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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医药行业不断发展壮大，2015年医药工业主

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达到 26 763亿元和 2 871.3亿元，

“十二五”期间平均增速分别为 17.3％和 14.6％。而在我国医

药制造业总产值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与消费者权益、生

态环境、公众利益不和谐的声音与行为。制药企业作为关乎

民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企业之一，是“药品质量安全第一责任

人”，在研发、生产、流通、存储等任何一个环节发生问题都将

对患者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而近几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如2012年“毒胶囊事件”、2013年“葛兰素史克中国行贿事件”、

2014年多次曝光的“发布虚假药品信息事件”、2015年“临床试

验数据造假事件”等，均反映了当前制药企业社会责任认知缺

失的情况普遍存在，制药企业是时候思考该如何肩负起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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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制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员工组织承诺及员工绩效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为促进制药企业更有针对性地履行社

会责任提供参考。方法：参考相关文献设计调查问卷，对13个省（市）的15家制药企业进行调查，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构建“制药

企业社会责任-员工组织承诺-员工绩效”关系理论模型，进而采用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结合调查所得数据

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共发放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21份，有效回收率为80.67％。所设计的调查问卷信度、效度均良好。分

析结果表明，所构建的理论模型中除假设H1-2、H2-2外其余各项假设均可获得支持。其中，制药企业履行员工责任和行业发展责

任能够对员工任务绩效和关系绩效产生正向影响（显著性水平0.05或0.01）；制药企业履行员工责任和行业发展责任能够对员工

组织承诺产生正向影响（显著性水平 0.01或 0.1）；员工组织承诺能够对员工任务绩效和关系绩效产生正向影响（显著性水平

0.01）；并且员工组织承诺在制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员工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结论：制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直接促

进员工绩效提升，并能通过员工组织承诺间接促进员工绩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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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 on orga-

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employee performance，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 to fulfill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y. METHODS：Referring to the relevant literature，questionnaire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15 pharma-

ceutical enterprises in 13 provinces（cities），“pharmaceutic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employee

performance”relationship theoretical model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social exchange theory，correlation analysis，regression

analysis and mediation effect test method were combined with the data for the empirical research. RESULTS：Totally 150 question-

naires were sent out，121 were effectively received with effective recovery of 80.67％，and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de-

signed questionnaires were good.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all the hypotheses can be supported in the theoretical model ex-

cept for the hypothesis H2-2 and H1-2. Among them，the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 to fulfill their responsi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employees’task performance and relationship performance（significance

level 0.05 or 0.01）；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 to fulfill their responsi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significance level 0.01 or 0.1）；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had positive effect

on employees’task performance and relationship performance（significant level 0.01）；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played par-

tia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the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 to fulfill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mployee performance. CONCLU-

SIONS：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 to fulfill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y can direct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employee perfor-

mance，and it also promotes employee performance indirectly through employee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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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医药产品质量为核心的社会责任了。从制药企业内部经营
来讲，时有发生的集体罢工、大规模裁员、劳动纠纷等事件，给
企业形象和声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外部因素来看，城镇
化、人口老龄化、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等造成医药行业市场需
求的持续扩张，而这种扩张增加了医药行业对于人才的需求，

使人才供需平衡持续向人才供给方偏移。此形势下，探究制
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员工绩效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制药企
业和业内人士共同关心的课题。

因此，本研究从社会交换理论出发，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探
讨了制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员工组织承诺和员工绩效的深
层次关系，旨在解决以下两方面问题：第一，了解制药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会对员工组织承诺和员工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

第二，了解制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员工组织承诺这一中介
变量的影响过程，并探讨其可能的中介作用。以上问题的解
决，可以为制药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正向影响和促
进员工绩效提升提供一个有益的思路，从而使得制药企业在
履行社会责任时更具针对性，将有限的资源放到关键环节。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研究依据医药行业地域分布特点选取调查对象，涉及
江苏、浙江、上海、北京、安徽、广东、山东、河南、江西、重庆、辽
宁、云南、甘肃等 13个省（市）的 15家制药企业的部分员工。

所选取的企业包括辉瑞投资有限公司、默沙东（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方圆制药有限公司、齐
鲁制药有限公司等。这些企业具有代表性，规模大、发展好，

并注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1.2 问卷与量表设计

本研究参考国内研究者徐东佳（2012）、杨小燕（2015）、李
洁（2010）[1-3]等在制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总结的制药企业应
该对关键利益相关者承担的社会责任，并在结合其他国内外
关于制药企业社会责任、员工组织承诺和员工绩效的研究基
础上，以医药产品质量安全为核心，设计了调查问卷。除基本
信息部分，其他 3部分题项均采用李克特（Likert）量表进行测
量。每个题项的分值为 1～7分，答题者赋予的分值越高代表
其对该题项的认同度越高，评分标准为：1分表示非常不同意；

2分表示不同意；3分表示有点不同意；4分表示一般；5分表示
有点同意；6分表示同意；7分表示非常同意。

首先，本研究的自变量——制药企业社会责任。其包含3

个维度，即员工责任、质量安全保障责任、行业发展责任。（1）

员工责任。员工责任是企业对员工应承担的责任，包括企业
对员工的经济、法律、安全及健康等方面应承担的责任。目前
国内外对制药企业员工责任的测量量表已经非常成熟，考虑
到本研究对象针对的是我国境内企业，因此量表制订参照国
内学者郑海东（2007）[4]的研究。（2）质量安全保障责任。质量
安全保障责任是制药企业在药品安全上应承担的责任，该方
面责任的履行具体表现为与药品安全利益密切相关的行为。

具体来讲，制药企业应该在药品质量安全稳定性、药品可及
性、药品使用合理性、药品产业安全等方面承担责任。（3）行业
发展责任。行业发展责任是制药企业应承担的对于行业发展
的责任，该方面责任的履行主要表现为制药企业出于社会效
益考虑，自愿做出的有利于医药行业发展的行为，如在环境保
护、促进各单位间的学术交流活动、社会公益活动、支持社区
药学服务等方面承担责任。针对质量安全保障责任和行业发
展责任 2个维度，在参考了 2010－2015年间发表的 25篇研究
医药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的基础上，形成了初始量表。再运

用行为事件访谈法，采用面对面交流形式访谈常州四药制药
有限公司、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辉瑞投资有限公司等 3家
制药企业从事社会责任相关工作的人员，了解制药企业在履
行质量安全保障责任和行业发展责任方面的行为表现，补充
完善了上述量表。至此，形成了制药企业社会责任三维度量
表，共21个题项。

其次，本研究的因变量——员工绩效。本研究中采用运
用较为普遍的任务-关系绩效二维结构，即包括任务绩效和关
系绩效 2个维度，任务绩效是与个体的能力、完成任务的熟练
程度和工作知识密切相关的绩效；关系绩效是支持组织工作
的人际技能和维持良好的工作关系的态度和动机。本研究采
取Tsui AS等（1997）[5]设计的问卷量表进行测量，共14个题项。

最后，本研究的中介变量——员工组织承诺。目前，学术
界对于员工组织承诺研究以 1990 年梅耶（Mayer）与阿伦
（Allen）提出的三维结构为主，而综合考虑组织承诺的规范、情
感与继续承诺3个维度，只有情感承诺反映的是员工与组织在
情感上的心理连接，是个体对实体的一种情感，是肯定性的心
理倾向。因此，本研究选取其中的情感承诺作为单维变量，采
用Chen ZX等（2003）[6]在我国文化背景下修订的情感承诺量
表进行测量，共10个题项。

1.3 调查实施

本次问卷调查时间为 2015年 12月 4日－2016年 2月 22

日，采取电子问卷的方式进行，利用问卷调研平台——问卷星
将编制好的问卷完善成更利于传播和填写的形式，并将问卷
链接直接发送给随机选取的各调查对象。该方法确保各调查
对象在相对比较安全、舒适的环境下完成本调查，能真实反映
其内心的想法。

1.4 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构建

1.4.1 研究假设 ①制药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绩效。员工作
为企业的内部利益相关者，也是制药企业产品安全的保障者
和良好服务的执行者，能真切感受到企业在管理过程中是否
履行了质量安全保障责任，若企业在药品生产、研发、经营等
过程中出现危害药品安全、污染环境等缺乏责任感的行为，会
影响员工的心理安全感与自豪感，员工可能产生工作倦怠，甚
至产生离职倾向等。此外，制药企业积极履行对员工的责任，

使员工享有被尊重和认可的感觉，并为员工提供生活保障和
职业发展机会，那么员工会把自己看作为企业的一份子，可能
会更加积极主动投入到工作中并竭尽所能为企业发展作出应
有的贡献。在2015年，我国出台了多项医药领域政策，加大了
对医药产业升级的考验，制药企业如何顺应时代需求朝着“做
强、做大、做优”的目标发展是未来一段时间的议题。因此，制
药企业应该主动站在行业发展的高度，承担对于医药行业发
展的社会责任。如此一来，可能会增强员工士气，达到员工对
组织发展的期待，激发员工的工作责任感，提升员工对企业的
信任度，从而提升员工工作绩效。由此可知，员工作为制药企
业的关键利益相关者，会受到内在需求和外部环境的影响，而
制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可能是提升员工绩效的动力和源泉。

Sun L（2015）、熊国保（2015）[7-8]等均论证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员
工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晁罡等（2014）[9]基于员工视角探究
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员工满意度及离职倾向的关系，发现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员工离职倾向呈负相关性，与员工满意
度呈正相关性。以上分析了制药企业社会责任三维度对员
工绩效的影响机制，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H1——员工所感

知的制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正向影响员工绩效；H1-1——制

药企业履行员工责任正向影响员工绩效二维度；H1-2——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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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企业履行质量安全保障责任正向影响员工绩效二维度；

H1-3——制药企业履行行业发展责任正向影响员工绩效二
维度。②制药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组织承诺。员工组织承诺
是维系员工与组织之间的纽带，表达了员工对组织的依赖程
度，不仅仅是一种基于经济交换基础上的契约关系。制药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会带给员工可依赖和可信任的感觉，员工可
能会更投入地开发和利用现有的资源与机会，将企业的创新、

发展作为自己工作价值的体现。若制药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
任，并加强对相关行为和活动的内部宣传，使员工对之有真切
体会和感知，则可能引起员工心理与行为的变化，使其为身处
这样的企业而骄傲，从而可能对组织产生依赖感及归属感，积
极融入到组织中，在工作时更加努力和投入。苗莉等（2012）[10]

在具体细化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组织承诺维度的基础上，通
过实证分析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员工组织承诺有正向促
进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H2——员工所感知的
制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正向影响员工组织承诺；H2-1——制
药企业履行员工责任正向影响员工组织承诺；H2-2——制药
企业履行质量安全保障责任正向影响员工组织承诺；

H2-3——制药企业履行行业发展责任正向影响员工组织承
诺。③员工组织承诺与员工绩效。员工组织承诺反映了员工
对组织的一种态度或肯定性的内心倾向，它可以解释员工为
什么要留在某企业，表现为员工在感情上对组织的认同、依附
和忠诚。与此同时，这种内在态度又作用于外在行为，使员工
作出不同的反应。可见，高水平员工组织承诺意味着员工可
能在感情上归属企业，将自己视为企业的一份子，由此可能会
调动其主观能动性，促使其积极服务于企业，从而提升工作绩
效。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H3——员工组织承诺正向
影响员工绩效；H3-1——员工组织承诺正向影响员工任务绩
效；H3-2——员工组织承诺正向影响员工关系绩效。④员工
组织承诺的中介作用。处于创新转型中的制药企业面临着纷
繁复杂的外部环境，新政策、新产品、新要求都在不断涌现，制
药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需要通过企业内部员工执行和实施。

员工作为制药企业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其行为受到员工组织
承诺水平的影响，高组织承诺状态可能会激发员工，使其对组
织产生一种积极的态度或肯定性的内心倾向。当员工感知到
制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会在心理上认可企业的做法，产生
较强的责任感和较高的忠诚度，而这种高员工组织承诺状态
可以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组织，积极主

动地尽职尽责工作，提高其工作绩效。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
下假设：H4——员工组织承诺在制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员
工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1.4.2 理论模型构建 从上述分析和假设出发，本研究整理、

构建出更加清晰的“制药企业社会责任-员工组织承诺-员工绩
效”关系理论模型（见图 1），使三者各维度之间的关系更加明
了，为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

1.5 数据处理方法

采用 SPSS 19.0统计分析软件对问卷变量测量进行信度
和效度的检验，使用KMO（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

pling adequacy）测度来检验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并利用
因子分析法对测量变量进行调整。然后用 Pearson相关性分
析法初步分析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再根据 VIF 值判断
数据是否适合做多元回归分析。接着用进入回归法和中介
效应检验法进行假设检验，以验证上述构建的理论模型是
否成立。

2 结果
共发放问卷 150份，回收有效问卷 121份，有效回收率为

80.67％。

2.1 受访员工基本信息

受访员工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企业职位、所属企业
性质等，详见表1。

2.2 问卷的信度、效度检验和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表1 受访员工基本信息

Tab 1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of the surveyed employees

调研项目
性别

年龄，岁

所属企业上市情况

在所属企业中的职位

类别
男性
女性
≤25

26～30

31～35

36～40

41～45

＞45

上市
未上市
企业高层管理者
企业中层管理者
企业基层管理者
行政工作人员
技术人员
基层工作人员

人数
42

79

27

37

39

7

6

5

78

43

2

20

20

29

22

28

占比，％
34.71

65.29

22.31

30.58

32.23

5.79

4.96

4.13

64.46

35.54

1.65

16.53

16.53

23.97

18.18

23.14

调研项目
所属企业性质

所从事工作的性质

所属企业所处成长阶段

类别
国有企业
事业单位
联营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管理类
研发类
职能类
销售类
生产类
其他
初创期
快速成长期
规模成长期
成熟期
转型期

人数
16

7

4

70

24

18

13

14

27

42

7

6

14

24

47

30

占比，％
13.22

5.79

3.31

57.85

19.83

14.88

10.74

11.57

22.31

34.71

5.79

4.96

11.57

19.83

38.84

24.79

图1 “制药企业社会责任-员工组织承诺-员工绩效”关系理论

模型

Fig 1 Theoretical model of“pharmaceutical corporate so-

cial responsibility-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empl-

oyee performance”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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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信度检验 信度检验能够验证测量量表的一致性、稳

定性及可靠性。信度Cronbach’s α系数表明构成潜变量的可

测变量之间的关联度，值越接近于 1则信度越高，表示各变量

间一致性越高[11]。分析结果显示，本研究问卷的Cronbach’s α

系数均在 0.8以上，说明各变量间一致性较高，问卷具有较高

的信度，详见表2。

表2 问卷各测量变量的信度检验结果

Tab 2 Reliability test results of test indicators

测量变量
制药企业社会责任

员工组织承诺
员工绩效

项目
员工责任
质量安全保障责任
行业发展责任

任务绩效
关系绩效

信度
0.883

0.947

0.940

0.940

0.917

综合信度

0.965

0.931

0.939

2.2.2 效度检验 效度检验用来测量各变量间的差异程度。

首先，本研究问卷量表是在参考了大量文献及制药企业从事

社会责任相关工作的人员意见的基础上设计的，保证了内容

效度。其次，使用KMO测度检验变量间的相关性，结果各变

量的整体KMO值均＞0.9，说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极强，表

明各维度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见表3）。此外，Bartlett球形

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0.05，说明问卷数据适合做因子

分析。

表3 问卷各测量变量的效度检验结果

Tab 3 Validity test results of test indicators

测量变量
制药企业社会责任

员工组织承诺

员工绩效

项目
员工责任
质量安全保障责任

行业发展责任

任务绩效
关系绩效

KMO值
0.929

0.905

0.921

题项数
5

9

7

10

6

8

各题项因子载荷值（按数值由大到小排列）
0.846，0.755，0.681，0.664，0.644

0.791，0.790，0.769，0.749，0.745，0.724，
0.664，0.657，0.614

0.815，0.721，0.720，0.694，0.678，0.673，
0.672

0.813，0.810，0.810，0.800，0.791，0.790，
0.714，0.641，0.635，0.627

0.878，0.876，0.873，0.872，0.734，0.699

0.830，0.810，0.805，0.771，0.741，0.693，
0.678，0.638，0.597

2.2.3 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4[注：

＊指在 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由表 4可知，制药企业

社会责任3个维度与员工绩效2个维度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

别为 0.667、0.658、0.675 和 0.661、0.635、0.675（显著性水平

0.01），表明制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员工绩效之间存在显著

的正相关性；员工组织承诺与员工绩效 2个维度的Pearson相

关系数均为 0.714（显著性水平 0.01），表明员工组织承诺与员

工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制药企业社会责任3个维度

与员工组织承诺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632、0.596、0.620

（显著性水平0.01），表明制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员工组织承

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2.3 假设检验

2.3.1 制药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绩效 模型 1、2将制药企业

社会责任的 3个维度员工责任、质量安全保障责任、行业发展

责任作为自变量，员工任务绩效、关系绩效分别作为因变量，

进行回归分析，假设检验结果见表5。由表5可知，本研究的拟

合优度良好，VIF 值均在 1～10之间，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

性。制药企业履行员工责任和行业发展责任能够对员工任务

绩效和关系绩效产生正向影响（显著性水平0.05或0.01）；而制

药企业履行质量安全保障责任对员工任务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显著性水平为 0.05），但对员工关系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因
此，假设H1-1和H1-3获得支持，假设H1-2未获得支持。

表4 问卷各测量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Tab 4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among each test indicator

测量变量

员工责任（1）

质量安全保障责任（2）

行业发展责任（3）

员工组织承诺（4）

任务绩效（5）

关系绩效（6）

Pearson相关系数
1

1

0.706＊

0.735＊

0.632＊

0.667＊

0.661＊

2

1

0.800＊

0.596＊

0.658＊

0.635＊

3

1

0.620＊

0.675＊

0.675＊

4

1

0.714＊

0.714＊

5

1

0.995＊

6

1

表5 制药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绩效假设检验结果

Tab 5 Assuming test results of pharmaceutical corporate so-

cial responsible and employee performance

模型

模型1（关系绩效）

模型2（任务绩效）

项目

（常量）

员工责任
质量安全保障责任
行业发展责任
（常量）

员工责任
质量安全保障责任
行业发展责任

非标准回归系数
B值
1.233

0.268

0.175

0.294

1.231

0.259

0.240

0.242

标准误差
0.438

0.083

0.122

0.109

0.422

0.080

0.117

0.105

标准回归系数
Beta值

0.317

0.160

0.313

0.314

0.225

0.264

T值

2.813

3.226

1.442

2.694

2.917

3.237

2.046

2.303

显著性水平

0.006

0.002

0.152

0.008

0.004

0.002

0.043

0.023

VIF值

2.376

3.037

3.313

2.376

3.037

3.313

2.3.2 制药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组织承诺 模型 3将制药企
业社会责任的 3个维度员工责任、质量安全保障责任、行业发
展责任作为自变量，员工组织承诺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
析，假设检验结果见表 6。由表 6可知，本研究的拟合优度良
好，VIF值均在 1～10之间，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制药企
业履行员工责任和行业发展责任对员工组织承诺产生正向影
响（显著性水平0.01或0.1）；而制药企业履行质量安全保障责
任对员工组织承诺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假设H2-1和H2-3获
得支持，假设H2-2未获得支持。

表6 制药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组织承诺假设检验结果

Tab 6 Assuming test results of pharmaceutical corporate so-

cial responsible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模型

模型3（员工组织承诺）

项目

（常量）

员工责任
质量安全保障责任
行业发展责任

非标准回归系数
B值
0.281

0.340

0.214

0.261

标准误差
0.549

0.104

0.152

0.137

标准回归系数
Beta值

0.342

0.166

0.236

T值

0.513

3.265

1.403

1.908

显著性水平

0.609

0.001

0.163

0.059

VIF值

2.376

3.037

3.313

2.3.3 员工组织承诺与员工绩效 模型 4、5将员工组织承诺
作为自变量，员工任务绩效、关系绩效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
分析，假设检验结果见表7。由表7可知，本研究的拟合优度良
好，VIF值均在 1～10之间，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员工组
织承诺对员工任务绩效、关系绩效产生正向影响（显著性水平
均为0.01）。因此，假设H3-1、H3-2均获得支持。

2.3.4 员工组织承诺的中介作用 以上对制药企业社会责
任、员工组织承诺、员工绩效三者之间关系的假设分别进行了
检验，接下来将进一步检验员工组织承诺在二者之间的中介
作用假设。中介效应检验必须要满足以下条件：①自变量与
因变量显著相关；②自变量与中介变量显著相关；③中介变量
与因变量显著相关；④加入中介变量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

响减弱或不显著，但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依然显著。由

于假设H1-2与H2-2均未获得支持，不能同时满足条件1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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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检验质量安全保障责任在员工组织承诺与员工绩效之间的
中介作用。加入中介变量员工组织承诺后进行回归分析（自
变量为制药企业社会责任的 2个维度员工责任、行业发展责
任，因变量为员工任务绩效、关系绩效），假设检验结果见表
8。在模型 6中，制药企业履行行业发展责任对员工关系绩效
的回归系数由 0.313 降为 0.195，显著性水平由 0.008 降为
0.032，即加入中介变量后，回归系数变小了，显著性水平降低
了，而中介变量员工组织承诺依然显著影响员工关系绩效。

在模型7中，制药企业履行行业发展责任对员工任务绩效的回
归系数由 0.264降为 0.211，即加入中介变量后，回归系数变小
了，而中介变量员工组织承诺依然显著影响员工任务绩效。

因此，员工组织承诺在制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员工绩效之
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表8 员工组织承诺的中介作用假设检验结果
Tab 8 Assuming test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of organiza-

tional commitment

模型

模型6（关系绩效）

模型7（任务绩效）

项目

（常量）

员工责任
行业发展责任
员工组织承诺
（常量）

员工责任
行业发展责任
员工组织承诺

非标准回归系数
B值
1.330

0.360

0.165

0.251

1.469

0.347

0.174

0.238

标准误差
0.330

0.066

0.076

0.083

0.321

0.064

0.074

0.081

标准回归系数
Beta值

0.425

0.195

0.268

0.419

0.211

0.260

T值

4.032

5.474

2.174

3.020

4.571

5.408

2.353

2.940

显著性水平

0.000

0.000

0.032

0.003

0.000

0.000

0.020

0.004

VIF值

1.824

2.446

2.384

1.824

2.446

2.384

3 结论与建议
3.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制药企业履行 3个维度社会
责任均对员工任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履行员工责任
和行业发展责任均对员工关系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仅履
行质量安全保障责任对员工关系绩效影响不显著。究其原因
主要是质量安全保障责任涉及医药产品的创新、安全可控和
服务质量的改善等诸多方面，若制药企业履行质量安全保障
责任，则必然会对员工提出更高的工作要求，增加其工作压
力，此时员工往往相应地会提升其任务绩效而忽视关系绩
效。第二，制药企业履行员工责任和行业发展责任对员工组
织承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履行质量安全保障责任对员工
员工组织承诺影响不显著。究其原因主要是企业履行质量安
全保障责任目的更多是为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对于员工来说，

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己能够切身感受到的企业责任，因此其对
员工组织承诺的影响较小。第三，员工组织承诺对员工绩效2

个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四，员工组织承诺在制药企
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也就是说，制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直接促进员工绩效
提升，并能通过员工组织承诺间接促进员工绩效提升。

3.2 建议

第一，目前我国制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自律性表现普

遍不强。于制药企业而言，首先，必须加强内部管理，合法经
营，诚信自律，从员工培养、生产质量管理、环境治理、战略制
定、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加强社会责任履行，努力为公众提供
安全、可靠的医药产品，满足公众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担负
起关爱生命健康的光荣使命，并且要在企业员工之间宣传企
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提高员工对该方面的认知，将履行社会
责任意识融入到制药企业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中。其次，充
分利用外部平台，如媒体、行业协会、论坛会议等，主动发布社
会责任报告，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对消费者进行宣传教育，

关注行业的发展需求，增强维权意识，进行客观、公正、及时的
信息披露，发挥社会舆论监督作用。

第二，于政府而言，首先，应当从宏观上进行外部引导，加
强立法监督，不断完善监督机制，避免部分制药企业钻法律的
空子，生产销售假、劣药，侵犯公众的生命健康权益。其次，建
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制药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自2010年我
国制药企业就社会责任达成“北京共识”以来，很多学者开始
关注并研究制药企业社会责任，但至今还没有一套完善的社
会责任评价体系。因此，我国应建立符合国情的制药企业社
会责任评价体系，以切实发挥政府监督作用，同时推动制药企
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最后，政府同时也应该出台相应政
策鼓励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的制药企业，如财政专项资金拨款、

科研创新项目的优先审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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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员工组织承诺与员工绩效假设检验结果

Tab 7 Assuming test results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employee performance

模型

模型4（任务绩效）

模型5（关系绩效）

项目

（常量）

员工组织承诺
（常量）

员工组织承诺

非标准回归系数
B值
2.597

0.591

2.480

0.606

标准误差
0.271

0.053

0.277

0.054

标准回归系数
Beta值

0.714

0.714

T值

9.574

11.109

8.938

11.139

显著性水平

0.000

0.000

0.000

0.000

VIF值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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