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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电子商务价值创造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因果关联转化过程 ,从流程视角建立战略 —

资源—能力 —价值四个维度变量构成的理论模型.突破前人静态 “结构化 ”视角 ,新型电子商

务流程作为连接变量因果关联关系的中介 ,采用实证研究方法 ,依据 177个企业的流程调查数

据 ,运用结构方程验证了模型的系列假设 ,发现和总结了三个推进阶段构成的因果关联进程和

阶段特征 ,揭示了企业从战略规划直至能力产生电子商务价值的作用机制 ,为企业电子商务价

值理论提出了创新性的研究观点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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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探求 Internet使能的电子商务价值创造机理

一直是学术界关心的焦点问题
[ 1-2]

,它直接关系

到企业如何组织实施电子商务以实现预期绩效和

变革目标.企业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表明 ,并不是实

施了电子商务就能提高经济效益和增强竞争

力
[ 3]

.在信息系统 、经济学 、战略管理 、会计学 、运

作管理等领域 ,一些学者采用各种方法确定和验

证信息技术(IT)对于组织绩效的影响以及价值

产生的机制
[ 1, 4]

.早期是根据生产力和产量确定

IT组织绩效的影响效果 ,后来建议采用中间变量

测定 IT的影响效果
[ 1]

.由于电子商务价值的产生

依赖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包括 IT资源 ,组织

结构 、业务流程 、人力资源以及伙伴关系等
[ 5]

,一

直以来缺乏普遍性的理论和有效的方法 ,确定和

量化 IT应用的效果
[ 6]

,也无法明确解释电子商务

如何产生价值
[ 6-8]

.

实际上 ,在企业应用电子商务过程中 , IT与

组织绩效之间存在一个动态的转化过程 ,由于该

过程存在中间传递变量 ,因此给提取和量化 IT效

果指标带来很大困难
[ 7]

.只有找出与转化过程相

关联的动态载体 ,追踪从电子商务战略启动到价

值产生的作用进程 ,才能清楚地分析价值创造机

理.前人的研究基本上是从静态 “结构化 ”而非动

态 “转化过程 ”的角度展开 ,主要是从 IT投资的

技术资源特性出发 ,研究 IT资源和能力影响 IT

价值的结构化关系
[ 9-10]

,但对中间转化过程中存

在的各种变量的复杂因果作用关系还未能确认和

说明
[ 7]

.正如 Kohli和 Grover对 IT价值研究进行

总结时所指出的:“当前的 IT价值范式存在局限

性 ,需要认知中间因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因果

关系 ,才能够理解如何创造价值 ”
[ 11]

.目前 ,由于

缺少基于动态载体的转化过程研究 ,研究者至今

无法从变量的整体关联作用发现和论证进程中的

因果关系.因此 ,还未发现系统的理论观点解释和

分析电子商务价值产生的全过程 ,以及该过程中

各种变量的关联和转化对于企业绩效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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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电子商务价值创造过程是一个动态

的因果关联转化过程 ,新型电子商务流程被视为

连接不同变量作用关系的中介 ,从流程视角研究

由战略 —资源—能力 —价值的因果关联关系构成

的完整过程.它是以电子商务战略规划为起点 ,合

理地部署和配置企业内外部资源 ,通过电子商务

流程实现资源的整合利用 ,同时产生电子商务能

力并最终创造电子商务价值的过程.依据我国企

业电子商务的三个核心流程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

研究 ,分析和证明了从战略规划直至价值产生的

作用规律 ,以及价值创造过程的三个阶段特征 ,为

企业电子商务价值理论提出了创新性的研究观点

和发现.

1　企业资源观与电子商务价值创造

近几年企业资源观 (resource-basedviewof

thefirm, RBV)用于研究 IT价值创造的主要理论

观点为从流程传递视角研究电子商务价值创造过

程奠定了基础.RBV关注于企业内部异质资源的

识别和获取 ,该理论认为战略的本质就是利用 、开

发和培育具有独特优势的资源和能力
[ 12-14]

.RBV

在 IT价值创造的研究进展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着重于识别哪些特定的组织资

源与 IT价值的产生有关.Bharadwaj研究证实 IT

基础设施(ITinfrastructure), IT人力资源(IThu-

manresource)以及 IT使能的无形资源 (IT-en-

abledintangibles)是产生 IT价值的三类重要资

源
[ 15]

.Melville等人将产生 IT价值的资源归纳为

IT资源(包含技术和人力资源两个层面)和补充

式组织资源两类
[ 16]

.

第二个层次进一步研究哪种作用关系与 IT

价值产生有关 ,逐步区分开资源和能力 ,并聚焦于

组织内 IT能力的识别.例如 , Barua等人
[ 1]
实证证

明了资源和能力在企业与供应商和客户的电子商

务活动中的作用关系结构及影响组织绩效的路

径 ,研究了在线信息能力的重要中介作用.

第三个层次更深入的研究哪种 “作用过程 ”

与 IT价值产生有关 ,提出资源 、能力与流程之间

存在着产生绩效的作用过程
[ 2]

,认为流程是整合

资源的企业活动 , IT影响组织绩效是通过中介的

商务流程实现的
[ 16, 17]

, 解释了 IT资源 、商务流

程 、流程绩效和组织绩效在价值产生过程中的关

系结构.代表性的研究包括 Melville等人提出的

IT商务价值模型
[ 16]

,他们从理论上说明了流程在

资源转化为绩效中的传递作用 ,明确提出采用流

程绩效衡量 IT价值 ,但是并未作实证研究.Ray

和 Barney等人认为 IT产生的组织竞争优势首先

表现在流程水平 ,企业应该根据资源配置状况重

新设计公司商务流程 ,从而更有效地开发已有的

组织资源和能力 ,并取得长期的竞争优势
[ 17]

.他

们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完善了 Melville等人关于流

程绩效作为检测 IT价值的观点
[ 18]

.

最近 , RBV被用于企业电子商务价值创造的

研究.Zhu
[ 2]
认为电子商务能力紧紧地连接于 IT

基础性资源 ,并嵌套在商务流程中 ,分析和评估了

电子商务能力与 IT基础设施的整合作用对于企

业绩效的影响.Devaraj等人指出供应链中的电子

商务能力是企业运用网络技术来实现共享信息 、

在线交易流程 、协调活动 ,以利于企业与供应商以

及顾客之间合作的能力 ,这种能力可以改善供应

链的绩效
[ 19]

.Rai等人提出数字化使能的供应链

整合能力的概念 ,这个组织间流程能力可以集成

一个公司与它的供应商网络和客户去创造价值 ,

研究证实了 IT基础设施的整合加速供应链流程

的整合 ,企业因而获得更高的绩效 ,尤其表现在运

作优化和销售额的增加
[ 20]

.

前人的研究提供了电子商务价值创造过程研

究的思路 ,基于 RBV从理论上论证了流程在 IT

价值创造过程中的重要中介作用 ,解决了流程层

面研究动态作用过程的基本概念问题 ,为深入研

究电子商务价值创造过程奠定了基础
[ 16-17]

.但是

也应该看到 ,由于静态 “结构化 ”分析视角的局限

性 ,一般变量关系结构简单 ,也缺乏从流程层面反

映中间变量复杂因果作用关系的研究 ,无法解释

转化的动态过程.另外 ,由于变量中没有考虑到电

子商务战略的重要作用 ,缺少战略作用的分析将

导致无法确定组织电子商务的发展方向和组织资

源的优化途径与过程.因此 ,目前面临的问题是无

法完整地解释在价值产生全过程中 ,电子商务战

略是如何通过流程的作用促进电子商务成功实

施 ?电子商务流程是怎样引发 IT资源和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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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 ,又是怎样产生价值? 电子商务流程带来的

流程绩效应该如何测量? 这些与价值产生过程相

关的概念和关联作用特性需要清晰的认识和理

解 ,否则难以实现对电子商务价值产生的动态作

用规律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2　理论模型与假设

本文基于企业资源观(RBV),从电子商务流

程传递作用的视角建立和验证反映多阶段特征和

具有中间传递变量作用的过程模型———电子商务

价值创造过程模型.代表新型电子商务流程属性

的电子商务能力反映了流程的中介传递作用 ,也

是连接价值产生过程中各因果关系的重要的中间

变量 ,抓住能力的产生以及它的中介传递作用这

一主线 ,将价值创造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揭示因果

关联的作用机制.

2.1　电子商务流程视角

本文所指的电子商务流程不同于传统意义上

的面向功能的流程 ,它是面向商务活动的参与对

象(例如:企业部门 、供应商 、代理商),源于参与

对象之间的基于 Web的信息交互需求 ,利用网络

信息的流动性 ,从而实现跨部门 、跨企业的信息共

享和合作活动的信息与活动嵌套的新型流程
[ 21]

.

因此 ,本文将新型电子商务流程定义为人 、交互信

息流和商务活动的集合.它反映出企业内外部人

员利用互联网在共享信息的过程中 ,采用新的工

作方式完成价值创新的商务和管理活动 ,不仅体

现了内部的电子化协作 ,还强调了企业间的协同.

它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

1)电子商务流程是参与者之间有序互动产

生的交互链 ,它们依赖网络信息的流动性 ,是一个

信息与活动嵌套的流程.互联网出现之前 ,企业的

信息沟通被限制在各个职能部门中 ,成为静止的

信息孤岛.电子商务运作促使交互的信息和合作

商务活动贯穿于整个价值链 ,变革是由价值链中

各个实体之间的交互驱动 ,电子商务流程推动了

组织的变革.例如电子订购流程中 ,企业各部门与

代理商在共享订购信息和库存信息的同时 ,可以

有效地完成订单处理的商务活动 ,极大地缩短了

订单处理周期 ,降低了成本.

2)新型电子商务流程将企业内外部各方之

间的交互通过网络信息流连接在一起 ,并与业务

活动流整合 ,形成了一种新的电子商务能力 ,实现

了组织资源的整合利用和转化 ,协调了合作伙伴

关系 ,产生了新的电子商务价值.本文将电子商务

流程的信息共享和合作活动流程两个本质属性确

定为电子商务能力 ,分别为 “共享信息能力 ”和

“合作流程能力” ,这两个电子商务能力反映了企

业在执行电子商务流程中整合利用 IT资源实现

价值创新的水平.电子商务流程已成为应用 IT产

生商业利润的有效途径
[ 22]

,它在价值产生中起到

了重要的中介传递作用.

综上所述 ,电子商务流程涵盖了构成各类企

业电子商务活动(B2C, B2B)的基本要素 ,反映了

企业电子商务价值创造的活动.因此 ,流程视角为

揭示电子商务价值创造过程提供了观察和分析中

间变量关联作用的新途径.企业实践证明 ,电子商

务流程发生在企业边界 ,产生跨企业的协同合作

活动 ,电子采购 、电子订购和客户关系管理是企业

电子商务三个最主要的核心流程
[ 23]

,本文将采用

这三个流程的企业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价值创造

过程.

2.2　电子商务价值创造过程模型

本文提出了电子商务价值创造过程模型(图

1)用于系统阐述由战略—资源 —能力 —价值的

因果关联关系构成的完整过程.该模型包括战略

规划 、IT资源 、电子商务能力以及电子商务价值

四个维度的变量.下面结合企业电子商务流程应

用 ,分别定义模型中的四个维度和七个相关

变量:

1)战略规划

电子商务战略规划是 “以高层管理的领导能

力为核心 ,通过制定电子商务战略和实施计划 ,集

成规划和利用组织内外部资源以形成电子商务能

力和产生电子商务价值为目标的战略管理活

动 ”.战略规划变量主要包括战略定位和领导力 、

规划方案 、组织准备三类因素 ,重点测量战略层面

支持组织实施电子商务的战略管理能力和主要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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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电子商务价值创造过程假设模型

Fig.1 Hypothesismodelofe-businessvalue-creationprocess

　　 2)IT资源

IT资源是指支持电子商务的有价组织资源 ,

是企业在其电子商务运作中能够获取和利用 ,但

又难以模仿且不可替代.本文将支持企业电子商

务流程应用的主要 IT资源归为三类 ,包括信息系

统集成 、复合型人力资源以及价值链伙伴就绪.信

息系统集成定义为 “基于网络的 、支持组织内外

部信息共享和合作流程的企业数据资源和信息系

统的集成水平 ,以支持企业电子商务的运作 ”.复

合型人力资源是指 “组织内整合和利用 IT技术进

行企业经营管理和决策的无形知识资源 ,既涉及

管理者参与电子商务的领导能力和管理技巧 ,也

包含了员工参与电子商务运作的技能和知识 ”.

这是一种与 IT互补的知识资源 , IT技术只有为人

所掌握和运用 ,才能发挥效用.价值链伙伴就绪资

源则着重反映 “合作伙伴(如:供应商 、代理商等)

进行在线交易和服务的潜在水平以及合作关

系 ”.它是组织外部重要的无形资源 ,直接关系到

企业间电子商务的应用水平.

3)电子商务能力

电子商务能力是指企业通过执行电子商务流

程体现的集成利用 IT资源创造新的电子商务价

值的核心能力 ,用于反映流程价值创新的作用特

征.作为电子商务流程的两个本质属性 ,共享信息

能力是指 “在电子商务流程中(如电子采购 、订购

以及客户关系管理),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在

线交互信息按需共享的水平和能力 ”,而合作流

程能力是指 “在电子商务流程中 ,企业与合作伙

伴之间在线合作活动和服务 ,达到企业内外部一

体化协作的水平和能力 ”.前者强调负载于电子

商务流程的组织间共享经营管理信息的能力 ,后

者强调了电子商务流程实现跨组织的合作活动与

合作关系的能力.尽管先前的研究也曾提出了

“在线信息能力”(OIC)”
[ 1]
和 “电子商务能力 ”

[ 2]

等概念 ,但主要是静态和结构化的概念 ,例如 ,

Zhu提出的电子商务能力是从交易过程的四个维

度进行综合描述
[ 2]

.而本文是根据电子商务流程

的价值创新作用定义两个能力 ,从流程水平反映

电子商务能力对组织的影响特性 ,在能力界定以

及可测量性上都是一个新的突破.

4)电子商务价值

电子商务价值反映了电子商务在流程水平为

组织带来的直接价值.本文采用流程绩效来反映

电子商务的 IT价值水平 ,它不同于企业的财务绩

效指标(如 ROA等)
[ 17]

,可以判断电子商务实施

的直接效果.电子商务流程绩效是 “执行具体电

子商务流程的终端绩效 ,是 IT资源在电子商务流

程中转化为企业独特的电子商务能力所产生的电

子商务价值 ”,主要反映各个电子商务流程的交

易处理速度 ,成本降低 、库存控制能力 、伙伴关系 、

提高客户满意度等绩效指标.本研究由于结合企

业三个核心电子商务流程应用 ,解决了流程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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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量化的难题 , 将理论概念应用于实际

操作
[ 18]

.

2.3　模型的假设

本文针对四个维度变量之间因果关联关系构

成的价值产生进程 ,基于整体关联作用的思考来

分析和论证进程中的因果关系 ,依据电子商务流

程观点和 RBV理论提出假设模型 ,作者的前期理

论研究成果
[ 21, 23, 24]

也是重要基础.关联关系假设

是以电子商务能力的产生以及它的中介传递作用

为主线 ,将价值创造过程分为相互关联的三个推

进阶段:战略规划资源阶段 ,资源转化为能力阶

段 ,以及能力产生价值阶段 ,体现从电子商务战略

启动到价值产生的完整过程.对应三个阶段的变

量关联关系假设如下:

1)规划资源阶段:战略 —资源的关联关系

企业通过战略规划合理地整合和配置组织的

IT资源 ,以实现电子商务流程的创新应用 , RBV

理论认为强有力的战略有助于培养和利用有价资

源
[ 12]

.本文将战略规划资源阶段分为规划资源和

资源整合两个层次.

在规划资源层面 ,企业必须具有正确的战略

定位和领导力 ,实现对独有 IT资源的集中规划和

配置 , IT资源规划作为一种典型的电子商务战略

管理活动 ,其目的在于通过集成规划信息系统 、复

合型人力资源和价值链伙伴就绪资源 ,将各自的

资源优势整合到电子商务流程中 ,形成电子商务

能力 ,并最终获取 IT价值.电子商务战略规划有

利于整合企业各种资源形成可集中利用的有序的

执行过程 ,战略与资源形成联盟是获取持续竞争

优势的最佳实施途径
[ 25]

.企业必须具备不断整

合 、重新配置和获取自身独特 IT资源的战略管理

能力
[ 26]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　战略规划对于信息系统集成具有正

向影响(H1);

假设 2　战略规划对于价值链伙伴(供应商

或代理商)就绪具有正向影响(H2);

假设 3　战略规划对于复合型人力资源的利

用具有正向影响(H3).

在资源整合层面 ,本文强调了三类 IT资源之

间的整合作用 ,可形成企业独特价值的资源优势 ,

是新型电子商务流程成功应用的基础.先前研究

指出 , IT资源是通过资源互补性这种隔离机制为

企业带来长期竞争优势 ,并阻碍竞争对手的模

仿
[ 2, 26]

.复合型人力资源作为一种 IT互补性资

源 ,在电子商务流程执行过程中表现为各种技能 、

经验和管理知识对信息系统集成和伙伴就绪资源

的整合应用.信息系统运用最直接的对象是生产

和商务一线的企业员工和管理者 ,他们接受 IT的

态度以及各种操作和管理技能直接决定了企业电

子商务流程能否正常运行
[ 15, 27]

.

另一方面 ,伙伴就绪是电子商务实施的重要

外部资源 ,企业的 IT人力资源会直接影响伙伴资

源的利用包括伙伴完成在线交易和服务的水平以

及合作关系.在执行流程过程中 ,如果仅具有电子

商务平台 ,没有员工运用电子商务的技能和经营

管理知识参与协同商务处理 ,合作伙伴将无法有

效地完成各种在线商务活动
[ 28]

.依据关系理论 ,

企业员工利用 IT技术促进与合作伙伴的信息交

流和知识共享
[ 29]

,形成了新的合作关系 ,有助于

获取持续的联盟竞争优势 ,其中知识共享活动是

重要的关系资产
[ 30]

.在电子商务的应用中 , IT人

力资源的作用体现为加快了相关知识在价值链伙

伴间的共享 、传播和创造
[ 31]

,提高了合作伙伴参

与电子商务的水平和技能.因此 ,对于 IT资源间

的整合关系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　复合型人力资源对于信息系统集成

利用具有正向影响(H4);

假设 5　复合型人力资源对于价值链伙伴

(如供应商或代理商)就绪资源的利用具有正向

影响(H5).

2)建立能力阶段:资源 —能力的关联关系

在新型的电子商务流程应用中形成集成利用

IT资源的两个电子商务能力 ,为企业带来独有的

竞争优势.根据 RBV理论的论述 ,资源本身不直

接产生价值 ,企业是通过中间变量———电子商务

能力部署和调用 IT资源 ,为企业带来价值的
[ 1]

.

流程是整合资源的企业活动
[ 16, 17]

,能力植根于电

子商务流程 ,资源到能力的转化过程是通过流程

作为载体来实现.从新型电子商务流程视角 ,共享

信息能力集中反映了流程的交互信息流的属性 ,

企业内外信息系统的整合集成是构建共享信息平

台 、产生交互信息流的必要基础
[ 1]

.而在执行流

程过程中 ,合作流程能力则反映了流程的合作活

动属性 ,伙伴就绪资源是其产生的必要基础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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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这两个能力都离不开员工的参与和管理 ,反

映了流程应用中员工知识和技能的综合利用.根

据以上三类 IT资源与两个电子商务能力之间的

整体关联关系分析 ,相应假设关系如下.

信息系统在组织中作为传递和处理商务数据

的 IT技术 ,其集成水平可以衡量电子商务流程中

企业与伙伴之间信息共享的技术基础
[ 1]

.在流程

应用中企业是在信息共享基础上进行在线商务活

动 ,从而形成合作流程能力.由于两个能力的这种

相互依存关系 ,信息系统集成直接影响共享信息

能力 ,假设如下:

假设 6　信息系统集成对于共享信息能力具

有正向影响(H6).

企业复合型人力资源作为信息系统的互补资

源 ,在电子商务流程的有效执行中起到了举足轻

重的作用.员工所具备的参与组织管理的基本技

能和工作经验是更好实现信息共享的前提 ,而且

这种作用在商务合作中体现的更加明显.因此复

合型人力资源是符合企业业务需求的员工通过自

身具备的专业技能参与组织的业务运作形成不易

模仿的能力
[ 16]

.这种动态的活跃的资源将直接影

响和支持电子商务流程的实现 ,提高企业电子商

务能力.为此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7　复合型人力资源对于共享信息能力

具有正向影响(H7);

假设 8　复合型人力资源对于合作流程能力

具有正向影响(H8).

Barua实证研究显示 ,成功的网络使能企业

不但依赖于企业内部 IT资源的整合 ,而且与合作

伙伴就绪有直接的关系
[ 1]

.从电子商务流程应用

角度 ,合作流程能力强调了流程的活动属性 ,执行

电子商务流程是通过在线与客户和供应商进行商

务活动 , 忽视了伙伴就绪资源将阻碍 IT的应

用
[ 5]

.伙伴就绪资源强调了他们参与和完成企业

电子商务交易的合作关系和 IT就绪基础等 ,对于

形成合作流程能力具有直接作用.因此 ,提出以下

假设:

假设 9　价值链伙伴(供应商或代理商)就绪

对于合作流程能力具有正向影响(H9).

3)产生价值阶段:能力 —价值的关联关系

整合运用两个电子商务能力将最终决定电子

商务流程绩效的产生 ,从流程传递作用的视角 ,能

力是通过新型电子商务流程整合利用资源 ,首先

产生流程绩效 ,进而产生企业绩效.Melville等人

提出的 IT商务价值模型 ,已经从理论上说明了流

程绩效衡量 IT价值的合理性
[ 16]

.本文关心的是 ,

共享信息能力和合作流程能力在流程水平产生流

程绩效的作用过程 ,它是由两个关联关系构成:一

是共享信息能力与合作流程能力之间的关系 ,二

是两个能力共同作用产生流程绩效的关系.

前一个关系反映了两个能力的依存特征 ,说

明合作流程能力是企业与合作伙伴在共享信息基

础上的跨组织 、跨功能的合作商务活动能力 ,共享

信息能力是合作流程能力产生的先期基础.Chae

等人
[ 32]
的研究证实信息共享将降低运作的风险 ,

因为它使流程更加简单并得到监控 ,更加开放的

信息共享能够促使伙伴在合作中形成信任关系提

高流程运作的有效性.因此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0　共享信息能力对于合作流程能力

具有正向影响(H10).

后一个关联关系反映了两个能力的整合发挥

与共同作用将产生面向终端客户或伙伴的流程绩

效.在一个面向合作伙伴的电子商务流程中(如

电子采购),商务信息的共享能够降低信息不对

称 ,提高企业间商务活动的效率 (例如:控制库

存 ,及时了解供应商新产品等);基于信息共享 ,

该流程能够有效改善与伙伴的合作关系和协同水

平(例如 ,提供联合售后服务 、共享库存合理安排

生产进度),也能够更快地发现新的商务市场
[ 9]

.

在本文中 ,信息共享和合作流程两个电子商务能

力代表流程的价值创新作用特征 ,体现在具体流

程应用中的整合效应将提高流程绩效.因此提出

如下假设:

假设 11　共享信息能力对于流程绩效具有

正向影响(H11);

假设 12　合作流程能力对于流程绩效具有

正向影响(H12).

3　研究设计

本研究将制造企业的电子商务流程应用作为

研究对象展开实证研究.选择制造企业的主要原

因:一是国家的 “两化融合 ”(信息化和工业化)战

略特别关注于制造企业信息化与电子商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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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制造业由于资金相对雄厚 ,电子商务发展优

先于其它产业;三是制造企业具有相似的运作流

程 ,采购 、订购和客户关系管理成为主要的电子商

务流程 ,能够反映中国企业电子商务的运作特征.

3.1　测量工具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数据.问卷第一

部分收集电子商务实施的背景资料 ,包括企业性

质 、实施时间 、员工数量 、主要实施流程等因素 ,实

施时间和员工数量采用次序变量进行测量.第二

部分用于测量企业电子商务的实施状况 ,依据理

论模型的七个变量进行设计.题项采用李克特五

点量表测量 , 5表示 “非常好 ”, 3表示 “一般 ”, 1

表示 “没有实施 ”.从 2004年开始 ,项目组在查阅

了大量国内外 IS和电子商务文献基础上设计问

卷.同时结合对成功企业的专项案例研究 ,对问卷

进行多次修订 ,体现了我国企业电子商务的实施

特点.能力维度的两个变量 (共享信息能力和合

作流程能力)以及流程绩效都面向电子采购 、电

子订购以及客户关系管理三个制造企业最为典型

的电子商务流程进行设计 ,体现了流程的研究视

角和测量模式.问卷经过 2年的反复测试和修正 ,

完善了量表的结构 ,测量题项如表 1所示.

“企业规模”和 “实施时间 ”两个控制变量被

用于测试模型的适用性.有研究显示 ,企业规模在

不同条件下对于组织绩效的影响是不太确定

的
[ 33]

,还可能与电子商务组织的扩散阶段具有紧

密的联系.本研究拟通过对控制变量的研究提高

假设模型的可靠性 ,在方法上依靠结构方程的修

正模型得以实现.企业规模的题项依据员工数确

定 ,按照国际通行的制造企业规模标准的衡量尺

度 ,从 “ 100人以下 ”到 “ 1万人以上 ”共分为 6个

尺度.实施时间跨度的测量尺度依据中国的实施

状况 ,分别为:1年前 , 2 -3年前 , 4 -5年前 , 5 -6

年前以及 6年以前 5个尺度.
表 1　模型的变量表及主要参考来源

Table1 Instrumentconstructsandsupportingliteratures

变量维度 变量名 测量指标 主要来源文献

战略 战略规划(EBSO)

电子商务战略定位(EBSO1), 高层负责战略规划(EBSO2),

高层认知价值(EBSO3),组建项目团队(EBSO4), 组织资源

识别和培育(EBSO5),组织结构调整(EBSO6), 长期资金计

划(EBSO7)

Grandon等 [ 5]

Molla等 [ 34]

资源

信息系统集成(ISI)

部门间信息共享(ISI1), 部门间信息系统集成(ISI2), 与外

部伙伴信息系统连接 (ISI3), 支持外部商务信息共享

(ISI4),系统运行安全保障(ISI5)

Barua等 [ 1]

复合型人力资源(ITHR)

员工 IT操作技能(ITHR1),重视 IT培训(ITHR2),员工参与

电子商务活动的技能和知识(ITHR3), 领导运用 IT参与商

务和管理决策的技能和知识(ITHR4),员工接受电子商务意

愿(ITHR5)

Bharadwaj[ 15]

Wright等 [ 35]

Zhao等 [ 24]

伙伴就绪(PER)
建立长期的合作机制(PER1), 保障合作双方利益(PER2),

伙伴具有 IT技术基础和技能(PER3)

Barua等 [ 1]

Mishra等 [ 28]

能力

共享信息能力(ISC)
跨部门信息共享支持电子商务(ISC1),与伙伴共享商务信息

支持电子商务(ISC2),与伙伴共享市场信息(ISC3)

Barua等 [ 1]

赵晶等 [ 23]

合作流程能力(CPC)

业务流程改造支持跨企业的商务合作(CPC1)在线供应链商

务合作活动(CPC2),在线客户服务(CPC3),销售预测和决

策(CPC4)

Barua[ 1]

赵晶等 [ 23]

价值 流程绩效(PP)

降低经营成本(PP1), 提高运营效率(PP2), 合作关系改善

(PP3),提高服务质量(PP4),提高个性化服务水平(PP5),

提高市场反应能力(PP6)

Mishra等 [ 28]

3.2　样本和数据收集

问卷调查采用通用的 “预测 -实测 ”方法.

2006年 11月对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神龙 、东

风本田等 20余家企业 IT经理人的实地访谈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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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面对面的交流 ,根据企业管理者的意见 ,针对制

造企业电子商务运作状况 ,修正了问卷题项的语

言表达.

2006年 12月 — 2007年 8月 ,在中国电子商

务商务协会 、武汉市经贸委以及其他省市政府部

门配合下 ,主要采用一对一访谈的方式调查 ,同时

也结合邮寄方式进行 ,共向全国 18个省市信息化

程度较高的企业发放问卷 600份.问卷均要求企

业信息化部门负责人或企业总经理填写 ,访谈问

卷当场回收 ,共得到有效问卷 142份;邮寄问卷在

发放后的一个月内通过各种形式的督促 ,回收 76

份.因此 ,总共回收问卷数量是 218份.对问卷可

靠性检测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根据问卷题项 ,

删除还没有正式开展电子商务的企业;二是对于

存在缺失项的问卷采用 “行删除 ”的方式剔除.最

终得到有效问卷 177份 ,有效率为 81.2%.有偏

性检验主要针对问卷的两种收集模式以及不同时

期回收问卷可能存在的差异性进行检验.结果表

明 ,访谈和邮寄两种方式得到的问卷回答在 0.05

显著性水平下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以

2007年三月为界 ,对先后两个阶段回收的问卷回

答进行检验 ,结果同样显示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因此 ,问卷回收过程具有无偏性.

3.3　样本特征

从被试个体角度看 , 52%的被调查者为公司

运营部门经理(如:采购 、订购或售后服务), 38%

的被调查者为电子商务项目经理或 IT经理.经独

立样本 T检验发现 ,在 0.05显著性水平下 ,运营

部门与 IT部门两个群体对问卷的回答不存在显

著差异.57%的管理者在公司具有 3年以上工作

经验 ,这些管理者中 85%具有本科以上学历 ,

80%所学专业为经营管理或计算机专业.被调查

者具有较高学历能够更好地理解组织电子商务的

运行 ,在公司较长的工作经验保证其理解组织的

各项规章制度和资源状况.因此 ,该管理群体填写

的问卷能够真实反映企业电子商务的状况 ,问卷

的可靠性能够得到保证.

被调查企业遍布于全国各个地区 ,但是主要

集中于华东 、华中和华南三个地区 (合计 87.

5%),具有较好的地域代表性.企业规模分布比

较合理 ,大中小规模企业各占 1/3;企业销售额以

1亿元人民币为界限 ,上下约占 50%;从企业所有

制性质看 ,国有 、外资以及民营各占 1 /3.企业制

造的产品领域广泛 ,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重要领

域 ,主要集中在电子设备 、石油加工 、电器机械和

交通设备等制造领域.

从企业的电子商务发展状况看 ,截止至 2007

年 ,约 50%的企业实施电子商务的时间已经超过

4年 , 65%的企业使用组织内部系统 ,约 20%的企

业除了使用组织内部系统外 ,同时还使用合作伙

伴的系统(例如:联想面向代理商的 PRC系统)或

者第三方交易平台(例如:阿里巴巴).实施了两

个以上流程的企业约占 2/3(101家),其中已经

实施电子采购 、电子订购以及客户关系管理三个

流程的企业有 57家 ,占 32%.

4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结构方程建模(SEM)包括测量模型和结构

模型两个阶段.其中测量模型的检验主要对研究

工具的效度 (validity)和信度(reliability)进行综

合评估;而结构模型主要评价模型的解释力和假

设路径的显著性.本研究中综合使用 SPSS11.5和

LISREL8.7完成上述的分析.

4.1　测量模型检验

4.1.1　效度检验

结构效度是测量模型最常见的检验标准 ,可

分为内敛效度(convergentvalidity)与判别效度

(DiscriminantValidity)两种
[ 36]

.内敛效度主要评

估潜变量与观察指标之间的负载关系以及整体结

构的稳定程度 ,而判别效度主要用于通过评估潜

变量与其他变量共享变异量的水平确定变量间的

差异程度.本文采用因子分析和平均萃取变异量

(averagevarianceextracted, AVE)分别评估以上

两种效度.

首先采用 SPSS11.5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EFA),通过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 (Varimax),抽

取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Kaiser-Meyer-Olkin

(KMO)统计量(0.939)和 Bartlett' s球形检验(<

0.000)显示 ,因子分析效果较佳 ,共提取七个因

子 ,分别命名为战略规划 、信息系统集成 、复合型

人力资源 、伙伴就绪 、共享信息能力 、合作流程能

力以及流程绩效 ,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 73.3%.

在此基础上 ,使用 LISREL8.7进行验证性因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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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CFA),得到测量模型的拟合参数为 χ
2
/df=

2.3, CFI= 0.93, NFI= 0.95, RMSEA =

0.061, IFI=0.95 , PNFI=0.68,拟合效果达到规

定要求.如表 2所示 , 各因子负载 (loading)在

0.05水平下通过检验(p<0.01).根据 Hair等人

的建议
[ 37]

,使用 AVE重点考察模型判别效度.由

表 3显示 ,位于对角线上的 AVE均大于 0.5,并且

AVE的平方根大于交叉变量的相关系数 (Inter-

constructCorrelations),符合判别效度的要求 ,进一

步证明了本研究的模型效度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CFA)与信度检验

Table2 Confirmatoryfactoranalysisandreliability

变量 指标 负载 Cronbachα CR 变量 指标 负载 Cronbachα CR

战略规划

EBSO1 0.83＊＊

EBSO2 0.81＊＊

EBSO3 0.77＊＊

EBSO4 0.85＊＊

EBSO5 0.90＊＊

EBSO6 0.84＊＊

EBSO7 0.80＊＊

0.92 0.94

信息系统

集成

ISI1 0.79＊＊

ISI2 0.86＊＊

ISI3 0.82＊＊

ISI4 0.84＊＊

ISI5 0.83＊＊

0.89 0.92

复合型

人力资源

ITHR1 0.86＊＊

ITHR2 0.85＊＊

ITHR3 0.84＊＊

ITHR4 0.82＊＊

ITHR5 0.86＊＊

0.90 0.93

伙伴就绪

PER1 0.88＊＊

PER2 0.91＊＊

PER3 0.87＊＊

0.87 0.92

共享信息

能力

ISC1 0.87＊＊

ISC2 0.90＊＊

ISC3 0.82＊＊

0.83 0.90

合作流程

能力

CPC1 0.84＊＊

CPC2 0.90＊＊

CPC3 0.81＊＊

CPC4 0.89＊＊

0.88 0.92

流程绩效

PP1 0.83＊＊

PP2 0.82＊＊

PP3 0.86＊＊

PP4 0.88＊＊

PP5 0.83＊＊

PP6 0.83＊＊

0.92 0.94

显著性水平:＊＊ 0.001 <p<0.01

表 3　相关分析与 AVE平方根

Table3 CorrelationanalysisandAVEsquareroot

均值 标准差 EBSO ISI ITHR PER ISC CPC PP TIME SIDE

EBSO 3.48 0.88 0.83

ISI 3.41 0.92 0.65 0.83

ITHR 3.56 0.81 0.61 0.66 0.85

PER 3.43 0.85 0.65 0.58 0.68 0.89

ISC 3.44 0.91 0.61 0.64 0.61 0.57 0.87

CPC 3.22 0.92 0.68 0.59 0.57 0.63 0.59 0.86

PP 3.46 0.79 0.57 0.46 0.51 0.46 0.48 0.61 0.84

TIME NA1 NA1 0.42 0.34 0.25 0.24 0.19 0.28 0.08 NA2

SIDE NA1 NA1 0.25 0.27 0.03 0.19 0.07 0.17 0.45 0.26 NA2

　　注:1.EBSO=战略规划 , ISI=信息系统集成 , ITHR=复合型人力资源 , PER=伙伴就绪 , ISC=共享信息能力 , CPC=合作流程能力 ,

PP=流程绩效 , TIME=实施时间 , SIDE=组织规模.

2.对角线的斜角为 AVE的平方根.

3.NA1表示控制变量采用次序测量方法 ,无法统计准确的均值与方差.

4.NA2表示控制变量未计算 AVE的平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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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信度检验

信度分析是测量潜变量对应的观察变量内部

的一致性 ,描述了观察变量对共同潜在变量表达

的程度.采用 Cronbachα系数和组成信度(com-

positereliability, CR)计量量表的信度水平.研究

发现 , Cronbachα系数在 0.83— 0.92之间 ,达到

较佳的信度水平.经测试 ,量表中每一个因子的

CR值全部高于 0.9,远大于 0.7的限制性水平.

以上分析证实本研究的量表信度达到较高的水

平.综上 ,我们认为本研究的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

和信度 ,通过测量模型能够有效测量企业电子商

务的实施状况.

4.2　结构模型检验

4.2.1　模型的拟合与优化

结构模型检验主要评价模型的拟合优度 、解

释能力以及假设路径的显著性水平.拟合优度一

般包括绝对拟合指数(absolutefitmeasure),相对

拟合指数(relativefitmeasure)以及简约拟合指数

(parsimoniousfitmeasure)
[ 38]

,一般要求同时报道

三类指数的主要参数.参照相关文献
[ 1, 37 -38]

的论

述 ,拟合优度参数应该尽量避免样本容量对参数

本身的影响 ,因此 , χ
2
/ df, CFI, NFI, RMSEA是

最常见也是最基本的评价参数.根据假设模型

(图 1),运行 LISREL8.7输出拟合参数 、路径系

数以及检验的结果 , 其中拟合优度指数如表 4

所示.

数据显示 ,初始模型的 χ
2
/df达到接受范围 ,

NFI、CFI和 IFI的值也都在 0.9以上 ,进一步分

析 PNFI和 PGFI的值都大于接受值 0.5,因此以

上参数均证实模型是可以接受的.但是 RMSEA

的值略大于 0.08, 显示模型还需要进一步地

修正.

理论模型的修正可以利用 SEM软件提供的

修正指标来了解造成模型拟合优度不佳的来

源
[ 38]

.对理论模型的修正是建立在由 LISREL8.

7输出的修正指数和理论这两个基础上的 ,也就

是说即使修正指数非常大 ,也必须首先考虑理

论 ,凡是理论上站不住脚的修正指数 ,就不能拿

来重新估计 [ 39] .首先将最大的修正指数对应

的固定参数放宽成自由参数 ,然后再对修正的

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适配度检验 ,以获得适配

度更高的模型.修正后的模型分别将每一潜变

量内观察指标的较大的误差项连接.从模型的

各拟合优度指数(表 4的修正模型 1)看 ,与初始

的理论模型相比 , 修正后的模型体现了更好的

拟合优度.

为了了解企业规模和电子商务实施时间对流

程绩效的影响 ,我们将这两个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引入模型 ,并进行第二次模型修正(见表 4的修

正模型 2).此次修正后的模型拟合优度除了 RM-

SEA和 PGFI略微有所提高外 ,其它参数与修正

前的模型保持一致.从路径系数上看 ,两个控制变

量在 0.05水平下对流程绩效的改善不具有显著

影响.但是控制变量的引入仍然使模型的解释能

力微弱地从 36%提高到 37%.所以 ,我们认为此

次修正是对初始模型的优化 ,修正后的模型是值

得信任的 ,因此将第二次修正后的模型作为最终

的验证模型.
表 4　初始理论模型与修正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数

Table4 Fitvaluesbetweentheorymodelanditsmodifyingmodel

拟合指标
初始理论

模型

修正模型 1

(固定误差项)

修正模型 2

(增加控制变量)
参数的接受范围

绝对拟合指数
χ2 / df 2.8 2.4 2.4 1≤χ2 /df≤ 3

RMSEA 1.1 0.07 0.06 ≤ 0.08,越小越好

相对拟合指数

NFI 0.92 0.94 0.94 ≥ 0.9,越接近于 1越好

CFI 0.91 0.96 0.96 ≥ 0.9,越接近于 1越好

IFI 0.89 0.96 0.96 ≥ 0.9,越接近于 1越好

简约拟合指数
PNFI 0.81 0.86 0.86 ≥ 0.5,越接近于 1越好

PGFI 0.58 0.62 0.65 ≥ 0.5,越接近于 1越好

　　注:参数的接受范围主要依据文献 [ 1 , 3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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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第二次修正后的模型路径图(修正模型 2)

Fig.2 Pathresultsofthemodifyingmodel

4.2.2　模型的解释

模型的解释力是通过复相关平方值(R
2
)来

检验的 ,它表明了对观察变量的方差的解释程度.

如图 2所示 ,战略规划对信息系统集成 、复合型人

力资源和伙伴就绪解释的变异量分别达到了

40%, 32%和 32%,而共享信息能力和合作流程

能力解释的变异量分别达到 46%和 49%.最后 ,

各变量对电子商务流程绩效的综合影响 R
2
值达

到了 0.37 ,解释了 37 %的流程绩效方差.按照一

般结构方程模型构建要求 ,解释的总变异量达到

30%即可认为模型达到较好的解释性.

5　讨论与启示

图 2显示了潜变量间的路径系数以及各自的

显著性水平.在 0.01显著性水平下 ,除了共享信

息能力对流程绩效的影响不显著(β =0.053, p>

0.05), 12个假设中 11个得到验证 ,验证模型揭

示了企业从战略规划直至能力产生电子商务价值

的因果关联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电子商务

价值创造的三个推进阶段 “战略集成规划 IT资

源 ”, “IT资源转化为电子商务能力 ”以及 “电子

商务能力产生流程绩效 ”的阶段特征和因果关联

进程.此外 ,本研究设计的两个控制变量 ,企业规

模(β =-0.06, p>0.05)和实施时间(β =0.08,

p>0.05)对流程绩效影响不显著 ,说明与电子商

务实施相关的企业特征不影响电子商务的价值创

造过程 ,因此模型可在各类企业应用的普遍性也

得到验证.

5.1　阶段 1:战略集成规划 IT资源

结果显示 ,战略规划对于复合型人力资源

(β =0.69, p<0.001)的影响明显大于信息系统

集成(β =0.44, p<0.001)和伙伴就绪(β =0.21,

p<0.01).这表明制造企业在启动电子商务时 ,

首先关注的是与电子商务应用密切相关的员工经

营管理技能和培训计划 ,以便适应电子商务的运

作要求 ,其次才是信息系统集成和伙伴资源的规

划.此外 , H4和 H5同时成立 ,证实了在战略规划

的作用下 ,复合型人力资源在与信息系统集成

(β =0.41, p<0.001)和伙伴资源(β =0.44, p<

0.001)实现资源互补和聚集中的核心作用.因

此 ,企业应提高员工运用电子商务管理和运作的

技能与知识 ,提升企业 IT资源的整合利用水平.

一些企业如果仅仅注重硬件投资与规划 ,忽视支

撑电子商务长期发展的无形智力资源和伙伴资源

的规划和培育 ,将会无法实现预期战略目标和潜

在的企业绩效.

以上结论证实 ,战略集成规划 IT资源的本质

在于三类 IT资源的整合配置和利用;复合型人力

资源在资源整合中具有核心聚集作用.其管理意

义在于 ,企业应该重视规划 IT资源的电子商务战

略能力 ,这决定了企业能否将电子商务成功运用

于组织的运作环节和执行新型流程 ,也是取得竞

争优势的战略保证.

5.2　阶段 2:IT资源转化为电子商务能力

1)共享信息能力的产生:H6和 H7同时成

立 ,验证了在执行流程过程中共享信息能力的产

生是信息系统集成(β =0.48, p<0.001)和复合

型人力资源(β =0.33, p<0.001)共同作用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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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这说明 ,企业共享信息能力依赖于组织内外信

息系统集成的技术支持 ,它是由具备电子商务经

营管理知识和技能的企业员工利用集成的信息系

统 ,实现电子商务流程应用而产生的一种新的能

力.这种能力不易被其他企业模仿的原因在于 ,它

取决于企业知识资源的核心作用 ,而非仅仅是易

于购买的 IT技术设施.

2)合作流程能力的产生:H8、H9和 H10同

时成立 ,验证了合作流程能力的产生与复合型人

力资源 (β =0.45 , p<0.001)、伙伴就绪 (β =

0.22, p<0.01)以及共享信息能力(β =0.28, p<

0.001)密切相关.这说明 ,合作流程能力也取决

于企业员工知识性资源在电子商务流程应用中的

核心作用 ,同时它作为流程的合作活动属性有赖

于伙伴就绪的支持 ,是以共享信息能力为基础的 ,

由企业员工知识性资源在实现电子商务流程应用

中与伙伴共享信息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合作协调

能力.

以上结论揭示了在执行流程中 IT资源和能

力之间的复杂作用关系 ,证实了三类 IT资源负载

于新型电子商务流程被整合利用 ,并形成电子商

务能力的过程是确实存在于企业实践.其中 ,复合

型人力资源全面作用于共享信息能力和合作流程

能力 ,成为产生两个电子商务能力的核心资源.其

管理意义在于 ,电子商务能力的产生标志着以企

业智力资源为核心的 IT资源的有效利用 ,直接决

定了电子商务流程能否成功实施.此外 ,信息系统

的集成水平为获得共享信息能力提供了 IT技术

基础 ,而协调利用伙伴资源是实现合作流程能力

的保证.以上智力资源 、技术资源和伙伴资源的综

合作用促成了电子商务能力的形成 ,体现了电子

商务流程执行过程中能力形成具有多资源集成利

用的复杂性 ,对于深刻认识电子商务运作实践特

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5.3　阶段 3:电子商务能力产生流程绩效

结果显示 , H11不成立 (β =0.053, p>

0.05),而假设 H12成立(β =0.51, p<0.001).这

表明共享信息能力不直接产生流程绩效 ,它对于

流程绩效的影响是通过作用于合作流程能力来实

现 ,电子商务流程绩效来自于在线商务合作活动

如电子采购 、电子订购等 ,体现了执行流程的终端

效果 ,因此 ,合作流程能力是电子商务流程最重要

的终端能力.假设 H11不成立的原因可以理解为

这种现象反映了信息共享和合作活动存在不同的

价值影响作用.共享信息能力表征了组织间基于

Internet的信息沟通水平 ,它改善了企业间的合作

关系等 ,并不直接产生流程的终端绩效.该结论与

Mishra
[ 28]
等人关于电子采购 IT价值的研究类似.

他们也发现 ,基于 Internet的信息搜索与交流水

平并不会显著提高 IT价值 ,产生 IT价值的是企

业的订单处理能力.因为后者与企业后台 ERP支

持的商务流程整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电子采购解

决方案 ,赋予了企业新的商务竞争力.

这两个假设的检验结果结合在一起说明两个

能力之间存在一种嵌套关系 ,共享信息能力是实

现在线商务合作活动的前提 ,共享信息能力必须

借助于合作流程能力产生价值 ,由此决定了只有

发挥它们的整合作用才能最终创造电子商务流程

绩效.所以 ,嵌套关系表征了两个能力对于产生流

程绩效具有捆绑效应 ,反映了它们在流程水平上

的依存作用关系 ,也体现了在价值产生过程中的

中介传递作用 ,电子商务能力通过新型流程实现

资源的集成利用并产生流程绩效 ,成为资源与绩

效的转化中介.

其管理意义在于 ,流程绩效依赖于企业执行

电子商务流程所形成的电子商务能力的变革与创

新作用 ,即通过共享信息和合作流程的协同将有

形和无形资源整合到企业最有价值的流程 ,实现

整合利用并最终实现电子商务流程绩效.能力的

捆绑效应是电子商务流程成功应用的标志 ,如果

企业仅满足于在线信息共享 ,而不开展电子商务

活动是无法取得预期价值的.因此 ,企业应该突破

简单信息共享等初级合作模式 ,在平等互利基础

上进行更多的在线协作活动 ,通过形成两个能力

的嵌套运用获取电子商务价值.

6　结束语

6.1　研究结论

本文从电子商务流程视角研究企业电子商务

价值产生规律 ,基于我国制造企业的调查数据 ,建

立和验证了电子商务价值创造过程模型.主要研

究结论如下:

第一 ,企业电子商务价值创造过程是由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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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能力 -价值的因果关联关系构成的动态

转化过程 ,可以分为从 “战略集成规划 IT资源 ”

到 “IT资源转化为电子商务能力”直至 “电子商务

能力产生流程绩效 ”的三个推进阶段 ,这一结论

系统揭示了电子商务价值创造的内在作用机制.

目前国外研究尚无完整阐述从战略规划直至能力

产生价值过程的报道 ,且多数模型的变量关系结

构简单 ,缺乏中间传递变量
[ 17]

,难以认识价值创

造过程中的因果关系.本文为企业电子商务价值

理论提出了新的研究观点和发现.

第二 ,以价值创新为目标的电子商务战略本

质是集成规划和利用企业 IT资源 ,以获取自身独

特的电子商务能力;在战略规划过程中实现以人

力资源为核心的资源互补和聚集才能优化和集成

利用组织的 IT资源.这一结论对于认清 IT相关

资源的整合规划和新价值形成的关系具有重要的

意义.目前国外基于 RBV的企业电子商务价值研

究忽略了企业如何规划和配置资源的战略管理过

程
[ 40]

.因此 ,呼吁中国企业高层应该重视和建立

集成规划三类 IT资源的战略管理理念和战略能

力 ,同时 ,企业要着重于复合型人力资源的培育和

发展 ,以此带动和提升企业 IT资源的整合利用

水平.

第三 ,本文提出和证实了代表新型电子商务

流程属性的两个电子商务能力是价值创造过程的

关键中介传递变量 ,共享信息能力和合作流程能

力之间存在嵌套关系 ,两个能力对于 IT资源转化

为流程绩效形成捆绑效应.这些结论将能力的作

用深入到流程水平 ,系统揭示了电子商务能力的

动态作用机制 ,从而突破了国外关于电子商务能

力中介角色的讨论基本在静态关系层面的局

限
[ 1, 2, 9]

.本文结论反映了中国企业核心电子商务

实际流程的作用特点 ,强调根植于流程的电子商

务能力是企业获得价值的核心竞争力 ,对于中国

企业实施电子商务从技术重点转向电子商务能力

的获取提供了科学解释和理论依据.

第四 ,本文通过量化电子商务流程绩效确定

电子商务的直接价值 ,并证实通过流程绩效衡量

电子商务价值具有可行性 ,这一结论弥补了国内

外实证研究一般采用财务绩效不能准确度量电子

商务价值的缺陷
[ 41]

.本文将电子商务价值的实证

研究推进到流程水平 ,发展和完善了 Melville
[ 16]

,

Barua
[ 1]
以及 Ray

[ 18]
等人关于测量 IT价值的研

究 ,从流程水平对电子商务能力与绩效关系进行

解释 ,真实反映电子商务给企业带来直接价值的

作用过程 ,扩展了对于电子商务价值的认知.

6.2　局限性与研究展望

研究工作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 ,来源于

制造企业的样本能够很好地反映该产业电子商务

价值创造的特征 ,但是在实践中还是不能忽略行

业特征对于电子商务实施的影响 ,其它产业(如:

服务业)是否也符合本研究的结论需要做进一步

的论证和研究.第二 ,仍需更大规模的样本分析 ,

以增加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可以采集多年的横截面数

据进行纵向对比分析 ,揭示企业在不同时段的电

子商务价值之间的增长态势.此外 ,当前企业普遍

存在多流程关联的电子供应链运作结构
[ 42]

,在复

杂流程交互状况下绩效是如何产生的也值得继续

深入探讨.随着研究范畴扩展 ,整合其它组织间理

论解释企业间的电子商务合作价值创造是进一步

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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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betterunderstandwhatmediatingcapabilitiesareneededtouseB2Btechnologytoim-

provesupplychainperformance(SCP)andwhatrelationshipsexistamongthesecapabilities, groundedinthe

ITprocess-orientedviewandthecapabilityhierarchyview, thispaperidentifiedthreedifferentlevelsofmedia-

tingcapabilities, i.e., applicationcapabilityofe-business(ACEB), e-businesssystemscapability(EBSC),

ande-businesssupportcapabilityforcollaborativestrategy(ESCS), andthendevelopedatheoreticalmodel

foraddressingtheimpactsofACEBontheEBSCandESCS.Aconfirmatoryfactoranalysiswasperformedto

testthismodelbyusing152 validsamplesfromChinesemanufacturingsectors.Theresultsvalidatethemulti-

dimensionconstructsoftheACEB, andshowthattheACEBhaveadirecteffectontheEBSC, adirectandin-

directeffectontheESCS, andamoderatingeffecton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EBSCandtheESCS.

Keywords:applicationcapabilityofe-business;e-businesssystemscapability;e-businesssupportcapability

forcollaborativestrategy;ITprocess-orientedview;confirmatoryfactor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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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pointofview, wepresentamodelofe-businessvalue-creationprocesstoexaminethecasualrelation-

shipsamongstrategy, ITresources, e-businesscapabilitiesandprocessperformance.Unlikeformerresearch

thatisfromastructuralandstaticview, thispapergoesdeepintocasuallinksamongfactorsatae-business

processlevelandexplainsthemediatingroleofe-businessprocessinvaluecreation.Basedonthemodel, a

seriesofhypothesesisdeveloped.Anempiricalstudyof177 manufacturersinChinavalidatestheproposedhy-

pothesizesusing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SEM).Theresultsdemonstrateacriticalcausallinkfrome-

businessstrategyplanningtointegrativeuseofITresourcesandconsequentlygeneratingdistinctivee-business

capabilitiesandprocessperformance.Thecharacteristicsofthree-stageprocessine-businessvaluecreation

aresummarized.Thisresearchalsoprovidesanewapproachtoexploringthee-businessvaluecreation.

Keywords:e-businessprocess;strategyplanning;ITresources;e-businesscapabilities;processperform-

ance;e-business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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