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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中基层管理人员ＩＴ应用能力建模

黄曼慧１　谢　康２

（１．广东商学院信息学院；２．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通过对３００多位ＩＴ应用企业的中基层管理人员的问卷调研，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

方法，首次建立了中基层管理人员的ＩＴ应用能力模型。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方法，以高层领导

的支持为控制变量，分析中基层管理人员的ＩＴ应用能力与ＩＴ应用水平之间的关系，进一步

检验了中基层管理人员ＩＴ应用能力模型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高层领导的支持

情况下，中基层管理人员的ＩＴ应用能力对部门ＩＴ应用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知识的影

响力最强，其次是潜质，再次是态度。这说明在企业ＩＴ应用实践中，需要特别注重对现职中

基层管理人员进行ＩＴ应用知识方面的在职培训；同时，对中基层管理人员的招聘，需要关注

其知识和潜质，由于潜质较难改变，在招聘中需要特别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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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许多组织应用信息 技

术（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Ｔ）。然 而，实 践

中存在着大量企业应用ＩＴ失 败 的 案 例。已 有

研究表明，ＩＴ成功应用的关键资源是作为核心

构成的人，以及组织内部恰当的领导能力［１］。

ＳＰＥＮＣＥＲ等［２］将管 理 人 员 划 分 为３个 层

次：①基层管理人员。该层次包括２种类型：管

理计时工 资 制 员 工（如 工 厂 工 人 等）的 管 理 人

员，以及管理弹性 工 作 制 的 技 术 和 专 业 性 强 的

员工（如销售员、研究人员、教师、计算机程序员

等）的管理人员。②中 层 管 理 人 员。该 层 次 是

指间于基层管理人员和高层管理人员之间的管

理人员。③高层管理人员。该层次主要是指担

任总经理、副 总 经 理、董 事 等 职 务 的 管 理 人 员，

其特征是在其之下有２层或２层以上的管理人

员，同时负责多个部门运作。可见，中基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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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是指高层管理人员以外的管理人员。本文

中的中基层管理人员主要是指企业ＩＴ用 户 部

门或ＩＴ潜在用户部门的中基层管理人员。

ＩＴ应用水平是指应用ＩＴ的广度和深度２
个方面的成熟程度。ＩＴ应用水平是ＩＴ投资作

用于企业绩效的中间变量，企业要从ＩＴ投资中

获得收益，需要提升ＩＴ应用水平［３］。如果企业

高层领导对ＩＴ不支持，那么ＩＴ应用将没有希

望。需要指出 的 是，中 层 管 理 人 员 和 其 他 员 工

在ＩＴ应用中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只是他们

扮演的角色不同［４，５］。在实践界，不少人将企业

应用ＩＴ称为“一把手”工程，认为高层领导决定

企业的ＩＴ应用水平。肖静华［３］的研究表明，高

层领导对企业ＩＴ应用水平的影响具有 阶 段 性

特征，即在企业ＩＴ应用初期，高 层 领 导 起 到 关

键性 作 用。尔 后，随 着 企 业ＩＴ应 用 的 逐 步 开

展，高层领导的影 响 力 在 不 断 减 弱，而 员 工（包

括中基层管理人员和普通员 工）的 影 响 力 则 在

不断加强。可 见，对 高 层 领 导 以 外 的 组 织 成 员

进行深入 研 究，将 有 利 于 提 升 企 业ＩＴ应 用 水

平，提高企业的ＩＴ应用效果。

１９７３年，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Ｄ首次提出工作能

力的概念，认为工作能力决定工作绩效，工作能

力包 括 与 工 作 绩 效 直 接 相 关 的 知 识、技 能、才

干、特质等 个 人 特 征［２］。组 织 需 要 管 理 人 员 达

到组织目标，而有能 力 的 管 理 人 员 能 让 组 织 有

效地 达 到 组 织 目 标［６］。在 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Ｄ研

究的基础上，一些学 者 对 高 绩 效 管 理 人 员 的 能

力构成进行了研究［２，６～８］。本文中，中基层管理

人员的ＩＴ应用能力，是指中基层管理人员高绩

效地完成相关的ＩＴ应用工作所必须具 备 的 知

识、技 能、态 度、价 值 观 等 个 人 特 征 的 综 合

体［９，１０］。

在企业信息化中，中基层管理人员介于高

层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之间，除了扮演ＩＴ使用

者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扮演着信息化推动者、
执行者的角色，也即充当信息化工作的管理者。

管理人员的行为和 个 性 特 征，将 影 响 到 其 管 理

的组织的 成 果［１１，１２］。作 为 部 门 的 管 理 者，中 基

层管理人员在ＩＴ应用中的工作能力，直接影响

着个人在信息化管 理 工 作 中 的 绩 效，影 响 部 门

的ＩＴ应用水平，从而对企业 信 息 化 的 成 败、企

业ＩＴ应用水平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目前，对

中基层管理人员在企业ＩＴ应用水平中 需 要 具

备的能力尚缺乏系 统 的 实 证 研 究，开 展 相 关 方

面的研究，有利于弥补相关理论空白，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２　文献回顾及研究构思

２．１　管理人员能力模型

能力模型用于描述员工有效完成工作所必

须具备的技能和特征［１３］。ＢＯＹＡＴＺＩＳ［６］采用工

作能力测评法对高绩效管理人员的个人特征进

行了研究，识 别 出 管 理 人 员 的２０项 能 力 要 素，

将这些能力要素划分为６个维度，尔后对高层、
中层、基层管理 人 员 在 这 些 能 力 要 素 上 的 区 别

进行了对比。ＳＰＥＮＣＥＲ等［２］通过分析涵盖多

个层次、多个部门和多个行业的３６个不同的管

理人员能力模型后，归 纳 出 管 理 人 员 的 一 般 化

模型。

除了上述学者对管理人员能力模型进行研

究外，一些研究 机 构 和 其 他 学 者 也 对 管 理 人 员

能力模型进 行 了 富 有 成 效 的 拓 展。例 如，美 国

管理协会的研究发 现，影 响 管 理 人 员 绩 效 的 最

为重要的个人 特 征 包 括：知 识、企 业 家 精 神、智

商、情绪、人 际 关 系［７］。美 国 盖 洛 普 公 司 认 为，

影响大型企业管理者绩效最重要的能力要素为

正直、勤奋、与 他 人 相 处 的 能 力、献 身 精 神、善

于用人；影响小型企业管理者绩效的最重要 的

能力 要 素 包 括：与 他 人 相 处 的 能 力、正 直、勤

奋、业 务 知 识、智 力、领 导 能 力、教 育 水 平［７］。

ＭＯＵＮＴ等［１４］发现，测量经理人能力有３个维

度：人 际 关 系、管 理 决 策、技 术 技 能。ＨＥＬＬＲ
ＩＥＧＥＬ等［１５］考察 了 经 济 全 球 化 和 信 息 化 时 代

下管理者的各种管 理 实 践 活 动，提 出 了 新 能 力

因素模型。时 勘 等［８］采 用 行 为 事 件 面 谈 法，建

立了中国通信业高层管理者的能力模型。瞿群

臻［７］通过分析 国 外 典 型 的 能 力 模 型、最 新 理 论

研究、企业选拔 人 才 的 实 践 以 及 中 国 企 业 家 调

查报告，归纳出 这 些 领 域 共 同 提 到 的 经 理 人 能

力要素。
可见，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和 研

究背景，建立 了 相 应 的 管 理 人 员 能 力 模 型。然

而，中基层管理人员需要具备哪些能力要素，才
有利于提高ＩＴ应用效果，促进企业ＩＴ应用水

平的提升，目前尚缺乏这方面的系统实证研究。

２．２　能力模型的构建步骤

收集与工作能力有关的各种信息，识别 出

能 力 要 素，是 建 立 能 力 模 型 的 一 个 关 键 步

骤［２，１６］。

ＳＰＥＮＣＥＲ等［２］介绍 了３种 构 建 能 力 模 型

的方法，其中 最 为 经 典 的 是 参 照 样 本 法。该 方

法的主要步骤包括：定义高绩效的标准、识别出

参照 样 本、收 集 资 料、分 析 资 料 并 开 发 能 力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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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检验和应用能力模型。他们认为，收集资料

的方式主要有行为事件访谈法、专家访谈法、问
卷法、观察法等。刘学方等［１７］采 用 文 献 回 顾 的

方式，识 别 出 家 族 企 业 接 班 人 的３９项 能 力 特

征，并建立家族企业接班人的能力模型。可见，
识别任务执行者必 须 具 备 的 能 力 特 征，各 种 方

法各有优缺点，需要 根 据 具 体 研 究 以 及 调 研 条

件选择使用。而采用多种识别方法相结合的方

式，将有助于减少某 种 方 法 单 独 使 用 所 存 在 的

缺点。由此，本 研 究 将 文 献 回 顾 法 和 专 家 访 谈

法相结合，将有助于 更 加 全 面 地 识 别 出 能 力 要

素。

２．３　中基层管理人员ＩＴ应用能力概念模型

图１　ＩＴ应用能力概念模型

黄曼慧等［９］采用文献回顾法和专家访谈法

相结合的方式，对中基层管理人员的ＩＴ应用能

力要素进行 初 步 识 别。通 过 文 献 回 顾，归 纳 出

管理人员的２０项能力要素。同时，针对中基层

管理人员需要具备哪些ＩＴ应用能力要素，针对

这个问题，对多名ＩＴ应用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

员进行了深 度 访 谈。根 据 访 谈 结 果，对 前 述 管

理人员２０项能力要素进行修正，保留了沟通能

力、创新意识、团 队 合 作 等 能 力 要 素。然 后，根

据访谈所整理出来 的 行 为 特 征，对 类 似 的 行 为

特征进行了合并和归类，增加了信息系统知识、
对信息 化 的 认 识、信 息 化 的 态 度 等 能 力 要 素。
最后，根 据 冰 山 模 型、洋 葱 模 型 的 结 构［２］，对 中

基层管理 人 员 需 要 具 备 的 个 性 特 征 进 行 了 总

结，将这些个 性 特 征 归 纳 为 知 识、态 度、潜 质３
个构面，从而形成了中基层管理人员的ＩＴ应用

能力概念 模 型（见 图１）。图１中，知 识 是 指 对

信息系统功能、行业应用情况的了解，即信息系

统知 识；态 度 包 括３个 能 力 要 素，即 信 息 化 认

识、信息化态度、执行力。中基层管理人员对信

息化的态度依 赖于 对 信 息 化 的 认 识，而 态 度 在

实践中则表现 为对 任 务 的 执 行 力；潜 质 包 括 的

能力要素有 适 应 性、沟 通 能 力、团 队 合 作 能 力、

制度规制、思考、创新意识、主动性，这些能力要

素主要反映个人内在的特质，是较为隐蔽、不容

易发展的能力要素［９，１０］。

本研究拟在黄曼慧等［９，１０］识别出的中基层

管理人员ＩＴ应用能力要素的基础上，通过编制

问卷，采用大样本调查方式，使用验证性因子分

析方法，实证检验中基层管理人员ＩＴ应用能力

的构成和结构，建立中基层管理人员的ＩＴ应用

能力模型，并对ＩＴ应用能力模型的有效性进行

进一步实证分析。

３　数据收集与分析

３．１　量表开发与统计分析方法

根据上述的中基层 管 理 人 员ＩＴ应 用 能 力

要素，笔者参照现有量表，以及访谈所得出的测

量条目，形成了ＩＴ应用能力量表。
（１）信息系统 知 识　采 用 访 谈 所 形 成 的 测

量条目，如“我知道目前使用何种信息系统可以

提升我 的 管 理 水 平”等７个 测 量 条 目 进 行 测

量。　　
（２）信息化认识　采用访谈所得测量条目，

如“我认为企业应 用 信 息 系 统 是 一 种 装 点 企 业

门面的表面工程”等６个测量条目进行测量。

（３）信息化态度　采用文献［１８］的量表，如
“我认为在本部门开展信息化建设是件好事”等

４个测量条目进行测量。

（４）执 行 力　采 用 访 谈 所 得 测 量 条 目，如

“对企业的所有 决 策，积 极 拥 护，并 在 本 部 门 高

效地执行”等７个测量条目进行测量。

（５）沟通能力　采用文献［７］的量表，以及

访谈所形成的测量条目，如“我对新的工作目标

和工作需求的书面 描 述，别 人 很 容 易 就 能 准 确

理解”等６个测量条目进行测量。
（６）团队合作能力　采用文献［２］的量表，

以及访谈所形成的测量条目，如“我能主动提供

特别协助，多付 出 自 己 的 时 间 和 心 力 以 满 足 他

人的需求”等１６个测量条目进行测量。

（７）制度规制　采 用 访 谈 所 形 成 的 测 量 条

目，如“我建立起保障本部门有效运转的成文的

规章制度”等５个测量条目进行测量。

·４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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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思 考　采 用 访 谈 所 形 成 的 测 量 条 目，
如“我经常思考如何实现本部门管理的规范化”
等７个测量条目进行测量。

（９）适应性　采用访谈所形成的测量条目，
如“对未来工作上出现的问题，我能很好地预料

到”等９个测量条目进行测量。
（１０）创新意 识　采 用 文 献［１９］的 量 表，以

及访谈所得测量条目，如“我建议采用新的工作

方式，以达到工 作 目 标 或 工 作 目 的”等１４个 测

量条目进行测量。
（１１）主动性　采用文献［２］的量表，以及访

谈所形成的测量条目，如“我能识别出对他人来

说并不明显的机会 和 存 在 问 题，并 迅 速 采 取 行

动”等７个测量条目进行测量。
对中基层管理人员ＩＴ应用能力的测量，采

用李克特５点 测 量 法，１为 完 全 不 符 合，５为 完

全符合。由于 本 研 究 是 在 构 念 清 晰 的 情 况 下，
采用定量的方法构建中基层管理人员 的ＩＴ应

用能力模型，因而，该模型构建拟采用验证性因

子分析方法。中基层管理人员作为部门层面的

管理者，其ＩＴ应用能力，将影响到部门的ＩＴ应

用水平，故本研究拟 采 用 分 层 回 归 的 统 计 分 析

方法，分析中基层管理人员的ＩＴ应用能力与部

门ＩＴ应用水平之间的相关性，以对ＩＴ应用能

力模型的有效性进行检验。部 门ＩＴ应 用 水 平

参照文献［３］的 量 表，如“本 部 门 的 信 息 可 以 与

其他部门的信息通过信息系 统 很 好 地 共 享”等

２１个测量条目进行测量。

３．２　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本研究在３６家ＩＴ应 用 企 业 中，发 放 中 基

层管理人员的ＩＴ应用能力和部门ＩＴ应用水平

问卷，进行数据的收集。由于在发放问卷之前，
对３６家企业进行了深度访谈，并就问卷的发放

对象与这些企业进 行 了 充 分 的 沟 通，从 而 确 保

了问卷 的 回 收 质 量 和 数 量，共 回 收 有 效 问 卷

３１４份。样本企业所属的行业及规模分布见表

１。调研对象的性别、职务分布见表２。
表１样本企业的行业和规模分布（Ｎ＝３６）

行业

类型

企业

数

比例

／％
销售收入

／亿元

企业

数

比例

／％
从业人员

数（人）
企业

数

百分

比

制
造
业

２６ ７２．２

＜０．３
０．３～３
≥３

未提供数据

７
１４
３
２

１９．４
３８．８
８．３
５．６

＜３００
３００～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未提供数据

７
１３
６

１９．４
３６．１
１６．７

服
务
业

１０ ２７．８

＜０．３
０．３～３
≥３

未提供数据

２
６
１
１

５．６
１６．７
２．８
２．８

＜３００
３００～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未提供数据

６
３
１

１６．７
８．３
２．８

合计 ３６ １００．０ ３６ １００．０ ３６ １００．０

表２　调研对象的性别、职务分布

性别 频数 比例／％ 职务 频数 比例／％

男 ２０６ ６５．６ 基层管理人员 １２０ ３８．２
女 １０８ ３４．４ 中层管理人员 １９４ ６１．８

合计 ３１４ １００．０ 合计 ３１４ １００．０

　　调研对象的年龄、学历分布见表３。由表３
可知，从年龄 构 成 方 面 看，２１～３５岁 的 中 基 层

管理人员占６２．４％，说 明ＩＴ应 用 企 业 的 中 基

层管理人员 总 体 上 较 为 年 轻。学 历 构 成 方 面，

具 有 大 专 以 上 学 历 的 中 基 层 管 理 人 员 占

５４．５％。
表３　调研对象的年龄、学历分布

年龄 频率 比例／％ 学历 频率 比例／％

≤２０ ３１ ９．９ 小学 ２ ０．６
２１～２５ ６６ ２１．０ 初中 ４２ １３．４
２６～３０ ６８ ２１．７ 高中或中专 ９９ ３１．５
３１～３５ ６２ １９．７ 大专 ７４ ２３．６
３６～４０ ４５ １４．３ 大学本科 ９２ ２９．３
４１～４５ １５ ４．８ 硕士研究生 ５ １．６
４６～５０ １５ ４．８

≥５１ １２ ３．８
合计 ３１４ １００．０ ３１４ １００．０

３．２．１　量表的信度

本研究对整体量表进行了信度分析，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α＝０．９７６，说明量表的信度较高。各构念

的分量表信 度 最 低 值 为０．８５６，说 明 量 表 的 项

目一 致 性 和 稳 定 性 较 好。量 表 信 度 系 数 见

表４。
表４　量表的信度系数

构念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系数

测量

条目数
构念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系数

测量

条目数

信息系统知识 ０．８８９ ７
信息化认识 ０．８７１ ７
信息化态度 ０．９１５ ４

执行力 ０．８９２ ７
沟通能力 ０．８５６ ６

团队合作能力 ０．９３８ １６
制度规制 ０．９２２ ５

思考 ０．９５３ ７
适应性 ０．９３０ ９

创新意识 ０．９４７ １４
主动性 ０．８７６ ７

高层领导的支持 ０．９３３ ３
部门ＩＴ应用水平 ０．９２９ ２１

整体评价 ０．９７６

３．２．２　中基层管理人员ＩＴ应用能力验证性因

子分析

本研究 采 用 验 证 性 因 子 分 析 统 计 分 析 方

法，对概念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由于样本数相对较少，而测量条目相对 较

多，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之前，先对测量指标

数进行了减少处理，即 把 每 一 构 念 的 测 量 条 目

先强迫为一个因子 的 因 子 分 析；然 后 以 负 荷 量

作为准则来组合测量条目，使最后的３个“测量

指标”的平均负荷量相似，将 每 个 能 力 要 素（构

念）的测量指标简化为３～４个。

·５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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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 使 用ＬＩＳＲＥＬ８．５４软 件 对 中 基 层

管理人员的１１项ＩＴ应用能力要素进行验证性

因子分析。结 果 显 示，各 测 量 指 标 在 对 应 的 能

力要素因子的负荷值处于０．６５～０．９９之间，均
超过０．４，说 明 量 表 的 设 计 具 有 良 好 的 聚 合 效

度。同时，各能 力 要 素 因 子 之 间 的 相 关 系 数 处

于０．２８～０．７０之间，说明各项能力要素之间存

在一定的相关性，但不至于分不开彼此，这同时

也表明量表的设计具有辨别效度［２０］。
对１１项能力要素进行一阶因子分析，模型

的拟合参数见表５。一般来说，ＲＭＳＥＡ值最好

是少于０．０８，ＮＮＦＩ值最好是大于０．９，ＣＦＩ值

最好是大于０．９，χ
２和ｄｆ的比率最好是小于２．

５［２０］。由表５可知，中基层管理人员的ＩＴ应用

能力一阶因子分析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
表５　中基层管理人员ＩＴ应用能力一阶因子

分析模型拟合指标

拟合指标 χ２ ｄｆ χ２／ｄｆ ＲＭＳＥＡ ＮＮＦＩ ＣＦＩ

数据 １０２４．５９ ５０５ ２．０３ ０．０５７ ０．９８ ０．９８

　　为了使模型更 为 简 约，本 研 究 根 据 前 述 中

基层管理人员的ＩＴ应用能力概念模型结构，对
中基层管理人员的ＩＴ应用能力要素进 行 二 阶

因子分析。中 基 层 管 理 人 员 的ＩＴ应 用 能 力 二

阶因子路径图见图２。二阶因子分析的模型拟

合指标见表６。
表６　中基层管理人员ＩＴ应用能力二阶因子

分析模型拟合指标

拟合指标 χ２ ｄｆ χ２／ｄｆ ＲＭＳＥＡ ＮＮＦＩ ＣＦＩ

数据 １２６７．２２ ５４７ ２．３２ ０．０６５ ０．９８ ０．９８

　　由表６可知，本 研 究 的 中 基 层 管 理 人 员 的

ＩＴ应用能力概念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
将３个二阶因子的模型拟合指标 与１１个

一阶因子的模型拟合指标进行对比，可以看出，
指标的差别 不 大，但 模 型 结 构 却 大 大 简 化。１１
个一阶因子可以分为知识、态度、潜质３个高一

层次的因子。这 说 明，对 不 同 行 业、不 同 职 位，
乃至不同工作任务，虽然工作能力的构成不同，
但在高一层次上，工 作 能 力 模 型 具 有 通 用 的 结

构。由此，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ＳＰＥＮ
ＣＥＲ等［２］提出的冰山模型和洋葱模型。图１的

中基层管理人员ＩＴ应用能力概念模型 得 到 了

实证检验。

３．２．３　中 基 层 管 理 人 员ＩＴ应 用 能 力 对 部 门

ＩＴ应用水平的影响

作为部门的管理者，中基层管理人员的ＩＴ
应用能力将影响部门的ＩＴ应 用 水 平。为 了 进

图２　中基层管理人员的ＩＴ应用能力二阶因子结构图
　

一步检验中基层管理人员的ＩＴ应用能 力 模 型

的有效性，以及对ＩＴ应用能力要素进行进一步

深入分析，本研究以中基层管理人员的ＩＴ应用

能力作为自变量，部门的ＩＴ应用水平作为因变

量，进行回归分析。除了中基层管理人员的ＩＴ
应用能力外，可 能 还 存 在 其 他 影 响 因 变 量 的 因

素，因此，在分析中应将这些变量予以控制。在

本研 究 中，一 部 分 受 访 者 指 出，高 层 领 导 的 支

持，是企业ＩＴ应 用 水 平 的 最 为 重 要 的 影 响 因

素。相关研究 也 指 出，高 层 领 导 的 支 持 是 企 业

ＩＴ应用水平的关键影响因素［３］。由此，将 高 层
·６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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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对部门的信息化建设的支持力度作为控制

变量。对部门ＩＴ应用水平和 高 层 领 导 的 支 持

的测量，参照了现有的量表，并根据本研究的情

形进行了修 改，以 保 证 量 表 的 信 度 和 效 度。其

中，部门ＩＴ应用水平采用２１个条目进行测量，

高层领 导 的 支 持 采 用３个 条 目 进 行 测 量，这２
个构念的量表信度见表４。

本研究将控制变量作为第１层，把ＩＴ应用

能力的３个二阶因子作为第２层，以部门ＩＴ应

用水平作为 因 变 量，进 行 分 层 回 归 分 析。各 变

量之间的相 关 系 数 矩 阵 见 表７，分 层 回 归 结 果

见表８。
表７　变量之间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Ｎ＝３１４）

部门ＩＴ
应用水平

高层领导

的支持
知识 态度 潜质

部门ＩＴ １
高层领导 ０．５６４ １

知识 ０．６３１ ０．３９９ １
态度 ０．１９９ ０．１９４ ０．３１３ １
潜质 ０．４６１ ０．２７１ ０．６２８ ０．４４４ １

注：、、分 别 表 示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下

同。

表８　中基层管理人员的ＩＴ应用能力对

部门ＩＴ应用水平的分层回归结果

自变量
部门ＩＴ应用水平

第１步 第２步

第１步 控制变量 高层领导的支持 ０．５６４ ０．３７３

第２步　ＩＴ应用能力 知识 — ０．４２６

态度 — －０．０１７
潜质 — ０．１１９

ΔＦ １４５．６５９ ４４．０６１

Ｒ２ ０．３１８ ０．５２３

ΔＲ２ ０．３１８ ０．２０４

注：表中各自变量和部门ＩＴ应用水平交叉点处数据为回归系数。

　　由 表７可 知，中 基 层 管 理 人 员 的 知 识、态

度、潜质，均对ＩＴ应用水平具 有 显 著 的 正 相 关

影响。这说 明 了ＩＴ应 用 能 力 模 型 的 有 效 性。

由表８可知，在控 制 变 量 高 层 领 导 的 支 持 对 部

门ＩＴ应用水平的回归分析模型中，Ｒ２为０．３１８。

在自变量中加入了ＩＴ应用能力的３个 构 面 知

识、态度、潜质后，模型的Ｒ２变为０．５２３，提高了

０．２０４，ΔＲ２达 到 了 显 著 性 水 平（ｐ＜０．００１）。中

基层管理人员的ＩＴ应用能力显著提高 了 对 部

门ＩＴ应用水平变异量的解释程度，这说明在考

虑高层领导的影响 前 提 下，中 基 层 管 理 人 员 的

ＩＴ应用能 力 对 部 门ＩＴ应 用 水 平 具 有 显 著 影

响。

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看，知识对部门ＩＴ应用

水平的回归系数为０．４２６，潜质对部门ＩＴ应用

水平的回归 系 数 为０．１１９，都 达 到 了 显 著 性 水

平。然而，在高 层 领 导 的 支 持、知 识、潜 质 的 共

同作用下，态度对部门ＩＴ应用水平的影响并不

显著。一个合理的解释是：相对高层领导而言，

中基层管理人员在ＩＴ应用中往往是任 务 的 执

行者，这时，态度对ＩＴ应 用水 平 的 影 响 力 将 被

大大削弱。由此，可得出结论：在中基层管理人

员的ＩＴ应用能力构成中，对部门ＩＴ应用水平

影响 力 最 大 的 是 知 识，其 次 是 潜 质，再 次 是 态

度。

３．２．４　共同方法偏差的处理

由于调研条件的限制，本研究自变量和 因

变量的填写，来 源 于 同 一 方 法，因 此，有 必 要 对

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进行处理。

本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对共 同

方法偏差进行统计分析。假设共同方法能解释

能力的３个二阶因子以及部门ＩＴ应 用 水 平 指

标的大部分变异量，验 证 性 因 子 分 析 的 模 型 拟

合指标见表９。
表９　共同方法偏差处理模型拟合指标

拟合指标 χ２ ｄｆ χ２／ｄｆ ＲＭＳＥＡ ＮＮＦＩ ＣＦＩ

数据 ２０９２．３８ ２０．１２ １６．３９ ０．２４６ ０．７７ ０．８０

　　由表９可 知，该 模 型 并 不 拟 合 数 据，因 此，

共同方法能解释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指标大部分

变异量并未得到实证检验。这说明本研究中自

变量和因变量的相关性，并非来源于共同方法，

从而验证了本研究结果的有效性。

４　结语

本研究在文献［９］的基础上，通过大样本调

研方式，收集相关的数据，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

方法，在国内外 首 次 建 立 了 中 基 层 管 理 人 员 的

ＩＴ应用能力模型。然后，以高层领导的支持作

为控制变量，实证分析中基层管理人员的ＩＴ应

用能力对ＩＴ应用水平的影响，从而对ＩＴ应用

能力模型的有效 性 进 行 了 进 一 步 的 实 证 检 验。

在以往对管理 人员 的 能 力 模 型 研 究 中，缺 乏 对

中基层管理人员在ＩＴ应用工作中需要 具 备 的

能力要素的系统分析和实证检验，因而，本研究

是对管理人员能力模型研究的拓展。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考虑高层领导支 持

的基础上，中 基 层 管 理 人 员 的ＩＴ应 用 能 力 对

ＩＴ应用水 平 具 有 显 著 的 影 响。从 而 进 一 步 实

证检验了中基层管理人员ＩＴ应用能力 模 型 的

有效性。以往对管理人员个性特征与组织成果

的关系研究，比 较 集 中 于 探 讨 高 层 领 导 的 个 性

·７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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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１１，１２］，本研究以中基 层

管理人员和部门ＩＴ应用水平的关系作 为 研 究

对象，与以往相关研究相比，在逻辑上具有一致

性，在研究视角上具有独特性。
本研究的结果能为实践领域提供一定的启

示。在实践界，不少人认为企业应用ＩＴ主要取

决于高层 领 导 的 支 持，即 认 为 企 业ＩＴ应 用 是

“一把手”工程。然而，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在考

虑高层领导支持的 前 提 下，中 基 层 管 理 人 员 的

能力对ＩＴ应用水平具有重要的影响。由此，要
提升企业的ＩＴ应用水平，除 了 高 层 领 导，还 需

要注重中基层管理人员的影响力。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研究样 本

来源于方便取样，这 会 给 研 究 结 果 的 普 适 性 造

成一定的影响；②虽采取了一定的控制措施，但
仍可能存在一定的同方法偏差问题。未来研究

需要扩大样本的数量，并对处于不同ＩＴ应用水

平阶段的企业中基层管理ＩＴ应用能力 要 素 进

行差异性对比，以及对中基层管理人员的ＩＴ应

用能力进 行 对 比 分 析，以 深 化ＩＴ应 用 能 力 模

型，从而为企业进行信息化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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