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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够大大提高组织之间的信息处理能力，从而减少通讯成本。但是，以前的研究结果并不

完全支持信息技术采用与业绩提升之间的显著关系。根据资源依赖理论，通过一个案例分析，认为组织际信息系统对于

组织之间协调成本的削减效果，会受到组织间存在的依赖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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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对组织际协调成本的影响分析

0 前言

在组织之间采用的信息技术称之为组

织际信息系统（IOS），它是从 20 世纪 80 年

代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促进组织之间合作

与协调的信息系统[1]。尽管许多研究者认为，

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够大大提高组织之间的

信息处理能力，从而减少成本并加强组织间

的合作关系，最终提高企业的业绩[2]。但是，

以前的研究结果并不能完全支持组织间采

用信息技术与业绩提升之间的显著关系。例

如，文献［3～5］指出，应用 IOS 能够有效地减

少组织之间的协调成本，产生竞争优势。而

其它一些研究者则发现，采用 IOS 将会带来

很大的风险和额外的成本，例如由于信息系

统的使用而增加了转换成本和被锁定的风

险、信息系统运作过程中可能加剧信息不对

称性而产生的讨价还价能力风险等等[6]。如

果这些成本和管理风险超过信息系统增加

的收益，那么 IOS 的应用就无法有效地增进

合作和提高业绩。

本文认为良好的协调活动对于组织之

间维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至关重要，能否

有效地控制协调成本则是这种合作关系最

终取得成功的关键。信息系统的应用将对组

织之间的协调成本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

响的效果并不完全受技术因素所支配，还必

须考虑组织间的关系特点。因此，本文将以

资源依赖理论为基础，通过一个案例研究，

分析在不同依赖关系状态下，IOS 应用对组

织之间协调成本产生的影响。

1 组织际协调成本与相互依赖性

在组织间的合作关系中，由于组织之间

存在目标差异性，通常需要对它们之间的活

动进行协调以保障组织之间的目标一致性。

在协调活动过程中产生的成本称为协调成

本，组织际协调成本则专指发生在组织外部

的协调成本。这种协调成本比组织间取得的

收益更值得研究，因为收益通常是显而易见

的，而协调成本则是隐性的，常常被忽视。由

于组织际协调成本很难通过财务数据直接反

映出来，考虑到商业活动是以契约为基础的，

因此我们简单地把协调成本定义为组织之间

围绕契约制订、执行而发生的契约成本。

组织间合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合作伙

伴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因此，资源依赖理论

是分析组织际协调成本影响因素的重要理

论基础。资源依赖理论是一种来源于开放系

统框架的理论，它认为，组织生存的关键是

获取和保持资源的能力。该理论详细叙述了

为什么组织必须与其它组织进行交换？组织

如何通过“需求的管理，特别是组织赖以生

存和发展的利益集团对资源的需求，来影响

它的存活”[7]。利用资源依赖理论可以有效地

解释组织间合作关系的本质和动态性。该理

论认为，建立组织间合作关系的目的是为了

控制关键资源，减少资源获取的不确定性。

实现这种控制的一个办法就是获得比其它

成员组织更大的讨价能力。

由此可见，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为

了实现竞争优势，必须从外部组织获取自己

不具有的稀缺资源，从而在企业和外部组织

之间产生了依赖性。另一方面，企业力图通

过自己控制的资源使其它成员组织依赖于

自己，最终在企业间存在较强的相互依赖

性。为了降低由对其它成员组织的依赖性所

带来的风险和在组织间合作关系中获得控

制权，企业会努力提高自己的谈判能力。

过去的研究者充分研究了组织之间相

互依赖性对组织际协调成本的影响关系。

Kumar and Dissel[6]认为建立了合作关系的组

织之间，隐含了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性，由

此产生保障投资和协调的需要。组织之间的

相互依赖程度是组织合作过程中产生冲突

的重要因素，相互依赖程度越高，产生冲突

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随着相互依赖程度

的增加，会不断增加组织际协调的必要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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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不同依赖程度下，信息系统应用

对组织际协调成本的影响效果

IOS 应用

较强的依赖性关系 较弱的依赖性关系

组织际协调成本 减少 无显著影响

困难程度。因此，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越

高，所付出的组织际协调成本也越大，即组

织的相互依赖性与组织际协调成本是正相

关的关系（如附图所示）。

附图 相互依赖性与组织际协调成本正相关

既然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是组织间

合作关系的重要特征，而且，相互依赖性与组

织际协调成本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那么，

分析信息系统对组织际协调成本的影响，就

必然要考虑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

2 案例研究

为了比较 IOS 的应用对企业的外部协

调成本所产生的影响，本文重点研究了两家

厦门大中型制造企业的案例。为了尊重被调

查企业的意愿，在案例分析中将采用匿名的

称呼。本文研究的第一家企业是东海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它是一家大型的电子制造企

业，主要研发和生产通讯设备与 IT 产品。另

外一家企业是厦门嘉禾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目前是国内领先的大中型客车制造企业。为

了分析 IOS 应用与组织之间协调成本的影

响关系，在进行案例调查时，我们分别选择

了被调查企业的采购部门经理和研发部门

经理作为调查对象。

首先通过分析这两家企业发现，它们的

共同点都是采取面向全国以至全球建立合

作和销售的企业发展战略。因此，它们不仅

拥有庞大的分布于全国和海外的分支机构，

而且还与世界范围的合作企业建立了密切

的交易关系。为了促进合作企业之间的联系

和交流，在与现有的组织内部信息系统实现

授权接口的基础上，两家企业均投入大量资

金和人力建立起了 IOS。到目前为止，这些信

息系统的参与者已经包括发起企业的技术

合作伙伴和重要的供应商以及分销商。例

如，深圳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东海电子

的重要供应商成为该系统的一个重要参与

者，因为作为国内手机彩色显示屏主要生产

厂商的深圳微电子，它所供应的手机彩屏超

过了东海电子全年采购量的一半。而对于嘉

禾汽车，我们则选取为该公司产品提供重要

部件的广西机器有限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在东海方面，建立 IOS 的目的是为了加

强与商业合作伙伴的联系。东海电子的被调

查者都认为，深圳微电子是它们的重要商业

合作伙伴。首先，移动手机是东海电子最主

要的收入和利润产品，而由于通讯终端市场

的激烈竞争格局，能否严格控制各部件的采

购成本是企业有效降低产品整机成本和最

终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另外，由于各

厂家的产品型号繁杂，加之手机使用的彩屏

具有相当程度的定制要求，因此，东海电子

为了选择合适的手机彩屏供应商，花费了大

量的时间、人力和资金进行实验和认证，并

且根据最终确定的彩屏，修改相应手机型号

的设计和制造过程。这样看来，东海电子与

深圳微电子的合作关系存在很高的资产专有

性和依赖性。如果供应商在手机彩屏的设计

或者产量方面有所调整或改变，而东海电子

无法及时、便捷地收集到此类信息，那就有可

能对东海电子的生产计划和营销安排产生潜

在的巨大影响。为了有效地防止类似不确定

性事件的发生，同时也为了防止出现受到供

应商胁迫的可能性，东海电子通过建立 IOS

实现了对供应商的研发计划、生产过程和产

量状况进行监控。同时，东海电子的被调查者

认为，深圳微电子参与该系统也同样符合它

们的利益。因为，深圳微电子通过应用这套

IOS，能够及时得到东海电子对彩屏需求的序

时进度，从而有利于深圳微电子公司安排季

节生产计划。因此，东海电子的经理们一致认

为，IOS 的应用实现了东海电子在与深圳微

电子合作关系中产生的协调成本。

另一方面，考虑到 IOS 对分销商关系的

影响时，东海电子的经理则面临着一个两难

的境况。首先，东海电子的手机产品需要依靠

分销商的努力来占领市场，因此，IOS 的应用

能够帮助东海电子及时地监控分销商的销售

活动和回收货款，并提供营销支持。其次，在

手机销售渠道中，分销商一般不局限于销售

东海的产品，往往同时还分销其它厂家的手

机品牌。结果，厂商和分销商都存在某种程度

的顾虑。东海电子担心信息系统的应用会增

加信息的传递，从而可能导致机密信息的泄

露。而分销商则希望能够保持独立经营和对

自身业务的控制权，从而担心系统的应用会

增加被大厂商逐步控制的风险。因此，东海电

子和其分销商之间始终保持着程度

较弱的相互依赖关系。在这种情况

下，东海电子的经理们认为，IOS 的应

用，在减少与分销商的协调成本方面

无法起到显著的影响作用。

再来看同样实施了 IOS 的嘉禾汽车的

情况。为了制造高质量的客车，对于制造商来

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选择合适的发动机。而

一旦发动机的型号被确定以后，整个客车的

设计和制造过程就要做相应的调整以发挥整

车的性能。与东海电子类似，嘉禾汽车同样花

费了大量时间、人力和资金来实验和认证备

选的供应商产品，并针对最终确定的广西机

器发动机修改整车的设计和制造流程。正因

为如此，嘉禾汽车公司与广西机器公司存在

很强的依赖关系，这也是嘉禾汽车决心建立

IOS，以便监控其主要供应商行为的主要目

的。该系统经过几年的运行，嘉禾汽车的经理

们对实际效果十分满意，他们认为 IOS 的应

用充分发挥了信息处理能力强和监控的功

能，有效地降低了与广西机器在合作过程中

产生的总协调成本。另外，与东海电子应用情

况不同之处在于，对 IOS 减少与分销商的协

调成本方面，嘉禾汽车的经理们同样感到满

意。其中，主要的原因应该归因于汽车行业和

电子行业分销渠道的差异。在汽车行业，对于

同类型的汽车，一个分销商通常只销售和维

修一个制造商的各种型号的汽车。而且，分销

商的所有收益几乎都来自于同一个汽车品

牌。汽车制造商和分销商之间的依赖关系明

显强于电子行业中的类似关系。因此，嘉禾汽

车的经理们一致认为，他们所建立的 IOS，不

仅节约了企业与分销商的通讯成本，而且通

过及时监控分销商的销售过程和提供技术支

持，促进了货款回收，加强了与分销商的合作

关系，最终对减少双方之间的协调成本产生

了明显的作用。

通过以上案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IOS

对于组织之间协调成本的削减效果，会受到

组织之间所存在的依赖关系的影响。如附表

所示，当组织之间存在较强的依赖关系时，

信息系统的应用能够依靠大量、快捷的信息

处理能力促进组织之间的信息交流，起到节

约通讯成本和加强合作的作用。同时信息系

统能够加强组织对合作伙伴的监控能力，避

免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IOS 的应用能

够有效减少组织之间的协调成本。另一方

相互依赖性 组织际协调成本+

知识科学与知识工程

110



2006·3 月号·科技进步与对策

面，当组织之间的依赖关系较弱时，信息系

统的应用会加深组织之间被对方侵占风险

的担忧。这种情况下，IOS 的应用对于削减组

织际协调成本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

3 结论

尽管许多研究者论述，在组织间的合作

关系中应用信息技术，能够大大提高组织之

间的信息处理能力，从而降低成本并加强组

织间的合作关系，最终提高企业的业绩。但

是，以前的分析模型以及实证研究结果并不

能完全支持组织间联盟采用信息技术与业

绩提升之间的显著关系。

本文认为良好的协调活动对于组织之

间维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至关重要，能否

有效地控制协调成本则是合作取得成功的

关键。信息系统的应用将对组织之间的协调

成本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效果并不

完全受技术因素所支配，还必须考虑组织间

合作中存在的关系特点。因此，本文以资源

依赖理论为基础，通过一个案例研究发现，

IOS 对于组织之间协调成本的削减效果，会

受到组织之间存在的依赖关系程度的影响。

当组织之间存在较强的依赖关系时，IOS 的

应用能够有效降低组织之间的协调成本。然

而，当组织之间的依赖关系较弱时，信息系

统的应用会加深组织之间被对方侵占的风

险。在这种情况下，IOS 的应用无法显著地降

低组织际协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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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层次分析法（AHP）的不足，结合相对测度的思想，提出了企业知识管理水平的相对测度模型，并给出

了分析实例，以为测度企业知识管理水平提供科学的依据。

关键词：企业知识管理；水平；层次分析法；相对测度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7348（2006）03- 0111- 02

廖 述 梅

（江西财经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企业知识管理水平的相对测度整合模型

0 前言

目前，知识管理影响无处不在，其理念

已经渗透到全球各行各业政府机构的政策、

战略和实施过程中[1]。

企业实施知识管理战略之后，如何认识

自身的知识管理水平、纵向比较企业自身不

同时期的知识管理水平、横向比较相关企业

之间的知识管理水平，并从中吸取经验教

训，提出改进措施，充分发挥企业知识管理

的优势？这些都是企业知识管理水平测度的

工作目标。

1 相对测度的基本思想

层次分析法（AHP）根据问题的性质和

要求对问题进行层次分解，得到一个层次结

构模型。对上级指标支持的下层指标“两两

比较”，并按 1～9 比例标度对各指标的重要

性程度赋值，这样得出每一层次全部指标的

相对重要性权值，并加以排序，由此按各指

标两两比较的比例标度构成了判断矩阵

（aij）。AHP 需要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即

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程度 C.R.，当时 C.R.

<0.1，认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可以接受；若

C.R.≥0.1，应对判断矩阵作调整。然而计算

C.R.，就必须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和

相应的特征向量，运算量大，而且比较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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