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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测度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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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低水平的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阻碍了农产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创新.基于

社会物质主义理论,构建企业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模型,讨论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内

涵、形成机制和作用效果;并对３１６份企业样本数据,运用内容分析、问卷调查法和结构方程

分析方法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具有多维度结构,包含

管理能力、技术能力和人才能力三个核心维度,且三者相互关联,共同对农产品电子商务能

力产生作用.由此开发出量表以期为企业提升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提供一个可操作和量化

的通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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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与传统经营模式的结合,使得电子商务在各个领域蓬勃发展,电子商务也给我国农产品交

易和流通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随着互联网对农业的不断渗透,相对落后的传统农业产业链需要

改造与升级,其中农产品电子商务可谓是“互联网＋现代农业”的重要成分[１].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

府政策的推动下,农产品电子商务随之迎来了发展的势头,成为企业开拓市场的蓝海.在农产品电子

商务领域掀起一股投资热潮,BAT等互联网巨头率先开始在农产品电子商务领域进行布局,如阿里

巴巴投资了易果生鲜,腾讯投资了每日优鲜,京东投资了天天果园,百度投资了我买网.企业纷纷推

出自己的特色农产品以抢占有利市场,农产品电子商务向上游渗透的趋势有效提升了农产品的品质,
拉近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让优质的农产品能更好地销售出去.２０１５年全国有各类涉农电子商

务平台超过３万家,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额已达到１５００多亿元,到２０２０年预计达８０００亿[２].农产

品电子商务的发展为解决农产品买难卖难问题和促进农业增收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政策法规、信
息网络、支付体系、现代物流等日趋成熟,为企业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现阶段虽然农产品电子商务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和制约因素[３].２０１５年我国

企业开展电子商务的比例高达２４．７％,但电子商务在农业领域里的应用远低于其他行业,只有大约

１％[４].能够实现持续发展的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少,亏本运营成为农产品电子商务行业的常态.据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中国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报告»显示,当前我国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企业中仅有

１％盈利,４％持平,其余９５％处于亏损状态.大多数企业应用农产品电子商务后不见成效,更有甚

者,投入大量资金后陷入危机,很快就遭受农产品电子商务无法运营的厄运.因此,如何防止农产品

电子商务的低效能,保障农产品电子商务的顺利发展,实现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商业价值,是当前产业

界关心的话题.

IT能力能够帮助企业灵活地进行资源配置,与企业的绩效紧密相关.从企业资源基础理论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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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来看,IT资源/投资本身不能提供区别于竞争对手的差异化优势[５];但是对农产品IT资源进行配

置跟应用,最终形成的IT能力是企业特有的,并且深深植根于企业的业务流程中,因而能成为企业

持久竞争优势的源泉[６].因此,缺乏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是导致企业农产品电子商务应用失败的主

要根源.企业缺乏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原因可能是复杂的,例如: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的技术落

后,系统的兼容性和灵活性差;农产品电子商务的管理水平低下,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缺乏

掌握农产品电子商务运作管理和营销的关键核心人才.因而,如何准确测量农产品电商能力成为企

业管理实践中面临的难题.农产品特性和农业行业特征决定了农产品电子商务与传统电子商务有很

大差异,农产品电子商务运营难度更大[７].因此,传统电子商务能力测度的理论框架和指标体系难以

适用于农产品电子商务环境下.而以往关于农产品电子商务的研究,主要是对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

对策、商务模式和发展战略等方面的宏观描述和理论分析[８],缺乏基于微观组织视角探讨农产品电子

商务能力的实证研究,这导致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研究处于瓶颈阶段,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因

此,本研究从企业角度出发,以社会物质主义理论为基础,探究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内涵及其构成

维度,为企业有效提高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提供参考.

　　一、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测度模型

　　１．理论基础

社会物质主义的研究视角是从事信息管理的学者们很少会关注且较少地用于解释IT能力的一

个新角度[９].该理论将实质性视为组织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人们进行活动都必然具有重要性.
因此,把实质性作为可以淡化的东西或者是存在于人的怜悯之下,并不吸引社会物质主义.从社会物

质主义的角度来看,传统的研究认为IT的价值不论是被看作理所当然或是只会受到特殊事件影响,
都不会有效地显示其会对组织绩效产生影响.多年来,研究人员基于不同的理论对新兴的技术效应

进行构想,值得关注的有应急理论学派、社会技术系统理论学派和社会建构主义学派.应急理论学派

认为技术研究会指导理论方向,他们支持技术决定论[１０];社会技术系统理论学派认为技术与社会结

构之间存在相互关联,这一观点类似于应急理论学派,而区别在于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社会如何适应技

术[１１];最后出现的社会建构主义学派则对技术决定论提出了异议,他们倡导以人为中心的观点,认为

技术对一个组织的影响是通过社会结构发生的,他们普遍认为组织变革源于人们对技术的反应的一

系列社会行动约束和可行性.总之,虽然技术决定论和以人为本的观点认为人类和物质是独特不可

替代的,且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的,但是他们对构成主导组织力量的物质或技术有着不同的看法.社会

物质主义则提供了一个更为平衡的观点.他不享有人类或技术的特权,相反,这种观点认为技术、人、
社会结构是不可分割且相互关联的,因为社会和物质两者是并存的.

基于社会物质主义理论,可以认为组织(即农产品电子商务管理)、实体(即农产品电子商务技术

基础设施)和人(农产品电子商务人才的专业知识)这三种维度对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贡献不是孤

立存在的,而是彼此之间相互交织在一起.为了实现这个研究目标,本文扩展了人力和物力之间的模

糊隐喻,并考虑了组织因素后形成一个凝聚的框架,通过该框架去寻找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关键变

量,提出了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形成的三个维度,即管理能力,技术能力和人才能力,并认为在这三种

能力共同作用下会提高企业整体的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

２．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模型

农产品电子商务指在农产品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导入电子商务系统,以保证农产品信息收集与

处理的有效畅通,实现农产品的在线交易[７].农产品生产和贸易中使用电子商务平台,能够消除传统

农产品在生产、运输及销售等环节的时空地域限制等问题,同时能降低农业生产户及农产品经销商的

交易成本.农产品的产品特性决定了农产品电子商务比“非农产品”电子商务的运营难度更大.标准

化程度低,不同季节不同地域的同一品种农产品品质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这给企业实现生产加工

标准化带来很大挑战.农产品的保鲜性和易损性对企业的物流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企业加

强冷链技术的建设.农产品的产业链长难管理,企业只有对产业链有较好的控制能力才有可能实现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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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品质的统一和成本的控制.因此,农业的行业特征和农产品特性对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的资

源提出了独特的要求.具体来说,需要企业实现对农产品生产环境的标准化控制和管理,实现从生产

到流通再到消费的全程控制以及智能化、科学化管理,提高农产品生产的标准化水平等,强化上下游

追溯体系业务协作协同和信息共建共享,加大既懂农业又懂电子商务人才的培训和引进.由此可见,
不同于非农产品电子商务,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形成对人才、管理和技术三个要素资源上有独特的

需求.过去的研究大多是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的视角,研究者们普遍认为IT 能力包括实体、人和组

织,并且大多数研究都将IT资产(技术能力)和IT人力资本(人才能力)纳入IT能力的关键因素[１２],
忽视了IT能力的组织方面,主要原因在于组织层面的概念难以界定并且决定包容性变量的理论框

架不同.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本文以社会物质主义理论为逻辑框架,来寻找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在组

织层面的关键变量,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和预测企业农产品电商能力维度的关键要素,如图１
所示.

图１　研究模型

　　(１)管理能力定义为企业以一种结构化方式对农产品电子商务的资源和业务需求进行处理的能

力.Kim 等的研究指出,计划、投资、协调和控制共同组成了IT管理能力的关键部分,它们不仅能够

代表IT管理的主要内涵,也能突出企业执行IT管理能力的优势[１３].与 Kim 的观点一致,这四个要

要素也成为我们研究企业农产品电子商务管理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计划是企业通过结构化的方式

利用和安排农产品电子商务资源以支持业务功能、业务目标和策略,其重要之处在于为后续工作(如
协调)提供了明确的路线和规划.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为企业开发具备创新性和实用性的应用程序,
确定项目的优先级,对技术扩散过程进行管理,根据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修改计划,这些都有望提高

企业的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投资指企业通过融资模式等结构化机制来实现最佳资源选择,以平衡

投资成本并加强企业的战略地位.大多数企业农产品电子商务失败或成本超支的事实都是由于投资

过程的缺失造成的,要想做好投资,应该以财务、技术、隐形成本和收益等各方面的成本效益分析结果

为依据.协调是指企业的工作队伍或跨部门团队的非正式和正式的集会来构建农产品电子商务活动

的同步化[１４].协调以结构设计和流程规范为主要内容,通过结构设计可以为组织形成一个跨职能团

队,成为组织单位之间横向沟通的正式和持续的渠道,此外还可以阐明协调过程(如成员如何交互,交
互频率,以及其通信的时间和功能)以指导交叉功能性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协调.控制主要是确保控制

功能正式或非正式地结构化,使农产品电子商务相关的活动得到充分地执行,同时接收各种规模的农

产品电子商务项目需要相应资源(包括预算和人力资源),这些资源的合理控制和正确利用也都包含

在农产品电子商务控制的范畴.农产品电子商务控制的有效性是由农产品电子商务治理来限制的,
为了进一步提高其有效性,农产品电子商务控制可能会采取比宽松/非正式和基于技术的控制.总

之,拥有良好的农产品电子商务管理能力的企业可以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程序来构建规划、投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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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协调和控制企业活动[１５].这种能力可以将农产品电子商务部署合适的业务流程以响应不断变化

的市场需求.
(２)技术能力指企业农产品电子商务的技术基础架构(如应用程序、硬件、数据和网络)的灵活性,

使员工能够快速开发、部署和支持企业所需的系统组件,同时,面对不确定的商业条件(如竞争压力、
经济压力和社会化营销),以此来改变长期或短期的企业战略(如并购、收购和战略联盟).农产品电

子商务技术能力由三个核心因素决定:连接性、兼容性和模块化.连接性表现为不同系统之间的连接

水平,连接水平高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通常能够在客户关系管理、供应链管理、企业资源规划和数

据库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从而能够提高平台的整体水平[１６].模块化体现了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开

发的灵活性,借助于灵活的农产品电子商务的技术设施,农产品电子商务团队在开发必要的应用程序

方面能够更具敏捷性,在各业务部门创建有效的信息共享渠道,同时启动和加强功能集成的系统,这
都会给企业带来更流畅的业务流程.面对不稳定的商业环境,企业将资源与长短期业务战略相匹配

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兼容性指信息的透明化和数据流的兼容,即由统一元数据管理数据库,对软件模

块轻松、经济、高效地添加、修改和删除,这有助于开发新的商机.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企
业需快速建立新的能力,以适应新兴的业务模式.凭借在连接性、兼容性和模块化方便的优势,具备

农产品电子商务技术能力的企业通过运用此灵活的能力,可以从远程、分支机构和移动办公室获取和

连接各大平台,跨各种功能创建兼容的共享渠道,并开发模型和应用程序来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
(３)人才能力代表了企业农产品电子商务员工完成任务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企业农产品电子商

务的员工需掌握四项不同但同样重要的技能,即技术知识(如操作系统、编程语言、数据库管理和网

络)、技术管理知识(如资源管理、部署和运营)、商业知识(如对内部业务部门的了解)以及关系知识

(如人际交往、与业务职能协作的能力)[１７].技术知识指对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的运营掌握一定的技

巧并且能够熟练运用,主要是涉及农产品电子商务领域的专业知识.技术管理知识即用于计划、开发

和实现技术能力的知识,以便组织完成战略和运营目标.具备技术管理知识的人才通常具有较高的

技术水平,同时能够带领着自己所管理的团队高效率地完成技术任务.商业知识一般而言是指在经

济事务和商业往来中必须具备的专业技能和水平.关系知识指人际感受和反应能力的综合,具备良

好关系知识能力的员工能够与同事建立亲密关系,从而共同为组织努力并达到效益最大化的目标.
农产品电子商务的人才可以将农产品电子商务战略和业务战略保持一致,对农产品电子商务进行设

计时要与企业绩效相联系,同时兼顾农产品电子商务操作的连续性、兼容性和模块化,并预测未来的

农产品电子商务需求,以支撑业务需求.而缺乏农产品电子商务人才的企业可能在执行这些任务时

会比竞争对手更加困难.农产品电子商务的专门人才能够应对当前基础架构、实施管理,以及获取内

部业务部门的相关知识,从而与企业业务功能建立协作关系,故这一过程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

　　二、研究设计

　　本部分采用了国内和国际学术界通行的文献研究法、小组访谈法和专家甄别法来生成本研究的

测项,进行量表的初步开发.选取的题项既要满足简约原则,又要能够充分涵盖构念,以便于研究者

和管理者今后的采纳.

１．文献研究确定量表测项

根据阅读大量IT能力的相关文献,梳理了有关IT能力量表的研究,考虑了我国农产品电子商

务能力在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发展状况,本研究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采纳有关管理能力、技
术能力和人才能力的相关测项,并将其放在农产品电子商务的环境下,同时将英文文献中的测项,采
用双向翻译法进行验证,以确保测项表达的准确性.经过文献梳理出的测项由三部分内容组成:第一

部分是与企业基本概况有关的问题项,涉及企业规模、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年限、员工性别、年龄、教
育程度及工作岗位;第二部分问题项是有关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一阶因子的测量项,其中管理能力的

四个一阶因子(计划、投资、协调和控制)的测度项来自文献[１３],技术能力的三个一阶因子(连接性、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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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性和模块化)的测度项来自文献[１８],人才能力的一阶因子(技术知识、技术管理知识、商业知识和关

系知识)的测度项来自文献[１９].

２．访谈研究确定量表测项

本研究在前文理论分析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了解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影响因子,
邀请了从事农产品电子商务经营的管理者,组织了焦点小组访谈,对相关变量进行探索性研究,以确

保测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邀请了八位管理者参与访谈,结合已有的研究内容,采用头脑风暴法,制
定半结构化的访谈提纲,并对参与者提出的相关测项进行细节追问,以发掘更深层次的意义.另外,
在整个访谈过程中,主持人根据访谈内容对主题进行引导,以帮助大家紧紧围绕研究重点进行讨论.
接下来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分析内容包括: 对样本进行筛选,删除与研究主题无

关的内容; 对与主题相关的内容进行编码,编码方案应参考上文提出的题项和访谈的资料; 选择

和限定意义完整、表述清晰的句子作为分析单元,并构建类目对样本进行编码; 建立量化系统,对编

码数据进行分析.将焦点小组访谈内容的分析结果与前文归纳出的测项结合,建立了包含５４个测项

的样本库,其中管理能力２０条,技术能力１４条,人才能力２０条.

３．专家甄别和问卷的生成

在前文进行系统的文献梳理和归纳的基础上,为了更加清晰地理解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维度的

划分,邀请一组专家评估本研究基于文献研究法提出的农产品电商能力的一阶构念和测度项的适当

性、系统性和准确性.专家来自从事农产品电子商务学术研究者,以确保构念和测度项的高度代表

性.一共邀请了３名从事农产品电子商务学术研究的专家来参与这一过程.他们评估的内容包含了

本研究提出的测度项是否能够充分体现构念的内容,其次审查测度项与构念定义是否一致,最后还要

评估整个量表是否完整且有代表性地诠释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经过专家审查并进行了多轮的讨

论,最后剔除了９个测度项,保留了４５个测度项,并修改了个别表述不清晰的测项.为了使测项能够

更容易被受访者理解,符合他们的阅读习惯,本研究依据前文提出的测项设计了调查问卷,问卷的测

量项采用的是五级李克特(Likert)量表,即１－５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
“非常同意”.问卷问题项由三部分内容构成,具体包括调查企业的基本概况、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

测量和企业绩效的测量.接下来随机选择了３０名电子商务专业的大学生对问卷进行试填,根据其反

馈,对问卷的一些测项的内容进行重新措辞,在保留原意不变的情况下将一些晦涩难懂的技术性词用

其他合适的词代替,最终形成的一阶因子的测度项及来源如表１所示.

　　三、数据分析

　　１．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调查来源自从事农产品电子商务经营的企业,经营的农产品主要是生鲜农产品(如水

果、蔬菜、肉、蛋),选取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为调查对象,因为相对于企业普通员工,他们对企业农产

品电子商务的整体概况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在农业政府部门的支持下,获取从事农产品电子商务经

营的企业名单和联系信息(地址、电话和邮箱).随机发放问卷１０００份,剔除有明显错误和无效问卷

后,共回收有效问卷３１６份,回收率为３１．６％.样本企业的特征见表２,从企业规模上看有８９．２％的问

卷来自员工数量不足１０００人的中小企业,剩余部分来自大中型企业;从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年限

来看,６４．３％的企业从事农产品电子商务业务年限小于５年;这与我国现阶段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以

中小型为主且处于创业阶段的事实相吻合,因此,本研究的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回应者的统计特征见表３,回应者男性居多,其中男性占５６．６％,女性占４３．４％;从年龄上来看,

４０岁以下的占９１．４％,说明回应者整体上比较年轻;从教育程度上看,８９．６％的回应者学历达到本科

及以上,说明受教育程度良好;从工作岗位上看,被调查者中CEO 占５．７％,部门主管占５１．３％,部门

经理占４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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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测度项及其来源

变量 变量 测度项 测度项内容 来源

管理能力
(MC)

计划
(PL)

PL１ 公司跟踪农产品电子商务应用的创新机会

Kim [１３]

PL２ 公司对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引进和利用进行了详细的规划

PL３ 公司以系统化和规范化的方式来执行农产品电子商务的规划流程

PL４ 为了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公司经常调整农产品电子商务计划

投资
(IV)

IV１
当公司对农产品电子商务做投资决策时,会评估其对员工工作质量和生产力的
影响

IV２
当公司对农产品电子商务做投资决策时,会预测其能多大程度上帮助最终用户
做出更快的决策

IV３
当公司对农产品电子商务做投资决策时,会评估其是否会增加或减少公司的工
作职位

IV４
当公司对农产品电子商务做投资决策时,会评估其对最终用户培训所需要的成
本和规模.

IV５
当公司对农产品电子商务做投资决策时,会预测管理者需要花多少时间来实现
这种转变

协调
(CO)

CO１ 公司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员工经常会正式或非正式一起讨论重要问题

CO２ 公司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员工经常参加跨部门的会议

CO３ 公司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员工能较好地协调自身的工作

CO４ 公司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员工能做到信息随时、广泛地共享

控制
(CR)

CR１ 公司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业务的责任和权力是明确的

CR２ 公司员工相信,关于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对策建议能获得适当的评价

CR３ 公司会不断监测农产品电子商务的绩效

CR４ 公司的农产品电子商务部门很清楚电子商务的绩效标准

技术能力
(TC)

连接性
(CN)

CN１ 与合作伙伴的连接方面(如交流和信息共享),公司比竞争对手做得更好

Sambamurthy[１８]

CN２ 公司所有的分支机构都可以连接到总部

CN３ 公司能利用开放的系统网络机制来提高连接性

CN４ 公司通信网络比较完善,信息传输畅通

兼容性
(CP)

CP１ 公司员工可以轻松地在多个平台上使用公司的软件应用程序

CP２ 通过任一平台都可以透明地访问公司农产品电子商务的用户界面

CP３ 公司实现了信息的无缝共享,不用考虑信息来源的位置

CP４ 公司为终端用户提供了多个界面和接入点

模块性
(MD)

MD１ 公司将可重复利用的软件模块广泛应用于农产品电子商务新系统的开发

MD２ 公司的最终用户能使用面向对象的工具来创建自己的应用程序

MD３
公司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员工利用面向对象的技术来最大限度地减少新应用程
序的开发时间

人才能力
(PC)

技术知识
(TK)

TK１ 公司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员工在编程方面非常有能力

Akter[１９]

TK２ 公司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员工在管理项目生命周期方面非常有能力

TK３ 公司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员工在数据管理和维护方面非常有能力

TK４ 公司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员工在分布式计算领域非常有能力

TK５
公司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员工在决策支持系统(如专家系统、共智能、数据仓储)
方面非常有能力

技术管理
知识(MK)

MK１ 公司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员工非常了解技术的趋势

MK２ 公司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员工表现出卓越的学习新技术的能力

MK３ 公司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员工非常了解我们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MK４
公司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员工非常了解电子商务的作用———把电子商务作为一
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商业知识
(BK)

BK１ 公司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员工在很高层次上了解了我们企业的政策和计划

BK２
公司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员工非常有能力解读业务问题并提出适当的技术解决
方案

BK３ 公司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员工非常了解业务功能

BK４ 公司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员工非常了解商业环境

关系知识
(RK)

RK１ 公司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员工在规划、组织和领导项目方面都非常有能力

RK２ 公司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员工在集体环境中规划和执行工作方面都非常有能力

RK３ 公司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员工在向他人传授知识方面非常有能力

RK４ 公司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员工与客户紧密合作,保持着高效的客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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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样本企业特征

企业特征 选项 数量 占比/％

企业规模

＜２００人 ６９ ２１．８
２００~５００人 １４７ ４６．５

５０１~１０００人 ６６ ２０．９
＞１０００人 ３４ １０．８

开展农产品

电子商务年限

＜１年 ６ １．９
１~３年 ５９ １８．７
３~５年 １３８ ４３．７
５~１０年 ８８ ２７．８
＞１０年 ２５ ７．９

表３　回应者统计特征

回应者特征 选项 数量 占比/％

性别
男 １７９ ５６．６
女 １３７ ４３．４

年龄

２０~２９岁 ５６ １７．７
３０~３５岁 １５８ ５０．０
３６~４０岁 ７５ ２３．７
＞４０岁 ２７ ８．６

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３ １．０
专科 ３０ ９．４
本科 ２５４ ８０．４

硕士及以上 ２９ ９．２

工作岗位

CEO １８ ５．７
部门主管 １６２ ５１．３
部门经理 １３６ ４３．０

　　２．一阶因子信度和效度检验

内容效度被定义为一个测度项代表一个给定构念

的所有方面的程度.本研究选取最常用的 Cronbach’s
α 值和复合信度(CR)对量表进行信度分析,数据分析

结果 发 现 所 有 一 阶 因 子 的 Cronbach’sα 值 均 在

０．６７９~０．７８９之间,说明量表的可靠性较好.每个因子

的CR 值均大于０．８０８,表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比较好.
从测度项的标准负载结果来看,测度项IV３和 MK４的

标准因子负载低于临界值 ０．６５０,因此剔 除IV３ 和

MK４.其余４３个测度项的标准因子负载均大于０．６５０
并且在P＜０．００１的水平下显著,且每个一阶因子的

AVE 值均大于临界值０．５００,说明一阶因子的测度项具

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在一阶因子的区别效度方面,如果每个一阶因子的

平均抽取方差(AVE)的平方根都大于该因子与其他一

阶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说明量表的测度项具有较好的

区别效度.表４所示,对角线上的值为每个一阶因子

AVE 的平方根,其余为一阶因子间的相关系数,对角线

上的值均大于其所在列的其他数值,因此,量表一阶因

子的区别效度比较好.
表４　一阶因子区别效度检验结果

一阶因子 PL IV CO CR CN CP MD TK MK BK RK

PL ０．７８４

IV ０．６５３ ０．７１７

CO ０．６３２ ０．６６９ ０．７４３

CR ０．６９０ ０．６７０ ０．６９９ ０．７６７

CN ０．６１６ ０．６５５ ０．６９０ ０．７０４ ０．７２５

CP ０．５５８ ０．５４６ ０．６２１ ０．６５９ ０．７０７ ０．７４３

MD ０．４１０ ０．４８０ ０．４９５ ０．４９０ ０．５３２ ０．５１８ ０．７９８

TK ０．４７４ ０．４１４ ０．４１６ ０．４６５ ０．４９３ ０．５２４ ０．６４２ ０．７３６

MK ０．４９１ ０．４５６ ０．５５７ ０．５３４ ０．５５４ ０．５１８ ０．６２９ ０．７１２ ０．７８０

BK ０．５２８ ０．４２２ ０．５７２ ０．５７５ ０．５６５ ０．５３３ ０．５０４ ０．５８７ ０．７１６ ０．７３６

RK ０．４６６ ０．４３１ ０．５３７ ０．５３３ ０．５２３ ０．４５８ ０．５７３ ０．５９３ ０．６９９ ０．７２２ ０．７１６

　　３．二阶因子信度和效度检验

对１１个一阶因子做 KMO 和 Bartlett’s检验,结果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KMO＝０．９４３,BartＧ
lett’s检验P＜０．００１),然后对计划(PL)、投资(IV)、协调(CO)、控制(CR)的一阶因子进行逐一进

行降维得到四个因子来表示管理能力(MC),同理得到三个因子表示技术能力(TC)和四个因子表示

人才能力(PC);再对管理能力(MC)、技术能力(TC)和人才能力(PC)这三个二阶因子进行降维处

理,得到三个因子表示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EC).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二阶因子管理能力、技术能力

和人才能力的 Cronbach’sα值分别为０．８８９、０．８０６和０．８８６,说明二阶因子的可靠性水平较高;每个

二阶因子的CR 值在０．８８６~０．９２３之间,说明内部一致性比较好;每个二阶因子的测度项的标准因子

负载在０．７８８~０．８９１之间并且在P＜０．００１的水平下显著,且管理能力、技术能力和人才能力的

AVE 值分别为０．７５０、０．７２２、０．７４５,均超过临界值０．５００,故二阶因子管理能力、技术能力和人才能力

的测项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具体统计结果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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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二阶因子信度和收敛效度结果

因子 测度项 标准因子负载 AVE CR Cronbach’sα

管理能力(MC)

PL ０．８５６

０．７５０ ０．９２３ ０．８８９
IV ０．８６２

CO ０．８６５

CR ０．８８４

技术能力(TC)
CN ０．８８５

０．７２２ ０．８８６ ０．８０６
CP ０．８７９

MD ０．７８８

人才能力(PC)

TK ０．８３３

０．７４５ ０．９２１ ０．８８６
MK ０．８９１

BK ０．８６６

RK ０．８６６

　　
表６　二阶因子区别效度结果

二阶因子
管理能力
(MC)

技术能力
(TC)

人才能力
(PC)

管理能力(MC)
技术能力(TC)
人才能力(PC)

０．８６６
０．７８５
０．６５５

０．８５０
０．７３７ ０．８６３

　　在二阶因子的区别效度方面,如果每个二阶因子的

平均抽取方差(AVE)的平方根都大于该因子与其他二

阶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说明量表的测度项具有较好的

区别效度.表６所示,对角线上的值为每个二阶因子

AVE 的平方根,其余为二阶因子间的相关系数,对角线

上的值均大于其所在列的其他数值,因此,量表二阶因子的区别效度比较好.

４．模型检验

本部分对提出的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使用的结构方程软件是SmartＧPLS２．０.图２是在该软

件中进行数据分析后的模型结果.管理能力、技术能力和人才能力对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因子负

载分别是０．９０１、０．９３３和０．８８０,且都显著(P＜０．００１),这说明该模型对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解释

程度较好.其中,技术能力的因子负载最高,说明企业要想提高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应该将技术资

源放在首位,加大技术投入;其次是管理能力,企业提高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必须重视管理决策和战

略;最后是人才能力,人才能力也是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具体结果见

图２.

　 注:∗∗∗ 表示P＜０．００１.

图２　模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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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论与启示

　　１．结　论

本研究从企业角度出发,基于社会物质主义理论,探索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构成维度和测度体

系,通过捕获影响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不同要素,系统地构建农产品电子能力维度的测度指标与理

论体系,揭示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内涵和维度结构.首先提出了一个三阶的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

维度模型,其次通过采集３１６个企业的样本,对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一阶因子和二阶因子进行了信

度和效度检验,数据分析结果发现一阶因子包含的４５个测度项中,有２个测度项(IV３和 MK４)的标

准因子负载未能通过统计检验,因此剔除.其余４３个测度项所形成的一阶因子的信度和效度良好,
二阶因子也具有比较好的信度和效度.然后对一阶因子、二阶因子和三阶因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

证验证,发现因子之间结构清晰,一阶因子能够很好地解释二阶因子,同时二阶因子能够很好地反映

三阶因子的信息,这说明本研究所提出的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维度结构是合理的;因此,如果企业

想提高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技术能力是最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需对技术设施加大投资,完善技术

条件,重视不同系统之间的连接性.当前信息化环境不再需要仅仅拥有单一化技能的人才,对人才的

需求是全面的、多样化且与时俱进的,企业应该及时对员工进行相应的定期培训,提高人才能力的水

平.管理能力也是农产品电子商务维度中不可或缺的成分,企业需对自身资源应做良好的规划配置,
对技术和人力作好相应的投资和计划,以达到企业整体资源的协调.从社会物质主义的视角来看,管
理能力、技术能力和人才能力之间是相互关联而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企业需发挥这三种能力的

协同效应,才有可能提高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整体水平,获取竞争优势.否则,如果三种能力

中有任何一个被忽视或者没有得到好的发展,那么对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可能会产生负面的

影响.

２．启　示

从本文的结论可以得出一些管理启示.第一,企业可通过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测量量表评估企

业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大小,帮助其在衡量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同时找到发展的不足,有针对性地

改进和提高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第二,企业在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过程中需关注三个关键因素,即
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和人才能力.具体而言,首先,应重视技术能力,发展技术能力要从以下几个层面

进行:加强农产品电子商务的技术投资,完善基础实施,建立各数据库之间的紧密联系,开发更具敏捷

性的应用程序,建设具备良好连接性系统、模块性良好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还应关注平台的兼容

性,以此来提高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的稳定性和高效性,实现平台以被大量用户接受和深度使用,这
有利于企业从全局出发,统筹兼顾以获得资源利用的最优化.其次是管理能力,通过对企业人、财、物
的规划、投资、协调和控制,帮助企业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各项活动合理有序地进行,同时适应市场

环境的不断变化,以获得长期有利的经营.最后是人才能力,企业要重视员工的专业技能和知识,
如技术知识、技术管理知识、商业知识及关系知识,引进具备多项技能的农产品电子商务人才不仅

能对企业整体资源进行良好的配置,还可以对当前和未来形势进行良好的规划,从而获取核心竞

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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