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4 年 月 甲面社会料学院研芜迮院孪戒

第 期 ( 总 期 )

转型经济 中 跨区域发展对企业

绩效的影响 ：
基于 中 国 房地产

上市公司 的研究

蔚然风 杨红燕 李艳丽

【提 要 】 跨区域发展是
一种可以帮 助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 , 但关于一 国之 内跨省

区 的企业发展研究并不充分 。 本文以 资源基础观和制度理论 为基础 , 提 出 了 企 业跨省 区发

展的理论框架 , 并用 房地产上市公 司 的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 。 实证结果表明 , 企业跨区域

发展战略可以 为 企业带来良好 的 绩效 ；
而且项 目 所在地的 市 场制度环境发展程度正 向调 节

跨区域发展与绩效 间 的关 系 ；
项 目 当 地的行业竞争状况对企业跨 区域发展与 绩效 间 的关 系

存在显著 负 向影响 ；
企业产权性质正 向调节 企业跨区域发展与绩效间 的 关 系 。

【关键词 】 跨 区域发展 企业绩效 制度环境 竞争强度 企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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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发展是优势企业通过生产资本的跨 随着中 国经济 的不断增长和城镇化进程的逐步

地区转移 ,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的一种重要的 战 加快 , 房地产业获得 了 巨大发展 , 已经成为我

略扩张形式。 自 世纪 年代开始 , 随着经济 国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 。 近些年来我 国大型房

全球化的不断发展 , 企业为 了追求利润最大化 , 地产企业明显加快了跨区域发展的步伐 , 截至

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 。 与此 同时 , 中 国 年末 , 规模相当的 家企业中 , 恒大进人

经济开始持续高速发展 , 在 世纪末 , 国 内企 城市数量突破 多个 , 万科进入城市数量达

业跨区域发展逐渐增多 , 而且形式非常多样化 。 到 多个 , 远洋地产进人城市数量约 个 。 近

经过 多年的改革开放 , 中国经济的市场 年来 , 我国 土地使用权 出让制度 由协议划拨 向

化程度 已经有 了长足的进步 , 但是区域之间 的
“

招拍挂
”

转变 , 这为房地产企业进行跨区域扩

巨大差异成为市场化改革后果的
一

个显著特点 , 张提供了 良好机遇 , 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 很

并且表现在经济发展程度 、 增 长模式 、 制度变 好的契机 。

迁程度等各个方面 。

① 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背

景 , 本研究中重点关注 的 问题是 ： 跨区域发展

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怎样 的关系 ？ 目 的地的
①

选择对企业跨区域发展和企业绩效有什么影响 ？ 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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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企业跨区域发展与绩效间关系 的影响

一

、 文献综述
因素

企业躯域发展对企业绩效的影

从 世纪 年新始 , 学者们从不同
新型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经济时

论视角探索了企业跨区域发展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又

但是两者之间是何种关系至今仍存在争议 。

有的学者基于传统的对外投资理论 , 认为

跨区域发般肖企 絲碰
；

侧

究认为跨区域发展导致的高额成本与跨区域发
‘ ‘

政策倾向于支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城市 , 包括规模
展带来的收 两者之间会抵消或者至少部分抵
池 八

丨 丨
娃 日 龙 羊 ② 士古

大的城市 、 经济知 区 、 沿海城市 , 而不是农村地
消 , 跨区域发展与企业绩效显者负相关 , 也有

口

、
止

区 , 包括内陆地区和小的次级市场 。

⑧

研究认为 , 跨区域发展 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非
关工 命 八 丨

丨 访必

⑦ —
关于跨区域发展的研允 中 , 企业跨 国家发

一定是线性相关的 。

③ 研究发现 ,

企业绩效与跨区域发展之间存在倒 型的 曲 线
曰 士 土 山 由

、

奸 、入 ① ,

关系 ； 但是 , 有 的学者也质疑该结论 , 认
！

区域发展是造成企业与外部环境不匹配 的原因 ,

之一
, 进而导致公司绩效下滑 , 这使得企业为了

■口驗 ’ 会进行专雕资产的
,

与组织学习 ,

②

二
’

二
也就是说跨区域发展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应该是 。

呈 型曲线关系 ； 还有一些研究试图整合已有 ’

研究的观点 , 建立了 国际化扩张三阶段理论 ,

③ 。

企业绩效与跨区域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 随着跨区

域发展程度的提高先下降 , 再上升 , 最后下降。

此夕卜 , 也有
一

部分研允聚焦于跨次级区域
④ , ,

省份 ) , 例如 , ,

⑤

探讨在美国和 中 国的次国家区域的外国 子公司 ,

上 士丄 — 丄 ‘■ 一
》 丄 伽 ⑤ ,

的绩效 。 研究表 日

￡
, 国家次级区域在解释外 国

。

子公司绩效上显者 , 从而证头 了 匕作为公司绩 側

效补充的重要性 ； 并且在中 国地方区域的影响
(

〉 ,

、
一

、 丄 从 』 二 ⑥
远比他们在美国 的影响大 , 表明 区域差异对于

。 胃

公司业绩的解释力 , 新兴经济体比在发达经济

更 要 ,

⑥ 继

界哪 之后探讨 了地方政
⑦

府对于跨国 企业子公司绩效变化 的影 响程度

结果表明 , 地方政府的影响可 以显著解释公司

绩欢的变化 。 进
一

步研究表明 , 地方政府 的影

响往往在中 国加入 之前 , 以及在该国欠发

达地区的影响力更大 。 他们的研究结果强调要 ⑧ 】 ’
’

：

重视地方政府在塑造企业战略和企业绩效 中直

接和间接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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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研究表明东道国制度因素影响了公司业绩 , ( 从现有文献回顾中 , 我们可 以得到如

而制度距离是
一

个重要问题 。 对于跨国企业而 下启示 ：

言 , 制度距离与企业运营成本紧密相关 ,

一

般 第一 , 行业选择以及论证方法。 虽然有关企

而言 , 制度距离小 , 企业运行成本就较低 , 反 业跨区域发展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较多 , 但是

之 ’ 企业运营成本较高 。

① 这些文献的研究对象多数是零售业或者制造业企

行业竞争的影响作用 业 , 对跨区域明显的房地产企业的关注很少。

行业 内公司 的数量和每个竞争对手的市场 第二 , 目前关于企业跨区域发展对企业绩效

份额决定行业的竞争强度 , 如果
一

个行业 中竞 的影响机制研究较少 , 已有研究基于资源基础观 ,

争对手的数量越多 , 则该行业的竞争环境也就 建构资源——竞争优势
——绩效的影响路径 , 取

越激烈 ； 反之 , 则竞争程度下降 , 而垄断市场 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 但是对制度环境 、 行业竞

的竞争远没有完全竞争市场那样激烈 。

② 争以及企业属性的影响作用关注度不高 。

研究发现 , 市场进入 一

情况影响竞争者的规模和范围 ,

一

般较小的竞争
一

、

对手难以做出较大的反击行为 , 因此企业愿意进 企业跨区域发展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人那些主要由较小公司参与竞争的市场 , 因为竞 优势企业具有的核心能力 的可转移性是跨

争不充分的市场有利于企业获得
“

超额收益
”

。

③
地区发展的重要基础 。 关于跨 国投资 的研究认

企业属性的影响作用 为 , 企业投资的地域范围越广 , 就越可能利用

企业规模的影响作用 当地的实物资产 、 技术 等有利条件 。 跨区域发

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来说 ,
④

展的企业可以 根据当地的生产要素价格而改进

认为企业的扩张行为可 以 带来规模经济性和学

习经济性等利益 , 跨区域扩张能够使企业充分 ① , ,

利用各单兀的关系和优势 , 并且共享企业的独

特能力和资源 , 从而提升企业绩效 。 从资源观 , ’

, 山 士
一 ②

的角度看 , 大规模 的资源与能力具有多兀 、

复杂 、 互补性高等特点 , 并能有效利用 内外部 ,

—

资源的外溢效果而产生较大的优势 。

对组织纏的研究有着不同的方式 ’ 但得出
③

了
一

致的结论 , 即大公司更能够影响它们的环境
,

—

并实现与竞争者的差异化。 在
—

定时间里 , 大公 ④ °
,

司可以实施更加有效和及时的竞争行为 , 更可能
,

采取更多的竞争行动并采取战略性行动 。

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影响作用
—

公司所有权性质
一

般分为国有和 民营两类 。

⑥

所有权性质不同 的企业在战 略 目 标 竞争战
, ,

—

略 、

⑥ 政治战略 、 组织文化 、

⑦ 知识创造 等方 ⑦ ,

面都存在显著差异 。 国有企业行为 目标具有多
‘

、 —

—

重性 , 既要实现社会 目标 , 也要追求经济 目标 ,

⑧

政策性负担较重 。

⑨ 研究发

现 , 国有企业倾向 于制定战略 、 完成行政管理
饥

⑨ ,

任 ；务和止业扩张 ,
而 民营止 倾向于 ； 过市场

打为获取更多利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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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活动 , 或利用当地市场的有利条件来降低 样的话 , 次 国 家区域制度 因 素便对公司行为和

生产成本 。 另外 , 随着企业扩张范 围 的扩大 , 业绩产生 了持续的影响 。

创新的机会以 及企业利用 东道国技术知识的机 另外 , 制度环境变化影响企业 内 部权力运

会也会逐渐增加 。 行机制 , 从而影响企业战略决策和执行 。 面对

跨区域发展会给企业带来净效益 。 外部复杂多变的环境 , 企业要想获得可持续发

研究发现 , 企业从事海外投资 展 , 必须迅速地将外部制度环境变化的影响传

项 目数或直接投资的国家数与企业绩效呈正相 给企业各利益相关者 , 然后各个利益相关者之

关关系 。 原因在于跨区域发展增加 了企业可 以 间依据掌握资源 的价值进行博弈 , 重新进行权

调动的资源 。 资源基础观将企业看作是相互联 力 的排序 。 权力运行机制 的动态变化势必影 响

系的资源束和资源转换活 动 。 每个企业都是独 企业的战略决策和执行 。

特的 , 这种独特性来 自 它所拥有 的资源 、 彼此 因此 , 我们提出假设 ：

之间的匹配和资源运用 的方式 , 并会在较长时 跨区域 目 的地制度环境越好 , 企业跨

期内存在 。 企业所拥有的独特资源也被称为战 区域发展带来的绩效越突出 。

略资源 , 战略资源具有稀缺 、 有价值 、 难以模 关于跨 国公司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借鉴
仿和替代的属性 , 并为企业带来可持续性的竞 ④ 认为 , 跨国

、

公司获

竞争优势的重要細就是创造和 传递知识 。 然

而 , 制度背景上的差异使得外资企业接收母公
胃

’ ■■
肖的知识的有效性降低 , 跨国公司不太容易在

■胃 力 ’

东細转换細有纖定的竞争优势 。 此外 ,

— 。

②

对于员工来说 , 当东道国环境与母公司 的知识
胃 ’

、

不匹配时 , 他们 也可能不愿意进行母公司知识

的接受和使用 。 基于 制度距离的压力 , 通过减

少母公司所有权优势 的范围经济性和规模 , 针
‘

对东道国市场和员工特性进行传递方式和知识

源的调整显得尤为必要。 因此 , 随着制度距离

■ 上 的增大 ,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预期收益降

氐了 , 同时 , 在东道 国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
劣

、

势 , 而且与
一

线城市企业间 的差距会越来
应提高了

大 , 出现强者越强 , 弱者越弱 的局 面 。 因此 ’

八

当企业 由发达地 区转 向欠发达地 区 的过程 中 ,

两地企业 间资翻显存在差异 , 发达地区企业
标城市之间的区域制度差异的距离越小 , 止业

很容易获得好的绩效 。

上所述 我们 出假
①

, ,

—

企业跨区域发展会给企业带来好的绩效 。 ② ’

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企业总是处于特定的制度环境中 , 这些制
施缚酬 】 ,

—

度因素影响经济活动的生产率 、 公司 战略选择 ③ ,

和公司的盈利能力 。 他们也为经济 彳了为 发展路 。 ■ 。

径的形成提供了特殊的地方条件 。

③ 这些路径的
④ ° ,

’

一 一 ’ “ 、 ,

发展存在依赖性 , 深深地植根 于 当地 的文化 ,

并且不会从
一

个次 国家区域转移到另
一

个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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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转移越容易 , 那么 , 跨区域发展企业越 企业属性的调节作用

容易在当地市场建立竞争优势 , 获得良好的绩 企业规模是企业竞争力 的重要方面 。

一般

效 。 相反 , 如果 区域制度和文化差异太大 , 企 规模大的企业容易获取市场资源 、 获得领先的

业相对本地企业的竞争优势短时 间不容易构建 , 市场地位和消 费者 的认可 , 常 常拥有范 围经济

企业需要在熟悉当地制度环境上花费额外成本 , 和规模经济优势 。 企业 的扩张行为可 以带来规

反而降低了业绩改善 的空 间 , 因此 , 跨区域发 模经济性和学习经济性等利益 , 跨区域扩张能

展企业的业绩改变并不会很大 。 够使企业充分利用各种 的关系和优势 , 并且共

更进
一步地 , 我们提出假设 , 享企业的独特能力和资源 , 从而提升企业绩效 。

： 总部与跨区域 目 的地制度环境差异越 因此 , 本研究认为 , 当企业规模大时 , 无

小 , 企业跨区域发展对绩效的影响越突出 。 论企业本身拥有 的或者可以调动 的资源 , 还是

竞争强度的调节作用 具有的战略能力都比小规模企业强 , 于是企业跨

竞争强度是指行业 内 的竞争对手之间竞争 区域发展取得的收益也越高 。 因此 , 提出假设 ：

的激烈程度 , 竞争者密度是决定竞争强度 的关 企业规模越大 , 企业跨区域发展对绩

键因素之
一

。
① 通常一个行业 中公司 的数量和每 效的影响越突出 。

个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决定 了特定行业的竞争 转型经济区别于成熟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

强度 , 具体而言 ,

一

个行业 中竞争对手的数量 之一是所有权形式的多样性 。

③ 相 比民营企业 ,

越多 , 行业竞争也就越激烈 。 当竞争程度下降 国有企业更加具有资源优势 。 尽管 国 有企业行

时 , 企业可以 掌握现有 的资源 , 当竞争程度上 为 目标具有 多重性 ,

一边要追求经济 目 标 ,

一

升时 , 可预测性和确定性将减少 , 那么企业就 边要实现社会 目标 , 例如慈善捐助 、 社会养老 、

要采取
一定的措施 。

就业 、 社会稳定等等 , 因此 , 政策性负担较重 。

公司 的战略选择受竞争者密度 的影响 ,
但是 , 国有企业与政府的联系也更紧密 , 因此

② 认为 , 公司通常会根据 自 身的资源来 往往会得到较低 的银行贷款率 、 享受更优惠 的

选择竞争策略 。 在竞争强度低的行业内 , 公司 税率和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
④

较少依赖资源进行竞争 , 其对资源的选择针对 而且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往往具有等同政府

性较弱 。 公司跨区域发展带来的
一

个重要效应 机关公务员的
“

级别
”

,

一些大国企高管往往可

就是可 以调动更多 的资源 , 从而会影响公司 间 以变身为省部级高官 。 这种 国 企高管的身份特

竞争的结果 , 最终影响公司绩效。

征使他们管理的企业能够与 当地政府对等地进

目前 , 中 国正处于转型时期 , 各地区经济 行沟
巧
和交流 ,

,
企业扩张扫平道路。 对于房

发展不均衡 。 随着部分做大做强的企业开始走 地产行业本身而言 , 在竞拍拿地 、 建设 、 销售

出本地市场 , 进人二三线城市 , 加剧 了 二三线 到利润产生的
一

系列过程 中 ’ 都涉及到与政府

城市相应市场的竞争强度 。 而该区域市场的竞

争强度受到进入企业影 响范围 、 资源相似度 和 ① 丨 ,

竞争企业的组织结构不 同 的影响 。 市场上来 自
’

于一线城市的企业越多 , 竞争越激烈 , 那么公

司跨区域发展战略带来的收益便会越小 , 即获 ②

得的企业业绩越差
, ,

因此 , 我们认为 , 地 区市场竞争强度越小 ,

即竞争者密度越低 , 企业跨 区域发展带 来的绩 ③

效 好 于是 出假设
—

目 的地市场兄争强度越低 , 止业跨 区 ④ 。 。
,

域发展对绩效的影响越突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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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打交道 。 年 。 具体来说 , 因变量企业绩效数

因此 , 我们提出假设 ： 据选择 、 、 、 四 年的数据 ,

： 国有企业跨区域发展对绩效的影响 比 解释变量和 控制 变量选择 、 、 、

民营企业更突出 。 四年的数据 , 共计 个 ( 剔除了六年数

—

据中有残缺的样本 。

三 、 研究方法 之所 以选择滞后两年的业绩数据 , 主要是

基于房地产业业绩产生的实际情况 ,
通常第一

依据研究设计 , 分别定义 因变量 、 自变 士
房地产企业

巧
办理各种手续后开始建设 , 第

和控制变量 , 并借鉴已有研究和操作的可行性 ,

对每个变量进行测量 , 见表 。

本研允具体麵收絲源如下 ：

国 内 房地产上市公 司名 录取 自 上海证
表 变量名称及测量列

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 。

变量
名称 测量方法

本研究使用 的数据是国 内 家房地产上市公
類 司的数据 。

因变
企业绩效 企业每年托宾 值

⑵ 房地产上市公司年度业绩财务报表取 自

国泰安 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分析数据库 。

变量 , 当公 司存在跨 ( 房地产项 目地点 、 起止时间及投资额
自 变 企 业跨 区 域

发展
区域发展 时 , 取 ’ 否 取 自 相应公司年报 ( 下载 自金融界网站 ) 。

各省及直辖市人均 数据取 自 中华

十 十￥ , 载 自 巾华

化指数 年报告 》 共和国统计局官方网站 。

总 部项 目 所

在 地 制 度 环 以樊纲指数为基础做差

培姜异

调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所有项 目所在城市市场 表 列 出 了重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

竞争 强度 中规模相 当的竞争者数 具体的统计项 目包括 ： 统计样本量 、 均值 、 标
量舞 ’ 瓶 職

准差 、 最小值 、 以及最大值 。

公司规模 总资产规模
表 全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哑变量 , 最终控制人为
所有权性质 ：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国有 ’ 设为 , 否则为
—

交 通便 利 程 项 目 所在地区高舰总

坊制 度 里程均值
饵刷

变量 城市 发 展 空 项 目所在地市 区总面积 —

间

— 数据收集

中国房地产业经过 年的发展 , 已经成为中

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之
一

。 本文选择房地产业上市

公司为研究对象 , 采用 中国大陆房地产上市公司
(

二
)
相关性分析

作为研究样本 。 表 列出 了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本研究选用 的样本数据为面板数据 , 覆盖 ( 控制变量之间 的相关关系 ： 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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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与企业跨区域发展 、 城市交通发达程度呈 相关 (
一

,

一

,
； 企业跨

显著正相关关系 (
,

, 与竞争者密 区域发展与竞争者密度 、 企业性质呈显著负相

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

一

城市交通发 关 (

一

, 与企业规模呈显著正

达程度 与企业跨 区域发展呈显著正相关关 系 相关 ( 当地制度环境与制度环境差异显

, 与竞争者密度 、 企业性质 、 企业规模 著负相关 (

一

, 与竞争者密度显著正相关

呈显著 负 相 关关 系 (

一

,

一

；
制度环境差异与企业性质 、 企业规模显

。 著正相关 (
, , 竞争者密度与企业性

其他变量之 间 的相关关系 ： 企业绩效 质 、 企业规模显著正相关 (
, 企业

与制度环境差异 、 企业性质 、 企业规模显著负 性质与企业规模显著正相关 ( 。

表 变量间相关 系数表

—

—

—

—

— — —

— —

…

—

…

— … —

一 —

—

— 一

— …

注 ： 、

“

、

…

分别表示在 、 、 水平下显著 。

三 ) 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 表 跨区域发展与企业绩效的多元回 归模型①

多重共线性在管理学的统计回 归中 是
一个 模型 模型 模型

始终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 本文尝试用 以 下方 常数

一

法纠正这一问题 ：

跨区域 目 的地交通便利度
变量间最高相关性没有超过 。 而

且比较高 的相关性都是出现在控制 变量之间 。 跨区域 目的地发展空间
° ° ° °

在剔出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模型结果基本
一

致 。

— —

用 中心化来减少交互作用 变量的多重 目 标区域制度环境 二二

共线

的结果显示没有 严重 的多重共线 胃

性影响 。

音鱼猫摩

把样本分成两个来分析 , 结 一致 。

对于个体固定效应的处理 , 主要有 固定效 碰规模

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两种方式 。 在具体分析
°

过程中 , 我们首先要对各组 回 归进行 企业性 质

‘

检验 , 通过检验来看 固定效应和 随机效应的优

劣 , 最终选择适合 的模 型 。 经过 检

验 , 我们最终选择 固定效应模型 。 ① 用不 同的因变量 , 不同的 时间滞后 , 都是 同样的结果 , 表

明该结果具有稳健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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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展经营效率相对较低 。

模型 模型 模型 跨区域发展与企业所有权性质的交互系数是
一

显著正相关 , 即假设 得到实证支持 。

企业跨区域发展
稳健性检验

交互作用 同样 , 经过 检验 , 在稳健性检验

躯職 中 , 我们仍然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 根据所选房地

产行业的特点 , 我们选择净利润作为稳健性检验

中企业绩效 的测量变量 , 替换原模型 中托宾
公 司总部制度环境差异 (

值 。 具体的处理方法同上 , 回归的结果详见表 。

跨区域发展 目 标 区 域市
一

场竞争强度 表 稳健性检验结果

跨区域发展 企业规模
° 变量 模叫 模型

似

常数

跨区域发展 企业所有权
；

—

— —

性质 ( 跨区域 目 的地交通便利度
, 、 , , , 、 ,

— —

…

： ： ,

、
,

跨区域 目 的地发展空间
—

— 一

⑴ 实证检验结果
目 标区域制度环境

(

―

表 中的模型 显示 , 在企业是否跨区域发

展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回归中选择了固定效应模型 ,

跨区域制度环境差异

证实企业跨区域发展与企业绩效 显著正相 ：
关 (

, 即企业实施跨区域发展战略会明
竞争 虽度

显提升企业绩效 。 因此 , 假设 得到实证支持 。

企仆挪模

跨区域发展与 目标区域制度环境交互项系数

、 显著正相关 ’ 故假设 得到实证支持 。

八 ■由企业性质

假设 没有得到实证支持 。 究其原 因 ’ 由

于中 国房地产业存在强者越强 、 弱者越弱 的现

象 , 大规模房地产企业对地方经济影响 巨大 ,

因此越是制度环境差 的地方越是对大规模企业
交互作用

大开绿灯 , 这一方面与地方官的政绩等多种原 跨 区域发展 目 标区域制

因挂钩 , 另
一

方面与大规模企业谈判能力强相

关。 因此大规模企业在受到优待 、 得到实惠之
跨 区域发展 目 标区域与 °

后 , 自然因跨区域 目 的地制 度环境差而带来 的
公 司总部制度环境差异

消极影响降低 , 因 此 , 这些地 区跨区域发展企
跨 域发展 目 标区域市

业的业绩并不 比制度环境好地区的业绩差。

騎制虽度

跨区域发展与 目标区域市场竞争强度的交 跨区域发展 企业规模

互系数是
“

,
显著负 相关 ,

即假设 得
跨区域发展 企业所有权

到头 支持 。

性质 (

假设 没有得到实证支持 。 究其原因 , 规
…

——“

…
： ： ： ；

模大的企业往往经营死板 , 管理 内耗较严重 ,

。

总部决策不容易得到 良好执行 , 因此跨区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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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元回 归分析 , 我们证实 了企业跨区 尽管本文得到了较为可靠的研究结论 , 但

域发展与绩效的正相关关系 ； 项 目 当地制度环 是本研究只是揭开 了企业跨区域发展对企业绩

境对于企业跨区域发展与绩效呈显著正向 调节 效影响机制的神秘面纱的
一

角 , 还有很多问题

作用 ； 行业竞争 ( 竞争者密度 ) 对于企业跨区 值得深人探讨和进
一

步的完善 。 例如 , 我们 目

域发展与获得绩效间呈显著的 负 向调节效应 。 前只是测量了 是否跨区域发展 , 我们将来还可

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说 明 , 我们实证检验的结果 以进一步用不 同维度来讨论不 同 的跨区域发展

是可靠的 。 形式 。 本文研究 了企业跨区域发展对企业绩效

、 、

八
的影响 , 但是对企业跨区域发展程度 、 速度等

与绩效的关系等问题没有深人地研究 ； 由 于截

论文在结合资源基础观与制度理论研究嶋

础上 , 针对转型经济 国家的企业跨区域发展对企
调节作用 比较难发‘ 比如多点胃争 、

业绩效的影响过程进行研究 , 具有理论意义和实
等对企业跨 展与企业绩效 响等 。

践意义 。 在理论上 , 本文 以中 国房地产上市公司

为研究对帛 , 糊讀膽撤辦舰 , 錢
施 ’ 可械職本文随论框架 。

跨区域经营对绩效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定量分析 ,

建立了我国房地产企业跨区域发展对企业绩效影
工

响的分析模型 。 在实践方面 , 本研究通过研究转
北京市 鼎盛华投资管 理公 司 董事长 ；

型经济国家企业跨区域发展对绩效的影响 , 可以
红

,
是美 国 华盛顿大 学博士 , 香港理 工

更好地促进房地产业的有序竞争 , 优化产业结构 ,

大学 理教授 ； 李艳丽是北京体育 大学

提升房地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 也为政府部门制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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