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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对新产品的影响：

基于ＣＥＯ背景特征的调节效应研究

张力若，　尤建新，　王　莉
（同济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２０００９２）

摘　要：　针对公司专利与新产品的关系以及与ＣＥＯ背景特征对其的调节效应问题，收集整理了

来自全球ＩＴ产业的１２１家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公司专利与新产品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

系；当ＣＥＯ是男性时，公司专利对新产品上市有正向影响；ＣＥＯ年龄在公司专利和新产品上市之

间起着负向调节效应；ＣＥＯ学历在公司专利和新产品上市之间起着正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可供

企业选聘ＣＥ０以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参考。

关键词：　专利；新产品；ＣＥＯ背景；调节效应

中图分类号：　Ｇ３０６；Ｆ２７２．９２　　　文献标志码：　Ａ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ＰａｔｅｎｔｏｎＮｅｗＰｒｏｄｕ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ＥＯ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犣犎犃犖犌犔犻狉狌狅，　犢犗犝犑犻犪狀狓犻狀，　犠犃犖犌犔犻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ｏｎｇｊ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９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ａ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ｎｅｗ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ｆｒｏｍ

ＣＥＯ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ｏ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１２１ｌｉｓｔｅｄ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ｉｎ

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１．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ｎｅｗ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２．ＷｈｅｎｔｈｅＣＥＯｉｓｍａｌｅ，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ｓｐａｔｅｎｔｓｈａｓ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ｎｅ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３．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ＣＥＯｐｌａｙｓａ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ａ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ｎｅｗ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４．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ＣＥＯｐｌａｙｓ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ａｔｅｎｔｅｄａｎｄｎｅｗ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ｃａｎｈｉｒｅＣＥＯｆｏｒ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ａｔｅｎｔ；ｎｅｗ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ＥＯ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ｍｏｒ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

１　引言

随着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

缩短（席昊、郭晓川，２００１），传统的以质量和成本为

优势的产品已经难以立足市场，企业开始加快新产

品开发速度以获得核心竞争力（Ａｌｉｎａ＆Ｊｅｌｅｎａ，

２００８）。新产品上市速度是指如何快速地将概念化

产品推向市场，对企业而言，新产品上市速度衡量的

是一个企业快速地将概念化产品转化为市场上实际

产品的一种能力（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新产品的推

出离不开专利申请的支持与保护，特别是在新产品

更新速度很快的ＩＴ行业，专利申请更是具备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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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一方面，ＩＴ行业本身的高技术性决定了专

利申请的必要性。另一方面，由于ＩＴ技术中大部

分新技术的产生是在原有技术上的更新改进，因此

需要专利申请进行保护支持。在这一背景下，一个

重要问题开始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专利

申请究竟是否能够提升新产品的上市速度？在学术

界，学者们对于公司专利申请和新上市产品的关系

有着许多研究。目前普遍认同的观点是，专利申请

可以帮助企业提高新产品的设计效率（Ｋｕａｎｇ＆

Ｗｅｎｇ，２０１１）、发现技术创新点、制定创新战略

（Ｊｅｅｅｕｎ＆Ｓｕｎｇｊｏｏ，２０１５），最终推动新产品扩散和

上市（张春文，２０１５；ＭｉｓｕｋＬ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因而

专利申请对于企业的新产品上市速度有推动作用。

然而在现实的案例中，通信行业巨头诺基亚的

衰落似乎也昭示着专利申请有时不一定会推动新产

品的上市速度。截至２０１４年，诺基亚在世界范围内

拥有手机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为１．２１２１万件，几

乎覆盖了手机生产的各个方面，在手机行业筑起了

一道坚不可摧的专利申请围墙。即便是这样一个专

利申请巨头，却依然在新产品的推出方面存在问题，

最终在一系列智能手机的夹击下逐渐没落（王康，

２０１４）。可见，专利申请和新产品上市速度之间并不

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其中必然存在着一定的调节

效应。

以往研究表明，高层管理人员对产品创新及新

产品上市有着重要影响（Ｃｈｅｎ，Ｄａｍａｎｐｏｕｒ＆Ｒｅｉｌ

ｌｙ，２０１０），特别是ＣＥＯ作为企业的最高管理者，其

性别、年龄和学历等背景特征方面的差异，对于公司

所有的生产、管理活动都有着重大影响。由于新产

品上市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因此其决策受到

高管的主观影响较大（Ｗａｌｓｈ＆Ｊａｍｅｓ，１９９５）。但遗

憾的是，现有研究尚未关注ＣＥＯ背景特征在专利申

请和新产品上市速度之间的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将探讨专利申请和新产

品上市速度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基于高阶梯队理

论，分析ＣＥＯ性别、年龄和学历在其中的调节效应。

最后，通过ＩＴ企业的二手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实

证检验。该研究不仅丰富了产品创新的相关理论，

而且从实践角度对如何推动新产品上市具有重要的

启示意义，特别是揭示了ＣＥＯ在其中所承担的重要

作用。

２　文献综述和假设提出

２．１　公司专利申请对新产品上市速度的直接影响

《知识产权法》曾经归纳出专利的三种含义（吴

汉东，２００９）：其一是指独占实施权；其二是指记载

发明创造内容的专利文献；其三是指取得了独占实

施权的发明创造或技术方案本身，即通称的专利技

术。本文所指专利申请是指国家依法在一定时期内

授予发明人独占其发明创造权利的申请。专利申请

在企业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专利申请权

的取得、维持和保护是企业技术竞争力得以最安全

持久、可靠有效保护的基础性措施。

对于企业来讲，专利的申请有助于保护企业对

于新技术的使用权利，为新产品的研发提供技术支

持和安全保护。专利申请权的管理可以帮助企业提

升市场价值（Ｎａｒｉｎ，１９９５）。对于同一款产品的“更

新换代”来说，专利申请可以保护其过程畅通无阻。

在某些地区，专利申请还会受到政府的奖励（刘晓，

２００６），这有助于提高企业对于新产品推出的积极

性。此外，在新产品研发初期，研发人员可以通过分

析类似的专利申请来确定企业可能存在的竞争对手

（唐炜、刘细文，２００５），发现新产品的目标市场，预测

类似产品的市场策略，从而申请更为先进的专利，更

有目的性地制定新产品的上市计划。熊璇宇（２０１１）

研究了专利申请对于新产品研发的应用，指出专利

申请不但可以提高研发效率，还能在企业遇到技术

瓶颈时提供参考方案使之顺利进行生产研发，最终

能够快速推动新产品上市。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犎１：公司专利申请对新产品上市速度有正向

影响。

２．２　犆犈犗背景特征的调节效应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和 Ｍａｓｏｎ（１９８４）的“高层梯队理论”

认为，企业是高层管理者的反映体，而高层管理者的

决策行为受到其背景特征的影响。因此，本文选取

ＣＥＯ的性别、年龄、学历这三种变量用以分析ＣＥＯ

的背景特征对专利申请与新产品二者关系的调节效

应，并根据相关理论提出研究假设。

２．２．１　ＣＥＯ性别的调节效应　一系列管理学和心

理学的研究都表明，不同性别的领导在思维方式、行

为特征、管理风格及风险偏好等方面都存在着极大

差异。因此，ＣＥＯ的性别差异势必会对企业一系列

的商业决策产生影响。

从已有研究中可以发现，与女性高管相比，男性

高管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拥有较低的风险规避性，在

做决策时通常更为果断，更加过度自信（Ｊｉｅｋｕｎ

Ｈｕａｎｇ ＆ ＤａｒｒｅｎＪＫｉｓｇｅｎ，２０１３；Ｃｌａｅｓ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黎海珊、叶建光等，２０１４）。易靖韬（２０１５）等学

者也指出，高管过度自信可以促进企业加大创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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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投入和产出，帮助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新产

品上市可以为企业带来大量利润，但是同样会使企

业面临许多未知的风险。面对此类决策，男性ＣＥＯ

过度自信、偏好风险的特点会驱使他们在公司拥有

专利申请时，更倾向于作出推动新产品上市速度的

决策。

女性ＣＥＯ大多缺少竞争力和信心，她们的性格

相对平和、细腻，更追求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特别

是在面对财政与投资决策时，更易表现出较低的风

险偏好性（Ｂａｒｂｅｒ＆ Ｏｄｅａｎ，２００１），因此她们的决

策行为通常更加保守（肖玲、陈金龙，２０１４）。专利的

转化与新产品的上市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女

性ＣＥＯ会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分析公司专利的实际

价值，以及推向市场面临的潜在风险，并依次做出新

产品上市的决策，虽然这有利于降低企业内部风险

（Ｋｈａｎ＆Ｖｉｅｉｔｏ，２０１５），但也势必会影响新产品上

市的速度。

因此，本文作出以下假设：

犎２：ＣＥＯ性别在公司专利申请和新产品上市

速度之间起着调节效应：当ＣＥＯ是男性时，公司专

利申请对新产品上市速度有正向影响；当ＣＥＯ是女

性时，公司专利申请对新产品上市速度的影响不

显著。

２．２．２　ＣＥＯ年龄的调节效应　年龄可以反映高管

过去的从业经历、社会经验，也可以体现他们对于企

业决策的态度。不同年龄的ＣＥＯ，其决策态度和管

理能力均有所不同。曾涛（２０１３）通过分析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不同年龄段ＣＥＯ的风险决策行为，指出

ＣＥＯ年龄与其公司的风险决策行为呈现负相关的

关系，即年龄越高、越不易作出高风险决策。具体来

讲，他们会减少研发投入，更倾向于多元化管理企业

业务，维持较低的营业杠杆（Ｓｅｒｆｌｉｎｇ＆ Ｍａｔｔｈｅｗ，

２０１４）。

年轻的ＣＥＯ通常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例如推

理与记忆能力），因此能为决策提供更好的资源

（Ｂａｎｔｅｌ＆Ｊａｃｋｓｏｎ，１９８９）。并且，年轻的ＣＥＯ更

容易采纳创新行为，因为创新具有风险，而他们倾向

于承担更多风险（Ｈａｍｂｒｉｃｋ＆ Ｍａｓｏｎ，１９８４），虽然

由于缺少经验，他们有时可能会做出激进的决策。

但一旦公司拥有专利申请，年轻的ＣＥＯ往往更有可

能将这些专利申请转化为新产品上市速度。

相比之下，年长的ＣＥＯ更加成熟，或因缺乏实

施组织变革的动力、精力和体力而倾向于实施低成

长战略以避免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何颖，２０１４）。随

着年龄的增长，ＣＥＯ的人生阅历和业务经验会增

多，对待风险决策的态度也会发生改变。较年长的

ＣＥＯ对于风险的接受能力会降低，对于新事物的接

受能力也会下降，更趋向于风险规避（Ｈａｍｂｒｉｃｋ＆

Ｍａｓｏｎ，１９８４）。一方面，年长的ＣＥＯ面临退休，对

未来工作并无过高预期，因此倾向稳定发展；另一方

面，年长ＣＥＯ低风险偏好、谨慎的特点使得他们对

于新产品上市速度此类高风险性决策不愿意接受。

所以，即使公司拥有专利申请，年长的ＣＥＯ也不会

轻易将其转化为新产品，更多会表现得小心翼翼。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犎３：ＣＥＯ年龄在公司专利申请和新产品上市

速度之间起着负向调节效应，即ＣＥＯ年龄越大，公

司专利申请越不容易转化为新产品上市。

２．２．３　ＣＥＯ学历的调节效应　学历反映了个体知

识丰富程度和技能掌握程度，也反映了个体的工作

能力以及学习能力，因而与其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正相关（Ｈｓ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ＣＥＯ自身的综合素质

会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其专业技术水平、学

习能力、认知能力、适应变化的能力和决策能力也会

随之提高。因此，学历的提升使得他们能够为公司

的运作和日常经营决策提供更为有效的建议和措施

（黄漠，２０１４），更愿意进行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孙

海法、姚振华等，２００６）。雷辉和刘鹏（２００３）的研究

也指出，高层管理者的学历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显

著正相关。可以说，ＣＥＯ的学历与企业的创新能力

呈正相关（Ｌｉｎ，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Ｂａｎｔｅｌ和Ｊａｃｋ

ｓｏｎ（１９８９）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观点。

考虑到新产品上市可能面临的风险，陈传明和

孙俊华（２００８）的研究指出学历高的ＣＥＯ对新事物

的接受能力更强，更具有创造力，更愿意接受改变、

承担经营风险。余明桂等（２０１３）检验了管理者过度

自信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关系，指出高学历管理

者所在的企业承担了更高的风险承担水平。

可以看出ＣＥＯ学历越高，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

越强，并且对风险的接受能力也越强。教育背景良

好的高管拥有更丰富的知识和技能，不仅能够更好

地适应更复杂的市场环境，而且也能更好地预测和

处理将公司专利转化为新产品的过程中潜在的各种

问题，因此更容易支持企业的技术创新。相反，当

ＣＥＯ的学历低时，在将公司专利转化为新产品上市

的过程中，他们往往缺乏对复杂市场环境的准确判

断，因而不太愿意将公司专利申请转化为新产品。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犎４：ＣＥＯ学历在公司专利申请和新产品上市

速度之间起着正向调节效应，即ＣＥＯ学历越高，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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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专利越容易转化为新产品上市。

３　研究方法

３．１　样本选择

本研究取样聚焦于ＩＴ企业，原因在于ＩＴ行业

竞争异常激烈，企业不断推出新产品以便在竞争中

取胜，因而技术和市场的动态变化速度较高。对于

ＩＴ企业而言，推出新产品成为企业战略决策的重要

方面，因此本研究以全球ＩＴ产业中的上市公司为

研究样本。

截至２０１４年１月，通过对深沪交易所、美国纳

斯达克交易所上市的ＩＴ企业进行搜集，样本企业

共有１２１家，本研究对这１２１家上市公司２０１３年的

相关数据进行收集，其中２０１３年的企业专利申请数

量主要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的专利检索与服务

系统（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ｓｓｓｙｓｔｅｍ．ｇｏｖ．ｃｎ／ｓｉｐｏ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ａｒｃｈ／ｐｏｒｔａｌ／ａｐｐ／ｈｏｍｅ／ｄｅｃｌａｒｅ．ｊｓｐ）进 行 收 集，

ＣＥＯ的性别、年龄和学历主要通过上市公司２０１３

年的年报进行收集，而新产品上市速度则是通过中

关村在线（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ｏｌ．ｃｏｍ．ｃｎ／）进行收集。

之所以能够通过中关村在线搜集到全球各个国家

ＩＴ公司新产品上市速度，原因在于中国市场巨大，

跨国公司一旦新产品上市，一定会把目光放在中国

市场，而中关村在线是中国第一销售促进型的ＩＴ

互动门户，具有全面的新产品数据，因此通过中关村

在线不仅能收集到中国ＩＴ企业上市新产品的数

量，也能收集到全球其他国家ＩＴ企业上市新产品

的数量。由于专利申请数据和ＣＥＯ背景特征对新

产品上市速度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因此上市新产品

速度的观察时间用下一年的相应观察值（陈传明、孙

俊华，２００８），即新产品上市速度的数据收集时间为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３．２　变量测量

（１）自变量：公司专利申请，采用企业专利申请

数量来进行度量。

（２）因变量：上市新产品速度，基于 Ｓａｒｉｎ和

Ｍａｈａｊａｎ（２００１）提出的测量指标，本研究加以改进

采用客观的角度来度量新产品上市速度，即采用一

个年度的新产品上市的数量来进行度量。

（３）调节变量：ＣＥＯ背景特征，基于数据的可得

性，本研究主要从ＣＥＯ的性别、年龄和学历等三个

方面研究ＣＥＯ背景特征。ＣＥＯ性别，“男”取值１，

“女”取值“０”；ＣＥＯ学历，“大专及以下”取值１，“本

科”取值２，“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取值３，ＣＥＯ年龄

取值为实际年龄。

（４）控制变量：为了使检验更加准确，本研究对

其他可能影响上市新产品数量的因素加以控制。参

考Ａｒｔ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０）的研究，本文选取公司规模为

控制变量。其中，公司规模以２０１３年上市公司年报

披露的公司人数来测量。

４　研究结果

４．１　相关分析

表１列出了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较小，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

题。此外，专利申请数和上市新产品之间呈正向相

关关系（狉＝０．３８１，犘＜０．０１），初步证明了研究假

设Ｈ１。

表１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平均值 标准差 专利申请数 ＣＥＯ性别 ＣＥＯ年龄 ＣＥＯ学历 上市新产品 公司规模

专利申请数 ５１７．９１７４ ９６５．７１７９９ １

ＣＥＯ性别 ０．９１６０ ０．２７８６１ －０．１１４ １

ＣＥＯ年龄 ５４．００００ ９．０８６７５ ０．２５７ －０．０５７ １

ＣＥＯ学历 １．７３１５ ０．６７８１８ －０．１８８ ０．１１０ －０．１２１ １

上市新产品 １１４７．８０１７ ２３４３．１４０５３ ０．３８１ －０．１６６ ０．１３８ －０．００５ １

公司规模 ５０４３９．１１５７ ８５６７２．７９６８８ ．４９３ －０．２７１ ０．２４２ －０．０６０ ０．４５４ １

　　注：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下显著相关，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下显著相关

４．２　回归结果分析

本部分将检验ＣＥＯ背景特征在专利申请数量

和上市新产品之间的调节效应。本研究按照Ｂａｒｏｎ

＆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提出的检验调节变量的方法，以上市

新产品为因变量，采用层级回归模型，自变量分为三

步输入：第一步，输入公司规模这一控制变量；第二

步，输入专利申请数量、ＣＥＯ性别、ＣＥＯ年龄和ＣＥＯ

教育程度４个主变量；第三步，输入３个交互变量（专

利申请数量×ＣＥＯ性别、专利申请数量×ＣＥＯ年龄、

专利申请数量×ＣＥＯ教育程度）。按照Ｃｏｈ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建议，为了减少主变量和交互变量之间的多重

共线性问题，本研究在检验调节效应之前对主变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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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均值中心化（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ｔｏｍｅａｎ）。

如表２所示，第一步，控制变量在预测上市新产

品时显著地解释了因变量的方差（Δ犚
２＝０．２５２，犘＜

０．００１），说明公司规模对上市新产品有较强的解释

力，这和以往研究一致。第二步，增加专利申请数

量、ＣＥＯ性别、ＣＥＯ年龄和ＣＥＯ教育背景４个自

变量，显著地解释了因变量的方差（Δ犚
２＝０．０３１，犘

＜０．００１）。其中，专利申请数量对上市新产品有正

向影响（β＝０．１９８，犘＜０．１），这和前文相关分析结

果一致，进一步支持假设Ｈ１。为了检测ＣＥＯ性别、

ＣＥＯ年龄和ＣＥＯ教育背景作为调节变量的影响，

第三步增加了专利申请数量和ＣＥＯ性别、ＣＥＯ年

龄、ＣＥＯ教育背景的交互影响，数据显示交互变量

显著地解释了因变量的方差（Δ犚
２＝０．１３０，犘＜０．

００１）。并且，本研究交互效应的Δ犚
２在非实验性研

究的调节效应的有效范围内（Ｃｈａｍｐｏｕｘ＆Ｐｅｔｅｒｓ，

１９８７）。和假设 Ｈ３，Ｈ４一致，专利申请数量×ＣＥＯ

年龄为负向调节效应（β＝－０．２８０，犘＜０．０５）、专利

申请数量×ＣＥＯ教育程度为正向调节效应（β＝０．

２６０，犘＜０．０５），但是假设 Ｈ２没有得到支持，即专

利申请数量×ＣＥＯ性别的调节效应不显著（β＝０．

０７７，犘"０．１）。

表２　专利申请数量对上市新产品的回归分析结果

步骤
上市新产品

标准化回归系数

第一步：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０．５０２ ０．４１３ ０．２７１

第二步：主效应

专利申请数量 ０．１９８＃ ０．６１３

ＣＥＯ性别 －０．００５ －０．１２４

ＣＥＯ年龄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５

ＣＥＯ教育背景 ０．０５４ ０．０８２

专利申请数量×ＣＥＯ性别 ０．０７７

专利申请数量×ＣＥＯ年龄 －０．２８０

专利申请数量×ＣＥＯ教育程度 ０．２６０

第三步：调节效应

犚２ ０．２５２ ０．２８３ ０．４１３

Δ犚２ ０．２５２ ０．０３１ ０．１３０

犱犳１，犱犳２ １，９６ ４，９２ ３，８９

　　注：＃犘＜０．１０，犘＜０．０５，犘＜０．０１，犘＜０．００１，狀＝２４８。

Ｃｈａｍｐｏｕｘ＆Ｐｅｔｅｒｓ（１９８７）认为仅仅是方差增

加的幅度不足以充分衡量调节效应的影响，还需要

通过图来直观地描述调节效应的强度。

对于ＣＥＯ年龄调节专利申请数量和新产品上

市速度之间的关系，由于ＣＥＯ年龄属于连续变量，

本研究按照Ｃｏ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的方法，对ＣＥＯ年

龄的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分类为ＣＥＯ年龄高和

ＣＥＯ年龄低两种情况，分别计算两条简单标准化直

线回归斜率及其显著性，通过交互作用图充分展示

在ＣＥＯ年龄分别为高和低时，专利申请数量和新产

品上市速度之间交互效应的强度和形式。图１显

示：专利申请数量对上市新产品有正向影响。其中，

当ＣＥＯ年龄低时，有显著正向影响β＝１．２１７（犘＜

０．１）；当ＣＥＯ年龄高时，正向影响不显著β＝０．０３１

（犘＞０．１），假设 Ｈ３得到完全的支持和验证。

图１　ＣＥＯ年龄在专利申请和新产品上市速度

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对于ＣＥＯ学历调节专利申请数量和新产品上

市速度之间的关系，由于ＣＥＯ学历属于分类变量，

本研究按照Ｃｏ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的方法，分别检验

ＣＥＯ学历为低、中、高三种情况下，专利申请数量和

新产品上市速度之间的关系，并计算两条简单标准

化直线回归斜率及其显著性。图２显示，当学历为

低时，专利申请数量对新产品上市速度的影响不显

著β＝０．２８２（犘＞０．１）；当学历为中时，专利申请数

量对新产品上市速度的正向影响显著β＝１．４３２

（犘＜０．０５）；当学历为高时，专利申请数量对新产品

上市速度的正向影响显著β＝３．３１（犘＜０．００１），假

设 Ｈ４得到完全的支持和验证。

图２　ＣＥＯ学历在专利申请和新产品上市速度

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５　结论

５．１　研究结论

本文以全球ＩＴ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

证研究了企业专利申请与新产品之间的关系，并讨

论了ＣＥＯ背景特征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得到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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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１）专利申请对新产品上市的速度存在显著正

向影响。（２）ＣＥＯ年龄在公司专利申请和新产品上

市速度之间起着负向调节效应，即ＣＥＯ年龄越大，

公司专利申请越不容易转化为新产品上市速度。

（３）ＣＥＯ学历在公司专利申请和新产品上市速度之

间起着正向调节效应，即ＣＥＯ学历越高，公司专利

申请越容易转化为新产品上市速度。但是，ＣＥＯ性

别在公司专利申请和新产品上市速度之间的调节效

应并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在于随着女性ＣＥＯ在

学历和工作经验方面的不断提升，她们也会像男性

高管一样，敢于直面风险、抓住机会（中国女性职场

现状调查报告，２０１６），对推出新产品上市采取更加

理性客观的态度和方式，而不是过分保守。

５．２　研究启示

本研究验证了ＣＥＯ背景对专利申请和新产品

上市速度的调节作用，为企业的管理实践提供了一

些启示：目前在中国大部分企业内都存在“专利申请

沉睡”的情况（唐要家、孙路，２００６），这无疑是对企业

资源的浪费和对企业创新积极性的打击。尽管专利

申请是衡量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但是企

业要想提升创新绩效，不能盲目提高专利申请数量，

更应关注专利申请的利用和转化。在这一过程中，

可以充分利用ＣＥＯ的背景特征以实现专利申请向

新产品上市速度的转化，特别是为企业选拔理想的

ＣＥＯ以提升创新绩效提供了理论支持。研究发现，

学历高、年轻的ＣＥＯ更能帮助企业专利转化为创新

绩效，他们在性格上具有冒险精神，有较强的工作和

学习能力，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强，对于企业的研发

投入通常较大，愿意承担新产品上市速度的风险。

因此，当企业希望专利转换为新产品时，可以选聘学

历高或年轻的ＣＥＯ以尽可能快地推出新产品上市。

５．３　研究展望

虽然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是仍然存

在值得深入研究的方面：首先，由于研究条件的限

制，数据样本数量较少且仅限于ＩＴ行业，可能会影

响到结论的普适性，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展到多个行

业；其次，专利申请转化为新产品上市过程较为复

杂，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本研究探讨了ＣＥＯ背

景特征的调节效应，但是否还有其他调节变量能够

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还有其他中介变量能够

对这一机制产生影响？需要注意的是，专利申请对

新产品上市的影响可能存在多个作用的路径。这些

问题都还有待于未来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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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管理，２００１（５）：２２２６．

［３６］　肖玲，陈金龙．女性高管与过度投资的关系研究［Ｊ］．

厦门理工学院报，２０１４（４）：４５５０．

［３７］　熊璇宇．专利申请信息分析方法在企业新产品研发

中的应用［Ｄ］．保定：河北大学，２０１１．

［３８］　易靖韬，张修平，王化成．企业异质性、高管过度自信

与企业创新 绩 效 ［Ｊ］．南 开 管 理 评 论，２０１５（６）：

１０１１１２．

［３９］　余明桂，李文贵，潘红波．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风

险承担［Ｊ］．金融研究，２０１３（１）：１４９１６３．

［４０］　曾涛．ＣＥＯ年龄与公司的风险决策相关性研究［Ｄ］．

长沙：中南大学，２０１３．

［４１］　张春文．设计企业产品、技术、专利申请及标准间推

动发展的实践应用［Ｊ］．企业技术开发，２０１５（１）：

１９２１．

［４２］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２０１６中国

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Ｒ］．２０１６．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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