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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内部社会资本是中小企业重要的内部资源。为研究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下中小企业内部社会资本

与供应链恢复能力之间的关系，以社会资本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激活理论为基础，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

基于 181 份中小制造企业问卷调查数据对研究框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内部社会资本的 3 个维度即结构资

本、关系资本和认知资本均正向影响供应链恢复能力; 环境包容负向调节内部社会资本与供应链恢复能力的

关系; 时间压力在内部关系资本与供应链恢复能力的关系中具有倒 U 型调节作用。
关键词: 供应链; 恢复能力; 内部社会资本; 层次回归分析; 环境包容; 时间压力

中图分类号: F425 DOI: 10． 3963 / j． issn． 2095 － 3852． 2020． 06． 012

收稿日期: 2020 － 07 － 28．
作者简介: 刘明菲( 1963 － ) ，女，湖北武汉人，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物流与供应链、市场营销．
基金项目: 安全预警与应急联动技术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开放课题项目( JD20160251) ．

随着精益生产、外包等战略措施在企业中的

推广，多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各种突发事

件频发，企业供应链中断风险正日益上升。以新

冠肺炎疫情为例，工人无法复工、物料供应困难、
销售渠道瘫痪等问题使企业供应链难以正常运

转。2020 年 2 月初，现代汽车公司宣布其韩国工

厂因无法得到中国生产的电缆配件暂时停产，而

刚在上海建立工厂的美国电动汽车巨头特斯拉，

也宣布延迟在华推出 Model 3 电动汽车，可见如

何有效快速恢复供应链的正常运作已经成为各行

各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企业供应链恢复能力的研究中，江中

玉［1］基于服装行业的实证研究表明，面临突发事

件时，企业与合作伙伴的社会资本通过提高企业

知识获取的数量和质量正向影响企业的快速恢复

能力。SHIKHA 等［2］分析了供应链恢复的八大关

键成功因素，构建灰色 DEMATEL 模型，指出在一

定程度上，供应商弹性能力、脆弱性信息共享程

度、恢复性资源的共享程度、企业适应性能力 4 个

因素均将直接影响企业供应链恢复能力。万杰

等［3］基于元胞自动机模型，分析在投入资源、时

间、恢复策略不同 ( 局部恢复策略、独立恢复策

略、整体恢复策略) 的情况下，链状供应链和网状

供应链的灾后恢复过程。MIKAELLA 等［4］ 基于

对多个企业的访谈，利用扎根方法定性研究了内

部社会资本对企业供应链弹性和恢复能力的重要

作用。
已有研究大多关注企业不同供应链应对策略

及外部关系网络对恢复能力的影响，忽略了中国

情境下企业内部关系网络和结构对于供应链恢复

的重要作用。面对突发事件带来的供应链中断，

不同于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仅拥有较少的有形

资源，如金融、基础设施或技术［5］，且由于市场地

位较低、影响力较弱，供应链中断给中小企业带来

的负面影响更难承受。信息加工理论指出，面对

不确定环境，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组织的信息加

工能力，而内部社会资本是促进企业内部信息交

换和知识创造与积累的重要内部资源［6］。此外，

对于困境中的中小企业而言，选择从内部运营管

理角度来提升供应链的风险抵御能力将更有利于

其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能力。为此，笔者将内部

社会资本作为切入点，以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研

究内部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供应链恢复能力的影

响，以期为相关企业应对突发事件提供新的思考。

1 文献回顾与假设

1． 1 供应链中断与恢复

供应链中断是指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发生的意



外事件，打断了供应链中产品和服务的正常流动，

从而使企业面临各种风险，如经营风险和财务风

险［7］。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发生概率小，持续时间

长，危害性大，成为企业供应链中断的重要原因。
2001 年英国口蹄疫疾病的爆发导致不少企业发

生供应链中断，自此开始有学者关注这一问题，并

将弹性引入供应链管理领域［8］。弹性是系统在

保持基本功能和结构的同时，适应变化和处理突

发事件的能力。关于供应链弹性内涵的研究，如

NITYA 等［9］通过探讨大数据分析能力对供应链

弹性的作用，将供应链弹性概括为企业供应链在

动荡变 化 中 生 存、适 应 和 成 长 的 能 力。PONO-
MAROV 等［10］通过对风险管理和供应链管理等相

关学科文献进行梳理，提出供应链弹性包括对意

外事件的准备能力、响应能力和恢复能力。朱新

球［11］指出供应链弹性包括灵活性、供应链风险管

理能力及供应链的恢复能力。基于此，笔者认为

供应链弹性包含了对意外事件的准备能力、事情

发生时的响应能力和事件发生之后的恢复能力。
鉴于研究场景是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发生后的供

应链中断问题，故选择供应链恢复能力作为研究

变量。
针对供应链中断情景下的恢复能力测量，赵

慧达［12］基于二元语义，围绕快速恢复、吸收损失、
恢复成本、资源重组、恢复计划等方面构建了供应

链恢复能力测量体系。CHOWDHURY 等［13］通过

对供应链稳定性、应对能力和恢复能力进行研究，

提出可从供应链恢复时间、所需成本、吸收中断和

减少损失影响的能力 4 个方面对恢复能力进行评

估。因此，笔者采用供应链恢复速度、恢复成本、
损失规避和承担能力来评估供应链恢复能力。
1． 2 内部社会资本与供应链恢复能力

社会资本是组织关系网络中所蕴含的可获得

和可利用的资源。不同于外部社会资本，内部社

会资本是根植于企业内部关系网络中的所有潜在

资源和实际资源，其核心要素是成员之间的复杂

关系，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紧密程度、彼此关系联

结的方式及企业愿景与员工追求的一致性［14］。
社会资本中的共同愿景、信任和社会联系可以降

低主体之间冲突发生的概率，促使成员之间产生

合作行为。文献［4］首次将企业内部社会资本与

供应链弹性联系起来，定性研究了内部社会资本

中结构维度、关系维度、认知维度对供应链弹性能

力的重要影响。叶庆玲［15］以企业内部资本和组

织创新为研究对象，通过回归分析验证了两者之

间的正相关关系。李迁等［16］对供应链中社会资

本、不确定与机会主义的关系进行研究，指出社会

资本中的认知维度负向影响供应链成员内部的不

确定性，关系维度负向影响供应链成员行为的不

确定性，而供应链中的不确定性越高，机会主义行

为的发生概率就越大。
根据目前多数学者对于社会资本的划分和研

究，同时考虑到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发生后影响企

业供应链恢复的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还包

括彼此之间建立联系的方式和状态，以及对组织

的认同，故从结构资本、关系资本和认知资本 3 个

维度来度量内部社会资本。
( 1) 结构资本是指组织内部关系网络节点之

间的联系及这些联系的模式，反映节点成员之间

基于内部关系网络结构的双向互动状况，表现为

企业内部关系网络结构的强度和密度［17］，具体可

描述为组织结构的层级、成员之间地理位置的距

离、群体规模的大小等。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受影

响的企业需要迅速收集信息进行资源的重新配

置，扁平化的组织结构、较小的决策规模将有利于

企业内信息的传播，提高决策效率，同时互联网等

新型沟通媒介将有助于企业打破突发事件发生后

组织成员难以进行面对面沟通的桎梏。此外，组

织成员之间地理位置的分布也决定了企业在供应

链中断后是否能保证员工及时到位，进而影响到

企业供应链恢复速度。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1 中小企业内部结构资本正向影响供应

链恢复能力。
( 2) 关系资本是指通过人际关系获得的或根

植于人际关系的资产，描述了人际关系的质量及

这种关系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和加强［18］。
关系资本层面包括以密切互动、友谊、信任、尊重、
互惠等为特征的人际关系。根据信息加工理论，

组织就是一个信息处理系统，面对各种不确定性，

其主要功能是对工作单元进行适当配置，以增强

组织的信息处理能力，包括促进信息的有效收集、
处理、分发，减少信息处理的需要等，而基于信任、
尊重的人际关系将促进内部隐性知识与资源的获

取、信息交换与协作的意愿。因此，笔者提出如下

假设:

H2 中小企业内部关系资本正向影响供应

链恢复能力。
( 3) 认知资本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内部

关系网络成员相互作用形成的对集体行为的目

标、规范和方式的共同理解，反映了个体对所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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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基本认知，包括组织文化、共同价值观等方

面［19］。成员对组织的价值观、目标越了解，则越

可能做出对组织有利的行为，如认同组织文化和

价值观的员工在组织面对危机时更有可能团结一

致、彼此鼓励，积极探索外部环境，不断找寻新资

源以帮助企业恢复供应链的正常运转［20］。此外，

员工对组织认同感越高，其离职意向就越低［21］，

而较长任职时间的员工意味着他们在工作任务上

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和专业知识，能够将经验知识

用于解决新问题，表现出较高的创新行为，进而提

高企业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22 － 23］。因此，笔者提

出如下假设:

H3 中小企业内部认知资本正向影响供应

链恢复能力。
1． 3 环境包容

资源依赖理论指出，企业依赖环境获取稀缺

资源以维持生存，缺乏对重要资源的控制会给企

业运行带来不确定性［24］。环境包容性是指企业

经营环境中所需资源的充裕程度及企业获得这些

资源的难易程度［25］。ZHAO 等［26］探究了环境包

容性在关系资本与供应链敏捷性之间的调节作

用。郭海等［27］基于交易成本和动态能力理论，考

察了环境包容性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外

部环境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关键资源，但不同环境

要素对供应链恢复的调节影响还有待探讨。
在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面前，企业的行为

通常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以此次疫情为例，

疫情期间口罩、消毒液等消护用品成为刚需，包括

政府在内的全社会资源如物流、银行等都在为口

罩等生产企业“亮绿灯”，这类企业在疫情期间的

供应链恢复能力显著优于其他企业。环境包容性

越强，可获取的资源越多，企业越有可能通过其他

资源来实现供应链的快速恢复; 环境包容性越弱，

企业可从外部获取的资源越少，企业只能从自身

资源能力出发来谋求供应链的恢复。因此，笔者

提出如下假设:

H4a 环境包容负向调节内部结构资本与供

应链恢复能力的关系;

H4b 环境包容负向调节内部关系资本与供

应链恢复能力的关系;

H4c 环境包容负向调节内部认知资本与供

应链恢复能力的关系。
1． 4 时间压力

时间压力是一种对时间限制或最终期限的主

观反应［28］，是对完成一项任务的有限时间的昂贵

感知［29］，可理解为感知到的时间稀缺，是在时间

限制下个体的一种情绪体验或心理状态。根据激

活理论，时间压力和激活水平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在一定范围内，员工所认知到的时间压力越大，他

们感受到的激活水平就越高。但只有处于中等激

活水平时，个体才被认为处于最佳刺激状态，即当

员工感知到的是中等时间压力水平时，他们的行

为表现处于最佳状态［30］。突发事件发生后，企业

的时间压力主要来自于需求的及时满足和企业快

速恢复正常运营以保证企业存续，时间压力最终

会通过工作任务传递给组织内部成员。时间压力

能够增加团队成员间的信任，当时间压力较低时，

随着时间压力的增加，团队成员间心理距离减小，

从而有助于团队成员间信任的建立［31］。成员间

的信任作为关系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够

使团队成员充分讨论自己和其他成员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还能够增加团队成员行动的自觉性，改善

工作绩效，从而提高供应链恢复能力，但是过大的

时间压力会使成员感到焦虑，降低工作热情。因

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5 时间压力在内部关系资本与供应链恢

复能力的关系中具有倒 U 型调节作用。
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关于时间压力与结构资

本、认知资本的相关研究论断，故暂不对时间压力

在内部认知和结构资本对供应链恢复能力的影响

关系中的作用做出假设。
综上所述，笔者构建中小企业内部社会资本

与供应链恢复能力研究的假设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假设模型

2 研究设计

2． 1 问卷和量表设计

为保证问卷内容效度，问卷主要采用国内外

成熟量表，并结合我国情景进行适当改编。内部

社会资本中结构资本的测量参照文献［4］，设置 4
个题项，关系资本和认知资本参照文献［32］，各

设置了 3 个题项。基于文献［13］的研究内容，从

恢复速度、恢复成本、损失规避和承担能力 4 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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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供应链恢复能力进行测量，共 4 个题项。时

间压力的测量参照了文献［33］，包含 4 个题项。
环境包容的测量参照文献［28］，共设计 4 个题项。

为避免非本文研究变量对研究结果的干扰，

选择企业规模、企业性质、企业年限作为控制变

量。企业规模采用员工人数进行衡量; 企业性质

方面，国有企业赋值为 1，其他为 0; 企业年限方

面，以企业成立年数进行衡量。
2． 2 样本选择和数据收集

正式调查之前，邀请武汉某高校 MBA 学生进

行预调查以检验问卷设置的合理性，通过微信和

邮件等线上方式回收数据，得到有效数据共 58
份。回收数据通过了信度检验 ( Cronbach' s α) 、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

信度和效度。
制造企业的供应链各个环节联系更为密切，

且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主要经济单位，更容易受到

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影响，因此正式调查中选择

中小制造企业中物流、供应链管理、生产运营等部

门的管理人员作为调查对象。基于国家统计局对

中小微企业的最新( 2017 年) 划分标准，将员工人

数在 20 ～ 1 000 人范围内的企业作为中小企业。
采用邮件、微信等线上渠道，通过目的抽样和滚雪

球抽样进行问卷的投放。问卷数据收集工作于

2020 年 3—4 月进行，最终回收问卷 237 份，剔除

具有问卷填写时间过短、IP 地址重复、逻辑错误、
非中小企业等特征的问卷数据，最终得到有效问

卷 181 份，问卷有效率为 76． 37%。有效样本数

据中，企业规模方面，员工人数在 20 ～ 300 人区间

( 小型企业) 的样本占 63． 54%，员工人数在 300 ～
1 000 人区间( 中型企业) 的样本占 36． 46% ; 企业

年限方面，成立年限在 1 年以内的占 7． 18% ; 成

立年限在 1 ～ 5 年( 含 5 年) 的占 71． 27% ; 成立年

限在 5 ～ 10 年( 含 10 年) 的占 18． 23% ; 成立年限

在 10 年以上的占 3． 32%，表明研究样本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

3 结果分析

3．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检验共同方法偏

差，进而评估其实际产生的影响。在探索性因子

分析中，若未旋转的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大于

50%，则表明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否则说明

共同方法偏差不足以严重影响研究结果［34］。利

用 SPSS 24． 0 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未

旋转的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34． 806%，小于

50%，表明样本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不影响后续分析。
3． 2 信度和效度检验

为检验最终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还需进

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信度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可知问卷整体及各个变量的 Cronbach's α 系数均

大于 0． 800，表明问卷信度较高。

表 1 信度检验结果

分析对象 Cronbach's α 项数

问卷整体 0． 892 22

结构资本 0． 881 4

关系资本 0． 855 3

认知资本 0． 920 3

供应链恢复能力 0． 873 4

时间压力 0． 877 4

环境包容 0． 889 4

对数据进行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以评估

数据有效性，结果如表 2 所示，可看出各变量的

KMO 值均大于 0． 700，且各变量 Bartlett 球形检验

概率均小于 0． 05，表明问卷调查收集到的数据具

有较高的效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表 2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

分析对象 KMO χ2 df Sig．

问卷整体 0． 865 2 732． 938 231 0． 000

结构资本 0． 838 382． 518 6 0． 000

关系资本 0． 733 240． 112 3 0． 000

认知资本 0． 750 404． 189 3 0． 001

供应链恢复能力 0． 836 349． 619 6 0． 000

时间压力 0． 830 370． 792 6 0． 000

环境包容 0． 835 413． 659 6 0． 000

以潜变量相关系数小于 AVE 平方根为准则

检验区分效度，相关系数及 AVE 平方根值如表 3
所示，其中 AVE 平方根值在对角线上，其他数值

为相关系数，结果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综上可知，研究中所有变量的测量都显示出较高

的信度和良好的效度。
同时，从表 3 可知，时间压力与供应链恢复能

力的相关系数为 － 0． 10，且 p ＜ 0． 05，表明时间压

力与供应链恢复能力显著负相关; 环境包容与供

应链恢复能力的相关系数为 0． 75，且 p ＜ 0． 01，表

明环境包容与供应链恢复能力显著正相关，这些

数据为假设检验提供了初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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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N =181)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 企业性质 0． 28 0． 45 —
2 企业规模 2． 37 0． 64 － 0． 11 —
3 企业年限 3． 09 0． 94 － 0． 06 0． 52＊＊ —
4 结构资本 3． 53 0． 79 － 0． 09 0． 21＊＊ 0． 23＊＊ 0． 80
5 关系资本 3． 51 0． 72 － 0． 04 0． 26＊＊ 0． 24＊＊ 0． 48＊＊ 0． 81
6 认知资本 3． 38 0． 93 － 0． 24＊＊ 0． 30＊＊ 0． 26＊＊ 0． 61＊＊ 0． 50＊＊ 0． 83
7 时间压力 3． 60 0． 76 － 0． 20* － 0． 03 － 0． 11 0． 03 0． 17* 0． 14 0． 85
8 环境包容 3． 65 0． 84 0． 15* 0． 26＊＊ 0． 18* 0． 31＊＊ 0． 25＊＊ 0． 22＊＊ － 0． 10 0． 84

9 供应链恢复能力 3． 72 0． 72 0． 03 0． 39＊＊ 0． 34＊＊ 0． 44＊＊ 0． 42＊＊ 0． 39＊＊ － 0． 10* 0． 75＊＊ 0． 81

注: ＊＊、* 分别表示在 0． 01、0． 05 水平上显著( 双侧检验)

3． 3 假设检验

为检验内部社会资本与供应链恢复能力之间的

关系，将企业特征作为控制变量，构建了模型 1 ～
模型 4 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由

表 4 可 知，结 构 资 本 的 回 归 系 数 为 0． 37，p ＜
0． 01，表明结构资本与供应链恢复能力显著正相

关; 关系资本的回归系数为 0． 33，p ＜ 0． 01，表明

关系资本与供应链恢复能力显著正相关; 认知资

本的回归系数为 0． 31，p ＜ 0． 01，表明认知资本与

供应链恢复能力显著正相关。因此，假设 H1 ～ 假

设 H3 得到验证。
参照文献［35］对调节效应的检验，分别对自

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并构建自变量

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通过回归模型中交互项的

显著性来判断调节作用是否显著。为此，构建模

型2a ～ 模型4b，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 4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N =181)

变量
因变量: 供应链恢复能力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企业性质 0． 07 0． 10 0． 07 0． 13＊＊

企业规模 0． 30＊＊＊ 0． 25＊＊＊ 0． 24＊＊＊ 0． 24＊＊＊

企业年限 0． 19＊＊ 0． 13* 0． 14* 0． 14*

结构资本 0． 37＊＊＊

关系资本 0． 33＊＊＊

认知资本 0． 31＊＊＊

R2 0． 18 0． 31 0． 28 0． 26
调整后的 R2 0． 17 0． 30 0． 26 0． 17

F 值 12． 96＊＊＊ 32． 64＊＊＊ 23． 81＊＊＊ 19． 50＊＊＊

注: ＊＊＊、＊＊、* 分别表示在 0． 01、0． 05、0． 1 水平上显著

( 双侧检验)

由表 5 可知，结构资本与环境包容交互项的回归

系数为 － 0． 13，p ＜ 0． 1，表明环境包容在结构资本

与供应链恢复能力之间存在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表 5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N =181)

变量
因变量: 供应链恢复能力

模型 2a 模型 2b 模型 3a 模型 3b 模型 4a 模型 4b 模型 5a 模型 5b
企业性质 － 0． 04 － 0． 04 － 0． 05 － 0． 05 － 0． 01 － 0． 03 0． 05 0． 06
企业规模 0． 12＊＊ 0． 13＊＊ 0． 11* 0． 12* 0． 11* 0． 12＊＊ 0． 24＊＊＊ 0． 21＊＊＊

企业年限 0． 11＊＊ 0． 12＊＊ 0． 11* 0． 11* 0． 11* 0． 13＊＊ 0． 12* 0． 11*

结构资本 0． 19＊＊＊ 0． 19＊＊＊

关系资本 0． 19＊＊＊ 0． 18＊＊＊ 0． 35＊＊＊ 0． 19＊＊

认知资本 0． 18＊＊＊ 0． 17＊＊＊

时间压力 － 0． 13* － 0． 16＊＊

环境包容 0． 64＊＊＊ 0． 64* 0． 66＊＊＊ 0． 64＊＊＊ 0． 66＊＊＊ 0． 64＊＊＊

结构资本 × 环境包容 － 0． 13*

关系资本 × 环境包容 － 0． 13＊＊＊

认知资本 × 环境包容 － 0． 10＊＊

关系资本 × 时间压力 0． 04 0． 19*

关系资本 × 时间压力2 － 0． 26＊＊

R2 0． 648 0． 649 0． 650 0． 657 0． 643 0． 649 0． 296 0． 322
调整后的 R2 0． 638 0． 637 0． 640 0． 645 0． 632 0． 637 0． 271 0． 294

F 值 116． 300＊＊＊ 0． 400* 186． 010＊＊＊ 3． 690＊＊ 186． 470＊＊＊ 3． 380＊＊＊ 0． 467* 6． 651＊＊

注: ＊＊＊、＊＊、* 分别表示在 0． 01、0． 05、0． 1 水平上显著( 双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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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资本与环境包容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 －0． 13，

p ＜ 0． 01，表明环境包容在关系资本与供应链恢复

能力之间存在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认知资本与环

境包容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 － 0． 10，p ＜ 0． 05，表

明环境包容对认知资本与供应链恢复能力之间存

在显著 负 向 调 节 作 用。因 此，假 设 H4a、假 设

H4b、假设 H4c 得到验证。
温素彬等［36］认为，当调节变量的二阶调节项

( 关系资本 × 时间压力2 ) 系数显著且为负时，表

明存在显著的倒 U 型调节效应。因此，分别引入

关系资本与时间压力的交互项和关系资本与时间

压力的二阶调节项，构建模型 5a 和模型 5b。由

表 5 可知，当引入时间压力的二阶调节项后，R2

值增加到 0． 322，说明模型的整体解释力有所提

高; 关系资本的回归系数为 0． 19，p ＜ 0． 05，表明

关系资本与供应链恢复能力显著正相关; 时间压

力一阶调节项的回归系数为 0． 19，p ＜ 0． 1，时间

压力的 二 阶 调 节 项 的 回 归 系 数 为 － 0． 26，p ＜
0． 05，验证了时间压力在内部关系资本与供应链

恢复能力的正向关系中具有显著的倒 U 型调节

作用，假设 H5 得到验证。

4 结论与建议

4． 1 研究结论

利用 181 份来自中小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数

据，实证分析了内部社会资本对于提高中小企业

供应链恢复能力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 ①内部

社会资本的 3 个维度即结构资本、关系资本和认

知资本均正向影响中小企业的供应链恢复能力，

其中结构资本影响效应最大，关系资本次之。这

一结果为企业从内部经营管理层面上提高供应链

风险应对能力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证据。②环境包

容负向调节内部社会资本与供应链恢复能力的关

系，这一结论与前人关于环境特征的影响研究保

持一致。③时间压力在内部关系资本与供应链恢

复能力的关系中具有倒 U 型调节作用，过低或过

高的时间压力均不利于内部关系资本发挥作用。
4． 2 管理建议

( 1) 注重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培育，增强内

部关系和结构的通畅性。首先，构建清晰、畅通的

内部结构网络，积极利用 ERP、智慧云等技术实

现企业内部沟通交流方式多元高效，提高供应链

预警能力以保证危机来临时企业内部有效的信息

交流和知识交换。其次，注重部门之间、员工之

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培养，通过项目合作、

师徒制等方式加强彼此之间的了解，促进企业内

部隐性和显性知识流动。最后，将企业目标与员

工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提高员工的组织认同，同

时以每一次突发事件为契机，反思总结教训，不断

提高员工和部门的风险管理意识，为下一次突发

事件积累制度性应对经验。
( 2) 当环境包容性越强时，企业供应链的恢

复对于内部社会资本的依赖就越弱。因此，企业

不仅要努力培育内部社会资本，还要积极和政府、
供应商、顾客等利益相关者建立友好联系，积极主

动与上下游企业展开合作，构建信息共享、利益共

享、互惠互利的协作关系，主动营造一个包容性强

的外部环境。
( 3) 时间压力在内部关系资本与供应链恢复

能力之间的倒 U 型调节作用表明企业在对员工、
部门施加压力时必须掌握分寸，既要让员工感受

到紧迫感也要让他们看到希望，使之处于一种最

佳的“激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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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Social Capital of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Enterprises and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LIU Mingfei，ZHOU Kai，RAN Yaxuan

Abstract: Internal social capital is an important internal resource of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enterprises( SMES) ． In order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l social capital of SMES and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under public security emergen-
cies，based on social capital theory，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activation，the research framework is verified
through 181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of SMES with hierarchy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ree dimen-
sions of internal social capital，including structural capital，relational capital and cognitive capital，all positively affect the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between them，environmental munificence plays a negative regulating role，and time pressure plays an inverted
u － shaped regulating role．

Key words: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internal social capital; hierarchy regression analysis; environmental munificence;

time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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