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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 T or an t kz y 和 lF ie sc he
r

提出的 T O E理论模型作为分析框架
,

针对建筑业网上招投标系

统采纳的具体情境
,

从技术
、

组织和环境三方面的因紊分析了影响采纳的具体因素
.

结合中国建筑企业 自身

的规模和类型
、

管理层的信息化意识
,

以及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
,

提出了网上招投标系统的 T O E 采纳

影响因素模型
.

关扭词 电子商务
,

信息技术采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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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招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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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招投标作为一种高级的
、

规范化的交易运作方式被引人我国建筑业 已经有近三 十年的历史了
。

它打破了多年来传统的计划分配方式
,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但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

不断发展
,

招投标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

而信息技术在招投标过程中的应用
,

可以提高招投标的

公开性和透明度
,

有利于营造
“

公开
、

公平
、

公正和诚实信用
”

的招投标环境
。

本文以四川建设网 ( w w w
.

s cc in
.

。。 m
.

。 )n 为研究背景
。

四川建设网是由四川省发改委
、

省建设

厅
、

省监察厅实施监督指导的行业门户网站
,

2 0 0 3年 12 月
,

四川省发展计划委员会第 2 号公告指定四

川建设网为发布全省依法必须招标项 目中标候选人公示的唯一媒体
。

四川建设网的网上招投标管理信息系统是 2 0 0 6 年四川省科技厅的重点攻关项 目
,

该系统在发展

改革
、

建设
、

经贸
、

外经贸
、

交通
、

水利
、

民航
、

信息
、

农业等省级管理部门及全省 21 个市州建立接人点
,

为 30 0 0 0 家以上的企业用户和 5 0 0 0 0 个 以上个人用户提供招投标活动在线服务
,

具备发布招标公告
、

群发短信
、

信用档案查验
、

手机报名
、

网上支付 (第二期 )
、

网上答疑
、

网上开标会
、

专家评标 (第二期 )
、

发布中标候选人公示
、

发布中标 (结果 )通知书
、

合同备案等功能
。

网上招投标系统的成功运行离不开建设企业的参与和支持
。

在网上招投标系统的应用过程中
,

系统采纳是重要的环节之一
,

然而
,

目前专门针对 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的研究较少
,

也缺乏一个能为

建设企业所用的决策模型
。

本文希望通过研究总结技术采纳过程中的行为规律
,

为招投标过程中的

信息技术的开发
、

推广
、

应用提供依据
,

降低招投标过程中信息技术应用的风险和阻力
,

为提高信息技

术采纳意愿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

本文的研究内容如下
:

( 1) 在 T O E 的理论框架下
,

尝试提 出建筑企业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影响因素模型
;

( 2) 在中国建筑业环境下
,

对模型的影响因素具体分析
,

提出相关假设
,

并通过实证数据对假设进

四川省科技厅资助项目 ( 2 0 0 6 R 1 6
一
0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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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检验 ;

( 3) 根据假设检验结果总结出影响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的具体因素
,

从技术
、

组织 和环境三个方

面对研究结论进行讨论
。

2 文献回顾

传统的信息技术采纳研究建立在创新扩散理论〔’」基础上
。

这一理论认为技术的扩散与采纳率受

到技术的相对优势
、

兼容性
、

复杂度
、

可试验性和可观察性的影响
。

T o r
an t kz y 乙 lF e isc he

r ( 1990 )对

创新扩散模型进行了扩展
,

认为组织对一项创新技术的采纳受到 T (技术 )
一

〔)( 组织 )
一

E (环境 )三方面

因素的影响 zj[
。

T O E模型如图 l 所示
。

T O E 模型中
,

技术一般是指企业的内外部技术
,

既包括现

有技术
,

也包括市场上尚未被企业引进利用的技术 ; 组织一般

是指企业范围及规模
、

管理结构特性
、

人力资源状况等 ; 环境

有时也称制度
,

指所在行业 以及与合作者
、

竟争对手
、

政府的

交易行为
。

在经典的 T O E 模型提出之后
,

国内外研究者在其理论框

架的基础上
,

对感知创新
、

组织因素和环境因素这三个方面具

体包含的因素进行了研究
。

T O E 模型系统考察了组织内外因素和技术本身特点
,

具

环环境因素素素 组织因素素

圈 1 T o ur a t z k y & F le is e h e r
( 19 90 》

采纳模型

有较强的系统性
,

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不 同信息系统领域内的组织技术的采纳影响因素分析
。

如

Ia e o v o u e t a
l

.

( 1 9 9 5 ) L,〕用 T O E 模型来分析 E D I使用的三个方面
,

C h
a u a n

d T a m ( 1 9 9 7 ) L̀ ]用来分析开

放式系统的采纳影响因素
,

T e 。 ,

T a n a n d B u
k ( 1 9 9 7 ) [ 5 ] 对 In t e r n e t 采纳的分析

,

C o o p e r a n
d Z m u d

( 1 9 9 0 ) L̀ ] 对 M R P 采纳的分析
,

T h
o n g ( 一9 9 9 ) [ , 」对信息 系统采纳的分析

,

Z h
u ,

X u a n d D e d r i e k

( 2 0 0 5 ) [`」对电子商务采纳的分析等
。

P r e m k
u m a r

( 2 0 0 3 ) 〔
, ]通过对 I T 实施的元分析后认为 T O E 理论

框架得到了一致的实证检验的支持
。

在国内
,

对于 哪些 因素影响组织信息技术采纳决策的研究还 相对较少
。

陈文 波和黄丽华

( 20 0 6) 〔 ’ 。」对组织信息技术采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评述
。

刘文雯
、

高平和徐博艺 ( 2 0 05 )[
` ’」介绍了国外

技术接受模型的研究状况
。

张楠
、

郭迅华和陈国青 ( 2 0 06 )[
` 2」从行为建模角度进行信息技术采纳研究

,

并指出了发展阶段和未来方向
。

宋振晖和邓超 ( 2 0 05 )[
`3] 在我国信息产业部企业信息化标准研制过程

中
,

依据创新扩散理论提出了我国企业信息化标准技术采纳实证框架
,

并进行了实证分析
。

昊春明
、

赵晶和夏靓 ( 2 0 06 l)[ 们 对企 业信息技术采纳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 研究
。

李霆
、

张朋柱和王 刊良

( 20 05 )[
’ 5

·

’们利用 D va i s 模型研究了社会规范对技
.

术接受行为的影响机制和影响用户接受信息技术的

关键因素
。

高平
、

刘文雯和徐博艺 ( 2 0 05 )[
’ 了」等将 D va i s 模型与任务技术匹配模型 ( T T F )整合起来

,

研

究我国企业中影响 E R P 采用和实施的行为因素
。

此外
,

还有杨静和邵培基 ( 2 0 06 )[
” 〕对电子商务应用

的影响因素分析等
。

3 建筑企业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影响因素模型及假设

从上面的文献回顾可以看出
,

T O E 理论模型在电子商务领域被广泛应用
,

并已形成许多模型
。

T O E 框架和模型能够帮助解释或者支持利用信息技术的特性对商务价值有贡献的驱动因素 [” 〕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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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研究提供了一致的对 T O E 理论框架的实证支持
。

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对于不同信息系统的研究
,

具

体的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也不同阁
。

因此本文依据 T or an t kz y 和 lF ie sc ha
r
提出的 TO E 理论分析框架

,

针对建筑业 网上招投标系统采

纳的具体情境
,

从技术
、

组织和环境三方面的因素分析影响采纳的具体因素
,

结合我国建筑企业自身

的规模和类型
、

管理层的信息化意识
,

以及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特点
,

提出了以下采纳影响因

素模型
,

该模型包含以下变量
:

( 1) 技术因素 ( T e
hc

n
ol

o g y ,

T )
。

主要包括技术的相对优势
、

技术复杂性和技术的兼容性三方面
。

( 2) 组织因素 ( o
r
ga in az t io n ,

0 )
。

相关的因素有组织规模
、

组织范围
、

组织所有制性质
、

组织成立

时间
、

组织信息化战略以及高管的支持和人力资源投人等
。

( 3) 环境因素 ( E vn ior n m en t ,

E )
。

包括企业面临的行业竞争压力
、

客户压力
,

以及政府影响三方

面的因素
。

鉴于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建筑业的特点
,

本文对政府影响这一因素进行了细分
,

并

从政府立法
、

政府监管和政府信息化战略三个方面进行具体考察
。

综上所述
,

本研究提出以下理论研究构建模型
,

如图 2 所示
。

环环境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
··

竞争压力力力 技术因素素
··

客户压力力力
·

相对优势势
··

政府因素素素
·

复杂性性

①①立法②政府信息化战略略略
·

兼容性性

③③监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

组组织因素素
··

组织特性性

①①所有制性质②成立时间间

③③规模 ④范围围
··

企业信息化战略略
··

高管支持持
··

人力资源投人人

圈 2 趁筑企业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影晌因帝模型

R og er
s
在 19 9 5 年提出的创新扩散理论川认为

,

创新本身有一些能决定其扩散程度或扩散速度的

特性
。

这些特性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

技术相对优势
、

技术复杂性和技术兼容性等
。

因此我们分别

假设
:

H l
:

感知的技术相对优势与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意愿正相关
。

H Z
:

感知的技术复杂性程度与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意愿负相关
。

H 3 :

技术兼容性与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意愿正相关
。

文献表明
,

组织的一些自身特性如组织规模
、

组织范围
、

组织性质等都会对企业信息系统采纳有

一定影响
,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

H 4
:

所有制性质不同的企业对网上招投标系统的采纳意愿有显著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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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S :

成立时间不同的企业对网上招投标系统的采纳意愿有显著差异
。

H 6
:

规模不同的企业对网上招投标系统的采纳意愿有显著差异
。

H 7
:

范围不 同的企业对网上招投标系统的采纳意愿有显著差异
。

招投标业务过程是建筑企业的重要业务流程之一
,

在招投标业务流程中应用信息技术离不开企

业信息化的发展
,

因此提出假设
:

H S
:

企业信息化战略重视程度与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意愿正相关
。

在信息系统和创新理论研究中企业高层管理者的看法
、

认可和支持
,

经常被作为研究的主要变

t 之一 [ ,。 〕 。

T e。 。 t a
l

.

( 2 0 0 6 ) [ , ,〕 。

对传统的 15 / 10 5 /E n l 和电子商务文献中关于高管支持的文献

进行了总结
。

在国外的研究中尤其对高层主管之一的 c EO 研究较多
,

如 T ho gn ( 1 9 9 9) 〔,」的研究显

示
,

C E O 的创新意识和 C EO 的信息技术知识在企业采纳新技术时有显著作用
。

因此提出以下

假设
:

H g :
高管支持与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意愿正相关

。

在信息系统采纳研究的文献中
,

人力资源也被诸多学者提出
,

并被认为是影响采纳的因素之一
,

如 K u r n i a a n d J o h n s t o n
( 2 0 0 0 )提出的必要的培创11[

2 2〕 ,

T h
o n g ( 2 9 9 9 ) [ ’ 〕提出的员工具备的相关知识

,

aL i a

dn G uy en
s
( 1” 7) 叫提出的员工对于变革的积极态度等

。

建设项 目招投标过程离不开企业的人

力资源支持
,

包括
:
必要的培训

,

专家的咨询
,

政府组织的相关讲座等
,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

H 1 0
:

人力资源投人程度与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意愿正相关
。

企业在同行业中的市场竞争
,

将会促使企业主动采用信息技术以降低运营成本
、

扩大销售额
,

提

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

组织面对的市场竞争压力越大
,

组织利用信息技术的欲望就会越强烈 〔3〕 。

随着

我国加人 W T O
,

我国建筑企业面临的竞争将不仅仅是国内企业的竞争
,

更面临着许多发达国家同行

的竞争
。

综合以上分析提出下列假设
:

H l l :
企业竞争压力的大小与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意愿正相关

。

在信息系统采纳研究中
,

客户压力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招投标过程中
,

建设企业一般是投标一方
,

政府或者委托的招投标代理机构一般是招标一方
。

由于投标企业的相对

弱势地位
,

招标方即客户或者合作伙伴提出的要求可能会引起投标企业的策略的改变
。

因此提出以

下假设
:

H 1 2
:

客户压力的大小与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意愿正相关
。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

政府相关立法
、

政策缺位 (如对于在线交易行为的立法缺位 )
,

会成为企业

采纳信息技术开展商业活动的重要阻碍因素田〕 。

目前
,

国家颁布的有关招投标方面的法律法规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 》
、

《电子签名法》等
。

但总体来说
,

我国关于招投标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是很

完善
,

普遍的电子商务法律意识还 比较淡薄
,

守法意识还有待加强
。

因此作出如下假设
:

H 1 3
:

法律完善程度与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意愿正相关
。

在电子商务扩散中
,

许多研究表明
,

政府的干预在避免产生数字鸿沟上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
。

政府

是信息化墓础设施建设的基础 [均
。

政府环境是影响信息技术采用的重要 因素
,

政府可以通过政策
、

补贴
、

税收等手段影响组织信息

技术的应用
,

这种影响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 o]

对于完全市场经济国家来说
,

政府行为对企业信息技术的采纳没有直接影响〔川
。

而在发展 中国

家尤其是中国
,

政府还在电子商务应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7[ 〕 。

政府可以通过一些监督管理活动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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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电子商务活动的应用
,

政府投资项 目招投标过程中的信息技术应用也可以看作是电子商务的重要

应用
。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

H 14
:

政府监管力度的大小与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意愿正相关
。

在许多建筑项 目的招投标中
,

政府是项 目的投资者
,

因此由政府作为招标方或者委托招投标代理

机构进行招标
,

这些招投标的流程离不开政府的相关管理活动
,

政府的信息化也包括政府业务流程的

信息化改造
,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

H 1 5
:

政府信息化战略的重视程度与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意愿正相关
。

4 调研设计

本研究采用对建筑企业进行问卷调 查的方式来检验上述假设模型
。

在大量文献研究的墓础

上
,

作者设计了初步的调查问卷
,

并进行了预调查
,

对各因素测量的可靠性和内容有效性进行了初

步分析
,

据此结果
,

在对各量表进行修改之后
,

确定了正式间卷
。

在问卷中
,

采用五刻度 iL k
e rt t 表

(l =
“

完全不同意
” ,

5一
“

完全同意
”
)

。

模型中的因素的含义及其来源如表 1 所示
。

裹 1 因资含义及来派

影 晌 因 众 含 义 来 通

相对优势

技术复杂性

Ro g e r s ( 199 5 ) [ l〕
I a e o v o u e t a l

.

( 199 5 ) [ 3〕

C h a u 。 n d T a m ( 199 7 ) [4〕

技术兼容性

组织特性

是指建筑企业应用 网上招投标系统

后现状发生改善的情况

是指网上招投标系统不被 了解和使

用的程度

是指与网上招投标系统应用与企业

现存的信息系统
、

组织架构
、

权力等

级及分工
、

企业文化等相适应的程度

主要指企业所有制性质
、

成立时间
、

规模和范围

企业信息化战略

高管支持

企业信息化战略的重视程度

企业高层管理者的看法
、

认可和支持

人力资源投人

W o lf ( 19 88 ) [ 28〕

M a r y a n d Ro b e r t ( 198 9 )〔2 9〕
D e w a n ,

SM ie ha e l
, 。 n d M in ( 1998 ) [ 30〕

通过企业访谈和行业专家建议设计

K u r n i a a n d Jo h n s t o n ( 20 0 0 ) [ 22〕
G or

v e r ( 19 9 5 ) [ s l j

R a m a m u r t h y 。 n d P r e m ku m a r
.

( 19 95 ) [ Z o j

K u r n ia 。 n d Jo h n s t o n ( 20 00 ) [ 22 ] T h o n g ( 1999 ) [ 7〕

竞争压力

客户压力

包括必要的培训
,

专家的咨询
,

政府

组织的相关讲座等

企业受竞争者影响的程度

企业受客户影响的程度

立法

政府监管

政府信息化战略

政府相关立法的完善程度

政府的相关监督管理活动

政府信息化战略的重视程度

R a m a m u r t h y a n d p r e m k u m a r
.

( 199 5 ) [ 2 0 ]

K u rn ia a n d Jo h n s t o n ( 2 0 0 0 ) [ 2 2〕. I a e o v o u e t a l
.

( 19 9 5 ) [ 3〕; G r o v e r ( 19 93 ) [ 3 l j

通过企业访谈和行业专家建议设计

本研究访谈和调查对象主要是 四川建设网的企业会员
,

回收问卷总数为 56 份
,

其中获得有效问

卷为 4 3 份
,

有效回收率为 76
.

8%
。

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 2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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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2

组 级 特 性

样本的甚本资料统计

个橄 /个 百分比 /%

nù

八叨ù,11óJqJQ口
..

…
ōUQ甘O甘OJ工理」Ò月了伪d,̀

企业成立时间

.

在
`
I1J1

八乙n6

O口月任月了月任ùUg自nU匕d八袄ú,上

JQ
`1.1111q口ld

企业性质

企业规模

企业范围

国有企业

其他

5 年以内

6~ 10 年

11~ 15 年

16 ~ 20 年

20 年以上

是中小企业

否

仅在所在省内

l 8

72

其他 12 27
.

9

5 结果分析

.5 1 信度和效度检验

我们使用 S P S S 13
.

0 软件对问卷结果进行分析
。

信度检验主要通过指标 C or n b ac h
’ s 。
值来检

验
。

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

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变量和主因子的 C r o n
bac h’ s a

值均在 0
.

7~ 0
.

81 之间
,

这

说明量表间项之间和子变量之间的内部一致性较好
,

也即表明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

裹 3 因索的 C , n加 c h、 “ 值

因因 , C onr “ ac “
,。 a

, ……}}
因 , C , · ab o h

’ “ a 值值

相相对优势 0
.

80111

}
竞争熨 .07 9555

技技术复杂性 0
.

7 1777
}

客尸压力 。
·

` 3000

技技术兼容性 0
.

s nnn
{ 辛色

,

_ O
·

`0666

企企业信息化战略 0
.

80555
}

政肘鉴管
二 _

.

。
·

“ 0333

高高管支持 0
.

80222

…
“
朋砒

战略 “ .7 7555

人人力资源投人 0
.

7 977777

另外
,

对模型中各因素的确认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

所有测量指标在各自测量潜变量上的因子负

荷都高度显著 ( 因子负荷最小值为 0
.

50 3 )
,

表明数据有较高的会聚有效性
。

.5 2 假设检验

组织自身特性的相关方差假设检验结果总结如表 4 所示
,

其中一个假设显著成立
,

其他则不成立
。

裹 4 方差检脸总结衰

假 设

H 4
:
所有制性质不同的企业对网上招投标系统的采纳意愿有显著差异

。

H S
:

成立时间不同的企业对网上招投标系统的采纳意愿有显著差异
。

H 6 :

规模不同的企业对网上招投标系统的采纳意愿有显著差异
。

H 7
:

营业 区域不同的企业对网上招投标系统的采纳意愿有显著差异
。

检脸结 .

成立

不成立

不成立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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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 》按经济组织性质分为
:
国有企业

、

集体企业
、

股份合作企业
、

联营企业
、

有限责任公司
、

私营企业
、

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

外资企业
、

外商

投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

基于本研究的样本采集
,

将企业性质分为两类
:

国有企业
、

其他
。

组统计的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
:

表 5 企业性质组统计 ,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数 t 标准差

l
`

7 32

均值的标准误

0
.

57 7

其他 34 8
.

38 2
.

3 6 1 0
.

40 5

综合表 4 和表 5的相关统计信息可以看出
,

所有制性质不同的企业对网上招投标系统的采纳意

愿有显著差异
,

从组统计量可以看出
,

国有企业的均值要大于其他企业的均值
,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
:

国

有企业 比较其他企业更愿意采纳网上招投标系统
。

分析其原因可能有
:

国有企业实力雄厚
,

信息化程

度较高
,

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大等
。

相关假设检验的结果如表 6 所示
,

其中感知的技术复杂性程度与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意愿负相

关这个假设不成立
,

其他假设均成立
。

表 ` 相关假设检脸的总结衰

相 关 假 设
检脸结果

是否成立 相关系橄

H l
:

技术相对优势的感知与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意愿正相关
。

H Z :

感知的技术复杂性程度与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意愿负相关
.

H 3
:

技术兼容性与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意愿正相关
.

H S :

企业信息化实施程度与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意愿正相关
。

H g
:

高管支持与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意愿正相关
。

H l o :

人力资源投人程度与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意愿正相关
.

H l l
:
企业竞争压力的大小与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意愿正相关

。

H 12 :

客户压力的大小与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意愿正相关
.

H 13
:
法律完善程度与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意愿正相关

.

H 14
:

政府监管力度的大小与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意愿正相关
。

H 15
:

政府信息化战略重视程度与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意愿正相关
。

成立

不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0
.

55 4 二

一 0
.

0 37

0
.

4 86 二

0
.

4 31
` .

0
.

4 28 二

0
.

4 66 二

0
.

4 77 二

0
.

4 17 二

0
.

3 7 0
’

0
.

3 56
.

0
.

4 85
’ .

6 结论

本文采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

以 T or an t kz y 衣 lF ie sc h e r
( 1 9 90) 提出的 T O E 模型

为基础
,

结合招投标过程中的系统采纳的特点
,

构建了适用于建设项 目网上招投标管理信息系统采纳

的 T O E 模型
,

并从技术
、

组织和环境三个维度去研究建设项 目网上招投标管理信息系统采纳中的影

响因素
。

本研究基于三个维度提出的 15 个影响因子
,

分别为相对优势
、

复杂性
、

兼容性
、

组织 自身特

性
、

企业信息化战略
、

高管支持
、

人力资源投人
、

竞争压力
、

客户压力和政府因素
。

其中组织 自身特性

因素包括企业的所有制性质
、

企业的成立时间
、

企业的规模和企业的经营范围
。

政府因素又包括三个

方面
:

立法
、

政府监管和政府信息化战略
。

之后将上述因素与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意愿作假设检验分

析
,

分析结果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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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组织自身特性中所有制性质对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意愿有显著差异
。

其余三项则无显著

差异
。

(2 )除组织自身特性的四个因子外
,

其他 n 个因子中技术的复杂性与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意愿

无显著关系
。

其他 10 项因子均与网上招投标系统采纳意愿显著正相关
。

( 3) 概念模型得到了验证
。

从实证结果上看
,

本研究提出的概念模型是科学
、

合理的
,

具有一定的

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

尽管本文的研究得出了一些较有意义的结论
,

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仍然存在局限
,

需要在未来的研

究中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

并且在论文研究过程中
,

虽然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进行问卷调查
,

最后收获的

有效问卷数量也基本满足实证分析的要求
,

但是由于问卷调研工作的困难
,

本研究的数据采样大多属

于四川省内企业
。

因此
,

本文所得结论可能带有一定的地域特征
,

会对研究结论的实践意义产生一定

的制约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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