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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回顾影响创新 (技术 )采纳的因素研究,整合个人、环境、组织、技术、任务和组织间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

可能的相互作用, 提出了一个影响组织创新采纳的因素整合模型, 并对这一模型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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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 is paper first review s the research on factors influencing innovation ( or technology) adoption. Then, in

tegrating ind ividua,l env ironmenta,l organ izationa,l technologica,l task- related and in ter- organ izational factors, a in

tegrating model of factors for organ izational innovation is introduced. Finally,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p ractice are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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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信息系统领域的学者们一直

致力于更好地理解信息系统实现的过程和它产生的结果。

信息技术采纳研究 ( IT A dop tion Study)也一直是信息系统

学科的重点研究领域,虽然历经 20多年产生了很多经典

理论成果,但仍有方兴未艾之势。对采纳经典理论的完善

和改进从未停止过,也不断有学者从新视角、利用新理论

来解释人们对 IT的采纳行为和过程,其研究对象也随着

IT本身的飞速发展而不断变化。

随着 IT / IS的迅猛发展,其服务于人类社会的范围不

断扩大。从仅支持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到几乎渗透到所

有的日常工作中;从主要为了提高人们的工作效能到应用

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休闲、娱乐等方面;从原来主要为大型

企业服务发展到为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所采纳。因此,对

IT的采纳既有个人的采纳和使用行为,也有企业在组织

层面的采纳活动。正如 Benbasat和 Bark i
[1]
指出随着 IT

应用环境的变化使得单用户系统逐渐发展为组织的多用

户系统,甚至是跨组织和全球系统。

早期对信息技术采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识别促进信

息系统使用的影响因素上,此类研究获得了大量的成果。

Jeyaraj等
[ 2]
对在 1992~ 2003年期间正式发表的有关个人

和组织 IT创新采纳和扩散的研究基础上,进行回顾和分

析,总结出了 135个自变量、8个因变量和这些变量间存

在的 505对关系。在不同的应用环境下总结出来如此众

多的影响因素和因素间的关系在实践中会让使用者无所

适从,因此将众多的因素以一定的方式进行分组归类,将

有利于开展对 IS应用的分析。

2 文献回顾

针对如何更好地理解信息技术实现的过程和它产生

的结果,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研究。Kwon和 Zmud将这

些研究归结为因素研究 ( Factors research )、过程研究

( Process research)和政治研究 ( Political research)。因素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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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主要是集中分析诸多涉及个人、组织和技术方面与 IT

有效实施有关的因素。已经发现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

企业高管的支持、良好的 IT设计、用户与设计者间适当的

交流和理解等。过程研究审查社会环境的变化,在努力适

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且在实施之前进行大量的项目定义和

规划,以及将组织变革理论 ( The organ izational change theo

ries)用于过程的管理时, 对信息系统的成功实施提出建

议。政治研究是识别 IT利益相关者各种各样的既定利

益,如何认识和管理这些复杂的既定利益对信息系统的成

功实施具有重要的作用
[ 3]
。至今为止,在这三个方面的

研究中,过程研究和政治研究还相当有限,比较多的研究

还是集中在因素研究方面。

2. 1 创新扩散理论

创新扩散理论是最早被应用于组织层面信息技术采

纳研究的理论之一。Rogers
[ 4]
在研究创新采纳时总结了

创新的 5种特征,分别是相对优势、以往的经历 ( Past ex

perien ces)和工作需要 ( Business needs)、复杂性、可试验性

和可观察性。Tornatzky和 K lein
[ 5]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

出了另外 5种因素:成本、传染性 ( Commun icab ility)、可分

割性 ( D ivisib ility)、盈利性和社会认同 ( Social approval)。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M oore和 Benbasat
[ 6]
又增加了两个

因素:形象和使用的自愿程度。创新扩散理论是从传播学

的角度,将信息技术引入作为一种创新的引入过程,研究

大范围的社会系统中个体之间的交流和影响是怎样导致

信息技术的扩散以及被社会个体接受。创新扩散理论在

组织层面的信息技术采纳研究中只涉及技术方面的因素,

虽经后人的进一步研究将影响因素拓展到用户 (如形象 )

和环境 (如社会认同 ) ,但依然显得不系统和单薄,这正如

Brancheau和 W etherbe指出的: 显然, 创新扩散理论不能

对组织技术扩散提供完整的解释
[ 7]
。组织层面的信息技

术采纳决策不仅是一个技术过程,更是一种社会过程,其

最终结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2. 2 TOE模型

在对经典的创新扩散模型进行批判的基础上, Tor

natzky和 F leischer
[ 8]
对创新扩散模型进行了扩展,提出了

一个更加全面的研究框架,即分析创新采纳的 T (技术 )、

O (组织 )、E(环境 )模型。TOE模型认为,组织对一项创

新技术的采纳受到技术本身特征、组织以及环境等三个方

面因素的影响。技术情境代表与公司相关的内、外部技

术,包括组织内部已经存在的技术和市场上可用的技术。

组织情景包括:公司规模和经营范围、集中化程度、正规化

程度、管理结构的复杂性、人员素质和内部的闲置资源数

量。环境情景是指公司开展业务的处境情况,包括: 所处

的行业、竞争对手、可获取的外界资源以及和政府有关的

方面。TOE模型在不同的 IS领域得到了许多实证研究的

检验。 Iacovou等建立了一个 ED I采纳模型,从技术、组织

和环境三个方面研究了 EDI接受的主要驱动因素,并用 7

个案例成功地进行了模型的检验。此后该模型由其他研

究者使用更大的样本进行了验证 (如 Chau和 Tam; Kuan

和 Chau),这些研究进一步证明了 TOE对研究复杂 IT创

新采纳的有用性。当然 TOE框架也有不足之处,例如在

分析 IT创新采纳的因素设计过程中忽略了管理层的承诺

和支持 ( F ichm an)。事实上, TOE只是代表影响因素的一

种分类办法,而非一个综合的概念框架或发展成熟的理论

( Dedrick和W est)。

2. 3 Kwon和 Zmud的贡献

在审查和综合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 IT实施方面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Kwon和 Zmud基于 IT实施过程,提出

了影响组织采纳技术创新的五类情景因素,分别是个人因

素、环境因素、组织因素、技术因素和任务因素。个人因素

包括:岗位任期 ( Job tenure)、见识 ( Cosmopolitan ism )、教育

水平、担当的角色,后三者都与个人对变革的吸收能力有

关;组织因素包括:专业化程度、集中化程度、正规化程度、

非正式网络;技术因素包括:兼容性、相对优势、复杂性;任

务因素包括:任务的不确定性、任务执行人员的自主权和

责任心、任务的多样性;环境因素包括:环境中实体的异质

性、环境的不确定性、竞争、资源的集中或分散程度、组织

间的相互依赖;此外,这些情景因素间的交互也是很重要

的,如技术的兼容性和经济优势就涉及与组织和任务特点

间的交互关系。

此后, Kwon和 Zmud的成果在组织层面的信息技术

采纳研究中逐渐成为最重要的一个框架模型。许多学者

利用这一模型进行了 IT / IS采纳的实证研究,他们都全部

或部分地使用了这 5个方面的因素,有的还增加了 IT / IS

新的特征。分析以上的研究,我们发现: ( 1 )采纳决策中,

背景因素的交互作用很少被探讨; ( 2)除了在 ED I和组织

际系统的研究方面,组织间的因素少有研究,如组织间的

伙伴关系。已有的有关 IS外包的研究中发现伙伴关系的

质量对外包成功具有直接影响。

2. 4 技术提供方和接受方的视角

环境背景包括 IT背景和宏观经济状况 ( G eneral eco

nom ic clmi ate);组织背景包括组织财务方面的问题和对

风险的态度等; IS管理人员的背景指 IS管理人员对原有

系统 ( Legacy system )的态度,从而对转向新的架构是否存

在阻力。B. Desai和W. Currie从供应商和企业客户两方

面出发,以商务模式而不是以企业或行业为分析对象,提

出了 ASP商务模式价值主张的 5个关键绩效域。Peterson

和 Fairch ild在 Merton的动机 -能力创新模型 (M otivation

- ab ilityM odel of Innovation)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研究,分

别从中小企业和 A SP供应商两个方面,考察它们各自影

响 A SP采纳的动机和成熟度 (M atu rity)。中小企业动机

是指 ASP采纳的基本原理和驱动价值,包括商业和技术

的价值驱动因素; ASP供应商动机是指 ASP采纳的外部

压力,这些压力包括对供应商的依赖和供应商的权力。中

小企业成熟度是指采纳和使用 ASP模式的组织准备程度

( R eadiness),包括业务经理和 IT经理间的职业关系 (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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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sional relationsh ips)、管理实践和服务的水平、对供应商

的服务和专业技能的信任程度; ASP供应商成熟度是指提

供应用服务的准备程度和专业技能,这些包括服务质量、

安全水平、应用集成的水平、与中小企业建立专业关系的

操作水平和能给中小企业带来增加值的程度,其 A SP的

采用模型如图 1所示。

3 因素整合模型

正如 Kwon和 Zmud指出的一样,在研究信息系统实

现的过程中,因素研究已经成为这一领域异常活跃的主

题,尤其是在信息技术采纳方面,如何识别出其影响因素,

继而证实其有效性。从揭示因素影响面的完备性角度看,

Kwon和 Zmud, Peterson和 Fairch ild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前

者提出了 5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包括环境因素、组织因素、

技术因素、用户因素和任务因素,在纵向上比较完整地概

括了所有可能影响企业信息技术采纳的方方面面。但也

存在不足,该模型没有考虑组织间的影响因素和各因素间

的交互作用。后者从供应商和企业用户的视角分别考察

了影响 ASP采纳的动机因素和成熟因素,在横向上完整

地描述了 ASP采纳的影响面。因此,在以上分析的基础

上,可以用如图 2所示的一个整合模型来概括影响组织信

息系统采纳的因素。

环境因素

组织因素

技术因素

个人因素

任务因素

组织间因素

市场不确定性、外部压力、市场地位、经济状况、

供应商数量、行业的特点

服务的质量、

安全水平

组织准备度、组织规模、公司文化、

集权化、正规化、整合性、战略规

划、内部需求、公司的财务绩效

感知利益、兼容性、相对优势、复杂性、

IS管理人员的态度、CEO的创新

意识、CEO的 IS知识

应用的复杂性、是否核心应用、扩

展性、定制水平

竞争压力、行使权力 、交易氛围 、伙伴关系、信

任

供应商 企业客户

图 2 影响因素整合模型

4 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组织引入信息系统作为一项技术创新,它不仅涉及到

人和机器,还与引入过程有关。在不同的阶段,组织内、外

的环境都会发生变化,因此要在组织内成功实施一项技术

创新其困难既存在于组织内部,也与组织外部环境有关。

而且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影响因素,同一因素在不同

的阶段其作用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在研究组织创新引入

的过程中,在理论上建立影响因素的综合模型,对于研究

人员和实践者更好地理解信息系统的实施都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从理论上,模型全面涵盖了可能影响技术采纳的各方

面因素,在对前人实证研究回顾的基础上,模型中绝大部

分单元都有了相应的影响因素,并经实证检验对创新采纳

有显著的影响。模型中的空白单元 供应商的个人因

素和任务因素是尚待研究的领域。另一方面,模型中各因

素间的交互作用也是影响技术采纳的重要因素。Zmud分

别研究了技术和组织因素的交互作用和个人与任务因素

的交互作用, M ach intosh更详尽地探讨了任务、技术、组织

和个人因素间的相互作用。Goodhue的任务技术匹配理

论, Davis的技术接受模型 (被认为是技术与个人因素的交

互作用 )都已是成为研究技术采纳的经典理论。个人因

素 (年龄、性别、经验和自愿程度等 )对技术采纳前置因素

的调节作用在许多实证研究中都得到了检验。因此,探求

其他因素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交互作用如何影响技术采

纳,可以成为未来理论探索的新领域。

在实践上,对管理者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影响一项创新

技术成功实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通过整合这些因素,模

型可以让企业的管理层获得更广阔、全面的视野,使其在

组织内实施一项新技术时,能制定出更有效的策略。利用

这一模型,管理者可以谨慎地进行周密的计划,充分估计

影响实施新技术的各种有利因素和不利方面,克服片面的

主观认识,这里既有对技术的盲目崇拜也有对组织权威的

过度自信,此外,还要有一种长期运作的眼光,重视建立合

作者间长期友好的伙伴关系。在资源的投入方面既要重

视技术引进的投资,也要注重人员的培训。

5 结束语

关于技术采纳的研究, 学术界普遍认为已经相当成

熟,并有淡出 IS研究领域之势,但在人类进入知识经济,

创新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下,人类迸发了前所未有的创新

激情,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然而人类并不天然就会

主动接受新事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斥着诱惑和隐忍的

世界。面对新技术、新产品,无论是接受还是不接受,都已

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技术采纳可能不会一直是研

究的热点领域,但一定会是个永恒的话题,我们需要做的

工作是不断针对新的技术和新的环境进行研究,让新技术

更好更快地服务于人类,让生活更美好,让世界更和谐。

(下转第 13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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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其良好信誉;买家感知到的信誉包括感知质量、感知

服务、感知安全和感知可靠性方面,因此,卖家应该认识到

高质量的产品是生存的长久之计;耐心的服务是吸引买家

的有效工具;支付宝的使用既能增加买家的感知安全,又

能避免买家的欺诈行为;尽量选择那些服务范围广、实力

强的物流公司,并允许买家选择不同的配送方式。

当然,本文中尚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没有区分购买

产品的种类,后续研究可以通过区分产品种类,如分为非

标准产品和标准产品,对 C2C感知信誉进行研究。另外,

虽然对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但只是对样本的

基本信息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并没有进一步分析这些基本

信息对信誉感知的影响。因此,后续研究可以测量性别、

年龄等基本信息对于感知信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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