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近年来，中国主要家电产品的产量在全球的比重越来

越大，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家电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 纵向

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家电制造企业市场营销

渠道经历了持续的变革。 90年代末， 连锁业态开始兴起。

2000年以后，以国美、苏宁为代表的连锁渠道商规模不断

扩张，成为家电市场的主流业态。 该业态正主导并改变着

制造厂商的作业流程和经营方式，要求制造企业必须始终

以满足客户和市场需求为中心，产品更加多样化、个性化。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促进了企

业内外部信息的沟通与共享，ERP等系统的实施大大降低

了企业间合作成本，提高了生产与管理效率。 面对强大的

经销商（或零售商），中国家电制造企业究竟如何充分利用

IT技术加强与经销商的合作，进而提高自身绩效？ 理论方

面，对于IT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①IT能力的

构成研究，②IT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但是，企业IT能力究竟有哪几种模式，如何测度？ 不

同 模式 的IT能 力 与 企 业 绩 效 的关 系 受 哪 些 因 素 的 影 响 ？

这些问题却鲜有研究。 因此，本文在剖析国内外相关文献

的基础上对企业IT能力的模式、测度进行梳理与评价，并

以家电制造企业为例，探讨了IT能力、企业间关系对企业

绩效的影响机制，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企业IT能力的提供

参考。

1 IT能力的模式

1.1 现有IT能力的分类

Feeny ＆ Willcocks［1］识别了9种IT核心能力，并阐述了

获取IT核心能力的5种技能。 使用多种研究方法，通过多年

的实证调查，Bharadwaj，Sambamurthy ＆ Zmud［2］将32种IT能

力归结为6类：IT业务伙伴关系、IT外部联系、IT业务战略思

考、IT业务过程集成、IT管理和IT基础设施。 基于Day的能

力分类方法，Wade ＆ Hulland［3］将IT能力分为3类（共7种能

力）：由外而内的能力、整合能力、由内而外的能力。
从构建竞争优势的角度出发，部分学者识别了几类IT

核心能力。 但是，这些分类不能体现企业实际应用IT的模

式，不能充分解释企业应用IT的动机、目标与绩效之间的

关系；同时，现有分类研究划分的类型过多，并且缺乏系统

性，对企业的实践指导性不强。 因此，有必要对IT能力的类

型进行深入探讨。
1.2 IT能力模式的提出

March ［4］最早对开 发（exploitation）和 探 索（exploration）
两个概念进行了系统阐述。开发是对现有确定的能力和技

术的应用与拓展，其目标是提高操作效率。 而探索是对新

的可能性或机会的捕捉，其目标是在环境中学习，发现创

造价值的新方法，或者提出解决老问题的新方案。 在此基

础上，Subramani ［5］将IT应 用 分 成 了 两 种 模 式：开 发式IT应

用和探索式IT应用。 这两种模式可以解释不同企业使用同

样的IT所带来的绩效水平的差异。 Ozsomer ＆ Genctürk［6］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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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开发和探索是两种重要的组织能力，这两种能力决定了

企业产生知识的类型和多少。
在March和Ozsomer ＆ Genctürk对 开 发 能 力 和 探 索 能

力阐述的基础上， 借鉴Subramani对IT应用模式的划分，本

文将企业的IT能力分成了两类：开发式IT能力和探索式IT
能力。 开发式IT能力指企业调用IT处理结构化流程的能

力，它具有如下特征：①目标是应用增量改进企业的现有

能力；②可以产生容易度量的绩效，如成本降低、过程效率

提高等；③任务定位：结构化流程；④不确定性较低。 探索

式IT能力指企业调用IT处理非结构化流程的能力 ［5］，它具

有如下特征：①目标是创建新能力，或提出新方案；②其绩

效难以预先度量，例如共享理解、环 境 把 握 等；③任 务 定

位：非结构化（或结构化程度低）的流程；④不确定性高。

2 企业间关系

2.1 企业间关系的概念界定

企业间关系也称组织间关系，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

度给出了不同的定义。 许淑君、马士华 ［7］将企业间关系定

义为：供应商与制造商之间、或者制造企业与经销商之间

在一定的时期内的共享信息、共担风险、共同获利的协议

关系。 汤世强将供应链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定义归纳为：供

应链中相互独立的上下游企业间基于信任和共同目标，共

享资源、共担风险、共同获利的非正式长期协议关系。基于

上述学者的分析和论述，本文将企业间关系界定为制造企

业与其下游经销商之间建立的一种长期的、 紧密的关系，
旨在获取最佳的经济利益。
2.2 企业间关系的测度

在有关企业间关系测度的文献中，信任、承诺和依赖

是被引用频率最高的几个术语。 Ganesan以及Gundlach较

早对企业间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信任和承诺

与市场定位有关，依赖是社会交换理论和关系营销理论的

重要内容。 Lambe，Wittman ＆ Spekman［8］认为依赖是社会

交换理论的基础，并指出双方的信任和承诺有助于维持企

业间关系。 本文使用信任、承诺和依赖来测度制造企业与

其下游经销商之间的关系。

3 IT能力、 企业间关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研究

3.1 IT能力与企业绩效

IT能力研究的焦点是IT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问题。
Mata ＆ Fuerst认为资源观可用于分析竞争优势的持续性，
并开发了基于资源观的竞争优势模型。使用该模型分析了

IT的4个属性：资本、专有技术、IT技能、IT管理技能。最终发

现，只有IT管理技能能带来竞争优势。 通过对零售产业的

调查，Powell ＆ DentMicallef发现IT并不能单独地为企业带

来竞争优势。 只有当IT调节无形的、互补的人力资源和业

务资源时，才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 Bharadwaj［9］认为，IT
能 力 是 一 种 组 织 能 力 ， 使 用 配 对 样 本 对 照 方 法 , 他 对

1991—1994年进入《信息周刊》排名的IT领导企业进行了

调查研究，将每一个IT领导企业与另一个规模相当的企业

进行配对研究。 结果表明：IT领导企业的平均财务绩效明显

要比配对企业的财务绩效高。 Santhanam ＆ Hartono使用与

Bharadwaj相同的数据和指标， 识别并进一步讨论了对照

基准企业相关情况，调整了财务绩效，并评估了绩效的持

续效应， 同样验证了IT能力与企业绩效的正相关关系，并

指出了开发多维度的IT能力测度的必要性。
本文将企业的IT能力分为开发式IT能 力 和 探 索 式IT

能力。 开发式IT能力是企业调用IT处理结构化流程的能

力，可以降低生产、物流、交易成本，提高过程效率。而探索

式IT能力是企业调用IT处理非结构化流程的能力，可以帮

助企业更好地把握市场需求，改进产品质量，提高顾客满

意度，最终提高市场份额，增加销售收入。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假设：
假设1：开发式IT能力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2：探索式IT能力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2 企业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借鉴Mohr ＆ Spekman［10］对企业间关系的测度，本文使

用信任、承诺和依赖来测度企业间关系。 信任在任何企业

间关系中都起非常关键的作用。 Anderson ＆ Narus ［11］认为，
即使在买卖关系中，信任也是必需的。信任有助于更迅速、
更经济地降低现实的复杂性。 Sahay［12］研究发现，信任在各

种形式的企业间关系中都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承诺指

企业愿意努力开发长期关系的意愿，只有当双方都表示了

承诺的意愿时，企业间的关系才能持续。 企业间的依赖指

企业需要通过维持企业间关系来实现其目标的意愿。在任

何一方不能完全控制另一方的情况下，企业间的依赖就会

发生。 程度较高的依赖性促使企业相互协商，共享关键信

息，参与联合规划等。 Chae，Yen ＆ Sheu［13］认为，IT对企业

间合作的影响不是源于IT本身的技术能力，只有IT与企业

间关系的交互作用才能促进企业间合作。 他们使用信任、
依赖、长期导向和信息共享4个维度来测度企业间关系。通

过对五对案例企业的直接观察和访谈，他们假设并验证了

企业间关系对IT与企业间合作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文认为制造企业与经销商的关系对IT能力与企业

绩效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 在紧密的企业间关系中，企

业间的信息、 数据的共享程度高，IT技术与系统可以得到

充分利用，可以加快订单的处理速度，提高物流效率，进而

降低企业的库存成本，增加企业的利润。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假设：
假设3a：信任对开发式IT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起显著的调节作用。
假设3b：承诺对开发式IT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起显著的调节作用。
假设3c：依赖对开发式IT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起显著的调节作用。
另一方面，在良好的企业间关系的基础上，制造企业

可以借助IT从经销商那里获取更多的关系产品的质量、销

售及顾客反映等方面的信息，信息持有者将这些信息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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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企业的决策者，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处理，决策者就

可以判断出顾客的需求偏好、本企业产品质量和性能方面

的不足以及销售策略的不足之处等，进而作出决策：开发

哪些新产品，改进产品的哪些性能、特征，采取一些措施来

促进产品的销售，等等。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假设：
假设4a：信任对开发式IT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起显著的调节作用。
假设4b：承诺对开发式IT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起显著的调节作用。
假设4c：依赖对开发式IT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起显著的调节作用。

4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4.1 数据与样本

本研究以家电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向企业发放

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 被调查对象是在企业任职3年

以上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或者IT高层管理人员。 问卷的发放

采取笔者自行发放和委托联系人发放两种方式，工作历时

两个月，共发放问卷455份，回收问卷225份，其中有效问卷

178份。
4.2 变量测度

本研究以现有研究为依据，设计问卷中各变量的测量

指标，题项设计采用Likert7级量表。 参照Boynton， Zmud
＆ Jacob和Subramani的研究， 本研究使用电子订单处理能

力、 电子配送能力和电子库存管理能力3个指标来测度开

发式IT能力， 使用产品销售趋势和顾客偏好电子预测能

力、产品质量和服务改进能力、电子协同定价能力和电子

库存控制能力4个指标来测度探索式IT能力。 借鉴Morgan
＆ Hunt［14］对信任和承诺的测度，本文使用4个题项来测度

信任；使用3个题项来测度承诺。 借鉴Ganesan［15］对依赖的

测度，本文使用4个题项来测度依赖。现有对企业绩效的测

度 一 般 采 用 多 指 标 、 多 题 项 的 方 式 进 行 ， 借 鉴Zahra ＆
Bogner［16］和Subramani等 ［5］对企业绩效的测度，本文将企业

绩效分为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 共使用6个指标来测度企

业绩效：税前平均利润率、交易成本、物流成本、销售增长

率、市场份额增长率和顾客满意度。
4.3 实证分析

4.3.1 信度与效度检验

为避免不正确的测量模型导致的混淆结果，本文采用

SPSS13.0对变量各题项的相关系数进行信度检验，结果显

示Cronbach’s alpha的 值 均 大 于0.7， 题 项 总 体 相 关 系 数

（CITC）的值均大于0.5，表明变量的测度整体具有较高的

信度。 同时，本研究分别对IT能力、企业间关系和企业绩效

的题项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 这些测度题项的Bartlett球体

检验统计值通过显著性检验（p＜0.001）；并且，这些测度题

项都较好地负载到其预期测度的因子之上，KMO值均大于

0.7，各题项的因子载荷系数均大于0.5，表明测度模型具有

较好的构思效度。
4.3.2 回归分析

（1）IT能力与企业绩效。本研究使用SPSS13.0对研究假

设进行分析检验，对IT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建立多

元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见表1。
表1 IT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

IT 能力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系数 t 值 显著性概率

开发式
IT 能力

0.236 0.033 0.477 7.082** 0.000

探索式
IT 能力

0.182 0.047 0.261 3.879** 0.000

常数项 2.752 0.194 14.179** 0.000

DW 值 2.274 R2 0.428 调整后的 R2 0.422

F 值 65.557 显著性 0.000

从表1可以看出， 开发式IT能力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

著异于零（P＜0.001），这一结 果 表 明 开发 式 IT能 力 对 企 业

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1通过了本文实证结

果的验证。 同时，探索式IT能力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异

于零（P＜0.001），这一结果表明 探索 式 IT能 力 对 企 业 绩 效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2也通过了本文实证结果

的验证。
（2）企业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文采用多元线形回归

来验证企业间关系对开发式IT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

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将开发式IT能力以及描述企业间关系

的信任、承诺、依赖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把处理后的开发

式IT能力和探索式IT能力分别与处理后的企业间关系的3
个变量相乘，从而得到6个乘积项。为验证企业间关系的调

节作用，本研究以企业绩效为被解释变量，共建立了9个模

型：模型1的解释变量为开发式IT能力、探索式IT能力、信

任、承诺和依赖；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开发式IT能

力与信任的乘积项；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开发式IT
能力与承诺的乘积项；模型4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开发式

IT能力与依赖的乘积项；模型5在模型1的基础上同时增加

上述3个乘积项； 模型6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探索式IT能

力与信任的乘积项；模型7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探索式IT
能力与承诺的乘积项；模型8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探索式

IT能力与依赖的乘积项； 模型9同时增加探索式IT能力与

信任、承诺、依赖的3个乘积项。 模型分析结果见表2。
在模型2中， 开发式IT能力与信任的乘积项的回归系

数为正且显著异于零（P＜0.001），这一结果表明信任对开

发式IT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是存在的。 因

此，假设3a通过了本文实证结果的验证。 在模型3中，开发

式IT能力与承诺的乘积项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异于零

（P＜0.05），这一结果表明承诺对开发式IT能力与企业绩效

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也是存在的。 因此，假设3b也通过了

本文实证结果的验证。 在模型4中，开发式IT能力与依赖的

乘积项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异于零（P＜0.01），这一结果

表明依赖对开发式IT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

用也是存在的。 因此，假设3c也通过了本文实证结果的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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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回归分析结果：企业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注：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绩效；N＝178；P＋＜0.1，P＊＜0.05，P＊＊＜0.01，P＊＊＊＜0.001；ITC表示IT能力。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常数项 1.005** -1.029+ 1.021 -0.396 -0.271 -3.384*** 2.991* -0.457 -0.230

开发式 ITC 0.216** 0.679*** 0.212 0.605*** 0.526** 0.173*** .227*** 0.197*** 0.181***
探索式 ITC 0.165*** 0.162** 0.166** 0.146* 0.161** 1.143*** -0.303 0.523* 0.394

信任 0.108 0.674*** 0.108+ 0.151** 0.709*** 1.154*** 0.092+ 0.131* 1.346***
承诺 0.175 0.131 0.170 0.146+ -0.415+ 0.147+ 0.295 0.157+ 1.011***
依赖 0.169 0.165* 0.169* 0.522*** 0.504** 0.202** 0.196* 0.493* 0.446

开发 ITC* 信任 0.112*** 0.115***
开发 ITC* 承诺 0.001* 0.110*
开发 ITC* 依赖 0.089** 0.071*
探索 ITC* 信任 0.220*** 0.265***
探索 ITC* 承诺 0.103* 0.249***
探索 ITC* 依赖 0.075 0.039

模型统计量

DW 值 1.835 1.977 1.834 1.902 1.914 2.067 1.829 1.890 2.089
R2 0.503 0.546 0.503 0.527 0.566 0.576 0.516 0.510 0.616

调整后的 R2 0.489 0.530 0.486 0.510 0.564 0.561 0.495 0.493 0.598
F 34.878*** 34.222*** 28.896*** 31.756*** 27.561*** 38.646*** 29.968*** 29.692*** 33 ．912***

证。 同时，在全模型5中，各乘积项的系数为正且显著异于

零；模型2、模型3和模型4都是显著的，这说明上述结果具

有一定的稳定性。
在模型6中， 探索式IT能力与信任的乘积项的回归系

数为正且显著异于零（P＜0.05），这一结果表明信任对探索

式IT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是存在的。 因

此，假设4a通过了本文实证结果的验证。 在模型7中，探索

式IT能力与承诺的乘积项的系数为正且显著异于零 （P＜
0.05），这一结果表明承诺对探索式IT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

关系的调节作用也是存在的， 假设4b通过验证。 在模型8
中，探索式IT能力与依赖的乘积项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异

于零（P＞0.1），实证结果未能支持依赖对探 索 式 IT能 力与

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假设4c未能通过验证。 同

时，在全模型9中，探索式IT能力与信任的乘积项、探索式

IT能力与承诺的乘积项的回归系数仍然为正且显著异于

零；模型6和模型7都是显著的，这说明上述结果具有一定

的稳定性。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并未支持依赖对探索式IT能力

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企业间的依赖程度

表征了一方需要通过维持企业间关系来实现自身目标的

意愿。本文认为，制造企业过分地依赖于其经销商，可能会

使企业疏忽对探索式IT能力的培育与提升，最终导致企业

管理决策水平的下降。比如，一些中小制造企业，主要为一

家或少数几家经销商供货，对经销商的过分依赖，可能导

致企业仅仅满足经销商的当前需求，不能对市场进行全面

分析，无法预测未来的市场需求，从长远来看，反而会降低

企业的绩效水平。

5 结语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与

建议：
（1）开发式IT能力和探索式IT能力的权衡是企业生存

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March和Subramani研究的基础

上，本研究将企业IT能力分为两种模式：开发式IT能力和

探索式IT能力，并开发了测度量表，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

好基础。对178家家电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两种

模式的IT能力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这验证了

Bharadwaj的观点。 因此，开发与探索是企业IT能力的两个

方面，企业在IT应用的过程中，一般不是单方面的开发或

探索，而是两者之间的权衡。 企业既需要培育开发式IT能

力以确保企业当前的生存与利润；同时，也需要投入大量

的精力进行探索式IT能力的培育， 以确保企业未来的发

展。在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侧重点可能有一定的差异。
开发式IT能力和探索式IT能力的权衡是企业生存与发展

的一个关键因素。
（2）构筑与经销商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有助于

提高制造企业的绩效水平。由于制造企业一般不直接面对

顾客，对顾客的需求把握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通过改善与

经销商的关系，增加双方的相互信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

长期的承诺，可以实现企业间更高程度的信息共享，实现

联合决策，共同制定产品开发策略、质量控制策略等，进而

可以更好、更快地满足市场和顾客的需求，最终通过为顾

客创造价值进而实现企业自身的价值。
虽然当前家电制造企业与大型经销商的关系比较紧

张，双方围绕渠道控制权的冲突时有发生。 但是，从美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家电企业营销渠道的发展历程来看，制造

企业与经销商的关系将会从控制关系逐渐向双方 “共赢”
的合作伙伴关系演变 ［17］。 因此，对我国的家电制造企业而

言，及时转变观念，尽快构筑与经销商的合作伙伴关系具

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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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patterns of IT use and the category of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we divide IT capabilities into IT
capability for exploitation and IT capability for exploration.Empirical research is done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IT
capability，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 and firm performance by investigating 178 electrical Household Appliances
manufacturers.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both IT capabilities for exploitation and IT capabilities for exploration have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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