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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信息系统创新性使用研究述评
——基于内外部动机的视角

＊

王 玮 喻亚琴

（ 暨 南大 学 管理 学 院 ， 广东 广 州 ５ １０６３ ２ ）

摘 要 企业信息系统价值的实现一直是学术界和实践界亟待解决的难题 。 创新性使用能充分挖掘系统的潜在功

能和特征 ， 最大限度地发挥系统价值 ， 为企业带来可观的商业利润 。 其中 ，
员工的内外部动机是影响创新性使用的关

键 。 鉴于此 ， 本文首先介绍创新性使用 的 内涵及测量 ， 其次总结内外部动机的概念 、 具体类型 、 两者之间的关系 以及

影响 因素 ， 探讨内外部动机对创新性使用的作用机制 ， 最后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

关键词 创新性使用 ， 外部动机 ， 内部动机 ， 企业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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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企业能否从信息系统的实施中获利
一

直备受关注 。 随着互联网 、 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 ， 依托于

大数据 、
云计算的新型信息 系统的出现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 企业在信息系统上的投入与 日俱

增 ， 仅 ２０ １ ５ 年 ， 全球企业对信息系统的投入就高达 ３ ．５ 万亿美元 ， 预计 ２ ０ １ ６ 年总投人将会持续增加
［

１

］

。

事实上
， 企业信息系统的应用却不尽如人意 。 诸多企业只停留在对系统基础功能的常规使用上 ，

没有

深挖和探索系统的其他功能 ， 无法充分发挥其潜在价值 ， 造成企业信息技术投资大幅浪费 ， 成本剧增 。

企业信息 系统
“

用而不能尽其能
”

的现象十分普遍 ， 引发了学术界对系统创新性使用的高度关注 。

创新性使用指员工用创新的方式使用系统支持工作
［

２
］

。 组织信息系统的吸收共分为六个阶段 ： 启

动 、 采纳 、
调试 、 接受 、 惯例化及 内化 ， 其中 ， 惯例化和 内化属 于系统采纳后行为 ［

３
］

。 而创新性使用

就发生在系统采纳后的内化阶段 ， 它 以信息系统的常规使用为前提 ， 在此阶段 ， 员工对系统的持续使

用 、 拓展使用等行为趋于稳定 ， 试图对系统进行深入的挖掘与探索
［

４
］

。 创新性使用有助于发挥系统的

全部潜能 ，
保障企业获得预期收益 ，

赢得持续竞争优势
［
５

＼ 它是员工有意识地 、 主动地对信息系统进

行的深层次思考活动 ，
依赖于个体较高层次的动机水平 。 作为系统的最终使用者 ， 员工对系统的认知 、

态度及行为直接影响到企业信息系统的成效 ［

４
］

。 目前
，
诸多企业的信息系统实施属于强制行为 ， 员工

对系统是
一

种被动 的接受 ， 这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员工的创新性使用行为
［

６
］

。 事实上 ，
员 工参与某种行

为受到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的影响ｍ ，
且根据创新理论 ， 员工的创新行为依赖于其动机水平 ， 特别是

内部动机 ［

８
］

。 因此
， 内外部动机对创新性使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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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信息系统创新性使用研究述评 基于内夕卜部动机的视角 ９ ５

本文以 ＥＢＳＣＯ 、 ＷｅｂｏｆＳｃ ｉｅｎｃｅ 、 Ｇｏｏｇ ｌｅ 学术搜索等外文数据库及 ＣＮＫＩ 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作

为数据来源 。 文献检索的年限设定为 ２００５？２０ １ ５ 年 。 为保证文献检索的正确性 ， 选择
“

创新使用 、 探

索使用 、 拓展使用 、 尝试 ＩＴ创新 、 外部动机 、 内部动机 、 系统采纳后行为
”

等作为检索词 。 经过认真

阅读文献内容 ， 过滤掉不相关的文献后 ，
共获得英文文献 ３８ 篇

，
中文文献 ２ 篇

，
并以此作为本文的

研究对象 。 如表 １ 所示 ，
本文总结了

一

些内外部动机视角下创新性使用 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 。 从文献

数量来讲 ， 与国际上该主题研究的发展态势相 比 ， 国 内该主题的研究基本上仍处于空白状态 ； 从文献

内容来讲 ， 由于研究情境或视角的差异 ， 学者们对内外部动机具体类型的界定不尽相同 ， 对内外部动

机的转化机制 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
缺乏对该主题的系统性研究 。 此外 ， 现有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

情境依赖性 ， 研究者们在内外部动机与创新性使用关系的探讨上也未达成
一

致见解 。

表 １ 内外部动机视角研究创新七ｔ使用的代表性文献

研究视角 研究方法 题 目 研究内 容 来源

内部动机

心理授权
问卷调査

Ｅｘｐ ｌ
ｏｒａ ｔｏｒ

ｙ

ｕｓａ
ｇ
ｅｏｆ 

ｅｎ
ｔ
ｅ ｒ
ｐ
ｒ

ｉ
ｓｅｓ

ｙ
ｓ ｔｅｍｓ ：

ｔｈｅ
ｊ
ｏ

ｉ
ｎｔｅ ｆｆｅｃｔ ｓ ｏｆ ｉ

ｎ
ｔｒｉｎｓ ｉ

ｃｍｏ ｔ
ｉ
ｖ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

ｐ
ｓ
ｙ
ｃｈｏ ｌ

ｏ
ｇ ｉ

ｃ ａ
ｌ
ｅｍ

ｐ
ｏｗｅ ｒｍｅ ｎｔ

探究内部 动机 （ 享乐型和规范型 ） 和心理

授权对员 工探索系统的影响作用
参见文献

［
９

］

个体认知

团队授权
实地研究

Ｍｏ
ｔ ｉｖａｔｉ

ｎ
ｇ 

ｅｍ
ｐ

ｌｏ
ｙ
ｅｅ ｓ ｔｏ ｅｘ

ｐ ｌ
ｏ ｒｅ

ｃ ｏ ｌ ｌａｂｏ 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 ｌ ｏ
ｇｙ 

ｉｎ ｔｅａｍ ｃｏｎｔｅｘ ｔｓ

探讨团队授权对个体系统持续探索意图及

持续探索期望的影响 ， 进而对个体系统探

索行为的影响

参见文献
［

１ ０
］

外部动机

内部动机

问卷调査

实地研究

Ｍ ｏ ｔｉｖ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 ｅｓａｃｒｏ ｓ ｓ

ｐ
ｏ ｓ ｔ

－

ａ ｃｃｅ
ｐ

ｔａｎｃ ｅ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

ｙ
ｓｔｅｍｕｓａ

ｇ
ｅ

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ｓ
 ：ａ ｎ ｉｎｖｅ ｓｔｉ

ｇ
ａｔ 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

ｉ ｎｔ ｅｌ ｌ ｉ ｇｅ 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ｏｎ ｔｅｘｔ

探讨内 外部动机与员工系统常规性使用和

创新使用的关系
参见文献

［
３

］

内部动机

焦点调节
实地研究

Ｉｎｄｕｃｉ
ｎ
ｇ

ｉ
ｎ

ｔｒｉｎｓ
ｉ
ｃｍｏ

ｔｉ
ｖａ

ｔｉ
ｏｎ

ｔ
ｏｅｘ

ｐ ｌ
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
ｐ
ｒ ｉ ｓｅ ｓ

ｙ
ｓｔｅｍ

：ｔｈｅｓｕ
ｐ
ｒｅｍａｃｙ



ｏｆ

ｏｒ
ｇ
ａｎ ｉｚ 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ｒｓ

探讨内 部动机 （ 享乐型和规范型 ） 对员工

系统探索使用的影响 ， 同时找寻影响员工

内外部动机的因素

参见文献
［

１ １
］

内部动机 元分析
Ｃａｎｗｅ

ｈａｖｅｆｕｎ
＠

ｗｏ ｒｋ？Ｔｈｅｒｏ ｌｅｏｆ

ｉｎｔｒ ｉｎｓ
ｉ
ｃｍｏｔ

ｉ
ｖａｔ

ｉ
ｏｎ

 ｆｏｒｕ ｔｉ ｌ ｉ ｔ
ａｒｉ ａｎ ｓ

ｙ
ｓ ｔｅｍｓ

探讨内 部动机 （
感知有趣 ）

与系统使用行

为之间的关系 ， 并检验系统类型在两者之

间的调节作用

参见文献
［
１ ２

］

外部动机

内部动机
元分析

Ｅ ｆｆｅｃ ｔｏｆ ｅ ｘｔｒｉｎｓ ｉｃ ａｎｄ  ｉｎ ｔｒ ｉｎｓ ｉｃｍｏｔ ｉｖａｔｉ ｏｎ

ｏｎ ｕｓ ｉｎ
ｇ
ｕｔ ｉ ｌ ｉ ｔａｒ ｉａ ｎ ，ｈｅｄｏｎ ｉｃ ，ａｎｄ

ｄｕａｌ

－

ｐ
ｕｒ

ｐ
ｏ ｓｅｄ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

ｙ
ｓ ｔｅｍｓ ：ａ

ｍｅ ｔａ
－

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

归纳内 外部动机的具体类型对不 同种类系

统 （ 享乐系统 、 效用系统及两者兼备系统 ）

使用行为的影响

参见文献 ［
１ ３

］

享乐因素

实用因 素
问卷调査

‘

Ｔｏ
ｐ ｌ

ａ
ｙ 

ｏ ｒ ｎｏ ｔｔｏ
ｐ ｌ

ａ
ｙ

’

：ａｃ ｒｏ ｓｓ － ｔｅｍ
ｐ
ｏ ｒａ

ｌ

ｉ
ｎｖｅｓ

ｔｉｇ
ａ
ｔ ｉ
ｏｎｕｓ

ｉ
ｎ
ｇ 
ｈｅｄｏｎ ｉｃａｎｄｉ

ｎｓ
ｔ
ｒｕｍｅｎ

ｔ
ａ

ｌ

ｐ
ｅｒｓｐ

ｅ ｃｔ
ｉ
ｖｅ ｓ ｔｏ ｅｘ

ｐ
ｌ
ａ

ｉ ｎｕｓｅｒ  ｉ
ｎ

ｔ
ｅｎ

ｔ ｉ
ｏｎ ｓ

ｔ
ｏ

ｅｘ
ｐ ｌ
ｏｒｅａ

ｔ
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探究享乐 因素 （ 认知吸收 、 个体 ＩＴ 创新 ） 、

实用因素 （ 绩效期望 、 形象提升 ） 对员工

系统探索的影响

参见文献 ［
１ ４

］

内部动机 实地研究

Ａ
ｍｏｔｉ ｖａｔｉｏｎａ

ｌ 
ａｃｃ ｏｕｎｔ

ｆｏ ｒ
ｐ
ｏｓｔ

－

ａｃｃ ｅ
ｐ

ｔａｎｃ ｅ

ｒｏｕｔ
ｉ
ｎｅ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

ｉ
ｖｅｕｓｅ ：ｉ

ｎｔｒｏｄｕｃ ｉｎｇ 
ｔｈｅ

ｃ ｏｎｃ ｅ
ｐ

ｔｏｆｔ ｒｉ
－

ｄ ｉｍｅｎ ｓ ｉｏｎａｌ ｉ ｎｔｒ ｉｎｓ ｉｃ

ｍｏｔ ｉｖａｔｉｏｎ

研究学习动机 、 成就动机及沉浸动机对创

新使用及常规使用的影响作用
参见文献

［
１ ５

］

外部动机

（ 外部调节 、
摄人

调节
、
认 同调节与

整合调节
）

问卷调査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ｅ ｘｔｒｉｎｓ ｉｃ ｍｏｔ ｉｖａ ｔｉｏｎ ｓ ａｎｄ

ｓａｔ ｉｓｆａｃｔｉ ｏｎｉｎｏ
ｐ
ｅｎｓｏｕｒｃ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
ｐ
ｍｅｎｔ

研究外部调节 、 摄入调节 、 认 同调节与整

合调节以 及满意度对员工参与 ＯＳＳ
１

１软件

开发的影响机制

参见文献
［
１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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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研究视角 研究方法 题 目 研究内容 来源

外部动机

（ 感知有用性 ）

实地研究
Ｅｘｐ ｌ

ａｉｎ ｉ ｎｇ 
ｅｍ

ｐ ｌ
ｏ
ｙ
ｅｅ ｓ

＇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ｕ ｓｅｏｆ

ｃ ｏｍ
ｐ

ｌｅｘｉｎｆｏ 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ｓ
ｙ
ｓ ｔｅｍｓ

验证 ＴＡＭ
２

）和 ＩＳＣ
３
）模 型中各变量 与拓展

使用之间的关系
参见文献

［
１ ７

］

外部动机

（ 感知有用性 ）

问卷调査

Ｂｅ
ｙ
ｏｎｄｒｏｕｔｉｎｅ

：ｓ
ｙ
ｍｂ ｏ ｌ ｉｃａｄｏ

ｐ
ｔ ｉｏ ｎ ，

ｅ ｘ ｔｅｎｄｅｄ ｕ ｓｅ
，
ａｎｄｅｍｅ ｒｇｅｎｔ ｕｓ ｅｏｆ ｃｏｍ

ｐ
ｌｅ ｘ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ｓ ｉ ｎ ｔｈｅｍａ ｎｄａｔ ｏｒｙ

ｏ ｒｇａ ｎｉ ｚ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 ｏｎ ｔｅ ｘ ｔ

探 究感 知 有用 性 、
满 意度 及 象 征 采 纳

（
ｓｙｍｂｏ ｌ ｉｃａｄｏ

ｐ
ｔ ｉｏｎ

 ） 与拓展使用 、
紧急使

用之间的关系

参 见文献
［
６

］

１

）
０Ｓ Ｓ ：ｏｐ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ｏ ｆｔｗａ ｒｅ ， 即 开放源代码软件

２
）
ＴＡＭ ： ｔｅｃ ｈｎｏ ｌ ｏｇｙ


ａｃ ｃｅ

ｐ
ｔ 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 ｌ

，

技术接受模型

３
）

ＩＳＣ ： 丨 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 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ｃｏｎ ｔ ｉｎｕａ ｎｃ ｅ
， 即信息系统延续模型

注 ： 本表为作者整理

因此 ， 本文在深人研读文献的基础上 ， 沿着
“

创新性使用的概念及测量一内外部动机的概念 、 具

体类型 、
两者之间的关系 以及影响因素

一

内外部动机与创新性使用＾来研究展望
”

的线索展开对相

关文献的回顾与探讨 ， 以期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对该领域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细致的梳理与总结 ， 厘清

内外部动机视角下创新性使用研究的发展演进脉络 ，
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借鉴 。

２ 创新性使用的概念及测量

２ ． １ 创新性使用 的概念

创新性使用作为系统采纳后阶段的
一

种 自 主性行为 ， 学者们对其内涵的界定主要聚焦于以下两个

方面 。

其
一

， 系统的拓展使用行为 。 Ｊａｓｐｅｒｓｏ
ｎ 和 Ｚｍｕｄ 指出 ， 系统采纳后阶段 ， 员工在获得

一

定的经

验后会使用更多的系统功能或集成新的系统功能模块 ， 即功能扩展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 ｔｅｎｓ ｉｏｎ ）
［

２
］

。 该行为

强调对系统功能的深人挖掘和扩展 ， 优化现有业务流程来更好地支持工作 ， 是
一种渐进式创新行为 ，

与之类似的概念有拓展使用 （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ｕｓｅ） 、 深度使用 （ ｄｅｅｐ
ｕｓａｇｅ） 、 个人特征延伸 （ ｉｎｄｉｖ ｉｄｕ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

ｅｘ ｔｅｎ ｓ
ｉｏｎ ） 等 。

其二 ，
系统的探索使用行为 。 Ｗａｎｇ 和 Ｈｓ ｉｅｈ 认为 ，

创新性使用指使用者为了完成难度较大的工作

任务而 以创新的方式充分利用系统功能的使用行为 ， 即探索使用 （ ｅｘｐ
ｌｏｒａｔ ｉｏｎｕｓ ｅ ）

［

６
］

。 该行为强调用

户 以新颖的方式对系统进行创新 ， 用独特的解决方案来支持工作 ， 是
一

种突破式创新行为 ， 如紧急使

用 （ ｅｍｅｒｇｅｎ ｔｕｓｅ ） 、 尝试ＩＴ 创新 （ ｔｒｙ ｉ
ｎｇ

ｔ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ＩＴ ） 、 探索性使用意图 （ ｉｎｔｅｎｔｉ ｏｎ ｔｏｅｘｐ ｌ
ｏｒｅ ）

、

信息技术的创造性使用 （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ｕ ｓｅｏｆ ｌＴ ） 等 ［

１ ５
］

０

综上 ， 创新性使用指员工对系统功能的拓展使用或用新颖的方式使用系统来支持工作 ， 是
一

个持

续循环的过程 ， 由探索系统特征 、 与工作结合 、 检验与工作的匹配 、
继续探索这

一闭环组成 ［
１

１
）
］

， 发生

在系统采纳后 的 内化阶段
［

３
］

。 只有当员工积极探索系统的多重功能 ，
并将它运用到工作中时 ， 企业才

能真正地从系统投入 中获得收益
［

５
］

。

２
．
２ 创新性使用的测量

因员工的系统使用行为很难被第三方所准确掌握 ， 且个体认知是 自身行为最合适的衡量基准 ［
３

］

，

因此 ， 学者们主要采用问卷法对创新性使用进行测量 。 目前 ， 对创新性使用的测量标准还未达成
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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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结合具体研究情境 ， 提出 了各 自 的量表 ，
且这些量表均具有较好的信

度和效度 。 Ｈｓ ｉｅｈ 和 Ｗａｎｇ 对深度使用量表进行改编 ， 开发了拓展使用量表 ， 共三个题项 ， 该量表信度

效度 良好 ，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

１ ７
］

。 国内学者宋宝香和王怡利用该量表对创新性使用展开了实证研究 ［

４
］

。

Ｌ ｉ等对尝试 ＩＴ 创新和探索使用意图的量表进行改编来测量创新性使用 ， 包括
“

用新的方式使用系统提

升绩效
” “

用新颖的方法支持工作
” “

发现新的系统应用
”

三个题项 ［

３
］

。 Ｋｅ 等在前人的基础上 ， 设计了

基于工作任务的探索使用量表 ， 包含认知吸收和新功能探索两个维度 ， 共六个测量指标 。 其中 ， 认知

吸收包括
“

不受外界干扰
” “

沉浸系统使用过程
”“

深度融人系统使用
”

三个题项
；
新功能探索包括

“

尝

试新的系统特征
” “

深入挖掘系统
” “

发现新的特征
”

三个题项 ［

１ １

］

（ 表 ２） 。

表 ２ 创新性使用的测置量表

相似概念 测量指标 来源

拓展使用

我经常使用 ＥＲＰ
Ｕ系统中大多数的功能来支持我 的 日 常工作

我比其他同事使用更多的 ＥＲＰ 功能来支持我的 日 常工作

我经常使用 ＥＲＰ 系统中 比较模糊的模块来支持我的 日常工作

参见文献
［
１ ７

］

创新性使用

尝试 ＩＴ 创新

探索性使用意图

我发现了新 的系统特征来提髙工作绩效

我用新的方式使用系统来支持我的工作

我开发了一些新 的系统应用来支持我的工作

参见文献
［
３

］

认知吸收

系统新功能探索

当我在探索新的系统时 ， 我能不受外界的干扰

当我在探索新的系统时 ， 我能全身心地投人

当我在探索新的系统时 ， 我完全沉浸在我所做 的事情 中

当我在探索新的系统时 ， 我尝试使用更多系统功能帮我把数据输入系统

当我在探索新的系统时 ， 我会发现一些新的系统功能帮我分析数据

当我在探索新的系统时 ， 我能用很多新的功能帮我输 出系统信息

参见文献
［
１ １

］

１ ） ＥＲＰ ：ｅｎｔｅｒ
ｐ
ｒｉｓｅ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ｐ
ｌａｎｎ ｉｎ

ｇ
， 即企业资源计划

此外 ， 国 内学者秦敏和黄丽华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开发了适合中国情境的复杂系统创新使用的量

表 ， 共 ８ 个指标 ： 尽可能使用软件系统满足业务需求 、 研究系统的内在功能配置 、 学习有关系统的新

用法 、 新技术应用于软件系统 、 新 ＩＴ 理念用于信息系统框架设计 、 修改系统的参数配置 、 原有系统上

设计新功能模块以及改进原有工作流程 ［
１ ８

］

。

３ 内外部动机的概念 、 具体类型及两者的关系

３
．
１ 外部动机和 内部动机的概念

动机是影响个体行为 的内驱力 ， 主要研究人类需求 、 心理满足及人与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 在

心理学领域 ， 动机被认为是影响行为开始 、 方向与持续性的内在动力
，
包括需求 、 价值 、 目标 、 意图

及 自 我效能五大要素 。 在组织行为领域 ， 动机多作为动词 ， 被称为
“

激励
”

， 即通过激发和鼓励 ， 使

人产生
一

种内在驱动力 。 Ｄｅｃ ｉ 等在上述两种视角 的基础上 ， 提出 了 自我决定理论 （ ｓｅ 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
［
７

］

。 该理论强调动机与个体需求的满足有关 ， 且不同 的需求会导致不 同的动机 。 因此 ， 按照

动机的起因 ， 可以将其分为外部动机和 内部动机两种 。 其中 ， 外部动机指个体参与某项活动取决于该

活动能否带来有价值的物质回报 ， 与个体所处的工作环境及制度规范等有关 ， 如工作绩效的提升 、 高

薪或晋升等
；
内部动机指个体因任务本身的乐趣及内心的满足而参与活动 ， 它是影响个体学习 、 适应 、

能力及发展的重要动机 ， 尤其当个体拥有合适的机会 、 较高的 自主性时 ， 对行为的影响更显著 ［
１ ９

］

。

外部动机与内部动机之间存在本质区别 ，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第一 ， 目 的不同 。 外部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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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目标导向 的
，
与有形的物质结果及个体所处的环境有关 ； 内部动机是经历导向 的 ， 与个体兴趣 、 活

动本身有关 ［

１ ３
＇

 １ ９
］

。 第二
，
持续时间不同 。 外部动机是短暂的 ， 它会随着外部压力或奖励的消失而消失 ；

而内部动机却会持续较长的时间 ［

９
］

。 第三
，
自 主程度不同 。 外部动机让个体感知压力和紧张 ， 自 主程

度较低 ； 而 内部动机则让个体感知轻松与愉悦 ， 自主程度较高 ［
３

］

。

３
．
２ 内外部动机的具体类型

Ｄａｖｉ ｓ 等首次将动机理论运用到信息系统领域 ， 并指 出个体的系统采纳行为受到外部动机和 内部

动机的影响 ［

２ （）

］

。 随着研究的深入 ， 学者们运用动机理论来解释系统的持续使用 、 深层次使用及创新使

用等行为 ，
不断丰 富了 内外部动机的表现形式 。

３ ．２ ． １ 外部动机

在信息系统领域 ， 研究者们对外部动机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
主要包括感知有用性 、 自我认同 、

社

会影响 、 归属动机及外部调节
、
摄入调节 、

认同调节与整合调节等 （ 表 ３ ）。

表 ３ 外部动机的具体类型

外部动机 定义 相似概念

感知有用性
个体感知系统提高其 Ｔ：作绩

效的程度 ， 参见文献
｜ ：２０Ｊ

绩效期望个体认为系统能帮助其达到某种工作绩效的程度

感知效率 与原有系统相比 ，
新型系统更具优势 ， 更好用

感知效果
工作匹配个体认为系统能帮助其提高工作绩效

Ａ 我认 同
个体追艰 肖 身和社会群体对

■ 形象系统使用能提升其群体形象

自 己的认 同 ，
参见文献

［
２ １

］ 社会地位系统使用使个体得到尊重 ， 社会地位提升

主观准则个体感知对其重要的人希望其使用系统

社会影 响

个体感知周围所处环境或群

体对其使用信息系统的影响

社会 因素

个体接受群体 中 的文化及规则

程度 ，

参见文献卩２
］ 社会压力

个体所处的工作环境对其系统使用行为的影响

归属动机 个体渴望与群体的沟通及交流 ， 寻求群体归属感 ， 参 见文献
［

１ ３
］

外部调节 个体完全遵循外部规则 ， 目 的是满足外在要求或得到报酬 ， 参见文献
［

１ ９
］

内化 ， 参见

文献 ［ １ ９
］

摄入调节 个体吸收了外在的规则 ， 但还没有完全接纳 。 人们采取某种行为是为了展现 自 己的能力来维持价值感

认同调节 个体对行为 目标或规则进行有意识的评价 。
如果发现该行为是重要的 ， 就会认 同与接纳

整合调节 个体完全接纳外部规则

注 ： 本表为作者整理

感知有用性指员工感知系统使用能提升工作绩效的程度
［
Ｍ

］

， 包含感知效率和感知效果两个维度 。

感知效率指员工认为系统使用能降低成本 ， 增加产出 ；
感知效果指员工感知系统使用有助于

“

将正确

的事做好
” ［

２ １

］

，
类似的概念有绩效期望 、 相对优势 、

工作匹配等 ［

２２
］

。

Ａｒｂｏｒｅ 等指出个体因功能需求 （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 ｌｎｅｅｄ ） 、体验需求 （ ｅｘ
ｐｅ

ｒ
ｉ
ｅｎｔｉａ ｌｎｅｅｄ）及象征需求 （ ｓｙｍｂｏ ｌ ｉｃ

ｎｅｅｄ ） 而使用系统 ， 并首次将
“

自 我认同
”

（ ｓｅ ｌｆ
－

ｉｄｅｎｔ ｉｔｙ ） 引人系统使用的研究中 ［

２

＇ 自我认同是象征

需求的
一

种形式 ，
分为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两个维度 。 个体认同强调 自我评价与提升 ， 而社会认同则

强调他人评价及群体关系 ，
与

“

形象
”“

社会地位
”

类似 。

Ｓｕｎ 等将社会影响归为外部动机 ， 指个体所处环境和群体对其行为的影响程度 ， 主要通过服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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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化及认同三种机制对行为构成影响
［

２ ４
］

。 尤其当系统使用处于被动状态时 ， 社会影响对员工行为 的影

响更为显著
［
２２

］

， 类似的概念有主观准则 、社会因 素 、社会压力等 。 同样 ， 归属动机 （ ａｆｆｉ ｌｉａｔｉｏｎ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

也是与社会交互紧密相关的
一

种外部动机 ， 强调群体交流 、 沟通及归属感 ， 由个体的关系需求和交互

需求所激发 ［
１ ３

］

。

此外 ， Ｄｅｃ ｉ 和 Ｒｙａｎ 根据 自我决定程度将外部动机分为外部调节 、 摄人调节 、 认同调节及整合调

节四种类型
［
１ ９

１

。 大量的实证研究已证明 ， 这四种外部动机是影响系统使用行为 （ 如系统持续采纳 、 创

新性使用 ） 的重要因素
［

１ ６ ’

２５
］

。

３
．
２ ．２ 内部动机

在早期的研究 中 ， 学者们对内部动机的理解主要停留在享乐有趣的层面 ，
感知有趣被看成是主要

的内部动机 ［

１ ９
］

。 随着研究的深入 ， 研究者们不断扩展 内部动机的范围 （ 表 ４ ）。

表 ４ 内部动机的具体类型

内部动机 定 义

感知有趣 （
快乐

、
乐趣

）
个体在系统使用中感到很开心 ，

有乐趣 ， 参 见文献
［

１ ９
］

沉浸
个体参与系统的一种内心融人感 ， 包括乐趣 、 控制感 、 内 心兴趣 、 好奇及任务挑战与个

体技能的匹配等感受 ， 参 见文献
［
２６

］

认知吸收
员工在使用某种技术时完全沉浸其中而感到的乐趣 ， 包括暂时失调 、 集 中沉浸 、 乐趣 、

控制及好奇 ５ 个维度 ， 参见文献
［

１ ２
］

焦虑 个体在 系统使用时的焦虑感及情绪上的紧张 ，
参见文献 ［

２４
］

丰富的内部动机 ，

参见文献
［
１ ８

］

成就动机 个体在系统使用中从解决难题或 目 标完成 中获得 的满足与快乐

学习动机 个体在系统使用中因学 习新知识或技能而获得满足与快乐

沉浸动机 当个体沉浸于系统中时获得的满足与快乐

内部动机的两种

形式 ， 参见文献

［
１ １

］

享乐型内部动机 个体在系统使用中追求 自主与能力的提升 ， 同时在 系统使用过程中感受到乐趣与满足感

规范型内部动机 个体在系统使用中追求 自我准则及价值观一致

注
：
本表为作者整理

Ｈｓｕ 和 Ｌｕ 指出 ， 沉浸 （ ｆｌｏｗ ） 是员工接触系统时的
一

种主观乐趣感及吸收体验 ， 可看成是个体的

内 心奖励 ， 属于较深层次的 内部动机
［

２ ６
］

。 Ｇｅｒｏｗ等认为 ， 认知吸收 （ ｃｏｇｎ
ｉｔｉｖｅａｂｓｏｒ

ｐｔ ｉｏｎ ） 是
一

种与 内

部动机相关的变量 ， 属于个体系统参与的
一

种认知状态
［

１２
］

。 认知吸收指员工在使用某种技术时完全沉

浸其中而感到的乐趣 ， 包括暂时失调 、 集中沉浸 、 乐趣 、 控制及好奇 ５ 个维度 。 Ｓｕｎ 等将焦虑归为 内

部动机 ， 从而开展了相应的实证研究 ［

２４
］

。 Ｋｅ 等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 ，
以往的研究对内部动机

的认知主要以享乐为导向 ， 忽视了组织制度的重要性
ｔ
ｎ

］

。 据此 ， 笔者提出 内部动机包括享乐型和规范

型两个维度。 其中
，
享乐型内部动机满足个体的能力 和 自主需求

， 强调系统使用带来的乐趣 、 自 主性

及能力 的提升 ，
与感知有趣类似

；
而规范型内部动机则满足个体相关性需求及价值观的认同 。 此外 ，

Ｌｉ 等也认为 ，
内部动机是一个多维度概念 ，

包含系统使用带来的成就感 、 满足感及融入感三方面 ［

３
］

。

据此 ， 笔者提出 内部动机包括成就动机 、 学习动机及沉浸动机三个维度 。 其中 ， 沉浸动机与感知有趣

相似 ，
强调系统参与带来的乐趣 ； 成就动机和学习 动机强调系统使用带来的成就感及知识与能力 的提

升 ，
与个体较高层次的需求有关。

３ ．２ ．３ 内外部动机之间的关系

目前 ， 学术界有关外部动机对内部动机的影响存在两种观点 。

一种观点认为 ， 外部动机会削弱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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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动机 。 因 内外部动机之间存在
“

挤出效应
”

（ ｃｒｏｗｄｉｎｇ
－ｏｕｔｅｆｆｅｃ ｔ ）

，
当外部动机增加时 ，

会在一定程

度上
“

挤压
”

内部动机 ［
２ ７

］

。 另
一

种观点则认为 ， 外部动机对内部动机有积极影响 。 当个体在工作过程

中得到
一

定反馈时 ， 与工作绩效相关的信息反馈会通过增加个体的内部控制 、 自我效能感及愉悦感 ，

激发其内部动机 ［
２ ８

］

。

有关内部动机对外部动机的影响 ， 学者们认为 内部动机对外部动机有促进作用 。 Ｆ ａｇａｎ 等指 出 ，

内部动机不仅可以直接激发外部动机 ，
也可以通过感知易用性间接作用于外部动机 ［

２ ９
］

；Ｇｅｒｏｗ 等的实

证研究也支持该观点 ， 即感知有趣是影响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重要因素 ， 同时 ， 感知易用对感

知有用也有一定的影响 ［

１ ２
］

。 值得注意的是 ， 感知易用性是
一

个动态结构 ， 在系统使用中起着复杂的作

用 ， 不能简单地将之归为外部动机或 内部动机 ［

１３
］

， 它是影响内外部动机的重要因素 ［

３
（
＞

］

， 同时也是连接

两者关系 的纽带 。

此外 ， 在
一

定的情境下 ， 夕卜部动机也可以转化为内部动机 。 Ｄｅｃ ｉ 和 Ｒ
ｙ
ａｎ 指 出 ， 个体在工作中存在

以下三种心理需求
：
自主需求

、 胜任需求和关系需求
［

１ ９
］

。 当员工的三种需求在工作中得到满足时 ， 外部

动机经过 内化过程 ，
转化为内部动机。 具体而言 ， 企业可通过工作挑战 、 适时的绩效反馈等来满足员工

的胜任需求 ；
通过支持员工的兴趣 、 提供必要的资源以及消除外界压力来满足其 自主需求

；

通过营造团

队工作的氛围 、
开放的沟通体系来满足其关系需求 ，

从而促进员工外部动机向 内部动机的转化 。

３ ． ３ 内外部动机的影响因素

文献研究表明
，
内外部动机的影响因素多种多样 ， 本文将其归为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两大类 。

３
．
３ ． １ 个体层面

作为系统的最终使用者 ， 个体差异会在
一

定程度上影响系统使用 的动机
［

２２
］

， 因此 ，
大多数学者从

员工角度展开 了研究 ， 主要涉及员工特征和员工感知两方面 。

员工特征主要包括员工具备的知识 、 技能 ， 个体的 ＩＴ创新倾向等 。 员工具备的知识 ，
可以细分为

过程知识 、 应用知识及背景知识三种类型 ［
３

＇ 对内外部动机均有积极的作用 ，
个体掌握的系统知识越

多 ， 对系统的认知越充分 ， 越能促进 内外部动机的产生 ［

２５ ’ ３ ２
］

。 Ｈｗａｎｇ 认为 ， 具有较高 ＩＴ 创新倾向的

员工
，
更喜欢探索且风险承受能力强 ， 对内外部动机有正 向的促进作用 ，

且随着用户经验的增加 ， 影

响更显著 ［

３ ３
］

。 此外 ， 人 口特征 （ 性别 、 年龄 、 教育程度等 ） 、 性格特征 （ 大五人格 ）

［

３４
］

、 个体形象
［

３ ５
］

、

个体对 ＩＴ 的信任 ［

３ ２
］

等对动机也有
一

定的影响 。

员工感知主要包括感知 自 主 、 感知组织支持 、 专业化和感知易用性等 。 感知 自主是影响个体动机

的关键 ，
主要通过满足员工的 自主性需求 ， 激发其动机 ［

２２
］

。 同时 ，
Ｌｅ ｅ 等的实证研究表明 ，

自主 、
关

系及能力对内部动机 （ 感知有趣 ） 和外部动机 （ 绩效期望 ） 均有
一

定的影响 ［
３６

］

。 感知组织支持指员工

感知组织对其物质和心理的支持 ， 是影响内部动机的重要因素
［

３ ７
］

，
如上级的鼓励与信任 、 团队的学习

氛围等可 以让员工感知心理归属感
［
３ ８

］

， 从而促进动机的产生 。 专业化 （ ｐ
ｒｏｆｅ ｓｓ ｉｏｎａ ｌ ｉｓｍ ） 指员工看待其

职业的方式 ， 包括公共服务 、 自我调节 、 领域感召力 、 专业 自主及专业认同五个维度 ， 它通过让员工

感知工作重要性和相关性 ， 促进内部动机的产生
［

３ ９
］

。 此外 ，
感知易用性也是影响外部动机 （ 感知有用

性 ） 和内部动机 （ 感知易用性 ） 的重要因素
［

３ ＜）

］

。

３ ． ３ ． ２ 组织层面

早期对动机影响因素 的研究主要停留在个体层面 ， 随着研究的深入 ，
有学者尝试从组织角度来找

寻影响员工动机的因素 。 通过文献梳理 ，
组织层面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有利条件 、 组织控制 、 授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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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社会网络关系等 。

有利条件指组织提供给员 工的
一

切便利条件 ， 如充足的资源 、 适时的反馈 、 管理层支持等 。 它通

过影响 员工的 自主性及心理支持感 ， 进而影响其动机
［
２ ２

］

。 特别的 ， 组织提供的 自主性工作设计能有效

激发员 工的享乐型 内 部动机
［

１ １

］

；
相反 ，

组织控制则通过一系列 的规则限定员工的 自 主性
，
降低员工与

组织之间 的信任感 ， 削弱其动机［

４ ＜３
］

。 授权 ， 包括权利 、 意义 、 自 主及影响四个维度 ， 在动机的激发过

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４ １

］

。 被授权的员工会感知权利赋予 、 工作意义 、 自主决策及个人影响力
， 对动

机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 Ｍａｍｐ
ｉｎｇ 和 Ｍａｇｎ ｉ

［

１（

＾跨层研究证实 ， 当个体所属团队被充分授权时 ，
会有效

激发个体对系统的持续探索意图和持续探索期望 。

社会网络关系也是影响员工动机的关键因素 。

一

方面 ， 社会网络关系直接影响个体行为 、 态度及

意图 ； 另
一

方面 ， 社会网络关系通过影响员工间沟通和合作关系 ， 从而对员工探索系统的动机产生影

响
［

４２
］

。 Ｓｙｋｅｓ 指出 ， 同事建议关系 （ ｐｅｅｒａｄｖ ｉｃｅｔｉｅ ） 能促进员工间的知识交流和分享 ， 进而对员工的动

机及系统行为 （ 创新性使用 、 整合使用等 ） 产生积极影响 ［

４３
］

。 同时 ， Ｋｅ等也指 出 ， 组织可通过社交策

略满足员工的相关性需求 ， 激发其规范型内部动机 ［

｜ １

］

。 组织社交策略指组织在运营活动中体现出 的 目

标 、 行事风格及价值观。 当员工认可企业的社交策略时 ， 会形成与组织间的联系纽带 ， 从而促进规范

型内部动机的产生 。 此外 ， 组织层面的分配公平性对内部动机［
３ ７

］

， 社会影响 、 社交准则等对感知有用

也存在
一定的影响 ［

３５
］

。

４ 内夕 卜部动机与创新性使用

内外部动机与创新性使用之间的关系
一

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 基于文献梳理 ， 本文将从直接影

响与间接影响两个方面来阐述 内外部动机与创新性使用之间的关系机制 。

４
．
１ 内外部动机对创新性使用的直接影响

４ ． １ ． １ 外部动机与创新性使用

关于外部动机对创新性使用的影响 ， 目前学术界有两种不同 的观点 。

一种观点认为
，
外部动机对

创新性使用不能产生直接影响 。 其理论依据是 ： 创新性使用是员工的 自愿行为 ， 需要较高的 自主性与

动力 ， 而外部动机聚焦于有形的物质结果 ， 会给员 工带来
一

定的压力 ， 从而阻碍创新行为 的产生
［
４４

］

。

Ｌｉ 等基于中国情境展开了外部动机 （ 感知有用性 ） 对常规性使用及创新性使用影响机制的研究 ，
实证

结果显示 ， 感知有用性对常规性使用有正向 的促进作用 ，
Ｘｆ创新性使用没有显著影响 ［

３
］

。

另一种观点认为 ， 外部动机对创新性使用有直接影响 。 其研究依据是 ： 在系统采纳后阶段 ，
当员

工想提高工作绩效 ， 得到高水平的物质报酬 ，
提升群体形象或地位时 ， 受外部动机的激发 ， 也会创新

性地使用系统来达成 目标 ［
４５

】

。 诸多实证研究证实了这
一

点 。 Ｍａｇｎｉ 等从动态视角出发 ， 研究了效用因

素 （ 绩效期望 、 形象提升 ） 对员工系统探索的影响 ［

１ ４
］

。 经过近一年的追踪研究后发现 ， 绩效期望和形

象提升均能正向促进员工对系统的探索
，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 影响作用会逐渐增强 。 Ｋｅ 和 Ｚｈａｎｇ 研究

了外在调节 、 内摄调节 、 认同调节及整合调节对员工参与 ＯＳＳ 软件开发的影响机制 ［

１ ６
］

。 结果表 明 ， 内

摄调节 、 认同调节及整合调节是影响员工参与软件开发的重要因素 。 尤其是 ， 当开发过程充分满足员
工的 自主 、 能力及社交需求时

，
外部动机的影响作用会更显著 。 此外 ，

Ｋｏｏ 和 Ｃｈｕｎｇ 在研究这 四种外

部动机对新型节能 系统创新性使用的影响作用后 ， 也得到 了相同的结论 ［

２ 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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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１ ． ２ 内部动机与创新性使用

根据创新理论 （ ｃｒｅａ ｔｉｖｉ 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
［
８
］

， 内部动机是影响创新行为的关键 。 因此 ， 在 息系统领域 ，

学者们普遍认为内部动机是影响创新性使用的重要因素 。 Ｍ ａｇｎ ｉ 等认为 ， 认知 吸收可通过激发员工对

系统的认同感及参与感 ，
促进系统的创新性使用

［

１ ４
］

。 Ｋｅ 等研究了享乐型及规范型内部动机与系统探索

之间 的关系
［

１ １
］

。 结果表明 ， 享乐型内部动机能让员工感知系统融入感和乐趣 ， 规范型内部动机让员工

感知 自 我价值及组织归属感 ，
二者均对系统探索有正向 的影响 。 尽管学术界普遍认同 内部动机对创新

性使用有直接的影响 ，
但 Ｌｉ 等的研究结果却表明 ， 并非所有的内部动机都对创新性使用有显著的作用

［

３
］

。

他们基于 中国情境展开了学习动机 、 成就动机及沉浸动机与创新性使用的关系研究 ， 实证结果表明 ， 只

有学习动机和沉浸动机与创新性使用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 成就动机与之关系并不显著 。

４ ．２ 内外部动机对创新性使用的 间接作用

为了深入理解 内外部动机与创新性使用的作用机制 ， 打开二者之间关系的黑箱 ，
近年来 ， 学者们

进行了更加深人的研究 。 Ｋｅ 和 Ｗｅ ｉ认为
，
以往的研究在分析内部动机对创新性使用的影响时 ， 只是单

纯地分析两者之间是否有关系 ， 而忽视了 内部动机与其他变量
一起共同对创新性使用的影响

［

９
］

。 创新

成分理论 （ ｃｏｍｐ
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ｔｈｅｏ ｒｙ

ｏ ｆ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认为 ， 动机是影响创新行为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 ， 员工

参与也会对创新行为带来影响
［

４４
］

。 基于此 ， 他们引入心理授权 （ ｐ 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ｍｐ
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 ， 具体包

括意义 、 自 我效能感 、 自 我决定以及影响 四个维度 ， 深人探讨了心理授权和 内部动机对创新性使用 的

共同影响 ， 结果表明 ，
内部动机和心理授权均能促进创新性使用 ，

而且心理授权在内部动机与创新性

使用之间起着正向 的调节作用 。 Ｗａｎｇ 和 Ｈ ｓ ｉｅｈ 基于象征采纳理论 ，
研究了感知有用性 、 象征采纳以及

拓展使用三者之间的联系
ｔ

６
］

。 其中 ， 象征采纳是反映用户对技术的精神评估 ，
认为技术有用性的

一

种

最高的动机状态 ， 包括精神接受 、 使用承诺 、 效果价值以及较高热情四个维度
［

４４
］

， 反映了员工在强制

状态中对系统的认可与接收程度 。 他们认为 ， 当员工感知系统有用时 ， 会加强其象征采纳行为 ， 从而

促进拓展使用行为的发展 ， 实证结果表明 ， 感知有用性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拓展使用 ，
也可 以通过象

征采纳间接作用于拓展使用 。

同时 ，
有学者进一步引入调节变量来优化理论分析框架 。 Ｌ ｉ 等认为 ，

个体 ＩＴ 创新倾向在两者关系

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 具有较高 ＩＴ 创新倾向 的员工 ， 因较高的 自 我效能感及风险承受能力 ，
不仅会

积极地探索系统 ， 而且会加强动机对创新性使用的影响
［

３
］

。 Ｍａｇｎｉ 等从动态的视角 出发 ， 研究随着系统

采纳时间增加 、 员工经验的积累 ， 享乐 因素和效用 因素对创新性使用的影响趋势
［

１４
］

。 结果表明 ， 随着

时间 的推移 ， 人与系统的交互增加 ， 系统使用会变得常规化和 自 动化 ， 效用 因素的影响逐渐增强 ， 而

享乐 因素则不断减弱 。

此外 ，
系统本身在内外部动机与创新性使用之间所起的调节作用不可忽视 。 Ｗｕ 和 Ｌｕ指出 ， 对于

不同 的系统 （ 娱乐系统 、 效用系统及两者混合的系统 ） ， 内外部动机对系统使用的影响是不同的 ： 效用

系统正向调节外部动机与系统使用之间的关系 ， 而娱乐及两者混合系统则正向调节内部动机与系统使

用之间的关系 ［

１ ３
］

〇 同样 ，
Ｈ ｓｕ 和 Ｌｕ 也认为感知有用性仅对绩效系统的使用产生影响 ， 对娱乐系统却没

有作用
［
２ ６

］

。 然而 ， Ｇｅｒｏｗ 等得出不同 的结论 ， 他们发现 ，
内部动机与效用系统 ， 外部动机与娱乐系统

也存在
一定的联系 ［

１２
］

。

从上述文献回顾可以看 出 ， 直接影响主要着眼于 内外部动机是否对创新性使用有促进作用 ， 间接

影响侧重于挖掘内外部动机与其他因素
一

起对创新性使用 的影响及调节效应 。 从现有研究看来 ，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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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关于外部动机是否对创新性使用有直接影响还存在一定的分歧和争议 。 此外 ， 尽管学者们普遍认为

内部动机对创新性使用有正向影响 ， 但并非所有的内部动机均对其有显著作用 。 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

步的理论探讨及实证检验 。

５ 未来硏究展望

基于对现有文献的回顾 ， 本文梳理了 内外部动机视角下创新性使用现有的研究成果 （ 图 １ ） ， 并从

研究主题 、 研究方法及研究情境三个方面提出 了未来研究的展望 。

影响因素内外动机的关系及转化结果变量

图 １ 内外部动机视角下创新性使用研究框架

第
一

， 研究主题 。 其
一

， 重视外部动机与内部动机之间的转化机制 。 在信息系统领域 ， 少有学者

研究 内外部动机之间的关系及转化机制 ， 未来的研究应该探索外部动机转化成 内部动机的条件和环境 ，

为深人理解二者的关系做好必要准备 。 其二
， 进
一

步明 晰内外部动机对创新性使用的影响 。 现有研究

证明 内外部动机对创新性使用有积极影响 ，
但并未深人探讨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的 ， 且学者们有关外

部动机对创新性使用是否存在直接影响 ， 并没有达成一致见解 。 多数研究结果表明
，
内部动机对创新

性使用有正向 的促进作用 ， 但并不是内部动机的各个维度均对其有显著影响
［
３

］

。 有鉴于此 ， 未来的研

究应针对该类问题进行深入探究 。

第二 ， 研究方法 。 其
一

， 丰富研究方法 ６ 目前有关该主题的研究大多数为实证研究 ， 问卷法和实

地调研法居多 。 研究者通过实地调研可亲临现场 ， 观察事物的发展过程 、 捕获一些隐含信息
；
问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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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以通过大量可量化的数据来获得精准的信息 。 但这两种方法仍存在一定的缺陷 ， 问卷调查主要通

过被试的主观回答收集数据
，
无法避免测量误差 ； 而实地调研则可能出现

“

霍桑效应
”

， 造成研究结果

不准确 。 有鉴于此 ，
未来的研究应结合其他的研究方法 ， 如深入的案例研究或增加客观数据 ， 弥补现

有研究的不足 。 其二 ，
加强纵向研究 。 现有研究大多从静态假设出发 ， 忽视了动态变化的过程 。 事实

上
，
关于影响 、 发展过程等研究都涉及时间维度 ， 为了更好地明晰内外部动机对创新性使用的影响 ，

未来的研究应采用纵 向研究方法 ， 在不同 的时点对变量进行测量。 例如 ， 随着系统采纳时间的推移 ，

创新性使用随着时 间变化呈现出何种变化形态 ？ 内外部动机随时间的推移对创新性使用的影响是增强

还是减弱 ？ 这些问题都值得深人探究 。 其三 ， 大数据研究方法的应用 。 近年来
，
大数据研究方法逐渐

应用于各个领域 ， 未来研究者们可运用大数据方法研究员工的创新性使用 ， 以 丰富现有研究成果 。

第三
， 研究情境 。 现有研究大多基于西方情境 ， 中 国情境下 的研究相对匮乏 。 未来的研究应开发

适合于中 国情境的创新性使用量表 ， 加强 中国本土化的实证研究 。 在样本的选择上充分考虑 中 国产业

结构的变化 ，
以更好地研究企业信息系统的创新性使用 。 在 中 国 ，

随着互联网 、 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

展
， 催生了诸多新型信息系统 ， 如移动端办公系统 （ 阿里的钉钉 、 企业版微信 ） 等 ， 这为创新性使用

提供了更广 阔的研究方向 。 因此
，
未来研究应紧跟时代和环境发展的脚步 ，

为 中 国的企业提供实践指

导和启发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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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ｎｑｕ ｉｒｙ ，２ ００ ０ ，１ １（ ４ ） ：２２ ７

－

２ ６ ８ ．

［
２ ０

］ ＤａｖｉｓＦＤ
， Ｂａｇｏｚ ｚｉＲ Ｐ

， Ｗａｒ ｓｈａｗ ＰＲ ．Ｅｘ ｔｒｉｎｓ ｉｃ ａ ｎｄ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ｍｏ ｔ
ｉｖａｔ

ｉｏｎ ｔｏ ｕｓｅｃｏｍ
ｐ
ｕｔｅｒ ｓｉｎ ｔｈｅｗｏｒｋｐ ｌａｃ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Ａｐｐ ｌｉｅｄ Ｓｏ ｃ 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
ｇｙ ，２００６ ，２２ （ １４

）
： １ １ １ １

－

１ １３ ２ ．

［
２ １

］
ＹｅｈＲＫＪ

，Ｔｅｎｇ Ｊ ＴＣ ． Ｅｘ ｔｅｎｄｅｄ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ｉｓ 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 ｅｒ ｃｅｉｖｅｄｕ ｓｅ ｆｕｌｎｅｓ ｓ ：ｅｍｐ ｉ ｒｉｃａｌ ｔｅ ｓｔ ｉｎ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 ｔｏｆｉｎｆｏｒｍ ａｔｉ 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ｕｓ ｅｃｏｎｔ ｉｎｕａｎｃｅ
［
Ｊ

］
．Ｂｅｈａｖ ｉｏｕ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 ｏｎＴｅｃ ｈｎｏ ｌｏｇｙ ，２０ １ ２

，３ １（ ５） ：５２ ５
－

５ ４０ ．

［
２２

］ 
Ｖｅｎｋａｔｅ ｓｈ Ｖ

，Ｍｏｒｒｉ ｓＭＧ
，Ｄａｖｉ ｓＧＢ

，ｅ ｔ ａｌ
．Ｕｓｅｒ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

ｇｙ 

： ｔｏｗａｒｄａｕｎ ｉ ｆｉｅ ｄｖ ｉｅｗ
［
Ｊ

］
． ＭＩ 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ｌｙ ，２００３ ，２７（ ３） ：４２５－

４７８ ．

［
２３

］ 
Ａｒｂｏ ｒｅ Ａ

，Ｓｏ ｓｃ ｉａ
 Ｉ ，Ｂａ

ｇ
ｏｚｚｉ Ｒ Ｐ ．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 ｓ ｉｇｎａｌ ｉｎｇ

ｉｄｅｎｔｉ 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ｄｏｐ ｔｉ 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 ｏｎａｌ ｔｅ ｃｈｎｏ ｌｏｇｉｅ 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 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 ｉａｔｉｏｎｆｏ ｒＩｎｆｏｎｎａｔ 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 １ ４

，１５ （ ２ ） ：８ ６
－

１ １ ０ ．

［
２４ ］ＳｕｎＪ Ｙ

，
ＨａｎＳＨ

，
ＨｕａｎｇＷ． Ｔｈｅｒｏ ｌｅ ｓｏｆｉｎｔｒ ｉｎｓ ｉ ｃｍｏｔ ｉｖａｔｏｒｓａｎｄ ｅｘ ｔｒｉｎｓ ｉｃｍｏ ｔｉｖａｔｏ ｒｓ ｉｎ

ｐｒｏｍｏ ｔｉ ｎ
ｇ 

ｅ
－

ｌ ｅａｍ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 ｌａｃｅ ：ａｃａｓ ｅｆｒｏｍＫｏｒｅａ
［
Ｊ

］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 ｉｏ ｒ
，２０ １２

，２ ８（ ３ ） ：９４２
－

９５ ０ ．

［
２５

］ＫｏｏＣ
，Ｃｈｕｎｇ

Ｎ ．Ｅｘａｍｉｎ ｉｎｇ 
ｔｈｅｅｃｏ

－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
ｇ

ｉ ｃ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 ｓｍ ａｒｔ
ｇ

ｒｅｅｎ
ＩＴ ａｄｏｐ 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 ｒ

：ａｓ ｅｌｆ
－ ｄｅｔｅｒｍ

ｉ
ｎａｔ ｉｏｎ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Ｊ ］

．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
ｇ

ｉｃａｌ Ｆｏ ｒｅｃ ａｓｔｉｎｇ 
＆Ｓｏ ｃ ｉ ａｌＣｈａｎｇｅ ，２ ０ １ ４

，８８ ： １４０
－

１５ ５ ．

［
２ ６

］ ＨｓｕＣＬ ，ＬｕＨ Ｐ ．Ｗｈ
ｙ
ｄｏ

ｐ
ｅｏ

ｐ
ｌ ｅ

ｐ
ｌａｙｏｎ

－

ｌ ｉｎｅ
ｇａｍｅｓ ？ Ａｎ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ＴＡＭｗｉ ｔｈｓｏｃｉａ 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ｆｌｏｗｅｘｐｅｒ

ｉ ｅｎｃｅ
［
Ｊ ］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 ｔ
，２００４ ，４ １（ ７ ） ：８ ５３

－

８６８ ．

［
２７

］
ＯｓｔｅｒｌｏｈＢＭ

，Ｆｒｅ
ｙ ＢＳ ． Ｍｏｔ ｉｖａｔｉｏｎ

，
ｋｎｏｗｌ

ｅ ｄ
ｇ
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
ａｎｄｏｒ

ｇ
ａｎ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ｍ ｓ

［
Ｊ

］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２ ０ ００

，

１ １（ ５ ） ：５３ ８
－

５５０ ．

［
２ ８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ＪＡ
，ＨａｒｍＩＨ

，Ｓ 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ＳＡ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ｎｇ
ｔｈｅｍｏ 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ｐａｒｔ ｉｃｉｐ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ｏｆｏｐｅｎｓ ｏｕｒｃ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ｄｅｖｅ
ｌ
ｏ
ｐ
ｅｒｓ ：ａｌｏｎｇｉ 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 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ａ
ｐ
ａｃ ｈｅ

ｐｒｏ
ｊ
ｅｃｔｓ

［
Ｊ］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 ｔ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２ ０ １ ０

，５２（ ７） ：９８４
－

９ ９９ ．

［
２９

］ＦａｇａｎＭＨ
，Ｎｅｉｌ ｌＳ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 ＢＲ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
ｇ 

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ｔｉ ｏｎ ｔｏｕｓ 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 ：ａｎ ｅｍｐ ｉｒｉ 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 ｉ

ｇ
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ｌ ｅ ｏｆ

ｉｎ ｔｒｉｎｓｉｃｍｏ ｔｉｖａｔ ｉｏｎ
，
ｅｘ ｔｒｉｎ ｓ ｉｃ ｍｏ ｔｉｖａｔ ｉ ｏｎ

， 
ａｎｄ

ｐｅｒ ｃｅｉｖｅ ｄ
ｅａ ｓｅｏｆ ｕｓ 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 ｉ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ｓ

， 
２００８

，

４８（ ３ ） ：３ １
－

３ ７ ．

［３０ ］Ａｇｒｉｆｏｇ ｌｉ ｏＲ ，Ｂ ｌａｃｋＳ
，
Ｍｅ ｔａｌｌ ｏＣ ，ｅ ｔ ａｌ

． Ｅｘｔｒｉｎｓ ｉｃｖｅｒｓｕｓ ｉｎｔｒｉｎｓ ｉｃ ｍｏ ｔｉｖａｔｉ ｏｎ ｉｎｃｏｎ ｔ ｉｎｕｅｄ Ｔｗｉｔｔｅｒｕｓａｇｅ［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 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ｓ
，２ ０ １ ２

，
５３（ １ ） ：３ ３

－

４ １ ．

［
３ １

］ Ｒｕｉ Ｓ
，
Ｇｏ ｏｄｈｕｅ 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

ｇ 
ｅｘｐ ｌｏ ｒａｔｏｒｙ

ｕｓ ｅｏ ｆＥＲＰＳｙｓｔｅｍ ｓｆＣ
］

．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 ｓ
，

２００３ ．

［
３２

］
Ａｂｄｕ ｌ

ｊ
ａｌ ｉｌＫ

，Ｚａｉｎｕｄｄ ｉｎ
Ｙ．Ｉｎｔｒｉｎｓ ｉｃ ａｎｄ ｅｘ ｔｒ ｉｎｓ

ｉ
ｃｍｏｔｉｖａｔ ｉｏｎａｓ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ｆａｃｔｏ ｒｓ ｔｏｗａｒ ｄｓａｄｏｐｔ ｉ ｏｎ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 ｔ 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 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 ＡＩ Ｓ ） ｉｎＬｉｂｙａｎＳＭＥｓ
［
Ｊ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ｃａｄｅｍｉ ｃＲｅｓ 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ｎｇＦｉｎａｎ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

，
２０ １ ５ ，５ （ １ ） ：１ ６ １

－

１７ ０ ．

［
３ ３

］ Ｈｗａｎｇ
Ｙ． Ｕｓ ｅｒ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 ｉｖｅｎｅｓ ｓ ：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
ｏｎｔｈｅｅｎｔｅｒ

ｐ
ｒｉｓ ｅ ｒｅｓ ｏｕｒｃｅ

ｐ
ｌａｎｎｉｎ

ｇ 
ｓｙｓ ｔｅｍ ｓ

［
Ｊ
］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ｉｎＨｕｍ ａｎＢｅｈａｖ ｉｏ ｒ
，
２０ １４

，３ ４（ ５ ） ：２２７－

２３４ ．

［
３４

］ Ｓ
ｈｒｏｐｓｈｉ ｒｅＪ

，
Ｗａｒｋｅｎｔ

ｉ
ｎ

Ｍ
，
Ｓｈａｒｍ ａ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ｔｙ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ｉｎ ｔｅｎｔ ｉｏｎｓ ：ｐｒｅｄｉ ｃｔｉｎｇ
ｉｎ ｉｔｉａｌａｄｏ

ｐ
ｔ ｉｏｎｏｆ ｉ

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

ｓ ｅｃｕｒｉ ｔ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Ｊ］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Ｓｅｃｕｒ ｉｔｙ ， ２０ １５
，４９ ：１ ７７

－

１９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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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５

］ Ｖｅｎｋａｔｅｓｈ Ｖ ， 
ＢａｌａＨ ．Ｔｅｃｈｎｏ ｌ ｏｇｙ 

ａｃｃ ｅｐｔａｎｃ ｅｍｏ ｄｅ ｌ３ａｎｄａ ｒｅｓ ｅａｒｃｈ ａｇｅｎｄａｏ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 ｔｉ ｏｎｓ ［Ｊ］
．Ｄｅｃ ｉ ｓ ｉｏｎ Ｓｃ ｉｅｎｃｅｓ ， ２００８ ，

３９（ ２ ）
：
２ ７３

－

３ １ ５ ．

［
３ ６

］ 
Ｌｅｅ 

Ｙ
， Ｌ ｅｅ Ｊ

，
Ｈｗａｎ

ｇ
Ｙ．Ｒｅ ｌ ａｔ ｉｎ

ｇ 
ｍｏ ｔ

ｉｖａｔｉ ｏｎ ｔｏ ｉ
ｎｆｏｒｍ 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

ｇｙ
ａｃｃｅ

ｐ
ｔａｎｃｅ


；ｓ ｅ ｌ ｆ

－ｄｅｔｅ 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Ｊ］ ．Ｃｏｍｐｕ ｔｅｒ ｓｉｎＨ ｕｍａｎ Ｂｅｈ ａｖ ｉｏｒ ，
２０ １ ５

，
５ １（

ＰＡ
） ：４ １

８
－

４２ ８ ．

［
３ ７

］ 
Ｍ

ｉｔ ｃｈｅｌ ｌＪ Ｉ ，Ｇａ
ｇ
ｎｅＭ ，Ｂ ｅａｕｄｒｙ 

Ａ ， ｅ ｔａｌ
． Ｔｈ ｅ ｒｏｌ ｅ ｏｆ

ｐ
ｅｒｃｅ ｉｖｅｄｏｒ

ｇ
ａｎｉｚ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ｄ ｉ ｓｔｒ ｉｂｕｔ ｉｖｅ

 ｊ
ｕ ｓ ｔ ｉｃｅａｎｄ ｍｏ ｔ 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 ｎｒ ｅａ ｃ ｔ
ｉ ｏｎｓ ｔｏ ｎｅｗ ｉ ｎｆｏ ｒｍａｔ ｉｏｎｔ ｅｃｈｎｏ ｌ ｏ

ｇｙ ［
Ｊ

］
．Ｃｏｍｐｕ

ｔｅｒｓ ｉｎ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 ｉｏ ｒ ，２０ １ ２ ，２８（ ２） ：７２ ９
－

７３ ８ ．

［
３ ８

］ Ｍ ａｒｕ
ｐ

ｉｎ
ｇＬＭ ， Ｍａ

ｇ
ｎｉＭ ． Ｗｈａｔ

Ｊ

ｓ ｔｈ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ｌ ｉｋ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 ｔｏｆ  ｔｅ ａｍ ｌｅａｒｎｉｎ
ｇ 

ｃ ｌ ｉｍ ａｔｅ ，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ｃ ｌｉｍａｔｅ

， 
ａｎｄ

ｇ
ｅｎｄ ｅｒ

ｏ ｎ ｉｎｄ ｉｖ ｉ ｄｕａｌ ｓ

＇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 ｇｙｅ
ｘ
ｐ

ｌｏ ｒ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ｕｓｅ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
Ｍａｎａ

ｇ
ｅｍｅｎ 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 ｓｔｅｍ ｓ

，２ ０ １２ ，２９ （１ ） ：７ ９－

１ １ ４ ．

［
３９

］Ｄ ｉｎ
ｇ
ｅｒＭ

，
Ｔｈａｔｃｈｅｒ ＪＢ ， Ｔｒｅａ ｄｗａｙ

Ｄ
，ｅｔ ａｌ ． Ｄｏ ｅｓ

ｐｒｏ ｆｅｓ ｓｉ ｏｎａｌ ｉｓｍｍ ａｔ 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ｉｔ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Ａｎｅｍｐ ｉ ｒｉｃａ 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 ｉ ｏｎ ｏｆ

ｉ ｔ
ｐ

ｒｏ ｆｅｓｓ ｉｏｎａｌ 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ｔｈｅ Ａ ｓ ｓｏ ｃ ｉ ａｔｉ ｏｎ ｆｏ 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 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ｓ
，
２０ １ ５

，
１ ６（ ４ ） ：２８ １

－

３ １ ３ ．

［
４０ ］ＭａａｓＪ Ｂ

，Ｆｅｎｅ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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