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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间协调联动机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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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企业间协调联动机制受多因素综合影响，体现出多元化与复杂性特征。利用结构
方程模型，针对影响协调联动机制的６个关键因素：相互依赖与信任、不确定性、企业文化、信
息沟通与共享、利益分享和政策法律环境，分析验证不同因素对协调联动的作用路径及各因素
间的复杂交互关系，并提出改进合作关系的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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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之间的协调联动行为是多种集成要素相
互作用关系的协调与整合。在众多有关组织协调
及协调机制构建的文献资料中，不难发现合作协
调相关影响因子的描述研究，可归结为相互信任、
信息沟通、文化交融、利益分享四方面研究较为普
遍的因素。

绝大多数学者对信任正向影响组织合作关系

及合作绩效的观点予以认可。有价值的研究主要
有：Ｃｈｉｌｄ（２００１）［１］、许淑君和马士华（２００２）［２］、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２００５）［３］等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
强调信任对组织合作关系改善与关系资本累积的

关键影响作用。目前企业管理实践观点普遍认
为，信息流是企业间合作接触面的重要维度。

Ｒａｍ（２００５）［４］、ＧｉｌｂｅｒｔＮ．Ｎｙａｇｎ（２００９）［５］等人从
信息沟通的视角展开对合作关系的研究。同时，
文化冲突的协调与兼容也是保证企业合作关系稳

定与资源整合的重要任务，杨洪涛（２０１０）［６］、燕苍
娜、刘其先（２０１１）［７］等人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利益分享对企业协调合作影响的研究中，吴孝
灵（２００８）［８］、刘静卜、李朝明（２０１１）［９］等众多研究

者认为针对合作利益冲突，科学的利益分配机制
与协调激励机制的构建是至关重要的。另外，目
前关于不确定性影响合作关系的研究仅零散的见

诸于部分文献，如丁红红（２００９）认为，不确定性直
接影响合作伙伴关系［１０］。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
市场需求与供给的非线性变化、合同契约与规范
的不完备性等，普遍存在于企业合作内外部环境
中，将该因素纳入协调联动影响因素研究是十分
必要的。

在单一影响因素研究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
者将各因素有机结合并进一步提出新的合作关系

影响因子。仇明全（２００７）提出了相互依赖、信任、
协作与承诺等因素［１１］。李铮（２００８）进一步归结
为企业自身利益取向、合作利益取向、合作交互
性、合作共享性与政府行为五大因素［１２］。

目前的研究多着重于企业合作基础的影响因

素方面，而对合作过程中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缺
乏。深入挖掘对企业合作过程也有重要影响作用
的潜在因素，如政策法律环境这一宏观变量，将法
律法规与现有研究中提出的政府行为因子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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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加强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对法律法规的重视

与合理利用。因此本文对更多内外部影响因素的
综合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合作影响因素
理论研究的完善与丰富，可帮助企业意识到这些
因素在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及交互作用关系，为更
好的开展协调联动工作、构建科学有效的协调联
动机制提供参考与依据。

由此，最终确定以下６个企业协调联动的关
键影响因素：相互依赖与信任（ＩＴ）、不确定性
（ＵＣ）、企业文化（ＥＣ）、信息沟通与共享（ＩＣＳ）、利
益分享（ＢＳ）、政策法律环境（ＰＬＥ）。各因素对企
业之间协调联动机制实施效果的影响最终通过战

略目标（ＳＯ）和协调绩效（ＣＰ）指标来反映。

　　一、研究假设

不同因素影响协调联动及因素间相关假设如

表１所示。

　　二、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一）量表设计

采用问卷调查实证研究方法进行数据的搜集

与整理。问卷由企业基本信息与协调联动影响变
量测项构成。８个潜在变量指标具体划分为２５
个观测指标，采用 Ｌｉｓｋｅｒｔ五级量表进行评分。
研究变量及具体测项见表２。并对河北、内蒙古
等地区大中型企业的基层以上管理者发放调查问

卷３５０份，回收３２８份，回收率为９３．７％，其中有
效问卷为３０８份，有效率达９３．９％。

　　（二）量表的信效度分析

１．量表的信度分析
本研究利用统计分析软件对３０８份问卷进行

信度分析，由表３所示，整体问卷的克朗巴哈系数
为０．７０８，８个潜在变量的克朗巴哈系数均大于

０．６，说明获取的问卷数据可靠，达到信度要求。
表１　协调联动影响因素假设汇总表

标号 研究假设 预期符号

Ｈ１ 政策法律环境－信息沟通与共享 ＋

Ｈ２ 政策法律环境－协调绩效 ＋

Ｈ３ 政策法律环境－战略目标 ＋

Ｈ４ 相互依赖与信任－信息沟通与共享 ＋

Ｈ５ 相互依赖与信任－不确定性 －

Ｈ６ 相互依赖与信任－协调绩效 ＋

Ｈ７ 相互依赖与信任－战略目标 ＋

Ｈ８ 利益分享－不确定性 －

Ｈ９ 利益分享－协调绩效 ＋

Ｈ１０ 利益分享－战略目标 ＋

Ｈ１１ 企业文化－信息沟通与共享 ＋

Ｈ１２ 企业文化－协调绩效 ＋

Ｈ１３ 信息沟通与共享－协调绩效 ＋

Ｈ１４ 信息沟通与共享－不确定性 －

Ｈ１５ 不确定性－协调绩效 －

Ｈ１６ 不确定性－战略目标 －

表２　变量及具体测项

潜在变量 观测变量

相互依赖与信任（ＩＴ）

１．相互依赖程度越高，需要协调的事情越多；

２．合作过程中的背信行为损害互信基础，会使相互协调越发困难；

３．在合作过程中，对方企业与公司真诚合作，会进行积极的协作与配合并提供相应的帮助，

深得公司信任。

企业文化（ＥＣ）
１．双方的企业文化有许多相融合之处，有相似的道德规范与组织文化，有利于双方合作关

系的建立，使协调活动变得容易；

２．企业的学习文化氛围越好，对企业之间的协作越有利。

信息沟通与共享

（ＩＣＳ）

１．除正式交流渠道外，还与对方频繁进行非正式信息交流；

２．企业的信息化程度不同对企业之间协调合作影响较为显著；

３．双方越愿意主动相互沟通与信息共享，越有利于协调与合作；

４．与对方代表能够定期的进行面对面交流；

５．对方企业与本公司有统一的或可兼容的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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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潜在变量 观测变量

不确定性（ＵＣ）
１．任务不确定性将增加对双边沟通的需求和协调的难度；

２．高度不确定的企业内外部环境将增加决策的不确定性。

政策法律环境

（ＰＬＥ）

１．国家相关政策与法律法规为我公司与伙伴成员间的合作协调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

２．政府鼓励并为公司与合作企业间的协调提供帮助，增进了合作企业间的信任关系，使之

更为有效；

３．政府从事或推动了合作联盟的集体行动，比如采购、信息收集等方面，影响着我公司战略

目标的制定及联盟合作的未来导向。

战略目标

（ＳＯ）

１．良好的企业协调合作，有利于提高企业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２．良好的企业协调合作，有利于增强客户满意度；

３．良好的企业协调合作，有利于提高品牌效应；

４．良好的企业协调合作，可以为企业带来盈利能力及市场竞争优势；

５．经过合作协调，有助于提高信息、知识、技术等要素资源间的有效匹配度。

协调绩效

（ＣＰ）

１．与对方企业合作后，经过有效协调，使得我方综合绩效得到提升；

２．合作企业之间能够有效沟通解决各项矛盾冲突，建立良好企业合作关系；

３．企业会继续参与对方企业网络并维持合作关系。

表３　量表信度分析结果

潜在变量 变项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
整体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
相互依赖与信任（ＩＴ） ３ ０．７６６
企业文化（ＥＣ） ２ ０．６６７

信息沟通共享（ＩＣＳ） ５ ０．６９４
利益分享（ＢＳ） ２ ０．７１０

０．７０８
不确定性（ＵＣ） ２ ０．６７６

政策法律环境（ＰＬＥ） ３ ０．７２６
战略目标（ＳＯ） ５ ０．７７４
协调绩效（ＣＰ） ３ ０．７６９

　　２．量表的效度分析
对问卷进行 ＫＭＯ 检验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度检

验，得出结果见表４。
表４检验结果表明适合对量表数据进行因子

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与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抽
取出８个公共因子（特征值大于１），累积方差贡
献率达到６５．４０９％。各公共因子在相应测量指
标的载荷量较高，所选取的各验证因子与研究假
设结构具有一致性，量表设计满足相关效度要求。

表４　量表的ＫＭＯ检验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结果

ＫＭＯ检验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 数值

取样足够度的ＫＭＯ检验 ０．７９７

近似卡方 ２３３０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球形度检验 自由度ｄｆ ３００

显著水平Ｓｉｇ． ０．０００

三、协调联动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
修正

根据问卷数据，利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得到包
含２５个研究测项的协方差矩阵，将设计模型和协
方差矩阵写入到ＬＩＳＲＥＬ８．７中，运算得出各项
拟合优度指标。由于初始模型部分指标不符合标
准要求，从有效性与可信性角度出发，选取 ＭＩ值
最大且符合现实、合理有效的路径对模型进行修
正，得到协调联动影响因素最终模型（见图１），及
修正后的模型最终拟合数据结果（见表５）。

表５　模型拟合优度检验表

拟合优度指数 χ
２ ｄｆ χ

２／ｄｆ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ＮＦＩ ＣＦＩ ＲＭＳＥＡ

模型结果 ４１６．０６ １８８ ２．２１ ０．９１ ０．９０ ０．９０ ０．９６ ０．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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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协调联动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最终模型

　　由表５所示，各因素载荷优秀，修正后的模型
主要参数均达到显著水平，具有理想的拟合度，说
明该模型就是所需的与实际数据拟合良好且符合

理论根据的协调联动机制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

型。

四、结果分析

根据影响因素最终结构方程模型图１，可以
清晰的分析出各潜在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及对企

业之间协调联动的影响路径，最终模型的潜在变
量作用路径与假设检验结果分析如下。

（１）由图１可知，政策法律环境与信息沟通与
共享、战略目标具有直接的正相关关系，路径系数
分别为０．１５和０．３８，结果支持假设 Ｈ１和 Ｈ３。
作为企业合作驱动力的政策法律环境直接影响企

业间的协调联动。通过政府政策等宏观协调管理
可有效鼓励履约行为，推动合作伙伴间技术知识
等信息的交流与沟通，间接改善合作绩效，可见政
策法律环境与协调绩效存在间接影响作用关系，
企业沟通与信息交流做为中间变量发挥着桥梁作

用，假设 Ｈ２不成立。
（２）相互依赖与信任对信息沟通与共享、不确

定性、协调绩效和战略目标都具有直接相关关系，
路径系数分别为０．２２、－０．１８、０．１２、０．５４，假设

Ｈ４、Ｈ５、Ｈ６和 Ｈ７成立。蒋丽丽（２０１０）、Ｆｙｎｅｓ

等（２００５）运用ＳＥＭ 分析提出合作成员的信息沟
通质量与频率的提高是信任机制建立的必然前

提；本研究结果与叶飞（２００９）等人的观点相同，同
时都认可高互信水平对组织之间合作绩效改善的

积极影响。由路径系数０．５４可见相互信任与双
方战略合作目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３）利益分享与不确定性之间的路径系数为

－０．２７，二者之间体现出直接负相关关系，假设

Ｈ８成立。企业间利益诉求的满足有利于消除机
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减弱组织内外部不确定性。
通过利益的合理分配，可有效增强企业合作协调
绩效，但设计出满足所有合作伙伴的利益分配机
制是很难的，由利益分享与协调绩效之间较低的
标准系数值０．１７可见二者具有直接相关关系，假
设 Ｈ９成立，但关系相对较弱。利益分享与战略
目标存在间接影响关系，假设 Ｈ１０不成立。

（４）企业文化与信息沟通共享及协调绩效有
直接相关关系，路径系数为０．２９和０．２３，假设

Ｈ１１、Ｈ１２成立。对比惠智微（２００９）采用相关分
析与回归分析法对供应链合作运营绩效影响因素

的研究，都对文化相容性与合作运营绩效之间的
正相关关系予以肯定。研究方法不同，但研究结
果是一致的。

（５）信息沟通共享与协调绩效之间的路径系
数为０．０８，二者呈正相关关系，假设 Ｈ１３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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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实践认为信息是企业间合作的重要影响

维度，结果验证了这一观点。信息沟通与共享与
不确定性的路径系数值为－０．０２，假设 Ｈ１４通过
验证。不确定性因素与协调绩效和战略目标均具
有负相关关系，假设 Ｈ１５和 Ｈ１６成立。不确定
性越高，组织协调绩效和战略目标就越难以实现。

五、研究结论与局限性

研究结果为企业在合作实践中更好的开展协

调联动工作，创新合作方式，提高合作深度与广
度，设计合理有效的协调联动机制提供了重要参
考依据。由于各影响因素对协调联动影响程度不
同，企业在确立与优化合作伙伴关系时应重点针
对关键因素制定措施以改进其对合作关系的作用

效果。
第一，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与信任是合作关

系得以有效维持的关键，信任机制被更多的学者
认定为是最有效的机会主义防范机制。在制度规
则约束的前提下，必须建立互信关系，提升信任水
平可从加强自身管理、及时与合作方沟通交流、信
守承诺、培养良好的声誉等途经实现。

第二，文化差异与相容性是企业必须认真重
视和对待的关键要素，需构建有效的文化协调联
动机制进行文化协同与兼容整合。不断创新文化
兼容措施，使合作企业间的文化达到创新频率与
更新效率的一致，企业间界面实现文化共振，达到
文化协调联动状态。

第三，战略利益分配的不公是合作过程中的
潜在冲突或成本。一旦出现该冲突或发生此项成
本，将直接损害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因此，为了实
现核心企业与其他联动企业之间的战略协同，必

须构建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建立利益激励
与约束机制，通过合理的奖励制约控制各企业利
益诉求。

第四，信息协调联动机制的构建要以信息网
络系统为支撑，组织之间通过该网络系统分享信
息资源和服务，通过交互规则提高彼此间的有效
交互数，网络指挥中心将收集到的信息同步传递
给其他相关网络节点企业，以促使合作伙伴能够
迅速获得同一信息采取相应的决策行为，最大程
度地实现多元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灵活配合互

动。
第五，在企业合作中仍需要考虑政策法律环

境和不确定性对协调联动的影响，遵循相关合作
法律法规并善于合理利用有利的外部环境资源，
努力减少合作内外部不确定性因素，根据实际情
况和因素变动适当调整协调联动相关策略。

最后，企业应该重视并利用相关影响因素之
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形成合理的资源整合投入策
略，增强集团企业整体凝聚力和战略协同效应。

研究主要围绕企业特定范围内影响协调合作

的共同要素展开，没有结合具体企业的协调合作
特征，而实践活动中合作关系受多维因素综合影
响，在影响因素的提取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同时没有考虑到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之间
在不同合作阶段都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研究
结果也可能会存在差异。因此，未来研究应进一
步扩大样本调查范围，结合企业合作特定阶段特
征，深入探讨与分析更多潜在因素及其对协调联
动的作用路径与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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