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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能力对农产品供应链绩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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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供应链上涉农核心企业在 IT 应用上大量投入,但出现了 IT 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的问

题。 因此,本文从 IT 能力入手,理论结合实证深入研究 IT 能力如何影响农产品供应链绩效,及伙伴关系和信息

共享发挥的路径作用。 通过线上线下问卷得到了有效问卷 350 份,利用结构方程模型主要发现:IT 能力与伙伴

关系和信息共享均呈正相关;伙伴关系和信息共享均会正向影响整个农产品供应链绩效;IT 能力会间接影响农

产品供应链绩效,其中伙伴关系和信息共享均共同发挥着完全中介路径作用。 本文创新性地理论构建并实证了

IT 能力、伙伴关系、信息共享和农产品供应链绩效四者之间的影响机理,能为涉农企业管理者提供有效途径(增
强 IT 能力、伙伴关系和信息共享等方面)来提升农产品供应链绩效,也为我国农产品产业链发展政策的不断完

善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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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ore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within China爷 s agri鄄food supply chains have
invested heavily in IT applications, yet there has been a problem of IT investment not being proportional
to output.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 capabilities,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were
combined to deeply investigate how IT capabilities influenced agri鄄food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 and the
mediating roles of partnerships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Totally 35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online and offline survey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as used to find that: firstly, IT
capabilitie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oth partnerships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secondly, both
partnerships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positively influenced the overall agri鄄food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
thirdly, IT capabilities indirectly affected agri鄄food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 with both partnerships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acting as complete mediators. It innovatively built and empirically teste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among IT capabilities, partnerships,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agri鄄food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 The findings can provide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managers with effective strategies (such as
enhancing IT capabilities, partnerships,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to improve agri鄄food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it offerred valuable reference and insights for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爷s agri鄄food industry chain development policies.
Key words: agri鄄food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pabilities; partnerships;

information sharing



0摇 引言

涉农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转变为农产品供应链

之间的竞争。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与全球化竞争加

剧,农产品供应链正经历从生产驱动向需求驱动的

转型,急需农产品供应链上核心企业通过信息交流

和共享,增进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关系,密切协作

来共同响应市场变化,以提高整体绩效水平[1]。 随

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信息技术(IT)的高速发展,信
息已成为供应链中最为重要的资源,IT 被认为是供

应链管理中重要的手段[2 - 3],能促进供应链协调[4],
帮助企业更容易改进彼此的伙伴关系[5 - 6],也可以

帮助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实现实时交流与信息共

享[7 - 8],解决供应链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牛鞭

效应[9],提升链上企业竞争力[10]。
近年来我国政府和涉农企业在农产品供应链各

环节的 IT 应用上大量投入,例如农业物联网、区块

链、农业大数据等[11],然而 IT 在农产品供应链上的

应用效果仍不理想,我国农产品供应链中仍存在 2
个尤为突出的问题:农产品供应链中信息传递不畅、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12];农产品供应链中伙伴关系松

散、合作不稳定的问题[13]。 这 2 个问题是导致我国

目前农产品供应链绩效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也是

导致我国农产品竞争力不强,现代化农业发展进程

缓慢的主要原因。 总之,IT 资源的投入未必能有效

地提高农产品供应链绩效,这意味着农产品供应链

上出现了 IT“生产力悖论冶现象[14],即 IT / IS 投入与

产出之间的矛盾。
目前学者对 IT 与供应链绩效关系的研究多聚

焦在工业领域[15 - 16],部分学者初步探讨了农产品供

应链上 IT 应用[17 - 18]和系统构建问题[19 - 20],但缺少

从 IT 能力视角深入研究 IT 能力对农产品供应链绩

效的影响路径,更缺乏深入探究伙伴关系和信息共

享如何在其影响路径上发挥路径作用。
因此,本文从 IT 能力和农产品供应链管理中

重要协调内容(伙伴关系和信息共享)入手,通过

理论与实证分析,深入探究 IT 能力对农产品供应

链绩效的影响路径机理,研究信息共享和伙伴关

系发挥的中介路径作用,揭示 IT 能力、信息共享、
伙伴关系和农产品供应链绩效之间关系,以期为

我国 IT“生产力悖论冶的破解和农产品供应链绩效

提升提供依据。

1摇 理论分析

1郾 1摇 信息技术能力与农产品供应链绩效的关系

随着 IT 的不断进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IT

能力逐渐成为企业重要的竞争优势,推动着传统企

业开始向数据化企业转型。 基于资源基础观理论,
学者们提出 IT 能力是企业将 IT 及相关资源和能力

统筹协调并匹配运用的能力,能够为企业带来持续

价值的能力[21]。 基于前人的研究,本文认为 IT 能

力是对 IT 及相关资源的运用所产生的,将 IT 相关

资源与其他资源和能力联合重构、部署和运用的能

力,如通过 IT 基础设施、IT 人力资源和 IT 无形资产

相结合所产生的,能够带来持续竞争优势和价值的

能力,具有稀缺性、价值性、难以模仿等特性,一般包

含 IT 基础设施、IT 人力资源、IT 内部沟通能力和 IT
外部沟通能力。

IT 的有效应用和能力提升通过优化信息流动

效率与决策精准度,对农产品供应链绩效能产生直

接促进作用。 有效的 IT 能力有利于涉农企业在农

产品供应链管理中高效及时地跟踪各类信息,以保

障全链条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并有助于合作伙伴及

时共享必要的信息,并使他们能够更早地做出决

策[14]。 姚雄飞等[22] 的创新绩效研究证实,流通企

业应用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后,其供应链协同创新效

率提升 37郾 6% ,主要源于智能合约自动执行带来的

交易成本节约。 王帅等[23] 针对零售企业的实证研

究表明,IT 应用成熟度每提升 1 个层级,可使供应

链综合绩效提升 12郾 3% ,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为自

动化流程替代人工操作所实现的时间压缩效应。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 IT 能力可以帮助企业

高效获取信息,降低运营和交易成本,提高服务质

量,改善农产品供应链绩效水平(含服务绩效、财务

绩效和战略绩效),特提出假设 1(H1):IT 能力正向

影响农产品供应链绩效。
1郾 2摇 信息技术能力与伙伴关系、信息共享的关系

IT 能力通过重塑组织间的交互模式与协作机

制,对伙伴关系的构建与维系产生结构性和稳定性

的影响。 IT 的有效应用通过增强信息透明度与交

互可追溯性,成为组织间信任关系的关键赋能工具。
贺丹君等[24]指出,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的有效应

用能实现交易数据的不可篡改与实时共享,使合作

伙伴间的行为可验证性提升 42% ,有效缓解了传统

合作中的机会主义风险。 曾敏刚等[25] 的实证研究

进一步揭示,IT 能力每提升 1 个单位,供应链伙伴

间的认知信任与情感信任分别增长 0郾 37 和 0郾 29 个

标准差,其中数据可视化技术对信任建立的边际效

应最为显著。 这种技术赋能的关系机制尤其在跨组

织协作初期具有奠基作用,为伙伴关系的持续深化

提供了认知基础。
IT 能力(例如电子商务、物联网、可追溯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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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内外部管理的有效结合)可以

重构组织内外的信息交互模式,为信息共享的深度

与广度拓展提供技术基础和能力支撑。 IT 能力的

有效发挥可以帮助涉农企业方便与上游供应商和下

游客户进行信息传输与共享,并及时做出合理的管

理决策。 研究表明,IT 能力通过提升共享效率、优
化协同机制及重塑治理结构,能对信息共享产生多

维度影响。 张善亮等[26]研究表明 IT 技术赋能效应

在动态环境中尤为突出,区块链技术的不可篡改特

性可将合作伙伴间的信息验证成本降低 58% 。 IT
应用水平能通过增强供应链成员间的信息透明度和

共享水平,减少信息不对称引发的交易摩擦[7]。
综上所述,在农产品供应链管理中,IT 能力(含

IT 基础设施能力、IT 人才能力、IT 内部沟通能力和

IT 外部沟通能力)对于整个链条的参与企业,一方

面可以增强企业间密切的合作和稳定的关系(含信

任、承诺、契约、权利和相互依赖),另一方面可以帮

助伙伴间实现高效的信息共享(含信息共享的内

容、层次和质量),实现农产品供应链的全程可追

溯。 因此,提出假设 2(H2):IT 能力正向影响伙伴

关系和假设 3(H3):IT 能力正向影响信息共享。
1郾 3摇 伙伴关系、信息共享与农产品供应链绩效的关系

伙伴关系作为供应链协同运作的核心纽带,对
农产品供应链绩效的优化具有多维度驱动作用。 稳

定的伙伴关系可以抵御政治、社会或经济等风险,降
低交易成本,一般包含信任、承诺、契约、权利和相互

依赖的关系[13]。 梁琳娜等[27] 发现,战略伙伴关系

可使企业产品上市周期缩短 28% ,市场份额提高

13郾 6% ,其作用机理在于联合需求预测准确率提升

至 91% 。 夏曼曼等[28]在装配式建筑领域的研究表

明,区块链技术支持的伙伴关系可使供应链信任水

平提升 56% ,进而推动交付准时率提高至 94% 。 张

敏等[29]对比发现,零售企业伙伴关系对库存周转率

的促进效应是制造企业的 1郾 4 倍,显著提升其经营

绩效。
农产品供应链管理 3 种复杂流(物流、信息流

和资金流)中,信息流是流量最大、流速最快、流动

最频繁的,只有信息在供应链企业间高效流动与共

享,供应链才能高效协调和运作,整体绩效才能提

升。 学者们发现,信息共享作为供应链协同运作的

核心要素,对供应链绩效的提升具有多维度的促进

作用,一般包含信息共享的内容、层次和质量。 如张

善亮等[26]针对中小企业的研究证实,数字技术通过

信息共享传导对运营绩效的贡献率达 43郾 7% ,其中

隐性知识共享的中介效应强度显著高于显性知识。
EDWIN 等[30]通过调研肯尼亚乳制品供应链,发现

信息共享水平会影响到整个供应链产出。 YUAN
等[31]研究表明,在农产品供应链中更高的信息共享

频率可以通过缩短行程距离、提高服务水平和货车

利用率来提高物流绩效。
另外,农产品供应链上的伙伴关系是上下游企

业间能否进行信息共享的重要决定因素,也影响着

信息共享的深度与广度。 有些涉农企业不愿共享信

息,担心信息泄露,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产品供应链成

员之间缺乏稳定牢靠的伙伴关系。 基于关系理论,
信任关系中的合作伙伴会毫不犹豫地分享信息,并
相信会得到同样信息共享[32]。

因此,伙伴关系和信息共享作为农产品供应链

协调的重要内容,本文假设二者均会积极影响农产

品供应链绩效,同时合作伙伴关系也会正向影响彼

此间信息共享,故提出假设 4(H4):伙伴关系正向

影响农产品供应链绩效;假设 5(H5):信息共享正

向影响农产品供应链绩效和假设 6(H6):伙伴关系

正向影响信息共享。
1郾 4摇 伙伴关系、信息共享在信息技术能力与农产品

供应链绩效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

伙伴关系作为供应链协同的核心要素,在 IT 能

力与农产品供应链绩效的关系中具有中介路径作

用。 一些研究初步分析了伙伴关系在企业管理和供

应链管理中的中介作用;然而,他们还没有发现伙伴

关系在 IT 能力对农产品供应链绩效的影响中发挥

关键的中介作用。 例如,何威等[33] 的结构方程模型

显示,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应用通过促进协同创新

伙伴关系,间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路径系数为

0郾 39,其知识转移效率在此过程中发挥关键传导作

用。 王子晴等[34]的实证研究表明,当伙伴间知识协

同水平超过阈值时,技术资源对合作创新绩效的边

际效应提高 1郾 8 倍,伙伴关系在此过程中呈现正向

调节效应。
IT 能力通过提升信息共享质量与效率从而间

接驱动供应链绩效改进,形成“技术投入 共享优化 绩

效提升冶的价值传导链。 林杰等[35] 发现 RPA 技术

通过财务信息共享流程再造,使企业运营成本降低

19% ,其中共享效率改进贡献率达 62% 。 齐萧茢[36]

的云技术模型揭示,当云平台数据实时交互频率超

过临界值,信息共享在云技术与供应链绩效间的中

介效应占比从 37% 跃升至 58% 。 冯华等[7] 的阈值

分析表明,IT 水平跨越 4郾 2 级后,信息共享每提升

10%带来的绩效增益扩大 2郾 1 倍。
尽管当前学者们还未深入探索伙伴关系与信息

共享在 IT 能力对农产品供应链绩效的影响中发挥

的作用,但基于上述讨论,本文认为伙伴关系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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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在 IT 能力对农产品供应链绩效的间接影响上

均发挥着中介路径作用,即当核心农业企业具有较

高的信息技术能力时,会增强合作伙伴的关系,更愿

意及时共享信息,从而有利于提升整个农产品供应

链绩效。 因此,提出假设 7(H7):伙伴关系在 IT 能

力与农产品供应链绩效间发挥着中介作用和假设 8
(H8):信息共享在 IT 能力与农产品供应链绩效间

发挥着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的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实

证研究以上 8 个基本假设路径(4 个一级构念之间

相互影响路径),4 个一级构念分别为 IT 能力、伙伴

关系、信息共享和农产品供应链绩效。 共 15 个二级

构念,包含 4 种维度 IT 能力( IT 基础设施能力、IT
人才能力、IT 内部沟通能力和 IT 外部沟通能力)、5
种维度伙伴关系(包含信任、承诺、契约、权利和相

互依赖关系)、3 种维度信息共享(含信息共享的层

次、内容和质量)和 3 种维度农产品供应链绩效(财
务绩效、服务绩效和战略绩效)。

图 1摇 理论框架

Fig. 1摇 Theoretical framework
摇

2摇 研究设计和数据收集

2郾 1摇 问卷设计与变量度量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获得一手研究数据,调研对

象是我国农产品供应链上的核心涉农企业,主要调

查农产品供应链的 IT 能力、信息共享情况、伙伴关

系情况和农产品供应链绩效。 问卷设计严格按照五

原则 (简明性、适应性、目的性、可接受性和顺序

性)。 分为 5 部分:第 1 部分是 IT 能力,包括 IT 人

才能力、IT 基础设施能力、IT 内部沟通能力和 IT 外

部沟通能力等;第 2 部分是伙伴关系,包含信任、承
诺、契约、相互依赖和权利;第 3 部分是信息共享情

况,包含信息共享层次、信息共享质量、信息共享内

容;第 4 部分是农产品供应链绩效,包含农产品供应

链财务绩效、服务绩效和战略绩效;第 5 部分是调研

对象的基本信息,包含企业营业额、企业规模(员工

人数)、企业类型、企业性质、被调研者职务等基本

信息。 本文的核心测量题项均采用 Likert 7 级量表

(1 完全不同意、2 不同意、3 有点不同意、4 不确定、
5 有点同意、6 同意、7 完全同意)。

依据前文理论分析,本文变量构念设计均结合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3,5,8, 13,15,25,30],并充分考虑我国

农产品供应链的实际,采用 Likert 7 级量表,具体如

表 1 ~ 4 所示:从能力(需求)的角度结合信息化的

软硬件基础设施,将 IT 能力一级构念包含 4 个二级

构念(IT 基础设施能力、IT 人才能力、IT 内部沟通能

力和 IT 外部沟通能力),共有 18 个题项;依据我国

涉农龙头企业与上下游的伙伴关系实际,将伙伴关

表 1摇 IT 能力度量

Tab. 1摇 Measurement of IT capabilities

二级构念 题项编号 题项

ITHC1
IT 或 IS 岗位员工能熟练运用信息技术 / 系
统

IT 人才

能力

ITHC2
IT 或 IS 岗位的员工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高

ITHC3 IT 或 IS 岗位的员工自学能力强

ITHC4 IT 或 IS 岗位的员工的协同工作能力强

ITHC5 IT 或 IS 岗位的员工熟知企业的主营业务

ITFC1 拥有完备的通信网络(局域网、无线网等)

IT 基础
ITFC2 拥有完备的硬件(计算机、路由器等)

设施能力 ITFC3
拥有的信息技术和系统的兼容性和扩展性

强(易于后期开发)

ITFC4
拥有统一的信息系统来管理供应、生产、销
售等信息

IT 内部

沟通能力

ITIC1
各级员工均可根据自身级别访问和使用信

息系统和技术

ITIC2 各部门充分共享订单、生产、销售等信息

ITIC3
无纸化办公和协作程度高(在线审批、办
公、汇报等)

ITIC4 拥有完整的信息化相关学习和培训资料

ITEC1
与关键供应商进行了充分信息交流(利用

EDI、ERP、GPS、SCM、VMI、电商、物联网、
射频识别等信息技术)

ITEC2
有完备的信息技术和系统进行供应商关系

管理(如供应商选择、合同管理、订单管

理、原材料管理等)

IT 外部

沟通能力
ITEC3

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关键供应商沟

通合 作 ( 如 Internet / Extranet / Intranet、 微

信、电商等)

ITEC4
与顾客进行了充分信息交流(利用 EDI、
ERP、CRM、SCM、VMI、物联网、条码、射频

识别等信息技术)

ITEC5
有完备的信息技术和系统进行客户关系管

理(如客户管理、订单管理、退货管理、服
务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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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伙伴关系度量

Tab. 2摇 Measurement of partnerships

二级构念 题项编号 题项

IRT1
相信主要合作伙伴在制定重大决策时会考

虑到我们的利益

信任 IRT2
相信主要合作伙伴不会泄露我们的商业机

密

IRT3 相信主要合作伙伴会自觉遵守协议或承诺

IRC1 承诺将来不会轻易中断合作关系

承诺 IRC2
与主要合作伙伴愿意为维持长期合作关系

而共同努力

IRC3
愿意在主要合作伙伴遇到资金困难时提供

资金帮助

IRQ1 与主要合作伙伴签订了正式合同或契约

契约 IRQ2 我们正式明确了合作关系

IRQ3
与合作伙伴经常进行正式的业务沟通和洽

谈

IRI1
如果损失该主要合作伙伴,很难找到新的

合作伙伴

相互依赖 IRI2
非常依赖主要合作伙伴来实现我们的商业

目标

IRI3
对主要合作伙伴进行了专门的投资(人、
财、物、信息等)

IRP1
与主要的合作伙伴相互鼓励和帮助(技术

和信息支持等)
权利 IRP2 与合作伙伴的利益分配机制很公平、合理

IRP3
与主要合作伙伴具有同样的谈判和议价能

力

表 3摇 信息共享度量

Tab. 3摇 Measurement of information sharing

二级构念 题项编号 题项

ISL1
与主要合作伙伴共享作业层信息(含具体

业务事务信息)

信息共享

层次
ISL2

与主要合作伙伴共享管理层信息 (含财

务、生产、库存、销售等计划、组织、控制信

息)

ISL3
与主要合作伙伴共享战略层信息(目标、
规划、愿景等)

ISC1 与主要合作伙伴共享的信息是准确的

信息共享 ISC2 与主要合作伙伴共享的信息是完整的

质量 ISC3 与主要合作伙伴共享的信息是及时的

ISC4 与主要合作伙伴共享的信息是可靠的

ISQ1 与主要合作伙伴共享计划信息

信息共享 ISQ2 与主要合作伙伴共享物流信息

内容 ISQ3 与主要合作伙伴共享需求预测信息

ISQ4 与主要合作伙伴共享销售信息

系一级构念包含 5 个二级构念(信任、承诺、契约、
相互依赖和权利),共有 15 个题项;结合我国农产

品供应链上信息交流与共享情况,设计信息共享一

级构念包含 3 个二级构念(信息共享层次、信息共

享内容和信息共享质量),共 11 个题项;依据我国

农产品供应链整体发展情况,设计农产品供应链绩

效一级构念包含 3 个二级构念(财务绩效、服务绩

效和战略绩效),共 12 个题项。

表 4摇 农产品供应链绩效度量

Tab. 4摇 Measurement of agri鄄food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

二级构念 题项编号 题项

ASFP1 订单管理成本低

财务绩效
ASFP2 物流成本低

ASFP3 现金周转短

ASFP4 利润率高

ASSP1 产品质量安全性高

服务绩效
ASSP2 消费者满意度高

ASSP3 准时交货率高

ASSP4 服务响应时间短

ASTP1
与主要合作伙伴能快速地开发和推广新的

农产品或服务

战略绩效
ASTP2 与主要合作伙伴能快速应对消费需求变化

ASTP3 与主要合作伙伴能高效应对市场价格波动

ASTP4 与主要合作伙伴能准确预测产品需求

2郾 2摇 问卷发放与回收

首先,在正式问卷形成之前,进行预调研,调研

对象为涉农供应链管理领域的专家学者、中国农业

大学中农创企业家、从事农产品供应链工作的 MBA
学员和 EMBA 学员等。 共发放 115 份问卷,回收 95
份问卷,剔除填答不完整以及填写不认真(全部或

大部分题目填答相同)问卷后,得到有效预测试问

卷共 87 份。 其次,根据预调研反馈的结果,进行正

式问卷的确定与发放。 正式调研重点调查 3 类农产

品供应链模式,分别是龙头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
零售商主导的农产品供应链模式,具体调研对象是

涉农企业里熟悉企业信息化和供应链管理情况的管

理人员,主要为企业高层管理者(董事长、总经理、
CEO、CIO 等)和中层管理者(供应链经理、采购经

理、信息管理经理等)。 核心企业在回答问卷时被

要求对所在供应链整体情况进行 7 级程度评估,以
保证数据质量。

同时,为了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和数量的有效性,
本文结合线下和线上方式调研全国主要省份农产品

供应链的核心企业(一个涉农企业只允许填写一

份)。 线上调研利用课题组前期积累的企业资源

(拼多多、京东、供销总社等),线下调研利用了多种

渠道进行面对面调研(一是利用中国权威的涉农企

业展会和企业论坛等途径,如全国农商互联大会、第
十三届中国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等;二是借助研究

团队前期深入各省开展的电子商务和产业链服务工

作;三是线下调研中国农业大学的 MBA、EMBA、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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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创企业家和校友企业等)。
最终,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共计发出问卷

489 份,有效回收 350 份(有效率为 71郾 5% ),充分

调研了我国核心涉农企业信息技术应用及农产品

供应链管理实际。 另外,根据 BRECKLER[37] 建议

“若追求稳定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需要大于

200 份以上样本冶,本文有效样本数据为 350 份,达
到数量标准,满足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问卷数量

要求。
2郾 3摇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次调查共计回收有效问卷 350 份,调查对象

基本特征如表 5 所示。 从调研对象的职务看,有
83%为董事长、总裁、总经理、CIO 等高层管理者,他
们更了解企业所在农产品供应链,符合调研的要求。
企业的员工规模方面,有 38% 的企业员工为 50 ~
300 人,18%的企业员工多于 300 人。 营业额方面,
年收入 1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占全部样本的

13% ,年收入 500 万 ~ 1 亿元人民币的企业占 59% 。
企业性质方面,89%的被调研企业为民营企业,其余

企业为国有和中外合资。 当前我国农产品供应链的

核心企业往往是生产商、品牌商或最下游的零售商,
故本文调研的企业绝大多数属于这些核心企业,符
合我国农产品供应链实际情况。

表 5摇 调查企业基本特征

Tab. 5摇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urveyed enterprises

摇 分类 特征 样本数 比例 / %
0 ~ 20 65 19

企业规模 20 ~ 50 89 25
(员工人 50 ~ 100 64 18
数) 100 ~ 300 70 20

> 300 62 18
民营企业(含民营控股) 311 89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 28 8
中外合资 11 3
生产商 229 66

企业类型
品牌商 189 54

(多选)
线下零售商 82 23
电商平台企业(线上零售商) 107 31
其他 45 13
0 ~ 50 34 10

营业额
50 ~ 500 62 18

(单位:人
500 ~ 1 000 63 18

民币万元)
1 000 ~ 5 000 82 23
5 000 ~ 10 000 62 18
> 10 000 47 13

职务名称

高层管理者(董事长、总裁、总
经理、CIO 等)

289 83

中层管理者(供应链经理、采购

经理等)
61 17

2郾 4摇 信度和效度分析

使用 Cronbach蒺s 琢 系数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来评

估变量构念的信度和效度。 变量构念的信度表明设

计的题项是否一致和稳定,一般 Cronbach蒺s 琢 系数

高于 0郾 7 表明具有良好的信度。 使用 IBM SPSS
27郾 0 软件计算 Cronbach蒺s 琢 系数,如表 6 ~ 9 所示,
所有构念的 Cronbach蒺s 琢 值为 0郾 876 ~ 0郾 938,均高

于学者提出的临界值标准0郾 7,显示出高度的内部

表 6摇 IT 能力信度和效度

Tab. 6摇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IT capabilities

摇 摇 变量
题项

编号
因子载荷

Cronbach蒺s
琢 系数

AVE C. R.

IT 能力 0郾 930 0郾 925 0郾 768

IT 人才能力

ITHC1 0郾 830
ITHC2 0郾 760
ITHC3 0郾 841
ITHC4 0郾 801
ITHC5 0郾 821

0郾 934 0郾 931 0郾 742

IT 基础设施

能力

ITFC1 0郾 803
ITFC2 0郾 801
ITFC3 0郾 811
ITFC4 0郾 798

0郾 911 0郾 915 0郾 732

IT 内部沟通

能力

ITIC1 0郾 760
ITIC2 0郾 812
ITIC3 0郾 772
ITIC4 0郾 780

0郾 923 0郾 924 0郾 763

IT 外部沟通

能力

ITEC1 0郾 740
ITEC2 0郾 789
ITEC3 0郾 776
ITEC4 0郾 788
ITEC5 0郾 811

0郾 933 0郾 932 0郾 708

表 7摇 伙伴关系信度和效度

Tab. 7摇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partnerships

摇 摇 变量
题项

编号
因子载荷

Cronbach蒺s
琢 系数

AVE C. R.

伙伴关系 0郾 933 0郾 795 0郾 932

信任

IRT1 0郾 871
IRT2 0郾 756
IRT3 0郾 823

0郾 905 0郾 774 0郾 912

承诺

IRC1 0郾 901
IRC2 0郾 860
IRC3 0郾 838

0郾 926 0郾 814 0郾 927

契约

IRQ1 0郾 861
IRQ2 0郾 873
IRQ3 0郾 859

0郾 921 0郾 848 0郾 931

相互依赖

IRI1 0郾 918
IRI2 0郾 941
IRI3 0郾 881

0郾 907 0郾 773 0郾 912

权利

IRP1 0郾 883
IRP2 0郾 830
IRP3 0郾 851

0郾 908 0郾 765 0郾 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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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摇 信息共享的信度和效度

Tab. 8摇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information sharing

摇 摇 变量
题项

编号
因子载荷

Cronbach蒺s
琢 系数

AVE C. R.

信息共享 0郾 936 0郾 789 0郾 941

信息共享层

次

ISL1 0郾 799
ISL2 0郾 779
ISL3 0郾 827

0郾 931 0郾 826 0郾 933

信息共享内

容

ISC1 0郾 860
ISC2 0郾 852
ISC3 0郾 849
ISC4 0郾 846

0郾 938 0郾 747 0郾 922

信息共享质

量

ISQ1 0郾 867
ISQ2 0郾 827
ISQ3 0郾 818
ISQ4 0郾 772

0郾 922 0郾 793 0郾 937

表 9摇 农产品供应链绩效的信度和效度

Tab. 9摇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agri鄄food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

摇 摇 变量
题项

编号
因子载荷

Cronbach蒺s
琢 系数

AVE C. R.

供应链绩效 0郾 876 0郾 769 0郾 943

财务绩效

ASFP1 0郾 902
ASFP2 0郾 886
ASFP3 0郾 918
ASFP4 0郾 892

0郾 937 0郾 792 0郾 937

服务绩效

ASSP1 0郾 886
ASSP2 0郾 818
ASSP3 0郾 913
ASSP4 0郾 812

0郾 918 0郾 746 0郾 922

战略绩效

ASTP1 0郾 870
ASTP2 0郾 791
ASTP3 0郾 897
ASTP4 0郾 880

0郾 928 0郾 767 0郾 938

一致性和可靠性。
摇 摇 使用 IBM AMOS 24郾 0 软件对所有变量构念进

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6 ~ 9 所示。 所有标准

化因子载荷均高于 0郾 70,范围在 0郾 740 ~ 0郾 941 之

间,均显著且大于 0郾 6 标准,说明各测量题项选取质

量较好。 平均提取方差(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均为 0郾 746 ~ 0郾 932,高于建议的阈值 0郾 60,说
明同一个构念的题项一致度较为显著。 构念的组合

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ies C郾 R郾 )范围为 0郾 708 ~
0郾 943,大于 0郾 70,说明各构念信度很好。 上述结果

均说明变量构念的信度和效度均较高,调研的数据

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且内部一致性较好。

3摇 实证分析

3郾 1摇 模型适配度检验

利用 AMOS 软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

分析,模型设置 18 个外生观测变量(题项)来测量

1 个一级潜变量( IT 能力)和 4 个二级潜变量( IT
人才能力、IT 基础设施能力、IT 内部沟通能力、IT
外部沟通能力),15 个内生观测变量(题项)来测

量 1 个一级潜变量(伙伴关系)和 5 个二级潜变量

(信任、承诺、契约、相互依赖和权利),11 个内生

观测变量(题项)来测量 1 个一级潜变量(信息共

享)和 3 个二级潜变量(信息共享层次、信息共享

质量、信息共享内容),12 个内生观测变量(题项)
来测量 1 个一级潜变量(农产品供应链绩效)和 3
个二级潜变量(农产品供应链财务绩效、农产品供

应链服务绩效、农产品供应链战略绩效)。
参考前人的研究,本文重点选取绝对适配统计

量、增值适配统计量和简约适配统计量来检验模型

适配度,分别为 字2 / df、RMSEA、GFI、TLI、CFI、NFI、
IFI、PNFI 和 PCFI, 主 模 型 适 配 度 检 验 结 果 如

表 10 所示。 绝对适配统计量方面,字2 / df 为 2郾 03
(小于 3),RMSEA 为 0郾 041 (小于 0郾 08), GFI 为

0郾 839(接近 0郾 9);增值适配统计量方面,CFI、IFI、
TLI、NFI 均大于 0郾 9 的适配标准;简约适配统计量

方面,PNFI 为 0郾 860 和 PCFI 为 0郾 895,均大于 0郾 5。
整体上,除 GFI 略低于 0郾 9 外,其他适配度指标均达

到标准要求。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

拥有良好适配度,可进行路径分析。

表 10摇 适配度检验结果

Tab. 10摇 Adaptation test results

指标 适配标准 检验值 适配结果

绝对适配
字2 / df < 3 2郾 030 好

统计量
RMSEA <0郾 08 0郾 041 好

GFI 大于或接近 0郾 9 0郾 839 符合

CFI 大于或接近 0郾 9 0郾 935 好

增值适配 IFI 大于或接近 0郾 9 0郾 931 好

统计量 TLI 大于或接近 0郾 9 0郾 932 好

NFI 大于或接近 0郾 9 0郾 901 好

简约适配 PNFI 大于或接近 0郾 5 0郾 860 好

统计量 PCFI 大于或接近 0郾 5 0郾 895 好

摇 摇 注:字2 = 3 426郾 64;df = 1 688。

3郾 2摇 路径分析

利用 AMOS 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考
察伙伴关系和信息共享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总体层面

的 IT 能力和农产品供应链绩效之间的影响路径关

系,得到路径检验结果如表 11 所示。
检验结果均显示:伙伴关系和信息共享共同存

在情况下,IT 能力对农产品供应链绩效的标准化路

径系数为 0郾 079,不显著,说明二者没有直接影响,
拒绝了理论假设 1;信息共享存在下,IT 能力显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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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伙伴关系,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郾 728,支持理论假

设 2;IT 能力显著影响信息共享,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郾 581,支持理论假设 3;伙伴关系显著影响农产品

供应链绩效,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郾 576,支持理论假

设 4;信息共享显著影响农产品供应链绩效,标准化

路径系数为 0郾 316,支持理论假设 5;伙伴关系显著

影响信息共享,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郾 221,支持假

设 6。

表 11摇 路径检验结果

Tab. 11摇 Path verification results

路径
标准化路

径系数

路径

系数

标准

差

临界

比
结论

IT 能力 寅 农产

品供应链绩效
0郾 079 0郾 051 0郾 056 1郾 056 拒绝 H1

IT 能力 寅 伙伴

关系
0郾 728*** 0郾 769 0郾 060 12郾 922 支持 H2

结构

模型

IT 能力 寅 信息

共享
0郾 581*** 0郾 731 0郾 086 8郾 558 支持 H3

伙伴关系寅农产

品供应链绩效
0郾 576*** 0郾 381 0郾 060 6郾 422 支持 H4

信息共享寅农产

品供应链绩效
0郾 316*** 0郾 178 0郾 044 4郾 281 支持 H5

伙伴关系寅信息

共享
0郾 221*** 0郾 271 0郾 072 3郾 811 支持 H6

IT 能力寅 IT 人

才能力
0郾 751*** 1郾 000 - - - - 支持

IT 能力寅 IT 基

础设施能力
0郾 760*** 0郾 973 0郾 065 14郾 886 支持

IT 能力寅 IT 内

部沟通能力
0郾 841*** 1郾 196 0郾 080 15郾 032 支持

IT 能力寅 IT 外

部沟通能力
0郾 851*** 1郾 160 0郾 075 15郾 461 支持

伙伴关系寅信任 0郾 819*** 1郾 000 支持

伙伴关系寅承诺 0郾 768*** 0郾 820 0郾 052 15郾 638 支持

伙伴关系寅契约 0郾 692*** 0郾 715 0郾 046 15郾 470 支持

测量

模型

伙伴关系寅相互

依赖
0郾 326*** 0郾 379 0郾 078 4郾 8761 支持

伙伴关系寅权利 0郾 721*** 0郾 857 0郾 055 15郾 735 支持

信息共享寅信息

共享层次
0郾 811*** 1郾 000 - - - - 支持

信息共享寅信息

共享质量
0郾 923*** 1郾 051 0郾 050 20郾 861 支持

信息共享寅信息

共享内容
0郾 889*** 1郾 037 0郾 051 20郾 532 支持

农产品供应链绩

效寅财务绩效
0郾 557*** 1郾 000 - - - - 支持

农产品供应链绩

效寅服务绩效
0郾 676*** 1郾 224 0郾 141 8郾 669 支持

农产品供应链绩

效寅战略绩效
0郾 780*** 1郾 376 0郾 154 8郾 897 支持

摇 摇 注:*表示 P < 0郾 05,**表示 P < 0郾 01,***表示 P < 0郾 001;标
准差、临界比是检验统计量。 - - 表示不存在,下同。

3郾 3摇 中介作用分析

依据 Baron and Kenny(1986)中介模型原理,用
AMOS 软件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在伙伴关系和信息共

享共同存在的情况下总的 IT 能力对农产品供应链

绩效的影响路径,及 2 个变量发挥的双重中介路径

作用,并采用 Sobel 检验对中介路径进行验证,计算

中介效应对总效应解释度 VAF。
验证伙伴关系和信息共享双重中介作用的联立

方程模型如下(如图 2 所示,其中 a、b、c、d、f 表示变

量之间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不考虑中介变量

(伙伴关系和信息共享)的情况下,检验 IT 能力 X
对农产品供应链绩效 Y 的影响(模型 Y = aX + e);检
验 IT 能力对伙伴关系 R 的影响(模型 R = b1X + e);
检验 IT 能力和伙伴关系对信息共享 S 的影响(模型

S = b2X + fR + e);检验 IT 能力、伙伴关系和信息共

享对农产品供应链绩效的影响(模型 Y = cX + d1S +
d2R + e)。 在 a 路径成立的情况下,如果 b1 和 d1 路

径影响成立,即可验证伙伴关系在 IT 能力和农产品

供应链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如果 b2 和 d2 路径

影响成立,即可验证信息共享在 IT 能力和农产品供

应链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如果 b1、f 和 d2 路径影

响同时成立,即可验证信息共享和伙伴关系共同发

挥多重中介作用。

图 2摇 伙伴关系和信息共享的中介路径作用分析

Fig. 2摇 Intermediary path analysis of partnerships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摇
针对以上分析,软件 AMOS 可以联立运行以上

模型并输出各变量之间的总体影响 /效应、直接影

响 /效应及间接影响 /效应,以此来分析伙伴关系和

信息共享同时存在下各个路径是否成立及影响程

度,并验证伙伴关系和信息共享是否在总 IT 能力与

农产品供应链绩效之间发挥双重的中介路径作用及

中介效应量。 如表 12 所示,IT 能力对农产品供应

链绩效的直接影响路径不成立(标准化路径系数 c
是 0郾 079,且不显著),但二者的间接影响成立(间接

效应量是 0郾 654,P < 0郾 001)。 模型中有些变量之间

只存在直接影响路径,如 IT 能力直接影响伙伴关系

(直接效应量 b1是 0郾 728,P < 0郾 001),信息共享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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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农产品供应链绩效(直接效应量 d2 是 0郾 316,
P < 0郾 001),伙伴关系直接影响信息共享(直接效应

量 f 是 0郾 221,P < 0郾 001)。 另外,IT 能力直接影响

信息共享(直接效应量 b2是 0郾 581,P < 0郾 001),也间

接影响信息共享(间接效应量是 0郾 161,P < 0郾 001),
直接影响大于间接影响;伙伴关系直接影响农产品

供应链绩效(直接效应量 d1 是 0郾 576,P < 0郾 001),
也间接影响农产品供应链绩效 (间接效应量是

0郾 07,P < 0郾 001),其直接影响大于间接影响。

表 12摇 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Tab. 12摇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项目 从

到

伙伴关系 信息共享
农产品供

应链绩效

IT 能力 0郾 728 0郾 581 - -
直接效应 伙伴关系 - - 0郾 221 0郾 576

信息共享 - - - - 0郾 316
IT 能力 - - 0郾 161 0郾 654

间接效应 伙伴关系 - - - - 0郾 070
信息共享 - - - - - -

摇 摇 注:表中只显示路径成立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摇 摇 在以上分析基础上,采用 Sobel 检验对伙伴关

系和信息共享共同作用的中介效应进行进一步验

证,发现 Z 检验结果显著。 以上分析结果验证了主

模型中 b1、b2、f、d1 和 d2 路径影响同时成立,表明在

伙伴关系和信息共享共同作用下,从 IT 能力到农产

品供应链绩效有 3 条间接影响路径 (如表 13 所

示),分别为路径 1“IT 能力到伙伴关系到农产品供

应链绩效冶、路径 2“IT 能力到信息共享到农产品供

应链绩效冶和路径 3“ IT 能力到伙伴关系到信息共

享再到农产品供应链绩效冶。 这 3 条从 IT 能力到农

产品供应链绩效间接影响路径的效应量分别为

0郾 419、0郾 184 和 0郾 051(总的间接效用量为 0郾 654),
对总效应的解释度 VAF 分别为 64郾 07% 、28郾 13%和

7郾 8% ,也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H7 和 H8。

表 13摇 伙伴关系和信息共享的中介效应量

Tab. 13摇 Intermediary effect quantity of partnerships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路径 中介效应 VAF / %
IT 能力寅伙伴关系寅农产品供应链绩效 0郾 419 64郾 07
IT 能力寅信息共享寅农产品供应链绩效 0郾 184 28郾 13
IT 能力寅伙伴关系寅信息共享寅农产品

供应链绩效
0郾 051 7郾 80

摇 摇 综上,路径分析支持假设 H2 至 H6,拒绝了 H1,
中介作用分析支持假设 H7 和 H8。 说明当伙伴关

系和信息共享共同存在的情况下,IT 能力对农产品

供应链绩效没有直接影响,只有间接影响;且信息共

享和伙伴关系在 IT 能力对农产品供应链绩效影响

路径之间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 除此之外,输出结

果也进一步说明 IT 能力和信息共享之间,伙伴关系

和农产品供应链绩效之间也存在间接影响路径,即
伙伴关系在 IT 能力和信息共享之间发挥部分中介

作用,信息共享在伙伴关系和农产品供应链绩效之

间也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

4摇 结论

(1)以解决农产品供应链上的 IT“生产力悖论冶
为出发点,为了回答“ IT 能力如何影响农产品供应

链绩效冶的问题,详细探究了 IT 能力对农产品供应

链绩效的影响机理,及信息共享和伙伴关系在其中

发挥的中介路径作用。 首先,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结
合目前研究现状,构建了 IT 能力、信息共享、伙伴关

系和农产品供应链绩效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框架。
其次,基于国内外成熟的问卷量表,结合我国农产品

供应链的实际情况,系统设计了变量测量题项及调

研问卷,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有效回收 350 份,充分

调研了农产品供应链上信息技术应用及供应链管理

实际。 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 SPSS 和 AMOS 等统计

分析工具,实证分析伙伴关系和信息共享存在下 IT
能力(含 IT 基础设施能力、IT 人才能力、IT 内部沟

通能力和 IT 外部沟通能力)对农产品供应链绩效

(含财务绩效、服务绩效和战略绩效)的影响,并深

入探讨信息共享(含信息共享的层次、内容和质量)
和伙伴关系(含信任、承诺、契约、权利和相互依赖

关系)在其中发挥的中介路径作用。
(2)IT 能力会积极影响供应链上的伙伴关系和

信息共享水平,供应链上的伙伴关系和信息共享水

平会正向影响农产品供应链绩效,IT 能力对农产品

供应链绩效有显著间接影响,其中伙伴关系和信息

共享是 IT 能力和农产品供应链绩效之间不可缺少

的关键间接影响路径,且两个因素共同作用时会起

到完全中介作用,即 IT 能力完全通过增进伙伴关

系、促进信息共享,从而提高农产品供应链的绩效。
另外,IT 能力会通过增进伙伴关系从而促进信息共

享,而信息共享是伙伴关系与农产品供应链绩效的

影响路径中不可缺少的关键中介路径。
(3)提出并验证了包含 IT 能力、伙伴关系、信

息共享和农产品供应链绩效之间相互影响的理论框

架,研究发现伙伴关系和信息共享共同在 IT 能力和

农产品供应链绩效之间发挥着完全中介路径作用,
从而扩充了 IT“生产力悖论冶的理论研究,发展了 IT
背景下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新的科学研究领域。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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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意义在于为涉农企业管理者和相关组织提供新

的视角(IT 能力、伙伴关系和信息共享视角)解决 IT
“生产力悖论冶的问题。 基于以上发现,建议我国涉

农企业从提高 4 种维度 IT 能力着手,增强成员间的

伙伴关系、促进信息共享水平,可以有效解决链条上

信息不对称和伙伴关系不稳定 2 个突出的问题,从
而积极改善农产品供应链绩效。 本研究为我国涉农企

业竞争力提高和农产品供应链价值提升提供有效途

径,为我国农业信息化以及农产品供应链发展政策的

不断完善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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