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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ＥＲＰ实施中员工使用意向研究：
ＴＡＭ的修正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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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资源计划（ＥＲＰ）的员工使用意向是ＥＲＰ实施成功的关键。本文基于技术使用模型（ＴＡＭ），构建了
ＥＲＰ系统实施环境下的员工使用意向，以ＥＲＰ培训、领导支持、技术人员配备和利益共识为四个外部变量进
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利益共识和技术任务匹配显著地影响员工对ＥＲＰ系统的有用认知和易用认知，因
此，提高员工对ＥＲＰ的利益共识和任务技术匹配程度有利于ＥＲＰ系统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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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创新在组织中的采用成为创新扩散研究中非

常活跃的领域，但组织层面的创新采用通常并不

意味着创新能马上得到应用，创新应用涉及众多

其他的因素和障碍。与个体层面的创新采用研究

不同，组织中的创新扩散研究更重视创新在组织

层面得到采用后具体的推行过程［１］。但无论理

论或实践上，一直存在着“迷恋创新成果偏见”

（Ｐｒ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Ｂｉａｓ），“几乎所有收集到的扩散
研究报告都是研究创新成果的特点和采用之间的

关系，而不是创新成果的特点和采用及采用后的

应用之间的关系。”［２］，很多企业花费巨资引进创

新，但企业员工对创新的应用和接受缺乏热情甚

至敌视，使创新得不到真正有效的应用。因此，企

业采用一项创新不能局限于“是否采用”和“什么

时间采用”等问题上，更要研究企业采用这项创

新后是如何将其应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工作及

其产生的效果［３］。（盛亚，２００２）企业资源计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ｌａｎｎｉｎｇ，简称ＥＲＰ）整合了
企业面向供需链的整合管理，具有强大的系统功

能，灵活的应用环境和实时控制能力，是制造业未

来信息时代的一种融合了先进管理思想和信息技

术的复杂集成系统。我国实施 ＥＲＰ主要是在机
械、制药等大型企业，但有关针对国内企业 ＥＲＰ
系统实施情况的调研数据调查表明，我国企业

ＥＲＰ系统实施的总体成功率只有８％左右［４］。影

响ＥＲＰ系统实施的因素很多，如 ＥＲＰ系统选型、
前期准备、领导支持、项目管理以及与 ＥＲＰ实施
流程相结合的企业内部业务流程重组等［５，６］。正

因为ＥＲＰ系统的特殊复杂性，必须要使组织流程
与软件功能匹配，所以做好前期准备非常关

键［７］。企业员工是企业实施 ＥＲＰ系统的主要使
用者和操作者，因此研究企业实施ＥＲＰ问题应关
注企业员工对ＥＲＰ的使用意向。本文在 ＴＡ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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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８］，建立在 ＥＲＰ环境下的技术接受模型，通
过实证分析来验证模型，分析员工ＥＲＰ系统的使
用意向及其决定因素。

２ 文献回顾

技术接受模型（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Ｍｏｄ
ｅｌ，简称ＴＡＭ）运用理性行为理论研究用户对信息
系统接受的框架模型，认为信息技术系统的使用

意向是由使用态度决定的，使用态度则由有用认

知和易用认知共同决定；有用认知是由易用认知

和外部变量所决定，易用认知则由外部变量决定。

有用认知（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Ｕｓｅｆｕｌｎｅｓｓ，ＰＵ）和易用认知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ＥａｓｅｏｆＵｓｅ，ＰＥＯＵ）是信息系统采用和
实施过程中的主要核心决定变量因素。有用认知

（ＰＵ）指目标用户认为使用一个具体的系统对其
工作业绩提高的程度。易用认知（ＰＥＯＵ）反映目
标用户认为一个具体系统能较为容易使用的程

度。Ｄａｖｉｓ等认为，ＴＡＭ模型的研究应该指出其
它变量是如何影响ＴＡＭ的核心变量［８］。

ＴＡＭ因为有较强的解释力度和验证效果，在
信息技术采用研究领域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并在

不同信息技术和不同组织环境中的应用中得到不

断改进和完善，如对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和电子商务等简单
信息系统的技术采用研究［９，１０］；Ｖｅｎｋａｔｅｓｈ和 Ｄａ
ｖｉｓ将社会和工具因素等新的控制变量引入该模
型，对ＴＡＭ进行扩展，提出的ＴＡＭ２模型，以及整
合包括创新扩散理论等多种理论和模型的提出了

“技术采纳与利用整合理论”，该理论为管理者提

供一套完整的评估工具，管理者可以用来衡量新

ＩＴ的引入，并预测与解释使用者接受 ＩＴ的行
为［１１］。总之，研究表明，ＴＡＭ对使用意向的解释
力度较高，但研究对象同质性的强弱会导致 ＴＡＭ
模型解释力度的差异性，即同质性越强，解释力度

越高［１２］。

ＥＲＰ技术接受模型的外部变量研究主要集
中探讨了ＥＲＰ系统软件特征、需求分析、战略匹
配、高层支持、组织业务流程重组、员工培训、ＥＲＰ
项目管理等影响因素［６，１３，１４］。这些因素的研究很

多是基于 ＥＲＰ实施企业的组织层面和技术战略
层面，但忽略了企业员工层面的使用意向研究，使

ＥＲＰ在企业中的实施成为高层管理者的一厢情

愿。事实上，ＥＲＰ采用后的实施主要是由企业员
工完成的，员工对 ＥＲＰ技术的接受是 ＥＲＰ实施
成功的关键力量。与一般简单的信息系统不同，

ＥＲＰ系统是一种复杂的集成系统，企业实施 ＥＲＰ
需要对企业的传统生产和管理流程进行重组，对

企业员工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对年长员工的工作

技能更是挑战。因此员工普遍会产生不接受甚至

抵触情绪，然而ＥＲＰ系统的实施是一种强迫性行
为，不管员工对系统的态度如何，他们没有权力去

拒绝使用，只能被迫接受。ＴＡＭ假设使用意向决
定使用行为的研究前提是用户对技术的接受是自

愿情况下进行的［１５］。在 ＥＲＰ这样强制使用的信
息系统环境下，使用意向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并决

定实际使用行为［１６］。因此，将员工对 ＥＲＰ使用
意向由被动转为自愿，现有ＥＲＰ技术接受模型的
组织层面和技术战略层面的外部变量无法直接解

释和应用。

３ ＥＲＰ环境下修正的技术接受模
型与假设提出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设置了将员工接受
ＥＲＰ系统意向由被动转为自愿的四个外部变量
（ＥＲＰ培训、领导支持、利益共享和任务技术匹
配），提出了外 部 变 量———认 知———使 用 态

度———使用意愿的修正ＴＡＭ及其相应假设。
３１ 外部变量

（１）ＥＲＰ培训。ＥＲＰ培训是企业实施 ＥＲＰ
所必须的一个前期准备过程，包括对企业高层的

培训、一般管理人员和员工的培训，内容涉及

ＥＲＰ的基本思想理论和操作使用理论等。如能
在整个实施过程中重视ＥＲＰ的培训，会使得实施
ＥＲＰ不流于形式。ＥＲＰ培训会对员工的有用认
知和易用认知产生积极影响，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ａ：ＥＲＰ培训对员工的有用认知产生正
向影响。

假设１ｂ：ＥＲＰ培训对员工的易用认知产生正
向影响。

（２）领导支持。ＥＲＰ项目一般投资成本大，
实施周期长，必须保障有足够的资本和技术资源

的投入，这就离不开高层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如积

极协调与软件供应商的关系，加强各部门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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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合作，授权给相关部门经理实施项目管理等。

高层领导的支持对认知有积极影响，因此有如下

假设：

假设２ａ：高层领导的支持对员工的有用认知
产生正向影响。

假设２ｂ：高层领导的支持对员工的易用认知
产生正向影响

（３）利益共识。在组织中，最先可能接受
ＥＲＰ系统的是高层管理者，ＥＲＰ系统的计划交流
使得 ＥＲＰ系统的信息由高级管理者流向其他人
员，从而对ＥＲＰ系统产生利益共识，如提高企业
管理水平，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企业效益和竞争力

等，但这些利益要在企业员工中形成共识。所以

在实施ＥＲＰ的前期规划阶段，让企业员工明白实
施ＥＲＰ带来挑战的同时，更要让他们明白 ＥＲＰ
带来的长远利益［１７］。假设如下：

假设３ａ：ＥＰＲ的利益共识会对员工的有用认
知产生正向影响。

假设３ｂ：ＥＰＲ的利益共识会对员工的易用认
知产生正向影响。

（４）任务技术匹配。Ｇｏｏｄｈｕｅ认为只有当所
使用的信息技术能支持任务时，员工才表现出良

好的工作绩效［１８］。人们采用一种信息技术总是

为了满足一定的任务需求。ＩＴ技术提高工作绩
效的前提是该项信息技术与其所支持任务间的匹

配程度较高。任务匹配度越高，表现也越好。因

此信息技术人员保持与其他业务部门顺利匹配和

合作，是共同完成项目实施的关键。假设如下：

假设４ａ：任务技术匹配对员工的有用认知产
生正向影响。

假设４ｂ：任务技术匹配对员工的易用认知产
生正向影响。

３２ 认知

（１）有用认知。有用认知指员工认为使用一
个具体系统对其工作业绩提高的程度。具体量表

选项有：在工作中使用这个系统使我能够更快地

完成任务，使用这个系统将会改进工作业绩以及

提高工作效率等。作为技术接受模型的核心变量

之一，有用认知等认知因素对员工的使用态度产

生重要影响。在 ＥＲＰ实施环境下，提出如下假
设：

假设５：在ＥＲＰ实施环境下，有用认知对员工
的系统使用态度产生正向影响。

（２）易用认知。易用认知反映员工认为一个
具体系统能较为容易使用的程度。具体量表选

项：学习使用这个系统对我来说很容易，系统能很

容易地进行交互，熟练地使用该系统很容易以及

该系统很容易使用等。与有用认知一样，易用认

知属于认知条件因素。在ＥＲＰ实施环境下，假定
易用认知对使用态度和有用认知产生直接影响，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６ａ：在ＥＲＰ实施环境下，员工的易用认
知对有用认知产生正向影响。

假设６ｂ：在 ＥＲＰ实施环境下，易用认知对员
工的使用态度产生正向影响。

３３ 使用态度与使用意向

使用态度指个体在执行某项行为的积极或消

极的心理感受，通常具体表现为“对组织的忠诚

度”或“工作满意”。“在信息系统的研究环境下，

所谓的态度是指用户对计算机系统、应用程序使

用过程的或负面反应倾向”［１５］。在具体 ＥＲＰ环
境中，使用态度则表示员工对使用ＥＲＰ系统所持
有的支持或抵触的倾向。本研究对 ＥＲＰ使用态
度作为一个中间变量，即员工对ＥＲＰ的使用态度
决定了ＥＲＰ系统的使用意向。

假设７：在 ＥＲＰ实施环境下，员工对 ＥＲＰ系
统的使用态度对ＥＲＰ系统使用意向有正向影响。

根据上述假设，修正后的ＴＡＭ见图１。

４ 实证研究分析

４１ 问卷设计与调查

问卷设计参考了相关的文献和量表［１３，１７］，量

表采用Ｌｉｋｅｒｔ五分量表结构。调查过程历时近３
个月，共发放问卷３０５份，回收问卷１３９份，在剔
除大量缺失值或者明显不符合事实的问卷后，共

获得有效问卷１３２份，最终的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４３３％。调查对象包括宁波雅戈尔集团、宁波金
田铜业有限公司、杭州东方通信有限公司和浙江

商业集团等浙江省内大型集团公司实施 ＥＲＰ系
统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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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修正的ＴＡＭ

Ｆｉｇｕｒｅ１　ＲｅｖｉｓｅｆｏｒＴＡＭ

４２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１）信度分析。研究采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的一致性
（α系数）来分析信度。对收集到的有效问卷利
用ＳＰＳＳ１１０进行信度分析，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问卷信度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测量因子 题项 信度系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а
ＥＲＰ培训 ３ ０８０６３

领导支持 ３ ０８１０３

任务技术匹配 ３ ０７８０３

利益共识 ３ ０７７７６

易用认知 ４ ０７５９３

有用认知 ４ ０７８５２

使用态度 ３ ０７８７６

使用意向 ３ ０７６０１

问卷整体 ２６ ０８１２６

　　一般认为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值至少要达到
０６以上，由表１可以看出，各个测量因子的信度
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а值都在 ０７以上，且整体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а值达到０８１２６，符合规定的要求和研
究假设，说明本研究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２）效度分析。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来进
行数据效度分析。

首先对四个外部变量进行效度分析。在对这

四个变量进行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先进行ＫＭＯ
检验及球型检验，以确定满足因子分析的条件。

ＫＭＯ值为０６３１，偏相关性弱，勉强适合因子分
析。Ｂａｒｌｅｔｔ球型检验拒绝接受单位相关矩阵的原
假设（ｓｉｇ＝００００），适合因子分析。使用主成成
分分析方法，并运用方差最大法进行正交旋转后

所得的因子负载值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外部变量因子分析结果①

Ｔａｂｌｅ２　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测度指标
组成成分

１ ２ ３ ４

利益共识１ ７５１ ３１３ １０４ －１２６

利益共识３ ５２０ －４２０ ４１９ ３０３

利益共识２ ５０６ ３７４ ４３３ －３２２

培训３ ７７２ －１３７ ４９０１Ｅ－０２ ５７１４Ｅ－０２

培训２ ６２７ １０７ ２１０ －５１１７Ｅ－０２

培训１ ５２１ ７８９ ５７１１Ｅ－０２ －３４６１Ｅ－０２

技术匹配２ ６１２１Ｅ－０２ ７４４ －４５８０Ｅ－０２ ３２６

技术匹配１ ７５１３Ｅ－０２ ７２８ １２９ －９０８３Ｅ－０２

技术匹配３ －７９３５Ｅ－０２ ６９１ １９５ ２４０

领导支持１ －５５０１Ｅ－０２ －２２３ ３３１ ６５２

领导支持３ ２９３ １０９ １０８ ６３２

领导支持２ ５８８ １０６ －１０４ ５６０

① 表中的黑色数据为主成分因子，都在同一指标层面上，符合理论模型，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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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同样的方法对认知层面和使用态度与使
用意向层面的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可以得到如表

３和表４所示的结果。

表３ 认知层面指标因子分析

Ｔａｂｌｅ３　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测度指标
组成成分

１ ２

有用认知３ ３９４７Ｅ－０２ ７８８

有用认知４ １８８ ７１４

有用认知１ ４５５ ５６７

有用认知２ ５０９ ５４４

易用认知１ ９０６ －１０８

易用认知４ ７３０ ２８８

易用认知２ ５９２ ３３９

易用认知３ ５４５ ５６４

表４　使用态度和使用意向指标因子分析

Ｔａｂｌｅ４　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Ｕｓ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测度指标
组成成分

１ ２

使用态度１ －８０７１Ｅ－０２ ９１０

使用态度２ ３８５ ６１７

使用态度３ ３１９ ５９７

使用意向２ ８８４ －１１０

使用意向３ ６４１ ２９０

使用意向１ ６３６ ３９５

４３ 回归分析

对于图１模型中提出的１２个假设，运用多元
回归进行验证分析，结果如表５所示。当常数项
的ｔ的显著性概率值小于００５时，可以认为在 α
＝００５水平下有显著性差异，相应的变量应当作
为解释变量出现在方程中。

通过多元回归结果分析，可以得出在 α＝
００５水平下的显著路径有 Ｈ７ａ、Ｈ５ａ、Ｈ６ｂ、Ｈ１ａ、
Ｈ２ａ、Ｈ３ａ、Ｈ４ａ、Ｈ３ｂ和Ｈ４ｂ，也就是这些验证结果
支持上述假设；而 Ｈ６ａ、Ｈ１ｂ和 Ｈ２ｂ验证结果不
显著，不支持这三个假设。

表５　多元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５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模型变量
Ｎ＝１３２

β ｓｉｇ Ｒ２ 结果

使用意向

Ｈ７ａ：使用态度 ０４２６ ０００１ ０１８２ 支持

使用态度

Ｈ５ａ：有用认知 ０４９１ ００００ ０３２２ 支持

Ｈ６ｂ：易用认知 ０２６１ ００１８ 支持

有用认知

Ｈ１ａ：系统培训 ０３５６ ０００２ ０３０４ 支持

Ｈ２ａ：高层领导支持 ０２９１ ００１０ 支持

Ｈ３ａ：利益共识 ０３８８ ０００１ 支持

Ｈ４ａ：任务技术匹配 ０３９５ ００１４ 支持

Ｈ６ａ：易用认知 ０１２６ ０４５５ 不支持

易用认知

Ｈ１ｂ：系统培训 ００９１ ０４６３ ０１５１ 不支持

Ｈ２ｂ：高层领导支持 ０１２８ ０３７０ 不支持

Ｈ３ｂ：利益共识 ０４２８ ０００３ 支持

Ｈ４ｂ：任务技术匹配 ０２９２ ００２２ 支持

４４ 实证结果分析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员工关于 ＥＲＰ的使用
态度显著影响ＥＲＰ的使用意向，符合原先的ＴＡＭ
假设。②有用认知和易用认知对使用态度的影响
关系成立，说明了企业员工对ＥＲＰ系统的接受态
度受到有用认知和易用认知的双重影响，认为

ＥＲＰ软件使用操作不是很难而且能够提高工作
效率的一致性较高。但易用认知对有用认知的影

响关系并不显著。③模型的外部变量假设验证结
果并不像预期。利益共识和任务技术匹配既影响

员工对ＥＲＰ系统的有用认知又影响员工对 ＥＲＰ
系统的易用认知，ＥＲＰ系统培训和高层领导支持
两个变量对有用认知有正向影响但对易用认知影

响不显著。员工对ＥＲＰ利益有充分的认识，显然
能提高对ＥＲＰ的学习和掌握的积极性，尽快掌握
ＥＲＰ系统的使用技能，从而提高ＥＲＰ的有用认知
程度。任务技术匹配影响员工对 ＥＲＰ的易用认
知和有用认知，结果与信息系统的接受相关研究

符合［１８］。提高ＥＲＰ任务技术匹配程度一般会提
高ＥＲＰ实施的成功率。④培训会影响员工对
ＥＲＰ的有用认知，但对ＥＲＰ的易用认知影响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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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一般来说，进行 ＥＰＲ系统培训会提高员工
的易用认知，这个验证结果可能的原因是企业培

训不够持续和深入。⑤高层领导的支持会影响企
业员工对 ＥＲＰ的有用认知，而对 ＥＲＰ的易用认
知没有显著影响［１４］。ＥＲＰ项目是一把手工程，高

层领导对企业的实际情况、行业信息化进程及市

场环境等因素后决定使用ＥＲＰ系统，从而提高了
企业员工对ＥＲＰ的有用认知，但易用认知主要由
员工的自身因素所决定，与领导支持ＥＲＰ系统关
系不是很明显（见图２）。

图２　实证检验后的ＴＡＭ

Ｆｉｇｕｒｅ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ＡＭ

５ 结论与局限

在Ｄａｖｉｓ等人的ＴＡＭ基础上，本文研究了员
工ＥＲＰ的使用意向及其影响因素，并通过对浙江
省企业的 ＥＲＰ实施情况实证研究分析修正的
ＴＡＭ模型。运用信度分析、效度分析和多元回归
分析验证了假设。根据验证结果，可以得出以下

结论：①组织层面对创新的采用不能只关注“是
否采用，什么时间采用”这些战略决策问题，更要

注重实际使用者（不同层面的员工），使用者的使

用意向及其影响因素是采用效果的关键，必须引

起高层管理者的高度重视；②外部变量中的利益
共识和技术任务匹配显著地影响员工对 ＥＲＰ系
统的有用认知和易用认知，即影响ＴＡＭ模型的核
心变量，提高员工对ＥＲＰ的利益共识和任务技术
匹配程度更加有利于 ＥＲＰ系统的有效实施；③
ＥＲＰ系统培训对易用认知影响不显著并不意味
着培训不重要，事实上认真抓好教育培训是成功

实施 ＥＲＰ的必要条件，我国大多数企业员工对
ＥＲＰ较为陌生，所以教育培训应该贯穿于整个项
目实施过程中，并有层次性，由浅至深，循序渐进

开展［１４］。

本研究选取的四个外部变量虽然是在阅读大

量文献基础上甄选的，但还不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加之具体企业实际环境和员工认知程度的差异

等，其它因素也会影响 ＥＲＰ的实施［７］。所以，在

外部变量的选择上，可以增加变量维度，以待更深

入全面地研究影响ＥＲＰ实施的因素。此外，本研
究的样本较为有限，影响了数据的支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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