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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开源软件的社会性协作特点在全球软件行业发展和Web 2. 0新兴应用扩散中产生了深

刻的影响,其采纳对于政府组织服务能力提升所具有的作用也逐渐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基于组织层面信息通信技术采纳的 TOE框架,提出了一个政府组织环境下的开源软件采纳影

响因素模型,并运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北京市政府部门中开展了针对性的访谈调研,对

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和修正, 同时使用该模型分析了北京市政府部门开源软件采纳现状及其

成因,研究结果较好地显示了该模型的解释能力.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政府部门开源软件

采纳问题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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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以 Linux操作系统、A

pache服务器、Mozilla F irefox服务器、Open O ffice

办公软件为代表的开源软件 ( open source so ft

w are)日益兴起,对全球软件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影

响. 开源软件所倡导的社会性协作和共享的理

念
[ 1- 3]

, 也直接引领了近年来席卷各行各业的

W eb 2. 0(如W ik ipedia)新兴应用潮流. 开源软件

所带来的变化既表现在软件发行商业模式、软件

市场竞争机制的推陈出新上
[ 4- 5]

, 也反映在信息

产品、信息技术成果在不同类型组织中的采纳与

扩散以及它们与组织目标和个人需求的融合等方

面
[ 3]
. 相对于专有软件, 开源软件具有其独特的

优势:在技术层面, 源码向用户开放的模式使用户

能够通过个性化修改促进技术与应用场合的融

合
[ 6]
, 全球化的开发社区也使开源软件拥有庞大

的测试群体和完善团队, 有助于提升软件的技术

质量
[ 2, 7]

;在组织层面, 开源软件能够更好地控制

成本和风险
[ 8- 9]

, 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同时,可因

需求而变和对软件源代码享有控制权等特性也使

得开源软件比较容易融入组织的业务流程

之中
[ 9]
.

在这样的环境下,世界各国政府开始逐步认

识到开源软件的潜力, 而对开源软件在政府部门

中广泛应用的可行性、可维护性和可支持性的研

究也开始涌现
[ 10]

. 在全球范围内, 民众对政府服

务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需求,例如提高服务的便捷

性, 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以及摆脱时间和空间对

服务的限制等,这给电子政务的发展带来了全新

的技术及管理挑战
[ 11]

. 而部门和地区间信息共

享, 信息系统稳定性和可靠性以及信息化项目开

发中授权与维护等问题同样一直困扰着电子政务

领域的实践者
[ 12- 13]

. 开源软件在灵活性、兼容性

和成本效率方面的优势恰恰为政府部门应对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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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近年来,从欧

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不断有政府部门成功

应用开源软件的案例出现.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开始制订各自的政府开源软件应用发展规划
[ 14]

.

增强国家对电子政务基础软件的自主控制力

和保障国家信息安全是中国政府从国家层面上推

动开源软件研发与应用的主要原因
[ 15- 16]

. 近年

来, 倪光南院士等一批专家学者也一直致力于呼

吁中国政府增加对开源软件的扶持力度和政府采

购规模
[ 15, 17]

, 而各个地方政府在信息技术基础设

施建设的过程当中也开始进行开源软件使用的

探索.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开源软件的开发、组织、

应用、发展保持了高度的关注
[ 18]

. 在信息系统领

域的主要国际期刊上, 有关开源软件的研究工作

不断出现. 2006年, 管理科学领域的权威期刊

Management Science集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开源

软件价值原理和管理机制的高水平研究成果.然

而, 现有研究工作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软件开发

方面参与行为和组织机理的探讨上, 对于用户方

面的采纳与使用行为的研究则仍然比较欠缺.在

国内,尽管开源软件在业界已经形成了重要的影

响力,学术层面上的研究却仍然十分鲜见.

基于上述情况, 本文将围绕开源软件在政府

部门中的采纳与应用,展开案例研究,以期构建政

府组织环境下开源软件采纳的理论模型, 揭示采

纳行为的主要因素, 为更好地推进政府组织中信

息技术的深度应用以及促进我国软件行业的开源

策略发展和自主创新提供参考.

1 文献回顾

开源软件的概念与 ∀自由软件#紧密相关.自

由软件 ( free so ftw are)指的是可以不受限制地自

由使用、复制、研究、修改和分发的软件
[ 19]

. 开源

软件对于自由软件的扩展主要在于一定程度上允

许开源软件与专有软件相组合, 并且鼓励建立商

业模式
[ 20]

. 当前, 软件产品的商业模式总体上可

以分为五类: 完全专有 ( proprietary )、完全开源

( open source commun ity)、企业发行 ( corporate d is

tribution)、有赞助的开源 ( sponso red open source)

和第二代开源 ( second genera tion open source)
[ 4]
.

随着开源软件的影响不断扩大, 研究领域不

仅热衷于讨论相关的技术问题, 也逐渐开始关注

开源软件的经济效应以及用户行为等管理问题.

相关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对开源软件开发者及使

用者参与动机的考察
[ 1, 3, 21, 22]

,对开源软件开发过

程管理及开源社区组织结构方面的研究
[ 23- 24]

,以

及对开源软件给整个软件市场带来影响的

研究
[ 2, 8]

.

现有研究中针对开源软件采纳的讨论相对较

少. 仅有的研究又以组织层面的研究居多,技术 -

组织 - 环境框架 ( technology organ ization env iron

men,t TOE)
[ 25]
几乎成为这些研究的共同基础.该

框架将组织 (主要是企业 )对新技术的采纳影响

因素归纳为技术要素、组织要素、环境要素三个方

面. 这是一个高度概括性的框架, 当应用于具体问

题时,需要进行细化和拓展. 许多学者在不同类型

的信息技术采纳问题的研究中成功引用了这一模

型,例如 Cooper和 Zmud对 MRP系统采纳问题的

研究
[ 26]
以及 K ev in Zhu等人的一系列电子商务系

统采纳研究
[ 27]

.

Chau和 Tam首先基于 TOE框架构建了组织

层面开源软件采纳影响因素模型,并运用来自 89

个企业的数据进行了初步检验
[ 28]

. 在此模型中,

影响因素被归纳为外部环境、组织技术特征以及

开源软件自身的技术特点三大类. Dedrick和

W est以服务器平台为研究对象, 使用访谈案例归

纳法,也考察了技术因素、组织因素以及外部环境

因素对组织开源软件采纳的影响
[ 29]

. G lynn等人

的研究则将个人因素 (例如个人对开源思想的认

同度和对开源软件质量的主观认知等 )添加到

TOE的框架中, 成为第四要素, 并将其他三方面

的因素进行了细化
[ 30]

.

2 理论假设

国外对于开源软件在政府部门应用的研究大

都认为,政府部门信息系统开发存在委托机制不

完善,难于找到合适的开发商,软件标准不一造成

的部门之间、区域之间信息交流受阻等问题.而开

源软件的特性又恰好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 10]

. 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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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部门特殊的组织环境下, 传统意义上开

源哲学中的自由观念与政府组织内的壁垒和限制

存在着固有的内在冲突. 政府在软件采购时一般

采取保守和风险厌恶的态度,而开源软件本身却

依赖于不断变化更新
[ 14]

. 针对上述考量, 我们围

绕着 TOE框架,提出了如图 1所示的政府组织开

源软件采纳影响因素假设模型. 模型参考了现有

的相关理论成果, 并着重考虑开源软件本身特性

与政府部门这一特殊的应用环境.

图 1 政府组织开源软件采纳假设模型

F ig. 1 H ypoth es ized m odel for OSS adop tion in governm en ta l organ izat ion s

2. 1 环境要素

环境要素在开源软件商业采纳的相关研究中

一直是一个考察重点. 本文提出的模型假设中

∀其他开源软件实施案例影响 #、∀政府政策对开

源软件的支持 #以及 ∀公众对开源软件的认同度 #

都借鉴了开源软件商业采纳的相关结论. 其中,

G lynn等人的研究中提到前两个因素
[ 30 ]

, 而

Dedrick和W est题为 ∀开源服务器平台在企业中

的使用#的案例研究中提到了技术合法性这一外

部环境因素
[ 29]

, 这可以被视为 ∀公众认同度 #的

一个表现.相对于企业而言, 政府部门可能会对公

众认同度问题更为敏感. 由于中国政府部门性质

正逐步从管理向服务转型,政府的信息系统常常

需要直接和大众进行交互.大众对于开源软件认

同度的高低很可能影响他们对政府开源信息系统

的信赖程度.除此之外, 开源软件在整个软件市场

上的整体竞争情况也可能对采纳形成重要的影

响. 随着开源软件在软件市场上竞争力的不断提

升, 政府部门对开源软件的可靠性认知也将有所

提高,这将有助于促进政府部门对开源软件的采

纳. 同时, 开源软件的标准化程度也是一个需要考

察的因素.与专有软件各自为营不同,开源软件遵

循一个公开的共同标准, 这将有助于不同开源软

件和基于开源软件的不同系统实现软件层面和系

统层面的融合.

2. 2 组织要素

组织规模因素在 Tornatzky和 Fle ischer提出

TOE理论框架时就有所强调
[ 25]

. 在政府部门中,

如果组织规模较小,业务流程简单,那么他们从专

有软件转向开源软件遇到的转移成本和组织内部

阻力也会比较小, 因而有助于组织对开源软件的

采纳.同时,由于从使用专有软件转向使用开源软

件属于组织内部剧烈的、高风险的 IT项目,组织

高层领导对项目的支持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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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 30]

.此外, 组织内部资源富余程度也对组织

的决策存在着重要的影响,其原因在于开源软件

的使用能够适度降低组织软件使用成本, 从而吸

引财务能力有限的组织采纳开源软件.

另一方面,采纳开源软件对组织内部 IT部门

的技术能力要求较高, 因为开源软件常常缺乏固

定的发行商提供后续服务保障,需要组织中 IT技

术人员自行进行系统维护.而且,如果组织内部的

IT人员具备足够的技术能力, 能够从基础层面参

与到开源项目中, 开源软件的技术优势就能够得

到更充分的发挥. 这将大大促进开源软件在政府

部门的使用.

最后,组织文化对开源软件采纳决策的影响

也不容忽视.由于从使用传统专有软件向使用开

源软件转变是关乎组织全局的一种较为剧烈的变

革, 组织文化对开源精神的认同程度以及对变革

的接受程度越高, 开源软件在组织内部的采纳和

推广也将会越为顺利.

2. 3 技术要素

源码向末端用户开放的模式使用户能够通过

对软件的个性化修改促进技术与应用场合的融

合
[ 31]

. 这使开源软件具有提升组织效率, 实现流

程再造和优化的潜力. 由于政府部门使用信息系

统的出发点正是提升工作效率, 开源软件的这一

潜力应该成为促进采纳的因素之一.此外,开源软

件代码的透明性能够增加组织对软件和系统的控

制力,因此使用开源软件能够提高系统的安全性

和兼容性.对于政府部门来说,系统安全性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使用开源软件能够使他们

摆脱软件开发商可能存在的对软件的控制, 以保

障信息安全.这对政府部门, 尤其是一些要害部门

非常有吸引力.另外,目前国内外许多地方的政府

部门都在设法实现一站式服务, 这对不同部门系

统的兼容性有了更高的要求
[ 30]

.开源软件遵循的

统一标准有助于实现不同部门之间的系统融

合
[ 14]

. 另一方面, 政府部门对于系统的质量和可

靠性要求往往比较高. 虽然开源社区有着庞大的

开发和测试群体, 由社区发布的软件版本本身的

质量有所保障,但中国政府部门一般采用的是基

于开源软件的具体系统或应用, 仍需专业服务商

提供技术与服务支持保障.

3 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上述模型进行检

验. 我们所选择的案例样本为北京市政府部门对

开源软件的采纳与应用, 通过访谈等手段收集定

性的调研数据,进而通过严格编码过程形成对假

设模型的检验证据. 以下我们将对所采用的研究

方法与研究过程加以介绍.

3. 1 案例研究方法

案例分析是信息系统领域研究的一种重要手

段, 近年来日益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采

用
[ 32- 34]

.一般而言, 案例研究适用于以下三种情

形: 一是考察对象为 ∀怎么样 #和 ∀为什么 #两类问

题; 二是研究者对于事件的控制能力较弱;三是研

究焦点为现实生活中当前正在发生的问题
[ 35]

.本

文所探讨的政府组织环境下开源软件的采纳问

题, 与上述三个条件完全相符,因而案例研究方法

将是最为合适的手段.

需要指出的是, 现有的信息技术采纳相关研

究, 大多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手段
[ 36]

, 有关电子

政务采纳的研究也是如此
[ 37]

. 问卷调查适合于识

别和分析独立、稳定的属性变量
[ 35]

, 因而对于个

人层面上的采纳研究往往较为有效. 而对于组织

层面上的采纳问题, 由于组织内外部各要素的交

叉性和影响关系的复杂性,问卷调查的方法往往

会导致研究焦点的漂移, 从而降低研究结果的有

效性.鉴于过去二十年来蓬勃发展的信息技术采

纳研究在当前阶段也面临着方向性的选择
[ 38]

,我

们相信,本文所采用的案例研究方法,也将是对相

关研究未来发展方向的有益探索.

本文的案例研究工作建立在上文所提出的假

设模型基础之上, 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案例调研收

集现实数据以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和解释. 因而

可以认为, 这是一项实证性 ( posit iv ist)、解释性

( exp lanatory)的案例研究
[ 39]

, 相关工作遵循规范

的研究步骤
[ 35]
展开,并参照国际相关领域所公认

的指标体系
[ 40]
以确保研究工作的严谨性.

3. 2 访谈对象选取

为了从不同角度全面了解开源软件在北京市

政府部门的采纳情况及影响因素, 我们选取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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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型的访谈对象: 政府软件采购相关政策执行

者和开源采纳的推动者,国内开源软件的提供商、

政府部门中开源软件的实际用户. 这些不同视角

上的访谈有助于形成调研数据的汇聚和互验证,

通过 ∀三角测量 # [ 35 ]
保证案例研究的构念效度.

2009年 4~ 5月,根据对文档资料的整理归纳,我

们首先对北京市科委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促进中心

和经信委电子政务处的负责人进行了访谈, 获取

推动者视角的调研资料.随后,我们访谈了中国最

大的 L inux发行商中科红旗的高管, 获取软件提

供者视角的调研资料.此外, 我们根据对各政府部

门开源软件应用情况的了解,选择了北京市市政

市容委 (包括其科技处和信息中心的负责人 )和

北京市平谷区政府 (包括其信息中心负责人和开

源软件应用推广的具体责任人 )进行访谈, 获取

实际用户视角的调研资料.市政市容委和平谷区

政府分别代表了北京市下属的两大类政府部门.

3. 3 访谈提纲设计与数据编码

针对模型中的每一个影响因素, 我们都设计

了至少一个问题收集数据.这些问题都是半结构

化的问题.半结构化问题可以使受访者比较自由

地控制访谈的进展, 且不受研究者主观态度的影

响
[ 35]

. 此外,我们在访谈开始和结束时各设置了

一个开放性问题. 前一个开放性问题用于收集受

访者认为最重要的采纳影响因素; 而后一个开放

性问题则用于捕捉那些在模型假设中未能考虑到

的影响因素. 访谈提纲共包括 25个主要的问题,

每次访谈时根据访谈对象的不同身份对提纲进行

修改.在访谈进行期间, 往往也会根据访谈进展情

况增加或者减少问题.

访谈时进行笔录和录音. 在每次访谈结束之

后, 我们都及时地整理出原始访谈稿.原始访谈稿

尽可能还原了访谈中对话的真实情形. 如果受访

者在访谈中提到相关政策或者项目, 我们在访谈

结束之后都查询了相关的文件以更好地对受访者

的回答进行诠释.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访谈内容进

行了数据编码 ( cod ing ). 为保证数据整理的客观

性, 在一人完成数据分析和整理之后,由另一人对

分析结论进行核查.如果两人的意见差异较大,则

两人进行讨论得出最终结论.

表 1显示了数据编码的一个样例, 其中包含

两个编码条目 ( X61和 X62) .其具体操作如下:首

先列出访谈中笔者提出的问题 (表中第四列 ) ;然

后将受访者针对每个问题的答案按照意群划分为

不同的条目 (表中第五列, X为受访者代号 ), 并

且为每个条目贴上标签 (表中第一列 ); 之后将每

个条目的内容用精炼的文字归纳出关键意思 (表

中第三列 ) ; 然后将关键意思与模型的四部

分 ! ! ! 采纳情况、技术要素、组织要素、环境要素

进行对应 (样例中第二列 E2表示的是模型假设

中外部环境的第二个因素 ) , 并判断影响是否显

著 (第二列中括号内为 0则表示不显著 ). 如果影

响显著,再进一步判断是正向影响还是负向影响

(第二列中括号正负号 ); 最后, 将模型中的每个

要素与访谈笔记中相关条目标签汇总起来, 得出

最终的结论. 七次访谈一共形成了 191个编码条

目. 这些条目被映射到上文所提出的假设模型中,

成为模型检验分析的依据.

表 1 数据编码样例

T ab le 1 Data cod ing samp le

时间: 2009- 04- 13对象: X单位:北京市科委

标签 要素归纳 影响归纳 问题 回答

X61 E 2( 0 )

国 外 案 例

借鉴

作用不大

Z:你们是否知道国

外或其它城市政府

使用开源软件的成

功案例,他们的开源

采纳对你们的决策

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X:国外的经验对我们的参考借鉴意义不太大,因为不同国家的国

情相差很大.国外,政府部门的目标一致性较好,政府提出的思想

比较容易得到贯彻.而在我国,政府的目标是多维的.政府的战略

取向不稳,变化太快,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强调自主创新比较多,过

一段时间又没有人关注这件事了,甚至又有新的阻碍开源采纳的

政策出台.

X62 E4 ( + )

政策没得到

落实, 决心不

够阻碍采纳

X:有时不同部委的目标会互相冲突.这就使得很多政策和指导意

见没能得到落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政府部门的决心不够.

!69!第 11期 郭迅华等: 开源软件的采纳与应用: 政府组织环境中的案例实证



3. 4 信度与效度

实证研究的质量通常从构念效度 ( construct

validity)、内部效度 ( interna l validity)、外部效度

( external va lid ity)和信度 ( re liab ility)四个方面进

行衡量
[ 35, 41]

.

提高案例研究构念效度的三个方法包括采用

多个证据源,建立证据链以及请关键被访者评价

初步案例分析报告
[ 35]

. 基于此, 我们一方面使用

了多个证据源,包括开源软件在组织中采纳相关

研究的理论文献, 媒体对于政府部门开源软件使

用情况和相关政策的报道以及对相关人员的直接

访谈,另一方面,由三人组成的团队共同完成案例

分析,在对访谈数据的处理中,一名成员完成分析

之后,由另一名成员进行检查,以避免分析者主观

判断可能带来的误差.

内部效度关注的是结论中的因果关系或者因

果推论是否成立. 类型比对 ( pattern match ing )是

提升内部效度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分析策略
[ 35]

.这

种分析策略的潜在问题是,如果在理论建模中忽

略了重要的影响因素或是做出了错误的假设,在

访谈中就有可能会遗漏在模型中未涉及但影响重

大的因素,或者忽略与理论假设相悖事实的收集.

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问题,虽然在理论建模时,我

们已经设定了各个因素的影响方向, 但在访谈提

纲设计中, 我们对于每一个因素通常都从 ∀是否

产生影响 #以及 ∀影响属于促进还是阻碍#两个角

度考察,并不把假设的作用方向反映在问题中,防

止对受访者产生干扰.另一方面,访谈提纲中设有

开放式问题,专门用于收集可能在模型中被忽略

的影响因素.

总体上说来,本文使用的是单案例研究,分析

的对象为北京市范围内的政府部门. 单案例研究

的外部效度常常会受到质疑,因为仅对一个案例

的研究结论不一定能够应用于其他案例中. 这种

质疑来源于将单案例研究中的样本和问卷调查中

的样本进行了类比. 然而, 这一种类比是不成立

的. 问卷调查基于统计归纳 ( stat istic generaliza

tion) ,而案例研究则是基于分析归纳 ( ana ly tic

generalization)
[ 35 ]

.这种分析性归纳在本研究中首

先表现在调查城市的选择和访谈对象的选取上.

选取北京市进行调研主要是因为北京市是全国范

围内较早采纳开源软件且使用情况较好的城市之

一, 各种因素也反映得比较全面. 在选取具体访谈

对象时,我们也对对象的典型性、身份等方面进行

了综合考虑.同时, 北京市政府部门的开源软件采

纳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案例,不同的部门和子单位

具有相对较为独立的采纳行为, 因而本案例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嵌套了多个小案例, 从而

具有多案例研究的外部效度
[ 32, 42]

.

信度主要考察的是其他研究人员采用相同

步骤研究同一个案所得结果与本文结论的相似

程度. 提高案例研究信度的主要方法是尽可能

详细地记录案例研究进行的步骤, 使后来者可

以尽可能地复制前人的研究. 在进行访谈之前,

我们制定了详细的研究计划, 并进行了多次讨

论和修改. 本次案例研究的全过程也都有完整

的文档记录, 包括访谈对象选取、访谈提纲设

计、访谈录音及录音整理、原始记录与模型的匹

配等.

4 实证分析与讨论

4. 1 模型检验结果

模型要素与编码条目的映射汇总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格的第一列给出了模型中的各个要素

(包括采纳情况要素 ) ; 第二列为访谈数据编码中

归纳出的观测要点; 第三列则给出了访谈编码条

目对各个观测要点的支持情况.限于篇幅,表中无

法一一列举编码条目, 只能给出支持各个要点的

条目数量.

综合以上分析, 我们去除了模型中影响甚微

的因素,调整某些因素覆盖的范围,并对影响非常

明显的关键因素加以强调 (在图中用* 表示 ) ,形

成了如图 2所示的检验并修正后的政府组织开

源软件采纳模型.可以看出, 本文所提出的模型在

北京市政府部门的案例研究中较为全面的支持,

显示出了其对于政府组织采纳开源软件的行为的

有效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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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模型要素与编码条目汇总

Tab le 2 Summ ary ofm odel factors and cod ing item s

模型要素 观测要点 编码条目情况

A[ 1]
开源软件所占份额较少 支持条目数: 1

桌面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中开源软件应用较多 支持条目数: 5

A[ 2]
开源软件主要使用在非核心业务流程 支持条目数: 1

某些基于开源的电子政务系统应用深度很高 支持条目数: 1

A[ 3]

与预期差异较大,总体使用情况还不太理想 支持条目数: 1

出现了一些典型的采购案例 支持条目数: 4

先是大范围采购,之后使用范围缩小 支持条目数: 1

A[ 4]
将来会增加对国产 (开源 )软件的使用 支持条目数: 1

已制订了相关措施以促进未来采纳 支持条目数: 1

A[ 5] 用户在开发过程中扮演测试者角色 支持条目数: 1

E [ 1 ] 公众对开源软件的支持促进采纳 正向影响: 1

E [ 2 ]

国外案例借鉴作用不大 无影响: 2

国内希望能够效仿国外成功例子 正向影响: 1

国内其他地区的例子影响也不大 无影响: 1

E [ 3 ]
开源软件总体竞争情况不好,阻碍采纳 反向影响: 5

由于开源占市场份额较小,硬件设备中与开源软件可兼容的种类极少,阻碍采纳 反向影响: 1

E [ 4 ]

没有长期的战略指导和政策规划,阻碍对开源软件的采纳 反向影响: 6

政府政策采取措施支持国产软件,则能够促进开源软件的采纳 正向影响: 26

政府部门有一种使用国产软件的压力 正向影响: 1

政府使用国产软件能体现示范作用 正向影响: 2

政策是一个促进因素,但不是主要的因素 正向影响: 1

政府软件正版化政策能够使得使用盗版专有软件的部门转向使用开源软件
正向影响: 1;

反向影响: 1

E [ 6 ]

开源标准的提出能够提高跨系统兼容性,促进采纳 正向影响: 2

开源标准的提出是开源软件地位提升的标志,促进采纳 正向影响: 1

开源标准的提出可能使专有软件也遵循此标准,削弱了开源软件的兼容优势 反向影响: 1

O[ 1] 规模小、对信息处理需求低的部门倾向使用国产软件 正向影响: 10

O[ 2] 高层态度对采纳起到关键作用 正向影响: 4

O[ 3]

财力有限,倾向使用开源软件 正向影响: 3

财务因素方面的考虑不多 无影响: 5

考虑使用开源软件的培训、硬件重置等隐性成本,无成本优势 无影响: 2

国家对采用开源软件的补贴有一定吸引力,促进采纳 正向影响: 1

O[ 4]
组织 IT人员对开源技术的了解和使用能力高,促进采纳 正向影响: 8

政府 IT人员参与软件开发的程度较低,系统开发采取外包方法,不关注是否开源 正向影响: 7

O[ 5]
最终用户对开源的认识和组织对开源的认同基本无影响 无影响: 4

对开源思想的宣传不够会阻碍采纳 正向影响: 1

T [ 1 ]
软件能够满足业务需求,保证并提高效率,则促进采纳 正向影响: 15

如果国产软件能够成功融入业务流程,能够促进采纳 正向影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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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要素 观测要点 编码条目情况

T [ 2 ]

上级、平级相关部门专有软件使用较多,兼容性问题阻碍采纳 负向影响: 6

开源软件灵活性,跨部门兼容性性对采纳影响较弱 无影响: 1

现有硬件设施对国产软件不支持,阻碍采纳 负向影响: 2

技术上转移成本较高,阻碍采纳 负向影响: 6

T [ 3 ]
对信息安全需求较高,倾向使用开源软件 正向影响: 7

对国产软件的质量不放心,阻碍采纳 负向影响: 31

T [ 4 ]

使用开源软件对组织的 IT硬件要求不高,影响不大 无影响: 1

要求开源厂商和其他国产软件开发单位和部门合作,提高持续服务能力 负向影响: 2

组织现有 IT基础设施对采纳影响不显著 无影响: 1

图 2 检验并修正后的政府组织开源软件采纳模型

F ig. 2M od ified and validated model ofOSS adopt ion in governm ental organ izations

在环境维度上, 政府对国产软件 (在政府组

织环境中,开源软件与国产软件往往被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 )的政策支持对开源软件采纳的促进作

用得到了正反两方面大量事实的证明. 同时,公众

对开源软件的支持以及开源软件在行业内的竞争

状况对于其采纳应用也具有显著的影响. 但国内

外其他地方的成功例子对北京政府部门采纳决策

的影响则并不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北京作为全国

的政治中心,其政府部门软件采纳实践往往倾向

于强调自身的 ∀示范性 #作用, 因而其他地方的案

例对之的影响力相对较小.

在组织维度上, 组织高层对开源软件的态度

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影响

甚至是决定性的. 在同市政市容委的访谈中我们

发现,他们选择某处作为第一批试点部门,完全是

因为该处处长个人对开源项目的全力支持. 此外,

平谷区政府之所以能够成为北京市使用开源软件

的突出典型,也与当时区委书记的重视密不可分.

组织维度上的其他影响因素还包括组织的规模

(规模较小的组织易于采纳开源软件 )、组织的财

务敏感度 (重视财务成本的组织倾向于采纳开源

软件、组织内 IT人员的技术能力 (较强的技术能

力带来较高的开源项目参与程度与采纳程度 )以

及组织内部对开源开源和创新的包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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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维度上,开源软件的功能性水平、兼容

性水平、安全性和可靠性水平对于其采纳均具有

显著的影响.在功能性方面, 开源软件对组织效率

提升和流程再造的贡献促进组织了对开源软件的

采纳.在兼容性方面,开源软件与专有软件的兼容

性问题成为阻碍政府部门采纳开源软件的重要因

素之一.在可靠性和安全性方面,由于代码可控性

带来的信息安全保障对开源软件采纳起到的促进

作用得到了证实,但是由于组织内部 IT工作人员

很少参与底层开发, 代码可定制性和跨系统兼容

性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此外,开源软件的支

持和服务保障水平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目前

国内开源软件服务商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相对较

弱, 这也给政府组织对开源软件的采纳增加了

顾虑.

4. 2 采纳现状与发展策略

案例分析表明, 开源软件已经在北京市政府

部门软件应用中占有一定的比重, 但采纳情况仍

不十分理想.由于现阶段基于开源软件的二次开

发产品在国产软件中占很大比重, 开源软件通常

也以 ∀国产软件 #的形式出现在软件市场上. 国家

对国产软件的支持政策对开源软件同样适用,这

对开源软件的采纳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可以说,目

前政府部门的采纳决策大多数是出于对支持科技

自主创新相关政策的响应以及道德规范的要求,

而且组织对开源软件的采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部

门高层对开源项目的支持,这与西方国家的采纳

动机有很大的不同.

差异也反映在政府部门信息系统开发模式的

不同上.在西方, 很多政府部门的 IT工作人员会

直接参与到系统开发和维护中, 因此他们对系统

底层代码比较熟悉, 对开源软件的技术层面优势

体会深刻.而中国政府部门信息系统的开发通常

采用的是外包方式, 部门用户通常只关注系统的

可用性、易用性和后续的服务保障,并不太在意底

层是否使用了开源技术. 在同企业对开源软件采

纳的决策影响因素的对比中,政府部门对于开源

软件成本优势考虑并不多.

虽然北京市政府部门已经走在我国开源软件

采纳的前列,但是其在开源软件采纳的探索道路

上, 也遇到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是开源软件较

差的稳定性和后期保障以及与专有软件的兼容性

问题.由于多数政府组织都趋向于回避风险的,以

上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政府部门很难

大范围地采纳开源软件.

基于以上分析, 要进一步促进开源软件在政

府部门的应用,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

环境维度看,政府对开源软件采纳的政策倾斜仍

然非常重要,并且这种支持应当形成可操作的规

范; 开源软件与国产软件的政策要进一步加以界

定和区分,使支持政策能够更切合开源软件的技

术优势.其次, 从组织维度看, 政府高层对开源软

件的支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高层领导个人对

开源软件的认知甚至是主观印象也很可能影响他

们对开源软件态度;中国政府部门 IT工作人员的

技术能力以及开源项目的参与程度也有待提高,

只有将应用与开发紧密结合,开源软件的诸多技

术优势才能够在政府环境下得到更好的发挥.最

后, 从技术维度上看,开源软件与专有软件以及许

多外围设备的兼容性问题亟待解决, 基于开源技

术开发产品的软件公司也应该设法提高自身信誉

和实力,努力为客户提供更好的售后保障,以消除

政府部门对开源软件的不信赖情绪.

5 结束语

作为新兴信息技术时代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开源软件所倡导的分享、沟通、社会性合作精神,

引领了新时期W eb 2. 0互联网应用的潮流, 对于

其采纳机制的探讨, 具有前沿性的学术意义. 同

时, 开源软件的应用,与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以及

信息技术领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也具有息息相

关的紧密联系.本文对于开源软件采纳机理的研

究, 对于相关实践也将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本文的研究工作遵循规范的实证性案例研究

方法展开,研究过程中的各个步骤中对各方面的

严谨性指标也予以了充分的考量.因而可以认为,

这一工作也展示了本类研究方法在组织环境下信

息技术采纳研究中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为积淀已

久的信息技术采纳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途径.

本研究工作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我们对于案

例所采用的是单个时间点上的截面性考察.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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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谈中大量涉及了对历史事件的回顾, 但缺乏

对这些发展历程的更为直接的观测. 后续的研究

工作将针对这一不足,展开持续性的跟踪研究,以

支持动态性的历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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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ption and application of open source software: A positivistic case study

in governm ental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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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en source so ftw are has deeply impacted the deve lopm ent o f the g lobal so ftw are industry and e

merg ingWeb 2. 0 app licationsw ith its inheren t ideation of socia l co llaborat ion. The e ffects o f open source so ft

w are adoption on the improvement o f the serv ice capab ilities o f governmenta l organ izations have a lso attracted

increasing interest in the IS academ ic area. Based on the TOE framewo rk for organizat iona l level ICT adop

tion, th is paper proposes a conceptua lmode l for exam ining the adoption of open source softw are in the govern

menta l organ izationa l contex .t A positiv ist case study is conducted in the government agencies of Be ijing, Ch i

na, so as to validate and deve lop the proposedmode,l as we ll as to investigate the adoption status and related

influence mechanisms. F ind ings from the analysis demonstrate the explanatory valid ity o f themode,l and pro

v ide potentia lly helpful insights for future practice.

Key words: open source softw are; governm enta l organizations; informat ion technology adopt ion; positivistic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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