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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2012年的第十次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探究企业和企业家的政治关联与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

如何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在政治身份方面，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政治身份以及

企业党建对企业获得贷款上具有积极作用，而且企业的慈善捐赠、环保投入和公益合作这三个外部社会

责任行为对企业获得贷款有积极作用。在政治关联对社会责任行为进行调节时，发现政治身份和党组织

建设对于企业外部社会责任行为调节进而获得银行贷款作用都较为显著，而内部社会责任行为员工缴纳

社会保险，只有通过企业党建进行调节时结果才显著。这些发现说明：一方面无论是在企业层面建立党组

织还是企业主获取政治身份，对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都有一定影响；另一方面，拥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往往

关注于外部社会责任的承担，对企业员工的内部社会责任承担存在一定的扭曲现象，而党组织嵌入对于

规范企业行为起到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本文也对执政党和政府如何应对“政商关系”纽带下映射出来

民营企业党建作用如何发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高成本以及民营企业融资难等问题提出了建议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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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2012 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 survey data, it is explored how the political connec-
tions between firms and entrepreneurs coupled with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ehaviors 
have an impact on corporate access to bank loans in this paper. It is found that in terms of political 
identity,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NPC deputies or CPPCC members along with corporate party 
building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enterprises’ access to the loans, and the external social responsi-
bility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enterprises’ access to loans. When the politi-
cal connection regulates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it is found that the political identity 
and the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adjustment of the extern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of the enterprise and thus the bank loan, and the internal social re-
sponsibility behavior is only significant when the enterprise party construction is adjusted.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on the one hand, establishing political connections at the enterprise or 
business level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company’s access to bank loans. On the other hand, 
companies with political identiti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mmitment of external social re-
sponsibility and the existence of intern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Certain distortions and party 
building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gulating corporate behavior.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and thoughts on how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
spond to the “political and business relationship” ties, how to play the role of private enterprise 
party building, the high cos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difficulty of financing pri-
vate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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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领导，

以及企业主体自下而上的经济活动分不开。在此背景之下，政府与企业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联系，通

过何种方式产生联系，以及这样的联系会对政府和企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都值得探究，这都涉及到政治

关联。企业的政治关联是指企业通过正常或者非正常手段形成的隐性政治关系(Fisman, 2001) [1]。政治关

联与政治干预存在很大差异，政治干预是政府为了公共利益或私人目的对企业实施的政治干预，而政治

关联是企业为谋求获取政治分配的企业核心资源，采用各种方式与政府、司法等政治机构建立关联

(Faccio, 200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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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关联的形式常常聚焦于企业主获得的政治身份，以往对中国新兴企业家的研究大多数将企业家

中的精英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关注这些经济精英与国家权力部门之间的互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将与政

府有关联的私营企业家称为“红色”企业家(“红色”企业家，在我国是指部分涉足政治的中国民营企业

家、国有企业高层及银行金融系统高管等组成的群体。) (Dickson, 2003) [3]，认为他们是中国改革体制下

产生的社会新兴商业精英(Pearson, 2009) [4]。对于企业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采用中国沿海的

五个经济发达的省份，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的多段随机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中国的

经济和政治在发展的过程中塑造了企业家和中产阶级这样的新社会阶层，中国的私营企业家体现为支持

国家政权，企业家不仅仅需要依靠国家，还会在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享受制度红利(Chen et al., 2012) 
[5]。也就是说企业家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同时，也与当地政府和地方官员产生了密切的联系，

这促使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活动，开始承担起企业家对这个社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与政治责任。

政治关联的构建既是执政党吸纳社会精英巩固统治的选择，也是企业家为获取替代性保护机制而争取政

治身份，主动与政府产生政治关联的途径，但除了企业主个人层面寻求的政治关联外，还应当关注组织

层面的政治关联(何轩等，2016) [6]。私营企业主动寻求在企业内部建立党支部，进一步促进基层党组织

的建设、渗透和延伸，并且在组织建设过程中以党组织的制度和文化要求组织，并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

信息传达交流，实现执政党对私营企业的组织吸纳(周怡等，2014) [7]。据国泰安数据库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16 年底，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建立党组织的比例已接近 50%，且有日益扩大的趋势。随着民营企业

的发展壮大，他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进一步参与社会事务与政治事务的转化趋势，这不仅仅是企

业主个人获取一定阶层的政治身份可以完成的，这一过程还需要通过集体行动(工商联和行业协会)以及组

织层面(企业内部党组织)作为载体来实现。还有研究指出除了企业主以外的民营企业个体或是没有政治身

份的企业主无法将进一步参与社会事务和政治事务，这需要组织渠道以及在执政党的统合下才能实现(纪
莺莺等，2017) [8]。所以不论是企业家自下而上获取政治身份，还是执政党自下而上组织嵌入建立党组

织，都使得企业和企业家本人获取政治资本。 
企业作为社会主体，除了进行生产经营获取利润之外，还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研究中指出企

业通过一定的社会责任的履行以及相关信息的披露，可以树立企业运转良好、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形象，

为企业带来良好的声誉，让投资方和银行了解企业的实力，改善资方、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以此获取各界投资方的信服，以及银行的信任，获得更多的投资和更便利的融资条件(Cui, et al., 2018) [9]。
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更容易获得社会公众和政府的认可和好感，因为这为政府减轻了一定的负担，因而

这些企业的负责人、高管等就较为容易当选为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从而让这些企业家能亲身参

与到政治中去(冯业栋等，2019) [10]。在具体的社会责任行为产生的作用方面，有学者认为慈善捐赠这样

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责任行为，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通过慈善捐赠缴纳，以此与政府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

(戴亦一等，2014) [11]。国内外研究指出拥有政治关联类的企业一般会肩负着社会责任，政治关联企业做

出更多有利社会的行为，如创造就业、慈善捐赠、税收创造、公益合作等(Brammer et al., 2010；冯延超，

2012) [12] [13]。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数据，党的十八大以来，私营企业数量和注册资本对企业总量增长的贡献

率分别达 98.9%和 69.8%，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私营企业迅速发展的同时，转型期的中国资本市场

较为滞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第三方信用评级发展不足等问题的存在，使我国基本呈现以大银行为

主的高度集中金融体制，非国有企业在借贷上存在一定的困难，所以民营企业获得外部融资的难度高于

国有企业。国内外诸多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对银行贷款决策产生影响，国外学者通过对跨国数据的分析发

现政治关联企业之所以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可能不是政府直接干预银行信贷政策的结果，而是由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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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些企业提供了一种隐性担保，因为他们发现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在陷入危机时获得政府的财政

补助(Faccio, 2006) [2]。利用巴基斯坦的研究中对于同一家公司从两家不同的银行借款，其流动性下降 1%
的银行贷款额外下降 0.6%。虽然银行将流动性冲击转嫁给公司，但大公司特别是那些有强大商业或政治

关系的公司通过信贷市场的额外借款来弥补这种损失。小企业无法这样做，并且整体借贷面临大幅下降，

财务困境加剧(Khwaja, 2008) [14]。在国内研究中，相关研究表明相对于没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来说，

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其外部融资时所受的约束更小(罗党论等，2008) [15]。以浙江省百强企业为例研究

证实，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通过传递民营企业质量信号适度降低了民营企业融资的壁垒，提高了民营

企业的资本获得能力(胡旭阳，2006) [16]。以 2009-2011 年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的Ａ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分析并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政治背景与银行信贷关系的影响，结论证实政治关联会增强企业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政府控制贷款效应的调节作用(Allen et al., 2005) [17]。除此之外，银行还看重企业的

信用，而中国现阶段尚未建立起一个权威的信用体系，因此银行需要借用一些其他手段去检测企业的信

用程度，而企业也需要通过一些活动标榜自己的责任感和信用状况，此时，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就会成

为这重要的手段，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一定程度上代表企业良好的资金运转，也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意

识和担当，这会释放出企业诚实守信的信号，对于企业获取银行贷款也有一定的帮助。 
本文可能具有以下两方面的意义： 
拓宽了企业政治关联的层次结构。将企业家层面拥有的政治身份与企业层面的组织嵌入这两种建立

政治关联的方式分开进行讨论，与此同时，纳入企业应承担的内外不同社会责任考察其对于企业除了生

产经营成效外获得银行贷款的又一个影响因素。 
丰富了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影响因素和作用逻辑的研究。现有研究结论主要是企业家因已有政治关

系或是进行慈善捐赠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影响越强，本文则通过构建不同层次政治关联以及内外社会责

任的角度为出发点，探寻除了企业自身规模和生产经营成效等影响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重要因素之外其

他影响因素。因为不论是企业主的政治身份还是企业建立党组织，本质上都可以看作是企业接受政党统

合，接受政府政策影响的意愿和行动。而政治嵌入后除了对于企业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外，还因其背后的

政治理念和公共责任，要引导企业在逐利的自利动机外，承担慈善捐赠等外部社会责任和维护劳工权益

等内部责任。内外社会责任行为对于树立企业良好外部形象和提升企业信用水平产生促进作用，进而改

善银企间信息不对称状况，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本文提出了“企业主拥有政治身份

或企业党建–引导企业承担内外社会责任–塑造企业负责守信形象–降低银企信息不对称水平–获得一

定融资便利”这一可能的作用逻辑，试图更加完整而清晰地阐述企业在不同层次构建积累的政治资本承

担社会责任对于企业融资产生作用的机理，说明政治关联与组织嵌入以及社会责任行为有助于企业获得

经济发展优势。 

2. 文献评述与研究假设 

2.1. 政治关联与银行贷款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融资环境发展尚不够健全，目前的商业银行大部分都为政府直接或间接控

股，对于贷款风险的把控使得企业获得融资具有一定难度。国外学者 Allen 等研究为何在中国市场经济

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民营经济还能如此迅速发展，发现原因在于企业找到一种能有效弥补正式制度缺陷

的替代机制，即建立在声誉、关系上的机制(Allen et al., 2005) [17]。国内学者余明桂，潘红波以沪深交易

所上市的民营企业为样本，通过统计这些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否是现任或前任的政府官员、人大代

表或政协委员来判断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系，发现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比无政治关系的企业获得更多的银

https://doi.org/10.12677/mm.2021.112021


岳梦 
 

 

DOI: 10.12677/mm.2021.112021 175 现代管理 
 

行贷款和更长的贷款期限(余明桂等，2008) [18]。姚德权，章剑辉以中国沪深两市 A 股民营企业为样本，

考量政治关联和制度环境对民营企业贷款融资及绩效的影响，得出的结果显示，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

业能够得到更多的贷款融资，政治关联层级越高，获得的贷款越多(姚德权等，2014) [19]。所以我们认为，

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对银行而言，由于声誉机制较好，银行认为其贷款风险较小，银行信贷向这些企业发

放贷款的信任度大大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发挥了传递企业质量和信用信号和降低

信息不对称的作用。对于企业主的政治身份对企业融资产生的影响多有文献论证，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 1：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有正向显著影响 
党作为政治生活的重要主体，无论是在组织层面抑或是在个人层面都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除了

在企业主个人层面广泛吸纳企业主进入党组织成为党员以外，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把企业……等

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

强战斗堡垒”，推进私营企业党建成为新时期党建的重要任务。谢建的研究中阐述了在民营企业党建找

准与生产经营的结合点可以帮助企业协调好企业主、经营管理者及普通员工的关系，协调好企业长远发

展和短期利益关系，协调好企业内部管理和外部环境关系，提高企业整体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谢健，2010) 
[20]。何轩、马骏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在所辖企业中设立了党组织且自身具有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主对于执

政党相关政策的认可度更高，同时也更加偏好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活动的投入(何轩，2018) [21]。研究

结论表明，中国共产党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吸纳型和自上而下的组织嵌入型统合这两种分散政治压力的

有效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私营企业的分类控制，在巩固执政合法性的同时，成功引导私营企业

承担社会功能(何轩等，2016) [6]。关于党建的机制和效果方面，何轩和马骏进一步探究了基层党建对民

营企业带来的影响，通过民营企业家抽样调查数据库，研究发现民企党组织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水平，

这一过程的作用机理在于，党组织引导民营企业投入了更多的生产性活动，进而促进企业获得良好经营

绩效。陈东等人研究发现党组织能够显著推动民营企业增加投资，在投资结构上党组织对研发性投资的

推动作用强于对规模性投资的推动作用。党组织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其中对税收绩效的作用

要强于对销售绩效的作用(陈东等，2017) [22]。郭玥的研究指出金融党建以金融所代表的货币资本、金融

信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政治信用有机结合，和政府的执政资源在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

同地区间流动和整合，推动企业获得金融贷款(郭玥，2017) [23]。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基层党组织建

设给私营企业的生产和发展带来的良性的影响，在推进私营企业自身内部组织科学化，调节劳资关系，

企业的经营管理都有着显著的作用。与此同时还可以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赢得声誉，获

得银行贷款。现阶段关于党建对企业的作用研究中，大多集中于对企业管理、社会责任承担等方面的研

究，较少有文献提及党建对企业融资的影响。结合本文研究需要，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 2：企业的党组织建设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有正向显著影响 

2.2. 社会责任行为与银行贷款 

关于社会责任，这一概念最早见于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管理前沿》一书中举例阐述了在企

业家身上体现出的社会责任，他认为企业家把解决社会问题和满足社会需求的途径看作是企业创造利润

的机遇，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对社会需求进行必要的投资。在我国古代的士绅阶层，在当地也会通过

施舍穷人、兴建公共基础设施、兴办私塾等方式造福一方，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随着社会的变迁，

现代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产生了变化，就具体内容而言，非公企业需要履行的社会责任通常包括发展责

任、就业责任、员工保障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环保责任等，非公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作为主

体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重要途径。在企业与银行的借贷关系中，银行为防控风险，在贷款发放时会

对借款人的经营状况和信用状况进行分析和评价，贷后还会进行跟踪。一方面，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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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状况是银行放贷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银行还看重企业的信用，而中国现阶段尚未建立起一个权

威的信用体系，因此银行需要借用一些其他手段去检测企业的信用程度，而企业也需要通过一些活动标

榜自己的责任感和信用状况，此时，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就会成为这重要的手段，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一

定程度上代表企业良好的资金运转，也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担当，这会释放出企业诚实守信的

信号，对于企业形象的塑造也有一定的帮助。李姝和谢晓焉研究了沪深两市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政治关

联与债务融资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责任水平越高的企业更易获得银行贷款，社会责任的履行能够帮助

企业建立政治关联，取得更多的贷款规模(李姝等，2014) [24]。彭洁流和黄荷暑的研究指出企业履行社会

责任并进行高质量的信息披露，能够传递企业经营业绩良好、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劲的优质信号，降低借

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利于借款企业获得优惠的银行债务契约，保障借款企业的还款意愿(彭洁流

等，2017) [25]。较多文献指出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其贷款的影响，但缺少对具体社会责任行为的分类

研究。据此，在不考虑企业拥有政治关联的情况下，我们提出第三条假设： 
假设 3：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有正向显著影响 

2.3. 政治关联、社会责任行为与银行贷款 

拥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对其银行贷款产生何种作用和影响，政治关联是否会成为

紧密联系政企之间的纽带，而社会责任行为一定程度上是否进一步巩固了二者的关系呢？王艺明，刘一

鸣的研究中指出相对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有政治关联的私营企业进行慈善捐赠更有助于企业获得外

部融资，慈善捐赠行为大大加强了这一政企纽带效应(王艺明等，2018) [26]。李维安，王鹏程，徐业坤的

研究表明民营企业通过慈善捐赠这样的社会责任行为与政府进行资源交换，有助于企业获得融资便利，

缓解企业的债务融资压力。地方性政治关联与长期贷款的正向显著性比中央性政治关联更强。社会责任

履行度越高越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贷款，并且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能够帮助企业建立政治联系(李维安

等，2015) [27]。黄珺、朱辉的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银行贷款的影响中到调节作

用(黄珺等，2014) [28]。党齐民认为在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有利于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加强社

会治理，也能帮助企业赢得声誉和组织认同(党齐民等，2017) [29]。在社会责任行为方面，现阶段的实证

研究中较多以慈善捐赠为切入点，且较少关注到其他社会责任行为和对员工的内部社会责任。在政治关

联层面，也较少考察企业建立党组织，承担社会责任进而获得银行贷款的研究。据此，关于企业拥有不

同层面政治关联，并承担社会责任对缓解企业融资压力是否产生影响，我们提出了第四条假设： 
假设 4：拥有政治关联且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更易获得银行贷款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与研究样本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 2012 年全国私营企业调查。该数据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业联合

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所组建的“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于 2012 年完成，

样本基本涵盖了我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各种行业、规模、类型的民营企业。相比 CSMAR、
Wind 等数据库，“调查数据”不仅覆盖面广、可信度高、代表性强，而且统计了银行融资、缴纳税收、

资产负债率等经济指标，中国私营企业调查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它关心的不仅仅是企业，更关心的

是人—企业家，这个特点与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原国家工商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营经

济研究会的工作或研究对象密切相关(陈光金等，2018) [30]。企业慈善捐赠、环保投入、社会保险、公益

合作等社会责任行为的数据，以及企业主的政治身份和等级与企业党组织建设的完整数据，这为研究提

供了有力支撑,本研究采用了最近一次的 2012 调查的数据，原有数据量为 5074 份，经过数据清洗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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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剔除，最终留下 2335 份数据。 

3.2.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1) 因变量 
如表 1，对于企业所获得的银行贷款，本文采用获得商业银行的贷款总额的对数值进行衡量，不包

含民间金融机构、民间贷款。 
 

Table 1. Variable table 
表 1. 变量表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定义及度量 

因变量 银行贷款数额 企业在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数额的对数值 

自变量 

慈善捐赠 虚拟变量，企业近两年是否为扶贫、救灾、环保、慈善等公益事业捐赠，否 = 0，是 = 1 

环保投入 虚拟变量，企业是否为环境保护，防治污染进行投资或交费，否 = 0，是 = 1 

社会保险 虚拟变量，企业是否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包含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否 = 0，是 = 1 

公益合作 虚拟变量，企业是否与政府公益组织或民间公益组织进行合作，否 = 0，是 = 1 

调节变量 
政治身份 虚拟变量，企业主现在是否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否 = 0，是 = 1 

党组织建设 虚拟变量，企业是否建立党组织，否 = 0，是 = 1 

控制变量 

企业主年龄 企业主年龄 

企业主性别 企业主性别，男 = 1，女 = 2 

企业主教育背景 企业主的教育背景，初等(小学及以下、初中) = 1，中等(高中或中专、大专) = 2， 
高等(大学、研究生及以上) = 3 

是否为党员 企业主是否入党，0 = 非党员，1 = 党员 

企业利润 企业利润对数值 

企业资产负债率 企业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企业所有者权益 企业的资产扣除债权人权益后应由所有者享有的部分，反映所有者投入资本的 
保值增值情况，取所有者权益的对数值 

企业注册类型 企业注册类型分为 4 类，独资企业 = 1，合伙企业 = 2， 
有限责任公司 = 3，股份有限公司 = 4 

是否改制企业 企业是否由国有企业或集体资产改制成的私有企业，0 = 否，1 = 是 

企业年限 企业注册为私营企业的年限 

省份人均 GDP 各省份(去除西藏)国民人均生产总值取对数值 

市场化指数 来自樊纲负责编写的中国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的市场化指数(樊纲，2011) 

省份 全国 31 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去除西藏)分别按 1~31 的顺序依次编码， 
在回归中做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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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变量 
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的衡量，本文采用虚拟变量。如表 1，如果企业有慈善捐赠行为，则赋值

为 1，若无则赋值为 0。如果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有投资或交费，则赋值为 1，若无则赋值为 0。如果企

业为员工缴纳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则赋值为 1，若无则赋值为 0。
如果企业与政府公益组织合作或社会公益组织合作，则赋值为 1，若无则赋值为 0。 

3) 调节变量 
对于政治身份的衡量，本文采用虚拟变量。对于企业主政治身份的衡量，如果企业主担任人大代表

或政协委员，则赋值为 1，若无则赋值为 0。对于企业党组织嵌入的衡量，如果企业建立了党组织，则赋

值为 1，若无则赋值为 0。 

4. 实证结果与解释 

4.1.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首先，我们对相关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2 可以看出，在调查中拥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在

总样本中占比42.12%，其中人大代表政治身份的在总体样本中占到16.44%，政协委员占样本比例25.81%，

在企业建立党组织的占比 34.37%。从社会责任方面的指标看，外部社会责任行为占比较重，其中慈善捐

赠占比 62.32%，公益合作占比 41.26%，环保投入占比 40.01%，内部社会责任行为占比较低，为员工社

保缴纳占比 33.65%。 
从控制变量看，在企业主方面，企业主平均年龄为 45 岁，差异较大，标准差为 8.97。在企业主性别

方面，以男性企业家为主。企业主的文化程度均值为 2.2269，为中等教育水平，大部分企业家的学历在

高中、中专和大专之上，接受过大学或研究生以上的高等教育的占比较低。在政治面貌上，企业主中党

员占比 34.01%，占比较低。在企业方面，仅有 5.8%的企业为改制企业，企业的年限均值为 9.07，但浮动

较大，标准差为5.31。企业间的经营状况也存在较大差异，在企业利润上，均值为3.9796，标准差为2.3509，
最小值为−3.9120，最大值为 12.3113，企业资产负债率、所有者权益等差异也较大。在地区层面，因为

本次收集了除了西藏外全国其他 30 个省份企业的数据，涉及东中西三个地区的样本，因此企业所在地区

的市场化指数、GDP 这两项指标各省份间差异较大。 
其次，对本文的变量进行了相关分析，表 3 展示了本文的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结果显示，企业的

各种社会责任行为与企业的贷款正相关，企业主的政治身份和党组织建设也与企业贷款正相关。 

4.2. 回归分析 

1) 政治身份、党组织建设与银行贷款回归分析 
为检验政治关联对银行贷款的影响，我们从未添加自变量的模型 1，添加了政治身份自变量的模型 2

和添加了党组织建设自变量的模型 3 入手，以银行贷款(对数值)为因变量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4，可

以看出政治身份在 0.1%的水平下和企业银行贷款正相关，党组织建设在 0.01%的水平下和企业获得银行

贷款正相关，支持了假设 1 和假设 2，说明不论是从企业家层面获取的政治身份还是在企业层面嵌入党

组织，这两个层面建立起的政治关联对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都有影响。这样的结果一方面验证了以往研

究中得出的政治身份类的政治关联对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有显著影响或是正向作用的研究结论，另一方

面，又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关于党组织建设与银行贷款的假设，也就是在企业层面建立党组织对企业获得

银行贷款有一定影响，这一结论是以往研究中被常常忽视的，因为一般的研究在考虑政治关联时往往从

企业主是否有从政经历，有没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一类的政治身份入手，较少考虑在企业组织层面来

考虑，对党组织建设起到联系政党和企业的纽带作用认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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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Variable description statistics 
表 2. 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银行贷款(对数值) 2.5066 3.4263 0 13.5507 

企业利润(对数值) 3.9796 2.3509 −3.9120 12.3113 

资产负债率 20.5550 26.6230 −10 128 

所有者权益 6.0633 2.1648 0 12.9480 

是否改制企业 0.0587 0.2352 0 1 

企业类型 2.7383 0.7861 1 4 

企业年限 9.0711 5.3113 1 23 

企业主年龄 45.9040 8.9751 16 84 

企业主性别 1.1637 0.3700 1 2 

企业主文化程度 2.2269 0.6022 1 3 

是否为党员 0.3402 0.4738 0 1 

市场化指数 6.6380 1.6991 0.06 9.18 

人均 GDP (对数值) 4.6224 1.8565 1.6437 8.3449 

慈善捐赠 0.6232 0.4846 0 1 

公益合作 0.4126 0.4924 0 1 

环保投入 0.4001 0.4900 0 1 

社保缴纳 0.3366 0.4726 0 1 

人大代表 0.1644 0.3707 0 1 

政协委员 0.2581 0.4376 0 1 

是否有政治身份 0.4212 0.4938 0 1 

是否建立党组织 0.3538 0.4782 0 1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ain variables 
表 3. 主要变量相关分析 

 银行贷款 慈善捐赠 公益合作 环保投入 社保缴纳 是否有 
政治身份 

是否建立 
党组织 

银行贷款 1 0.318** 0.283** 0.268** 0.218** 0.309** 0.357** 

慈善捐赠 0.318** 1 0.489** 0.339** 0.172** 0.433** 0.344** 

公益合作 0.283** 0.489** 1 0.229** 0.164** 0.347** 0.302** 

环保投入 0.268** 0.339** 0.229** 1 0.108** 0.254** 0.245** 

社保缴纳 0.218** 0.172** 0.164** 0.108** 1 0.118** 0.207** 

是否有政治身份 0.309** 0.433** 0.347** 0.254** 0.118** 1 0.347** 

是否建立党组织 0.357** 0.344** 0.302** 0.245** 0.207** 0.34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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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Political identity, organizational embedding and the return of bank loans 
表 4. 政治身份、组织嵌入与银行贷款回归 

因变量：银行贷款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企业利润 0.386*** 
(0.0419) 

0.360*** 
(0.0452) 

0.364*** 
(0.0392) 

资产负债率 0.0329*** 
(0.00254) 

0.0334*** 
(0.00267) 

0.0300*** 
(0.00270) 

所有者权益 0.349*** 
(0.0543) 

0.334*** 
(0.0561) 

0.330*** 
(0.0526) 

企业是否改制 0.335 
(0.446) 

0.407 
(0.436) 

0.123 
(0.464) 

企业类型 

合伙企业 −0.301 
(0.254) 

−0.290 
(0.260) 

−0.169 
(0.267) 

有限责任公司 0.161 
(0.227) 

0.173 
(0.228) 

0.247 
(0.218) 

股份有限公司 0.639* 
(0.315) 

0.638* 
(0.327) 

0.615** 
(0.289) 

企业年限 0.0329*** 
(0.00986) 

0.0272** 
(0.0106) 

0.0239** 
(0.0102) 

企业家年龄 −0.00112 
(0.00748) 

−0.00184 
(0.00747) 

−0.00202 
(0.00736) 

企业家性别 −0.158 
(0.131) 

−0.126 
(0.142) 

−0.146 
(0.146) 

教育背景 

中等教育 0.0543 
(0.257) 

0.0333 
(0.251) 

−0.0461 
(0.261) 

高等教育 0.0827 
(0.218) 

0.0875 
(0.215) 

−0.0562 
(0.245) 

是否为党员 −0.220* 
(0.128) 

−0.275** 
(0.130) 

−0.469*** 
(0.141) 

市场化指数 0.0930 
(0.0602) 

0.0928 
(0.0628) 

0.0997 
(0.0606) 

GDP −0.0291 
(0.0352) 

−0.0184 
(0.0387) 

−0.0224 
(0.0376) 

是否有政治身份  0.425** 
(0.181)  

是否建立党组织   1.018*** 
(0.150) 

Constant −2.534*** 
(0.760) 

−2.519*** 
(0.764) 

−2.450*** 
(0.721) 

Observations 2224 2181 2046 

R-squared 0.372 0.375 0.384 

注：***p < 0.01, **p < 0.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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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变量方面，企业利润、资产负债率、企业所有者权益、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限都对银行贷款有

正向显著影响，说明合理的资产结构和良好的经营状况，对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有显著作用，这是企业

获得贷款的基础条件，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其余的控制变量，企业类型、是否改制企业、企业规

模企业主个人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状况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影响不显著。 
2) 外部社会责任行为、政治关联与银行贷款回归分析 
第一部分的回归结果显示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对于其获得贷款有一定影响。而企业的外部社会责任行

为，以及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承担外部社会责任是否会影响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还需进一步探究。本文的

外部社会责任行为是慈善捐赠、公益合作和环保投入，这些行为主要是企业面向社会展开的行动，这既

是为政府分担负担社会责任，也有利于企业树立外部形象，因为外部社会责任行动需要企业拥有厚实的

经济基础支撑，也能体现出企业对社会负责的意识。因此，接下来通过考察政治关联、企业外部社会责

任行为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三者之间的关系，了解三者之间产生联系的作用机理。 
从表 5 可以看出，慈善捐赠行为在 0.01%的水平下与银行贷款呈显著正相关。与此同时，在政治身

份和党组织建设两种政治关联的调节下，依旧显著。说明慈善捐赠行为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塑造企业形象，

帮助企业获得贷款。并且，如果企业还拥有政治关联的话，做出慈善捐赠行为，可以起到双稳固的作用，

可以进一步影响企业获得银行贷款 1。 
 

Table 5. Charitable donations and return of bank loans 
表 5. 慈善捐赠与银行贷款回归 

因变量：银行贷款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慈善捐赠 0.564*** 
(0.150) 

0.474*** 
(0.130) 

0.369*** 
(0.131) 

0.427** 
(0.162) 

0.308* 
(0.170) 

是否有政治身份  0.290* 
(0.159)    

慈善捐赠*政治身份   0.386** 
(0.182)   

是否建立党组织    0.940*** 
(0.143)  

慈善捐赠*党组织     0.884*** 
(0.149) 

Constant −2.685*** 
(0.748) 

−2.669*** 
(0.768) 

−2.642*** 
(0.772) 

−2.637*** 
(0.711) 

−2.692*** 
(0.727) 

Observations 2181 2138 2138 2009 2009 

R-squared 0.378 0.379 0.380 0.388 0.386 

 
从表 6 可以看出，公益合作这一社会责任行为在 0.01%的水平下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起到显著作用。

官方组织和民间组织通过与企业的公益合作，借助企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救

助社会弱势群体，或是解决有关社会发展的问题。而有了政治关联的企业会因为与政府交往较多成为承

担这一类角色的优先选项，因此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就更容易承担这一类角色，承担起公益责任，所以

政治身份和党组织建设和公益合作的交乘项与银行贷款的回归影响也显著。 

 

 

1在控制变量方面，后续回归表格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 4 差异不大，为节省篇幅，未在文中报告，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联系通

讯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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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Charity cooperation and the return of bank loans 
表 6. 公益合作与银行贷款回归 

因变量：银行贷款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公益合作 0.519*** 
(0.112) 

0.436*** 
(0.115) 

0.155 
(0.173) 

0.388*** 
(0.134) 

0.235 
(0.162) 

是否有政治身份  0.355* 
(0.178)    

公益合作*政治身份   0.572** 
(0.252)   

是否建立党组织    0.971*** 
(0.145)  

公益合作*党组织     0.746*** 
(0.196) 

Constant −2.506*** 
(0.770) 

−2.481*** 
(0.781) 

−2.449*** 
(0.782) 

−2.489*** 
(0.726) 

−2.752*** 
(0.742) 

Observations 2180 2138 2138 2009 2038 

R-squared 0.379 0.379 0.380 0.389 0.379 

 
表 7 呈现了环保投入这一社会责任行为与银行贷款的回归结果，在 0.01%的水平下，环保投入会对

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起到显著作用。环保投入是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责任行为，人们愈加关注企业

生产经营不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污染。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从“粗放型发展模式”转向“集约化”的

绿色发展模式以来，各级政府对于企业环保的监控和企业污染的治理也越来越严，因此有政治关联的企

业主动投资环保充分体现了企业对社会和政治风向的准确把控，以及自身承担起环保责任的意识，所以

两类政治关联与环保投入的交乘项也均正向显著。 
 

Table 7. Retur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estment and bank loans 
表 7. 环保投入与银行贷款回归 

因变量：银行贷款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环保投入 0.514*** 
(0.153) 

0.457*** 
(0.138) 

0.250** 
(0.111) 

0.483*** 
(0.162) 

0.235 
(0.162) 

是否有政治身份  0.370** 
(0.164)    

环保投入*政治身份   0.450* 
(0.260)   

是否建立党组织    0.959*** 
(0.143)  

环保投入*党组织     0.746*** 
(0.196) 

Constant −2.749*** 
(0.752) 

−2.729*** 
(0.762) 

−2.662*** 
(0.775) 

−2.675*** 
(0.707) 

−2.752*** 
(0.742) 

Observations 2215 2172 2172 2038 2038 

R-squared 0.375 0.376 0.376 0.386 0.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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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企业积极承担外部社会责任会对企业树立财力雄厚和负责守信的社会形象起到明显的促

进作用，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因为这一层关系进一步促进了这一作用产生。当分别用政治身份和党组织

建设分别对这三种社会责任行为进行调节时，发现政治身份的调节作用不及党组织建设的作用那么显著。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从组织层面建立政治关联，有利于宣导相关政策，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帮助企业

树立生产运营良好且诚信守责的良好形象，进而帮助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民营企业的经营过程始终以价

值最大化为最终目标，接受党组织的引导承担外部社会责任，既可以看作是其借助党组织的文化和制度

进一步规范企业行为，帮助组织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也可以看作是企业主要负责人做的一项投资决策，

通过这样的行为支付一定的成本，以巩固与政府、政党的联系，塑造一个良好企业外部形象，进而帮助

企业获得融资，得到对企业最为有利的结果。 
3) 内部社会责任行为、政治关联与银行贷款回归分析 
第二部分的回归结果显示了企业的外部社会责任对企业融资有一定正向作用，有政治关联企业通过

外部社会责任相关行为产生正外部效应，并据此获得银行贷款。内部社会责任行为是企业针对企业员工

所承担的责任，为员工提供的福利、酬劳、工作条件等。第三部分主要讨论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这

一内部社会责任行为、政治关联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关系。 
 

Table 8. Social security payment and bank loan return 
表 8. 社保缴纳与银行贷款回归 

因变量：银行贷款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社保缴纳 0.0981 
(0.152) 

0.0872 
(0.157) 

−0.0255 
(0.169) 

0.0851 
(0.142) 

−0.194 
(0.133) 

是否有政治身份  0.429** 
(0.182)    

社保缴纳*政治身份   0.202 
−0.237   

是否建立党组织    1.018*** 
(0.149)  

社保缴纳*党组织     0.715*** 
(0.170) 

Constant −2.489*** 
(0.762) 

−2.477*** 
(0.767) 

−2.449*** 
(0.786) 

−2.415*** 
(0.720) 

−2.531*** 
(0.745) 

Observations 2224 2181 2181 2046 2046 

R-squared 0.372 0.375 0.372 0.384 0.375 

 
表 8 呈现了社保缴纳与银行贷款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并不显著。通过政治身份进行调节结果也不

显著，而通过党组织建设进行调节时，显示在 0.01%的水平下，建立了党组织的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

险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产生正向显著作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结论支持了假设 4。这说明内部社会

责任行为，因为其内部隐蔽性，缺乏外部广告效应，且在时间和费用上负担都较重，通常不会成为影响

企业树立形象的手段，因此其对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来说作用也较小。但社保费用缴纳等内部社会责任，

是企业应对员工提供的基本福利，也是企业对员工应负的法定义务。在企业主层面，因为其自利动机，

对此重视不足。企业建立党组织后，企业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也通常是由企业的管理者担任，党组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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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任职董事会、管理层的制度安排实现了党组织与企业经营管理层的交叉重合，使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

影响民营企业的经营活动成为可能，进一步促进党组织的规章制度在组织层面起到对企业经营的合法性

和合规性起到监督和制约作用。进一步积极引导企业遵从国家法规，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为员工提供

基础保障。这一行为对企业融资产生影响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建立党组织的大多是制度体系较为完备

的成熟企业，可以通过党组织引导其合法经营，并且企业有能力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另一方面，为员

工缴纳社会保险这体现了企业对员工价值的重视，有利于激励员工投入生产和工作，有利于企业获得长

足发展，进而帮助其获得银行贷款。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企业主政治身份和企业党建这两种政治关联为切入点，结合企业承担的内外社会责任，通过

实证研究，探讨了政治关联与社会责任行为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的政治关

联与内外社会责任行为不同情形与组合下，对企业融资的影响进行进一步检验。 
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 企业的经营绩效、生产规模、经营年限等因素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影响显著，

这是影响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毋庸置疑的重要因素；2) 在企业主政治身份与企业党组织建设的比较上，政

治身份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影响较弱于企业层面党组织对于获得融资便利的影响；3) 在内外社会责任

的对比中，外部社会责任行为(慈善捐赠、环保投入、公益合作)相较于内部社会责任行为(社保缴纳)而言

对于获得银行贷款方面影响更为显著；4) 在不同政治关联与社会责任的交互中，政治身份与党组织建设

的交互作用均显著，但党组织建设的交互作用更为显著，在社保缴纳与两种政治关联的交互中，仅有党

组织建设与社保缴纳结果显著。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了以下几个研究启示： 
第一，从企业自身经营绩效来看，企业本身的经营状况是影响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关键因素，这是

不容置疑的。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微观主体，获取利润是保证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首要条件，也是

银行评判企业能否偿债的重要依据，因此只要求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而对盈利避而不谈，或是把承

担社会责任和企业建立政治关联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法宝，都会脱离企业生产经营获得自身安身立命本

钱的实际。而在此基础上，对于银企之间如何进一步消除信息不对等，企业如何树立良好形象的相关影

响因素以及可能的作用机制仍有探究的必要，对于政府如何引导企业除生产盈利之外的社会责任行为，

构建“亲和清”的政商关系，以及应对广大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仍有一定的意义。 
第二，在政治身份与组织嵌入这两种政治身份对企业获得贷款的回归检验中，政治身份的影响显著，

这主要是因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两种政治身份的筛选较为严格，象征着一定的政治位阶，拥有的政

治身份不仅仅代表对其社会精英的身份以及其做出成绩的肯定，还预示着其应当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

以匹配其拥有的政治身份，因此在现有研究中大量证实了政治身份对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显著影响。

但是政治身份的影响显著性较弱于组织嵌入，这是在以往研究中常常被忽略的。不同于企业主个人获取

政治身份，建立党组织的企业通常是较为成熟且发展较好的企业，且企业负责人常常在党组织中承担重

要角色，因此私营企业嵌入党组织一方面可以将各类政治信息资源传达到企业层面，另一方面也可以使

党组织更为深入地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社会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个人身份和关系易受人事

变动或亲属关系产生的变动，党组织的稳定性更强，这对于企业生产经营的长期介入、引导企业承担内

外社会责任进而影响到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产生一定影响。这说明借助于基层党组织这一渠道，广大民营

企业与执政党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关系纽带，这种纽带使得企业主和企业与执政党保持着长期互惠和政

治互信的演化关系，这为十八大、十九大以后鼓励广大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提供了一定的合理化证据。 
第三，本文将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分为外部社会责任和内部社会责任，其中外部社会责任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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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其社会责任担当，提高企业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有效手段，也有研究指出这是民营企业构建政治关系

的一种经济手段，甚至于称此为“政治献金”。但是内部社会责任行为，即为员工缴纳社保，则因为其

内部隐蔽性对于企业的获得银行贷款作用不显著，在不同程度上被企业忽视。从现有研究中发现，企业

的外部社会责任行为要么是为了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要么是因为政治关联和行政命令而产生的连带行

为，大多数企业将其视为一种商业策略和广告投资，为员工缴纳社保这一内层责任因其广告效应不足而

被忽视，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法定义务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了。而在不同政治关联与社会责任行为

的交互检验中，为员工缴纳社保这一内部社会责任行为与政治身份的交互结果不显著，而以企业党建进

行交互结果显著。这说明了企业主个人向上获取政治资源的作用有限，且难以在企业全局和制度上产生

较为广泛深远的影响，而党组织担负着对企业行为导向引领的功能，并拥有正式组织的完善制度和组织

优势，对于引导企业积极承担内部社会责任，积极保障员工福利的作用更显著。这对于执政党运用统合

策略来说，不仅仅应该关注通络优秀企业家，还应该在企业整体层面上通过嵌入党组织的方式，促进政

策宣导，并对企业行为进行合法化引导。 
最后，本文还引发执政党和政府如何应对“政商关系”纽带下映射出来的相关问题的思考，尤其是

民营企业党建作用如何发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高成本以及民营企业融资难等问题。在如何发挥民营

企业党建的作用上，首先应当明确的是进一步扩大基层党组织的覆盖面，合理合法在民营建立党组织，

对于新时代夯实我党的执政基础，进一步挖掘广大民营企业的力量，引导民营企业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治

理中来具有深远意义。在此基础上，结合利润最大化或价值最大化仍是民营企业的最终目标的实际，政

党统合应当尊重企业客观发展实际，党组织应当建立在企业已经逐步成熟的基础上，有成熟的组织架构

和厚植的企业文化，这样才能够使得党组织在企业中得以嵌入并发挥作用。在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上，

尤其是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对于构建良好的劳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

是各级政府一直以来的目标之一。但私营企业不同于国有企业必须配备党组织的要求，大多数企业游离

在党组织之外，且要承担社保费用支出是一个极高成本的事，许多企业以不缴或少缴社保的方式规避如

此高额的成本。而如果企业嵌入党组织势必会对企业缴纳社保形成监督作用，而这些都将会增加企业成

本、抑制经营和投资，而对于企业来说，进一步扩大经营，将更多的资金投入研发生产，以此创造更多

的税收和就业机会，这才是企业得以存续，市场经济得以焕发活力的基础要素。所以应当重视企业承担

内部社会责任的高成本问题。在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上，诸多研究和本文的结论也揭示了政治关联和外

部社会责任行为有助于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借贷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化程度不高，但

是一定程度上借助政治关联获得银行贷款的方式就很有可能扰乱市场秩序，让真正需要贷款而又没有政

治关联的企业得不到融资，也会让某些拥有政治关联但经营不善的企业获得贷款，最终形成不良贷款。

所以一方面加快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促进借贷双方的了解，打破现阶段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中小

企业和贷款难问题；另一方面，政商关系需要建立，但需要以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目的，保持在

合法合规合理的框架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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