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前 言

纵观信息系统领域的研究文献与实践 , 信息系统的应

用经历了从最初为提高组织内部效率与效力 , 到支持组织

间双向业务活动 , 再到管理不同业务间相互作用的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 , 信息系统的功能不仅是以群体与决策制定

者间的交易为导向的, 而且促进了沟通。除了交易处理系

统 , 其它的如决策支持系统、群决策支持系统与领导信息

系统也被应用到。在第二个阶段 , 应用信息技术来支持双

向的跨组织业务活动。这个阶段, 信息技术被界定为跨组

织系统( 信息系统) 。比较典型的如EDI, EDI被认为是一种

以交易为导向的私有技术 , 其投资者面临很大的转换成

本。随着Internet技术的目标化 , 更多的信息技术被应用到

信息系统中。这些信息技术系统的功能从重复交易自动化

扩展到更加合作与定制化的工作技术。在第三个阶段 , 信

息技术系统的应用提供了更高层次的功能—管理不同组

织间的相互作用。这些信息系统顺畅了组织间复杂的、频

繁的相互作用 , 产生了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这个阶段的

信息系统在组织网络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此研究

的视角开始转向网络观。

Weill 和Broadbent( 1998) 发现 , 开发跨业务 单 元 协同

的企业能创造间接关系价值, 但他们还没有分析信息技术

一体化与其绩效效应之间的关系。同时 , 对信息技术功能

的考虑不能只局限于交易成本观 , 需要考虑信息技术的生

产功能 , 这样一个转变有助于基于知识与资源逻辑来探讨

组织网络中的信息技术业务价值( Amit and Zott,2001) 。尽

管补充效应的逻辑是持续的 , 但很少有研究来探讨信息技

术如何增强多边的协同效应, 以及信息技术如何通过间接

的网络联结产生收益。本文运用知识基础理论 , 来构造一

个基于信息系统能力的知识共享创造间接关系价值的模

型。

1 组织间网络关系价值

网络范例提出 , 组织嵌入多业务关系中 , 通过一个共

同业务实体与其它组织间接相联 , 相应地 , 价值就产生了。

即使这些参与者没有直接交易 , 但是他们有共同的伙伴、

供应商或客户 , 因此存在互相依赖。这种互相依赖已经被

逐渐认识。在一个 产 品 设 计 与 发展 的 合 作 关 系 网 络 中 ,

Eriksson 等( 2001) 指出“理解技术在一种关系中的适应对

另一种关系中的适应的依赖, 对于理解网络中业务关系的

动态知识非常关键。”当焦点组织与一个供应商的关系有

助于更好地为焦点组织的客户服务时, 业务网络中的互相

依赖就形成了。在爱立信与东京数字电话 ( 公司 ) 的案例

中 , 爱立信与东京数字电话项目的成功依赖于爱立信与东

芝公司的合作成功。爱立信已经与日本东芝公司建立联

结 , 因此获得了必需的国家专用性专长与物流能力。

在网络情形下 , 利用信息技术管理业务活动的能力对

提高企业绩效越来越重要。尽管资源基础观提出 , 一个企

业使用由它拥有与控制的不可模仿的资源时 , 才能够获得

竞争优势。但是另一方面 , 关系视角提出“单个企业的优

( 劣) 势通常与企业嵌入的关系网络的优( 劣) 势相联。”该

观点用关系价值表示 , 是一个企业从一个专门伙伴关系中

获得的价值。随着企业间互相依赖程度的增加 , 信息系统

能力有助于业务网络价值的形成 , 由此将这种价值界定为

与网络相关的收益。关系价值的网络维度不同于Dyer和

Singh( 1998) 提出的关系价值 , 以示区别 , 将其定义为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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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价值。那么这种价值又是如何从业务网络中产生的 ,

信息系统能力在此扮演什么角色?

有3类文献讨论信息系统能力与业务价值的联系。其

一是资源基础理论视角的研究 , 它引导研究者分析企业的

信息技术设施 , 能帮助开发跨组织的协同。研究证明EDI

在联合跨组织资源的有效性( Hart and Estrin,1991) 。其二 ,

协调的信息处理理论为信息技术协同效应的理论化提供

了基础。这方面的文献探讨了信息技术设施的某些属性与

不同的组织变量 , 如相互依赖、治理模式、分权等的关系。

其三 , 在第一类的基础上 , 将价值检验延展到供应链网络

中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本文试图对不同信息系统能力产

生跨组织关系价值做更深入的了解, 以从知识共享视角给

出一个过程模型。

2 基于信息系统能力的知识共享

信息系统(IS)能力为企业及其业务伙伴提供了一个知

识共享的平台 , 达到与跨业务单元的协同 , 但是很少有实

证研究在信息系统能力与知识共享之间建立一个理论联

结。为了了解信息系统一体化如何产生更高的知识共享 ,

本文 基 于 吸 收 能 力 视 点 ( Zahra and George,2002) , 认 为 焦

点业务单位与其它业务单位的信息系统一体化 , 代表了焦

点业务单位对其它业务单位的吸收能力。更高的信息系统

范围被认为增强了企业内社会资本的感知。社会资本的感

知尺度指为团体提供共享表达、解释及含义的资源 , 从而

间接地有助于知识共享。更高的信息系统达到意味着更丰

富的雇员与雇员之间媒介联结, 来增强知识转移。

吸收能力理论将企业内部知识结构视为有用的外部

知识吸收、消化、增强与应用 , Dyer和Singh( 1998) 称之为伙

伴专用的吸收能力 , 这意味着网络联结可以培育合并能

力, 有助于业务单位获得与处理外部知识。那么与外部实

体的信息系统一体化代表了组织增强的吸收能力 , 用完美

界定的数据与应用目标来一体化信息系统 , 帮助组织共享

更丰富的跨业务关系的知识( Markus,2000) 。同时 , 当企业

不断应用复杂的信息技术来引导与其它企业的业务时 , 更

高的信息系统一体化代表大量对企业间业务规则的编码。

尽管探讨一体化对于知识共享的实证研究很少 , 有明显的

定性证据表明信息系统一体化与知识共享有积极联系。

在信息系统一体化与知识共享之间 , 工作流的相互依

赖与社会纽带有调和效应。工作流指组织单位内人员之间

物质、目标或客户的传送。工作流的相互依赖指单位个人

的工作连接 , 一个业务单位的人执行个人工作时与另一个

业务单位相互依赖的程度。有学者已经在工作流与知识共

享之间建立联系( Feldman, 2000)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

资本的关系尺度可以用雇员之间强的社会纽带来描述。实

证研究表明强的社会纽带能够转移默许知识 , 有助于过滤

提高销售的相关信息。跨业务单位的个人之间的社会纽带

显著影响知识共享。通过与相关信息技术成分联结来实现

跨不同业务单位的工作流, 能导致更高的关于环境条件、

业务机会及客户需求的知识共享。

信息系统范围与信息系统一体化是不同的。前者代表

内部运作自动化的尺度 , 信息技术应用与数据库主要为实

施完美界定的业务功能而设计。这些成分衡量了高尺度的

信息系统范围。后者代表跨不同组织单位的应用与数据库

的一体化。一体化产品被认为达到高的信息系统一体化而

低尺度的信息系统范围。除了执行内部运作 , 软件应用提

供了不同水平的一体化能力。本文用吸收能力与社会资本

视角建立它们的理论连接。一个更高的信息系统范围意味

着一个更高水平的吸收能力, 帮助雇员更好地消化内部信

息以及产生新的业务活动的视角。而且当所有雇员有宽泛

的软件应用接触途径来执行工作时, 他们发展了一种共同

的认知框架及对环境与业务活动的一种共享感知。其类似

于社会资本的“感知尺度”, 有助于智力资本的创造。而且 ,

根据雇员接近角度的更高信息系统范围 , 可能导致更高的

知识共享。

信息系统范围代表根据内部运作自动化来定义的信

息技术应用复杂性, 信息系统达到表示支持跨业务边界的

雇员对雇员沟通的程度。信息系统达到被看作来促进非结

构化调和 , 而信息系统一体化促进跨业务单位的编码的、

结构化调和 , 图1显示三者的区别。Staples 等( 2001) 研究发

现 , 由信息技术提供的联结与更丰富、更有效的信息共享

高度相关。

图1 对信息系统达到、信息系统范围及一体化概念的区分

3 知识共享下的关系价值产生模型

已有文献探讨了知识共享下如何决定关系价值。知识

共享路径是指企业间作用的一种模式 , 允许专业化知识转

移、再联合或创造( Dyer and Singh,1998) 。知识共享路径被

认为是关系租金的一个前提。Tsai( 2001) 的研究强有力地

支持知识共享与业务单位绩效有联系 , 在多单位的大公司

内部组织网络里, 从其它单位接收知识的业务单位在创新

速度与财务绩效上表现得更好。

间接关系价值 把 关 系 看 作收 益 的 一 个 转 换 器 ( Hali-

nen et al,1999) , 它是业务网络关系的一个重要结果。业务

网络产生两种类型的间接关系价值 , 即供应链内部收益与

跨供应链收益。因为一个焦点关系的知识与解决途径可以

再应用到其它关系 ,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组织引导与维护一

个正在进行关系的构造 , 组织从一种关系中获利的程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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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其它关系。

图2 基于信息系统能力的关系价值产生框架

社会网络分析将业务实体看作是网络中的节点 , 收益

产生依赖于网络中它们的结构定位。理解网络实体中产生

收益的网络机制是非常必要的。这些不同类型的机制是关

闭、回扣、突出、传染等( Burt, 2000) 。例如 , 一个网络实体

如果在多网络实体间通过回扣信息来获得套利 , 该成员则

被认为通过一个回扣机制产生网络收益。同样 , 如果在关

系链中一个中心成员保持与其它成员丰富及有效的关系 ,

中心成员能接近其伙伴的知识与专长, 则一个关闭机制产

生收益。本文感兴趣的是从密集、丰富的相互作用中产生

的收益 , 这些收益是接近新客户、获得知识与专长 , 从而提

高业务运作效率。

间接关系价值的观念同样与生产背景下的范围经济

是一致的。在B2B情形下 , 范围经济是组织内一个业务单

位学习 , 再利用其它业务单位的知识来得到越区销售收益

或高的顾客满意度 , 导致更快的客户满足或更高的客户忠

诚。最终 , 组织从关系包中得到更多的间接关系价值。前面

从文献回顾了基于信息系统能力的知识共享与价值创造

的分析 , 通过对信息系统能力的分类 , 从各个成分来探讨

对知识共享的影响 , 而且也充分考虑了信息技术实施中的

工作流及社会纽带的作用, 最后探讨了知识共享产生关系

价值的过程合理性。这样一个传递过程可以在图2中清楚

地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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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Per formance Model Based On
Information Systems Capbilities

Abstract:Information systems are advancing. Even though the logic of complementarity effect is still persisting,few research

discussed ho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oosts up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effect and ho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es into being

benefit through indirect network interlink.The paper constructs a model where knowledge sharing creates indirect relation value

based on information system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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