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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跨组织信息系统( IOS) 的有效使用已成为提高企业绩效的关键要素．在跨组织信息系统
使用过程中，企业间关系、企业知识行为等非技术因素起着协调系统与组织业务流程和管理流
程的关键作用．文章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企业知识理论，构建了社会资本对跨组织信息系统吸
收影响的理论模型，对跨组织信息系统采纳后吸收阶段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理进行了研究．
运用偏最小二乘( PLS) 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检验了模型的路径和假设．结果发现社会资本的两
个重要维度———结构资本和认知资本对跨组织信息系统吸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该影
响是通过 IT知识应用过程这一中介作用实现的．社会资本的另一重要维度———关系资本也对
跨组织信息系统吸收具有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受跨组织信息系统使用情境下社会资本 3 个
维度之间因果关系的影响．研究结论将丰富信息系统吸收理论，对实施企业有效的吸收跨组织
信息系统具有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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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信息技术日渐复杂，信息系统呈现出跨越组

织边界的特征，其应用范围和使用程度也在不断

地调整和深入［1］． 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跨组织信

息 系 统 ( inter-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IOS) 来支持企业间信息共享、数据交换和合作．
IOS 的有效应用不仅能够大大提高企业的生产及

运营效率，还会给供应链上不同企业之间的合作

网络带来更多的绩效及竞争优势［1 － 3］．
据计世资讯对中国制造业行业信息化建设与

IT 应用趋势的研究报告显示: 制造业行业 IT 投资

额呈逐年大幅度上升趋势，仅 2008 年和 2009 年

对 EＲP、CＲM、SCM 等信息系统的投资额就分别

高达 101． 9 亿元和 108． 6 亿元人民币，CＲM、SCM
等扩展应用跨越了组织边界，成为部分细分行业

的重点． 然而，连续的 IT 投资并没有实现预期的

IOS 商业价值给企业带来预期的收益［4 － 5］，有的

甚至是完全失败，致使企业陷入财务危机和管理

危机［6］． 在 IOS 实践中，企业也许能够成功地采纳

和实施 IOS，但却败于吸收． 例如作者到某汽车公

司调研了解到，该公司处于供应链上的核心位置，

已经较为成功的实施了 IOS( EＲP 系统与 SCM 和

CＲM 等系统的集成) ． 但在 IOS 使用过程中，仍然

存在企业与合作伙伴间 IOS 使用目标不一致、业
务流程未达成一致意见、缺乏交流和互动、流程执

行沟通不畅、系统与实际业务不符等一系列的问

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该公司对 IOS 的

使用效率从而没有充分实现该系统潜在的商业

价值．
在 IOS 实践中所表现出的一些问题，在理论

上已有部分学者进行研究． 技术吸收理论表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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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的信息技术都产生吸收裂痕，组织对 IOS 吸

收和使用效率远远滞后于组织采纳效率［7］． IOS
只有被企业和其合作伙伴双方充分的消化和吸

收，才是 IOS 项目最终成功的标志 ［6，8］． 以往理论

界及实践界对 IOS 采纳和实施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而采纳后吸收阶段的研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IOS 生命周期中吸收这一阶段的缺失却可能是造

成 IOS 高失败率的一种解释［9］． 因此，IOS 吸收的

相关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和必要; 另外，以往关于

IOS 采纳和吸收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从创新扩散

理论 ( DOI ) ［10］、技 术 － 组 织 － 环 境 ( TOE ) 框

架［11］等理论视角出发，关注组织的外部环境、技

术本身的推动及组织自身特征等因素对 IOS 采纳

和吸收的影响，而忽略了组织间正式的和非正式

的联系、组织间互动、组织间关系质量、共享目标

和价值及组织知识活动等能够达到 IOS 使用目标

的那些重要的组织间网络关系因素和组织自身知

识行为因素． IOS 涉及到两个及两个以上组织的

连接与协调，它的有效使用和吸收必然受到合作

伙伴间网络关系的影响． 若只关注外部环境及技

术本身的特征，而忽略组织间网络关系及组织自

身知识行为因素，IOS 成员企业也不会实现对 IOS
的充分吸收． 因此，对于 IOS 采纳吸收相关的研究

应该从传统的 DOI 及 TOE 理论框架转移到新兴

的组织间关系领域上来［12］． 为了弥补以往研究的

不足，本文将 IOS 的研究从采纳和实施阶段拓展

至采纳后吸收阶段，从组织间网络关系及知识视

角出发，提出以下核心研究问题:

1) 组织间连接和互动、关系质量，共享目标

和价值等是如何影响企业 IOS 吸收的? 其影响机

理是什么?

2) IOS 使用情境下，组织间互动、关系质量，

共享目标和价值等是如何影响组织自身 IT 知识

行为的?

3) 组织自身 IT 知识行为又是如何进一步影

响 IOS 吸收的?

1 理论框架和假设提出

1． 1 跨组织信息系统及其吸收的界定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 IOS 及其吸收． 以往研究

中学者们纷纷从技术、服务、业务流程等不同角度

对 IOS 进行了定义，认为 IOS 是以信息及通讯技

术为基础，跨越组织边界的，连接两个或者两个以

上的组织，能够实现组织之间数据或信息资源共

享的信息系统． 以往大部分学者对于 IOS 的定义

都偏重强调其技术特性，而忽视了它对于企业间

关系、企业间合作等支持的管理层面问题［13］． 随

着信息技术在组织中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

展，组织间合作形式、经济活动方式逐渐发生改

变． IOS 的界定也应该实现信息技术与企业间关

系和合作的统一［1，13］． 因此，本文结合以往学者对

IOS 的定义，将 IOS 界定为: 以利用信息和通信技

术为基础，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织，能够实现

信息在组织之间流动，服务于组织间业务流程，对

企业内外信息进行集成管理，并支持组织之间信

息共享、交易合作和战略协同的信息系统． 例如电

子数据交换系统( EDI) 、供应链管理系统( SCM) 、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CＲM) 和 B2B 电子商务系统

等等． 相对于一般的组织内部信息系统而言，IOS
具有如下特征: 1 ) 跨越组织边界、2 ) 需要两个及

两个以上组织的电子互联和协调、3) 兼容性和互

操作性、4) 具有关键作用的标准( 数据通信协议、
行业标准、专用标准等) 、5) IOS 提供商和实施商

等第 3 方参与、6) 组织间关系相比技术而言更重

要、7 ) 管理复杂性、8 ) 开放性和安全性等［3，14］．
IOS 的应用形式分很多种，本文主要研究由供应

链网络上的核心企业为主导发起的 IOS．
企业在采纳和实施了 IOS 以后，只有将其充

分地与企业内外部业务流程及管理流程相融合，

实现充分的消化和吸收，才能够真正有效地支持

企业活动，为企业带来更多的价值． 以往的学者分

别从信息系统对企业战略及价值链贡献角度［8］，

使用过程角度［11］及信息系统在组织中应用范围

的广度及深度对信息系统吸收进行了界定［6，15］，

认为信息系统吸收是指信息技术在组织工作流程

中扩散，并使与这些流程相关的活动变成常规的

程度［6］． 因此，本文结合以往学者对信息系统吸

收的定义，将 IOS 吸收界定为信息技术融入企业

的程度( 组织内外使用信息技术的广度、深度、多
样性和量) ，即 IOS 在支持、处理组织内外具体业

务活动和业务流程，并使这些活动和流程成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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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进而提高企业战略和业务绩效的程度．
IOS 最明显和最独特的特点就是它具有跨越

组织边界的特性，其使用不但包括参与成员企业

各种职能部门之间的电子连接，还包括了与企业

内部系统、与其他合作伙伴企业系统的整合． 对

IOS 的充分吸收和有效应用是由多个企业共同参

与完成的． 因此，在 IOS 吸收过程中合作伙伴之间

的网络关系问题很突出［3，12］． 一个企业拥有许多

的组织间关系，例如企业与供应商、客户、投资商、
政府机构、行业协会等等［16］． 本文主要讨论与企

业 IOS 实施和使用有着直接重要关系的实体———
供应链网络中的供应商、客户和 IOS 提供商及实

施商，将其定义为 IT 情境下的关键合作伙伴．
1． 2 跨组织信息系统吸收与社会资本

IOS 参与企业之间具有复杂的业务关系，使

用不同于传统的信息系统，涉及到所有参与成员

企业的协调努力． IOS 的有效使用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以往学者认为 IOS 吸收需要参与成员企

业之间相互配合、学习技术知识、管理知识和使用

经验［17］; IOS 合作网络的网络结构特征、合作伙

伴间关系质量及共享的目标和价值等诸多社会因

素都会影响 IOS 的建立和发展［3，12，18］． 本文将这

些因素归结为社会资本的 3 个不同方面，因此引

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 许多学者将社会资本定义

为嵌入在个人及团体网络关系中实际和潜在资源

的总和［19 － 20］． 还有一些学者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更

广泛的定义，他们认为社会资本不仅包括网络连

接、网络关系，还应该包括关联的准则和价值观

念［20 － 21］． 社会资本很好的解释了行为主体间的合

作行为、共同行动和持续活动［20，22］，其概念已经

被广 泛 的 用 在 企 业 内 部 与 外 部 关 系 的 研 究

中［19 － 20，23］． 社会资本包括有社会互动、网络连接、
信任 和 价 值 系 统 等 很 多 不 同 的 属 性［19 － 20，24］．
Nabapiet 和 Ghosbal［19］将这些不同的方面定义为

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 本文

的研究在 IOS 情境下，涉及到企业与关键合作伙

伴间的关系，因此将社会资本界定为包括相关规

范和价值在内的嵌入在企业与关键合作伙伴网络

连接中的实际和潜在资源的总和，并将社会资本

区分为结构资本、关系资本和认知资本 3 个维度．
其中结构资本描述了行为主体间的连接模式，涉

及到企业与关键合作伙伴之间的互动、网络连接

及网络中心性; 关系资本涉及到嵌入在网络连接

中的、能够创造和维护组织间关系的资产和规范，

包括企业与关键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承诺和关

系专属性等关键要素; 认知资本描述了能提供共

同叙事、共同释义及系统含义的那些资源，涉及到

企业与其供应链合作伙伴之间共享的 IOS 愿景和

战略协同性．
嵌入在企业与关键合作伙伴中的社会资本这

3 个重要方面———结构资本、关系资本和认知资

本对 IOS 合作使用和连合解决问题等活动具有关

键作用．
1) 供应链上 IOS 的应用是参与企业根据其

使用效果不断反馈、互动、相互调整的过程． 合作

伙伴间的网络连接、参与管理和互动方式等网络

结构特征为 IOS 有效使用提供了重要的基础［18］．
IOS 有效使用需要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间同步运

作，达到有效的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 但这些 IOS
参与成员企业在计算机硬件、计算机软件、数据库

系统、操作系统等方面可能存在异构现象． 在 IOS
使用过程中，关键合作伙伴间有效地沟通和紧密

的合作，可以优化组织间业务流程，改变任务分配

与处理方式、及时提供重要的系统参数配置［3］，

从而实现各个信息系统之间兼容性和互操作性，

对数据进行集中和统一管理． 这有利于提升企业

与供应链合作伙伴发展 IOS 的连接程度和企业使

用 IOS 系统处理供应链业务交易的交易量．
2) IOS 成功合作更需要企业与关键合作伙伴

关系中具有信任、承诺和关系专属性等重要属

性［12，25］． IOS 的实施改变了组织内部及组织间业

务流程，增加了企业购买、维护系统和培训员工的

大量成本［26］． 因此，在短期之内，IOS 很难迅速提

升企业整体绩效，反而还有可能使其一定程度的

降低． 通过建立信任、承诺和规范等形式的社会资

本，合作伙伴间倾向于建立一个牢固的、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从而降低组织间关系中的机会主义

行为和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鼓励伙伴间更高

水平的合作［25］，促进企业与供应链合作伙伴发展

更广泛的 IOS 连接，提升企业应用 IOS 支持企业

运营、管理和战略决策的程度． 另外，IOS 具有一

定的开放性，它与企业内外部信息系统集成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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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增加了信息系统的透明度和安全隐患． 高水平

的关系质量能够确保合作伙伴不违反协议和降低

系统的脆弱性，保证系统安全控制和传递信息完整

性与准确性［12］，从而有助于提高企业使用 IOS 系统

处理供应链业务交易的交易量和业务种类多样性．
3) 供应链合作伙伴对 IOS 使用的共同认知

和目标也是 IOS 成功使用的重要因素． IOS 的蓝

图和目标，给参与到 IOS 的所有实体提供了明确

的方向，这能减少 IOS 使用过程中的意见分歧，降

低实施风险［3］． 共享的 IOS 目标，有助于建立与行

业特征相适应的 IOS 模式、统一 IOS 使用的规范

标准、确认组织内外业务流程，使企业对相应的变

化做充分的准备［27］． IOS 的使用涉及到不同的组织

结构、多种业务战略和不同的信息技术( IT) 基础设

施等问题［28］． 合作伙伴间较高水平的战略协同使得

组织内和组织间流程有效的整合，促进 IOS 与业务

战略紧密的连接，实现 IOS 系统与企业内部信息系

统及外部合作伙伴信息系统的整合应用． 这有助于

企业使用 IOS 执行现有的业务目标，评估 IOS 的适

应性以确保其随着时间发展的有效性［17］．
1． 3 跨组织信息系统吸收与组织 IT 知识

IOS 的有效使用也受嵌入在企业与关键合作

伙伴关系中 IT 知识资源的应用过程的影响． 以往

的研究表明，组织知识的存量和流量是信息技术

成功的基础，挖掘和利用知识的过程对扩散和采

用 IT 创 新 是 至 关 重 要 的［29］． 企 业 知 识 理 论 (

knowledge-based theories of the firm) 指出，企业是

知识的集合体、知识的大仓库，企业的优势来自于

超级的创造知识和转移知识的能力，知识的积聚

构建了企业发展和成长的驱动力［23，30］． 知识分为

易于编码、可以传播而不失完整性的显性知识或

信息，和不易编码、具有粘性的隐性的知识或技术

诀窍［31］． 本文在 IOS 情境下，主要涉及到 3 种类

型的知识，即 IT 技术知识( 例如 IOS 产品知识、系
统分析与设计) 、IT 管理知识( IOS 与业务流程成

功整合和 IOS 成功实施的关键知识) 及 IT 网络关

系知识( 与供应链合作伙伴交互的经验知识) ．
企业的知识结构特征即广泛的知识重叠和知

识交换关系到一个组织使用新技术支持组织战略

和组织运营的能力［32］． 在组织 IT 创新过程中，复

杂技术导致的知识壁垒给采纳者带来了沉重的学

习负担，阻止了技术扩散［33 － 34］． 组织若先前有使

用相关技术的经验或者了解创新，可能会较早的

采纳创新． 否则组织将会推迟采纳，直到知识壁垒

被充分的降低或者直到他们获取足够的知识和技

术诀窍，并知道如何成功地运作［34 － 35］． 能够更好

地克服知识壁垒的组织会比其他组织更有可能进

一步消化新技术，促进吸收过程［33］． 然而知识具

有默会性、共享性和可占用性等性质，知识本身是

不会流动的． 只有通过有效的知识行为才能使知

识在企业和伙伴间流动，促进知识向具体价值的

转化，使知识在企业 IOS 使用中真正的发挥作用．
否则知识就会贮存在某一特定的实体中，导致知

识慢慢僵化［30］．
企业对于 IT 知识获取、整合及应用是企业有

效理解供应链活动中 IT 技术部署从而促进 IT 吸

收的有效因素［36］． 学习可以改变一个组织对新技

术的认知地图，帮助便利 IT 创新的部署，降低采

纳和吸收创新的知识壁垒，缩短他们已经知道的

知识和新技术需要他们知道的知识间的差距，克

服创新实施过程中的困难［29］． 因此，组织获取 IT
知识、应用 IT 知识的能力对 IOS 使用程度的提升

是至关重要的． 知识获取、知识共享和知识的整合

等是 IT 知 识 应 用 过 程 的 部 分 步 骤 和 重 要 方

面［30］，是组织及时回应技术的改变、利用知识和

技术产生新产品和新流程的动态过程［37］． 组织必

须不断的获取、共享、整合和利用新知识来促进企

业内部知识的增长，丰富企业的知识结构，加强企

业对 IT 技术知识、IT 管理知识、IT 网络知识的理

解和应用，从而促进信息技术与管理流程和业务

流程有效融合． 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本文将知识

获取、知识共享及知识利用和整合的过程定义为

组织 IT 知识应用过程，并认为这个过程能够直接

影响组织对 IOS 吸收．
1． 4 假设提出

在 IOS 使用过程中，嵌入在企业与关键合作

伙伴关系网络中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可以广泛培

养企业 IT 知识应用过程． 社会资本是从外部给企

业导入知识的主要手段． 企业通过社会资本获取

的外部 IT 知识可以和企业现有的内部知识进行

整合，也可以将新的外部知识和内部现有的知识

进行比较，找出企业现有内部知识的不足，更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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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知识，从而进一步提升企业对 IOS 使用技术诀

窍的掌握，促进 IOS 吸收．
1． 4． 1 跨组织信息系统吸收过程中结构资本对

IT知识应用过程的影响
在 IOS 使用情景下，结构资本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合作伙伴间知识交换的认知，确定了企业可

以获取和整合信息资源的幅度和范围［19，38］． 企业

与关键合作伙伴之间紧密的连接和互动构成了有

价值的 IT 知识资源扩散和转移的通道［19 － 20，24］，

加速了企业高密度的 IT 知识和技术诀窍的获取

和交换［18，39］． 与 IOS 提供商和实施商之间紧密的

连接和互动，能促使 IT 知识和技术诀窍向企业转

移，提升企业使用 IOS 的能力． IOS 参与企业的业

务部门和信息部门间的互动和交流创造了“跨职

能界面”，提供了集体学习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分

享彼此的经验、意见、观点和看法，促进业务知识

和 IT 知识集成［40］． 企业与供应链合作伙伴间紧

密的联系和互动能够加深彼此之间业务流程和信

息系统使用情况的了解，共同理解和规范组织间

业务流程，促进他们分享各自信息系统使用经验

和 IT 知识的动机［18］，促进共同知识的形成［20，33］．
在 IOS 网络结构中，越处于网络互动的中心位置，

越容易被网络中其他实体感知到诚信，越有可能

与其他实体交换和整合知识资源［20］． 例如，IOS
网络发起人通常在供应链网络中具有主导权力，

他们通常具备更丰富的 IT 知识资源，为 IOS 参与

企业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等形式的 IOS 支持［41］，

分享大量的与其他合作伙伴 IOS 合作的经验和知

识，从而增加合作伙伴知识资源获取及共享的机

会，促进隐性的知识和技能穿越组织界面［38］，有

利于参与成员企业对交流知识的吸收［20，23］． 因

此，嵌入在企业与关键合作伙伴中的结构资本，作

为一种有效机制，通过不断的促进、加深合作伙伴

相互学习和知识交换的迭代过程，拓宽了企业的

知识广度和知识深度，提升了企业信息技术知识

的应用和整合能力［23］． 因此，形成假设 1:

H1 在 IOS 吸收过程中，结构资本对企业的

IT 知识应用过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1． 4． 2 跨组织信息系统吸收过程中关系资本对

IT知识应用过程的影响
在 IOS 使用过程中，关系资本决定了合作伙

伴间的合作方式，影响了企业可以获取资源的范

围和程度［38］． 企业与关键合作伙伴间信息技术知

识和技术诀窍的转移过程依赖于信任和承诺的交

换环境和交换机制［31］． 企业有效使用 IOS 所需的

IT 知识，不仅仅是 IOS 提供商和实施商提供的标

准化商品，还包括实施经验等隐性的知识和技术

诀窍． 企业与 IOS 提供商和实施商建立长期的信

任为基础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可以保证高水平

的 IT 知识向 IOS 用户的转移． 基于互惠和信任的

关系，是建立和维持 IOS 成功关键的成分，能够使

IOS 主导企业做出短期的牺牲，为 IOS 合作投入

的大量的 IT 知识资源． 而 IOS 参与企业会感知到

主导企业的诚信和可信赖性，减少了易受伤害的

负面 感 觉，从 而 建 立 进 一 步 分 享 IT 知 识 的 需

求［26］． 企业与合作伙伴间信任和承诺的关系能够

降低关系的不确定性或者机会主义行为，促进企

业内部业务流程的开放和标准化和企业之间协调

彼此的业务流程［3］，帮助引导伙伴间多元化知识

的交换和流动［12］． IOS 合作企业间的业务活动是

相互依存的关系，互惠和信任更能引起合作伙伴

间产生团结性，减少正式控制的需要及协议中监

视和讨价还价的时间，使其能够投入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进行信息处理和交换［24，39］． 在 IOS 合作过

程中，通过建立关系专属性资产和有效的关系治

理机制能有效提高组织间协调性［42］，从而减少网

络合作的不确定性，促进更敏感和更丰富的信息

和知识交换和传输［39］，也促进 IOS 的具体行动方

案［18］． 总之，在 IOS 实际使用过程中，关系资本能

够降低组织间的误解、有效的促进合作行为． 因避

免合作伙伴制定知识溢出的具体控制措施，促进

合作伙伴间更多的和更自由的信息技术相关知识

和诀窍的交换和共享［31，32］． 因此，提出假设 2:

H2 在 IOS 吸收过程中，关系资本对企业的

IT 知识应用过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1． 4． 3 跨组织信息系统吸收过程中认知资本对

IT知识应用过程的影响
认知资本是 IOS 使用过程中，驱动合作伙伴

之间 IT 知识资源交换和整合的另一重要因素． 合

作伙伴间建立共享的 IOS 目标，有助于明确系统

功能优先权选择、功能应用、功能目标、功能需求

等方面［40］，这使得 IOS 参与成员企业对于如何持

—07—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2014 年 5 月



续地改进和完成 IOS 目标具有共同的理解，能够

强化合作企业间共同参与的感知［43］． 共享的 IOS
目标和愿景为所有参与企业业务建立、组织流程

重新设计、IOS 战略与业务目标匹配提供了明确

的方向［27］，帮助他们看到交换和整合资源的潜在

价值，鼓励合作伙伴间更紧密的联系和互动，增加

他们之间的协作［3］． 共享愿景是使知识资源在网

络中流动的最终机制，它使 IOS 合作伙伴间使用

相同的语言，从而导致 IT 知识资源在行为主体间

更流畅的传输［44］． 共享的 IOS 期望和目标能够减

少正式监控的需要，促进合作伙伴间相容系统和

文化的创建，建立高水平知识获取的期望，允许企

业投入更多的努力来获取和开发利用知识［23］． 合

作伙伴间建立相容的 IOS 目标和战略，减少了参

与企业的不确定性和含糊性，促进频繁的沟通和

开放的讨论，促进对技术和经验的交流及联合解

决问题，提升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交换资源的想

法［45］，从而促进 IOS 系统不断的与业务流程有效

的融合［17］． 因此，认知资本作为粘合机制可以减

少 IOS 使用过程中的分歧，促进合作伙伴间协作、
互 补 思 想、技 能 及 IT 知 识 资 源 的 交 换 和 整

合［23，32，39］，因此，提出假设 3:

H3 在 IOS 吸收过程中，认知资本对企业的

IT 知识应用过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1． 4． 4 IT知识应用过程对跨组织信息系统吸收

的影响
信息、技术诀窍和 IT 知识的重组带来了新的

技能和流程创新［30］． 只有有效地融合 IT 技术知

识、管理知识、业务知识才能有效地引导 IT 技术

吸收［36］． 知识获取、知识共享、知识整合及实际应

用是发展信息技术能力的主要内容． 知识获取拓

宽了企业可用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增强伙伴间的

合作意愿，有效提高了企业技术能力［23］． 企业从

外部获取知识以后，需要将其进行筛选，并与内部

知识进一步整合，然后将贮存在组织中的知识分

发和转移到需要的情境中去［46］． 知识共享能够减

少企业对新技术的学习负担． Cisco 将先前与其他

国家合作伙伴合作实施 IOS 积累大量的知识和经

验分享给了 Xiao Tong，促使了他们 IOS 的成功合

作［3］． 企业采纳 IOS 以后，信息技术提供商应采取

适当的知识共享机制以便发展使用者的信息技术

能力，促进其对新技术的消化和吸收［33］． 但只有

知识共享和转移是不充分的，如果没有有效地利

用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46］． 组织绩效更多的依赖

于将知识转化为有效行动的能力而不是知识本

身［30］． IT 知识应用过程涉及到利用现存知识解决

手边问题的阶段． 组织擅长知识应用的本质是持

续的将智力资本转化为创新成果［37］． 企业可以通

过关键合作伙伴获取 IT 知识和技术诀窍，分享 IT
知识和 IOS 使用经验，并将获取和分享到的知识

与企业已有的内部知识进行整合和集成，从而有

利于新知识和新技能的产生． 企业通过对这些 IT
知识的获取、共享、利用和整合能够进一步提高自

身的信息系统能力，更有助于企业对 IOS 使用情

况的把握，促进信息技术与企业内外业务流程更

好的融合，进而提升对企业 IOS 使用的广度、深

度、多样性和量． 因此提出假设 4:

H4 企业 IT 知识应用过程对 IOS 吸收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1． 4． 5 IT知识应用过程在社会资本对跨组织信息

系统吸收中的中介作用
前面几个假设阐述了社会资本与 IT 知识应

用过程及 IT 知识应用过程与 IOS 吸收的关系． 实

际上，上述的讨论表明社会资本影响 IOS 吸收是

经由它对 IT 知识应用过程的影响实现的． 社会资

本提供了实现组织间关系利益的基本的元素，IT
知识应用过程将社会资本转换为切实的利益［23］．
嵌入在企业及其关键合作伙伴中的社会资本通过

增强企业间的知识交换活动，促进了他们之间的

IT 知识资源和技术诀窍的共享和整合，丰富了企

业的知识结构，提高了企业从关键伙伴处识别和

吸收知识的效率及最终 IT 创新吸收的能力［47］，

从而促进了企业对 IOS 的有效使用． 因此提出 IT
知识应用过程在社会资本对 IOS 吸收影响中具有

中介作用．
H5a IT 知识应用过程在结构资本对 IOS 吸

收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H5b IT 知识应用过程在关系资本对 IOS 吸

收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H5c IT 知识应用过程在认知资本对 IOS 吸

收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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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6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可能对因变量( IOS 吸收) 产生影

响． 为了进行假设检验，本文取了企业所属行业、
企业规模、企业性质及 IOS 使用时间长度作为控

制变量． 相关研究也验证了它们对 IOS 吸收的影

响作用． 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相比具有资金，技术和

管理等多方面的资源和优势，更可能较早的采

纳［2］． 但是由于大企业存在结构惯性，企业要适

应现有的信息系统，需要调整组织结构，重组业务

流程，这就大大增加了其复杂性，因此在 IOS 采纳

后阶段，企业的规模反而对 IOS 吸收造成负面影

响［11］． 企业对 IOS 使用的时间长度也会影响其使

用程度，企业使用 IOS 的时间越长，积累的知识和

经验越多，越能够促进信息技术的有效吸收［6，7，33］．
社会资本对跨组织信息系统吸收影响机理模

型见图 1．

图 1 社会资本对跨组织信息系统吸收影响机理模型

Fig． 1 The impact model of social capital on IOS assimilation

2 研究方法

2． 1 构念测量

为了确保构念测量的信度与效度，本文测量

题项的设计尽量使用已有量表． 再根据本文的目

的和我国信息系统使用的实际情况对测量题项加

以修改和补充． 问卷采用 5 点里克特量表形式． 在

正式发放之前，邀请 3 位信息系统方面的资深专

家就问卷的设计内容进行了试填和讨论，以评估

问卷设计及用词上的恰当性． 然后进一步根据专

家的意见对问卷的内容进行调整和修正． 在此基

础上，在当地两所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及哈尔

滨商业大学) 的 MBA 及 EMBA 学员中发放了 100
份问卷，进行了小规模的前测分析，回收 67 份，其

中有效问卷为 56 份，有效回收率为 56% ． 通过对

收回问卷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删除因子载荷

系数较低、影响构念信度和效度的题项，形成了最

终问卷．

本文的因变量 IOS 吸收采取了一阶变量的

反映 式 测 量 方 式，IT 知 识 应 用 过 程、结 构 资

本、关系 资 本 和 认 知 资 本 等 自 变 量 的 测 量 均

采用由一阶变量构成二阶变量的构成式方式．
IOS 吸收反应了企业利用 IOS 支持企业内部及

供应 链 活 动 的 程 度，其 测 量 量 表 主 要 是 根 据

Massetti 等［15］，Ｒanganathan 等［36］ 及 Lin［48］ 的 量

表进行改编． 基于以往文献的总结和前面 1． 3
节、1． 4 节的理论分析及本文的研究目的: IT 知

识应用过程的测量采取由知识获取、知识共享

和知识利用和整合 3 个一阶变量构成的二阶变

量的方式; 结构资本的测量采取由社会互动、网

络连接及网络中心性 3 个一阶变量构成的二阶

变量方式; 关系资本的测量采取由信任、承诺及

关系专 属 性 3 个 一 阶 变 量 构 成 的 二 阶 变 量 方

式; 认知资本的测量采取由共享愿景和战略协

同性两个一阶变量构成的二阶变量的方式，在

此不再赘述． 变量的测量描述和测量来源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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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构念的测量和来源

Table 1 The measurement and source of construct

构念

二阶 一阶
测量描述 测量来源

IOS 吸收

广度: 企业与供应链合作伙伴发展的 IOS 连接程度

深度: 企业使用 IOS 支持企业运营、管理、战略决策和与

企业内外部信息系统整合应用的程度

多样性: 企业与供应链合作伙伴交易中使用 IOS 处理不

同类型文件 / 数据的程度

量: 企业使用 IOS 系统处理供应链业务交易的程度

Massetti 等［15］，

Ｒanganathan 等［36］及 Lin［48］

IT 知识

应用

过程

IT 知识获取 IOS 使用过程中，企业所获取知识的来源、方式及内容
Kale 等［31］，Lee 等［49］

Lichtenthaler［50］

IT 知识共享 IOS 使用过程中，企业知识共享的相关机制和内容 Teo 等［51］，Lee 等［49］

IT 知识利用和整合 IOS 使用过程中，企业利用和整合知识的方式 Lee 等［49］，Lichtenthaler［50］

结构

资本

社会互动
IOS 使用过程中，企业与关键合作伙伴互动的频繁程

度、密切程度及互动的方式

Yli-Ｒenko 等［23］，Chen 等［24］

Molina-Morales 等［44］

网络连接
IOS 使用过程中，企业与关键合作伙伴之间连接关系的

稳定和持久程度
Yli-Ｒenko 等［23］，Lee 等［12］

网络中心性
IOS 使用过程中，企业在合作网络中所处在网络结构位

置的重要程度及网络地位
Tsai 等［20］，Powell 等［52］

关系

资本

关系信任
IOS 使用过程中，企业与关键合作伙伴间在合作过程中

互利互惠的期望程度

Yli-Ｒenko 等［23］，Lee 等［12］，

Molina-Morales 等［44］

Kwon 等［53］

关系承诺
IOS 使用过程中，企业与关键合作伙伴维持其合作关系

付出努力的程度

Lee 等［12］，Kwon 等［53］

关系专属性
IOS 使用过程中，企业在与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中投入

特定资源和共享业务流程的程度
Bala 等［42］

认知

资本

共享 IOS 愿景
IOS 使用过程中，企业与供应链合作伙伴之间对于 IOS

共同目标和共同语言的程度
Tsai 等［20］，Chen 等［24］

战略协同性
IOS 使用过程中，企业与供应链合作伙伴间信息化战略

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协同程度
Atuahene-Gima 等［45］

2． 2 数据收集

本文正式的问卷调查是从 2010 年 11 月至

2011 年 1 月，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发放． 首先，通过

一家 IT 咨询公司和两家软件供应商的帮助，发放

给他们服务的已经实施了 IOS 的一些客户，发放

的途径为网络链接、电子邮件和邮寄问卷． 这种方

式发放的问卷共计 190 份，其中通过网络链接发

放了 60 份，电子邮件发放了 85 份，邮寄问卷发放

了 45 份． 此外还利用哈尔滨工业大学 MBA 和

EMBA 的校友资源，让他们联系所在企业的管理

层及信息部门的人员填写问卷，发放的途径为电

子邮件、邮寄问卷和企业实地发放． 这种方式发放

的问卷共计 310 份，其中电子邮件发放了 140 份，

邮寄问卷发放了 50 份，企业走访调查发放了 120
份． 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在问卷中设置了

企业是否实施了 IOS 及其实施类型的选项． 如果

答题者填写的信息系统不属于跨组织信息系统，

则将该问卷删除，从而确保企业已实施 IOS 这一

前提条件． 两种方式总共发放问卷 500 份，回收

169 份，回收率为 33． 8%，其中填答不全的无效问

卷 11 份，不符合已实施 IOS 条件的为 8 份，有效

问卷 150 份，有效回收率为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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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调研的企业分布在北京、上海、广

州、江苏、吉林、黑龙江等 15 个省市和地区，涵盖

了制造业( 31． 33% ) 、金融保险业( 16． 67% ) 、计

算机服务和软件行业( 24% ) 及建筑业、批发与零

售业、电力等其他行业( 共 28% ) ． 从企业所有制

性质看，国有企业占 34%，私营企业占 32． 67%，

合资企业占 10%，外商独资占 13． 33%，其他占

10% ． 从 企 业 规 模 看，2 000 人 以 上 的 企 业 占

31. 33%，2 000 人以下的占 68． 67% ． 被调查企业

的 IOS 使用 7 年以上的占 23． 33%，3 ～ 7 年的占

38. 00%，3 年以下的占 36． 67% ． 从问卷填写者所

在的 职 位 来 看，CEO 和 其 他 高 层 管 理 者 占

24. 66%，信息技术部门经理和业务部门经理占

52%，其他占 23． 33%，这说明大部分的答题者了

解所在企业的 IOS 使用情况，能够较好地理解本

问卷的内容，从而保证了数据的有效性．
2． 3 数据分析方法的选择

数据分析方法选择的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

了研究结果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目前，结构方程模

型方法被广泛的用在了实证研究的数据分析中．
结构方程模型的计算方法至少分为两种类型: 一

种是基于协方差的极大似然估计方法，计算软件

有 AMOS 和 LISＲEL 等; 另一种是基于方差的偏

最小二乘方法( partial least squares) ，计算软件有

PLS-Graph 和 Smart-PLS 等［54 － 55］． 与基于协方差

的计算方法比较，PLS 具有如下特性: 1) 它以方差

分析为基础，从而不要求数据服从多元正态分布;

2) 对样本量的要求没有 AMOS 和 LISＲEL 等方法

苛刻，对小样本量也适用，只需大于构念的最大测

量条目的 10 倍即可［56］; 3 ) 除了能够处理反应型

的指标还能够处理构成型的指标，并且可以在同

一模型中同时计算两种不同类型的指标［55］; 4 )

PLS 可以直接获得 Ｒ2系数，力求最大限度地解释

因变量的变动方差，从而更接近数据，更适合探索

性研究和数据分析［57］． 本文的一阶潜变量为反应

型变量，而二阶潜变量均为由一阶潜变量构成的

构成型变量． 另外，鉴于本文的探索性、预测性和

样本量不大等原因，采用 PLS 作为首选的数据分

析技术，利用 Smart-PLS 软件为数据分析工具来

验证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

3 数据分析和结果

3． 1 测量模型

3． 1． 1 信度检验
本文 使 用 Cronbach’s α 系 数 和 组 合 信 度

( composite reliability) 检验潜变量的稳定性和内

部一致性． 如表 2 所示，所有一阶变量的 Cron-
bach’s α 值均大于 0． 7，组合信度均高于 0． 7，这

表明每一个一阶构念的测量具有较好的信度．
表 2 构念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Table 2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of construct

缩略代码 构念 测量条目 Cronbach’s α 组合信度 AVE 权重 T 值

Structure 结构资本 — — — — — —
SI 社会互动 5 0． 809 0． 863 0． 513 0． 463 3． 980
NC 网络中心性 5 0． 824 0． 877 0． 588 0． 624 5． 081
NT 网络连接 4 0． 788 0． 854 0． 596 0． 083 0． 581

Ｒelationship 关系资本 — — — — — —
TＲ 关系信任 5 0． 813 0． 869 0． 573 0． 391 2． 275
CO 关系承诺 7 0． 893 0． 916 0． 609 0． 437 2． 383
ＲS 关系专属性 5 0． 806 0． 865 0． 562 0． 315 1． 999

Cognitive 认知资本 — — — — — —
SV 共享 IOS 愿景 6 0． 883 0． 911 0． 631 0． 543 5． 073
SC 战略协同性 5 0． 852 0． 894 0． 628 0． 540 5． 077

Know-apply IT 知识应用过程 — — — — — —
KA IT 知识获取 6 0． 836 0． 880 0． 551 0． 267 2． 041
KS IT 知识共享 7 0． 879 0． 906 0． 580 0． 399 2． 973

KU＆KI IT 知识利用和整合 5 0． 855 0． 896 0． 633 0． 412 4． 197
ASSIM IOS 吸收 12 0． 945 0． 952 0． 62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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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2 效度检验
本文 通 过 因 子 载 荷 和 平 均 方 差 抽 取 量

( AVE) 来检验潜在变量的收敛性，利用测量指标

的交叉载荷系数检验潜变量的区分效度． 如表 2
所示，所有的一阶变量的 AVE 值均高于 0． 5，说

明潜在变量可以解释测量变量的一半以上，测量

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另外如表 3 所示，除了网络

连接( NT) 这一阶潜变量在二阶构念结构资本上

的因子负载较低以外，其他的所有的一阶变量在二

阶变量上的因子载荷均高于 0． 8，且测量指标在相应

的一阶潜变量上的因子负载均接近 0． 7 或在 0． 7 以

上，这也说明了测量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表 3 测量指标间的交叉载荷系数表

Table 3 The cross loading coefficient between measurement-indicators

构念代码 Structure Ｒelationship Cognitive Know-apply ASSIM

SI 0． 837 0． 461 0． 410 0． 541 0． 422

NC 0． 915 0． 666 0． 489 0． 591 0． 447

NT 0． 487 0． 564 0． 366 0． 313 0． 245

TＲ 0． 591 0． 875 0． 568 0． 572 0． 373

CO 0． 637 0． 920 0． 630 0． 600 0． 380

ＲS 0． 534 0． 814 0． 593 0． 533 0． 407

SV 0． 476 0． 677 0． 924 0． 693 0． 583

SC 0． 496 0． 616 0． 924 0． 692 0． 610

KA 0． 623 0． 615 0． 659 0． 914 0． 625

KS 0． 594 0． 556 0． 702 0． 944 0． 662

KU＆KI 0． 588 0． 646 0． 714 0． 920 0． 605

ASSIM1 0． 455 0． 355 0． 529 0． 583 0． 790

ASSIM2 0． 447 0． 334 0． 511 0． 543 0． 709

ASSIM3 0． 432 0． 340 0． 472 0． 531 0． 794

ASSIM4 0． 385 0． 342 0． 458 0． 466 0． 810

ASSIM5 0． 393 0． 304 0． 498 0． 508 0． 809

ASSIM6 0． 333 0． 315 0． 509 0． 503 0． 812

ASSIM7 0． 265 0． 230 0． 484 0． 487 0． 765

ASSIM8 0． 403 0． 394 0． 564 0． 545 0． 842

ASSIM9 0． 371 0． 298 0． 482 0． 509 0． 801

ASSIM10 0． 391 0． 409 0． 509 0． 590 0． 697

ASSIM11 0． 374 0． 371 0． 541 0． 583 0． 824

ASSIM12 0． 416 0． 397 0． 543 0． 567 0． 829

注: 缩略符号同表 2．

如表 3 所示，除了网络连接( NT) ，所有的一

阶潜变量对应的二阶潜变量上的载荷系数均高于

它在其它二阶变量的载荷系数，测量指标对应的

潜变量上载荷系数均高于它在其它潜变量上的载

荷系数，这 说 明 概 念 测 量 具 有 较 好 的 区 分 效

度［58］． 此外，本文计算了结构资本、关系资本、认

知资本、IT 知识应用过程和 IOS 吸收等构念间的

相关系数，并将 AVE 的平方根置于相关系数矩阵

对角线的位置进行比较分析． 如表 4 所示，AVE

的平方根大于其它所有构念间的相关系数，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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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构念测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另外，Chin
指出，对于构成型变量的评估，应该进一步检验其

构成指标的路径权重，来验证他们是否能够显著

的构成这个变量［59］． 如表 2 所示，除了结构资本

的构成指标网络连接的路径权重不显著以外，其

它所有的构成指标的路径权重均显著，这也说明

了二阶构成型变量被一阶变量从不同方面很好的

构成，并且从一阶变量的权重及权重的显著性可

以看出，这个二阶构成型变量具有较好的收敛和

区分效度．
表 4 构念间的相关系数

Table 4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constructs

构念代码 Structure Ｒelationship Cognitive Know-apply ASSIM

Structure 0． 770

Ｒelationship 0． 689 0． 871

Cognitive 0． 541 0． 684 0． 924

Know-apply 0． 658 0． 653 0． 750 0． 926

ASSIM 0． 502 0． 440 0． 646 0． 681 0． 791

注: 缩略符号同表 2; 对角线上的元素代表 AVE 的平方根．

3． 1． 3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问卷 答 题 者 的 一 致 性 动 机 和 社 会 期 许、

测量项目本身的特性等都容易造成共同方法偏

差( common method variance) ，也即同源方差［60］．
本文 除 了 通 过 程 序 控 制 方 法 ( 答 题 者 匿 名 作

答、设置 多 重 问 题 等) 来 弥 补 共 同 偏 差 以 外，

还主要通过两种统计控制方法来降低共同方法

偏差的程度． 首先使用 Harmon 的单因子分析方

法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 将本文中所有

变量的测量题项都纳入因子分析过程，结果得

到了 15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其中被一个因

子解释的最大方差为 34． 83% ，由此表明共同方

法偏差的影响在本文中并不显著． 另外根据 Li-
ang，Saraf 和 Hu［6］等的研究，在 PLS 模型中引入

一个共同的方法因子，其指标包括了所有潜在

变量的测量指标，并计算各测量指标被主要潜

在变量和共同方法因子各解释了多少方差． 计

算结果表明，所有共同方法因子负载均不显著，

而且各测量变量被主要构念解释了 0． 600，被共

同方法因子解释了 0． 012，其比例为 50 : 1，由此

也能 得 出 表 明 共 同 方 法 偏 差 对 本 文 无 显 著

影响．
3． 2 结构模型分析和假设检验

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果证明了可以进行进一步

的结构模型影响路径分析． 图 2 给出了研究模型

实证分析结果．

图 2 模型的检验结果

Fig． 2 The test result of model

注: ＊＊＊表示显著性水平小于 0． 005．

1) 如图 2 所示，整个模型的 Ｒ2 值为 0． 476，

表明整个模型解释了 IOS 吸收的 45% 以上的变

动方差，这就说明企业社会资本和企业知识理论

对企业 IOS 吸收过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
2) 如图 2 和表 5 所示，企业结构资本、关系资

本和认知资本对 IT 知识应用过程的直接影响路

径系数分别为 0． 314＊＊＊，0． 075 和 0． 533＊＊＊，表明

假设 1 和 3 得到验证，而假设 2 未得到支持． 说明

在 IOS 吸收过程中，企业关系资本对 IT 知识应用

过程的直接影响不显著． 这 3 个维度的社会资本

对 IT 知识应用过程影响的 Ｒ2 值为 0． 652，解释了

IT 知识应用过程的 65%以上的变动方差，这表明

在 IOS 吸收情境下，企业的社会资本对 IT 知识应

用过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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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图 2 和表 5 所示，IT 知识应用过程对

IOS 吸收影响的路径系数为 0． 660＊＊＊，影响显著，

假设 4 得到了支持． 说明 IT 知识应用过程对 IOS
吸收具重要的影响作用．

4) 综合上述的结果 2) 和 3 ) 可知，IT 知识应

用过程在社会资本对 IOS 吸收影响中具有中介作

用． 但是如果社会资本对 IOS 吸收的直接影响不

存在，那么这个中介作用也是假的，不可信的．
5) 为了检验社会资本对 IOS 吸收的直接作

用，将 IT 知识应用过程移出模型，结果表明，结构

资本、关系资本和认知资本对 IOS 吸收影响的直

接 影 响 路 径 分 别 为 0. 278＊＊， － 0. 193 和

0. 628＊＊＊ ． 说明结构资本和认知资本对 IOS 吸收

直接影响均显著，而关系资本对 IOS 吸收无直接

的显著影响．
6) 如图 3 所示，为了计算整个模型对 IOS 吸

收净得的最大解释力度，将社会资本和 IT 知识应

用过程及社会资本对 IOS 吸收的直接路径同时引

入模型，计算另一个 PLS 模型． 结果显示整个模

型的 Ｒ2 值为 0． 522，解释了 IOS 吸收的 50% 以上

的变动方差． 由图 3 可知，当 IT 知识应用过程存

在的时候，结构资本对 IOS 吸收的直接路径变为

0． 152，影响不显著，而认知资本对 IOS 吸收的直

接影响路径变为 0． 383＊＊＊，影响仍然显著，结合

上面的 2) ，3) 和 5) 的分析可知，IT 知识应用过程

在结构资本对 IOS 吸收影响中起着完全中介作

用，在认知资本对 IOS 吸收影响的过程中起着部

分的中介作用．

图 3 选择模型

Fig． 3 Alternative model

7) 控制变量行业因素、企业规模、企业性质

和企业使用的时间对 IOS 吸收影响的路径系数分

别为 － 0． 065，0． 055，0． 019 和 0． 051，影响均不显

著． 这说明企业所属行业、企业规模，企业性质和

企业 IOS 使用时间在此模型中对 IOS 吸收并无

影响．
8) 如图 3 所示，无论控制变量在不在模型

中，影响路径显著的依然显著，不显著的依然不显

著． 故将控制变量从模型中移除并不影响整个模

型的各个变量间的关系和整个模型的效果．
整个模型的假设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假设检验结果

Table 5 Hypothesis testing results

变量间的关系 路径系数 对应研究假设 检验结果

Structure→Apply 0． 314＊＊＊ H1 支持

Ｒelationship→Apply 0． 075 H2 不支持

Cognitive→Apply 0． 533＊＊＊ H3 支持

Apply→ASSMI 0． 660＊＊＊ H4 支持

Structure→ASSMI 0． 278＊＊ H5a 支持

Ｒelationship→ASSMI － 0． 193 H5b 不支持

Cognitive→ASSMI 0． 628＊＊＊ H5c 支持

注: 缩略符号同表 2; ＊＊表示显著性水平小于 0． 01，＊＊＊表示显著性水平小于 0． 005．

4 讨 论

IOS 对企业乃至行业的竞争力提升起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它的采纳和吸收也越来越受到理

论界和产业界的关注． 对企业实践者而言，只有理

解和把握了 IOS 吸收过程及影响因素，才能保证

企业健康、持续的发展． 然而，现有的研究一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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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IOS 采纳意愿和实施问题，对采纳后吸收阶

段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企业知识理论，构

建了社会资本及企业 IT 知识应用过程对 IOS 吸

收的影响机理模型，详细的验证了企业结构资本、

关系资本和认知资本对企业 IOS 吸收的影响．
4． 1 社会资本对 IT 知识应用过程及 IOS 吸收的

影响

上述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

IOS 使用情境下，嵌入在企业和关键合作伙伴中

的社会资本对企业 IT 知识应用过程具有重要的

影响作用． 这一结论与 Yli-Ｒenko，等［23］对社会资

本、知识获取及知识开发利用的研究结论相似． 结

构资本对 IT 知识应用过程和 IOS 吸收的直接影

响路径系数分别为 0． 314＊＊＊和 0． 278＊＊，表明在

IOS 使用过程中，企业的结构资本对企业 IT 知识

应用过程及 IOS 吸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企业的结构资本反映了企业在关系网络中的位置

及其与关键合作伙伴间的连接和互动模式． 它构

成了有价值的通道，方便了 IT 知识资源和技术诀

窍的流动，加速了企业对 IT 知识资源的获取、共

享及有效的利用和整合，从而有助于企业对 IOS

的有效使用; 认知资本对 IT 知识应用过程和 IOS

吸收 的 直 接 影 响 路 径 系 数 分 别 为 0． 533＊＊＊ 和

0. 628＊＊＊，影响显著，说明企业的认知资本对 IT

知识应用过程和 IOS 吸收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企业的认知资本代表了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 IOS

合作的共享愿景、共同目标和战略协同性． 嵌入在

企业与合作伙伴间的认知资本越多，越有利于企

业有效的理解 IOS 使用的共同目标和任务，认清

当前使用状态与理想状态间的差距，促使其通过

努力来实现自身目标和共同目标，积极的参与到

IOS 实践中来． 从而有效的增加企业的知识存量、

改变企业的知识结构，更好的掌握信息技术使用

诀窍，使 IOS 与管理流程和业务流程更广泛的

融合．

关系资本对 IT 知识应用过程和 IOS 吸收的

直接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 0． 075 和 － 0． 195，影响

均不显著，这一结果与本文的假设不符，也与前人

的研究结论不同［12，20，61］． 本 文 对 此 做 出 如 下 解

释: 首先，IOS 实施和采纳是以信任和承诺的伙

伴间关系为基础的． 组织采纳和使用 IOS 是因为

他们相信与合作伙伴之间能够建立长期的合作关

系． IOS 的采纳和使用包含伙伴间的信息共享和

业务流程整合，这需要足够的信任，因此，在技术

采纳之前供应链合作伙伴间就可能建立了足够的

信任关系［3，61］; 其次，企业在 IOS 实施和采纳过程

中，为其投入了大量的关系专属性资源，使其很大

程度上被“锁定”在目前的交换关系中，造成了较

高的退出壁垒［62］，企业与其供应链合作伙伴之间

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固的合作关系． 因此，在 IOS 采

纳后使用阶段，在这种以信任和承诺为基础、具有

相对稳定组织间关系的条件下，关系资本对 IT 知

识的应用过程和 IOS 吸收的直接作用不是很明

显． 如果将企业结构资本和认知资本从模型中移

除，则关系资本对 IT 知识应用过程和 IOS 吸收的

影响就变得显著了． 这说明在 IOS 使用情境下，企

业的关系资本对 IT 知识应用过程和 IOS 吸收也

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只不过这个影响作用是通

过其对结构资本和认知资本的影响实现的． 这一

点也与 Tsai［20］在社会资本对组织价值创造影响

机理研究中的结论不一致． 与一般的产品创新不

同，本文研究的是 IOS 这种特殊的技术和管理创

新． 除了技术的本身特征外，它能够改变整个组织

内外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改变整个组织内外的

运营方式． 因此，应该更注重它如何与组织业务流

程和管理流程相结合的管理层面问题． 已经采纳

IOS 的组织，其系统的使用程度也依赖于合作伙

伴间的信任［63］． 在 IOS 使用过程中，企业与合作

伙伴之间的信任和合作，会促进他们更紧密的交

流和互动，有利于他们对 IOS 的有效应用及未来

发展方向形成一致的目标和看法，这样能够促进

共同的知识和专属性知识形成，从而进一步影响

他们之间 IT 知识资源的流动． 因此，在 IOS 使用

情境下，无论是哪个维度的社会资本均对企业 IT

知识应用过程和 IOS 吸收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并且这个影响作用受到社会资本各个维度之间因

果关系的影响． 和以往学者的研究结论不同，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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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结果表明了社会资本各个维度之间的因果

关系及其对因变量的影响机理在 IOS 使用情境下

均发生了改变，这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以往学者

对社会资本各维度间因果关系及其应用研究的

结论．
4． 2 IT 知识应用过程在社会资本对 IOS 吸收影

响中的中介作用

IT 知识应用过程对 IOS 吸收影响的直接影

响路径系数为 0． 660＊＊＊，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

用． 这 一 结 论 与 以 往 学 者 的 研 究 结 论 一

致［48 － 49，64］． 通过上面的数据分析和结果一节可

知，IT 知识应用过程在社会资本对吸收过程中起

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其中在结构资本对 IOS 吸收

影响中起着完全的中介作用，在认知资本对 IOS

吸收影响中起着部分的中介作用． 通过企业对 IT
知识应用过程的这一桥梁，能够将嵌入在企业与

关键合作伙伴之间的社会资本转化为企业对 IOS
有效使用从而提升企业绩效的切实利益． IT 知识

应用过程包括知识获取、知识共享和知识的利用

和整合 3 个关键环节，每一个环节均在 IOS 吸收

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知识获取能够使企业

快速赢得外部关键合作伙伴的 IT 知识资源，加速

组织间 IT 知识资源流动，为企业信息技术的发展

注入新鲜的知识血液，丰富了企业的知识库; 而知

识共享使得企业与关键合作伙伴之间最大限度的

分享其所掌握的 IT 知识资源、技术诀窍和使用经

验，能够进一步激发企业与关键合作伙伴之间的

合作动机和创新思维; 而知识利用和整合是 IT 知

识应用过程的最关键步骤，它能够将外部获取和

共享的知识进一步有效的整合和应用，剔除与

IOS 使用不相关的和无利用价值的知识，对知识

进一步的编码和分类，促进业务知识与 IT 知识紧

密结合，从而促进对 IOS 的有效吸收．

5 结束语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企业知识理论和信

息技术吸收理论对社会资本如何影响 IOS 吸收的

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社会资本

对企业 IOS 吸收是通过企业 IT 知识应用过程来

实现的这一结论．

本文将对 IOS 的研究从以往的采纳和实施阶

段拓展至吸收阶段． 以往的研究大多数关注组织

的外部环境、组织自身的特征和技术的需求拉动

对 IOS 采纳的影响，本文从网络关系视角和知识

视角出发，将嵌入在企业及其关键合作伙伴关系

网络中的结构资本、关系资本及认知资本和组织

自身 IT 知识应用过程这一行为因素纳入到同一

模型，提出了组织外部网络关系特征和组织知识

行为对 IOS 吸收的影响的综合框架模型． 将结构

资本、关系资本、认知资本和 IT 知识应用过程等

作为二阶变量，利用一阶变量构成二阶变量的构

成性模型实证检验了组织 IT 知识应用过程在社

会资本的 3 个重要维度———结构资本、关系资本

和认知资本对 IOS 影响的中间路径机理．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对 IOS 吸收过程

不是一个平滑简单和线性过程，是一项长期而艰

巨的任务． 在 IOS 吸收过程中企业应该建立短期

的和长期的 IOS 规划目标，广泛的挖掘、发展和培

育其与关键合作伙伴之间的社会资本，建立双方

的互动和交流机制，加强紧密的联系和交流，进一

步培养和维护相互信任和承诺的关系环境． 企业

与关键合作伙伴之间应就 IOS 使用建立相容的信

息系统发展战略目标和愿景，共享标准化的组织

间业务流程． 在追求共同的目标中不断的应对出

现的问题和挑战，联合开发解决问题的新途径． 除

此之外，企业应该积极的建立组织 IT 知识共享和

应用相关机制，发展与合作伙伴间知识交换和知

识共享的意愿，加强对 IT 知识的学习和管理，建

立和更新企业知识库，提升自身的知识存量，促进

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从而更快更好的吸

收 IOS．

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研究对象是 IOS，它

的特点是连接多个企业，此次研究虽然考虑组织

间网络关系这一重要因素，但研究集中在企业层

面，研究的是单个企业与关键合作伙伴的关系网

络对 IOS 使用的影响． 下一步准备将研究层面拓

展至行业层面或者整个供应链网络层面，从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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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探索整个网络的特征因素对 IOS 吸收的影

响． 本文的数据收集仅仅局限于国内的有限的几

个省份和地区，且样本量偏少，样本本身具有一定

的局限性，下一步研究将扩大样本量，增加研究的

普适性．
社会资本理论在信息系统领域的应用虽然已

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但在未来研究中仍有许

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例如，比较企业外部

和内部、桥梁式和结合式等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

对信息技术使用绩效是否具有相同的影响作用．
如果不同，会存在怎样的区别和联系? 在不同的

IT 情境下，社会资本各维度之间会形成怎样的因果

关系，及这种因果关系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机理等一

系列问题都是值得研究且具有挑战性的新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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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inter-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assimilation

HE Ming-ming，WANG Tie-nan，XIAO Xuan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chool of Management，Harbin 150001，China

Abstract: The successful use of inter-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 IOS) has become a key element in
improving firm performance． In the process of IOS usage，systems，business process and management process
are coordinated by the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 and knowledge behavior． Based on the social capital
and knowledge related theories，this study builds a theoretical model to explain how the social capital influ-
ences IOS assimilation． The hypotheses are tested using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 PLS) analyses method．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two important dimensions of social capital—structural capital and cognitive cap-
ital—affect IOS assimilation significantly，which are mediated by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the
other important dimension of social capital—relationship capital—is also important to IOS assimilation，but it
is affected by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ocial capital．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will en-
rich the information systems assimilation theory，and guide firms to absorb IOS better．
Key words: inter-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assimilation; social capital; IT knowledge applic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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