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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动态能力对油脂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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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油脂企业作为传统加工企业，绿色转型是发展

的必然方向。为了探究油脂企业如何在行业转型期复杂的外部环境下提升环境绩效，完成绿色化

改造，研究构建了供应链动态能力、价值共创与环境绩效间的关系模型，并基于油脂企业的调研数

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供应链动态能力对环境绩效的影响作用，同时验证价值共创的中介效

应，并基于研究结果提出管理启示。结果表明：供应链动态能力对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价值共创在供应链动态能力与环境绩效之间存在中介作用。油脂企业高质量发展需从战略高度注

重企业动态能力的培养，积极开展价值共创活动，优化绿色供应链管理，多措并举提升环境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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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在绿色环保和高质量发展已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议

题背景下，油脂企业的发展战略需要更多地纳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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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的考虑。油脂加工企业对环境的影响贯穿

油脂加工的全过程，包括浸出工段废水、生产锅炉废

气、精炼工段固废、噪声等。《２０１８—２０１９粮油科学
技术学科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油脂油料加工碳排放

处于全球高位，“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推进重点行业

和重要领域绿色化改造，而年产１０万ｔ以上食用油
的油脂加工企业为碳排放重点单位［１］。因此，油脂

企业绿色发展转型已是必然趋势。

企业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力量，随着高质量

发展战略的实施，逐步增大的环境规制压力促使传

统油脂加工企业重新审视其发展方向，主动性环境

绩效提升实践日益增加。为追求最大经济效益，仅

仅满足环境规制的底线要求难以满足对企业环境责

任的要求。目前立法中的企业环境侵权责任在保护

社会公众环境利益方面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因此

从企业环境侵权责任走向企业环境责任应该成为必

然［２］。基于此，油脂企业要实现其高质量发展必然

需要解决从“理性经济人”向“生态社会经济人”的

转变这一关键问题，油脂企业如何增加资源流转效

率，降低碳排放量，减少环境污染，以提高企业环境

绩效，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随着当前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公众和政府环境

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企业逐渐将提高环境绩效纳

入到其经营目标与经营战略当中。在关于环境绩效

的研究领域，通常认为环境绩效是企业为保护环境

所做出的努力，即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将资源与能

源的消耗以及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降低至所规定的

范围以内［３］。针对企业环境绩效，多数学者聚焦其

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如汪明月等［４］认为环境绩效与经

济绩效存在 Ｕ型关系，而张爱美等［５］提出两者的影

响效应具有显著滞后性。关于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

素的研究，存在董事性别［６］、绿色投资［７］、领导者管理

能力［８］等视角，但缺乏从企业能力角度出发的研究。

自Ｔｅｅｃｅ等［９］首次提出动态能力，即企业在不

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下能够创造新产品和新流程，保

持竞争力的能力概念后，动态能力的影响效应得到

了充分验证。Ｌｉ等［１０］提出动态能力促使企业保持

对机会和威胁的敏感度，以增强环境适应性。吕途

等［１１］引入双元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探讨了动态能力

影响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作用机制。供应链动态

能力是在动态能力的基础上延伸和发展所得出的，

从供应链管理的视角看，由于根据环境改变而做出

的调整往往是三边以上甚至供应链网络上的复杂交

互，单一企业很难应对环境变化产生的威胁和挑

战［１２］。因此，企业需要对供应链网络不断进行适应

性改变和重新构造［１３］。

油脂行业新工艺不断涌现，油脂加工厂逐渐向

大型化、规模化发展，油脂行业集中度不断升高。行

业转型期内企业发展战略的规划至关重要，而企业

自身能力是规划落地的基石。动态能力是企业建

立、整合、重组内部与外部资源的能力，能够有效应

对迅速变化的环境［１４］。全球经济一体化及信息技

术的快速进步促使企业不断跨越组织边界，积极寻

求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以提升绩效［１５］，同时

外部环境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催生了企业对动态能

力的渴求［１６］。当前的研究主要关注环境规制对油

脂企业的影响问题，对于如何提升油脂企业自身能

力，促进价值共创，把握战略方向，改善环境绩效的

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本研究从企业间能力要素视角将供应链动态能

力分为环境感知与适应能力、学习与创新能力、资源

整合与重构能力、关系与协调能力。其中，环境感知

与适应能力是企业发展的前提条件，学习与创新能

力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资源整合与重构能力是

企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关系与协调能力是企业发展

的有效保障。在此基础上以企业为主体探讨供应链

动态能力对油脂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并提出管理

启示。

１　资源基础观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资源基础观理论在 Ｂａｒｎｅｙ［１７］对企业竞争力的

解释中得到拓展。资源基础观理论认为企业的不同

竞争优势来源于其所拥有资源的差异性。供应链中

各环节企业都拥有各自优势的资源，包括部分独家

资源。这些资源可以是原料、产品等实体资源，也可

以是资金、信息或人力、技术等非实体资源。并且，

这些资源相互之间存在互补性关系，是供应链上企

业进行合作的驱动因素［１８］。企业不同核心能力的

来源是企业对可触及资源的不同配置。因此，企业

能力与资源配置行为都是企业环境绩效提升的重要

前置变量。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１．１　供应链动态能力直接影响油脂企业环境绩效
１．１．１　环境感知与适应能力与油脂企业环境绩效

油脂企业处于绿色转型期内，企业的发展模式

由扩大规模转变为做优做强，环境绩效的提升离不

开正确的发展战略，而正确发展战略的前提是对外

部环境变化的准确把握。对政策环境的敏锐感知能

够把控油脂企业环境绩效提升实践的正确性，对行

业新技术的准确判断则能使企业一直处于技术领先

地位，在环境绩效提升中保持优势。

８４１ ＣＨＩＮＡＯＩＬＳＡＮＤＦＡＴＳ　　　　　　　　　　　　　　２０２３Ｖｏｌ４８Ｎｏ１２



Ｈ１ａ：环境感知与适应能力对油脂企业环境绩
效存在正向影响。

１．１．２　学习与创新能力与油脂企业环境绩效
环境绩效提升的重要来源是新环保材料与先进

绿色管理模式的应用，二者都离不开对新知识、新技

术的学习与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科技是第

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油脂企业要提升环境

绩效，提升学习能力并将学习到的新知识快速应用

于工作实践中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Ｈ１ｂ：学习与创新能力对油脂企业环境绩效存
在正向影响。

１．１．３　资源整合与重构能力与油脂企业环境绩效
基于资源基础观理论，企业绩效是在资源的配

置与利用中产生的，资源的整合能力是企业对于资

源使用效率的提升，资源的重构能力是企业利用链

平台进行资源的分享与互补，弥合短板，从而最大程

度发挥资源的价值。因此，将资源整合与重构能力

作用于环境方面，会对油脂企业环境绩效带来正向

影响。

Ｈ１ｃ：资源整合与重构能力对油脂企业环境绩
效存在正向影响。

１．１．４　关系与协调能力与油脂企业环境绩效
油脂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供应链的发展，环境改

革难以通过单一企业的努力得到高效提升，在与供

应链企业合作时，关系与协调能力尤为重要，提升关

系与协调能力有助于保持稳定的合作，而愉快的合

作结果会加深合作基础，减少环境绩效提升实践的

推行障碍。

Ｈ１ｄ：关系与协调能力对油脂企业环境绩效存
在正向影响。

１．２　供应链动态能力通过价值共创影响油脂企业
环境绩效

价值共创是供应链上单一企业为了实现其无法

实现的价值创造，而选择链接上下游供应链企业与

最终消费者，在各利益主体间进行包括行业背景环

境共研，先进知识、技术共通，企业资源共享，战略风

险共担等多种互动，以实现共同的价值目标。供应

链动态能力作为企业能力的一种，在价值共创行为

中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放大，从而作用于环境绩效，因

此提出间接效应的假设。

１．２．１　供应链动态能力与价值共创
一方面，供应链企业共同协作生产产品，企业价

值与产品价值挂钩的同时也受上下游企业的影响，

单一企业对产品价值的提升努力往往收效不如预

期，因而跨组织边界的价值共创模式逐渐成为企业

的普遍战略选择。供应链动态能力是企业动态能力

在供应链网络中的集成体现，发展供应链动态能力

为企业寻求跨组织边界的价值创造行为提供了基

础。另一方面，消费者是油脂产品最终的使用者，消

费者的体验感最终会影响其行为结果。随着绿色发

展理念的不断推动，消费者绿色消费意识不断上涨，

消费者绿色偏好导致更加安全、环境友好的产品在

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因而企业主动在生产过程中考

虑消费者意见，与消费者形成价值共创，有利于企业

口碑的提升。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Ｈ２ａ：环境感知与适应能力对价值共创存在正
向影响。

Ｈ２ｂ：学习与创新能力对价值共创存在正向
影响。

Ｈ２ｃ：资源整合与重构能力对价值共创存在正
向影响。

Ｈ２ｄ：关系与协调能力对价值共创存在正向
影响。

１．２．２　价值共创与油脂企业环境绩效
油脂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离不开绿色设计与绿

色工艺的使用，油脂企业通过与具有共同价值目标

的供应链节点企业合作完成资源与信息的沟通、共

享，形成更紧密的协作关系，共同创造新的价值，从

而实现单一企业无法实现的环境绩效。同时，通过

与上下游企业和消费者进行价值共创，在战略高度

上达成协作，在保障绿色加工原材料供应的基础上，

为油脂企业进行生产排程计划提供重要依据。因

此，提出以下假设。

Ｈ３：价值共创对环境绩效存在正向影响。
１．２．３　价值共创的中介作用

油脂企业通过价值共创能够极大扩展企业在价

值创造过程中的组织管理边界，使供应链各节点企

业能够同时聚集于同一组织网络中，打破自身界限，

与其利益相关者建立紧密的联系，发挥每一个主体

的创造力、能动性和效用共同创造价值。高供应链

动态能力的企业通过知识分享、技术创新、关系协

调等方式更高效地利用供应链中各种资源，进一

步提高其转化为企业绩效的效率。因此，提出以

下假设。

Ｈ４ａ：价值共创在环境感知与适应能力对油脂
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

Ｈ４ｂ：价值共创在学习与创新能力对油脂企业
环境绩效的影响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

Ｈ４ｃ：价值共创在资源整合与重构能力对油脂
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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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４ｄ：价值共创在关系与协调能力对油脂企业
环境绩效的影响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

基于以上分析，构建如图１所示的供应链动态
能力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概念模型。

图１　供应链动态能力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概念模型

２　研究设计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研究设计。

２．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自问卷调查，通过对油脂企

业进行实地走访、线上调研问卷发放等途径进行实

证数据搜集。调研共发放问卷２８６份，回收有效问
卷２３９份，样本有效率为８３．５７％，样本数据来源于
大型企业的占比为 ５７．７７％，中型企业的占比为
２４６８％，小型企业的占比为１７．５５％。
２．２　变量测量

本研究选取供应链动态能力作为自变量，价值

共创作为中介变量，环境绩效作为因变量，调查问卷

分为４部分，所用量表均来自已有研究中的成熟量
表，结合研究内容进行修改：第一部分是基本情况；

第二部分是供应链动态能力量表，参考李静［１９］、杨

红雄［２０］、张振刚［２１］等的动态能力量表，包含１５个
题项；第三部分是价值共创量表，包含６个题项；第
四部分是环境绩效量表，参考姚树俊等［２２］的环境绩

效量表，包含６个题项。量表全部采用李克特七级
量表进行设计。

３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３．１　信度、效度分析

本文主要运用ＳＰＳＳ２４．０和ＡＭＯＳ２４．０软件对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主要为信度、效度指标，包括克

隆巴赫系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组合信度（ＣＲ）及平均
方差提取值（ＡＶＥ），结果如表１所示。

信度是对量表接受程度的检验。由表１可知，
各变量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均大于０．８，说明量表内部一致
性较好。效度是对量表数据准确性的检验，效度分

析主要考虑结构效度、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首先

对供应链动态能力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以检验

各维度题项设置的准确性，用最大方差法对供应链

动态能力４个变量下全部测量指标进行探索性因子
分析，提取出 ４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解释率达到
６８％，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其次对因子荷
载进行检验，各变量下因子荷载均大于０．５，即各题
项对变量均具有较好的解释程度。由表１可知，各
变量数据均满足 ＣＲ大于０．７，ＡＶＥ大于０．５的要
求，表明内部具有较好的一致性，量表聚合效度通过

检验。

表１　信度、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题项数 代码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ＣＲ ＡＶＥ

环境感知与

适应能力（ＰＡ） ４ ＰＡ ０．８０２ ０．７９２０．５１７

学习与创新

能力（ＬＣ） ４ ＬＣ ０．８２０ ０．８１９０．５３３

资源整合与

重构能力（ＩＲ） ４ ＩＲ ０．８１４ ０．８２００．５３３

关系与协调

能力（ＲＣ） ３ ＲＣ ０．８２７ ０．８３１０．６２３

价值共创（ＶＣ） ６ ＶＣ ０．８６６ ０．８７８０．５６０
环境绩效（ＥＰ） ６ ＥＰ ０．８７８ ０．８８２０．５５６

　　区分效度通过对比变量间相关系数与变量
ＡＶＥ的平方根得到，如表２所示。

表２　变量间相关系数与变量ＡＶＥ的平方根

项目 ＰＡ ＬＣ ＩＲ ＲＣ ＶＣ ＥＰ
相关系数

　ＰＡ １
　ＬＣ ０．７１６ １
　ＩＲ ０．４２８ ０．４２２ １
　ＲＣ ０．４６１ ０．２９８ ０．６２４ １
　ＶＣ ０．７１３ ０．７２３ ０．６２９ ０．７４４ １
　ＥＰ ０．５４４ ０．５５２ ０．７０９ ０．６４４ ０．７３３１
ＡＶＥ平方根 ０．７１９ ０．７３０ ０．７３０ ０．７８９ ０．７４８０．７４６

　　由表２可知，本研究各变量间相关系数均小于
ＡＶＥ的平方根，量表区分效度通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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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假设检验
３．２．１　直接效应检验

首先，对结构方程模型整体拟合度进行检验，得

到主要模型拟合指标：卡方自由度比（χ２／ｄｆ）为
２．１８８，近似均方根误差（ＡＲＭＳＥ）为０．０７６，拟合优度
指数（ＩＧＦ）为０．９０４，增值适配指数（ＩＩＦ）为 ０．９１１，
Ｔｕｃｋｅｒ－Ｌｅｗｉｓ系数（ＩＴＬ）为 ０．９０４，比较拟合指数
（ＩＣＦ）为０．９１０，与标准区间（χ

２／ｄｆ＜３，ＡＲＭＳＥ＜０．０８，
ＩＧＦ＞０．９，ＩＩＦ＞０．９，ＩＴＬ＞０．９，ＩＣＦ＞０．９）对比均符合
要求，模型拟合效果良好。

其次，进行供应链动态能力对环境绩效影响的

直接效应检验，得到主要模型拟合指标：χ２／ｄｆ为
１．７０８，ＡＲＭＳＥ为０．０６６，ＩＧＦ为０．９０１，ＩＩＦ为０．９２７，ＩＴＬ为
０．９１３，ＩＣＦ为０．９２６，与标准区间对比均符合要求，模
型拟合效果良好。环境感知与适应能力、学习与创新

能力、资源整合与重构能力、关系与协调能力对环境

绩效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均在０．０１的置信水平内被验
证。因此，假设Ｈ１ａ、Ｈ１ｂ、Ｈ１ｃ、Ｈ１ｄ均得到验证。
３．２．２　间接效应检验
３．２．２．１　路径分析

表３为供应链动态能力与环境绩效间路径分析
结果。

表３　供应链动态能力与环境绩效间路径分析结果

路径关系 路径系数 临界比值 标准误 ｐ
ＰＡ→ＶＣ ０．２０３ ０．１０７ １．８８９ ０．０３９
ＬＣ→ＶＣ ０．３７１ ０．１０８ ３．４４１ ＜０．００１
ＩＲ→ＶＣ ０．２４４ ０．０７５ ３．２５７ ０．００１
ＲＣ→ＶＣ ０．１３０ ０．０６７ １．９２８ ０．０３４
ＶＣ→ＥＰ ０．８２０ ０．０９２ ８．９３９ ＜０．００１

　　由表３可知，从供应链动态能力与价值共创的
关系来看，环境感知与适应能力、学习与创新能力、

资源整合与重构能力、关系与协调能力对价值共创

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０．２０３（ｐ＜０．０５）、０．３７１（ｐ＜
０．００１）、０．２４４（ｐ＜０．０１）、０．１３０（ｐ＜０．０５），都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 Ｈ２ａ、Ｈ２ｂ、Ｈ２ｃ、Ｈ２ｄ均
得到验证。同时价值共创与环境绩效间也通过了

ｐ＜０．０５的显著性检验，Ｈ３得到验证。
３．２．２．２　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通过 ＳＰＳＳ２４．０的 ＰＲＯＣＥＳＳ宏程序进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选择Ｍｏｄｅｌ４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检
验结果见表４。

由表４可知，在９５％的置信区间下，环境感知
与适应能力对环境绩效的间接效应系数为０．４７５，
检验区间为［０．３３５，０．６２２］，学习与创新能力对环
境绩效的间接效应系数为 ０．４３８，检验区间为

［０．２６８，０．６２２］，资源整合与重构能力对环境绩效
的间接效应系数为 ０．３０４，检验区间为［０．１４９，
０．４６０］，关系与协调能力对环境绩效的间接效应系
数为０．３９１，检验区间为［０．２３７，０．５４５］，区间内均
不包含０。说明价值共创在供应链动态能力的４个
维度与环境绩效间均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中介效

应占比分别为 ７７％、７０％、７５％、９４％。假设 Ｈ４ａ、
Ｈ４ｂ、Ｈ４ｃ、Ｈ４ｄ得到验证。
表４　价值共创在供应链动态能力与环境绩效间的

中介作用检验结果

效应关系 效应值 ＬＬＣＩ ＵＬＣＩ 效应占比／％

ＰＡ→ＶＣ→ＥＰ

　总效应 ０．６１３ ０．４９７ ０．７３０ １００

　直接效应 ０．１３９ －０．００４ ０．２８１ ２３

　间接效应 ０．４７５ ０．３３５ ０．６２２ ７７

ＬＣ→ＶＣ→ＥＰ

　总效应 ０．６２６ ０．５２３ ０．７２８ １００

　直接效应 ０．１８８ ０．０３５ ０．３４０ ３０

　间接效应 ０．４３８ ０．２６８ ０．６２２ ７０

ＩＲ→ＶＣ→ＥＰ

　总效应 ０．４０９ ０．２７５ ０．５５９ １００

　直接效应 ０．１０４ －０．２２１ ０．０１３ ２５

　间接效应 ０．３０４ ０．１４９ ０．４６０ ７５

ＲＣ→ＶＣ→ＥＰ

　总效应 ０．４１４ ０．２８６ ０．５６１ １００

　直接效应 ０．０２３ ０．１００ －０．０２２ ６

　间接效应 ０．３９１ ０．２３７ ０．５４５ ９４

　注：ＬＬＣＩ与ＵＬＣＩ为置信区间边界

４　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４．１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对油脂企业的实证调研，分析了供

应链动态能力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的影响关系，并

探讨了价值共创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供

应链动态能力的４个维度环境感知与适应能力、学
习与创新能力、资源整合与重构能力、关系与协调能

力对企业环境绩效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价值共

创在供应链动态能力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具有显著

的中介作用。

４．２　管理启示
４．２．１　企业管理人员应从战略高度注重企业动态
能力的培养

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优秀战略的制定，

作为战略制定与实施的主体，企业管理者应高度重

视供应链动态能力在企业面临高速发展的外部环境

时的重要作用。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绿色

１５１２０２３年第４８卷第１２期　　　　　　　　　　　　　中　国　油　脂



成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低碳转型成为制

造业企业，包括油脂企业等发展的必然方向。在全

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中，国际大型油脂企业纷纷进

入我国，同时油脂行业集中度仍在不断增加，油脂企

业面临更加激荡的外部环境与更加激烈的竞争局

势，将培养供应链动态能力提高到战略高度，在政策

引领下调整发展方向，才能保证企业拥有长久的竞

争力。从具体维度来看，学习与创新能力是企业发

展动态能力时需要放在首位的。

４．２．２　企业构建动态能力机制时应积极开展价值
共创活动

油脂企业的管理涉及设计、采购、工艺、施工、运

营等多个环节，仅凭单个企业的努力很难达到预期

的绿色化要求，企业基于供应链平台构建动态能力

机制可高效实现资源整合以提升环境绩效。随着政

府环境规制的增强，油脂企业与其上下游企业共同

面临着环保压力的增大，具有良好的价值共创基础，

因此油脂企业在构建自身动态能力机制时应积极开

展价值共创活动，将绿色设计、绿色工艺创新等价值

最大化。

４．２．３　油脂企业可以通过优化绿色供应链管理，多
措并举提升环境绩效

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能够在不断的消费反馈中

放大上游供应链的绿色努力成果，提升整体产业竞

争优势，同时由于绿色物流、清洁生产等措施的长尾

效应，从长期来看，不仅能够提升油脂企业环境绩

效，在消费者绿色需求增长的当下也促进了品牌价

值的提升，从而扩大企业影响力，获得更高的经济

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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