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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网络组织是介于市场与企业科层组织之间的一种治理结构"信任被认为是决定网络组织效率的

关键因素之一, 构成了网络组织的治理运作基础"本文通过对 80 家企业的大样本问卷调查 , 研究了网络成员间信

任对网络组织效率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善意信任对于增加网络组织成员间的交易收益和减少网络组织成员间

的交易成本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能力信任对于增加网络组织成员间的交易收益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 而对减少网

络组织成员间的交易成本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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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企业组织的结构性变迁 "组织间密切合作祸合为

企业间网络构筑起 /新竞争 0时代企业组织特定的结构形式 "网络组织是一个由活性结点的网络联结构成的有机

的组织系统 1.],网络成员(结点)间通过一系列的契约(包括章程 !协议 !法律合同等)建立起联结与运作机制 ,实

践中表现为战略联盟 !产业集群 !供应链 !虚拟企业等具体的组织形式 "科斯(co as e , 19 37 )[.}开创性地应用交易

成本理论揭示了企业与市场的关系 ,认为企业和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两种主要制度形式 "威廉姆森(W illi am -

so n,19 75 尸2从不确定性 !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三个维度探讨了在不同交易水平和特征下的最优交易组织形
式 ,从中引申出是否存在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另外一种资源配置机制的问题 ,产生了中间性组织理论的萌芽 "

拉尔森(凡card Larsson ,19 93 )[ -2进一步提出用市场 !网络组织和企业科层三分法代替传统的 /企业) 市场0分析

框架 ,形象地将网络组织称作是市场 /看不见的手 0和企业科层 /看得见的手 0之间的 /握手 0"网络组织扩展了传

统的组织边界 ,组织间通过建立股权或非股权的合作关系获得关系租金 ,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传统的组织单打独斗

及企业间合作过程中串谋 !市场垄断从而导致竞争秩序扭曲的企业行为范式 "结点组织的绩效不仅依赖于自身

的资源与控制 ,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结点间的合作行为及伙伴企业的资源状况 "在经济运行中,相当一部分网络

收稿 日期:20一2 一 l 一2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组织间的非契约控制机制与网络组织运行效率实证研究 0(70771 07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

基金项 目/交易成本 !交易收益双重视角下的企业战略网络信任机制研究 0(12 YJ c630213 )

作者简介:王 熹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博士研究生 ,天津财经大学教师 ,天津市 ,3侧x272;

徐碧琳 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 ,天津市 ,3以刃22 ;

赵 涛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 ,博士生导师"



企业管理

组织并未取得预期的收益 ,成员间合作不足甚至于频繁地合作终止 ,影响了网络组织优势的发挥 1. 8"针对这

一现实问题 ,一些学者将心理学 !社会学中的信任概念引人网络组织的研究领域 ,并认为基于 自我实施的信任

机制有助于提高网络组织绩效 "网络组织中成员组织间的信任是否影响着网络组织成员间的合作意愿与行

为 ,最终影响了网络组织效率的发挥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加以证明 "因此 ,在中国转型期管理情境下 ,

针对基于长期利益导向的网络组织成员间信任及其对网络组织效率的影响机理开展研究 ,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一 !理论基础

1.组织间信任

组织间信任的概念来源于个体层面人际信任的思想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Si m m el )1900 年首次提出信任

的概念 ,认为信任作为交换机制形成的前提条件同样构成了社会持续性的基础 "此后 ,心理学与行为视角以微观

社会个体的心理为基础 ,依照心理学的传统范式将信任理解为个体的人格特质 ,更多地关注信任的认知内容或行

为表现 ,而不考虑社会环境的因素 "社会学范式将信任理解为社会制度(法律和法规等 )和文化规范(道德和习

俗等)的产物 ,是一种与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紧密相关的社会现象 "经济学领域从经济人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的

假设考察了信任问题 ,将信任视作一种社会资本形式 ,研究这种社会资本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信任广泛存在于

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其作用机制的复杂性决定了多学科的交融与突破将成为信任研究的趋势 "综合各个学科

对信任的定义 ,发现大部分学者倾向于将信任与风险 !可靠性与预期相联系 , 因此我们将信任概括为风险不确定

的情况下 ,社会交往过程中一方对另一方可靠性行为的积极预期 "

随着对信任在个体层面研究的不断深人 ,一些学者将人际信任的思想扩展到组织层次 ,研究组织与组织之间

的信任对合作绩效的影响及其产生机制问题 "组织间信任是一种双向的集体态度 ,是众多组织成员对伙伴企业

信任的个体意识上升为集体意识的结果 ,集中体现了企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对其他企业的信任 "[61 经济社会中 ,

供应商与购买者间的双边信任关系 ,关系行销中的厂商间信任 ,以及联盟内的企业间信任都是组织间信任的具体

表现形式 "组织间信任目前尚未形成广泛一致的定义 "巴内和哈森(Ba m ey & H an se n , 1994 )[.]指出 ,组织间信任

是合作中的信任方对被信任方不会做出违背信任方意愿的行动的期待;卢梭(Rou ss ea u ,19 98 )[ 82认为组织间信任

是指一方对于另一方的意愿或行为的积极期待和接受意愿;达斯和滕(Das & Ton g , 1998 )[9l 强调 ,组织间信任是

一方在考虑到自身所面对的风险的情况下对于另一方的行为的预期等 "这些定义也大多与人际信任的风险 !可
靠性与预期等特性相关 ,因此 ,组织间信任可定义为风险不确定的情况下 ,组织间的交易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可

靠性行为的积极预期 "需要强调的是 ,相对于人际信任 ,组织间信任更加突出理性特征 ,其产生基础更多地在于

对合作方履约能力的预期 "

学者们从信任产生的原因 !内容 !特征和程度等不同角度对组织间信任的维度进行了讨论:(l) 根据信任的产生

原因 "谢泼德和塔斯基(sheP pard & Tu ch ins ky ,199 6) [."]将联盟中的信任划分三种:基于障碍的信任 !基于知识的信

任和基于识别的信任;帕克赫(Parkhe ,199 8) 1川则将信任区分为基于过程的信任 !基于特征的信任和基于制度的信

任 "(2) 根据信任的内容 "组织环境中以往的信任测度方法认为能力和责任是关键要素 "巴伯(Barb er,1983 )和加

巴罗(Gab ~ , 197 8) 70, 02强调了能力在信任中的重要性 ,相应的另一个维度的信任被称作善意 !责任和可依赖性 "达

斯和滕(Das & Te ng ,200 1) 川据此发展了一系列假说 ,在对战略联盟的研究中直接将信任划分为能力信任和善意信

任两个维度 "(3) 根据信任的程度 "巴内和哈森(Bam ey & Han se n , 199 4)川认为信任是在交换过程中,对另一方不会

利用己方弱点的信心 "在不同的交换过程中表现出弱的 !半强的和强烈的不同形式 ,取决于公司间合作关系中易受

伤害的程度 "琼斯和乔治(Jo n "& Ge org e , 199 8) [/ 2将信任分为不信任 !条件信任和非条件信任三种状态 "(4 )根据信

任的特征 "林(凡ng , 1996) 102提出信任包括脆的和弹性的两种类型 ,脆的信任更多的是计算性的 ,弹性的信任则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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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善意的概念 "(5)根据信任发展的程度水平"莱维茨基和班克(此wi ck i& Bun ker , 199 5) 1.62将信任划分为谋算型信

任 !了解型信任和认同型信任 "学者们对组织间信任的研究依据研究目的和分类标准的不同 ,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在

后续的研究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 ,其中达斯和滕(Das & Te ng ,200 1) 图的概念应用较为广泛 "本文应用达斯和

滕(Das & Te ng ,200 1) [9] 的结构划分 ,认为组织间信任由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两个维度构成 ,并以此作为网络组织成

员间信任的度量指标 ,就信任对网络组织效率的影响机制进行深人的研究 "

2.网络组织效率

效率就是有效的比率 ,即有效的程度 "效率作为经济活动中的一个评价标准 ,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中都受到了极

大的关注 "管理学认为组织效率是组织目标的达成情况 ,注重研究如何通过管理的协调控制实现组织目标 "管理学

有关网络组织效率评价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往往也以合作绩效替代 "早期的实证研究主要依赖于各种财务和客观

指标(收益性 !持久性等)对联盟绩效进行度量 "然而 ,学者们逐渐注意到联盟目标的实现程度可能无法通过财务等

客观指标得到充分的反映转而采用主观指标进行度量 "经济学研究是建立在稀缺性(或有限性)基础上的,因此利用

稀缺资源满足人们 /效用 0最大化的有效程度即效率问题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 "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认为分工

与竞争构成了效率的来源 "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斯密关于竞争均衡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思想 ,认为

完全竞争市场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即配置效率最优 "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

忽视了生产过程中的效率 ,认为配置效率等同于经济效率,并用配置效率取代了效率的概念 "同时 ,完全竞争理论假

设价格信息既定并为所有当事人掌握 ,即利用价格机制是没有成本的"新古典模型中零交易费用这一假定 ,导致了

一种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并不一致的理论模型"科斯在((企业的性质 6一文中指出,如果统筹协调能通过价格机制实

现 ,将无法解释组织的存在 ,进一步假设生产由价格机制协调 ,与组织内部企业家指挥生产也是相悖的 "[z] 为此 ,他开

辟了 /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这促使建立企业变得有利可图 0这一全新的研究视角 ,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的思想并

用以解释企业的存在与边界的问题 "交易费用就是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 ,包括发现价格的成本 !谈判成本 !签约成本

和履约成本 "科斯的这一思想 ,将经济学效率的研究引入到交易费用的崭新领域认为,企业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 ,企

业和市场是协调和配置资源的两种制度 ,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取决于两种制度交易费用的高低 "威廉姆森(W illi ~

so n , 197 5) [3] 从不确定性 !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三个维度探讨了在不同交易水平和特征下的最优交易组织形式 ,指

出在企业与市场之间还存在着一片中间地带 ,即第三种资源配置制度 "网络组织正是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中间组

织的具体形态 "由此可见 ,交易费用理论很好地解释了网络组织存在的原因 "因此 ,网络组织效率评价的关键在于

这一组织形式理论上具有的交易成本优势在实践中是否得到了释放与发挥"

根据效率定义与内涵的分析,本文将网络组织效率定义为组织开展跨边界合作的网络化运营过程中,配置 !利用

网络资源以获取竞争优势的有效性评价 "交易费用理论突破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效率研究的范式 ,成为新制度经

济学效率分析的核心 "随着研究的深人 ,学者们注意到交易费用理论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最大不

足在于没有跳出单纯的成本分析框架 ,忽视了组织存在的根本目的 ) 即通过要素组合来获取最大化的交易收

益 102"组织之间建立股权与非股权的长期合作关系可能比市场机制更为有效 ,这一效率的来源在于降低交易成本 !

提高专业分工的收益以及长期合作的收益等 "[.-2网络组织在交易成本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同时还是增加交易收益的

有效组织形式 "网络组织具有单个企业所不具备的 !可产生巨大协同效应的能力 ,给网络组织成员带来价值收益 "

概括而言 ,网络组织的优势主要在于:(l) 节约交易成本;(2) 增加交易收益 "因此 ,本研究将从交易成本 !交易收益两

个方面对网络组织效率进行度量 "

二 !研究假设

代理理论通常依赖于契约的构建来协调伙伴关系 ,然而多数契约是不完备的 ,事前清晰而完全地规定每一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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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的责任是不可能的 "网络组织的成功有赖于合作伙伴对合作关系中非正式责任的重视与遵守 "信任有效

地促进了这一自律行为,在网络组织的研究中受到了研究者的普遍关注"摩根和亨特(M org a"& H un t,1994 )l 0}

更进一步明确指出网络组织的基本运行机制是信任 "信任关系的建立意味着合作关系中各方希望保持合作关系

的连续性 ,并愿意为此做出一定程度上的利他行为 "学者们的研究证实组织间信任和网络组织效率之间存在着

正相关关系 "信任确保联盟伙伴间的充分和协调的工作关系 ,信任越高 ,联盟将协作投人转化为协作产出就越有

效 "[20]乔尔和卡伦(Joel & Kare n , 1998)[川 !罗家德(Ja:一ne: Lu ",200 5 ) 102等的研究发现网络组织中的信任机制

构建依赖于非正式关系或朋友性的人际关系,信任影响着网络组织成员间的合作效率 "拉克姆和拉夫(R ac kha m

& Ruff , 199 5) 固发现供应链成员间的相互信任可以降低彼此的交易成本 , 有助于盈利能力的提升 "随着信任上

升及对机会主义顾虑的消弱 ,契约保护的作用将减弱 ,导致了低遵从和低协作成本 "综上研究 ,以往学者们注意

到了信任对网络组织效率的积极作用 ,但他们的研究多从节约交易成本 !促进信息共享 !提高整个网络的快速反

应能力等方面对信任的作用进行分析 ,研究视角比较分散 ,从整合的框架揭示其影响机理略显不足 "

本研究将组织间信任划分为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两个维度:能力信任就是网络组织成员对合作伙伴履约能力和

专长的预期"善意信任主要指网络组织成员对合作伙伴能公正地进行交易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做出机会主义行为

的预期 "善意信任关注道德上的义务与责任感 ,能力信任注重考察合作伙伴的能力与专长 "网络组织的形成源于参

与者利益满足 ,合作伙伴具有满足企业需求或者履行契约的能力是开展合作的前提和基本保障,双方的合作建立在

对合作伙伴能力判断的基础之上"甘纳生(Gan es an ,1994 )1料观点表明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会增强信任者的长期导

向 "甘纳生(Gan es an ,1994 )[24] 研究进一步指出 ,当一方希望与另一方保持长期持久的关系时(即:长期导向) ,他们

对另一方会表现出更多的关系行为(灵活性 !信息交流和团结) "摩根和亨特(M Orgall & H un t, 19 94 ){0}研究认为,对

另一方能力的信任会直接增强与对方的合作行为 ,同时还会通过促进承诺来强化依从度 "在供销关系中,供应商更

容易接受具有良好分销能力的零售商 ,并愿意牺牲短期利益而满足零售商的要求 , 因为短期内的损失很可能会被未

来的良好业绩所弥补 "个体层面的人际信任本质上是一种心理状态 ,这种状态对个体的态度与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进一步影响组织绩效 "组织间层面的信任是组织成员共有的集体态度 "强的能力信任能够提升对未来合作业绩的

信心 ,提高合作伙伴履行非正式责任的自觉性 ,一方面,促进合作企业之间资源投人 !信息共享等相互支持的行为 ,给

网络组织成员带来价值收益;另一方面 ,充分的能力信任促进了合作双方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快速采取适宜措施,减少不

必要的摩擦与矛盾 ,避免诉诸于仲裁 !诉讼等方式 ,降低了契约的履约成本和协调成本 "为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l a:成员间能力信任对于增加网络组织成员间的交易收益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假设 Hl b :成员间能力信任对于减少网络组织成员间的交易成本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善意信任关注道德上的义务和高度的责任感 ,对网络组织效率的贡献主要在于减少了信任方感知的被信任

方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 "帕克赫 (Par kh e , 1998 ) 1川发现了机会主义行为感知与联盟绩效之间的强关系 "

信任会减少信任者感知的对方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从而进一步减少因逆向选择(事前机会主义行为)和道

德风险(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所产生的交易成本 "如果合作各方相互信赖而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会促进企业

之间正式地或非正式地共享有价值的及时信息并促进企业间知识的流动 "企业能够通过改变关系网络内的知识

资产获得关系性竞争优势 "知识的有效流动与共享使得知识创新过程能够实现 ,提高了网络组织的创新效率 ,而

这些都是以网络组织成员间强烈的关爱和信任为基础的 "图 丰田能够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原因就在于 /与其供

应商网络共享知识的过程中获取了关系优势 0 "休伊特和比尔顿(H ew ett & Be ard en ,2001) 1.-]研究指出 ,善意信任

会增加信任者对被信任者的主动的合作行为 "有效的合作行为进一步消除潜在冲突, 有利于经济主体间产生基

于合作的专有准租金来获得互补效应和协同效应的超额收益 "

为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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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HZ a:成员间善意信任对于增加网络组织成员间的交

易收益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假设 HZ b:成员间善意信任对于减少网络组织成员间的交

易成本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根据上述假设 ,构建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 1 "

三 !研究方法 图1 网络组织成员间信任对网络组织
运行效率的影响机制模型

1.数据收集过程及样本特征

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形式收集数据 "首先 ,通过专家(本研究相关的专家)和研究团队成员 -访谈 ,修改和补充了

量表的条款 ,之后将问卷发给 10 位高管人员及中层主管人员进行预试 ,根据反馈意见和建议 ,对这些测量题项的表

达方式做进一步修改 ,在此基础上形成调查问卷 "随后进行了小样本调查 ,小样本调研于201 1年 1月至20 11 年2 月

在天津市的8 家企业中进行 ,遵循随机抽样原则 ,共发放问卷 150 份 , 回收问卷 13 6 份 "对小样本调研获取的数据进

行纠正条款的总相关系数(Co rre ct ed 一Ite m To tal C~ lati on ,C仃C) 分析 ,净化了测量条款 ,形成了正式的调查问卷 ,开

展大样本调查 "调查对象主要是天津市有组织间合作工作经历的企业员工 ,组织间的关系大部分是垂直的交易和合

作关系, 即属于垂直网络 "基于下述4 个原则对回收的问卷进行筛选:(l) 存在多处缺答现象的问卷予以删除;(2) 填

写具有明显规律性的问卷予以删除 ,如答案呈 /Z 0形排列 !答卷的所有条款选项相同等;(3) 同一企业回收的问卷明

显雷同的予以删除;(4) 考虑到本研究调查的是企业间合作的情况 ,参加工作时间过短可能导致对企业间合作情况了

解不全面 ,因此 ,对于被测者工作时间不满2 年的问卷也予以删除 "20 11 年4 月至7月 ,一共发放问卷500 份 ,实际收

回问卷437 份 ,回收率为 87 .4% ,其中有效问卷为366 份 ,有效样本回收率为73 .2% "

调查对象的个体统计特征如下:性别 ,男性 54 .6% ,女性 43 .7% ;学历 ,大专 19 .4% ,本科醉.2% ,硕士及以上学

历 12 .3% ;年龄 ,30 岁以下 37 .4% , 31 岁 一40 岁 42 .3% ,41 岁 一50 岁 16 .1% , 50 岁以上 3.3% ;职位 ,企业高层

13 .7% ,中层管理者 31 .1% ,基层管理者29 .2% ,其他24 .9% ,主要包括一些技术工作人员 "部门 ,设计研发 12 .3% ,

生产制造 9% ,销售 19 .1% ,行政管理 36 .1% ,其他 22 .1% "另外 ,这些参与者都有两年或者以上的工作经验 "

调查企业的统计特征如下:房地产业和制造业居多 ,分别占20 .8% 和加.2% ,其次是金融行业 , 占17 .2% ,租

赁与商业服务业最少 , 占0.5% ,除明确列出的 12 个行业外 ,还有 1.1% 的被调查企业不在明确列出的 12 个行业

之中 "被调查企业与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合作时间多集中于3 一6 年 , 占37 .2% ,合作时间达到 10 年以上的占到了

n .5% ,合作时间不足一年的仅占3% 等 "

2 .测量工具

关于组织间信任尚未形成一个公认的经典测量量表"勒文和克罗斯(玩vi "& cro ss,2004 )[ 02在信任对企业

间知识转移的作用的研究中 ,直接使用了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来分析问题 "其中 ,能力维度包括专业性和胜任力

2 个条款 ,善意维度包括3 个条款 , 内部一致性系数高于0.7 ,各测量条款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 "寿志钢 !苏晨汀

等(20 09 )[ 28j 通过研究供应商对零售商的/能力信任 0 !/善意信任 0及 /计算信任0如何单独及共同影响供应商对

零售商的关系行为 ,来探讨零售商的能力与友善在供应商的关系行为决策中的作用 "他们综合多个学者的观点

并进行了改编来测量能力信任 ,该量表包含 5个条款 , 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 0.92 ,各个条款的因子载荷均超过了

0.7 "善意信任量表主包含4 个测量指标 , 内部一致性系数0.89 ,各个条款的因子载荷均超过了0.7 "摩根和亨特

(M organ & H un t,199 4) 1.92的信任量表 ,从正直 !可靠性 !能力和传统的可信性四个方面测量了供应商信任 "该量

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5 ,说明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其中使用 2 个条款测量供应商的能力信任 ,测

量条款的因子载荷均大于 0.7 "甘纳生(Ga ne san , 19 94 ) 1洲在研究供应购买关系中的信任时 ,使用了可靠度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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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这两类信任维度 ,其中善意信任的量表包括 5 个条款 ,从做出牺牲 !关心 !承担风险 !友情及考虑对方利益 5 个

方面进行测量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 "本研究主要参考勒文和克罗斯(Le vin & Cro ss,20 04 )的量表对组织间能

力信任和善意信任进行测量 "同时 ,我们又根据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的内涵 ,综合了以往学者的研究 ,选取了一

些反映概念内涵和出现频率较高的测量条款对勒文和克罗斯的量表进行了补充 ,形成了网络组织成员间信任量

表 ,包括 14 个题项 ,经过 CIT C 分析净化了测量条款 ,净化后共包括 12 个题项 "

交易费用理论很好地解释了网络组织存在的原因 "网络组织通过准内部集中化降低了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

行为的风险 ,形成了交易成本的控制优势 "网络组织在交易成本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 同时还是增加交易收益的有

效组织形式 "因此 , 网络组织效率评价的关键在于这一组织形式理论上的优势在实践中是否得到了释放与发挥 "

如果组织加人网络可以获取网络带来的整合优势 ,则说明该网络组织是有效率的 ,否则 ,就是无效的或者是效率

低下的 "通过文献综述 ,我们注意到网络组织的优势主要在于:(l) 节约交易成本 ;(2) 增加交易收益 "徐碧琳

等 1洲对网络组织效率的节约交易成本维度进行了有益探索 "本研究参考了此量表 ,并根据网络组织效率的内涵

及其增加交易收益的特性 ,结合访谈调查进行了修正和补充 ,形成了网络组织效率量表 ,包括 12 个题项 "经过

CIT C 分析净化了测量条款 ,净化后共包括 8 个题项 "

四 !研究结果

1.样本信度与效度

本研究以 Cro nb ac h. s a 系数来检验有关变量的信度一般认为 a值应在0.7 以上;但也有学者表示对有些探索

性研究来说 ,a 系数在0.5 一0.6 之间也是可以接受的 "[.0]本研究变量或因素的信度具体如表 1 所示 ,各变量或因

素的cro nb ac h. s a 值大多大于或接近 0.7 ,这表明本研究的变量具有较好的信度 "

本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t ru ct ur al Equ at ion M od eli ng )来评鉴聚合效度 ,其标准是 :观测变量的因子负荷

须达到显著水平 ,且大于0 .45 ,方向性正确 "网络组织成员间信任是一个二阶因子 , 包括 /能力信任 0和 /善意

信任 0两个一阶因子 "能力信任包括 5 个测量条款 ,善意信任包括 7 个测量条款 "对网络组织成员间信任的

确定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就拟合优度指标而言 , xZ/ df 二5.542 > 5 , 不符合理想水平 ;R M SE A 二0.112

大于 0.1 的评价标准 , GFI !A GFI !c FI !N FI !IFI 均低于0.9 ,不符合评价标准 "由此可见 ,模型绝对拟合指数和

相对拟合指数均未达到可接受水平 ,该一阶验证性因子模型的拟合度不理想 ,需要对该量表进行调整 "

根据因子负载及修正指标提示删除题项 BT4 !CTS !BTI 后 ,各个题项的因子负载都大于或等于 0.5 ,且模型各

项拟合指数均达到了可接受标准,x,/df 二3.253 < 5 ,R M sE A 二0.079 < 0.01 ,GFI 二0. 952 > 0. 9,仁H 二0. 928 > 0. 9 !

NFI 二0.9 "因此 ,组织间信任量表最终包括 9 个题项 "

网络组织效率是一个二阶因子 ,包括 /节约交易成本 0和 /增加交易收益 0两个一阶因子 "节约交易成本包括5个测

量条款 ,增加交易收益包括3 个测量条款 "对网络组织效率的确定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3 所示 "模型中,各个题项的因

子负载均大于0.4 ,模型拟合度指标 xZ/ df 二2.086 < 5 , RM sE A = 0.肠 < 0.01 , GFI 二0.妞 > 0.9 , CFI 二0.卿 > 0.9 !

NFI =0.93 9 >0.9 ,模型的绝对拟合指数和增值拟合指数均达到标准 "量表的聚合效度较好 "

2.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各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 以检验木研究构建的初始理论模型 "与传统的分

析方法相比,它可以同时考虑并处理多个因变量 ,并允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均含测量误差 "根据网络组织成员间信

任与网络组织效率之间的关系 ,建立模型 1:

Le vel一l:君尸F ,一:二P0j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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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的惟一方式就是 /言传身教 0,学习者必须与传授者进行密切的接触和交流 "因此 ,网络组织成员企业经常的

互动和多种方式的交流 ,尤其是面对面的交流 ,有利于默示知识的传递与吸收 ,并进一步提高企业对知识的运用

能力 "此外 ,善意信任还可以通过促进网络中的集体学习 ,为成员企业积累研发资产并提高新产品的引进速度 ,

满足企业从外部构造持续竞争优势的需要 ,给网络组织成员带来价值收益 "

(4)善意信任对减少交易成本的影响

假设 HZ b 检验结果证明,善意信任对于减少网络组织成员间的交易成本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月二0.柳 , p <0.01 ) "

网络组织成员从共同利益出发 ,通过长期互动将会建立起信任机制"善意信任降低了对合作方机会主义行为的预期 ,因

此 ,可以适当弱化过程控制 ,即减少合作过程中的监督式的控制 ,从而降低了合作的履约成本及考核成本"另一方面,出

于对合作伙伴的善意信任,双方在长期 !稳定的合作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形成了长期导向的合作关系 "违背契约

或者机会主义行为的高昂成本 ,可以有效避免一方因信息不对称而获取超额收益 "因此 ,企业不必花大力气去重新寻找

合作对象 ,减少了搜索成本 "即使出现交易条件更加优厚的备选企业时 ,他们出于对合作方的信任及对备选企业利用信

息不对称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顾虑 ,往往不更换合作对象 ,大大节约了重复签约所引起的交易成本"

2.研究贡献与局限

本研究突破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局限 ,从交易成本的单一视角转向交易成本与交易收益并行的整合框架对网

络组织效率进行研究 "研究结论明晰了网络成员间信任对网络组织效率的影响 ,区分了不同维度的信任对网络

组织效率的作用机制 ,丰富了组织间的组织行为理论 "实践上 ,一方面可以促进企业管理者改变 /重视契约建立 ,

而忽视合作过程中组织间信任等非契约机制的建设 0的错误认识 , 另一方面 ,对组织间信任的维度划分源于组织

间信任的内容 ,为管理者科学促进与合作伙伴间的信任水平 !提高网络组织效率提供了参考 "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研究多集中在天津市地区的企业进行抽样调研 "由于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

异质性国家 ,各省 !地区和城市的亚文化 !工业化程度 !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 ,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范围 "

在今后的研究中 ,可以考虑选取一定的标准进行区域的划分 ,并对不同区域中的企业员工进行随机抽样 "通过对

不同区域获取的数据的分析比较 ,发现亚文化对研究变量及它们相互间作用关系的潜在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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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P a ct o f In te币 rm T ru st o n N e加 ork O rg a ul za ti o na l E ffi cie n cy u n d er T ra n sa eti o n

C os t a n d T ra n sa e ti on In e om e Pe rs P e ctiv e

w A N e x il#2 , x u B in g 一L iZ , z H A o T ao l

(1.Sehoo l of E eonom ies an d M ana罗m ent,T ianj in U niversity Tianj in 300072 ;

2 .B usiness Sehool, Tianj in U nivers ity of Finanee and E eon om ies, Tianj in 300022 )

A b str a ct :N etw ork orga l!izatio n 15 a go vem an e e stru eture be tw ee n ma rke t an d b u re au era tie o嗯an ization . A s the b as is

of th e n etw ork o吧a nizatio n go v ern an ee , tru st 15 al w ays e on sid ere d to be o n e of th e k ey fa eto rs th at d eterm in e th e n etw o rk

o rsa nizatio n effi eien ey . B y th e surv ey of 80 en te甲 ri ses , this art iele re v eal s th e m e eh an ism Of th e im p ae t Of tru st b e twe e n

n etw ork organ iza tio n m em b ers on n etw ork o铭an ization al effi eien ey . T he eon elu sion sh ow s th at , be ne volen e e 一b as ed tm st

h as a P ositive ro le in in ere as in g tran sa etio n Profi t b etw ee n m e lnb e rs of n etw o rk organ ization , a s w e ll a s in re du e in g tran sac -

tio n eo st be tw e en th em ;a n d eo m pe ten e e 一b ased tru st has a p o sitive ro le in in e re asing tra nsae tion pro fi t be twe e n m em b ers

of th e n etw ork o玛an ization , h ow e ver , its role in re d u ein g tran saetion eost be tw ee n m e mb e rs Of th e n etwo rk o铭an izat io n 15

n ot !19;iifi c u , 一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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