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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暨 南 大 学 管 理 学 院 ， 广 东 广 州 ５ １ ０ ６３ ２ ）

摘 要 随着企 业信息系统在 组织 管理过程 中 的广 泛应用 ， 如何 帮助企业 实现绩效 提升 已 成为学术 界

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 焦点 。 本文从企业 资源计划 （
Ｅｎｔ ｅｒ

ｐ
ｒ ｉｓ ｅＲｅ ｓ ｏｕ ｒｃｅＨａ ｉｍ ｉｎｇ ｉ

ＥＲＰ ） 系统 、客 户 关 系管理

（ Ｃｕ ｓ ｔｏｍｅｒＲ ｅ ｌａｔ ｉ ｏｎｓｈ ｉ

ｐ
Ｍａｎａ

ｇ
ｅｍｅｎ ｔ

，
ＣＲＭ ）

罕统
、供应链管理 （ Ｓｕ ｐｐ ｌｙＣｈａ ｉ ｎＭａｎ ａ

ｇ
ｅｍｅｎｔ

， ＳＣＭ ） 系统和知识

管理 （Ｋｎｏｗ ｌｅｄ
ｇ
ｅ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 ｔ
，
ＫＭ

）系 统四个方 面对企业信 息 系统影 响 企业绩效 的相 关文 献进 行梳理与 回

顾 ，评析了该领域现有 研究的不 足 ，并提 出对未来研究方向 的 展望 。

关键词ＥＲＰ 系统 ， ＳＣＭ 系统 ， ＣＲＭ 系 统 ，ＫＭ 系统 ， 企业绩 效

中 图分类号 Ｆ ２７ ２

１ 引言

企业信息系统的实施能否为企业带来商业价值
一直备受关注 。 企业希望通过实施信息系统达到

优化资源配置 、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组织运营效率 的 目 的 。 为 了使企业信息系统充分发挥作用 ，企业

除购置大量的硬件和软件之外 ，还需投入相应的资源对业务流程进行改造 ， 因此企业信息 系统的实施

是一项高风险且极为复杂的工作 。 尽管企业对信息系统倾注 了大量心血 ，信息系统
“

买而不用
”

或
“

用

而不能尽其能
”

的现象却非常普遍 ，这令企业界人士极为 困惑 。

人们通常认为 ，企业信息 系统采纳直接影响企业绩效 的提升 ，但是企业信息 系统采纳后的使用行

为如何转化为企业绩效 尚不得而知 。 Ｖｅｎｋａ ｔ ｅｓ ｈ ，Ｍｏｒｒ ｉ ｓ ， Ｄ ａｖｉ ｓ 和 Ｄ ａｖ ｉｓ
［

１

］ 明确指 出 ，系统使用与绩效

之间 的关系还缺乏理论支撑 ， 急需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 。 近年来 ，学者们开始从企业信息系统采纳转

向企业信息系统绩效方面的研究 。 目前 ， 常用 的企业信息系 统主要有四种 ： 企业资源计划 系统 （ ＥＲＰ

系统 ） 、客 户关系管理系统 （ ＣＲＭ 系统 ） 、供应链管理 系统 （ ＳＣＭ 系统 ） 以及知识管理系统系统 （ ＫＭ 系

统 ）等
［ ２ ］

（见图 １ ） ， 每一种企业信息系统都集成了相关功能和业务流程 以提升企业绩效 。 其 中 ， ＥＲＰ

系统通过互联网集成企业 内部的信息孤岛 ，改善 了企业 内部业务流程的管理 。 信息技术时代 ，企业与

供应商 、企业与 客户之间 的业务协 同也尤为重要 ， ＳＣＭ 系统和 ＣＲＭ 系统则在供应链 的上下游进行延

伸 ，捕捉顾客的实际需求 ，
根据订单生产配送 ，提高 了运 营效率 、 降低生产成本 。 ＫＭ 系 统将企业 内 部

有价值的经验成果进行分类存储 和共享 ， 为企业 内 外部业务流程及其他信息系统 的有效运行提供支

持 。 由 于企业信息系统实施环境复杂多变 ， 目前该领域的相关研究还相对分散 ， 缺乏统一 的认识 。 本

文分别从不同研究视角 对 ＥＲＰ 系 统 、
ＣＲＭ 系 统 、

ＳＣＭ 系统和 ＫＭ 系 统的实施如何影响企业绩效进

行了全面 回顾 ，并据此组织全文架构 ， 以 明晰 国 内外研究的发展现状 ，为进一步探索厘清方 向 。

＊ 基金项 目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７ １ ２ ７ １ １ ０ ２ ）
、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 暨南远航计 划 ） （ １ ２ ＪＮＹＨ ０ ０５ ） 。

通信作者 ： 王玮 ，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 ， 教授 、博士生导师 。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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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四 大企业信息系 统之间 的 关系

２ 研究方法与设计

２ ． １ 文献检索

为 了 系统分析企业信息系统实施与企业绩效的关 系 ，确保检索文献 的客观性和完整性 ，本文主要

通过 以下三种途径进行文献的选择 ：

（ １ ） 数据库检索 。 本 文从ＥＢＳＣＯ 、ＷｅｂｏｆＳｃ ｉ ｅｎｃ ｅ 、
Ｅｍｅ ｒａ ｌｄ 、 Ｓｃ ｉ ｅｎｃｅＤｉ ｒｅｃｔ 、

Ｔ ａｙ
ｌｏｒ＆ ？Ｆ ｒａｎ ｃ ｉｓ

Ｏｎｌ
ｉｎｅ 这五个外文期刊数据库和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ＣＮＫＩ 中查找题 目 、摘要或关键词包含

“

企

业信息 系统绩效＇
“

ＥＲＰ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ＳＣ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

“

Ｃ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和
“

ＫＭｐ
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的

文献 ，并建立我们的初始数据库 。

（ ２ ） 关键期刊 查 询 ａ 为 保证 被检 索 文献 的 代 表性 ， 本文 作 者在 Ｍ ＩＳＱｕａｒｔ ｅｒ ｌ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 ｉｏｎ

Ｓｙｓ ｔ ｅｍ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 Ｊｏ ｕ ｒｎａ ｌｏｆＭａｎａｇ ｅｍ ｅｎ ｔ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 ｎＳｙｓ ｔ ｅｍ ，Ａ ｃａｄｅｍｙｏ ｆＭ ａｎａｇｅｍｅｎ ｔＪ ｏｕ ｒｎａ ｌｆＯ

Ｊ
ｏ ｕｒｎａ ｌｏｆＭａｒｋｅ ｔｉｎｇ 等国际权威刊物 以及 《管理世界 》 、 《南开管理评论 》 、 《外 国经济与管理 》等国 内期

刊上分别 以 ＥＲＰ 绩效 、
ＳＣＭ 绩效 、

ＣＲＭ 绩效 、
ＫＭ 绩效以及 ＥＲＰｐ ｅ 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 ｅ 、

ＳＣＭｐ ｅ ｒｆｏ ｒｍａｎｃｅ 、

ＣＲＭ
ｐ 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 ｅ 、

ＫＭ
ｐ ｅｒｆｏ ｒｍａｎｃ ｅ 为关键词进行查 询 。

査询结果表明 ， 本文的 初始数据库 已 基本

纳入了这些代表性期刊 中 的相关文献 。

（ ３ ） 重点研究人员关注 。 国外学者
＂

＇／６ １１１？＾８
１
１
、０ ＆ １ ： １

；

丨
１
４６１

＞

、０００￡〇１１１ ６ 、 出 丨６１１ 和 １＾ 等以及 国 内学者

毛基业 、黄丽华 、左美云 、庄贵军等的研究成果是本文文献搜集的重要来源 ，作者通过收集他们所发表

的一些相关文献对本文的文献数据库进行完善 。

２ ． ２ 文献分析

２０１ ３ 年 ７ 月 中旬完成上述文献检索工作 ，共检索到 １４ ８ 篇相关文献 。 为 了 防止遗漏重要文献 ，作

者对代表性 的文献进行反复查询 ，并追溯文献后面所列 的 参考文献 ， 以进一步扩大检索范围 ， 获得更

好的检索效果 。 然后我们仔细阅读每篇文献的摘要和主要 内容 ，排除与本文研究主题与 内容不相关

以及发表时间早于 １ ９ ９ ７ 年 的文献 。 ２０１ ３ 年 ７ 月 底分析过程完成 ，共纳人 ６ ７ 篇参考文献 ，其中 国 内期

刊论文 ２ 篇 ， 国外期刊 ６ ５ 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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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ＥＲ Ｐ 系统与企业绩效

ＥＲＰ 系统又称企业 系统 （ ｅｎｔ ｅ ｒｐｒ ｉ ｓ ｅｓｙｓ ｔ ｅｍ ） ，它从不 同 的业务流程 （ 如制造和生产 、财‘和会计 、

销售和营销 以及人力资源 ） 中收集数据 ， 并将这些数据汇集到
一

个 中 央数据库 中
［
２
］

。 由 此 ，原本分散

在不同系统中的数据能被企业的各个职能部门所共享 ，并使部门协作更密切 。 关于 ＥＲＰ 系 统对企业

绩效 的影响 ，现有研究重点关注财务绩效和运营绩效两个方面 ，如表 １ 所示 。

表 １ＥＲＰ 系统的 实施效果

层 面影 响研 究 方 法作者 （ 年份 ）

事件研究法Ｈａ
ｙ
ｅｓ ｅ ｔ ａ ｌ ， （

２ ００ １
）

；Ｒａｎ
ｇ
ａｎ ａ ｔｈａｎ＆Ｂｒｏｗｎ （ ２ ００ ６

）

市场价值实证研究Ｈ ｉ ｔ ｔ ｅ ｔａｌ
， （ ２０ ０２ ）

财务绩效
资本市场研究法Ｍｏｒ ｒｉｓ （２ ０ １ １ ）

， ＾ｉＨｕ ｎ ｔｏ ｎ ｅ ｔａ ｌ
，
（ ２０ ０３ ）

；
Ｎ ｉｃｏ ｌａｏｕ （ ２０ ０ ４

） ；

内部收益实证研究Ｔ Ｔ 」
．

， ｔ／ ｎ＿

Ｈｅｎｄｒ ｉｃｋｓｅ ｔａ
ｌ ， （

２ ００ ７
）

实证研究Ｂｅｒｅ ｔ ｔａ （ ２０ ０２ ）

＿


＿案例研究Ｍ ｃａ ｆｅｅ （ ２００ ２ ）

；
Ｃｏｔ ｔ ｅ

ｌ
ｅ ｅｒＢｅ ｎｄｏ ｌｙ （ ２００ ６

）

运营绩效

整八 多个流程麵酿


Ｈｓｕ＆－

Ｃｈ ｅｎ （ ２ ００４ ）



问 卷调査Ｇａｔ ｔ ｉｋｅｒ＆ ．

Ｇｏｏ ｄｈｕ ｅ（
２０ ０４

，
２ ００ ５

）

３ ． １ 财务绩效

２００ １ 年 ，ＥＲＰ 系统的全球市场价值高达 ２ ０５ 亿
？

２２ ５ 亿美元
［
３ ］

。 考虑到企业对 ＥＲＰ 系 统的 巨额

投资 ，学者们早期关注的是 ＥＲＰ 系 统能否为企业带来财务收益 。 由 于 ＥＲＰ 系统 的顺利实施需要进

行业务流程重组 ，甚至改变企业 内 部结构 ， ＥＲＰ 系 统对企业 内部绩效的 提升部分难 以准确衡量 ，大部

分研究聚焦于企业 的市场价值 。

Ｈａｙ ｅｓ 等 ［
４
］ 首次 以企业实施 ＥＲＰ 系统后的资本市场反应为研究对象 ， 发现 ＥＲＰ 系统实施与市场

回报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他们的 研究还进一步证明 当企业规模较大 ，或 ＥＲＰ 软件供应商规模较

大时 ，市场反应更积极 。
Ｈ ｉ ｔ ｔ 等

［
５
］

的研究表明 ，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 ，实施 ＥＲＰ 系统 的企业的

市场估价都呈现出 上升的趋势 。 Ｍ〇ｒｒｉｓ
Ｍ也通过资本市场研究法证实 ，长期实施 ＥＲＰ 系 统能够显著

地提升股票价格 。

与之相反 ，
Ｈｅｎｄｒｉ ｃｋｓ 等

？
却证明 ＥＲＰ 系统实施对股票收益没有显著影响 ，但 能改善企业的盈利

情况 。 尤其 ，
ＥＲＰ 项 目 实施完成之后的效益提升较为突 出 ， 且 ＥＲＰ 系统实施对不同行业 的企业绩效

提升无明显差异 。
Ｎ ｉ ｃｏ ｌａｏ ｕ

Ｗ
对 ２ ４ ７ 家企业采纳 ＥＲＰ 系 统前后的 财务数据进行追踪 ， 研究结果表

明 ，企业仅需实施 ＥＲＰ 系统两年就能使财 务绩 效有较大的 改善 。
Ｈ ｕｎｔｏｎ 等 ［

９
］ 则通过实证研究证

明 ，长期实施 ＥＲＰ 系统的企业 的 内部 资产收益率 Ｃｒｅ ｔｕｒｎｏｎａｓｓ ｅｔ ｓ
，
ＲＯＡ ） 、投资 回报率 （ ｒｅｔ ｕ ｒｎｏ ｎ

ｉｎｖｅ ｓｔｍｅｎ ｔ ，
ＲＯ Ｉ ）和 资产周转率 （ ａｓ ｓｅ ｔｔｕｒｎｏｖ ｅｒ ， ＡＴＯ ） 明显高于没有实施 ＥＲＰ 系统的企业 。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实施 ＥＲＰ 系统所带来的外部效应 ，但是企业如何通过系 统提高工作效率 ， 降

低内部运营成本 ，将资本投入转变为实际收益 ，这在学术界还是 尚未打开的黑箱 。

３ ． ２ 运营绩效

企业界人士关心的是如何从系统实施中获益 ， 因而越来越多 的学者将着眼点放到 了业务流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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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企业看成是
一

个有机统
一

体 ，尝试从 ＥＲＰ 系 统协调企业 内部运营 、改善企业 内部流程绩效 的

角度来深人挖掘 ＥＲＰ 系统对企业总体绩效的影响 。

Ｂｅｒｅ ｔ ｔａ
［

１ ° ］Ｕ为以企业 的财务状况来衡量 ＥＲＰ 的实施效果有很大的局限性 ，并通过案例研究得出

应以业务流程层面的改进 （如质量 、适时性 、 效率等 ）来衡量 ＥＲＰ 系统实施效果的结论 。
厘

（；３＆６
［

１
１
］则

通过实验证 明 ， ＥＲＰ 系统的实施和运营绩效改善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但 ＥＲＰ 系 统采纳后不会立即使

业务流程发生很大 的 改变 ， 企业 的 交付周期 和按 时交 货率呈 现 出 缓慢提升 的 趋势 。 Ｃｏｔ ｔｅ ｌｅ ｅｒ 和

Ｂｅｎｄｏｌｙ
？认为 ，实施 ＥＲＰ 系 统后的流程动态性是企业绩效改进的源泉 ， 他们通过案例研究发现 ，企

业实施 ＥＲＰ 系统后订货间隔期大大缩短 ，企业绩效的改进呈现出 持续上升的趋势 。

ＥＲＰ 系统不仅能使单
一

流程标准化 ，提高流程效率 ，还能整合不同流程中的数据 ，实现信息共享 。

Ｈｓ ｕ 和 Ｃｈｅｎ
［

１ ３ ］认为 制造和营销是企业核心业务流程 中 的 关键 ，并关注 ＥＲＰ 系统在制造和营销流程

整合过程 中 的作用 。 他们对四家电子公司进行案例研究发现 ，受组织 内外部 因素的影响 ，制造和营销

流程在整合过程 中存在分歧 ，而 ＥＲＰ 系统可以通过协调界面一致 （ ｉｎ ｔｅｒｆａｃｅｃｏｎｇｒ ｕｅｎｃ ｅ ）和资源共享

方面的分歧从而提高 整合绩效 。 总 的来看 ， ＥＲＰ 系 统实施过程中业 务流程会发生 相应的 变化 ， 但

ＥＲＰ 系统在这个变化过程中起着两种不同 的作用 ：

一种是对单
一流程改进 的推动作用 ，另 一种是在

不同流程整合 中的调节作用 。

除 了从财务和运营两个方面来解释 ＥＲＰ 系统的影响 ，有学者尝试引人调节变量来优化理论分析

框架 。 Ｒ ａｎｇａｎ ａ ｔｈａｎ 和 Ｂｒ〇ｗｎ
［

１ ４ ］

采用事件研究法证明 ，实施 ＥＲＰ 系统 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大 的市场价

值 ，但 ＥＲＰ 对企业的影响 随着各个企业实施 ＥＲＰ 项 目 的具体情况不 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其 中两个最

主要的 因素为职能范围 （ ｆｕｎｃ ｔ ｉｏｎａ ｌ ｓｃｏｐｅ ）和地理范围 （ ｐｈｙ ｓｉ ｃａ ｌ ｓｃ ｏｐｅ ） 。 职能范围指 的是企业购买的

ＥＲＰ 模块的类型 ，分 为企业支持 （ ｅｎｔ ｅ ｒｐｒ
ｉｓ ｅ

－

ｓ ｕｐ ｐｏｒｔ ）模块 （包括人力资源 、会计和财务 ）和价值链模块

（包括物料管理 、运营 、 销售和分销 ） 两类 。 地 理范 围则是指 实施 ＥＲＰ 项 目 的下属 单位 的数量 。
Ｈ ｉ ｔｔ

等 ［
５
］进一步证明 ，运用两个或两个 以上价值链模块 ，或者在多个地理位置实施 的 ＥＲＰ 项 目 能够产生

更高的股东 回报 。 Ｇａｔ ｔｉｋ ｅｒ

■

和 Ｇ 〇ｏｄｈｕ ｅ
［Ｌ １ ６

Ｍｉ

ｊ通过对 １ １ １ 家制 造工厂的调查证明 ，下 属单位在相互

依存度较高 、差异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 ，才能在组织实施 ＥＲＰ 的过程 中充分受益 。

ＥＲＰ 系统实施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已经有 了大量研究成果 ，本文根据现有文献整理出 ＥＲＰ 系统的

绩效分析框架 ，如 图 ２ 所示 。 目前 ，有许多学者采用案例研究和行业调査的方法 ，根据 不同 系统使用

者 （普通员 工 、 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的观点和经验来评估 ＥＲＰ 系统 的绩效 。 实际上 ， ＥＲＰ 用户 的感

知满意度并不能全面反映 ＥＲＰ 系 统对企业的影响 。 此外 ， ＥＲＰ 系统 比传统信息系 统要复杂的 多 ，虽

然学者们可以 推导 出 ＥＲＰ 系统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 ，但几乎没有大样本的数据能够证 明 ＥＲＰ 给

企业带来的收益大于 ＥＲＰ 系统的成本和风险
Ｍ

。

ｉ



１

丨

调节变量丨

｜ 丨

？
ＥＲＰ模块

｜！

Ｉ？ 地理范围Ｉ

！（组织结构 ） ！

Ｉ


＾



 ＇

？？

ｐｐｐ
＾Ｌ＾ Ｉ■ ｜

？ 流程标准化
｜ＩＪ

？ 财务绩效
丨

Ｅ 臟头施
丨ｎ

■ｒ

￣￣￣￣

叫
？

运营绩效

ＥＲＰ的影响ＥＲＰ绩效

图 ２ＥＲＰ 系统的绩效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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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ＳＣ Ｍ 系统与企业绩效

尽管 ＥＲＰ 系统和 ＳＣＭ 系统的整合使用为库存的跟踪与提取提供了有效平台 ，但在 日 常运 营

中 ，真正对供应链绩效产生积极作用的是 ＳＣＭ 系统 ＳＣＭ 系统 向企业提供信息 ， 并能协助供应

商 、采购商 、分销商以及物流公司更有效地进行采购 、生产和产品 的递送 ［
２
］

。 由 于供 应链管理起源于

Ｐｏｒｔ ｅｒ 提出 的价值链概念 ，供应链管理所创造 的价值分析通常 以 价值链模型为 基础
「％

。 价值链是 由

—

系列 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所构成的价值创造过程 ， 它在经济活动 中无处不在 。 企业 内 部职能

部门 间的联系构成了企业内部的价值链 ，价值链上下游相互关联的 企业间存在着行业价值链 。 因此 ，

本文对 ＳＣＭ 实施效果的分析从企业 内部和企业间 两个层面进行 ，如表 ２ 所示 。

表 ２ＳＣＭ 实施效果
￣

ｍ
￣

？％

＂＂＂＂￣

研究方法

￣
￣

实 施 效 果作者 （年份 ）

运 营


实证研究财务绩效


Ｒ ａｉｅ ｔａ ｌ ，
（
２０ １ ２

） ；
Ｄ ｅｈｎ ｉｎ

ｇ
ｅ ｔａ Ｕ （ ２０ ０７ ）

．

？
．定性分 析客 户 满意Ｍａ ｓｃａｒｅｎｈａｓ ｅ ｔａ

ｌ ， （２ ００ ４ ）

企业 内部战略

问 卷调査法资产 回报率Ｗ ａ
ｇ
ｎ ｅｒｅ ｔａ ｌ ， （ ２０ １ ２

）

运营和战略实证研 究运营效益 、＾略利益Ｓ Ｕｂ ｒａｍａｉｉ ｉ ｅ ｔ ａ ｌ
， （

２０ Ｑ４ ）

̄

财务绩效


Ｌｅ ｅ ｅ ｔ ａＫ （ ２０ ０Ｑ ） ；Ｋ ｕｌ
ｐ

ｅ ｔａＵ （ ２０Ｑ ４ ）

运营实证研究运营速度Ｓａ ｌ
ｖａｄ ｏｒｅ ｔａＵ （ ２００ １ ）


财务和 运营绩效Ｋｌ ｅ ｉｎＲａ ｉ （２ ００ ９ ）

企业 间


财务绩效


Ｓａｒａｆｅ ｔａ ｌ ， （ ２０ Ｑ７ ）



战略
＾
关系 价值Ｒａ

ｉｅ ｔａｈ（ ２０ １２ ）

定性分析共 同价值Ｇｒｏ ｖｅｒ＆Ｋｏｈ ｌ
ｉ （

２０ １ ２ ）

４
．
１ 企业 内部层面

（ １ ） 运营视角 。 Ｒａ ｉ 等 ［
２ °

］认为采纳 ＳＣＭ 系统的企业能够创造更高水平 的供应链整合能力 。 他们

对 １ １０ 家制造零售企业 的供应链和物流部门进行调査 ，结果发现企业可以根据 ＳＣＭ 设施所整合的信

息流 、物流和现金流制定产品及需求计划 ，从而提高运营绩效 ， 增加收人 。
Ｄｅｈｎ ｉｎｇ 等

［ ２
１

］ 则以价值链

模型为基础提出 了ＳＣＭ 绩效的简化模型 ，他们对 １ ２ ３ 家制造企业进行研究并证明 ， ＳＣＭ 系统实施后

可改善企业内部流程 ，对企业整体绩效 （包括库存周转率 、资产收益率和销售收益率 ）有积极影响 。

（ ２ ） 战略视角 。 随着新产品上市率持续增长 ，要将产品供应和消 费者需求匹 配起来越来越 困难 ，

因此从战略的视角探究 ＳＣＭ 对企业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 基于 Ｆｉ ｓｈｅｒ
［ ２ ２ ］

提出 的
“

供应链与产品的 匹

配矩阵
”

，
Ｗａｇｎｅｒ 等 ［

２
３ ］对供应链适配 （ ｓ ｕｐｐｌｙｃｈａ

ｉｎｆｉ ｔ ） 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 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结果

发现供应链设计与供求不确定性之间的 战略
一致程度越高 ， 企业的 资产回报率就越大 。

Ｍａｓｃ ａｒ ｅｎｈａｓ

等 ［
２ ４

］认为 ，价值链每个节点上的企业应更大限度地考虑下游客 户 的偏好以获得竞争优势 ，如 果价值链

的客户参与 （ ｃｕ ｓｔｏｍｅ ｒｖａ ｌｕｅ
－

ｃ ｈａ ｉｎｉｎｖｏ ｌｖ ｅｍ ｅｎｔ ， ＣＶＣＩ ） 战略得 以顺利实施 ， 则能确保客户 满意 ，从而

扩大市场份额 ，提高企业收益 。

（ ３ ） 运营和战略视角 。 大量研究证明 ＳＣＭ 能够改善企业内 部运营 ， 为组织决策提供支持 ，但仍

有学者否认 ＳＣＭ 与 财务绩 效之 间 的直接联系
ｔ？

， 于是有学者综合运 营和战略这两种视角 来探究

ＳＣＭ 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Ｓｕｂ ｒａｍａｎｉ

［ ２ ６ ］根据组织学习和行为理论 （ ｏｒｇａｎ
ｉｚ ａｔ 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ｒ ｉ ｅ ｓｏｆ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ａｎｄａｃ ｔｉｏ ｎ ） 把 供 应 商 对 ＳＣＭ 系 统 的 使 用 行 为 分 成 两 种 模 式 ： 利 用 （ ｅｘｐ ｌｏ
ｉ ｔａｔ ｉ

ｏｎ ） 和 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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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Ｊ＿

（ ｅｘｐ ｌ
ｏｒａ ｔ ｉｏｎ ） 。 企业利用 ＳＣＭ 系统严格执行安排好的业务流程从而降低成本 ，提高流程连贯性和流

程效率 ； 探索性使用则帮助企业积累独有 的专业知识 ，如竞争形势分析和新产 品策略 ， 为企业带来战

略利益 。

４ ． ２ 企业 间层面

随着客户对定制化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 ，单独一个企业难以迅速响应市场 。 近年来 ，企业趋 向于

与供应商 、 客户采取合作的方式实现成长 目 标 。

（ １ ） 运营视角 。
Ｌｅ ｅ 等 ［

２
７
］ 通过理论和数据分析得 出 ，供应商可 以通过与 零售商 的信息共享来减

少库存 、降低成本 ，尤其当零售商的补货周期越长 ，库存与成本的 削减幅度越大 。 Ｓａ ｌｖ ａｄｏｒ 等
［
２ ８

］

则通

过实证研究证 明 ，企业与供应商和客 户共同处理质量管理以及物料流动管理问题能够督促企业及时

交货 ，提高运营速度 。 也认为 ， 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 的信息系 统整合是提升供应链绩效 的

主要途径 。 他们对食品和消 费 品行业进行调查 ， 发现制 造商通过与零 售商在补货计划 、新产品 与服

务 、库存处理方面的协作能够有效提高利润率 。 Ｋ ｌｅ ｉｎ 和 Ｒａ ｉ

［
３ °

Ｍ ｌ

〗关注供应链 的买方与供应商之间 的

战 略性信息流动 。 他们 的研究表 明 ，买卖双方通过加强资产管理 、降低运营成本和提高生产力来获取

财物效益 ，通过资源计划 、资源控制与资源灵活性来提升运营绩效 。

（ ２ ） 战略视角 。 基于 Ｄｙ ｅｒ 和 Ｓ ｉｎｇｈ 提 出 的关 系价值 （ ｒ ｅｌ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ｖａ ｌｕｅ ） 的 四个组成部分 ， Ｇｒ ｏｖｅ ｒ

和 Ｋ ｏｈ ｌ ｉ 将企业间 的交互活动划分为 四个层面来探讨 ＩＴ 价值 的共 同创造 ： 资产层面 （ ａｓ ｓｅｔ ｓ ｌａｙｅ ｒ ） 、

互补能力 层面 （ ｃｏｍ ｐ ｌｅｍｅｎ ｔａ ｒｙｃａｐ 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ｌ ａｙｅ ｒ ） 、知识共享层面 （ 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ｓｈ ａ ｒ

ｉ ｎｇｌ ａｙｅ ｒ） 和监管层面

（ ｇｏ ｖｅ ｒｎａｎｃｅ ｌ ａｙｅ ｒ ）
［
３ ｎ

。 资产层面涉及两个以上的企业 ，其中至少有
一个企业能够提供独有 的信息技

术或 网络 。 这种特定关系 下的资源共享可以 为企业提供新型的电子产品或服务 ，从而创造价值 ；
互补

能力层面的活动关注 的是识别开发合作伙伴的互补资源或能力 。 企业可通过利用合作伙伴的资源发

展 自 身的 ＩＴ 能力 ，如分销和 自 动装配 ； 知识共享层 面 的活动包括信息 和专业技能的共享 ，企业通过

信息技术吸收及时有效的信息 以支持决策制定和新产品战略 ；
监管层 面则强调建立一个控制机制 ，企

业通过正式 的合约与经济条款达到 降低成本 、共同创造价值 的 目 的 。
１＾ １ 等 ［

３ ２
］ 对全球最大的 物流供

应商与其 ２００ ０ 多位买家之间 的交易进行实证研究 。 结果表 明 ，企业间 ＩＴ 能力与企业间 交流都直接

影响关系价值 ，且二者存在交互作用 。
３＆１＾ 等 ［

３ ３
］

的 研究则表明 ，信息系统 的整合通过创造两种关系

价值
知识共享和流程耦合 （ ｐｒｏｃ ｅｓｓｃｏｕｐｌ ｉｎｇ ）



来改善企业的财务绩效 。

面对变幻莫测 的市场需求 ，供应链上的各环节应共 同协作 ， 加快对市场需求的 响应 。 但 目 前关于

ＳＣＭ 系统实施的研究却主要着眼于供应链 的上游 ，很少有研究综合考察 ＳＣＭ 系 统对整条供应链 的

影响 ［
３ ４

］

。 再者 ，现有研究大多采用案例或定性分析的方法 ，相关实证研究还较为缺乏 。 已有的实证研

究大多使用基于成本与客户响应 的定量指 标来测量 ＳＣＭ 的绩效 ， 未来研究 可结合顾客满意度 、信息

流整合度和风险管理等视角综合考察 ＳＣＭ对企业 的影响 。

５Ｃ ＲＭ 系统与企业绩效

ＥＲＰ 系统环境下的流程标准化并不意味着业务流程是
一

成不变的 。 为 了更好地识别新客户 、 响

应市场需求 ，企业会寻找其他软件模块或附加功能来支持新的业务流程
［
３ ５ ］

。
ＣＲＭ 系统为企业提供的

信息可帮助协调所有与顾客有关的业务流程 ，识别和吸 引潜在顾客 ，为 现有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以提

高企业收益水平 、 客户 满意度和客 户保留 率 ［
２
］

。 目 前 ，研究人员对实施 ＣＲＭ 系统所带来 的影响 和效

果研究主要涉及组织和个人两个层面 ， 如表 ３ 所示 。





信息系统学报 （第 １ ５ 辑 ）

表 ３ＣＲＭ 系统 的 实施效果
￣

ｉ？

￣

ｉ

￣￣

ｍ

￣

｜

研究方法作者 （年份 ） ．

定性分析Ｂｏｓ ｅ （
２０ ０２ ）

顾客知识管理一
＾




实证研兄Ｍ ｉｔｈ ａｓｅ ｔａＵ （ ２０ ０５ ）
；Ｃｈｗｅ ｌｏ ｓ ｅ ｔａ ｌ

，
（ ２０ １ ０

）

组织实证研究Ｒａ
ｙ

ｅ ｔａ
ｌ ， （ ２００ ５ ）

；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ａ ｌ ， （２ ０ １０
）

；
Ｅｒｎ ｓｔｅ ｔａ

ｌ ， （ ２ ０１ １ ）

营销绩效案例研究Ｕ＆Ｍａｏ （ ２ ０１ ２ ）

访谈法Ｒｅ ｉｍａｎｎ ｅ ｔａ
ｌ ， （ ２０ １ ０ ）

销售业绩实证研究Ａｈｅａｒｎｅ ｅｔａ ｌ ， （ ２００ ８）
 ；Ａｈｅａｒｎ ｅｅ ｔ ａｌ ， （ ２００ ７ ） ；Ｓｕｎｄａ ｒａｍｅ ｔａ ｌ ， （

２００ ７ ）

个人田野调查Ｈｓ
ｉ
ｅ ｈ ｅ ｔ ａ

ｌ ， （ ２０ １ ２ ）

客户 价值


调査法Ｓｅ ｔ ｉａｅ ｔａ ｌ ， （
２ ０ １ ３ ）

５ ．
１ 组织层面

理论界关于 ＣＲＭ 系统实施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有两种基本的分析视角 ：

一种是将 ＣＲＭ 应用

视为企业的技术资源 ，进而考察 ＣＲＭ 技术引 发的绩效后果 ； 另
一种是将 ＣＲＭ 视为一种企业能力 ，并

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３ ６ ］

。

早期的研究发现信息技术是对资本投人和劳动力 的替代 。 为 了 建立可盈利 的 长期顾客关系 ， 企

业需要顾客知识管理和互动管理等关键技术资源
［
３ ７

］

， 而 ＣＲＭ 工具可 帮助企业掌握数据挖掘和互动

技术 ，收集并利用顾客知识
［
３ ８

］

。
Ｍ ｉ ｔｈ ａｓ 等 进一步证 明 ，ＣＲＭ 应用有助于员工通过记录相关交易 信

息 ，并与顾客分享服务 、配送信息 ，改善 自 身 的顾客知识储备 ，从而提高顾客满意度 。 由 于 ＣＲＭ 技术

及其 自动化功能可使企业减少对人力 资源的投入 ，在现代生产过程 中 ，企业还趋向 于用技术来代替人

力 资源
［
４ °

］

。

随着 以顾客为导 向 的市场经济时代的 到来 ， ＣＲＭ 能力 不仅能有效改善顾客关系 管理的效率和效

果 ，还能弥补企业其他能力 的不足 ，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 。 Ｒａｙ等
［ ４ １

］

在资源基础观的基础

上建立了不同 ＩＴ 资源和 ＩＴ 能力 影响客户服务进程的整合模型 。 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企业独有

的隐性 ＩＴ 资源能使企业 比竞争对手获得更高绩效 。
ＩＴ 部 门 和客户 服务部 门 的 知识共享作为

一

种关

键的 ＩＴ 能力 ， 通过驱动 ＩＴ 资源在客户 服务进程 中的实施和运用来提升顾客服务流程绩效 。 Ｌ ｉ 和

Ｍ ａｏ
［
４２

］ 基于组织控制理论 （ ｏｒｇａｎ ｉｚ ａ ｔｉｏ ｎａ ｌｃｏ ｎｔ ｒｏｌ ｔｈ ｅｏｒ ｉ ｅｓ） 的案例研究表明 ，使用 ＣＲＭ 系统可 以 同时

加强组织的正式和非正式控制 ，进而在企业 内部实现有效的销售管理控制 ， 给企业带来利益 。

除了从资源 和能力两个角度考察 ＣＲＭ 系统的影响 ，有学者引 人情境 因素来分析 ＣＲＭ 的实施效

果 ， 如图 ３ 所示 。 １１以１＾ １１ １１ 等
［
４ ３

］

的跨行业实证分析发
中介变量

现 ＣＲＭ 并不直接影 响企业绩效 ，而是通过企业 的两
丨

． 顾客＿＿

大战略态势
——差异化和成本领先

——

的 中 介作用 ，Ｉ 战略态Ｓ

影响客户满意度 、市场有效性 （ ｍａｒｋ ｅｔ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ｎｅ ｓｓ） 以／ ％
＇

Ｎ
，

及盈利率 。 Ｃｈａｎｇ 等
［
４
４
］ 在韩 国 情境下 的研究 揭 示／



Ｌ
－

ＬＪ
＼

出 ，客户关系 管理能力通过 营销能力 的 中 介作用影／ （＼
 ^

响组织绩效 。
Ｅｒｎｓ ｔ 等

？ 通过跨行业的 调査证 明 ，



－ ＩＳＩｔａ

ＣＲＭ 业 务 流 程 能力 对 新产 品 绩 效 （ ｎｅｗｐｒｏ
ｄｕｃ ｔＣＲＭ系统实施ＣＲＭ绩效

ｐ 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有着积极影 响 ，新产品 的成功能使企业图 ３ＣＲＭ 系统绩效分析框 架 （组织层面 ）

获得更高的经济 回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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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２ 个人层面

目前 ，对员工个人绩效的考察还非常分散 ，没有形成统
一的认识 ，现有研究主要从销售业绩和客

户价值两个角度来分析个人绩效 。

Ａｈ ｅａｍｅ 等
Ｍ
的研究发现 ， ＣＲＭ 技术 的使用通过销售人员 的客户服务 、对个人信息的关注 、

适应

性和知识这四个关键 的因素 ， 间接影响销售人员 的绩效 （ ｓａ ｌｅ ｓｐ ｅｒｓｏｎｐ ｅｒ ｆｏｒｍ ａｎｃ ｅ ） 。 尽管销售人员频

繁抵制信息技术的干预 ，
Ａｈ ｅａｍｅ 等

［
４ ７ ］ 的研究却表明 ，销售人员 利用信息技术拓展 了 自 己 的知识 ，从

而获得瞄准 目 标客 户 的能力 ，加强了 自 身表达能力 ，提高了个 人产能 ， 并最 终改善 了个人工作绩效 。

Ｓｕｎｄａｒａｍ 等
［
４ ８

］

则研 究 了 三种 类 型 的 技 术 使 用 行 为一频 繁 使 用 （ ｆｒｅｑｕ ｅｎ ｃｙｏ ｆｕｓ ｅ） 、 常 规 化

（ ｒｏｕ ｔ ｉ ｎｉ ｚａ ｔ ｉｏ ｎ ）和融人 （ ｉｎｆｕ ｓ ｉ ｏｎ ）

——对销售人员 绩效的影响 ，结果表明频繁使用对绩效的 影响并不

显著 ； 常规化和融入都对绩效有着积极影响 ，但融入对绩效 的影响程度比常规化更深 。

随着 ＣＲＭ 系统对员工个人绩效的积极作用被越来越多 的研究所证明 ，
企业纷纷开始强制员 工使

用 ＣＲＭ 系 统 。 Ｈ ｓｉｅｈ 等？通过多边数据分析证明 ， 当员 工对 ＣＲＭ 系统的使用感到 满意 时 ，服务质

量更高 ，进而正 面影响客户 对客服人 员 的 满意度 。 不 同 于传统 的 ＣＲＭ 系 统绩 效研究模 式 ， Ｓｅ ｔ ｉａ

等
［
５°

］认为系 统特征是影 响 员 工绩 效 的 重要 因 素 。 具体 而言 ， 信 息 质量 对员 工 的 客 户 导 向 能力

（ ｃｕ ｓｔｏｍ ｅｒｏｒ
ｉ
ｅｎ ｔａ ｔ ｉｏ ｎｃａｐ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ｙ ）和客户响 应能力 （ ｃｕｓ ｔｏｍ ｅｒｒｅ ｓｐｏｎ ｓｅｃ ａｐ ａｂｉ

ｌ
ｉ ｔｙ）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

并进
一

步影响 客户服务绩效 。

关于 ＣＲＭ 绩效的研究大多从组织层面进行探讨 ，少有的关于 ＣＲＭ 系 统使用与营 销人员绩效关

系 的研究中 ，也没有考虑到 营销人员在 ＣＲＭ 系统实施中 由 于工作环境的变化而受到 冲击 ，从而影响

工作绩效 。 营销人员 是企业 营销人 力 资源 的 主力 ， 直接 影响企业 的 生存 和发展 。 因此 ， 有必要 对

ＣＲＭ 系统使用与营销人员 的绩效之间的关系展开深人研究 ，进一步 了解 ＣＲＭ 系统对营销人员绩效

的影响机制 ， 帮助营销 人员使用信息 系统 ，
提升营销业绩 。

６ＫＭ 系统与企业绩效

在实践中 ，员 工录人 ＥＲＰ 系统 、 ＳＣＭ 系统和 ＣＲＭ 系统的数据繁杂零散 ，

一些有价值的知识甚至

只存储于有经验的员工的头脑 中 。 对企业管理者而言 ，把这些分散的数据和隐性知识转变为清晰明

确 的知识 以支持决策制定是至关重要 的 。
ＫＭ 系 统可 以帮助企业有效地获取和运用知识及专家经

验 ，它所汇聚的各种信息资源可 以随时随地用来改进业务流程 ，辅助管理决策
［
２
］

。 本文从能 力和 战 略

两种视角 对 ＫＭ 系 统绩效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 ，如表 ４ 所示 。

表 ４ＫＭ 系统 实施效 果

视 角影 响研 究 方 法作 者 （年份 ）

财务绩效Ｄａｒ ｒｏｃｈ （ ２ ００ ５ ）
；
Ｔａｎ ｒｉ

ｖｅｒｄ ｉ （
２００ ５ ）

能力综合效益实证研究Ｍ
ｉ ｔ ｈａｓ ｅ ｔａＫ （ ２ ０ １ １

） ；
Ｇｏ ｌｄ ｅ ｔ ａ ｌ ， （

２Ｑ ０ １
）



竞争力Ｓｈ ｅｒ ＆Ｌｅｅ（ ２０ ０４ ） ；Ｌ ｉｕ ｅｔａ
ｌ ， （ ２０ ０４ ）

定性分析Ｌｅｏ ｎａ ｒｄ＆Ｓｅｎｓ
ｉｐ

ｅｒ （ １ ９ ９８ ）

创新案例研究Ｆｏ ｒｃａｄｅ ｌ ｌ＆Ｇｕ ａｄａｍ ｉ ｌｌ
ａｓ （ ２００ ２ ）

战略实证研究Ｃａ ｎｔ
ｎｅｒｅ ｔａ

ｌ ， （
２０ １ １ ）

案例研究Ｍ ａｓ ｓｅ
ｙ

ｅｔａ
ｌ ， （ ２０ ０ １

） ；Ｌｅ ｈｔ
ｉ
ｍ爸 ｉｅ ｔ ａ

ｌ ， （ ２０ ０ ９
）

营销活动支持




Ｔ，
？

〇ｇ ｕ





调査法Ｊｏ ｓｈ ｉＳｈ ａｒｍａ（ ２ ００ 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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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 １ 能力视角

ＫＭ 是为达到 目 标而对企业信息和知识进行显性控制与管理
［
５ １

］ 的能力 ，
以促进知识创新 ，带动劳

动生产率的提升 ，最终提高企业竞争力 。

（ １ ） 内部绩效 。

一

部分学者从 ＫＭ 实施进程和作用机制 的角度分析 ＫＭ 系 统对企业财务绩效的

影响 。 Ｄａｒｒ 〇ｃｈ
［
５
２ ］认为 ，ＫＭ 系统在资源聚合并转化为能力 的过程中起着支持和 协同作用 ，并通过实

证分析证明 ，企业在知识获取
一知识传播一知识响应的过程中能够提升资源利用率和 内部创新性 ，进

而获得更高的绩效 。 丁 ３１１ １＾打 （１丨
［
５ ３

］把 仄＾１ 视为一种关键的组织能力 ，并对财富 １ ００ ０ 强中 的 ２ ５ ０ 家多

种业务经营 的企业进行调查 ，结果证明不同业务部门间 ＩＴ 关联性 （ＩＴｒｅｌａｔ ｅｄｎｅｓｓ）能加强企业 的跨部门

ＫＭ 能力 ， ＫＭ 能力通过整合不同业务部 门 的产品 、顾客和管理知识资源 ，最终作用于企业财务绩效 。

另
一

部分学者则关注企业综合效益的提升 。
Ｍ ｉ ｔｈａｓ 等［叫

的研究则发现 ，信息管理能力通过促进

其他企业能力
——如客户管理能力 、 流程管理能力和绩效管理能力

——

的发展 ， 间接作用于企业在客

户 、财务 、人力 资源 以及企业效能方面的绩效 。 Ｇ ｏ ｌｄ 等
１１
５ ５

：１ 认为知识基础设施 （ 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ｆｒａｓ 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包含技术 、组织文化和组织结构三个维度 ）和知识流程架构 （ 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ｅｐｒ ｏｃｅ ｓｓａｒｃｈ ｉ ｔ ｅｃ ｔｕｒ ｅ ，包括知

识获取 、知识转移 、 知识保护和知识应用四个维度 ）是组织必备 的能力 ， 也是有效进行知识管理的 前

提 ，
二者共 同影响俎织效益 。

（ ２ ） 外部绩效 。 市场竞争 日 趋激烈 ，于是 ，有学者从能力 转换 的角度考察了ＫＭ 系统对企业外部

竞争力 的影响 。 Ｓｈｅ ｒ 和 Ｌｅ ｅ
［ ５ ６

］

的研究证明 ，通过 ＩＴ 应用对组织 内外部知识进行管理能够显著增强组

织的动态能力 ，迅速响应市场变化 ，从而获取竞争优势 。
匕＾ 等

［ ５ ７ ］认为 ＫＭ 主要有 四种功能 ： 知识获

取 、知识提炼 （ 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ｒｅ ｆ ｉ ｎｉ ｎｇ ） 、知识储存和知识共享 ，他们对 台湾的高科技制造企业进行调查 ，结

果发现 ＫＭ 在企业特征 、技术优势和企业规模的 调节作用下影响 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

６ ．２ 战略视角

ＫＭ 系 统所带来的知识资源和产生的能力是不可复制 和转移 的 ，对企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 因

此 ， 也有学者把 ＫＭ 视为一种战略 ，影响企业的创新和营销活动 。

⑴ 创新 。
Ｌｅｏｎ ａｒ ｄ 和 Ｓｅｎ ｓ ｉ ｐｅｒ

？认为 隐性知识对企业创新具有重要作用 ，管理者可 以利用 隐性

知识创造 有 关创 新 性 的 领 导愿 景 ， 并培 养员 工 的 聚合 思维 （ ｃｏ ｎｖｅ ｒｇ ｅｎ ｔｔｈ ｉ ｎｋｉｎｇ ） 。
Ｆｏｒｃ ａｄ ｅ ｌ ｌ 和

Ｇｕａｄ ａｍ ｉ
ｌ ｌａ ｓ

［
５ ｉ）

］认为企业管理的
一个关键要素是持续创新 ，他们对一家豪华客车车身制造企业进行案

例研究 ，结果发现 ＫＭ 策略是创造涉及全体员 工的持续创新流程的最佳途径 。
Ｃａｎ ｔｎｅｒ 等

［
６°

］对德 国

的创新企业进行研究 ，结果证 明实施 ＫＭ 的企业 与 未实施 ＫＭ 系统的 企业相 比 ，其产 品创新 营业额

（ ｔｕｒ ｎｏｖ ｅｒｗ ｉｔｈｐ ｒｏｄｕｃ ｔｉｎｎｏｖａ ｔ ｉｏｎ ｓ ）与市场创新营业额 （ ｔｕｒ ｎｏｖ ｅｒｗ ｉ ｔｈｍａｒｋｅ ｔｎｏｖｅ ｌ
ｔ ｉｅｓ ）更高 。

（ ２ ） 营销活动支持 。
Ｍａｓｓ ｅｙ 等

［
６ １

］

则把 ＫＭ 作为客户 关系 管理 的
一

种策略 。 他们认为成功 的

ＫＭ 策略可使企业在动态的环境中识别 ＣＲＭ 流程再造的杠杆点 ，并以 ＩＢＭ 公司 为例证明 ， 充分应用

知识资产 能够有效改善顾 客关 系 ， 提升员 工绩效 。
Ｌ ｅｈ ｔ ｉｍ ａｋｉ 等 ［

６ ２
］把 ＫＭ 作为项 目 营销 （ ｐｒｏ

ｊ
ｅｃｔ

ｍａｒｋｅ ｔｉｎｇ ） 的策略并通过深入的案例研究发现 ，在项 目 营销 的不同 阶段需要开展不 同的 营销活动 ，而

ＫＭ 系 统有助于企业识别不同类型的知识和顾客需求 ，更有力地说服潜在买家进行项 目投标 。 Ｊ 〇 ｓｈｉ

和 Ｓｈａ ｒｍａ
［ Ｍ］ 也认为 ，客户 知识管理对新产品项 目 的开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企业应了解客户偏好之

后再研发新产品特性 ，从而提高新产品的成功率 。

当今 ，在以信息为基础的商业社会 中 ，信息共享至关重要 ，但 ＫＭ 系 统使用者必须承担应有 的责

任 ，提供特定信息并保证信息的质量 。 现有研究则仅 注重从 系统使用行为 的角 度分析 ＫＭ 系统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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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忽 视了信息质量在企业 内部信息共享中 的重要作用 ，也没有考虑信息质量在企业

与供应链伙伴共同创造价值过程中的积极影响 。

７ 述评与展望

由 上述文献梳理可知 ，企业信息系统的实施是
一

个复杂的项 目 ， 学者们基于不同的 层面和视角 分

别对 ＥＲＰ 系 统 、ＣＲＭ 系统 、 ＳＣＭ 系统和 ＫＭ 系统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 大量研究和探索 ， 如 图 ４

所示 。
ＥＲＰ 系统注重优化企业 内部 的业务流程 ，通过流程标准化和流程整合 的 中介作用实现企业的

财务绩效与运营绩效 ；
ＳＣＭ 系 统弥补 ＥＲＰ 系统在协调企业内外部供应链方面的不足 ，通过提高运营

效率 、 降低生产成本 ，提升企业 的财务绩效与运营绩效 ， 并形成企业间 的 战略利益 ；
ＣＲＭ 系 统弥补

ＥＲＰ 系统在响应市场方面的不足 ，通过企业 的知识储备 、 战略态势 、营销能力 以及员 工个人业务能力

的中介作用 ，影响企业的 营销绩效及客户价值 ； ＫＭ 系统则帮助企业对内 外部流程进行更好的 管理 ，

支持企业的流程创新以及营销活动 的 顺利开展 ，提高企业的整体绩效和 竞争优势 。 这四类企业信息

系 统相互联系 、相互支持 ，共同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

系统实施
—￣作用机制调节效应
Ｓ

．

Ｃ

Ｓ５＾ｊ
？ 运营效率

＂＂＂＂

Ｉ ｜

心；模块

１
？ 成本降低ｋ Ｉ

？

〒构
Ｉ

向供应链
＿

上游延伸

＇

１

—

Ｊ
？ 流程标准化 ＼ ｜

企业绩效

１

１—－ 严 ｎ１
．

流程整合 ＼
？

财务绩效
Ｉ

１

企业 Ｉ？ 运营绩效

１ ，

， 内部 丨？ 战略利益

！

 ！

」
． 企业 内测新 Ｚ ．誦绩效

丨

＾１
．

ｓ销活动支持ｒ／
．

）！客价值

向供应链下游延伸ｙ
採

￣￣

｜｜
？ 顾客知识储备／
．

战略态势 ／

图 ４ 企业信息 系统与企业绩效的整合研究框架

但现有研究过于分散 ，还存在着许多有待继续关注和深人探讨的研究方向和视角 ：

（ １ ） 企业信息 系统的集成 。 现有研究致力于探究某一类企业信息系统实施后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而在实践中企业为 了全面获取来 自 员工 、 客户和供应链伙伴 的信息往往会考虑整合使用多种企业信

息系统 。 如果从事制造 、 生产 、 运营管理方面的工作 ， 同时使用 ＥＲＰ 系统和 ＳＣＭ 系统能更好地实现

以低成本来计划 、生产 ，并将产品和服务更快 、更准确地送达至消费者 。
ＫＭ 与 ＣＲＭ 的融合则有利于

企业明确 了解顾客需求 ，改善与顾客之 间的关系 ，进而获得更高收益
［
６ ４ ’ ６ ５

］

。 因此 ，不 同类别 企业信息

系 统共同影响企业绩效的 中间机制是未来研究的
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

（ ２ ） 统
一

的研究范式 。 企业信息系统实施的复杂性 以及动态的竞争环境使研究者难 以总结 出具

有普适性的成功要素或关键的过程机制 ［
６ Ｓ

］

。 现有研究 的状况是 ，不同 的学者从 不同的 角度和假设前

提出发 ，选取某个关键因素或关键过程来解释企业信息 系统实施对企业绩效 的影 响 ，或者只针对某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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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面来分析信息系统的实施效果 ，不同的学者得 出不同 、甚至相互对立 的研究结论 。 这难 以全面解

读信息系统与绩效之间的关系 ，也严重影响 了理论体系的构建 。 因此 ，不断深化对各类信息系统作用

机制 的理解 ，构建企业信息系统绩效研究的统一范式 ，对于指导管理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

（ ３ ） 跨层面的动态研究 。 尽管该领域研究成果众多 ，但大多数是探索性 的案例研究和行业调査 。

为数较少的实证研究也仅仅是对来源于企业的横截面数据进行简单分析 ，并不能证 明企业信息 系 统

给企业带来的实际效益高于企业对企业信息 系统的投人 。 为了进
一步明确各类企业信息系 统对企业

绩效的影响 ，增强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和客观性 ， 未来研究在进行研究设计时应考虑多个数据来源 ， 并

采取长期追踪的方式进行大样本甚至是多层面的实证研究 。

（ ４ ） 跨学科的视角 。 尽管 ＩＴ 在企业 中 的地位 已 由 行政支持转变为更具战略性的引领角 色 ，大多

数研究仍从企业 内部运营或 ＩＴ 项 目 实施的视角 建立企业信息系统与企业绩效之间 的关系 。 实际上 ，

ＩＴ 项 目 对企业绩效的战略意义 已被一些学者所证实 。 因此 ，企业信息系统研究者可以借助战略管理

的研究视角和理论 ，为企业信息 系统绩效的研究注人新的活力 。 此外 ，人是信息系统采纳 的主体 ，但员

工在信息系统实施过程中往往对新的工作方式具有抵触情绪 。 未来研究可从社会学 、心理学等学科寻求

新的视角 ，分析使用者在系统实施中 的心理变化 ， 以及员工不同的使用动机对企业绩效造成的影响 。

（ ５ ） 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 企业信息系统的绩效研究基本上是在西方情境下 由外国学者展开的 ， 国

内 相关研究还较为匮乏 ，且现有研究的背景集 中在服务业和制造业 ， 大大降低 了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和

有效性 。
Ｍ ｅ ｌｖｉ

ｌ ｌｅ 等 ［
６ ７

］

曾 指 出研究信息技术的商业价值要考虑行业竞争和 国家特征这两个外部环境

因素 。 企业信息系统在 中 国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使用 者需求及组织文化等情境因素 的影响 ， 如

员工对信息技术 的抵制 、 层级意识 、人际关系 等 。 因此 ， 国外学者得 出 的研究结论在 中 国情境下甚至

不同 的行业环境 中是否适用 ，还有待 国 内学者的进一步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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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０４ ，
１０４ （ １ ） ：４ ２

－

５ ５
．

［ １ ４］Ｒａｎｇａｎ ａ ｔｈａｎＣ
，
ＢｒｏｗｎＣＶ ．

ＥＲＰｉ ｎｖ ｅｓｔｍｅｎ 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ｒｋｅ ｔｖ ａ ｌｕ ｅｏ ｆｆ
ｉ
ｒｍ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ｕｎｄ ｅｒｓ ｔａｎｄｉｎ
ｇｏｆ

ｉ
ｎ ｆｌ

ｕ ｅｎｔ
ｉ
ａ

ｌＥＲＰｐ
ｒｏ

ｊ
ｅｃｔｖ ａｒ

ｉ
ａｂｌ

ｅｓ
［Ｊ ］ ．Ｉｎ ｆｏｒｍａ ｔ

ｉ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ｓ Ｒｅｓ ｅａｒｃｈ ，
２０ ０ ６ ， １ ７ Ｃ ２ ）

：
１ ４ ５

－

１ ６ １
．

［１ ５］Ｇａｔｔ ｉ ｋｅｒ ＴＦ ，ＧｏｏｄｈｕｅＤＬ ．Ｕｎｄｅｒｓ 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ｌｏ ｃａ ｌ
－

ｌｅｖｅ ｌｃｏｓ ｔｓａｎｄｂ ｅｎｅ ｆ
ｉ
ｔｓｏｆＥＲＰｔｈｒｏｕ

ｇ
ｈｏ ｒ

ｇ
ａｎ ｉｚａｔ

ｉ
ｏｎａｌ

ｉ
ｎｆｏ ｒｍ ａ ｔ

ｉｏｎｐ
ｒｏｃｅｓ ｓ

ｉ
ｎ
ｇ

ｔ ｈｅｏ ｒ
ｙ［

Ｊ
］ ， Ｉｎ ｆｏ ｒｍａｔ

ｉｏｎ＆Ｍａ ｎａ
ｇ
ｅｍｅｎｔ

，
２０ ０４

？
４ １

（
４

） ：４３ １

－

４４ ３
．

［
１ ６］Ｇａ ｔｔ ｉｋｅｒＴＦ ，Ｇｏｏｄｈｕ ｅＤＬ．Ｗｈ ａ ｔｈａ

ｐｐ
ｅｎｓａｆｔｅｒＥＲＰ ｉ

ｍ
ｐ

ｌｅｍｅｎｔ ａｔ ｉｏｎ ：Ｕｎｄ ｅｒｓ ｔａｎｄ ｉｎ
ｇｔｈｅ ｉ

ｍ
ｐ ａｃ ｔｏ ｆ

ｉｎ ｔｅｒｄ ｅｐ
ｅｎｄｅｎ ｃ ｅａｎｄ ｄｉｆｆ ｅｒｅｎｔ ｉ

ａｔ ｉｏｎｏｎｐ ｌ
ａｎ ｔ

－

ｌ
ｅｖ ｅ

ｌｏ ｕｔｃｏｍｅｓ
［Ｊ ］

．Ｍ ＩＳＱｕａｒ ｔｅｒ
ｌ ｙ ，

２００ ５ ？ ２ ９ （ ３ ）  ：５ ５ ９
－

５ ８５ ．

［１ ７
］Ｂｏｓ ｅＩ ，Ｐ ａ

ｌＲ ，Ｙ ｅＡ ．ＥＲＰａｎｄＳＣＭｓ
ｙ
ｓ ｔｅｍｓ ｉ

ｎｔｅ
ｇ
ｒａｔ ｉｏｎ

：
Ｔｈｅｃａｓ ｅｏ ｆａｖ ａｌｖ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 ｒ ｅｒｉｎＣｈ ｉｎａ

［ Ｊ ］ ．

Ｉ 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 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 ｔ
，
２０ ０８

，
４ ５ （ ４ ）

：２３ ３
－

２ ４ １
．

［
１ ８］Ｗ ｉ

ｅｄ ｅｒＢ ｔ Ｂｏｏ ｔｈＰ
，Ｍａ ｔｏ ｌｃ ｓ ｙＺＰ ， Ｏ ｓ ｓ

ｉ
ｍ

ｉ
ｔｚＭ－

Ｌ．Ｔｈ ｅ ｉ
ｍ
ｐ
ａｃ ｔｏ ｆＥＲＰｓ

ｙ
ｓ ｔｅｍｓｏｎｆ ｉ

ｒｍａｎｄｂ ｕｓ ｉ
ｎｅｓ ｓｐ ｒｏｃ ｅ ｓ ｓ

ｐｅｒ ｆｏ ｒｍａｎ ｃ ｅ
［
Ｊ
］

， 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 ｆＥｎ ｔｅｒｐ ｒ
ｉ
ｓ ｅ Ｉｎｆｏ ｒｍａ ｔ

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 ｅｎ ｔ
，
２００ ６ ，

１ ９ （
１ ） ：１ ３

－

２ ９
．

［ １ ９
］Ｈｕ ｅｍｅｒ Ｌ ．Ｓｕｐｐ ｌ ｙ

ｍａｎ ａ
ｇ
ｅｍｅｎ ｔ

：
Ｖａ

ｌ
ｕｅｃ ｒｅａｔ

ｉｏ ｎ ，
ｃｏｏ ｒｄ ｉ

ｎ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ｐｏｓ ｉ

ｔ
ｉ
ｏｎ

ｉｎｇｉｎｓｕ
ｐｐ ｌｙ

ｒｅ
ｌ
ａｔ ｉｏｎｓｈ ｉｐ

ｓ
［ Ｊ ］ ．Ｌｏｎ

ｇ

ＲａｎｇｅＰｌａ ｎｎｉ
ｎ
ｇ ，

２０ ０ ６ ， ３ ９ （ ２ ） ：１ ３ ３－ １ ５３ ．

［
２０

］Ｒａ
ｉ
Ａ

，
Ｐａｔｎａ

ｙ
ａｋｕｎ

ｉＲ ， Ｓｅ ｔｈＮ
．
Ｆ

ｉ
ｒｍ

ｐ
ｅｒｆｏ ｒｍａｎｃｅｉ

ｍ
ｐ
ａｃ ｔｓｏ ｆｄ ｉ

ｇ ｉ
ｔａ

ｌ ｌｙ 
ｅｎａｂ ｌｅｄｓｕ ｐｐ ｌｙ 

ｃｈ ａ ｉｎ ｉｎ ｔｅ
ｇ
ｒａｔ

ｉｏｎｃａｐ
ａｂ ｉ

ｌ
ｉｔ

ｉ
ｅｓ

［Ｊ］ ， Ｍ ＩＳＱ ｕａｒ ｔｅ ｒ
ｌｙ ， ２００ ６

， ３０ （ ２ ） ：２ ２５
－

２４６ ．

［
２ １

］Ｄｅｈｎ
ｉ
ｎ
ｇＢ ？

Ｒｉ ｃｈａｒｄｓｏ ｎＶ Ｊ ， Ｚｍｕ ｄＲＷ ．Ｔｈｅｆｉ ｎａｎ ｃ
ｉａ ｌ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 ｅ ｅ ｆｆｅｃ ｔｓ ｏｆ ＩＴ

－ｂ ａｓｅｄｓ ｕ ｐｐ ｌ
ｙ

ｃｈ ａｉ 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
ｙ
ｓｔｅｍｓ ｉ

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 ｕｒ
ｉ
ｎ
ｇ ｆ ｉ

ｒｍ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 ｆＯｐ

ｅｒａｔ
ｉ
ｏｎ ｓ Ｍａｎａ

ｇ
ｅｍｅｎ ｔ

， ２０ ０７ ＊ ２ ５ （ ４
）

：
８０ ６

－

８２ ４
．

［
２２

］Ｆ ｉｓｈｅ ｒＭＬ ．Ｗ ｈａｔ ｉｓｔｈ ｅｒｉ ｇｈ ｔｓｕｐｐｌ ｙｃｈａ ｉ
ｎ ｆｏｒｙｏｕｒｐ ｒｏ ｄｕ ｃ ｔ？［Ｊ ］

．Ｈ ａｒｖａ ｒｄＢｕ ｓ ｉｎ ｅ ｓｓＲ ｅｖ ｉｅｗ
， １ ９ ９ ７

，
７５ （ ２

）
：

１ ０５
－

１１ ７
．

［
２３

］Ｗａ
ｇ
ｎ ｅｒＳＭ ， Ｇｒｏｓ ｓｅ

－

Ｒ ｕ
ｙｋｅｎＰＴ ， ＥｒｈｕｎＦ ．Ｔｈｅ ｌ ｉ

ｎｋ ｂｅ ｔ
ｗｅｅｎｓｕ

ｐ ｐｌ ｙ
ｃｈａ ｉ

ｎ ｆ ｉ
ｔａ ｎｄｆ ｉ

ｎａｎ ｃｉ
ａ

ｌｐ
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 ｆｔｈｅ

ｆ ｉ ｒｍ
［Ｊ］ ． 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 ｆＯ

ｐ
ｅｒａ ｔ

ｉ
ｏｎｓＭａｎａ

ｇ
ｅｍｅ ｎｔ

， ２０ １ ２ ？
３０ （ ４ ） ：３４０

－

３ ５３
．

［ ２
４
］Ｍ ａｓ ｃａｒｅｎｈａｓＯ Ａ ， ＫｅｓａｖａｎＲ ？ Ｂｅｒｎａ ｃｃｈ ｉＭ ．Ｃｕｓ ｔｏｍｅｒｖ ａ

ｌ
ｕ ｅ

－

ｃｈａ ｉ
ｎ ｉ

ｎｖ ｏ
ｌ
ｖｅｍｅｎｔｆｏｒ ｃｏ

－

ｃ ｒ ｅａ ｔ
ｉ
ｎ
ｇ

ｃｕｓ ｔｏｍ ｅｒｄｅ ｌ
ｉｇｈ ｔ

［
Ｊ
］ ，

 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 ｆＣｏｎｓ ｕｍｅｒＭａｒｋｅ ｔ ｉｎｇ ，
２００ ４

，
２ １ （ ７ ） ：４ ８６

－

４ ９６ ．

［
２５

］Ｃａｍｅｒ
ｉ
ｎｅ

ｌｌ ｉＥ ， Ｃａｎｄ ｔｕＡ ．Ｍｅａｓｕ ｒ
ｉ
ｎ
ｇ ｔｈｅｖ ａｌ

ｕ ｅｏｆｔｈ ｅｓｕ
ｐｐ ｌｙ

ｃｈａ ｉｎ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 ｒｋ ［ Ｊ ］ ．Ｓｕｐ ｐｌｙＣｈａ ｉ

ｎＰ ｒａｃ ｔｉ ｃ ｅ
，

２０ ０６ ， ８ （ ２ ）
：
４ ０

－

５ ９ ．

［ ２
６
］Ｓｕｂｒａｍ ａｎ

ｉ
Ｍ

．Ｈ ｏｗｄｏｓ ｕｐｐ
ｌ
ｉ
ｅｒｓｂｅｎｅ ｆ

ｉ
ｔｆｒｏｍｉ

ｎｆｏｒｍ ａｔ
ｉ
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

ｕ ｓ ｅ ｉｎ ｓｕｐｐｌ
ｙ

ｃｈａ
ｉ
ｎｒ 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ｓｈ ｉ

ｐ
ｓ？［Ｊ ］ ．Ｍ ＩＳ

Ｑｕａｒ ｔｅｒｌｙ ，
２０ ０４ ，

２ ８ （ 
１ ） ：４ ５

－

７ ３ ．

［
２７

］ＬｅｅＨＬ ， ＳｏＫＣ ， ＴａｎｇＣＳ ．Ｔｈ ｅｖ ａ ｌ ｕｅｏｆ ｉｎ ｆｏｒｍａ ｔ
ｉｏｎｓｈａｒｉｎ

ｇ ｉｎａｔｗｏ
－

ｌ ｅｖｅｌｓｕｐｐ ｌｙｃｈａ ｉｎ ［ Ｊ ］ ．Ｍａｎａｇ
ｅｍｅｎ ｔ

Ｓｃ ｉｅｎｃｅ ，
２０ ００

，
４６ （ ５ ）

：６２ ６
－

６ ４３ ．

［ ２８］Ｓａｌｖａ ｄｏ ｒＦ ？ Ｆｏ ｒｚ ａＣ ，Ｒｕｎｇ
ｔ ｕｓａｎａｔｈａｍＭ ，ＣｈｏｉＴＹ ．Ｓｕｐｐｌ

ｙ
ｃｈａ

ｉ
ｎ ｉ

ｎ ｔｅｒａｃ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ｔ ｉｍｅ
－

ｒｅｌ ａ ｔｅｄｐ
ｅｒｆｏ ｒｍａｎｃ ｅｓ ：Ａｎ

ｏ
ｐ
ｅｒａｔ ｉ ｏｎｓｍａｎａｇ ｅｍｅｎｔ

ｐ
ｅｒｓ

ｐ
ｅｃｔ ｉ ｖｅ［Ｊ ］ ， Ｉｎ ｔｅｒｎ ａ ｔ 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 ｒｎａｌｏ ｆＯｐｅ

ｒａｔ ｉｏｎｓ＆Ｐｒ ｏｄ ｕｃ ｔ ｉｏｎ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 ｔ
， 
２ ００ １

，
２ １

（
４ ） ：４ ６ １

－

４ ７５
．

［ ２９］Ｋｕ
ｌ ｐＳＣ ，ＬｅｅＨＬ ， Ｏｆｅｋ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 ｔｕ ｒｅｒｂ ｅｎｅｆｉ ｔｓｆｒｏｍｉ

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
ｏｎ 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 ｉｏｎｗ ｉ

ｔｈ ｒｅ
ｔ
ａ

ｉ
ｌｃｕ ｓ ｔｏｍｅｒｓ

［
Ｊ
］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 ｔＳｃｉ
ｅｎｃｅ

， ２ ００ ４ ，
５０ （ ４ ） 

：
４３ １

－

４４４
．

［
３ ０

］Ｋ ｌｅ ｉｎＲ ， Ｒａ ｉＡ ． Ｉｎｔ ｅｒｆ ｉｒｍｓ ｔｒ ａ ｔｅｇ
ｉｃ ｉｎ ｆｏ ｒｍａｔ ｉｏｎｆ ｌ

ｏｗｓ ｉｎｌ
ｏｇ ｉｓ ｔ ｉｃ ｓｓｕ

ｐｐ
ｌｙ 

ｃｈａ ｉｎｒ ｅ
ｌ
ａｔ ｉ

ｏ ｎ ｓｈ ｉｐ
ｓ ［ Ｊ ］ ，ＭＩＳＱｕ ａｒｔｅｒ ｌ

ｙ ，

２０ ０９
，
３ ３ （４ ） ：７３ ５

－

７ ６２ ．

［３ １
］Ｇｒｏｖ ｅｒＶ ，Ｋｏｈｌ ｉＲ ．Ｃｏｃ ｒｅａ ｔ ｉ ｎ

ｇＩＴｖａｌ
ｕｅ

：Ｎ ｅｗｃａ
ｐ
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ｉ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ｒ

ｉ
ｃｓｆｏｒｍｕ

ｌ
ｔ ｉ ｆ ｉｒｍｅｎｖ

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

［ Ｊ ］ ．Ｍ ＩＳ

Ｑｕａｒ ｔｅｒ
ｌ ｙ ， ２０ １ ２ ，

３６ （ １ ）
；
２２ ５

－

２ ３２ ．

［３ ２］Ｒａ ｉＡ
，
Ｐ ａｖ ｌ

ｏ ｕＰＡ ？ ＩｍＧ ，ＤｕＳ ．Ｉｎｔ ｅｒ ｆｉｒｍＩＴｃａｐａ ｂｉ
ｌ

ｉｔ ｙｐ
ｒｏｆ ｉ

ｌ
ｅｓ ａｎｄｃｏｍｍ ｕｎ

ｉ
ｃａ ｔ ｉｏ ｎｓ ｆｏｒｃｏｃｒ ｅａ ｔ ｉｎ

ｇｒｅ
ｌ
ａｔ ｉｏｎａ

ｌ

ｖａｌ ｕｅ
：
Ｅｖｉｄｅｎｃ ｅｆｒｏｍｔｈｅ ｌｏ

ｇ
ｉ ｓｔ ｉ ｃｓ ｉ ｎｄ ｕｓ ｔｒ

ｙ
［ Ｊ］ ．Ｍ ＩＳＱｕａｒｔｅｒ ｌｙ ，

２０ １ ２
＊
３ ６ （ １ ） 

：
２３ ３

－

２ ６２ ．

［３ ３］ＳａｒａｆＮ ， Ｌａｎ
ｇｄ

ｏｎＣＳ ， Ｇｏ ｓａ ｉｎＳ ．ＩＳａｐｐ ｌ
ｉ
ｃ ａ ｔ ｉｏ ｎｃａｐ

ａｂ ｉ ｌｉｔ ｉｅｓａ ｎｄｒｅ ｌ ａ ｔ ｉｏｎａｌｖａ ｌ ｕｅｉ ｎｉ ｎｔ ｅｒｆ ｉｒｍｐ ａｒｔｎｅｒｓｈ ｉ

ｐ
ｓ［Ｊ ］ ．

Ｉ
ｎ ｆｏ ｒｍａｔ ｉｏｎＳｙ ｓ ｔｅｍｓＲｅｓ ｅａ ｒｃｈ ？ ２０ ０７

，
１ ８

（
３

） 
？３２ ０

－

３ ３ ９ ．

［３ ４］Ｃｈａｖ ｅｚ Ｒ ， Ｆｙｎｅｓ Ｂ ， Ｇ ｉｍｅｎｅｚＣ ，
Ｗ ｉｅｎ

ｇ
ａｒ ｔｅｎＦ． Ａｓ ｓ ｅ ｓｓ ｉｎ

ｇ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 ｆｉ

ｎｄｕｓ ｔｒ
ｙ

ｃ
ｌ
ｏ ｃｋｓｐ

ｅ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ｕ ｐｐ ｌｙ
ｃｈａ

ｉ
ｎ

ｍａｎａ
ｇ
ｅｍｅｎ ｔ

ｐ
ｒ ａｃ ｔ ｉｃｅ

－

ｐ
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ｒｅ

ｌ
ａｔ ｉｏｎ ｓｈｉ ｐ［Ｊ ］ ， Ｓｕ ｐｐｌ ｙＣｈ ａ ｉ ｎＭａｎａ

ｇ
ｅｍｅｎ ｔ

：Ａｎ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Ｊｏｕ ｒｎａ
ｌ ，

２０ １ ２
，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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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 ：２ ３５
－

２４ ８ ．

［
３
５］Ｒｏｓ ｓＪＷ ，Ｖ ｉ ｔａ ｌ

ｅＭＲ ．Ｔｈ ｅＥＲＰｒｅｖｏ ｌｕ ｔ ｉｏｎ
：
Ｓｕ ｒｖｉ ｖｉｎｇｖ ｓ

．ｔｈ ｒｉｖ ｉｎ
ｇ ［ Ｊ ］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

ｉ
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ｓＦｒｏｎ ｔ

ｉ
ｅｒｓ

，２ ００ ０ ，

２ （２ ） ：２３ ３
－

２ ４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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