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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以交易成本理论与企业资源基础观为理论基础!营销渠道中经销商的角色外

利他行为为研究对象!检验了经销商依赖#公平感知对其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关系"通过问卷

调查!获得&&$个经销商的有效样本数据!应用 8<88%4*$软件和多元层次回归方法对研究假设进

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经销商依赖#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对其角色外利他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经销商依赖对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与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关系具有不同的调节作用!在经

销商依赖程度高的情况下!分配公平对角色外利他行为的正向影响作用变强!程序公平对角色外

利他行为的正向影响作用变弱"最后!文章讨论了研究结果与应用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角色外利他行为$依赖$分配公平$程序公平$营销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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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营销渠道!以下简称渠道"是指产品或服务转移所经过的路径$由参与产品或服务转移活动以使产品

或服务便于使用或消费的所有组织构成
*%+

%由于大多数渠道是由许多承担不同功能的制造商)批发商)零

售商或其他类型的中间商通过纵向联合而构建$所以渠道中的每一个企业都有其角色定位
*"+

或角色集



! )̀,O8OS"///'它对于自己发挥渠道功能的认知和其他成员对于它发挥渠道功能的角色预设! U?OPR?;UD

S;)G"(

*0+

%角色预设与企业在渠道中所处地位的行为要求有关$既可能是正式合同的约定$也可能是整个

渠道组织中各个成员达成的共识和规范%因此$当一家企业在一个渠道中占据一个特定的位置时$其他企

业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预见其行为
*0+%!

%如果一家企业超出角色定位或角色预设去帮助渠道合作伙伴$就

是跨组织角色外利他行为!FGSO?)?I=G;h=S;)G=,bLS?=D?),O6,S?.;PS;R2OM=W;)?"

*5$1+

%

在渠道交易中$企业之间的角色外利他行为经常发生%比如$一家零售商在店内为一家供应商的产品

提供了最好的展位$而该供应商事前并没有这样的预期#一家制造商把最畅销的产品优先提供给一家经销

商$而该经销商并不认为自己应该享受这样的优惠#在零售商的促销广告上$一家企业的产品被放在最醒

目的位置$实际上这个位置放其他企业的产品也没有问题#一家网络公司在对客户进行 6项目培训时$免

费做了另一家公司 2项目的培训%在庄贵军和杜甲!"$%0"的案例研究中$他们引述了受访者乙公司!机车

用电子产品制造商"李经理针对合作方 Z公司!机车制造商"的这样一段话&'上次他们机车一连两次出现

问题$第一次查出是他们的责任%如果第二次再查出是他们的责任$他们负责人就麻烦了%因此$我们就提

出这次责任由我们厂承担$因为我们的产品一年出两次事故对我们的影响不大$而且我相信他们肯定不

会让我们吃亏的%果然那次事故处理完了$他们更信任我们了$不仅把原先的款子全结了$还给了我们

一批新的订单$这种订单原先是由其他厂家负责的%(

*&+

%这实际上是乙公司对 Z公司做出了角色外利

他行为%

角色外利他行为并非总能为对方带来好处$有时可能会'帮倒忙($尤其是在从事自己不熟悉的活动

时$可能会带来低效率或出现差错
*!+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角色外利他行为都与好的结果相关$一些学

者认为企业间角色外利他行为有助于提高交易效率)企业的声誉与形象$降低面临的不确定性风

险
*5+0$%0$00$!*4+

%

此前$学术界主要关注组织内部员工)群体的角色外利他行为
*#/%%+

%近年来$有学者开始注意到组织间

的角色外利他行为$探讨了合作的氛围)采购策略)转换成本)合同的详尽程度)信任)承诺)程序公平等因

素对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发现这些因素会程度不同地促进或抑制合作企业的角色外利他行

为
*5+0$!*4+%##*%"+

%这些研究有助于学者了解跨组织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前因$指导企业制定渠道管理策略$促

进合作企业的角色外利他行为$提高合作双方的企业绩效%然而根据已有的文献检索$一些重要的影响因

素尚待探讨比如渠道成员之间的依赖%渠道成员之间的依赖指渠道成员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需要与另

一个渠道成员维持交换关系的心理与行为状态
*%0+

%它是渠道合作关系或管理行为的基础$既可能直接影

响一个企业的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也可能加强或弱化一些变量!如组织间公平感知"对一个企业组织

间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作用
*%5+

%

另外$Z;!"$%$"探讨了组织间程序公平感知与角色外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之间为正向的影

响关系
*4+%##

%实际上$渠道中组织间的公平感知可以分为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两个维度$前者侧重于对所

得结果公平性的感知$后者侧重于对确定结果的程序与方法公平性的感知$两者对于同一个变量的影响可

能是不同的
*%1/%4+

%因此$仅研究程序公平这一个维度的作用是不全面的$有必要将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结

合起来$检验二者对角色利他外行为影响的差异性和共同影响%

针对以上不足$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应用统计工具分析&&$份有效问卷提供的数据$探讨渠道

依赖)公平与角色外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首先$依据相关理论建立概念模型#然后$研究经销商依赖)经销

商感知的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共同对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最后$研究经销商依赖对公平与角色外利他

行为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更加深入地理解公平对角色外利他行为影响的边界条件%本文不仅直接回应了

Z;!"$%$"提出的未来研究方向
*4+"$$

$扩展了此前研究由于忽视分配公平而得出的片面结论$使得研究结果

更为可靠可信#而且弥补了此前研究忽略了依赖这一最重要基础性变量的不足%此外$对于角色外利他行

为的进一步界定便于学者之间进行沟通交流$避免了研究中不必要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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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研究评述

在渠道中$角色外利他行为特指企业超出正式或非正式的角色定位或角色预设)自觉自愿地帮助渠道

合作伙伴解决问题的行为
*5+0$"*1+1&

%它是一种合同外利他行为$即一方超出合同条款的规定而做出的有利

于对方的行为
*%#+

$但又不局限于此%因为一家企业的角色定位或角色预设既可能是正式合同约定的$也可

能是整个渠道组织中各个成员达成的共识和规范$由这家企业在渠道中所处的地位决定%处于一定的地

位$就有相应的角色行为要求%比如$一家企业接受制造商的委托$在一定区域内负责该制造商产品的零售

或批发%那么这家企业就扮演着经销商的角色$需要全部或部分地承担以下功能或责任&通过自己的销售

网络帮助该制造商占领市场$推荐和销售该制造商的产品$为该制造商的产品提供运输)库存)处理订单以

及其他服务支持$为该制造商提供市场信息
*%+4

%如果一家企业超出了这种非正式的)由共识和规范决定的

角色责任而帮助另一家企业$也是角色外利他行为%

另外$角色外利他行为与基于关系规范! Ò,=S;)G=,()?VP"的关系行为虽然不相互排斥$但也不完全相

同%关系规范是渠道中一种重要的跨组织治理机制$通过渠道成员之间达成有默契)团结)互信)相互承诺)

合作等关系规范来相互控制
*"$+

%基于这些关系规范$各个渠道成员不仅会自我控制$减少针对他人的投机

行为$而且还会做出对他人有益的关系行为
*"%+

$比如与合作伙伴分享信息)共同制订计划)共同解决问

题
*""+

%因此$角色外利他行为与关系行为并不相互排斥$有些关系行为就是角色外利他行为$而有些角色

外利他行为也是关系行为%比如$在与合作伙伴分享信息时$如果一方超出对方对其角色的预期$提供了非

常有价值的信息$那么就既是关系行为$也是角色外利他行为%不过$二者并不完全相同%关系行为的基础

是关系规范$要求双方互惠互利%如果一方在合作中违反了关系规范$它会在一定的社会范围!认同关系

规范的群体"内遭到谴责$双方的关系会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
*"0+

%而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基础是善意$是一

方超出对方期望的善意行为
*"5+

%它不需要关系规范的规范%即使一方未针对对方从事角色外利他行为$也

不会受到相关群体的谴责$双方的合作关系更不会受到影响%

角色外利他行为具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它并不是企业角色内或职责内的行为$如果企业不作为并

不会受到渠道合作伙伴的谴责或法律的制裁#第二$行为的主体与行为的对象分别属于不同的组织#第三$

行为的主观意愿是有利于对方的#第四$不会得到对方直接或明确的回报$回报可能是隐形的$如对方对己

方更高的信任)更大的承诺或在可能情况下的角色外利他行为%

近二十年来$企业内员工)群体的组织公民行为!e?I=G;h=S;)G=,K;S;hOGPM;U 2OM=W;)?"一直是学术界关

注的重点$主要探讨了组织公民行为的前因与后果
*"1/"&+

%不过$8SOE=G!"$$!"认为$组织公民行为同样会发

生在企业之间%他以企业内部员工)群体的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为理论基础$提出了企业间组织公民行为

的概念
*5+0$%

%6.S?H等!"$$4"进一步细化了这一概念$与企业内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的划分相互对应$指出

企业间组织公民行为包括利他)容忍)忠诚)服从)责任心和进步等七个方面
*1+1&

%

组织公民行为主要的表现$就是角色外行为
*"!+

%然而$角色外行为并非总是有益的$如投机行为也是

一种角色外行为%于是$有学者又将角色外行为分为建设性的!K)GPS?.RS;WO"和破环性的!:OPS?.RS;WO"

*"4+

或

积极的!<)P;S;WO"和消极的!(OI=S;WO"

*%"+1"&

%建设性或积极的角色外行为有利于组织的和谐与发展#破坏性

或消极的角色外行为对组织的和谐和发展则有破坏作用%一般情况$如不做特别说明$角色外行为指建设

性或积极的角色外行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混乱$本文使用角色外利他行为这一概念%

在渠道中$角色外利他行为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它对维护稳定)互信的合作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方

面$根据交易成本理论$渠道关系双方在签订合作协议时往往无法对合作中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况都详细地

约定
*"#+

$而合同的不完整性既会导致事后交易成本$也是许多渠道冲突的原因%当无法预期或事先没有约

定的情况出现时$有渠道成员主动承担责任显然有助于渠道关系的稳定和合作绩效#另一方面$在渠道合

作过程中$渠道成员主动实施的利他行为可以被视作是向渠道伙伴展现合作诚意)长期合作意愿和承诺的

信号$这显然有助于提升双方的相互信任$从而提高渠道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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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角色外利他行为对企业之间渠道关系的维护)巩固和发展非常重要
*0$+

$但是直到近些年才得到

学术界的关注$开始从渠道治理的角度探讨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因素%8SOE=G!"$$!"以供应链中企业合

作为情境$探讨了影响供应商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前因%其发现供应商与经销商双方的合作氛围)经销商的

多方采购策略)供应商的转换成本对供应商的角色外利他行为均有正向的影响$而合同的详尽程度则会减

少供应商的角色外利他行为
*5+0$!

%Z;!"$%$"以国际渠道中制造商与其海外代理商之间的合作关系为研究

情境$探讨了海外代理商在制定与执行战略过程中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因素%其研究表明$海外代理商

的角色外利他行为包括战略制定的信息共享)战略执行的主动合作两种形式$而海外代理商与制造商签订

合同的完备性)海外代理商对制造商的善意信任)海外代理商对过程公平的感知则对海外代理商的两种角

色外利他行为均有正向的影响
*4+%##

%8SOUMOG 等!"$%%"以渠道中供应商破坏性行为发生后供应商和经销商

的合作关系为研究情境$检验了经销商对供应商的承诺对其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经

销商对供应商的情感性承诺!基于情感的合作意愿"与规范性承诺!基于义务和责任的合作意愿"能够增

强经销商的积极角色外行为$而算计性承诺!基于利益算计的合作意愿"则会抑制经销商的积极角色外行

为
*%"+105

%9=PMH=U 和 8;W=>=P!"$%""以汽车特许商与受许商的合作关系为研究情境$检验了双方价值观对

受许商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他们发现$在汽车特许商与受许商之间价值观的共享程度能够促进受许商

的角色外利他行为
*0$+1#$

%

这些学术成果开创了渠道中跨组织角色外利他行为的研究$使我们能够从一个新的视角!即组织公

民行为的视角"观察和认识渠道中企业之间的交易和合作关系$也有利于企业了解渠道中跨组织角色外

利他行为的前因)后果$促进合作伙伴的角色外利他行为$提高双方的合作绩效%然而$仔细阅读这些文献$

我们发现以下两点不足&第一$一些重要的基础性变量$比如渠道中企业之间的依赖$还没有作为前因被讨

论过%根据渠道行为理论$企业之间的依赖和互依是渠道合作的基础$它们几乎影响渠道中企业之间针对

彼此的每一种行为%因此$渠道中企业之间的依赖既可能直接影响一个企业针对另一个企业的角色外利他

行为$也可能加强或弱化一些变量!如组织间公平感知"对企业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作用%果真如此吗.

这是一个重要且有趣的问题%第二$此前有学者探讨了企业对组织间程序公平的感知对其角色外利他行为

的影响
*4+%#!

%不过根据渠道行为理论的相关研究$渠道中公平感知有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两个方面
*%1+11

$

两者对于同一个变量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因此$仅研究程序公平这一个维度的作用是不全面的$有必要

将二者同时考虑$观察二者影响的差异性和共同性%

三"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本文的理论框架如图%所示%其中$经销商对供应商的依赖!依赖")经销商对交易的感知公平!包括分

配公平和程序公平"为前因变量$经销商针对供应商从事的角色外利他行为!角色外利他行为"为结果变

量%此外$依赖还调节公平与角色外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

图 %'研究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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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赖对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

渠道中企业之间的依赖$是一个企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需要与另一个企业维持交换关系的心理

与行为状态
*%0+0#$

%它是渠道中企业之间合作的基础$根源于企业之间渠道功能的专业化
*%5+"$

%随着在一个

渠道功能非专业化的经济中$生产者将产品直接出售给最终消费者$不需要依赖其他人的帮助就能完成整

个再生产过程%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专业化和市场交换以及以媒介商品交换为目

的的商业%产销直接见面的交易方式变得越来越不经济$多层次渠道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各企业专注于

那些他们具有相对优势的渠道功能上$一方面从它们发挥的渠道功能上获取规模效益$另一方面在其他渠

道功能上依赖合作者%否则它们的再生产难以为继%因此在渠道的上下游企业之间依赖是相互的$6在一

定程度上依赖 2$2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 6%然而双方对于彼此依赖的程度不一定相同%根据企业资源基

础观! ÒP).?RODQ=PO> +;OT"$这取决于双方资源对对方的价值和双方各自获得这些有价值资源途径的多

少%一方的资源越是对方所需要的$越是难以被替代$对对方的价值就越大$由此形成的对方对己方的依赖

程度也就越高#反之亦然%

交易成本理论则从交易专有资产!N?=GP=RS;)GDPUOR;E;R6PPOSP"的角度解释渠道合作者之间的依赖程

度%交易专有资产是一个企业针对一个特定的交易伙伴所进行的在设备)程序)培训或关系方面的投

资
*0%+

%因为有很强的针对性$所以当挪作其他用途时$它们就会由于不适用而失去原有的价值或大幅贬

值%只要一个企业与其他企业进行持续性的交易$为了提高合作的效率$这种投入就不可避免%然而交易专

有资产具有抵押的性质
*0"+

$一旦投入就难以转移%这使投入方把自己置于一个较为不利的地位$具有了某

种脆弱性///它的损益与得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方是否善待自己$因此不得不依赖于对方%当交易专有

资产的投入是双向的$合作伙伴之间也就成为相互依赖的%一般而言$一家企业针对另一家企业所投入的

交易专有资产越大$专有程度越高$转移越困难$这家企业就越容易被伤害$对后者的依赖程度也越高#反

之$一家企业针对另一家企业所投入的交易专有资产越小$专有程度越低$转移越容易$这家企业被伤害的

可能性和程度就越小$对后者的依赖程度也越低%

因为在渠道中$依赖意味着一家企业对另一家企业在渠道功能上的需要!企业资源基础观"或前者因

交易专有资产的投入而不得不依靠后者的脆弱性!交易成本理论"$所以当 6对 2有较高的依赖程度时$

6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对于这一关系的重视和忠诚
*00+

%针对合作者的角色外利他行为$是一种很好的

表达方式%如果一家企业只是按照合同或角色的规定配合合作者完成任务$即使完成得再好$合作者也不

会认为这家企业重视和忠实于自己$因为这是合同或规范规定的#相反$当出现角色外的偶发事件时$这家

企业如果能够按照有利于对方的原则行事$那么合作者就会很容易感觉到这家企业对它们之间关系的重

视和忠诚$从而提高自己对对方的信任%将来出现类似的情况时$合作者也会按照有利于这家企业的原则

行事%这有利于双方合作关系的发展
*05+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7%%经销商对供应商的依赖程度越高!它越倾向于针对供应商从事角色外利他行为"

#二$ 公平对经销商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

公平有多种不同的划分方法$有学者将企业间合作的公平分为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信息公平)人际公

平和互动公平
*01/0!+

%不过$在渠道研究中$人们普遍接受的是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的分法
*04/5%+

%

分配公平指一家企业在渠道的交易关系中感觉获得的结果公平$即它觉得它从交易结果中获得的利

益与付出的代价是相匹配的
*%1+11

%根据公平理论$这种公平感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纵向比较$即将自己的

投入与自己获得的收益相比%当感觉自己获得的收益大于或等于自己的投入时$会觉得公平#否则就会有

不公平感%二是横向比较$即将自己获得的收益与其他人获得的收益相比%当感觉自己获得的收益大于或

等于其他人获得的收益时$会觉得公平#否则就会有不公平感%

程序公平指一家企业在渠道的交易关系中感觉的流程公平$即它觉得在它与合作者的交易关系中交

易程序)交易方式以及合作者的政策是公平的
*%1+11

%比如一家经销商如果受到供应商的政策歧视$如给它

的价格高于其他经销商的价格$那么就会产生程序的不公平感#相反$如果认为供应商尊重自己$在政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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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歧视自己$它就会有程序公平的感知%

当一家企业感觉它与合作者的交易分配或交易程序公平时$会促进它产生对未来交易得到公平对待

的良好预期$倾向于对对方保持积极的态度以及采取有利于渠道关系的建立与发展的行为
*5"/50+

$包括针

对合作者的角色外利他行为%而当感知交易分配或交易程序不公平时$它会对合作者失去信心$甚至减少

资源投入或进行投机行为以弥补分配不公或程序不公带来的损失
*55/51+

%此时面对偶发事件$它更可能采

取'不作为(的态度$不做任何合同以外的工作以帮助合作者解决问题%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7"%在经销商和供应商的交易关系中!&='经销商的分配公平感知越高!它越倾向于针对供应商从事

角色外利他行为$&Q'经销商的程序公平感知越高!它越倾向于针对供应商从事角色外利他行为"

#三$ 依赖的调节作用

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尤其是供应商对经销商的依赖不变时$经销商对供应商的依赖会强化其分配公平

感知)程序公平感知对角色外利他行为的正向影响%在经销商依赖较大时$经销商对供应商在渠道功能上

的需要较大!企业资源基础观"或者脆弱性较高!交易成本理论"%此时若经销商对分配结果的公平感知提

升$它会觉得供应商并没有利用它的高依赖性或高脆弱性而为自己谋私利%因此相对于对供应商的依赖较

小时$它会更珍惜和重视与供应商的交易关系$更愿意承担责任#在需要时也更愿意从事针对供应商的角

色外利他行为%

与此类似$若经销商此时对运作程序的公平感知提升$它会觉得供应商将它与其他经销商一视同仁$

并没有利用它的高依赖性或高脆弱性而在交易程序和政策上歧视自己%因此$相对于对供应商的依赖较小

时$它会更愿意为供应商考虑$也更愿意从事针对供应商的角色外利他行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70%随着经销商对供应商的依赖程度的提高!&='经销商感知的分配公平对其角色外利他行为的正向

影响会加强$&Q'经销商感知的程序公平对其角色外利他行为的正向影响会加强"

四"研究方法

#一$ 样本

本文以中国家电行业中经销商为调研对象$通过国内某大型家电制造商协助向其经销商发放问卷$由

经销商中熟悉情况的管理人员来填写%我们要求问卷填写人选择除这家制造商以外的一家供应商$根据他

们之间的关系回答问卷中的问题%一共发出!%5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55^%

被调查企业及其问卷填写人的特征如表%所示%

表%'被调查企业及问卷填写者的基本特征

特征 频率 百分比"^$ 特征 频率 百分比"^$

企业规模

1$人以下 051 1"*"!

1$人至%$$人 %%% %&*4"

%$%人至"$$人 %$" %1*51

"$$人以上 %5! %1*&5

填写人从事目

前工作的时间

"年以内 01 1*0$

"年至1年以内 ""0 00*!#

1年至%$年以内 "#" 55*"5

%$年及以上 %%$ %&*&!

制造商与经销商

关系建立的时间

"年以内 "# 5*0#

"年至1年以内 "$5 0$*#%

1年至%$年以内 001 1$*!&

%$年及以上 #" %0*#5

填写人在该行

业工作的时间

0年以内 05 1*%1

0年至1年以内 %%0 %!*%"

1年至%$年以内 005 1$*&%

%$年及以上 %!# "!*%"

#二$ 问卷与变量测量

问卷有&页长$认真填写需要花费大约"1分钟%第一部分为基本信息$包括企业规模)交易时间等$我们

用黑体字注明选择供应商和后面回答问题的要求%第二部分由测量量表构成$这些量表均是前人研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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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对于英文量表$我们采用翻译与回翻的程序$以确保中英文量表的含义相同%我们要求被调查者通过

对量表中每一个题项从%/!!% c非常不同意$" c不同意$0 c有些不同意$5 c无意见$1 c有些同意$& c同

意$! c非常同意"打分的方法表达自己的认知和态度%

经销商依赖的量表来源于 Z.PRM 和 2?)TG!%##&"

*5&+

的研究$共0个题项$测量经销商对供应商的依

赖程度%公平量表共!个题项$来源于 9.V=?等!%##1"

*%1+&0

的研究$其中5个题项测量经销商对供应商分

配结果公平性的感知$0个题项测量经销商对供应商交易过程公平性的感知%角色外利他行为量表来源

于 8SOE=G!"$$!"

*5+0$#

的研究$共5个题项$测量经销商针对供应商的角色外利他行为%量表的具体内容如

表"所示%

表"'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经销商依赖"::8$

'

c$*4!&!6+bc$*!$1

K̀ c$*4!4

::8%'我们很难找到其他的供应商提供与该供应商相类似的产品) $*4%1

::8"'如果找其他供应商代替该供应商!我们会有损失) $*45#

::80'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供应商!像该供应商一样带给我们这么多利益) $*411

分配公平":-$

'

c$*#"$

6+bc$*!"#

K̀ c$*#%5

:-%'与我们对该供应商产品经销的投入相比!我们得到的回报是合理的) $*4"5

:-"'与我们对该供应商做出的贡献相比!我们得到的回报是合理的) $*#$1

:-0'与该供应商分派给我们承担的责任相比!我们得到的回报是合理的) $*4!0

:-5'与该供应商的其它经销商相比!我们得到的回报是合理的) $*4$!

程序公平"<-$

'

c$*45#!6+bc$*&10

K̀ c$*45#

<-%'该供应商公平对待所有的经销商) $*4"#

<-"'该供应商对所有经销商采用一致的经销配送流程) $*!41

<-0'所有经销商向该供应商采购时!都面临一致的采购政策) $*4$#

角色外利他行为

"b̀ 62$

'

c$*#$1!6+bc$*!%%

K̀ c$*#$!

b̀ 62%'虽然对方没有要求!但我们经常做些对该供应商和我们的合作关系有益的工作) $*4"!

b̀ 62"'我们所承担的责任和投入水平都远远超出该供应商的最低要求) $*41&

b̀ 620'即使在对方没有正式要求的情况下!我们也会主动自愿地投入更多努力以提

高该供应商的销售业绩)

$*44#

b̀ 625'当我们能为该供应商提供帮助时!我们所做的往往超出他们的预期) $*!#!

''注'模型拟合指数'

)

"

_D(c"*"%4! f̀8b6c$*$50!(@Fc$*#!#!NZFc$*#4"!K@Fc$*#44!F@Fc$*#44)

在信度方面$根据表"可知$5个变量的!值与 K̀ 值均大于$*4$平均方差抽取量!6+b"均大于$*&$$表

明量表的信度较好%在效度方面$表"中各题项的标准因子载荷均大于$*!$在$*$%水平上显著$显示了很好

的收敛效度%根据表0可知$5个变量的 6+b的平方根均大于与其它因子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表明本文中的

变量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
*5!+

%

本文采用标签变量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54/5#+

$以问卷填写人在家电行业工作的时间!3O=?"作为

标签变量$结果如表0所示%本文发现标签变量与其它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不显著$主要变量之间的偏相

关系数在控制了标签变量的影响之前与之后无显著变化%由此可见本文中的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不会显

著影响研究结果%

表0'判别效度检验

均值 标准差 ::8 :- <- b̀ 62

::8 5*&0! %*"%4 $*45$

$*0&0

%%

$*5"0

%%

$*54!

%%

:- 5*#%! $*#40

$*011

%%

$*401

$*1&$

%%

$*054

%%

<- 5*4$1 %*$4%

$*500

%%

$*1&&

%%

$*4$4

$*5$5

%%

b̀ 62 1*$!0 %*$!#

$*1$$

%%

$*0%#

%%

$*5$$

%%

$*450

3O=? #*%$& 5*1$0 $*$$! $*$0& $*$%" $*$5"

''注'对角线上的数据为 6+b的平方根#

%%表示 Bj$*$%"双尾检验$#对角线以下的数字为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对角线

以上的数字为根据"Z;G>O,,和 [M;SGOH!"$$%$的方法考虑共同方法偏差调整后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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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析结果

表5'多元层次回归分析的结果!标准系数

自变量
因变量'角色外利他行为"b̀ 62$

模型% 模型"

经销商依赖"::8$

$*"0&

%%%

$*""1

%%%

分配公平":-$

$*%0#

%%

$*%5#

%%

程序公平"<-$

$*%0&

%%

$*%%&

%

::8

%

:-

$*%&%

%%

::8

%

<-

/$*%51

%%

控制变量

供应商依赖"8::$

$*%%!

%

$*%%#

%

信任"Ǹ B8N$

$*%$&

%

$*""1

%

经销商类型"N3<b$ $*$1% $*$50

合作时间"NFfb$ $*$5$

$*$1$

%

经销商规模"Jf$ /$*$"% /$*$0$

经销商资产"aK$ $*$0! $*$54

V

"

$*0"& $*05%

调整 V

"

$*"## $*0$#

i值
51*"$5

%%%

0!*"5&

%%%

V

"的变化 $*$%1

i值的变化
&*1%5

%%

''注'

%表示 Bj$*%$!

%%表示 Bj$*$1!

%%%表示 Bj$*$%!双尾检验)

为了检验上面提出的0个假设$本文以 b̀ D

62为因变量$以 ::8):-和 <-为自变量以供

应商依赖 ! 8::")信任 ! Ǹ B8N")经销商类型

!N3<b")经销商与供应商交往时间!NFfb")经

销商规模 !Jf"和经销商资产 !aK"为控制变

量$对数据进行层次回归分析%因为涉及调节作

用的检验$所以先对各个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

然后在模型"中加入两个交叉项$:-

%

::8 和 <-

%

::8%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第一$在模型%

中$i值在 Bj$"$%的水平上显著$V

"

为$*0"&#

::8):-和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

::8):-和 <-对 b̀ 62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与 7%)7"!="和 7"!Q"的预测一致$因此分

析结果支持 7%)7"!="和 7"!Q"%

第二$在模型"中$i值在Bj$"$%的水平上显

著$V

"

为$"05%且相对于模型%中 V

"

的变化是显著

的!i值的变化c&"1%5$Bj$"$1"%这说明$加入两

个交叉项!:-

%

::8和<-

%

::8"后$模型"的解释

力有显著的提高%另外$::8):-)<-和:-

%

::8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Bj$*$1"$但是 <-

%

::8 的回归系数却

显著为负!Bj$*$1"$这与70!="的预测相同$但与70!Q"相反$因此分析结果支持70!="$不支持70!Q"%

为了更加形象地展示依赖的调节作用$本文绘制了图"%在图"!="中$经销商依赖性强的直线斜率大

于经销商依赖性弱的直线斜率$而在图"! Q"中$经销商依赖性弱的直线斜率则大于经销商依赖性强的直

线斜率%这说明在经销商依赖性强的情况下$分配公平对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增强作用更强$而在经销商依

赖性弱的情况下$程序公平对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增强作用更强%

图"'依赖的调节作用

最后$在 b̀ 62的模型中$控制变量 8::)Ǹ B8N)NFfb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而 N3<b)Jf和 aK

对经销商角色外利他行为影响均不显著$这说明供应商的依赖)经销商的信任以及双方合作时间均会促进

经销商从事角色外利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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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启示与展望

本文以交易成本理论和企业资源基础观为理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检验了渠道依赖)公

平与角色外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提出的假设$除了 70!Q"$其他均得到了数据分析结果的支持%

关于假设 70!Q"的被拒$我们有如下的解释%根据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的测量题项$经销商分配公平

不仅取决于他的交易投入与获得利益的比较$而且取决于他与其他经销商获得利益的比较#经销商程序公

平取决于他与其他经销商在交易政策等方面的比较$而与他的交易投入无关%在经销商依赖大时$随着经

销商分配公平感知的提升$他对所得利益与投入成正比的感知)与其他经销商所获利益比较的感知会更加

明显$会觉得供应商并没有利用他的高依赖性或高脆弱性而为自己谋私利)特殊关照其他经销商$对未来

交易获得合理利益的预期会更强$从而会比对供应商的依赖较小时$更加感激供应商$也更愿意针对供应

商从事角色外利他行为%

经销商感知程序公平表明供应商对所有经销商一视同仁$针对交易投入多的经销商与投入少的经销

商采用相同的交易政策)条款等%在经销商依赖大时$随着经销商程序公平感知的提升$他越会觉得供应商

只是根据交易政策和条款的规定办事$并没有因为自己的高投入!交易成本理论"而在政策上享受任何优

待$从而他会对供应商做出相应的回应$仅根据政策)条款与供应商进行交易$即使在交易中出现突发情

况$也只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难以为供应商考虑得更多$去做那些超出自己角色以外的有利于对方的

事情#反之$在经销商依赖小时$随着经销商程序公平感知的提升$他会因为自己!较低投入"与较高投入

的经销商面临相同的交易政策)程序等更加重视)感激供应商$进而愿意更多地替供应商考虑$不计回报地

表现出更多有利于供应商的行为%

#一$ 理论贡献

在理论方面$第一$本文关注了渠道依赖对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作用$弥补了现有研究忽略这一重

要基础变量的不足%虽然此前研究探讨了合作的氛围)采购策略)转换成本)合同的详尽程度等前因变量对

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但是还没有人将依赖视为前因变量%在渠道研究中$依赖作为最重要的基础性变

量$如果忽略它的影响作用$那么研究会存在重要的缺陷%本文通过研究渠道中依赖与角色外利他行为的

关系$发现在供应商对经销商的依赖不变时$经销商依赖越强$他越倾向于对供应商从事角色外利他行为%

因此$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并且研究结论可以作为此领域的研究基础%

第二$本文是此前相关研究的拓展%此前$Z;!"$%$"的研究发现$程序公平对角色外利他行为有正向影

响$并且指出未来研究应该关注在渠道成员依赖的情境下$程序公平对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作用
*4+%##

%

渠道研究中公平包括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两个维度$本文同时检验了它们对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作用$

发现二者均会促进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发生%此外$本文还考察了在不同依赖程度下二者对角色外利他行为

的影响作用$并发现依赖对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对角色外利他行为影响的调节作用方向相反%这不仅直接

回应了 Z;!"$%$"

*4+"$$

提出的未来研究方向$而且使得研究结果更为可靠可信%因此$本文对于深入认识渠

道中依赖)公平对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三$本文通过对角色外利他行为的界定$将其与角色外损他行为)关系行为等区别开来$为学者们之

间的沟通交流提供了基础%

#二$ 实际应用

在实践方面$第一$渠道管理人员应当对于角色外利他行为给予高度的关注$角色外利他行为有利于

提高企业的绩效$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面对环境不确定性$企业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一些突发事

件$而角色外利他行为能够较为有效地处理这些突发情况$化解它们给企业带来的危机$提高企业的经营

效率与绩效%探讨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前因$有利于企业了解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从

而在商业活动中充分利用这些因素影响合作伙伴$有效驱动其角色外利他行为$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与绩效%

第二$研究结论虽然表明渠道中经销商感知的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对其角色外利他行为有正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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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影响效应会因双方依赖程度而不同%在实践中$当经销商高度依赖供应商时$供应商通过提高经销商对

分配结果公平性感知$可以有效地刺激经销商的角色外利他行为%当经销商对供应商依赖较低时$供应商通

过保证交易过程)程序的公开)公正$提高经销商对程序公平的感知$可以激励经销商的角色外利他行为%

#三$ 局限及今后研究方向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本文仅从经销商一方收集数据$对于一些变量的测量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交易双方收集配对数据$以减少测量误差%第二$本文仅探讨了渠道依赖)公平对角色外

利他行为的影响$还有许多其它重要影响前因值得进一步探讨$比如渠道治理机制)跨组织人际关系等%第

三$本文并未探讨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后果$今后的研究可以探讨它对渠道交易中经济绩效)渠道效率

等的影响$进一步确证它在渠道关系中的重要性%第四$角色外利他行为是企业间组织公民行为的一个方

面$今后可以探讨企业间组织公民行为其它方面的影响前因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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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b[bNN9$2b6̀ :b( [ e*:OUOG>OGRO$N?.PS$=G> Ò,=S;)G=,2OM=W;)?)G SMO<=?S)E@)?O;IG 8.QP;>;=?Hf=?XOS;GI

eUO?=S;)GP& FVU,;R=S;)GPE)?f=G=I;GIJ,)Q=,f=?XOS;GIeUO?=S;)GP*-+*-).?G=,)Ef=?XOS;GI$"$$%$&1!5"&1%/&&*

*05+汪涛$崔楠$芦琴*顾客依赖及其对顾客参与新产品开发的影响*-+*管理科学$"$$#!0"&&1/!5*

*01+ZBe3:*<?)RO>.?=,@=;?GOPP=G> FGSO?E;?VK))UO?=S;)G ;G 8S?=SOI;R6,,;=GROP*-+*8S?=SOI;Rf=G=IOVOGS-).?G=,$"$$4!"#"&

"!/5&*

*0&+ZFB3$7B6(J3$ZBe3:$ OS=,*7)T:)OP-.PS;ROf=SSO?;G 6RM;OW;GI2.HO?D8.UU,;O?̀ O,=S;)GPM;U <O?E)?V=GRO. *-+*

-).?G=,)EeUO?=S;)GPf=G=IOVOGS$"$%"!0$"&011/0&!*

*0!+(6̀ 68Ff76( $̀(6̀ 636(6(8$ 8 F̀(F+686( *̀6G FGWOPS;I=S;)G )E-.PS;RO;G 8.UU,HKM=;G Ò,=S;)GPM;UP=G> N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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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G> :;PS?;Q.S;WO-.PS;RO*-+*-).?G=,)EeUO?=S;)GPf=G=IOVOGS$"$$&!"5"&41/#4*

*0#+3FZf6aK$ 8bab( 2$ 9626:63 b N*8.UU,;O?@=;?GOPP=P=fO>;=S;GI@=RS)?;G SMO8.UU,;O?<O?E)?V=GROD?OP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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