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１４０期)２０１９(２)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Ｇ０９Ｇ０１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农业企业电子商务能力构建及其对组织敏捷性的作用机理研究”

(７１８７３０４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农产品电子商务扩散机理及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研究”(７１５０１０７８).
作者简介:李　蕾(１９９２Ｇ),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产品电子商务、社交商务、农业企业管理等.
通讯作者:林家宝(１９８２Ｇ),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产品电子商务、社交商务、农业企业管理等.

农产品电子商务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基于组织敏捷性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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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突破农产品电子商务低效益困境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资源基础

理论,从市场响应敏捷性和运作调整敏捷性的视角,开发了农产品电子商务技术能力、农产

品电子商务管理能力和农产品电子商务人才能力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作用模型,探讨了农产

品电子商务能力三个维度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组织敏捷性在农产

品电子商务能力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农产品电子商务的人

才能力、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积极影响组织敏捷性,其中人才能力的作用最大;组织敏捷性

进一步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提出企业应该合理配置人才、技术和管理资源,
提高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实现组织敏捷性,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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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卖难”是长期影响农民增收、阻碍农业产业发展的难题之一,农产品流通渠道的畅通关系

到农业产业的兴旺和乡村振兴的实现.随着数字化技术对传统产业变革的加深,电子商务在农业中

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够缩短农产品流通的中间环节,节约农产品交易成本,
减少信息不对称,推动农产品的公平交易,提高交易便捷性,有效缓解“卖难”问题,为我国农产品的传

统流通模式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和动力[１].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

展.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国务院和中央八部委连续三年颁布关于建设适应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标准体

系,鼓励各类企业参与涉农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的相关政策,以促进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可见,从
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和政策环境看,都亟需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

我国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市场规模正在不断扩大.２０１６年我国涉农电子商务平台已超过３万家,
其中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已达４０００家,全国农村网络零售交易额达８９４５．４亿元,其中农产品网络

零售交易额达１５８９亿元.虽然我国农产品电子商务已初具规模,但其经营状况并不乐观,亏本运营

是行业常态.如菜管家、武汉家事易等虽然发展多年,但至今仍是亏本经营.一些农产品电子商务企

业难以适应激烈的竞争环境,甚至发生资金链断裂最终倒闭,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有１４家农产品电子商务

企业倒闭,如鲜品汇、许鲜网、特土网、美味七七等.可见,农产品电子商务表面繁荣的背后潜伏着较

大危机.如何发挥农产品电子商务投资的价值,帮助企业在管理实践中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是当

前农产品电子商务领域理论和实践关注的焦点.

IT能力作为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来源已被学术界认可[２].然而,IT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内在影

响机制至今仍未理清,有研究认为IT能力对企业绩效有积极的直接影响[３Ｇ４],但也有研究认为IT能



第２期 李　蕾 等:农产品电子商务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基于组织敏捷性的视角 　

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需要通过其他因素才能发挥出来[５].农产品电子商务作为复杂IT应用,成功

的关键也在于形成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更需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此外,尽管从组织视角探究电子

商务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对企业电子商务进行分类研究的成果比较少见,尤其是农产品电子商务

的研究成果非常缺乏.因此,基于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和以往研究的不足,本研究辨识农产品电

子商务能力的维度结构,探讨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组织敏捷性和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作用关系,以
此来揭示农产品电子商务技术能力、农产品电子商务管理能力和农产品电子商务人才能力对企业财

务绩效的作用机制,使企业更好地发挥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竞争优势,提高其财务绩效.

　　一、文献综述

　　１．资源基础理论

资源基础理论是战略管理领域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认为组织的竞争优势取决于组织拥有的关键

资源.Wernerfelt将企业看作是各种资源的集合体,解释了企业资源对竞争优势的重要性,这标志着

资源基础理论的诞生[６].在此基础上,Barney提出创造竞争优势的组织资源必须具有四个属性:有
价值,即这种资源可以使企业高效的实施企业战略;稀有,即有价值的资源不应该被大量的竞争企业

所拥有,具有异质性;不可模仿,即有价值的资源应该不容易被竞争企业模仿;不可替代,即有价值的

资源应该不易被其他替代品轻易取代[７].资源基础的观点认为,具有这些属性的企业资源会产生持

续的竞争优势[８].之后资源基础的视角又被学者们扩充,提出了补充资源的说法,认为组织资源的价

值可以随着补充资源的增加而增加,竞争对手很难复制这种总效应[９].在IT商业价值的研究中,IT
被视为企业最重要的补充资源,它提高了企业资源和能力的价值[１０].学者们认为企业拥有独特的

IT资源和能力更容易获得持久的超额利润和竞争优势.其中有学者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将IT能力

划分为IT基础设施、IT管理技能和IT之间关系这三个维度,并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独特的IT能力

是一种特殊的难以复制的组织能力,能够帮助企业获得优良的绩效[１１].也有学者根据资源基础理

论,发现IT能力能够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和无形资产,最终帮助企业实现并保持卓越的绩效[１２].还

有学者以资源基础理论为基础,证明了独特的IT基础设施资源、IT人力资源和IT关系资源能够形

成企业的知识管理能力,最终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以往研究表明,资源基础理论是一个合适的理论

框架来理解IT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农产品电子商务是一种复杂的IT应用,农产品电子商

务能力既有一般IT能力的共性,又表现出农产品情境下的独特性.因此,本研究以资源基础理论为

基础,来解释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机制.

２．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

电子商务是一种现代的商业模式,它满足组织、商家和消费者的需求,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商

品和服务的质量,并提高服务交付的速度[１３Ｇ１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电子商务定义为“支持商业管

理、商业谈判、法律监管、财务结算、税收等一系列商业活动的电子信息交换”[１５].电子商务被定义为

利用各种互联网技术开展的商务活动[１５Ｇ１７].电子商务是一种典型的IT 产物,电子商务能力的研究

主要基于IT能力的理解.以往文献从不同视角对IT能力进行了定义,有学者从动态能力视角,认
为IT能力是企业根据环境变化,调整和部署组织资源进行IT相关的活动,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

的能力[１８].总之,IT能力被普遍认为是与企业其他资源和能力结合起来,共同部署和调用IT资源

的能力[１２].根据资源基础理论,IT能力被认为是重要的组织能力,能够帮助企业部署和调配资源,
帮助企业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有研究发现企业拥有高水平的IT能力,更有可能将IT投资转化为

真正的价值,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增加产品的差异化,改进客户服务,最终积极影响企业绩

效[１９].还有研究证明在大数据环境下,IT能力帮助企业提高其大数据分析能力,加强业务战略匹

配,最终帮助企业获得优良的绩效[２０].可见,IT能力是帮助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提高企业绩效

的关键.

IT能力是一个多维度的构念,以往研究对IT 能力维度划分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Bharadw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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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IT人力资源、IT基础设施和IT支持的无形资产是IT能力的关键要素[１２].姚山季等通过对IT
能力维度的解构,将IT能力划分为IT基础设施、IT技术能力与IT人员能力,并认为IT基础设施对

IT技术能力和IT人员能力有不同程度的影响[２１].殷国鹏等根据资源基础理论观,将IT能力划分

为IT管理能力和IT技术能力,并认为这两种能力都涉及IT基础设施[１１].虽然IT能力的维度没有

达成共识,但学者们普遍认可IT管理能力、IT人才能力和IT技术能力是IT能力的三个关键要素.
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既有一般IT能力的共性,又有农产品情景下的独特性.这是因为在农产品生

产过程中,农产品季节性强、标准化程度低会给企业实现生产加工标准化带来很大挑战;在农产品流

通过程中,农产品区域性、易腐性等特点给农产品运输带来较大的挑战;在农产品销售过程中,市场需

求变化快,需要企业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加强企业内部的运作调整以响应市场变化.可见,农产品的

产供销对企业拥有的管理、技术和人才资源提出了独特的要求,而资源是能力的基础,因此农产品的

特性决定了农产品电子商务在管理能力、人才能力和技术能力三个方面与传统电子商务有显著差异.
基于以往IT能力的相关研究和农产品电子商务在人才、管理和技术三个层面的独特需求[２２],本研究

将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划分为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和人才能力.

３．组织敏捷性

组织敏捷性的概念起源于制造业,指企业具有软硬件技术能力的生产系统,通过训练人力资源,
捕获信息以满足迅速变化的需求[２３].之后,学者们开始完善并拓展组织敏捷性概念,将其逐渐变成

可操作化的概念并进行实证检验.有的研究认为组织敏捷性是企业通过快速响应环境变化.利用商

业机会达到繁荣发展的能力[２４].也有研究认为,组织敏捷性是高阶的动态能力,能够帮助企业调整、
增强和重新配置其他资源和能力[２５].总之,以往研究都强调了组织敏捷性是企业应对持续变化的商

业环境,并在变化的环境中高效利用资源繁荣发展的能力.随之组织敏捷性的提升,企业能够快速响

应市场需求,提供以客户为导向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灵活、创新和质量等竞争原则,提高企业绩

效[２６].同时,也有研究认为具有较高组织敏捷性的企业,有更灵活的IT基础设施、组织结构和资源

形式,可以使企业在面对市场变化时有更多应对变化的选择[２７].因此,在变化的商业环境中,组织敏

捷性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能力.此外,IT能力对组织敏捷性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企业通过使用

计算机辅助制造、自动化设计工具、仓库管理系统等技术使企业制造能力、产品开发和仓储能力变得

敏捷[２８].同时,业务流程的数字化和数字平台的建立能够增加企业在面对市场机遇和威胁时的自由

度,也能够使企业通过IT平台更轻松地与业务伙伴进行联系,实现信息共享,增强企业敏捷性[２９].
组织敏捷性分为市场响应敏捷性和运作调整敏捷性,前者是企业通过监控利用外部变化,快速反应改

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的能力[３０];后者是企业调整内部业务流程应对外部市场或

需求变化的能力[３１].对于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来说,敏捷性是一种重要的风险管理机制.农产品

的易腐、易损特性,使得企业既要对在线农产品市场的需求做出快速反应和准确预测,又要在业务

流程上实现敏捷供应以确保农产品质量.考虑到组织敏捷性对于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成功的重

要性,因此,本研究将组织敏捷性作为中介变量,考察它在提高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财务绩效中的

作用.

４．企业财务绩效

企业绩效是衡量一个企业达成目标的程度,也是企业经营的最终结果,通常以盈利能力、市场价

值和经济增长率来评估[３２].企业财务绩效的测量通常采用两种评估方法:感知绩效评估法和实际绩

效评估法,前者是指管理人员感知的企业绩效,后者则是实际的企业绩效,如企业净利润、资产回报率

以及其他财务绩效指标[３３].以往学者们常采用实际绩效评估法进行绩效评估,这种方法能够准确评

估各项绩效指标,最小化共通方法偏差.近年来感知绩效评估法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已经被证实是

有效的评估方法,如:Rust等实证发现,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感知绩效的评估方法比实际绩效评

估法更有价值[３４];Pinsonneault等也发现,感知绩效评估法是一种有效的企业绩效评估方法[３５].在

IT领域的研究中,感知绩效评估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例如,Chae等在研究IT能力与组织绩效时

利用感知绩效评估的方法来反应组织财务绩效的属性[５];Liu等在探究供应链敏捷性对IT能力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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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效关系的中介作用时,也采用了感知绩效的方法对财务绩效进行测量[３].Nwankpa等在探究

IT能力、数字化业务强度和组织绩效之间关系中,采用感知绩效的方法对企业财务绩效进行评

估[３３].在本研究中,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实现财务绩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实际财务绩效很难准确

反映出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作用效果.同时,我国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几乎零盈利的行业现状也

使得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的实际财务绩效很难获得.基于此,本文采用感知绩效评估法对农产品电

子商务企业的财务绩效进行评估.

　　二、研究模型和假设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本研究从组织敏捷性视角,构建了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三个维度对企业财务

绩效的影响模型.研究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研究模型

　　１．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与组织敏捷性

(１)农产品电子商务技术能力定义为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将新的信息技术集成到现有的农产品

电子商务基础构架中的能力[３６].技术能力既包括有形资产(计算机、网络设备、数据库等),也包括无

形资产(技术知识、特殊的技术诀窍等)[３７].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多种信息技术能够帮助企业在

农产品生产、加工和流通中实现产品质量的监控,有利于企业迅速捕捉市场信息的变化,有利于企业

改进自身的业务流程[３８].以往研究发现IT技术能力能够帮助企业快速调整业务流程[３９],加快新技

术的整合[３６],改进现有操作[４０],从而提高对环境的响应能力.可见,提高农产品电子商务技术能力

能够促进组织敏捷性的形成.因此,本文提出:

H１:农产品电子商务技术能力正向影响组织敏捷性.
(２)农产品电子商务管理能力指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的管理者有效利用和配置新兴信息技术,将

业务流程与组织目标保持一致的能力[３６].管理能力体现了IT管理人员在新技术整合项目中的协调

和领导能力[１２].高水平的农产品电子商务管理能力有利于开展和协调与农产品电子商务相关的活

动,将新兴技术整合到现有业务流程中,优化农产品电子商务的产业链,从而为企业迅速反应市场变

化做准备[４１].因此,组织敏捷性可能会受到农产品电子商务管理能力的影响.有研究认为IT管理

能力能够使企业有效的评估IT投资对整体运营的影响,合理设计内部业务活动以更好地应对市场

变化[４１].还有研究认为,拥有高水平IT管理能力的企业能够发现IT投资组合中的漏洞,促进企业

持续地学习和实践,使企业能够灵活地实施变革,应对市场[３９].因此,本文提出:

H２:农产品电子商务管理能力正向影响组织敏捷性.
(３)农产品电子商务人才能力定义为农产品电子商务员工的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２].人才能力

是企业的智力资产,代表企业员工的经验、技能和洞察力[３７].农产品电子商务需要既懂农产品经营

又懂电子商务技术知识的专业化人才,高水平的人才队伍能够帮助企业设计兼容性和模块化的农产

品电子商务系统,根据企业绩效设计或重新设计农产品电子商务,预测未来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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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帮助企业反应市场变化,促进企业内部运作的灵活性[４２].因此,农产品电子商务人才能力可能会

影响组织敏捷性.已有研究发现高水平的IT人才能力能够促进组织学习[４３],帮助企业开发新的信

息技术[２０],从而提高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３:农产品电子商务人才能力正向影响组织敏捷性.

２．组织敏捷性与财务绩效

在动荡的市场环境下,动态能力对企业运营能力重新配置,提高企业的运营速度和效率,帮助企

业响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从而提高企业绩效[４４].从本质上讲,动态能力的价值可以从组织敏捷性的

角度来评估[４５].组织敏捷性能够帮助企业在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迅速捕获市场信息,整合各种信息和

技术,调整内部运作,满足市场的需求变化,从而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提高企业绩效[４６].因此,企业

绩效可能受到组织敏捷性的影响.以往研究中,有研究发现组织敏捷性能够直接影响组织有效性,从
而影响企业目标的完成[２６].也有研究发现组织敏捷性能够促进企业学习和创新,积极开发新的产品

和服务满足变化的客户需求,最终积极影响企业绩效[４０].还有研究发现,企业拥有高水平的组织敏

捷性能够帮助企业迅速抓住市场机遇,调整运作积极影响企业绩效[４６].综上所述,本文提出:

H４:组织敏捷性正向影响企业财务绩效.

　　三、研究设计

　　１．量表开发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进行数据收集,采用五级李克特(Likert)量表对变量的测度项进行度量,其
中１代表“非常不赞同”,５代表“非常赞同”.问卷主要包含调查企业的基本信息和研究模型中各变

量的测度项.在变量的测度中,为了确保测度项的内容效度,测度指标的设计除了参考经典文献中关

于管理能力、技术能力和人才能力的测量外,还考虑了农产品特性.技术能力(TC)的测量参考 GarＧ
rison等[３６]的研究,其中技术能力的测度指标TC２:我们公司有能力将冷链物流技术快速集成到现有

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基础设施中,这体现了农产品易腐、易损的特性在技术方面的需求;管理能力

(MC)的测量参考Chen等[４７]的研究,其中管理能力测度指标MC３:我们公司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

和供应稳定性计划优于行业内其他公司,这体现了农产品难标准化的特性在运营管理方面的需求;人
才能力(PC)的测量参考 Akter等[２０]的研究,其中人才能力的测度指标PC１:我们公司的农产品电子

商务员工不仅掌握电子商务知识,而且熟悉农业生产规律,这体现了农产品的生命自然力特性在人才

方面的需求.市场响应敏捷性(MCA)和运作调整敏捷性(OAA)的测量参考 Lu等[３０]的研究,财务

绩效(FP)的测量参考Xu等[４８]的研究.原始的英文测度项都由专业的翻译者进行英汉互译,通过对

两个英文量表的比较对中文量表进行调整,以保证中文测度项的准确性.

２．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对企业资源和农产品电子商务的经营状况都有全面了解的中高层管理者.
在农业部门和行业机构的支持下,最终确定３６０家受访企业.将问卷做成网页链接发送给受访者,经
过一个月的问卷调查,共收回４００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数为２８０份.样本的统

计特征如表１所示,被调查的企业中１０００人以上的企业只占８．２％,大多数为中小企业;开展农产品

电子商务的年限３年以上的企业占８１．１％.回应者的统计特征如表２所示,被调查者中男性占

５６．４％,女性占４３．６％;年龄２０~４０岁之间的占９１．６％;专科及以下学历只占８．６％;这些被调查的中

高层管理者中,CEO占５．７％,部门经理占４２．５％,部门主管占５１．８％.

　　四、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１．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数据分析结果发现技术能力(TC)的测度项TC３的标准因子负载为０．５７８,管理能力

(MC)的测度项MC４的标准因子负载为０．５８６,市场响应敏捷性(MCA)的测度项MCA２的标准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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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样本企业统计特征

企业特征 选项 数量 占比/％

规模

２００人及以下 ６０ ２１．４
２０１~５００人 １３７ ４８．９

５０１~１０００人 ６０ ２１．４
１０００人以上 ２３ ８．３

农产品电子

商务年限

１年及以下 ３ １．１
２~３年 ５３ １８．９
４~５年 １２６ ４５．０
６~１０年 ７６ ２７．１
１０年以上 ２２ ７．９

表２　回应者统计特征

回应者特征 选项 数量 占比/％

性别
男 １５８ ５６．４
女 １２２ ４３．６

年龄

２０~２９岁 ４９ １７．５
３０~３５岁 １４４ ５０．５
３６~４０岁 ６７ ２３．６
大于４０岁 ２０ ８．４

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２ ０．７
专科 ２２ ７．９
本科 ２２９ ８１．８

硕士及以上 ２７ ９．６

工作岗位

CEO １６ ５．７
部门主管 １４５ ５１．８
部门经理 １１９ ４２．５

负载为０．４９４,财务绩效(FP)的测度项FP２和FP３的

标准因子负载分别为０．５９０和０．５２７,这些因子负载低于

０．６５０的门槛值,因此剔除 TC３、MC４、MCA２、FP２和

FP３.剔除因子负载低于门槛值的因子后数据分析结

果如表３所示,每个变量的Cronbach’sα都在０．７１２以

上,说明量表的可靠性较好.每个变量的CR 值都大于

０．７００,表明量表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每个变量的

AVE 都大于０．５００,同时每个测度项的标准因子负载都

大于０．７００,说明量表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另外,本文还

采用 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

验.结果解析出了６个特征值大于１的因子,且第一个

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３１．２０％,未发现有因子解释了大

部分的方差.因此,本研究不受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
本文的区别效度如表４所示,对角线上的值为每个

因子的AVE 的平方根,对角线以下的值为每个因子的

两两相关系数,对角线上的值都大于对角线以下的值,
因此量表的区别效度较好.

２．模型检验

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统计分析软件SmartPLS对

表３　信度和收敛效度结果

因子 测度项 标准因子负载 AVE CR Cronbach’sα

技术能力(TC)
TC１ ０．７９７

０．６３０ ０．７７３ ０．７１２TC２ ０．７９０

管理能力(MC)

MC１ ０．７１７

０．６７０ ０．８１５ ０．７１７
MC２ ０．７２３
MC３ ０．７３４
MC５ ０．７１１
MC６ ０．７３４

人才能力(PC)
PC１ ０．７７６

０．５６７ ０．７２５ ０．７３１PC２ ０．７８５
PC３ ０．７８９

市场响应敏捷性(MCA)
MCA１ ０．８２１

０．６６１ ０．７９６ ０．７８９MCA３ ０．８０６

运作调整敏捷性(OAA)
OAA１ ０．７４５

０．６０９ ０．７５７ ０．７１７OAA２ ０．７９０
OAA３ ０．７０５

财务绩效(FP)

FP１ ０．７７５

０．５７９ ０．７８５ ０．７３７
FP４ ０．７６１
FP５ ０．７５０
FP６ ０．７７４

表４　区别效度结果

TC MC PC MCA OAA FP
TC ０．８７９
MC ０．５５９ ０．８１９
PC ０．５８１ ０．５５２ ０．７５３
MCA ０．４８１ ０．４９２ ０．５８４ ０．８１３
OAA ０．４８３ ０．４９２ ０．５６６ ０．５４３ ０．７８０
FP ０．５５１ ０．５４５ ０．６１８ ０．５４１ ０．５４３ ０．７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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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数据分析结果如图２所示.农产品电子商务技术能力积极影响组织敏捷

性(β＝０．１７４,p＜０．０１).农产品电子商务管理能力积极影响组织敏捷性(β＝０．２２６,p＜０．００１).农

产品电子商务人才能力积极影响组织敏捷性(β＝０．４２８,p＜０．００１).组织敏捷性也积极影响财务绩

效(β＝０．６１８,p＜０．００１).因此,假设 H１、H２、H３和 H４都得到了支持.组织敏捷性和财务绩效的方

差解释率分别为５０．２％和３８．１％,说明农产品电子商务管理能力、农产品电子商务技术能力和农产品

电子商务人才能力能够较好地反映组织敏捷性,同时组织敏捷性也能较好地解释财务绩效.为了检

测企业特征(企业规模、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年限)和被调查者特征(年龄、教育程度、工作岗位)对财

务绩效的可能影响,我们将企业规模、企业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年限、被调查者的年龄、教育程度和工

作岗位作为控制变量.结果显示,企业规模(β＝０．０２５,T＝０．３５６)、企业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年限

(β＝－０．０５７,T＝０．８８９)、年龄(β＝－０．０１１,T＝０．７３３)、教育程度(β＝０．０６５,T＝０．２６３)和工作岗位

(β＝０．０８４,T＝０．０６５)对财务绩效都没有显著影响.

　 注:∗∗ 、∗∗∗ 分别表示在１％、０．１％水平上显著.

图２　模型结果

　　３．中介作用检验

为了探究农产品电子商务技术能力、农产品电子商务管理能力和农产品电子商务人才能力是否

会通过组织敏捷性对财务绩效产生影响,本研究对组织敏捷性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检验.中介作用的

检验结果如表５所示,当M 和IV 同时作用DV,IV 的路径系数比IV 单独直接作用DV 时的路径系

数减小,这说明组织敏捷性部分中介了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技术能力、管理能力、人才能力)与财务

绩效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说明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不仅直接对财务绩效产生影响,还通过组织敏

捷性对财务绩效产生间接影响,这揭示了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对财务绩效的作用机理.
表５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Ⅳ M DV Ⅳ→DV Ⅳ→M
Ⅳ＋M→DV

Ⅳ M
技术能力

组织敏捷性 财务绩效
０．４８８∗∗∗ ０．５１１∗∗∗ ０．１９８∗∗∗ ０．５６６∗∗∗

管理能力 ０．５３５∗∗∗ ０．４９５∗∗∗ ０．２９２∗∗∗ ０．４９２∗∗∗

人才能力 ０．５９８∗∗∗ ０．６０６∗∗∗ ０．３０８∗∗∗ ０．４７８∗∗∗

　注:IV＝自变量;M＝中介变量;DV＝因变量;∗∗∗ 表示在１％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启示

　　１．结　论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本研究探讨了农产品电子商务技术能力、农产品电子商务管理能力和农产品

电子商务人才能力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作用机制.通过对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的问卷调

查,采用SmartPLS和SPSS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农产品电子商务的三个维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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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组织敏捷性有积极影响,组织敏捷性对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组织敏捷性在农产品电子

商务能力与财务绩效之间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讨论如下:
(１)农产品电子商务人才能力对组织敏捷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农产品电子商务的三个维度

中,农产品电子商务人才能力对组织敏捷性的影响最大.以往研究将IT能力作为整体变量来考察

其与组织组织敏捷性之间的关系,缺乏IT能力维度对组织敏捷性影响的细分研究[５].本研究划分

了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维度,考察了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各个维度对组织敏捷性的作用.实证结

果发现,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是人才,农产品电子商务人才能力能够帮助企业处理、管理和维护农产品

电子商务业务流程,帮助企业开发新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应用,帮助企业快速反应市场变化,抓住市场

机遇,调整内部运作,从而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
(２)农产品电子商务管理能力积极影响组织敏捷性.这与Sukanya等的研究相同,认为高水平

的IT管理能力,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协调IT管理人员和IT业务之间的关系,有效地评估IT投资,
根据市场变化迅速调整内部业务活动,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最终积极影响组织敏捷性[４１].本研究

也发现,农产品电子商务管理能力能够帮助企业将电子商务战略与企业整体战略保持一致,根据市场

需求开发新的电子商务系统,有效地执行企业电子商务政策和各项规划,从而为企业快速响应市场做

好准备.此外,实证结果还发现农产品电子商务管理能力对组织敏捷性的影响仅次于农产品电子商

务人才能力.
(３)农产品电子商务技术能力积极影响组织敏捷性.这拓展了 Tallon的研究,他们认为IT技术

能力能够帮助企业应对紧急的业务需求,实现企业的业务流程敏捷性[３９].技术能力能够提供标准化

的信息系统,为企业开发新系统和应用新技术提供技术保证,使企业能够利用先进的技术方法,在市

场变化中抓住市场机遇,繁荣发展.企业拥有高水平的农产品电子商务技术能力,可以根据市场需求

运用新技术,如运用物联网技术提高农产品的标准化程度,运用冷链技术增加农产品的保鲜时间,从
而实现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快速响应.

(４)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的组织敏捷性积极影响财务绩效.以往研究主要探究了传统电子商务

企业中组织敏捷性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忽视了特定行业的电子商务问题[４９].由于农业的产品特

性和行业特征,与传统电子商务相比,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客户需求更为多变.因

此,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更需要有快速响应市场,抓住市场机遇繁荣发展的能力.拥有高水平组织敏

捷性能够让企业在面对市场和客户变化时迅速反应,扩大或缩小生产,为突发事件做出替代安排,从
而满足市场的需求变化,积极影响企业的财务绩效,如提高资金周转率、资产回报率、销售利润等.

２．启　示

(１)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三个维度对组织敏捷性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人才能力对组织敏捷性

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管理能力.因此,企业应加大对农产品电子商务的人才和管理水平投入,如制定

科学的培训规划,加大员工继续教育的投入,为员工建立经验分享的平台,建设学习型的企业文化,让
企业员工不断学习电子商务知识和业务;制定高效可行的电子商务战略规划,增强农产品电子商务管

理政策的一致性,从而增强农产品电子商务的人才能力和管理能力,提高组织敏捷性.
(２)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中组织敏捷性积极影响财务绩效,并且在组织敏捷性的两个维度中,运

作调整敏捷性的权重大于市场响应敏捷性.因此,企业应加大对运作调整敏捷性的资源投入,如加强

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和业务流程建设,加强组织内部的协调,采用新兴技术提高农产品电子商务的运营

效率等,为组织实现运作调整敏捷性做准备,最终实现企业财务绩效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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