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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网络组织协同治理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刘敬严，　陈国勋

（石家庄铁道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为探讨项目网络组织协同治理绩效问题，采用文献梳理、问卷调查、访谈、结构方

程模型等方法，深入剖析治理绩效影响因素及路径。将主体特质因素、主体间关系因素和环境

因素三个影响因素作为外生潜变量，绩效作为内生潜变量建立研究模型展开实证调研，运用

ＳＰＳＳ和ＬＩＳＲＥＬ软件进行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研究发现，项目网络组织参与主体的

态度、资源、能力、目标对治理绩效有明显正向影响，主体间信任、沟通、承诺、协同关系对治理

绩效有积极影响。项目网络组织治理需要合同治理与关系治理的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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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项目组织是跨越组织边界的虚拟网络组

织。网络组织是相互依赖的独立组织之间为共同

的目 标 建 立 的 联 系（Ｄａｖｉｄ和 Ｋａｒｅｎ，１９９４）［１］。

Ｓｃｈｕｔｊｅｎ和Ｓｔａｍ （２００１）［２］发现企业成长对网络

组 织 的 规 模、位 置 等 特 征 有 影 响。Ｂｅｃｋｍａｎ和

Ｈｕｎｓｃｈｉｌｄ（２００２）［３］发现网络伙伴多样化经验能

促进企业 学 习。Ｕｚｚｉ（２００３）［４］在 芝 加 哥 银 行 调

研发现网络组织间的知识转移能降低知识学习风

险。Ｍｕｔｈｕｓａｎｍｙ等人（２００５）［５］发现联盟伙伴之

间的互惠承诺、信任等社会交换对联盟学习和知

识转移有促进作用。Ｂｏｎｄ（２００８）［６］研 究 发 现 网

络组织成 员 的 认 同 度 及 身 份 会 影 响 知 识 转 移 效

率。近几年国内学者们对于网络组织的关注度也

在增加，如张首魁（２００９）［７］分析了技术创 新 网 络

组织治理逻辑；杨锐（２０１１）［８］分析了电子 设 备 产

业链 网 络 组 织 的 治 理 结 构；陈 志 新 和 张 忠 根

（２０１０）［９］构 建 了 供 应 链 网 络 分 析 框 架；谢 洪 涛

（２０１２）［１０］分析 了 复 杂 产 品 系 统 创 新 网 络 治 理 机

制；韩炜（２０１１）［１１］探讨了协同影响网络组织绩效

的路径。大量关于网络组织的研究文献都论断了

网络组织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而Ｊｕｇａ（１９９６）［１２］

通过对供应链网络的分析得出网络组织中是否产

生协同利益关键在于企业间的互动程度以及与外

部环境的协同能力。
学者们对网络组织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

新网络以及供应链网络。基于长久或持续合作关

系的网络组织治理的研究居多，而基于工程项目

这种临时性契约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建设项目

是一个复杂的目标、过程和资源系统，需要面对项

目复杂而不断变化的组织内部条件和组织外部环

境，项目绩效需要多方协同作业。在越来越复杂

和不确定的环境中，如何有效地进行项目组织治

理使其产生协同作用促进项目绩效，需要对影响

项目网络化协同治理绩效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一、理论背景

（一）项目网络组织及其协同治理

建设项目投资规模大、周期 长、技 术 复 杂、环

境动态多变、相关利益主体众多，项目环境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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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固有的社会属性、组织要素间复杂的正式和

非正式关系，决定了项目是行动者、行动者间的关

系所组成的面向机会的、临时性的和虚拟的网络

型组织［１３］。在项目周期中，负责指导、策划、执行

项目的多个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主体通过契约方

式组合到一起，构成了网络组织的结点［１４］。项目

各个参与组织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交互关系，工

程项目的时效性使其形成随时间不断演化的动态

网络。项目中往往包含隐性和非正式关系。项目

失败往往是项目治理问题导致的，即对项目利益

相关方的 组 织 和 协 调 不 善［１５］。项 目 网 络 治 理 实

际上是利益相关者（网络结点）之间多向的互动治

理，体现了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权、责、利关系的

制度安排［１６］，是建立项目利益相关者对项目的治

理角色关系的过程，为实现项目目标、使得利益相

关者满意提供可靠的管理环境。项目的复杂性和

社会性，使其治理模式必须关注项目组织的社会

性、开放性和网络性，以期取得预期协同效应。
项目网络协同治理是项目网络组织利益相关

者基于价值链建立可靠的、动态的、基于角色的治

理关系，依据权、责、利制度安排，进行资源交换、
信息共享、风险分担，追求项目整体协同绩效。

　　（二）项目网络协同治理绩效及其影响

因素

　　网络组织绩效表现在网络整体协同效应上，
利益主体在网络化协作框架内，相互依赖、资源共

享、风险共担，通过协同互动在一定时间内所创造

的价值总和。绩效评断可以通过定量的项目绩效

指标与定性的关系满意指标共同加以度量。
项目组织网络化协同治理绩效及其影响因素

的研究相对较少。散落在其他文献中有关网络组

织协同绩效的因素主要有企业规模、成立时间、经
验范围以及拥有的资源、企业声誉等企业自身特

性；目 标、意 愿 和 能 力［１７］；参 与 组 织 之 间 的 关

系［１８］、组 织 结 构、共 同 价 值［１９］；行 业 竞 争 激 烈 程

度和竞争范围、环境压力和企业对组织间合作的

态度［２０］；资 源 互 补、合 作 经 验、声 誉［２１］；信 任、沟

通、协同、公众关注［２２］；地方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

的程度［２３］；以及社会制度、社会文化［２４］等。

　　二、模型与假设

参照曹玉玲和姚引良的研究，将协同 治 理 绩

效影响因素归结为主体特质因素、主体间关系因

素和环境因素，研究模型如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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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研究模型

根据文献 整 理 及 项 目 调 研，设 计 量 表，预 调

研后，修改量表，最终问卷量表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设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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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体特质因素对协同治理绩效的

影响

　　态度是主体意识到协同的重要性，愿意真诚

合作的意思表示。态度会通过参与者的行为影响

效果，包括愿意努力达成一致，愿意相互分享彼此

的计划，愿意共同解决问题等。
项目合作能力应该是为适应变化的 环 境，进

行整合、构建、重新配置内部与外部资源的动态能

力。参与方能力强，能主动学习、有效沟 通、积 极

创新，对于项目协同效果有积极影响。
治理网络是一种目标导向的功能性网络。共

同目标的一致性、明确性，有利于责任确认，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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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有助于任务完成。
资源是项目进行的重要基础条件，整 合 不 同

战略性资源是取得良好协同绩效的基础。合作方

是否投入了必要的相关专用性资产以及组织间资

源的互补性是项目完成的重要保障。组织间成员

根据资源的异质性，结合资源的互补性，本着互惠

互利原则，重新配置资源，从而实现项目绩效。
网络组 织 成 员 具 备 协 同 意 识，通 过 发 挥 各

自能力，为 实 现 共 同 目 标 而 努 力。网 络 组 织 利

用协同机 制 中 的 依 赖 与 互 补 原 则，通 过 合 理 分

工，使合作主体承 担 不 同 的 任 务，形 成 多 样 化 整

体性协同目标驱 动，高 效 地 整 合 资 源，从 而 实 现

项目绩效。
为此，本文提出假设：

Ｈ１：主体特质 因 素 支 持 度 越 高，项 目 协 同 治

理硬绩效越好。

Ｈ２：主体特质 因 素 支 持 度 越 高，项 目 协 同 治

理软绩效越好。

　　 （二）主体间关系因素对协同治理绩效

的影响

　　研究治理效果，需要对参与组织之间的关系

进行考察。关系可以由信任、承诺和相互依赖的

程度来衡量和解释，企业间关系嵌入孕育了网络

有效运行的诚信机制，是合作效果的催化剂。
信任是建立和维护项目中合作伙伴关系的关

键构成。信任中的善意、承担责任并考虑他方利

益是合作双方建立持久可持续关系的重要因素。
组织间沟通有利于关键信息在组织网络间的

分享和传递。充分的正式和非正式交流可以避免

信息被扭曲，增强伙伴之间对于目标、任务以及责

任的理解，提高协同处理问题的能力。
协同指组织间共同完成任务，协调一 致 相 互

帮助解决问题和克服困难的过程。各方充分学习

和理解合作伙伴的经验、知识和技能，有助于组织

自身能力的提高与改善。
承诺是维持关系的一种持续性意图和为了维

持关系而努力的保证。承诺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企

业间伙伴关系的基石，是合作关系最重要的特征。
为此，本文提出假设：

Ｈ３：主体间关 系 因 素 支 持 度 越 高，项 目 治 理

硬绩效越好。

Ｈ４：主体间关 系 因 素 支 持 度 越 高，项 目 治 理

软绩效越好。

　　 （三）环境关系因素对治理绩效的影响

　　组 织 处 在 一 定 的 经 营 环 境 之 中，环 境 及 其

变化在很大程度 上 影 响 和 约 束 组 织 行 为。特 定

的环境，即 法 律、政 治、文 化 和 经 济 要 素 的 特 定

结合会影 响 网 络 安 排 以 及 组 织 间 协 作（Ｐｏｗｅｌｌ，

１９９０）。现实中的市 场 环 境 往 往 是 开 放 的、动 态

变化的，从企业间 关 系 的 角 度 考 虑，市 场 环 境 的

动态特性是由动 态 变 化 的 竞 争 及 合 作 关 系 引 发

的。在网 络 治 理 的 进 程 中，参 与 者 需 要 运 用 协

调方式在不确定 的 环 境 中 完 成 复 杂 性 任 务。为

此，本文提出假设：

Ｈ５：环境因素 支 持 度 越 高，项 目 治 理 硬 绩 效

越好。

Ｈ６：环境因素 支 持 度 越 高，项 目 治 理 软 绩 效

越好。

　　（四）软绩效对硬绩效的影响

满意的工作关系对项目结果有积极的影响关

系。满意可以促进主体间更加信任、更有效地沟

通以及解决冲突，从而为项目质量、进度、成本控

制提供保障。为此，本文提出假设：

Ｈ７：软绩效对硬绩效有促进作用。

　　三、实证方法与结果

（一）样本数据收集

对多地大型项目进行实证性调查，发 放 问 卷

６００份，收回４１３份，回 收 率６８％，对 回 收 的 问 卷

进行筛选，漏答的、规律性作答的、明显雷同的均

予以删除，最终用来分析的有效问卷３５４份。问

卷作 答 分 布，人 员 来 看 承 包 商（４９％）、分 包 商

（２５％）、业主（９％）和监理（１７％）；工 程 类 型 来 看

房建 工 程（３１％）、市 政 工 程（１１％）、铁 路 工 程

（４０％）、高速公路工程（１６％）、港口工程（２％）。
应用ＳＰＳＳ１９采 用 主 成 分 分 析 法，以 方 差 最

大正 交 旋 转 法 抽 取 特 征 根 大 于１的 因 子。运 行

ＬＩＳＲＥＬ８．７对模型拟合，验证性分析结果如图２
和图３所示。各项参数估计可以看出模型与数据

的拟合程度很高，如表２所示。模型中各个变量

间路径系数估计值、相对应的Ｔ值及假设检验结

果如表３和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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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验证性分析结果（标准估计值）

图３　验证性分析结果（Ｔ值）

表２　拟合优度指标

拟合指数 χ
２　 ｄｆ χ

２／ｄｆ　 ＲＭＳＥＡ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ＮＦＩ　 ＮＮＦＩ　 ＣＦＩ

统计值 ５２２．０５　 １７５　 ２．９８　 ０．０１４　 ０．９１　 ０．８７　 ０．９６　 ０．９６　 ０．９５

判断准则 － － ２～５ ＜０．８ ＞０．９ ＞０．８ ＞０．９ ＞０．９ ＞０．９

　　假设Ｈ５和Ｈ７路径系数估计值在统计上不

显著，未通过统计检验，其余假设均通过了检验 。
主体特质 因 素 对 于 治 理 绩 效 的 作 用 得 到 验

证，对于软绩效的结果优于对硬绩效的作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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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一致的共同目标，愿意努力达成一致，愿意

分享计划，愿意共同解决问题拥有相互依赖的异

质组织资源，使得项目网络组织通过分工，利用依

赖与互补的协同结构整合资源完成复杂任务。

表３　 参数估计

测度变量 指标 标准负荷 Ｔ值 信度系数

态度 ０．８７　 ２６．０５

特质因素
能力 ０．８７　 ２６．２１

０．７５８
目标 ０．６７　 １８．１２

资源 ０．６５　 １７．３６

信任 ０．７７　 ２１．４３

关系因素
沟通 ０．８２　 ２３．４５

０．７３５
协同 ０．７０　 １８．６７

承诺 ０．５８　 １４．７９

制度 ０．８２　 ２３．９０

环境因素
文化 ０．８５　 ２５．５７

０．７２９
竞争 ０．８５　 ２５．４１

公众 ０．７５　 ２１．１１

质量 ０．８１

硬绩效
进度 ０．８７　 ２４．６０

０．８０５
成本 ０．８３　 ２３．２８

安全 ０．７２　 １９．３０

软绩效
能力 ０．８５

０．８５７
满意 ０．９０　 ２０．１３

　　注：未列Ｔ值者为参照指标，是限制估计参数。

表４　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标准化路

径系数
Ｔ值 结果

Ｈ１特质因素→硬绩效 ０．１６　 ３．０８ 支持

Ｈ２特质因素→软绩效 ０．３１　 ６．１７ 支持

Ｈ３关系因素→硬绩效 ０．４７　 ７．２６ 支持

Ｈ４关系因素→软绩效 ０．３１　 ４．９１ 支持

Ｈ５环境因素→硬绩效 ０．０３　 ０．６４ 不支持

Ｈ６环境因素→软绩效 ０．４６　 ２．７４ 支持

Ｈ７软绩效→硬绩效 ０．０９　 １．７５ 不支持

主体间关系因素影响也得到证实，对 软 绩 效

和硬绩效均有显著作用。网络组织关系是互动导

向的，不同结点间互动合作与协同进化。网络的

运行更多地依赖于网络中反复的互动中形成的关

系、共同利益和声誉。组织间的相互作用和频繁

接触形成的信任关系降低了合作的谈判成本与合

作学习的监督成本。

环境因素对于软绩效的作用通过了 验 证，对

于硬绩效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制度文化的

适应性使得参与各方能很好沟通，化解矛盾，从而

得到满意关系。市场变化和公众关注可能给硬绩

效完成带来额外压力，致使未能达到理想结果。

软绩效对于硬绩效的作用未得到证 实，对 这

一点仍需进一步研究。对硬绩效影响最大的是关

系因素，其次是特质因素。项目网络组织跨边界

的资源整合，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竞争与合作关

系是基本关系。任务的复杂性和资源的互补性是

直接推动因素，任务复杂性使主体产生合作的需

要，而资源的互补性增强合作的必要性。网络组

织是以互惠共赢为基础、彼此分担成本与风险、共
享成果与利益的系统。经营能力是影响网络组织

绩效风险演化的关键因素之一。拥有稀缺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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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或不可替代的资源和能力是重要的考察标

准。网络组织顺利进行需要业务相互依赖、共享

控制和共同目标的承诺关系和兼容的企业文化。
具备协同目标、协同意愿、协同资源的网络组织要

想有效实现高绩效，需要组织间的沟通、承诺等治

理关系作保证，通过契约和信任来控制组织间合

作风险，最大限度地激发结点间的互动活性、协调

网络整体运行，提高组织个体与网络整体效率，提
高项目网络组织绩效。

　　四、结论

（１）对项目本质的认识应从临时性契约组织

转变到临时性社会网络组织。项目内嵌于一定的

社会环境中，项目社会关系对项目管理绩效的影

响开始逐渐受到关注。项目组织不仅仅是基于合

同和 指 令 的 职 能、线 性 或 矩 阵 等 稳 定 组 织 模 式。
项目正式 组 织 及 其 经 济 目 标 与 非 正 式 组 织 和 协

作、信任和沟通等“软性”目标交织于项目中，需要

依据信任和能动性来架构组织关系。项目组织网

络是社会资源中不同层次、不同种类因素共振耦

合的结果，需要用网络组织理论进行分析。
（２）项目网络组织治理绩效是主体、关系和环

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协同作为一种独特的逻辑，
产生于网络组织形式以及具有复杂性任务与关系

平台。相互依赖的、异质的成员组成的项目网络

组织在共 同 目 标 引 导 和 环 境 约 束 下 进 行 任 务 分

工，利 用 依 赖 与 互 补 的 能 力 和 资 源，通 过 彼 此 信

任、沟通、承诺等互动关系实现项目协同效应。在

网络组织组成上，需要从态度、能力、资源等方面

对成员特质进行考察分析，建立信任、交流、承诺

的机制和环境来推动项目组织治理绩效的实现。

（３）项目网络组织治理需要合同治理与关系

治理的耦合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关系因素对于协

同治理绩效影响最大。经济学视角下的项目治理

强调通过严格的合同规范项目委托代理双方的利

益博弈，重点考虑项目控制权配置、风险分担及报

酬机制等合同治理的核心要素。但施工现场的情

况复 杂 多 变，完 全 严 格 完 备 的 合 同 比 较 难 实 现。
项目的复杂性决定了其治理机制的多样性，市场、
契约、科层、规则、关系等机制均可以作为项目治

理机制的 有 机 组 成 部 分［２５］。项 目 网 络 组 织 的 治

理水平受到项目环境中嵌入的非正式制度，如信

任、合作、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关系治理是基于信

任，非正式的自我履约治理能够克服合同不完备

性、强制履约高诉讼成本等缺陷，通过共同规范、
联合行动从而快速解决问题，降低交易费用，改善

绩效。关系治理与合同治理的有效藕合，是项目

组织管理绩效改善路径选择的现实需要。
虽然本文比较系统全面地对影响项目网络协

同治理绩效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讨论，得出了一些

结论，但由于主观能力局限和客观资源约束，本研

究还存在需进一步研究完善的方面。一是分类型

分析，增强针对性。本研究虽然调研了不同类型

工程，但 并 未 展 开 细 致 研 究，需 要 对 不 同 功 能 类

型、不同工期、不同投资主体、不同地域的项目做

对比研究，增强研究结论的针对性。二是分阶段

分析，增强动态性。实践中，项目处在不同阶段的

利益相关方可能不完全相同，治理结构也不尽相

同。需要从项目网络组织建立到关系终结整个过

程中网络组织关系演化，进行全过程控制。三是

扩大样本范围，完善量表。结合实践中每次调研

数据，对问卷中的量表进行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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