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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战略匹配模型 (SAM)及其在企业活动中的过程模型为研究对象 ,探讨了企业规划 (BP)

和信息系统规划 ( ISP)战略一致性程度与企业内外环境、企业所采取的竞争战略方向、ISP 的战

略地位以及 IT对企业业绩的贡献等因素间的关系 ,并运用中国企业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

果表明 ,企业高层的战略规划意识以及利用 IT整合企业资源的能力与BP2ISP 战略一致性程度

和企业业绩密切相关 ,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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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研究背景

第五代资源战略管理观认为核心能力是企业

获取竞争优势之源 ,它形成的关键在于统筹规划

并合理利用企业内外资源[1 ] . 战略信息系统时期 ,

IT成为整合企业内外资源 ,获取竞争优势的有力

武器 ,信息系统规划 (information systems planning ,

ISP)决定着 IT 战略投资的有效性并影响着企业

规划 (business planning , BP) 目标的实现 ,是企业

战略能力形成的关键[2 ,3 ] . BP2ISP 战略“一致性或

匹配”认为 ISP 既是实现 BP 的手段 ,又是影响 BP

的重要因素 ,即企业规划不仅指导 ISP ,同时 ISP

也支持和影响企业战略 ,并且塑造企业发展规划.

二者的融合是整合企业内外资源的关键 ,引起了

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是

BP2ISP 战略一致性关系研究盛行期.

1991 年 ,Das[4 ]等人在美国《决策科学》杂志上

提出了外部环境、战略 ISP、竞争战略以及公司业

绩之间关系的模型框架. 同期 ,Baets[5 ]提出了战略

一致性过程模型和扩展的战略一致性模型 ,

Henderson[6 ,26 ]分析了企业规划与信息系统规划战

略匹配过程模型 ,Venkatraman[7 ,8]对竞争战略方向

及扩展价值链进行了研究.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成果

来自 MIT 的一份研究报告. 报告中 ,Venkatraman、

Henderson、Luftman[8 —11 ]等人根据企业运营基础 ,

结合北美企业 IT对管理活动影响的实例分析 ,提

出了著名的 BP2ISP 战略匹配模型 ( strategy align2
ment model , SAM) . 随后 ,Luftman[10 ] 、Papp [12 ]等对

战略一致性实现过程和途径进行了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围绕 SAM涉及的管理实践活动出

现了大量实证研究. 研究主题包括 BP2ISP 战略集

成阶段[13 —15 ] ,企业战略方向和 IS 战略一致性程

度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16 ,17 ] ,识别影响战略一

致性成功的关键因素[18 —20 ] ,管理实践活动中影

响“内容”和“过程”的因素分析[21 ] 、以及对企业业

绩贡献程度的评估等[22 ] .

以上研究较系统地分析了 BP2ISP 战略一致

性问题 ,但数据局限于北美和澳洲 ,且缺乏从 IT

战略需求方面及资源整合角度对 BP、ISP 战略一

致性的需求分析. 本文将以资源战略管理观对中

国企业信息化进程中 BP2ISP 的战略定位 , IT建设

对企业的贡献及其与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关系进行

第 6 卷第 4 期
2003 年 8 月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Vol. 6 No. 4
Aug. , 2003

① 收稿日期 :2002 - 05 - 04 ; 修订日期 :2003 - 05 - 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70171009) ; 国家 863 计划资助项目 (2002AA413410) .
作者简介 :杨　青 (1973 —) ,女 ,湖南人 ,博士.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实证分析.

1 　研究模型

1. 1 　概念模型

SAM模型把 BP2ISP 关系划分为内、外两大部
分[8 —11 ] . 外部区域指公司竞争的商业场所 ,诸如
产品或 IT市场等 ;内部区域包括组织管理结构、

整体信息构架和业务流程等. 模型由企业战略、组
织基础设施和流程、IT 战略、IT 基础设施和流程
四大领域构成 (图 1) . 通过“战略适配”可以实现
BP2ISP 内、外部环境的协调 ,通过“战略集成”可以
完成 BP、ISP 在战略和业务层面的一体化. 模型把
IT战略从传统的内部定位提升到获取竞争优势
的使能器地位 ;同时 ,内部领域中的组织基础构
架、业务流程与 IT构架的结合又制约着企业战略
和 IT战略的形成 ,是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的关键.

图 1 　战略匹配模型

　　模型认为企业业绩与战略适配的管理能力直

接相关 ,即企业业务的外部定位与内部资源安排

的一致性是利润最大化的关键 ,则 BP2ISP 战略一

致性可作为企业业绩和 IT 效益的指示器. Teo 和

King、Raghunathan、Chan、Reich、Sabherwal、Burn、

Segar[13 —22 ]等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也认为 BP2ISP

关系与企业管理实践活动、外部环境以及企业绩

效密不可分 ,因此需要考虑 SAM 模型与整个企业

活动的关联性. Thomas 和 Dewitt [11 ] 在研究中把

SAM模型嵌入企业经营环节中 ,提出所谓的“过

程模型”,它是有关 SAM在企业活动环节、企业环

境中的位置和关系的关联模型. 该模型为研究提

供了概念性框架 ,本文对过程模型的形式化表达

见图 2.

图 2 　SAM在企业活动中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的过程模型

　　图 2 描述了 SAM 在企业活动中的位置 ,由企

业环境、战略一致性、企业行为和业绩四大部分组

成 ,这四个环节相互影响. 企业性质对外部环境反

应所采取的竞争战略方向 (ξ1) 决定着战略匹配的

特质 ,而战略一致性程度 (η1)将直接或间接影响企

业行为和业绩 (Ψ1) ;同时 ,企业外部环境 (ξ2)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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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组织内部的活动 ( Ё)如 BP2ISP 中的资源整

合产生反馈作用 ,但是对战略规划的一致性影响较

弱[15] .由于企业对 IT 的需求决定了 ISP 优先权及

其成长方向 ,因此衡量企业对 IT 需求的战略格模

型代表了企业 ISP 的战略地位 (η2) ,也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企业对BP2ISP 战略一致性的要求.

1. 2 　研究设计

“过程模型”建议用“控制、技术能力、人力资

源和价值管理”4 个“过程”来管理战略转型时的

经营活动与决策制定 ,因而模型的实现与 CEO 和

CIO 的相互关系及其管理能力密切相关. 研究设

计将以高层的管理实践活动为基础 ,对 BP2ISP 战

略一致性程度、企业竞争战略、外部市场环境和企

业内部环境特质以及 IT 绩效等领域的关系展开

分析.

1) BP2ISP 战略一致性程度 (η1)

美国学者 King 和新加坡学者 Teo 认为BP2ISP

战略一致性与企业规划活动具有相似的理论研究

背景 ,并进行了实证检验[15 ] . 本文在此基础上 ,依

据战略规划发展模型 ,将 BP2ISP 关系划分为孤立

的规划、顺序的战略匹配、双向的战略匹配、完全

的战略匹配以及跨组织的战略匹配等 5 阶段 ,同

时随着管理层的战略规划能力提高 ,企业收益也

呈上升趋势.

图 3 　BP2ISP 战略一致性阶段模型

　　2)竞争战略方向 (ξ1)

竞争战略方向体现企业对外部环境产生反应

的战略行为. Ansoff [23 ]最早提出产品和市场分割

的竞争战略模型 ;随后 ,Miles 和 Snow 综合考虑了

与企业家创新精神、经营管理等相关的战略行为 ,

提出著名的 Miles & Snow 模型[2 ] ,把对环境反应

的战略行为分为促进型、分析型、防御型、反应型

等 4 种. 在此基础上 ,Venkatraman 提出用进攻型、

分析型、内部防御型、外部防御型、放眼未来型、能

动型、风险规避型、创新型等 8 个指标衡量竞争战

略方向 ,Chan[16 ,17 ]等人采用该指标进行了实证研

究.考虑到国内企业市场化和战略管理的时间还

不长 ,本文采用盛行且简洁明了的 Miles 和 Snow

模型四分法 (表 1) .

表 1 　Miles 和 Snow 的四分法

类型 主要内容

反应型 规避市场风险 ,跟随市场发展主流方向 ,不断地调整公司战略 ,以适应于易变的和不稳定的市场环境.

防御型 内部强调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 ,外部与客户、分销商或供应商结成同盟 ,建造稳定的产品与客户群 ,扩大市场渗透率.

分析型 在系统分析传统的产品生产和客户群的基础上 ,探索新产品和新的市场机遇.

促进型 能在竞争者之前引入新产品和服务 ,是本行业的领头羊. 勇于创新 ,善于在变化的环境中探索新的产品和市场机会.

　　3)企业对 IT的需求决定 ISP 的战略地位 (η2) IT迅速发展使外部环境变化更加剧烈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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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又被企业用来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 ,增强企

业规划预测能力. 如 ERP 系统可以为评价选择方

案提供辅助决策 , GDSS、SCM、CRM 系统可提高企

业信息处理能力 ,加强上、下游价值链上的客户与

供应商关系等. McFarlan[24 ]依据 IT 对企业的影响

和贡献和时间指标建立了战略格模型 ,把企业对

IT需求划分为支持型、关键运营型、高潜在型及

战略型 4 种 (见表 2) . 经验表明 IT战略地位越高 ,

ISP会更正式和频繁 ;随着时间轴的延长 ,BP2ISP

关系会更紧密 ,规划表现为长期性 ,即随着 IT 战

略需求程度不同 ,企业对 ISP 重视程度不同 ,BP2
ISP 关联程度也有差异.

表 2 　ISP 与战略格的关系

高

未来的 IT 应

用对企业发

展和生存的

重要性程度

低

3 　高潜在型 4 　战略型

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具有高潜在的重要影响

该类型考虑 IT对 BP 的影响 ,一般有长期的 ISP 行为

是实现未来企业战略的关键 ,因此 BP2ISP 要求具有较高

的战略匹配度. 该类型中 ,有大量的中、短期利于实际操

作的 ISP 行为以及长远的战略性 ISP 计划

对企业的日常运营有一定的价值 ,但是 ,并不是企业成

功的关键所在. 该类型很少有正式的或成文的 ISP

基本业务活动依赖 IT的支撑 ,是企业当前生存或发展的

关键.该类型中 ,有一些利于实际操作的中、短期 ISP 行为

1 　支持型 2 　关键运营型

低 高

目前的 IT应用对企业生存的重要性程度

　　4)多角度、多指标来衡量 IT业绩 (Ψ1)

随着 IT广泛应用 ,用于衡量战略一致性和企

业业绩的指标由最初的投资回报率发展为多指标

衡量体系 ,如市场增长、利润、市场份额等指标 ;并

对不同应用层次采用不同的衡量标准. 由于 IT 经

理、高级经理、用户和客户对 BP2ISP 战略一致性程

度的衡量标准会有差异 ,应考虑从规划人员、高级

用户、高层管理以及客户、供应商甚至竞争对手等

多角度测度 IT 业绩. King、Teo 、Raghunathan[13～15 ,22]

等人建议两大类指标 :一类是 IT对企业外部竞争

领域的影响 ,如提高服务响应速度 ,改善客户满意

度 ,提高企业形象和声誉 ,促进企业市场成长等指

标 ;另一类是 IT 对企业内部的影响 ,如提高企业

生产效率 ,改善产品质量 ,提高创新能力 ,节约成

本 ,增加投资回报率 (ROI)等指标.

5)企业内部环境 ( Ё)

第五代战略管理 - 企业内部资源整合观认为

企业内部环境是企业能力形成的关键领域[1 ] .

King、Teo [14 ,15 ]等人的实证分析显示企业的组织特

性与所处的环境特征对 BP2ISP 战略集成的阶段

和演进顺序具有关联性 ,并建议组织环境特性应

包含价值链的信息含量、IT战略能力以及高层领

导的战略管理意识等内容 (见表 3) .

业务流程是“战略集成”的落脚点 ( Ё1) 　业

务流程的信息状况一般由产品或服务的信息处理

强度和价值链的信息密集度构成. 信息密集度可

作为人们处理事情涉及的智力、知识、工作的量

度. 如用户选择、购买、使用或维护该产品需要仔

细研究和思索考虑 ,或产品本身就是为客户提供

信息 ,则这种产品或服务是信息密集型的. 价值链

是把原材料转换成最终产品的一系列相互作用的

活动. Reich[19 ] 、Sabherwal [20 ]等提出用生产过程中

信息使用的程度、更新频率、信息的精确度等指标

来测度价值链的信息密度.

高层管理的战略意识与能力( Ё2) 　高层领导的

意识倾向和决策影响企业的资源分配 ,是核心能力

形成的先导力量. King、Teo [14 ,15]及 Sabherwal [20]的研

究表明 ,高层管理的参与或支持是影响 ISP 质量

和从战略地位使用信息资源的关键因素. 结合对

国内企业的需求调研 ,建议衡量高层管理对 IT战

略认识的指标应包括高层管理的战略能力 ,对 IT

的战略意识和对规划活动的贡献等.

IT战略能力 ( Ё3) 　IT 能力指 IT 职能部门为

企业经营活动提供支持的程度 ,它影响 IT战略应

用机会的识别和开发. Ward[3 ] 、King、Teo [14 ,15 ]研究

发现 , IT部门的职能影响 BP、ISP 的内容与过程 ,

具有较强 IT能力的企业 ,可以更有效地帮助企业

获取竞争优势 ,对 BP2ISP 战略关系形成的影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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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企业内部环境特征变量指标

类别 变量代码 内容 变量代码 内容

产品生产

信息含量

( Ё1)

A - IN1 潜在客户购买产品/ 服务所需信息含量 A - IN5 服务或生产过程中使用信息的更新频繁度

A - IN2 产品/ 服务的主要作用是为客户提供信息 A - IN6 服务或生产过程中信息的准确程度

A - IN3 使用产品/ 服务之前 ,客户需要特殊培训的程度 A - IN7 服务或生产过程中使用信息的步骤数目与频率

A - IN4 使用产品/ 服务之前 ,客户是否需要大量信息

企业 IT能

力与高层

管理的战

略能力

( Ё2

A - REi ;

Ё3

A - ABi) .

A - AB1 IT经理业务素质对信息系统建设的影响程度 A - RE3 把 IT开支看成是战略性投资

A - AB2 IT经理评估 IT发展趋势及对行业影响的能力 A - RE4 高层管理对企业 IT建设做出贡献的程度

A - AB3 公司具有广泛的计算机便利 A - RE5 高层管理对企业信息资产和机会了解程度

A - AB4 IT领导和专家比同级别的其他部门领导更受重用 A - RE6 高层管理对新的管理思想和理念熟悉程度

A - AB5 信息中心提供服务的可靠性 A - RE7 BP2ISP 目标一致性对成功建设 IT的认识程度

A - AB6 IT经理识别信息技术对企业发展影响的能力 A - RE8 目标一致性对企业战略目标实现的认识程度

A - AB7 IT经理对企业业务活动的熟悉程度 A - RE9 利用 IT调整或影响企业战略目标的程度

A - RE1
高层管理对 IT在企业战略发展中潜在作用的认

识程度
A - RE10

IT大项目要求高层领导的强制性影响力 ,而非 IT

经理来发动的程度

A - RE2 IT对组织单元成功运营重要性的认识程度 A - RE11 要求培训高层管理了解如何支持 ISP 的程度

越大 ;BP2ISP 战略一致性与人力资源所拥有的知

识和技能密不可分. IT经理作为 ISP 与 BP 目标、

方向选择的“桥梁”人物 ,对系统实现及企业业绩

起关键作用[25 ,26 ] . 依据企业内部可察觉到的能力

或与竞争对手比较的能力测度 ,一般涉及 IT环境

和 IT经理能力等指标.

6)企业外部环境 (ξ2)

多数企业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外部环境

的不确定性. 如政府政策的变化、客户需求、供应

商等外部因素的改变使企业规划过时或不实用.

另一方面 ,不确定的环境又要求企业实施具有远

见、规模更大、周期更长的企业规划与信息系统规

划.考虑到 IT 与市场环境的多变性 , Teo 等[14 ,15 ]

建议环境特性指标从动态性 (dynamism) 、复杂性

(heterogeneity) 、对抗性 (hostility) 等 3 方面进行分

析 ,所包含的内容见表 4. 动态性指环境变化的速

度与不可预见性 ,如行业变化速率或外部市场对

象、政府政策的变化等内容. 复杂性指公司间产品

和服务市场方向多样化等 ,诸如消费者的购买习

惯、竞争和生产线多样化等. 对抗性指资源获取难

度或市场竞争激烈程度.

1. 3 　研究假设

根据概念模型 ,提出相关研究假设 :

H1 　从资源整合观出发 ,企业内部环境对

BP2ISP 战略一致性的影响高于外部环境的影响 ,

表 4 　外部环境特性

变量代码 内容

EN - A1 行业产品/ 服务淘汰更新速度

EN - A2 行业产品/ 服务技术变化速度

EN - A3 预测竞争对手下一步行动的程度

EN - A4 预测产品/ 服务需求发生变化的程度

EN - A5 政策或地方保护主义对行业发展的影响程度

EN - B1 消费者购买习惯的变化程度

EN - B2 竞争性质 ,如独家经营、公平竞争等的变化频率

EN - B3 生产线的变化频率

EN - C1 具有技能的劳动力供给情况

EN - C2 原料的供给情况

EN - C3 激烈的价格竞争程度

EN - C4 产品/ 服务质量的激烈竞争程度

EN - C5 产品/ 服务差异化方面的激烈竞争程度

即有

H1A 　高层管理的战略意识与能力 ( Ё2) 与战

略一致性程度 (η1)具有正相关性 ;

H1B 　业务流程信息含量 ( Ё1) 、IT 经理业务

能力 ( Ё3)与战略一致性程度 (η1)正相关 ;

H1C 　企业竞争战略方向 (ξ1) 与 BP2ISP 战略

一致性程度 (η1)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

H1D 　企业外部环境变化 (ξ2) 与 BP2ISP 战略

一致性程度 (η1)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

H2 　IT 对企业业绩的贡献 (Ψ1) ,即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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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建设主要与企业内部资源整合程度高度相

关 ,则

H2A 　企业高层领导的战略意识与能力 ( Ё2)

与 IT对企业业绩的贡献 (Ψ1)正相关 ;

H2B 　IT 战略能力 ( Ё3) 即 IT 经理的业务能

力和业务流程信息含量 ( Ё1) 与信息化建设成功

程度 (Ψ1)正相关 ;

H2C 　企业外部环境 (ξ2) 变化及竞争战略方

向 (ξ1)与信息系统的贡献 (Ψ1)不存在相关性 ;

H3 　在战略信息系统时期 ,BP2ISP 战略匹配

度、企业 IT 建设成功程度与 IT 战略地位紧密相

关 ,且

H3A 　BP2ISP 战略一致性程度与战略格类型

(η2)即企业对 ISP 的战略需求正相关 ;

H3B 　IT 对企业业绩的贡献 (Ψ1) 与战略格

类型 (η2)正相关 ;

根据研究设计 ,本文利用中国企业数据分析

BP2ISP 战略一致性与企业内外环境的关系 ,识别

影响企业规划与 IT目标一致性的关键领域 ,为企

业的发展与信息化建设提供有利建议.

2 　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采用结构化问卷调研方式. 首先研

究设计初始问卷并以 MBA 学生为前期调研对象

进行导航分析. 然后实地走访 ,调研相关企业. 根

据多方面的反馈意见 ,对问卷做相应修改 ,如采用

案例、定义说明等. 随后于 2000 年 10 月至 2001 年

5 月间 ,对 200 多家大中型企业的总经理级别如

董事长、总经理/ 副总经理、企业规划部门以及 IT

经理等进行结构化问卷调研. 本研究主题收到调

研问卷 80 多份 ,回复率约为 43 % ,其中有效问卷

70 份.

3 　描述性统计

若将 1 年界定为短期规划 ,2～3 年为中期 ,

4～5年以上为长期 ,则在所调研企业中 ,10 %没有

正式规划 ,23 %有短期规划 ,60 %以上进行了中、

长期企业规划 ;信息系统建设方面 ,80 %以上的企

业进行了中、长期规划 ,表明 ISP 工作比 BP 更规

范和稳定 ,也体现了中国企业对信息化工作的重

视程度[29 ] . 表 5 显示国内企业 BP2ISP 战略一致性

主要位于第二、三阶段 ,但有近 1/ 4 的企业停留在

第一阶段 , 即没有利用 IT 实现现代化管理.

1996 —1997 年间 King 和 Teo 的研究表明美国企业

位于第一、二、三、四阶段的百分比为 10. 8 %、

41. 4 %、41. 4 %和 6. 4 % ,且从一个阶段向另一阶

段跨越约要用近 5 年时间. 这意味着国内企业要

比国外同行落后约 5～10 年时间.
表 5 　BP、ISP 规划情况及BP2ISP 战略一致性程度

BP 规划 % ISP 规划 % 战略一致性程度 %

长期 40. 0 中期 45. 7 1. 00 25. 7

中期 23. 0 长期 25. 7 2. 00 35. 7

短期 23. 0 短期 18. 6 3. 00 35. 7

无 14. 0 无 10 4. 00 2. 9

　　表 6 显示调研主体为制造业 (机械制造、汽车

业、机电等)和计算机/ 通讯业 ,约占 58. 6 % ,具有
表 6 　企业所属行业类型和性质

行业类型 % 企业性质 %

制造业 34. 3 国有企业 57. 1

计算机/ 通讯业 24. 3 合资 12. 9

烟草、金融 15. 7 外企 10. 0

交通运输/ 建筑/ 石化 10. 0 民营 10. 0

旅游/ 饭店/ 服务业、医药、外贸 8. 7 其他 10. 0

其他 7. 0

一定代表性. 并且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 ,约占研究

对象的 2/ 3. 企业规模方面 (见表 7) ,人数在 1 200

人以下的多为计算机与通讯业 ,规模不算小 ;

3 000人以上的公司主要为国有企业 ,其中制造业

占 50 %以上 ;人数最多的为金融行业 ,达到 18 万

人 ,这反映我国行业人员结构调整与机构精简仍

需深化.
表 7 　企业规模

企业人员/ 人 数目 销售额/ 万元 数目

500 以下 16 10 000 以下 12

500～1 200 以下 10 10 000～50 000 以下 19

1 200～3 000 以下 9 50 000～100 000 以下 8

3 000～5 000 以下 17 100 000～500 000 以下 9

5 000～10 000 以下 7 500 000～1 000 000 以下 5

10 000 以上 5 1 000 000 以上 3

遗漏数据 6 遗漏数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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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销售额来看 ,1 亿元以下的主要为交通运

输、计算机等行业 ,制造业销售额从 1 亿～50 亿

不等 ,企业效益差距较大 ,电信业销售额位于 20

亿～50 亿之间 ,但市场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因素

不容乐观. 且销售额从 50 亿到 100 亿之间有 60 %

的企业为合资与外企 ,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和销

售量从个体来说并没有优势 ,且超过 100 亿以上

的企业均为烟草行业 ,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4 　模型数据分析

4. 1 　有效性与可靠性

为了获得更稳定的分析结果 ,调查数据分成

企业生产信息含量、企业内部特征、外部环境特征

以及 IT 绩效等主题评估研究的有效性和可靠

性[26 ,27 ] . 首先对所测试的变量进行 t 检验 ,淘汰

不显著性的特征变量 A - AB1、A - RE10、A -

RE11、EN - A5、EN - B3 等 ,对其余的变量进行因

子分析. 本文运用方差最大法 (VARIMAX) 进行主

成分分析 ,结果见表 8～10.
表 8 　企业生产产品或服务 ( Ё1)的信息含量因子分析

因子 1 　产品与服务

的信息密度

因子 2 　生产价值链

的信息密度

提取因子的特征值
2. 207

31. 5 %

2. 42

17. 7 %

A - IN4 0. 737

A - IN1 0. 732

A - IN2 0. 682

A - IN3 0. 476

A - IN7 0. 800

A - IN6 0. 583

A - IN5 0. 545

表 9 　企业内部特征 ( Ё2、Ё3)因子分析

因子 1 　高层管理的 IT

战略意识与能力

因子 2 　高层管理对 IT

与业务关系的认识

因子 3 　IT经理的业务

素质与能力

因子 4 　高层对运用 IT

进行管理的重视程度

提取因子的

特征值

5. 323

35. 5 %

2. 294

15. 3 %

1. 35

19. 0 %

1. 278

8. 187 %

A - RE4 0. 841

A - RE5 0. 806

A - RE1 0. 652

A - RE6 0. 605

A - RE9 0. 484

A - RE7 0. 880

A - RE8 0. 843

A - RE2 0. 756

A - RE3 0. 702

A - AB7 0. 785

A - AB6 0. 753

A - AB5 0. 721

A - AB2 0. 541

A - AB3 0. 813

A - AB4 0. 788

　　提取因子的方法 :主成分分析法 , 旋转方法 ,方差最大法. 旋转迭代 6 次.

　　企业内部特征通过因子分析后 ,分为高层管

理的 IT战略意识与能力 ,高层管理对 IT 与业务

关系的认识 , IT 经理的业务素质与能力 ,高层对

运用 IT进行管理的重视程度等 4 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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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企业外部环境 (ξ2)因子分析

因子 1 　市场环境

的竞争性

因子 2 　市场环境

的易变性

因子 3 　市场环境

的可预测性

因子 4 　资源供给

的稀缺性

因子 5 　市场环境

的复杂性

提取因子的

特征值

2. 705

24. 6 %

1. 697

15. 4 %

1. 515

13. 8 %

1. 205

11 %

1. 124

10. 2 %

EN - C4 0. 905

EN - C5 0. 833

EN - C3 0. 566

EN - A1 0. 897

EN - A2 0. 884

EN - A3 0. 936

EN - A4 0. 923

EN - C1 0. 812

EN - C2 0. 693

EN - B2 0. 733

EN - B1 0. 641

　　提取因子的方法 :主成分分析法 , 旋转方法 ,方差最大法. 旋转迭代 6 次.

　　上述分析结果与 1997 年度 King 和 Teo 等

人[14 ,15 ]的因子分析结果趋势一致 ,这进一步加强

了该领域运用上述指标进行实证分析的普遍性与

有效性.

可靠性分析采用 Cronbanchα系数 ,α系数可

用于衡量测试表的内在一致性. 一般来说 ,由于社

会科学领域该值普遍较低 ,探索性研究要求α系

数至少在 0. 6 以上[28 ] .
表 11 　Cronbanchα系数

题号 主题区域 因子值内容 条目数 Cronbanchα系数

1 企业内部性质 ( Ё)

产品与服务的信息密度 4 0. 612 7

高层管理的 IT战略意识与能力 5 0. 785 4

高层管理对 IT与业务关系的认识 4 0. 847 2

IT经理的业务素质与能力 4 0. 729 2

高层对运用 IT进行管理的重视程度 2 0. 628 4

2 企业外部市场环境 (ξ2)

市场环境的竞争性 3 0. 714 6

市场环境的易变性 2 0. 833 4

市场环境的可预测性 2 0. 855 9

3 IT绩效 (Ψ1) IT对企业业绩的贡献 8 0. 868 6

　　表 11 的α系数都在 0. 6 以上 ,符合该领域的

研究标准 ,其中生产价值链的信息密度、资源供给

的稀缺性、市场环境的复杂性等由于行业性质显

著不同 ,α低于 0. 6 ,在以下分析中予以删除.

4. 2 　相关分析

表 12 是因子值之间的相关矩阵 ,66 个相关

系数没有一个超过 0. 5 ,表明一般不存在多重共

线性问题. 其中 ,高层领导对运用 IT 进行管理的

重视程度与 IT 对业绩的贡献之间具有最高的相

关系数 0. 492 ,这说明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成功与

否直接与企业高层领导对 IT 的重视程度和投入

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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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相关矩阵

竞争
战略
方向

BP2ISP
战略一致
性程度

战略格
类型

IT对企
业业绩
的贡献

产品与
服务的
信息密度

高层管
理的 IT战
略意识
与能力

高层管
理对 IT与
业务关
系的认识

IT经理
的业务
素质与
能力

高层对运
用 IT进行
管理的重
视程度

市场环
境的竞
争性

市场环
境的易
变性

市场环
境的可
预测性

竞争战略方向 1. 000

BP2ISP 战略一致性程度 0. 189 1. 000

战略格类型 - 0. 120 0. 318 3 3 1. 000

IT对企业业绩的贡献 0. 077 0. 470 3 3 0. 220 1. 000

产品与服务信息密度 0. 258 3 0. 223 0. 226 0. 163 1. 000

高层管理的 IT战略
意识与能力

0. 314 3 0. 263 3 0. 049 0. 392 3 3 0. 026 1. 000

高层管理对 IT与业务
关系的认识

- 0. 230 0. 156 0. 049 0. 295 3 - 0. 091 0. 000 1. 000

IT经理的业务素质与能力 - 0. 024 0. 082 0. 082 0. 121 0. 112 0. 000 0. 000 1. 000

高层对运用 IT进行管理
的重视程度

- 0. 002 0. 403 3 3 0. 045 0. 492 3 3 0. 141 0. 000 0. 000 0. 000 1. 000

市场环境的竞争性 - 0. 039 0. 012 0. 036 0. 049 0. 123 0. 021 0. 335 3 3 - 0. 212 0. 022 1. 000

市场环境的易变性 0. 152 0. 163 0. 340 3 3 0. 316 3 3 0. 249 3 0. 111 - 0. 101 - 0. 138 0. 306 3 0. 000 1. 000

市场环境的可预测性 0. 106 0. 196 - 0. 194 0. 246 3 0. 235 3 0. 077 0. 179 0. 096 0. 263 3 0. 000 0. 000 1. 000

　　3 P < 0. 05 , 3 3 P < 0. 01.

　　企业采取的竞争战略方向与企业产品服务信

息密度及高层的战略意识具有较高的关联度 ,而

与外部环境关系不显著 ,表明高层领导的管理素

质是企业选取开拓型竞争战略的重要因素 ,即企

业高层领导的战略意识强烈程度与竞争战略的扩

张性相关联 ,而对市场环境的影响评估不够.

战略一致性程度与 IT 绩效、战略格、高层领

导的战略意识和重视程度有较高的相关度 ,表明

企业目前与未来对 IT 的战略需求程度与 BP2ISP

战略一致性程度和企业绩效相互间有积极影响 ;

领导对 IT的重视和投入程度与信息化建设的成

绩有正反馈效应 , IT 部门运作越成功 ,高层对 IT

建设越重视 ,资金投入力度也越大. 战略格与 IT

对业绩的贡献、外部环境的易变性显著正相关 ,外

部环境变化越剧烈 , IT 战略地位越高 ,在战略信

息系统时期 , IT 被广泛用于减少环境的不确

定性.

从外部环境分析 ,市场环境的竞争性及易变

性和 IT绩效、产品信息密度及管理层对 IT 的重

视程度都有正的关联性 ,数据也表明 IT的战略定

位与市场环境的易变性有一定的相关性 ,说明企

业界已经意识到在不稳定的竞争环境下 , IT是改

善战略预测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而 IT绩效除了

与企业内部高层管理对 BP、ISP 匹配的战略意识

具有关联性外 ,与市场环境的易变性、可预测性也

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 IT 经理的业务素质和能力与

其他所有主题均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管理的低效

性减弱了 IT 经理的成绩 ,或是 IT 经理的地位仍

处于部门经理级别 ,不能与 CEO 直接交流 ,离 CIO

还有一段艰难的历程.

4. 3 　假说测试分析

表 13 通过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测试了以 BP2
ISP 战略一致性程度和 IT对企业业绩的贡献作为

因变量 ,其他各因素对其的影响程度. 表中左边是

对战略一致性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其 F 值为

3. 148 ,显著 ;调整的 R2 为 0. 264 ;只有战略格类

型、高层对运用 IT进行管理的重视程度与 BP2ISP

战略一致性的 Beta 系数显著 , 分别为 0. 313、

0. 387 ,假说 H1A、H3A 成立 ,即随着企业对 IT 战

略需求的战略地位升高 ,BP2ISP 一致性程度也越

高 ;同时企业高层领导对运用 IT进行管理的重视

程度越高 ,BP2ISP 战略一致性即企业内外资源整

合程度也越高. 上述两方面是决定战略一致性程

度的重要因素. 而企业外部环境、竞争战略方向以

及企业流程性质对匹配度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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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假说 H1C、H1D 成立. 战略匹配度与企业内部管

理特征正相关 ,而与企业外部环境、竞争战略方向

均不显著 ,这一结论与 King、Teo 等的研究结果一

致.同时也表明国内企业信息化建设仍集中于企

业内部建设 ,如 ERP 等 ,对客户和供应商等与市

场接口部分的研究投入和支持能力还很欠缺.
表 13 　模型变量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假说测试 Beta 系数 假说测试 Beta 系数

因变量　BP2ISP 战略一致性程度 (η1) 因变量　IT对企业业绩的贡献 (Ψ1)

H1 　企业内部环境 ( Ё) : H2 　企业内部环境 ( Ё) :

H1A 　高层管理的 IT战略意识与能力 0. 196 H2A 　高层管理的 IT战略意识与能力 0. 345 3 3

　　　高层管理对 IT与业务关系的认识 0. 190 　　　高层管理对 IT与业务关系的认识 0. 291 3

　　　高层对运用 IT进行管理的重视程度 0. 387 3 3 　　　高层对运用 IT进行管理的重视程度 0. 414 3 3

H1B 　产品与服务的信息密度 0. 106 H2B 　产品与服务的信息密度 0. 05

　　　IT经理的业务素质与能力 0. 016 　　　IT经理的业务素质与能力 0. 105

H1C　竞争战略方向 (ξ1) 0. 175 H2C　竞争战略方向 (ξ1) - 0. 012

BP2ISP 战略一致性程度 (η1) 0. 124

H1D 　外部市场环境 (ξ2) : H2C　外部市场环境 (ξ2) :

　　　市场环境的竞争性 - 0. 061 　　　市场环境的竞争性 - 0. 030

　　　市场环境的易变性 - 0. 093 　　　市场环境的易变性 - 0. 063

　　　市场环境的可预测性 0. 066 　　　市场环境的可预测性 0. 011

H3A 　战略格类型 (η2) 0. 313 3 H3B 　战略格类型 (η2) 0. 060

调整的 R2 0. 264 调整的 R2 0. 45

F 值 3. 148 3 3 F 值 4. 802 3 3

　　3 P < 0. 05 , 3 3 P < 0. 01.

　　从 IT 建设对企业业绩影响看 ,其 F 值为

4. 802 ,显著 ;调整的 R2 为 0. 45 ;企业外部环境及

其对环境反应所产生的战略定位对 IT 绩效影响

不显著 ,假设 H2C 成立 ;高层领导的 BP2ISP 匹配

的战略意识与能力方面的 Beta 系数均显著 ,假说

H2A 成立 ,即高层管理的重视和战略意识决定资

源分配的优先权 ,是企业信息化成功的关键. IT

业绩与战略格类型不具有显著正相关性 ,可能的

原因是 IT业绩评价是对过去工作的评价和总结 ,

不能反映企业目前和未来对 IT的战略需求.

总体来看 ,企业内部环境尤其是高层管理的

战略定位对BP2ISP 战略一致性程度、企业 IT绩效

的影响高于市场外部环境对其的影响程度 ,一方

面反映了高层领导的战略意识决定着资源的分

配 ,对 ISP、BP 投资、人员安排、部门合作起重要作

用 ;它也为业界提出的“一把手”或“统一的高层管

理团队”工程起支持作用 ,即高层管理参与有助于

保障资源并保持战略匹配过程中各个部门的协调

一致 ,是整合内外资源的关键.

产品与服务信息密度及 IT 经理的业务能力

对战略一致性程度、IT 业绩不存在显著相关 ,说

明目前国内企业普遍存在 IT 与业务流程结合程

度不够 ,在流程再造中还没有体现出使能器的作

用 ,也反映 IT 经理地位仍然不高 ,还没有上升到

CIO 层面 ,规划、建议能力普遍受到制约 ,今后几

年“CEO - CIO 工程”应引起关注.

5 　结论与建议

高层领导的战略意识以及利用 IT 进行管理

的战略能力直接决定企业资源的有效整合 ,是影

响战略一致性程度和企业信息化建设的关键要

素. 从企业对外部市场环境的反应来看 ,模型中企

业所采用的竞争战略对战略匹配度影响较弱 ,这

与 King 等的研究结论一致[13 - 15 ] . 数据也表明国

内企业在战略一致性阶段利用 IT 获取竞争优势

的能力、市场竞争预测能力等与国外同行相比仍

存在差距 ,但已经普遍意识到 IT 战略地位重要

性. 运用 IT管理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必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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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象是中国企业的 BP2ISP 战略一致性

问题 ,由于管理认识和视角上的不同 ,会对数据的测

度造成一定影响 ,与国外同领域研究相比也会存在

一定的差距.同时研究也须进一步改善 ,如样本选择

区域和数量有待扩大、建立网站收集数据等.

国内企业在业务流程重构以及 IT 经理定位

方面认识仍有欠缺. 业务流程重构反映业务与 IT

的结合 ,是 BP2ISP 战略一致性的研究重点之一 ,

在本研究中没有得到明显体现 ,将是未来的研究

主题之一[28 ,29 ] . 对 IT 存在高潜在型战略性需求

的转型期企业 ,业务结构与以前不同 ,没有经验可

循 , IT又将对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具有重要影响 ,

因此伴随的另一个研究议题是如何建立有效的

BP2ISP 战略一致性管理团队 ,如加强 CEO - CIO

间的对话机制更适合公司的企业规划和战略等.

外部市场环境及战略方向对匹配度的弱化影响也

反映了市场调研与分析力度不够 ,中国企业要在

国际市场竞争中获胜 ,必须加强市场研究能力 ,了

解竞争对手和客户的需求 ,才能获取生存权 ,并逐

渐取得稳定的市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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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strategic alignment of business planning and information sys2
tems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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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Strategic alignment of Business Planning (BP)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Planning ( ISP) becomes the key

factor integrating business resource during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era. This empirical study measured the rela2
tionships among the strategic alignment of BP2ISP , strategic orientation of enterprise , the inner and outer environ2
ment of enterprise , strategic status of ISP and IT contribution to business performance through strategic alignment

model and business active model . Moreover , analyses of data gathered in a mail survey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di2
cated that the intention of higher managers’strategic planning and the capability that they integrate the business re2
source by IT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which company obtain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Key words : business planning (BP) ; information systems planning ( ISP) ; strategic alignment model ( SAM) ;

strategic orientation of business enterprises ; strategic gri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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