

贸易 ２１ １３. ５
机械制造 １０ ６. ５
教育医疗 １４ ９
其他行业 １０ ６. ５

子公司性质
独资企业 １１１ ７１. ６
合资企业 ４４ ２８. ４

中国母公司性质

民营企业 ７５ ４８. ４
国有企业 ６４ ４１. ３
集体企业 ３ １. ９

其他 １３ ８. ４

　 　 ２. 分析与结果

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量表 ＫＭＯ ＝ ０. ８４５，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度检验在 ０. 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

性， 说明该模型的原始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其次， 各变量信度检验显示， 华人华侨网络质量

整体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 ８８５， ４ 个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联通性 ０. ８１７、 传承性 ０. ７８５、
成长性 ０. ８５０、 融入性 ０. ８４７， 均高于 ０. ７， 说明内部一致性较高， 量表信度通过检验。 企业动态

能力量表的信度 α 值为 ０. ８７１。 企业经济绩效量表的信度 α 值为 ０. ８６３。 最后， 效度分析结果显

示 （见表 １０）， 各变量的因子载荷均在 ０. ６ 以上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ＡＶＥ 值均大于 ０. ５， ＣＲ
值也均大于 ０. ８， 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 此外， 各变量的 ＡＶＥ 值平方根均大于其与其

他变量的相关系数， 表明本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见表 １０）。
表 １０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及信度和效度检验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 动态能力 经济绩效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 ０. ７５３ ０. ３８７∗∗ ０. ４６２∗∗

动态能力 ０. ３８７∗∗ ０. ７８６ ０. ５０３∗∗

经济绩效 ０. ４６２∗∗ ０. ５０３∗∗ ０. ７９８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０. ８８５ ０. ８７１ ０. ８６３

ＡＶＥ ０. ５６７５ ０. ６１７４ ０. ６３７１
ＣＲ ０. ９４７９ ０. ８６５ ０. ８７４８

　 　 考虑不同国家之间的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可能存在异质性， 对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及经济绩效进

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 （组间平方和 １２. ３５６， 显著性小于 ０. ０５） 在

不同国家存在差异， 经济绩效 （组间平方和 ３５. ７４４， 显著性小于 ０. ０５） 在不同国家存在差异

（见表 １１）。
　 表 １１ 单因素方差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 显著性

组间 １２. ３５６ ４６ . ２６９ １. ４８６ . ０４９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 组内 １９. ５１７ １０８ . １８１

总计 ３１. ８７３ １５４
组间 ３５. ７４４ ４６ . ７７７ １. ９６６ . ００２

经济绩效 组内 ４２. ６８１ １０８ . ３９５
总计 ７８. ４２５ １５４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 量表开发及对跨国经营绩效影响 ５７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３. ０ 和插件 ｐｒｏｃｅｓｓ 进行多层线性模型分析。 在控制了样本人口统计学变量及公

司基本情况后， 回归结果见表 １２， 由模型 ２ 可知，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与企业经济绩效显著正相

关 （β ＝ ０. ４７２， ｐ ＜ ０. ００１）， 假设 １ 得到支持。
表 １２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对经济绩效的回归结果

类别
经济绩效 动态能力 经济绩效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 . ４７２∗∗∗ . ４０８∗∗∗ . ３２４∗∗∗

动态能力 . ４９９∗∗∗ . ３６４∗∗∗

性别 － . ００４ － . ０１８ . ０１３ － . ０８３ － . ０１０ － . ０１８
学历 － . ０５７ － . ０６１ － . ０８０ － . １２１ － . ０１７ － . ０３１

工作年限 － . １１７ － . １３３ － . １０７ － . ０１２ － . ０６３ － . ０８９
公司成立时间 － . ０２２ . ０５１ － . ０７４ . ２４１ . ０１５ . ０５５
公司资产规模 . ０５７ . ０９４ . ２０８∗∗ . ０３７∗∗ － . ０４７ . ００７

所在行业 . ０４３ . ０３９ . ０４０ . ００３ . ０２３ . ０２６
子公司性质 . ０８６ . ０８９ . ００１ － . １３９ . ０８６ . ０８８
母公司性质 － . ０８０ － . １０４ － . １１８ － . ０８３∗ － . ０２１ － . ０５４

注： ∗、 ∗∗∗分别表示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０１， 下同。

模型 ４ 显示华侨华人网络质量与企业动态能力显著正相关 （β ＝ ０. ４０８， ｐ ＜ ０. ００１）。 模型 ５
显示企业动态能力与经济绩效显著正相关 （β ＝ ０. ４９９， ｐ ＜ ０. ００１）。 模型 ６ 显示华侨华人网络质

量与企业动态能力和经济绩效回归系数均显著正相关。 采用插件 ｐｒｏｃｅｓｓ 模型 ４ 进行中介效应检

验， 在 ９５％置信区间下，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对企业经济绩效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 ＬＬＣＩ 和 ＵＬＣＩ
均不包含 ０， 模型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 （见表 １３）。 企业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假设 ２ 得

到支持。
表 １３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自变量 中介变量 因变量
中介路径的作用 直接效应

Ｅｆｆｅｃｔ ＬＬＣＩ ＵＬＣＩ Ｅｆｆｅｃｔ ＬＬＣＩ ＵＬＣＩ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 动态能力 经济绩效 . １４９ . ０７１６ . ２４７ . ３２３ . １９８ . ７２７

五　 结论与讨论

采用扎根理论方法， 建构出华侨华人网络质量构念， 明确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定义， 并归纳出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由联通性、 融入性、 成长性、 传承性四个维度构成。 在此基础上， 开发出华侨

华人网络质量初始量表， 以及包含 １４ 道题项的正式量表， 一系列检验结果显示其具有良好的信

度和效度； 此外， 在量表实证应用中发现，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可以显著提高海外子公司的经济绩

效， 企业的动态能力在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对海外子公司经济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验证了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量表的预测有效性， 表明该量表具有实践意义和推广性。
（一） 理论意义

１. 明确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内涵及结构。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诠释了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征程上海外侨胞的新内涵。 与华侨华人研究相比，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从中华文化特征与社会网络

宏观视角出发， 将华侨华人网络内部连接强度与外部连接广度相结合， 构建了联通性、 融入性、
成长性、 传承性等四个维度系统化的华侨华人网络质量。 综合而言， 本研究突破了以往以华侨华

人规模或者使用代理变量衡量华侨华人网络的单维视角， 丰富了华侨华人网络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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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开发华侨华人网络质量量表并检验。 从社会网络的宏观视角开发了包含四维度的华侨华

人网络质量量表， 该量表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量化、 可操作的有效测量工具， 对开展华侨华人

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３. 关于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对海外子公司经济绩效的影响， 现有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 影

响机制较为模糊。 本研究通过构建以企业动态能力为中介变量的理论模型， 揭示了华侨华人网络

质量对海外子公司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
（二） 实践启示

１. 高质量华侨华人网络建设。 多维度的华侨华人网络质量测量体系表明， 提高海外华侨华

人网络质量需要重视所在国内部组织能力和外部社会关系建设， 逐步形成经济基础厚、 政治影响

力强、 市场影响力大， 对中华文化认同不断增强， 并加以传承的高质量华侨华人网络。 海外华侨

华人社团应加强内部管理， 建设和谐侨社； 关注新侨发展， 发扬老侨对新侨的 “传帮带” 作用；
主动融入所在国建设发展、 参政议政， 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２. 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作为本国族裔关系网络的延续， 是中国海外子公司的一种特殊 “关系

资产”。 海外子公司应重视与华侨华人的联系与交流， 合理运用华侨华人网络， 获取经营所需信

息、 技术资源， 更快地适应东道国环境和熟悉当地的法规制度， 克服 “外来者劣势”， 降低企业

在海外进行投资贸易的风险。 同时， 海外子公司应增强公司内部治理， 提升组织学习能力， 有效

整合资源， 增强企业动态能力， 并根据环境的变化调整经营策略， 以实现公司持续经营。
３. 对政府部门制定 “走出去” 战略， 发挥华侨华人作用提供政策依据。 党的二十大以来，

多次强调 “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 “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 “更好地发挥华侨华人网络

独特优势” 等，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内涵及四个维度为开展侨务工作提供重要的着力点， 也为

政府制定企业对外投资相关政策提供指引。 一是政府应加强海外华侨华人网络的建设， 通过建立

“华侨华人洽谈会” “华侨华人商协会协作机制” 等关系网络模式， 构建海外华商交流平台， 增

强与华侨华人的互动交流， 拓展我国与海外华侨华人的关系网络。 二是通过建设数字化平台， 加

强信息流管理， 及时更新发布企业对外投资政策。 三是继续开拓学习资源， 发挥各级侨联组织作

用， 分层分类举办研修班， 以中国实践引导华侨华人转换视角、 拓宽视野， 多样性提升华侨华人

内生动力。
（三） 不足与展望

第一， 本文选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进行访谈及问卷发放， 样本代表性可能存在不

足。 全球华侨华人有 ６ ０００ 多万， 分布在一百多个国家， 每个国家的华侨华人网络可能存在差

异， 扎根理论的编码过程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主观行为， 可能对华侨华人网络质量构思的

信度产生影响。 未来可考虑增加定性分析软件， 弥补扎根理论方法应用的不足； 第二， 不同国家

和地区华侨华人特点差异， 可能会带来建构维度的不同。 未来可按照国家和地区， 展开华侨华人

网络质量的比较研究， 检验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差异化程度； 第三， 本文初步探索了华侨华人网络

质量的结构维度， 较为粗略， 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检验该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特定

主题研究中与前因变量、 后变量之间的关系机制。

（下转第 １０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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