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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企业的信息化逐渐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

企业对 IT l/ S 的依赖有增无减
。

信息技术如

何产生 IT 商业价值
,

已成为许多学者和企业经理人极为关心的课题之一
。

本文通过对中国企业信息化成效

的实证研究
,

分析了我国企业信息化成就对 IT 商业价值的影响
,

以及在服务业企业与制造业企业的 IT 商业

价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两个问题
。

研究结果表明
,

高信息化成就的企业
,

其 IT 商业价值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企业
,

服务业企业的 IT 商业价值显著高于制造业企业
。

关健词 企业信息化
,

IT 商业价值
,

IT 生产率悖论

中圈分类号 C 9 3 1
.

6

1 引言

对信息技术 ( I
n
f
o r m a t i o n T e e h n o l o g y

,

I T )投资与企业绩效之间相关性的研究
,

一直是西方信息

系统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

许多企业在 IT 上大量投资却没有获得更好的成效
,

这种现象被称

为
“
I T 生产率悖论

” 〔̀
一
3」。

这种矛盾的现象引起了许多领域研究者的极大兴趣
,

纷纷采用各种手段和更

有效的研究方法
,

探讨 I T 投资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4
一

幻
。

在我国
,

随着过去 20 年来企业信息基础设

施的不断健全和终端用户对 I T 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
,

企业对 I T 商业价值问题的关心也在日益增长
。

一些企业的高层管理者鉴于 IT 对商业的贡献不明显
,

甚至开始考虑削减 I T 预算或者将部分 I T 项目

外包出去
。

因此
,

对 I T 的商业价值进行分析
,

识别企业运用信息技术对显性和隐性的企业绩效的提

升所起到的作用
,

已成为当前企业信息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

以往的研究中对 I T 商业价值的测度大多是基于财务的视角
,

许多学者都对此问题进行过深入的

研究〔9
一 ’ 7]

。

虽然用财务数据来说明企业绩效十分明了有效
,

但财务数据并不能完整地代表企业绩效
。

如果企业只关心这部分绩效贡献
,

就容易忽略企业其他一些重要 目标 L川
。

特别是
,

如果只以财务指标

来代表企业绩效
,

就容易忽略战略性的 I T 的商业价值
,

从而可能导致企业过于注重短期效益 〔’ 9」。

因

此
,

许多学者都指出
,

基于企业绩效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

不应当仅以单一的财务绩效指标来概括

商业价值
。

特别是不应当忽略信息技术创造的隐性价值 0z[
, `〕 。

此外
,

还有学者试 图通过企业整体的产出来探讨 I T 的绩效贡献
。

这种方式的问题在于
,

较难分

清以工作流或价值流活动为计算基础 的 IT 的绩效贡献
。

所 以
,

近年来一些 学者主张从流程 导向

( P r o e e s s o r i e n t e d a p p r o a e h )的观点对 I T 商业价值问题进行研究 [ , ’
一

2 ,」
。

他们认为
:

通 过在业务流程

层次上测度 IT 商业价值
,

可以从企业运营活动的多个侧面反映出 I T 的作用
。

但是
,

采用这种分析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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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实证研究在我国的学术期刊上比较少见
。

本文即试图填补这一空白
。

我们以企业运营流程活动

作为衡量 IT 商业价值的基础
,

将中国信息化评测中心评选出的 2 0 0 6 年信息化 50 0 强企业作为
“

高信

息化成就
”

的标杆企业
,

并将它们与一组非 50 0 强信息化的企业 (对照组 )进行比较
。

继而通过对比的

数据分析结果
,

揭示信息化成就较高的企业的信息技术对企业运营所起到的作用
,

是否明显优于对照

组的企业
。

同时
,

由于中国企业正处在所谓世界工厂的转型时期
,

未来必然要走以高附加值的现代服

务业为主体的道路
。

因此
,

正在兴起的服务业企业与传统的制造业企业相比
,

产业形态的差异是否也

会对 I T 商业价值产生明显的影响 ? 这是本研究探讨的另一个问题
。

综上所述
,

我们通过这项研究检验了两个问题
:

( l) 信息化成就不同的企业
,

是否在其 I T 的商业价值实现方面有显著的差异
。

( 2 ) 服务业与制造业两种产业形态中的企业
,

是否也在 I T 商业价值的表现上有显著的差异
。

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验证
,

可进一步理解 I T 对中国企业 I T 商业价值的影响
。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 1 基于流程的 lT 商业价值

对 I T 商业价值的测度有两种常见方法
,

一种是从企业财务会计的视角探讨 I T 的商业价值 ; 另

一种则是依据经济学理论
,

从企业总体产出的视角来衡量
。

虽然财务数据是一种反映企业运营绩效

的常用方法
,

但财务会计的数据往往是一个企业绩效的底线
,

它只说明了企业的部分有形效益
。

而从

总体的产出来衡量 I T 对于商业价值的影响
,

则无法准确地表达出某些特定的 I T 应用对企业运营过

程的影响
。

因此
,

以上两种方式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
。

例如
,

M oo en y 等人 22L 」认为
,

以企业整体的

产出结果来衡量价值
,

对 I T 究竟促成了多少商业价值
,

只能提供很少的信息
。

虽然一些研究运用较

完整的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方法
,

证实了信息技术的投人能够带来显著的效益6[,
’ `〕 ,

但是
,

这些分析

并没有详细地分解到数据集中的基础维
,

对企业运营绩效的结论有相当的局限性
。

一些学者认为
:

要了解 I T 对商业价值的影响
,

应当从传统的以产出为焦点的研究转向以流程为

焦点的研究〔2 ’
,

’ 5
,

’ 司
。

采用流程为焦点的重要性与优点
,

在许多研究中获得了认同
,

也受到实业界的重

视?2[
一

川
。

对此
,

T al lo n[ 胡提出了一个基于流程的 I T 商业价值活动模型
,

用以衡量 IT 对商业价值的影

响
。

该模型将流程上重要的价值活动分为六个构面 ( C
o sn t r uc t s )

:

( l) 流程规划与支持 ; ( 2) 供应商关

系
; ( 3) 生产与运营 ; ( 4) 产品与服务加强 ; ( 5) 销售与营销支持 ; ( 6) 客户关系

。

这些活动代表了企业

内部价值链的轨迹
,

在这些活动中
,
IT 的运用能够强化商业价值的创造

。

通过对 I T 在这些重要价值

活动的影响分析
,

可以识别出基于流程的 I T 商业价值
。

T al fo n
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

这六个构面具

有高的效度和信度
,

能够较好地反映出 IT 的商业价值概念
。

2 2 信息化成就与企业类型对 lT 商业价值的影响

虽然
,

从流程导向的价值活动来衡量 I T 商业价值是重要的
,

但是
,

随着企业属性的不同
,

IT 商业

价值仍然可能存在悬殊的差距
。

这些企业属性包括产业形态
、

导人新技术的时间
、

投人资源的 比例

等
。

例如
,

K iv ij ar vi 和 Saa ir en n[
3。〕主张信息系统的成熟度和企业绩效的提升有紧密的关联性

,

而信息

系统的成熟度又和导人新系统的时间有很大的关系
。

从此视角出发
,

信息化成就不同的企业
,

其主要

业务流程上的 I T 商业价值可能有明显的差异
。

也有学者指 出
:

随着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区分渐趋模

糊
,

制造业企业逐渐将部分业务外包
,

许多业务发生在企业外部
,

因而生产制造企业 的内部业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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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减少
,

而服务业也开始提供能显著改善客户生产率的产品
,

由此促进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业务内容

的融合
。

这使得从行业的角度来区分信息技术对企业的影响
,

不再如以往那么明显 3l[ 」。

这就促使我

们考虑
,

对于我国尚未完成这样转型的企业来说
,

在服务业企业的 I T 应用是否可能产生高于制造业

企业的商业价值这样一个问题
。

.2 3 研究假设

近年来
,

随着学术界研究的趋势和实务工作者对 IT 特性认识的逐渐深化
,

I T 对企业的商业价值

的研究重点
,

也随之逐渐转移到对促成商业价值活动成效的衡量方面
。

一些研究认为
:

I T 对企业的

确有显著的影响
,

而这种影响正是体现在基于流程的 IT 商业价值活动中田
·

” 〕 。

通过商业价值流程活

动的环环相扣
,

促成了企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

所以
,

信息技术投人较低的企业
,

它们的竟争力也会

相对薄弱
,

这是由于企业的众多流程获得 I T 支持的程度相对较低所致卿」。

反之
,

如果企业的 I T 投

资成功
,

I T 的最重要的作用在于
,

企业能够在以价值流为基础的业务活动上运用 I T 并得到显著的提

升效果
,

从而增强企业的整体竞争优势
。

基于这样的观点
,

我们提出下述研究假设
。

H l
:

信息化成就高的企业
,

意味着其主要业务流程上 的 I T 应用产生了效益
,

从而可为企业带来

明显的商业价值
。

虽然有学者指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差异渐趋模糊
,

但中国的产业环境正在努力改变单纯依靠低

价竞争的传统方式
,

产业主体也正在向服务业转型
。

而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产业形态的企业流程仍然

有显著的差别
,

I T 在企业流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也不能够完全相提并论
。

因此
,

可以推论
,

不同产业 中

的企业
,

在 I T 应用性质方面也会有明显的差异
。

对此
,

我们提出本研究的第 2个研究假设
。

H Z
:

制造业企业与服务业企业
,

在其主要业务流程上的 I T 应用性质有明显的差异
。

3 研究方法

.3 1 研究模型

本研究的模型是以企业的信息化成就和产业类型分别作为两组样本的控制变量
,

以 T a ll o n
所提

出的 I T 对企业流程影响的 6 个构面作为衡量 I T 商业价值的依据
,

通过让企业高层经理对这些构面

中 I T 作用的成效打分
,

获得有关 I T 商业价值的量化数据
,

并对样本企业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

从而

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
。

该模型如图 1所示
。

IIIIIIIIIIIIIIIIIT 商业价值值

信信息化成就就就
·

流程规划与支持持
.................

·

供应商关系系
·········

生产与营运运
企企业类型型型

·

产品和服务的增值值
·········

销售与营销销
··

客户关系系

圈 1 本研究的概念模型

.3 2 研究对象

调查对象由两部分企业构成
。

一部分是根据中国信息产业部信息化评测 中心 2 0 0 6 年出版的《中

国信息化 500 强企业 ( 2 0 0 6 ) 》
,

将其中所评选出的信息化 500 强企业作为高信息化成就的分析样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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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分是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
,

对西安
、

浙江
、

武汉等地区的国有和 民营企业进行调查
,

作为对照组

企业
。

由此两部分数据作为样本分析的来源
。

填答问卷的对象
,

主要是对公司整体运营了解较为深

人的高层管理者
,

如 C EO
、

C FO
、

C IO 等
。

选择高层管理者为受访对象的另一原因是
,

高层管理者对企

业信息技术投资决策的理解也 比较深刻
,

如果 C EO 对关键问题无法确切回答时
,

我们建议其转交其

他高层管理者填答
,

而 C EO 是优先的填答人选
。

这是因为 C E O 在决定何时
、

何处
,

以及如何使用信

息技术的过程中
,

通常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山
, ’ `〕 。

.3 3 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的内容
,

包含两部分内容
: 一部分是企业基本资料

,

另一部分是 I T 商业价值的衡量
。

对商业价值的衡量
,

是基于流程导向的观点
,

以流程上的价值活动作为衡量商业价值的对象
。

问卷中

包括反映 6 项企业运营流程活动的 30 个详细问题 (详见附录表 A )
。

研究问卷的发放时间自 20 0 7 年

8 月起至 2 0 0 7 年 12 月底止
,

发放前通过两位企业高级管理者 (一位是北京某集团企业的 C (F 〕
,

一位

是武汉某集团企业的 C E O )对问卷的内容进行了修正和调整
。

问卷共发出 700 份 (高信息化成就的企

业
:

500 份
,

对照组的企业
:

200 份 )
,

最终合计回收 13 1 份
。

经检视
,

回收问卷均为有效样本
,

回收率

18
.

71 %
,

有效回收率亦同
。

3 .4 基本资料分析

通过对上述样本的统计分析得到的样本数据的整理
,

我们将其列表于表 1
、

表 2
、

表 3
。

表 l 是对

1 31 份样本进行整理的数据列表
。

表 2 和表 3 则是将信息化 500 强和非 500 强企业分开整理后得到

的描述性统计数据
。

从表 1 的整体数据来看
,

在企业规模方面
,

2 0 00 人 以上 的企 业 比例最高
,

占

22 %
。

可以看出
:

企业信息化较有成效的企业
,

仍以中大型规模的企业为主
。

这些企业多属集团企

业
,

能够在激烈的竞争环境生存下来的企业
,

都已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与竞争对手抗衡
,

在员工人数上

也具有相当规模
。

国家有计划地对它们进行政策引导和技术培训
,

使得大部分企业在信息化的建设

过程中取得了较好的成就
。

在信息部门员工人数方面
,

10 人以内的比例最高
,

占 38
.

2%
。

其次是 11 ~ 50 人
,

占 4 7
.

3 %
。

其

中
,

有两家企业达到 1 0 01 人以上
。

经调查发现
,

这两家企业是以提供信息内容为主业的电信服务企

业
。

因此
,

受访者在回答此问卷时
,

认定其员工都与信息化业务有紧密的相关性
,

因此将所有员工都

归于信息部门
。

这是比较特殊的例子
。

在营业额方面
,

过去 3 年来
,

年平均营业额为 1 0 01 万 ~ 4 0 00 万元人民币比例最高
,

占 17
.

6%
。

其

中
,

年营业额在 100 亿元以上的企业也有 6 家
,

占 4
.

6%
,

这显示出受访对象在营业额方面的差距相当显

著
。

这也说明
,

在研究 I T 商业价值的问题时
,

如果仅从财务数字来比较优劣
,

可能产生相当大的差距
。

同

时
,

财务数字是否能充分反映 IT 在企业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值得怀疑的
,

显然有其局限性和可能的误区
。

在企业信息化的进程方面
,

以进行了 5 ~ 10 年信息化的企业比例最高
,

占 37
.

4 %
。

而推进信息化

时间在 4 年以上的企业占 80 %以上
。

这说明大部分企业已经具有了相当的信息化历史
,

企业信息化

的发展进行到此阶段
,

已经从 IT 投资的萌芽期逐步进人到成熟期
。

企业已开始关注 I T 对企业运营

价值的支持
,

对隐性 I T 资产的积累或 I T 能力的获得等
。

在 C IO 职位设置安排方面
,

尚未设 置 CI O 职位的企业 占 70
.

2%
,

已设 置 CI O 职位的企 业 占

29
.

8%
。

IT 的管理工作
,

仍是由其他职能的部门进行监管
。

可见
,

多数的企业尚未意识到信息部门

的管理工作
,

与营销
、

会计
、

人力资源管理等
,

均为企业中同等重要的管理职能
。

但是
,

随着 I T 在企业

的重要性和复杂度越来越高
,

对 I T 设置 CI O 并进行专业化管理已是企业 内部的重要课题
,

在运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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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角色上
,

I T 已成为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
。

在企业规模方面
,

企业的规模是由受访对象根据同业状况所做出的比较
。

调查对象以中等规模

的企业比例最高
,

占 48
.

9%
。

其次是大型企业
,

最后是小型企业
。

在产业形态方面
,

服务业 占 52
.

7%
,

制造业占 47
.

3 %
。

服务业受访对象的比例略多于制造业
,

呈

现的意义是
,

数据并没有特别偏向狭隘的一方
,

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
。

在样本来源中
,

信息化 500 强

的企业为 57 家
,

占 43
.

5 % ; 属于非 500 强的企业有 74 家
,

占 ,5 6
.

5%
。

在此项研究中
,

两种行业的样

本比例是接近的
。

裹 l 受访对象描述性统计橄据

J任连
`
OJ
`1.qJ9̀qJ月任,自

197392一251439

644720一2548371841869一1014272962

内 容

( l) 受访者职位

萤事长

副蓝事长

C E ( )

C F O

C IO

其他高管

( 2) 企业员工人数

50 人以下

5 1~ 10 0人

10 1~ 30 0 人

3 0 1~ 50 0 人

5 00~ 1 0 0 0人

1 0 0 1~ 2 0 0 0 人

2 00 1人以上

( 3) 信息部门员工人数

样本傲 百分比 /% 样本傲 百分比 /%

7
.

6

9
.

2

23
.

7

5
.

3

15
.

3

38
.

9

12
.

2

10
.

7

15
.

3

15
.

3

9
.

9

14
.

5

22
.

1

内 容

( 5) 企业信息化时间

3 年以下

4~ 5 年

5~ 10 年

11~ 2 0 年

20 年以上

( 6 ) 对 C IO 职位的设置安排
没设 t {由 c E o 兼任

C IO

有设 !

C IO

由其他中
、

高级领导兼任

小计

由 C E O 直接负责

由其他中
、

高级领导负责

小计

18
.

3

26
.

0

37
.

4

16
.

0

2
.

3

14
.

5

5 5
.

7

70
.

2

19
.

1

10
.

7

29
.

8

八Ug自,几向了nù11, .11.1勺OJ̀匕」

10 人以内 50

1 1~ 50 人 62

5 1~ 10 0 人 7

10 1~ 20 0 人 2

20 1~ 5 0 0 人 8

1 0 0 1人以上 2

( 4) 三年平均每年营业额 /元

38
.

2

47
.

3

5
.

3

1
.

5

6
.

1

1
.

5

( 7) 在同业中的规模

小规模

中规模

大规模

( 8 ) 产业形态

1保险

15
.

3

48
.

9

3 5
.

9

丹勺J任nnUQdO甘O甘
峨.人11八乙口̀11110̀

服务业

5 0 0 万以下

50 0 万~ 1 0 0 0 万

1 0 0 1 万 ~ 4 0 0 0 万

4 0 0 1万 ~ 7 0 0 0 万

7 0 0 1 万 ~ 1 亿

l 亿 ~ 5 亿

5 亿 ~ 10 亿

11 亿~ 2 0 亿

2 1 亿~ 3 0 亿

3 1 亿~ 5 0 亿

5 1 亿~ 1 0 0 亿

10 0 亿以上

16
.

8

8
.

4

17
.

6

5
.

3

3
.

8

1 4
.

5

12
.

2

制造业

6
.

9

3
、

8

百货物流

金融证券

医疗服务

运翰服务

建筑设计开发

信息服务

电信

其他服务

服务业小计

食品加工

石化
、

塑料

电子信息

钢铁机械

其他制造

制造业小计

3
.

8

2
.

3

5
.

3

1 3
.

7

13
.

7

5 2
.

7

7
.

6

1 0
.

7

5
.

3

22
.

1

4 7
,

3

4
.

6 11信息化 50 0 强
:

5 7 ( 4 3
.

5 % )
,

信息化非 5 0 0 强
:

7 5 ( 5 6
.

5 % )

O自11CJtll̀JOJ内bA
`

吐
`
O以只J内bǹ,19目, .占

,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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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伯息化 5 00 强描述性统计救据

““ , 样本 , 百分比 /”
}{{{{

“ 容 样本 , 百分比 /””

((( 1) 受访者职位位 ( 5) 企业信息化时间间

蓝蓝事长 6 10
.

555 3年以下 1 1
.

888

副副蓝事长 2 3
.

555 4~ 5年 4 7
.

000

CCC EO 2 1 36
.

888 5~ 10年 3 1 5 4
.

444

CCC FO 4 7
.

000 11~ 20年 2 1 3 6
.

888

CCC IO 18 31
.

666 20年以上 0 0
.

000

其其他高管 6 10
.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 6 ) 对 C IO 职位的设 t 安排排

((( 2) 企业员工人数数

…些
, 由
三

E o 兼任
_

_ _ …
_

13 3 3
·

333

5550人以下 2 3
.

555

…
C’。

砂
中

、

麟解
兼仕 6 `

.5666
555 1~ 100人 0 0

.

000
}小计

” 9 6 8
·

444

1110 1~ 30 0人 0 0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333 0 1~ 50 0人 4 7

.

000

…丝
,, 由 C EO直接负责 9 50

.

000

55500~ 1 0 00人 4 7
.

000

…
C’ 。。 由其他中

、

高级领导负责 9 5 0
.

。。

111 0 0 1~ 2 0 0 0人 18 3 1
.

66666 小计 18 31
.

666

222 0 0 1人以上 2 9 50
.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 7) 在同业中的规模模

(((3 ) 信息部门员工人数数 小规模 0 0
.

000

1110人以内 1 5 26
.

333 中规模 20 35
.

111

1111~ 50人 3 4 59
.

666 大规模 37 64
.

999

555 1~ 100人 0
`

0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110 1~ 20 0人 0 0
.

000 ( 8 ) 产业形态态
222 0 1~ 500人 6 10

.

555

…
… 竺

. _

2
.8777

111 0 0 1人以上 2 3
.

555

{宁了竺粤
5 Z L `̀

}}}}}}}}}}}}}}}}}}}}}}}}}}}}}竺甲竺
乔 。 。

`

。。

((( 4) 三年平均每年营业颊 /元元 _ _ 二

}资叮竺于
2

.8777
555 0 0万 以下 2 3

.

555 服分业

}贾竺竺贡一

“
.3000

5550 0万 ~ 1 0 00万 2 3
.

555

】竺誉竺寸
升友 ` .4 333

111 0 0 1万 ~ 4 0 00万 4 7
.

000

}
佰
号
服分

“
.3000

444 0 0 1万 ~ 7 0 0 0万 0 0
.

000

}巴停
一 _ 2 .8 ’’

777 0 0 1万 ~ l亿 0 0
.

000

}圣瞥粤色
.

5 ZL `̀

lll亿 ~ 5亿 7 12
.

333 ! 服分业小计
2 3 40

·

444

555亿~ 10亿 14 24
.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111 1亿 ~ 20亿 4 7
.

000

…
制造业业 食品加工 4 11

.

888

222 1亿~ 30亿 4 7
.

00000 石化
、

塑料 7 20
.

666

333 1亿 ~ 50亿 9 15
.

88888 电子信息 2 5
.

999

555 1亿~ 10 0亿 5 8
.

88888 钢铁机械 6 17
.

666

1110 0亿以上 6 10
.

55555 其他制造 15 44
.

111

制制制制造业小计 34 59
.

666

………信息化
50。 强

:
5 , `占全部样本 ` 3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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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3 非信息化 500 强描述性统计橄据

百分比/ % 内 容

( 5) 企业信息化时间

3 年以下

4 ~ 5 年

5 ~ 10 年

11 ~ 2 0 年

20 年以上

( 6) 对 C IO 职位的设里安排

没设里 }由
C E O 兼任

样本傲 百分比 / %

4 0
.

5

2 4
.

3

qJ八Un石八Unj,̀qd
`.1J任哎é

:
亡JdQ

j .几

13
.

5

2 7

60
.

8

:
n甘心U八̀

18
.

9

18
.

9

27
.

0

2 1
.

6

12
.

2

1
.

4

0
.

0

C IO

l 5

5

..6230一..9570.35

0z一54954

有设置

C IO

由其他中
、

高级领导兼任

小计

由 C EO 直接负责

由其他中
、

高级领导负责

小计

八UA
`
八éO乙

日
住
`

1一

4 7
.

3

ǐUO

( 7) 在同业中的规模

小规模

中规模

大规模

( 8 ) 产业形态

}保险:
,
.
八,q曰

2
.

7

0
.

0

0
.

0

2
.

7

0
.

0

5
.

4

8
.

1

乙
ó
哎U

服务业 0
.

0

8
.

1

0
内t)

:
八UC乙,臼

内 容 样本傲

( 1) 受访者职位

蓝事长 4

副蓝事长 10

C EO 10

C FO 3

C I0 2

其他高管 45

( 2) 企业员工人数

50 人以下 14

5 1~ 10 0人 14

10 1~ 3 00 人 20

30 1~ 5 0 0 人 16

500~ 1 00 0 人 9

1 0 0 1~ 2 0 0 0 人 1

2 0 0 1人以上 0

( 3) 信息部门员工人数

10 人以内 35

1 1~ 50 人 28

5 1~ 10 0 人 7

10 1~ 20 0 人 2

2 0 1~ 50 0 人 2

1 0 0 1人以上 0

( 4) 三年平均每年营业额 /元

50 0 万以下 20

50 0 万 ~ 1 00 0 万 9

1 0 0 1万~ 4 0 0 0万 19

4 0 0 1万 ~ 7 0 0 0 万 7

7 0 0 1万 ~ 1亿 5

l 亿 ~ 5亿 12

5亿 ~ 10 亿 2

1 1亿~ 2 0 亿 o

2 1亿~ 30 亿 o

3 1亿~ 5 0亿 0

5 1亿 ~ 100 亿 0

10 0亿以上 0

2 7
.

0

12
.

2

2 5
.

7

9
.

5

百货物流

金触证券

医疗服务

运翰服务

建筑设计开发

信息服务

电信

其他服务

服务业小计

食品加工

石化
、

塑料

电子信息

钢铁机械

其他制造

制造业小计

l 5

2

6
.

8

13

4 6

6

7

0

l

14

2 9

17
.

6

6 2
.

2

16
.

2

2
.

7

8
.

1

9
.

5

0
.

0

0
.

0

0
.

0

制造业

0
.

0

0
。

0

18
.

0

3 7
.

8

0
.

0 11非信息化 50 0 强
:

7 4 (占全部样本 5 6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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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T 商业价值差异分析

4. 1 信息化成就对 TI 商业价值的差异分析

我们通过对 131 份样本的均值进行 T 检验
,

来验证信息化成就不同的两组样本在 30 个题项的均

值是否有显著差异
。

详细的检验结果见附录表 A
。

在流程规划与支持构面
,

两个题项的测度有显著

差异
:

完善企业内部沟通和协调 ( t 一 3
.

35 1 )
、

强化了策略性的规划能力 ( t 一 3
.

36 7 )
。

在供应商关系构

面
,

仅一题测度项 (促成了公司与供应商之间的电子交易 (t 一 2
.

646 )) 存在显著差异
。

在生产与运营

构面
,

所有测度项均有显著差异
:

增加了公司产品和服务的产出数量 (t 一 3
.

9 52 )
、

强化了运营的灵活

性 ( t 一 5
.

204 )
、

促进了员工的生产力 ( t = 4
.

112 )
、

强化了设备的使用率 ( t = 3
.

3 76 )
、

减少了产品或服务

的成本 ( t = 3
.

1 1 2 )
。

在产品和服务增值构面
,

有四个题项存在显著差异
:
通过 I T 设备的使用

,

提高了

产品及服务的价值 ( t一 2
.

26 9 )
、

减少了新产品及服务的设计成本 ( t 一 1
.

7 9 6 )
、

降低了新产品及服务进

人市场的时间 (t ~ 2
.

04 8 )
、

强化了产品与服务的质量 (t ~ 2
.

186 )
、

支持了产品与服务的创新 (t -

2
.

0 69 )
。

在销售与营销支持构面
,

有四个题项存在显著差异
:

对市场趋势的辨识 (t 一 3
.

18 5 )
、

增加了

预测客户需求的能力 ( t ~ 4
.

09 5 )
、

改善了销售预测的准确性 (t 一 2
.

02 4 )
、

协助追踪定价策略的市场反

应 (t 一 3
.

1 8 3 )
。

在客户关系构面
,

有四个题项存在显著差异
:

强化支持售后服务的能力 (t ~ 3
.

1 7 1 )
、

强化了客户回馈能力和灵活性 ( t 一 2
.

3 3 5 )
、

增进了商品和服务的管道 (t 一 2
.

7 3 4 )
、

促成了销售过程中

对于客户的协助 ( t一 2
.

686 )
。

在 6 个不 同的 I T 商业价值构面中
,

30 个测度项中有 20 个测度项存在显著差异
。

其中
,

在供应商

关系构面仅有一项存在显著差异
。

这说明信息技术对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方面还不能全面性地

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
,

仅在电子化的交易方面能形成双方的联结
,

支持双方的交易
。

I T 商业价值主

要体现在交易性应用
,

或者信息共享应用的层次
。

而在战略上的影响
,

如买卖市场的消长
,

合作关系

的影响等较为隐性的作用
,

则还有值得推进的空间
。

从 6 个构面的综合均值来进行比较高信息化成就和对照组差异
,

可以发现在流程规划与支持 ( t =

2
.

0 5 9 )
、

生产与运营 (t 一 4
.

2 4 2 )
、

产品与服务增值 (t 一 2
.

22 8 )
、

销售与营销支持 (t 一 3
.

97 1 )
,

以及客户

关系 ( t 一 3
.

01 2 )5 个构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
。

所以
,

研究假设 H l 大部分得到了支持
。

I T 商业价值活

动的差异
,

除了在与供应商关系这一项不显著之外
,

其他 5 个构面都呈现显著的差异
。

详细的数据比

较结果见表 4
。

裹 4 离伯息化成就与对照组企业在 I T 商业价值 ` 个构面差异的 T 检脸

离信息化成就 对 照

因 t t 位

流程规划与支持

供应商关系

生产与运营

产品和服务增值

销售与营销支持

客户关系

均值

3
.

688

3
.

488

4
.

0 2 1

3
.

754

3
.

775

3
.

80 0

标准整

0
.

3 9 1

0
.

5 4 6

0
.

5 29

0
.

4 77

0
.

4 0 7

0
.

5 61

均值

3
.

4 68

3
.

34 9

3
.

54 3

3
.

5 19

3
.

4 78

3
.

4 9 5

组

标准差

0
.

7 3 2

0
.

68 3

0
.

60 9

0
.

70 7

0
.

69 1

0
.

75 5

2
.

0 5 6
’

1
.

294

4
.

798…

2
.

164
’

2
.

88 1
’ .

2
.

656
.

说明
: 一

p < 0
.

0 5
, , ,

p < 0
.

0 1
, ,

一 p < 0
.

0 0 1 ;
样本数 ( 5 0 0 强 )

:
5 7 ;
样本数 (非 5 0 0 强 )

: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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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行业类型对 T I商业价值差异检验

从行业的类型来比较样本在 T I商业价值的均值差异
,

30 项测度项中仅有 10 个测度项有显著

差异 (详细结果见附录表 B )
。

流程规划与支持构面
,

有两个测度项存在显著差异
,

分别是促成公司

采纳新的组织结构 ( t一 2
.

24 5) 和简化了企业流程 ( t一 1
.

8 23 )
。

在供应商关系构面有 4 个侧度项有

显著差异
,

分别是协助企业与供应商的关系主导了对供应商的影响力 ( t 一 2
.

930 )
,

减少了供应商在供

货时间上的变异风险 ( t一 2
.

1 1 0 )
,

促成了公司与供应商更为紧密的关系 ( t = 1
.

9 15 )
,

更有力的促成对

供应商供货和服务质量的监督 (t 一 2
.

3 1 1 )
。

在生产与运营方面有两个测度项有显著差异
,

强化了运

营的灵活性 ( t一 3
.

0 67 )
,

强化了设备的使用率 (t 一 2
.

2 9 3 )
。

在产品和服务增值方面
,

5 个测度项的差

异皆不显著
。

在销售与营销支持方面
,

仅有一题测度项差异显著
,

提高了销售人员对每位客户的销售

额 ( t一 2
.

158 )
。

在客户关系方面
,

只有一题测度项差异显著
,

增加了吸引客户和保留客户的能力 ( t -

3
.

7 3 5 )
。

汇总各构面的均值
,

在 6 个构面中
,

仅在供应商关系 ( t 一 2
.

4 4 1) 以及生产与运营 ( t 一 2
.

2 5 6) 构面

存在显著的差异
。

所以研究假设 H Z仅部分获得支持
,

说明 I T 商业价值在不同的产业类型中仍存在

一定的差异
。

由此似乎可看出
,

信息技术的运用对于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影响有逐渐趋同的趋势
。

详

细比较的数据结果见表 5
。

裹 5 服务业与制造业在 rr 商业价位六个构面差异的 T检验

因 泉
服务业 制造业

t 值
均值

:

怪d
1.1心U性月O口八卜Ud

`J性二J门10叹
U门了J任9̀UO哎U内l

……
,二,自乃̀nù八U,1流程规划与支持

供应商关系

生产与运营

产品和服务增值

销售与营销支持

客户关系

3
.

6 52 2

3
.

533 3

3
.

8 66 7

3
.

6 66 7

3
.

6 37 7

3
.

7 27 5

标准整

0
.

5 65 3

0
.

6 44 1

0
.

5 42 0

0
.

6 34 0

0
.

6 60 0

0
.

7 0 7 1

3
.

27 1 0

3
.

6 22 6

3
.

5 7 1 0

3
.

574 2

3
`

5 16 1

标准差

0
.

65 6 6

0
.

58 6 3

0
.

67 9 5

0
.

6 18 7

0
.

53 1 6

0
.

66 2 4

说明
: ,

p ( 0
.

0 5
, ` , p ( 0

.

0 1
, , , ,

p ( 0
.

0 0 1 ;
样本数 (服务业 ) : 6 9 .

样本数 (制造业 )
:

6 2

.4 3 数据分析的若干启示

从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
,

企业信息化对 IT 商业价值的影响
,

最大的是
“

生产与运营
” ,

此构面的 5

个题项都呈现 了显著的差异
。

同时
,

从高信息化成就企业的这一类样本统计得知
,

该构面的平均分数

大多在 4 以上
。

因此
,

信息化成就对业务流程支持程度的最重要之处是体现在生产与运营方面
。

这

与中国作为世界生产与制造工厂的角色相当吻合
,

说明现阶段企业信息化的特征
,

仍然是以交易自动

化
、

流程合理化等为信息系统的发展重心
。

而且
,

与对照组的企业相 比
,

信息化成就高的企业在生产

和运营方面的效益领先是明显的
。

由此看来
,

提升生产和运 营效率
,

使数据处理 的速度更快
、

透明度

更高的数据处理 目标
,

仍是凸显 I T 商业价值的关键所在
。

因此
,

E R P 等能改善企业整体资源运用效

率和反应速度的系统
,

仍是许多企业经营竞争的关键性武器
。

两组样本在 I T 价值活动构面上的均值

比较见图 2 所示
。

此外
,

在供应商关系方面
,

两组企业在 I T 商业价值上的差距并不明显
。

而且
,

信息化成就高的一

组
,

均值也是最低的
。

这表明多数的企业对此构面尚无明显的价值感受
。

一种可能性是
,

已经有些企

业对此进行 了 I T 投人
,

但仍无法获得具体的成效 ; 另一种可能性是企业对跨组织信息系统的建设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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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0() 强企业业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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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88 4
.

02 111 3
.

75444 3
.

7 7555 .3 8的的

~~~ 非50吩企业业 3
.

46 888 3
.

34 999 3
.

54 333 3
.

5 1999 3
.

4 7888 3
.

49555

圈 2 离伯息化成鱿和对照组企业在 IT商业价值的均值比较

在初级阶段
。

这些原因
,

都使得受访对象对此构面的感受度偏低
。

这似乎也意味着许多企业在完成

了满足内部信息化需求的建设后
,

将面临更高难度的外部连接性挑战
。

事实上
,

SC M 系统的建设早

已是许多企业发展的重点目标
。

许多企业通过并购
、

战略伙伴合作等方式
,

开始建设 S C M 系统
,

并在

促成供货的渠道方面取得更低成本
、

更高质量的产品
。

但是
,

从本研究的数据结果来看
,

这方面的成

效并不明显
。

说明该方面的信息系统发展仍有相当大的空间
。

从另一个视角而言
,

这也是企业是否

能在下一波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

我们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不同产业类型的企业而言
,

其 I T 商业价值的性质是否有明显的区

别
。

研究结果发现
,

服务业与制造业在 6 个构面中有 2个构面 (供应商关系
、

生产与运营 )存在显著区

别
。

如果进一步比较均值
,

可发现服务业的 I T 商业价值感知均高于制造业的 IT 商业价值感知
,

均值

的比较见图 3
。

对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

从产业演变的脉络来看
,

中国服务业的兴起是在制造业之

后
,

新兴技术的更迭替换使得服务业对 I T / IS 支持企业运营的感受
,

有更强烈的依赖和满意度
。

所

以
,

整体来看
,

服务业对 I T 商业价值的感知
,

比起制造业来得高
。

由此
,

我们可 以理解为
,

企业 对

I T I/ S 依赖将更为迫切
,

而且随着中国企业从简单的代工制造向创造更高附加价值的角色的转型
,

新

一代的企业将更重视服务
,

因此必将对 IT / IS 的依赖有增无减
。

而且
,

I T 将会在企业中发挥更大的影

响力
,

使 I T 商业价值体现在企业运营的不同层面
。

二二二二二蔽三乏二牙二弓互三三主三是三三
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二二竺任弓共二
一 ~ .

2 2 一
-

一 —
-

一门门
.....

流流程规划与支持持 供应商关系系 生产与运营营 产品和服务增值值 销售与营销支持持 顾客关系系

---今~ 服务业业 3
.

6 52 222 3
.

533 333 3
.

866 777 1 66 6 777 3
.

6 3 7 777 3
.

7 27 555

~~~ 制造业业 3
`

4 64 555 3
.

2 7 1 000 3
.

6 2 2 666 3
.

57 1 000 3
.

57 4 222 3
.

5 ! 6 111

圈 3 服务业和制造业在 I T商业价位的均值比较

整体来看
,

高信息化成就的企业比起对照组的企业
,

I T 商业价值普遍较高
。

而服务业 的 I T 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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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又高于制造业
。

我们可通过图 4看出两组企业 和产业类型交互 区隔之下区别出的 4种情况
。

可

以看出
:

( )l 信息化成就能够提升企业的 I T 商业价值
,

信息化成就高则 I T 商业价值亦高
。

( 2) 信息化成就中
,

又以服务业的 I T 商业价值表现较佳
,

I T 在服务业起到的作用比起制造业更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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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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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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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4 信息化成就不 同和两种产业形态在 I T商业价值的均位比较

5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从价值流程活动的视角
,

对 I T 商业价值进行了实证分析
。

我们从 I T 对企业价值活动的

影响构面出发
,

验证企业信息化的成就
,

及企业的形态是否对 I T 商业价值产生显著的影响
。

通过对

企业实证分析的结果
,

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
,

即
:

( ” 企业信息化的成就究竟能不能为企业产生商业价值? 和对照组的企业相比
,

信息化成就高的

企业在 I T 商业价值的实现方面有没有明显 的区别 ? 分析的结果表明
:

信息化成就高的企业与对照

组在 I T 商业价值的实现上的确有明显的区别
。

信息化成就高的企业
,

其 I T 在各个价值活动构面上

的影响均值都高于对照组企业
。

这意味着信息化成就确实能为企业带来较高的 I T 商业价值
。

( 2) 服务业与制造业两种产业形态中的企业
,

是否也在 I T 商业价值的表现上有显著的差异? 分

析的结果表明
:

服务业与制造业在 I T 商业价值上的确有明显的区别
,

服务业企业的 IT 商业价值高

于制造业企业的 I T 商业价值
。

这意味着 I T 对服务业的影响更高
,

随着产业环境由制造业 向服务业

的转型
,

企业对 I T 的依赖将会更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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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裹 A 离伯息化成就与对照组企业的 I T 商业价值位异分析

离摘息化成就 对照组
侧 度 项 t 位

均位 标准差 均值 标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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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流程规划与支持

1
.

完善企业内部沟通和协调

2
.

强化了策略性的规划能力

3
.

促成公司采纳新的组织结构

4
.

完善管理决策的制定

5
,

简化了企业流程

(二 ) 供应商关系

6
.

协助企业与供应商的关系
,

主导了对供应商的影响力

7
.

减少了供应商在供货时间上的变异风险

8
.

促成了公司与供应商更为紧密的关系

9
.

更有力的促成对供应商供货和服务质量的监督

10
.

促成了公司与供应商之间的电子交易

(三 ) 生产与运营

11
.

增加了公司产品和服务的产出数量

12
.

强化了运营的灵活性

13
.

促进了员工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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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了设备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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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了产品或服务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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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对照组
侧 度 项

离信息化成鱿
t 位

均值 标准差 均位 标准位

(四) 产品和服务增值

1 6
.

通过 I T设备的使用
,

提高了产品及服务的价值 3
.

75 0
.

5 76 3
.

50 0
.

707 2
.

2 69
’

17
.

减少 T 新产品及服务的设计成本 3
.

7 0 0
.

5 33 3
.

50 0
.

70 7 1
.

79 6

18
.

降低T 新产品及服务进人市场的时间 5
.

7 4 0
.

5 15 3
.

50 0
.

74 5 2
,

045
·

19
.

强化T 产品与服务的质 t 3
.

7 9 0
.

4 9 1 3
.

54 0
.

744 2
.

186
·

20
.

支持了产品与服务的创新 3
.

7 9 0
.

49 1 3
.

55 0
.

743 2
.

06 9
·

(五 ) 销售与营销支持

2 1
.

促成 T 对市场趋势的辨识 3
.

9 1 0
.

5 76 3
.

4 7 0
.

9 10 3
.

185 二

2 2
.

增加 j’ 预侧客户需求的能力 4
.

00 0
.

6 55 :
3

.

4 6 0
.

8 14 4
.

0 95
` · `

23
.

提高了销售员对每一位客户的销售倾 3
.

40 0
.

5 30 3
.

50 0
.

8 15 一 。
.

7 76

2 4
.

改善了销售预侧的准确性 3
.

74 0
.

5 52 3
.

4 9 0
.

7 98 2
.

0 24
·

25
.

协助追踪定价策略的市场反应 3
.

82 0
.

504 3
.

47 0
.

707 3
.

183 ”

(六 ) 客户关系

2 6
.

强化支持咨后服务的能力 3
.

93 0
.

7 99 3
.

4 6 0
.

8 94 3
.

171 二

2 7
.

强化了客户回恢能力和灵活性 3
.

79 0
.

6 19 3
.

49 0
.

8 15 2
.

3 35
·

28
.

增进 T 商品和服务的管道 3
.

86 0
.

63 9 3
.

49 0
.

86 4 2
.

7 34 二

29
.

增加 T 吸引客户和留住客户的能力 3
.

6 1 0
.

75 0 3
.

58 0
.

99 3 0
.

2 16

30
.

促成了销售过程中对于客户的协助 3
.

81 0
.

667 3
.

46 0
.

8 14 2
.

68 6 ..

说明
: , p < 0

.

0 5
,

二 p < 0
.

0 1
,

一 户< 0
.

0 0 1 一样本数 ( 5 00 强 )
:

5 7 .
样本数 (非 5 0 0 强 )

:
7 4

裹 B 服务业和翻造业的 rr 商业价位整异分析

侧 度 项
服务业 制造业

均位 标准理 标准位

t 值
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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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流程规划与支持

1
.

完善企业内部沟通和协调

2
.

强化了策略性的规划能力

3
.

促成公司采纳新的组织结构

4
.

完替管理决策的制定

5
.

简化了企业流程

(二 ) 供应商关系

6
.

协助企业与供应商的关系
,

主导了对供应商的影响力

7
.

减少了供应商在供货时间上的变异风险

8
.

促成了公司与供应商更为紧密的关系

9
.

更有力的促成对供应商供货和服务质 t 的监督

10
.

促成了公司与供应商之间的电子交易

(三 ) 生产与运营

11
.

增加了公司产品和服务的产出数 t

12
.

强化了运营的灵活性

13
.

促进了员工的生产力

14
.

强化了设备的使用率

15
,

减少了产品或服务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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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侧 度 项
服务业 制造业

均值 标准趁 均位 标准理

t位

叮̀,几匕J-d
.
,曰

2821365972
1111.八U八甘n内 甘On只QU口̀自J任,̀六勺̀é魂b魂6民U心U心U心U

..

…
0CUO八曰n
甘,口丹了ú一片ù1111亡d二J匕J门O哎U

..

…
,d马d,d勺d,口哎JCU倪UqJ0.,百丹O众U二口吐`内O月b心U心U心U

..

…
OC
八目n门甘QU二Jg曰00ǎU几O叹U哎U心U,̀

..

…
八JCJqdIUnJ

一 0
.

39 3

0
.

0 15

2
.

15 8二

0
.

7 17

0
.

2 18

,1Od丹bCJōbOnlóJqUA
`
,J门了,该匕口内b丹匕

..

…
nù八曰nù003

.

6 9

3
.

69

.

32

.

55

3
.

61

nUó洲à,自月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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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产品和服务增值

16
.

通过 I T 设备的使用
,

提高了产品及服务的价值

17
.

减少了新产品及服务的设计成本

18
.

降低了新产品及服务进入市场的时间

19
.

强化了产品与服务的质 t

20
.

支持了产品与服务的创新

(五 ) 销售与营销支持

21
.

促成了对市场趋势的辨识

22
.

增加了预测客户需求的能力

23
.

提高了销售员对每一位客户的销售额

24
.

改善了销售预侧的准确性

25
.

协助追踪定价策略的市场反应

(六 ) 客户关系

26
.

强化支持售后服务的能力

27
.

强化了客户回馈能力和灵活性

28
.

增进了商品和服务的管道

29
.

增加了吸引客户和留住客户的能力

30
.

促成了销售过程中对于客户的协助

说明
: ,

P( 0
.

0 5
. , ,

P < 0
.

0 1
, , , . P ( 0

.

0 0 1 .
样本数 (服务业 )

: 6 9 .
样本数 (制造业 )

: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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