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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复合治理理论!文章分别探讨关系型治理中的柔性规范和团结性规范作为调

节因素在合同治理和信任对企业角色外利他行为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以及角色外利他行为对企业

自身绩效的影响"文章通过调查获得了%14份来自经销商的有效问卷!应用 8<88%!*$和 6fe8%4*

$对数据进行分析并对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合同治理促进经销商角色外利他行为!柔性规

范对其有正向调节作用$信任对经销商角色外利他行为有正向影响!团结性规范对其有正向调节

作用$经销商的角色外利他行为对企业自身的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文章最后为企业的渠道管理

提出了相关建议!并指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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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关系营销范式下$企业越来越注重与合作伙伴建立长期而稳定的合作关系
*%+%%*"+

$这不仅需要企业

严格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即角色内行为"$还要愿意主动承担一些超过角色设定的行为
*0+0$"

$这种行

为就是组织间的角色外利他行为!FGSO?)?I=G;h=S;)G=,bLS?=D?),O6,S?.;PV2OM=W;)?"

*0+0$"*5+15

%相对于渠道成员

角色内行为而言$渠道成员的角色外利他行为得到的关注比较少$也比较晚
*0+0$%

%尽管近年来营销渠道研

究中关于角色外利他行为的研究文献逐渐增多$关于角色外利他行为的驱动要素的研究也得到了一些一

致性的结论
*0+0$!*1+%##*&+14#

$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弥补%

从渠道治理的角度来看$虽然现有文献发现正式治理机制合同和非正式治理机制信任均可以促进渠

道成员的角色外利他行为
*0+0$!*1+%##

$但却没有探讨渠道关系中其他治理机制$如关系规范 ! Ò,=S;)G=,

()?VP"的作用%根据复合治理理论$渠道关系中往往同时存在多种治理机制来影响渠道成员的行为和渠

道绩效
*!+

$而不同的治理机制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相互作用机制
*4+!%#*#+0$!

%因此在既定渠道关系中$渠道

成员之间可能签订了正式的合同作为治理机制$随着关系的持续$信任和关系规范则会慢慢产生$并成为

非正式的治理机制
*%+%"

%那么$关系规范与正式合同)信任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否会对渠道成员的角色外利

他行为产生影响.这是本文要关注的第一个问题%

其次$现有研究已经发现$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有助于增强组织间的关系$促进被施加角色外利他

行为的企业的绩效
*0+0$5*5+&&*1+%##

%既然角色外利他行为是企业着眼于合作关系提升的自愿行为$那么实施

角色外利他行为企业自身的绩效是否会由于该行为而得到提升.现有研究还没有关注这一问题$因而这构

成了本文要关注的第二个问题%

鉴于此$本文将从复合渠道治理的角度切入渠道成员角色外利他行为的研究$一方面实证检验关

系规范的不同维度与正式合同)信任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渠道成员的角色外利他行为#另一方面则检

验渠道成员的角色外利他行为是否会对其自身绩效产生促进作用%上述两个方面也是本文的预期理论

贡献%

二"相关研究评述

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来源于组织行为学中的组织公民行为理论%组织公民行为 !e?I=G;h=S;)G=,

K;S;hOGPM;U 2OM=W;)?$eK2"是指能够促进组织功能的有效性$未被正常的报酬体系所明确和直接规定的

一种员工的自觉的行为
*%$+

%组织行为学理论认为组织公民行为不仅存在于员工个体层面$还存在于组

织内的群体层面%bM?M=?S!"$$5"把群体组织公民行为!BG;Se?I=G;h=S;)G=,K;S;hOGPM;U 2OM=W;)?$BeK2"定

义为群体内部所表现出来的组织公民行为的标准水平
*%%+

%现有研究发现组织公民行为有助于企业绩

效的提升$提高雇员的产出结果$促使高素质的雇员留在企业中$并对管理者作出的人事决定有积极的

影响
*%"+100*%0+

%

然而组织公民行为只是角色外行为中的一种行为
*%5+

%角色外行为既包括积极的行为!如组织公民行

为"$也包括消极的行为!如投机行为"%在组织行为理论中$一般情况下$角色外行为指的是积极的利他的

行为
*%1+

%遵循这一理论范式$本文也将只关注积极的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HSP!"$$!"认为$角色外利

他行为不仅会发生在组织内员工个体和群体层面$同样也会发生在企业之间$并将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

定义为企业为帮助渠道合作伙伴做出的超出角色定位的行为
*0+0$"

%现有研究发现企业间的合作的氛围)合

作伙伴的采购策略)企业的转换成本)合同的详尽程度
*0+0$!

)还有合同的包容性)信任和程序公平
*1+%##

以及

企业间共享的价值观念
*&+14#

均对企业角色外利他行为有促进作用%同时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可以帮助

组织更容易地获得合作伙伴的资源$并减少再次谈判和改变合约条款的成本
*0+0$5

$加强合作伙伴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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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质量
*5+&1

$从而提升市场绩效和经济绩效
*0+0$5*5+&&*1+%##

%

本文关注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的两个前因变量&合同治理和信任%[.HSP!"$$!"探讨了正式的合

同治理对企业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认为企业间制定的合同越详尽$就越会突出角色外利他

行为的价值$企业就越有动机实施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
*0+0$5

%Z;!"$%$"分别从交易成本理论和社会

交换理论的角度探讨了合同治理与企业间信任对企业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认为高包容性的合同可

以抑制投机行为同时促进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而组织间信任可以促进组织间的合作氛围进而促进

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
*1+%#&

%这两个变量分别从正式治理机制 !合同治理"和非正式治理机制 !信任"

的角度探讨其对企业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虽然现有文献已经实证检验了这两个变量对组织间角色

外利他行为的影响
*0+0$!*1+%##

$但尚没有文献探讨另一种重要的渠道治理机制///关系规范在其中的作

用%本文从复合治理机制的角度$引入关系规范的作用$探讨关系规范的不同维度与合同治理和信任之

间的相互作用对企业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7O;>O和 -)MG!%##""把关系规范划分成三个维

度&柔性!@,OL;Q;,;SH" )团结性! 8),;>=?;SH"和信息交换!FGE)?V=S;)G bLRM=GIO"

*%&+01

%其中$柔性规范指渠道

双方愿意针对交易环境的变化而进行相互调整和适应的期望$这与合同治理的刚性相互补充
*4+!%#*#+0

%

团结性规范指渠道双方对渠道关系珍视的期望$是合作企业双方的意向$这弥补了信任这一描述单方

面意愿的变量的不足%信息交换规范指渠道关系双方都期望能够主动地向彼此提供有价值信息的期

望$然而这一规范既不能弥补合同治理的刚性特点$也不能弥补信任的单方面意愿的不足%因此$本文

将关系规范中的柔性规范和团结性规范作为调节变量$分别关注它们与合同治理和信任的交互作用对

企业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另外$现有研究只关注了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对被实施的企业的绩效

的影响$而忽略了对实施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将实施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的企业绩效作为结果

变量%

三"理论与假设

本文的概念模型如图%所示%本文将在供应商和经销商构成的渠道关系中$检验合同治理与信任两种

渠道治理机制与两种关系规范的交互作用对经销商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以及经销商的角色外利他行

为对其自身绩效的影响%

图 %'理论框架

#一$ 合同治理与柔性规范对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

合同治理指的是企业间在交易时通过制定正式的合同来减少交易关系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

%企

业间通过签订合同$确定双方的义务)角色和责任%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合同的详尽程度越低$双方对各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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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越不明确$就越容易产生分歧和冲突$并诱发投机行为$增加交易成本
*%4/"$+

%显然$在这

种情况下$企业不得不将精力和资源花费在处理事后的冲突和针对合同条款的重新谈判上$企业在这样的

情况下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实施合约规定以外的角色外利他行为的%与之相反$详尽的合同会使得合作双方

权责更加明确$形成更融洽的合作氛围$合作双方不必花费更多的资源和精力进行事后谈判$这不仅使得

企业的角色外利他行为更为突出$也更会促进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的产生
*0+0$5

%同时$详尽的合同也会

加强企业对合作伙伴的信任程度$抑制投机行为$使得双方合作更加紧密$进一步促进企业实施组织间角

色外利他行为
*"%+

%

然而正式合同是一种刚性的治理机制$渠道关系双方必须遵守合同的约定%根据交易成本理论$有限

理性的企业是无法在合同中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不确定性进行准确的预测$并在合同中做出约定
*""+

%

因而$在交易持续过程中$当交易环境存在未曾约定的不确定性状况时$合同的作用就会被限制%在这种情

况下$建立在渠道关系双方不断互动基础上的关系规范尤其是柔性规范则恰恰可以弥补正式合同这种刚

性的不足
*4+!%#*#+0

%当企业间的柔性规范水平较低时$双方仅依靠正式的合同治理机制就会面对适应性问

题!6>=US=S;)G <?)Q,OV"

*"0+

$正式合同对企业角色外利他行为的促进作用就可能被削弱%相反$当企业间的

柔性规范水平较高时$刚性合同的适应性问题就会得到渠道关系双方柔性规范的适当补充$面对环境的变

化$双方愿意主动适应与调适$保证合作的稳定
*%&+05

%因此$当渠道关系中柔性规范水平较高时$正式合同

的详细程度对企业角色外利他行为的促进作用会被加强%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7%%在供应商与经销商关系中!柔性规范对合同治理与经销商角色外利他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有正

向的调节作用"

#二$ 信任与团结性规范对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

根据 a=MOO?等!%##4"的研究$组织间信任指的是组织成员对其合作组织的信任程度
*"5+%5"

%在本文的

研究情境中$我们关注经销商对其供应商的信任%组织间信任可以促进组织间的合作$增强企业间的关

系
*"1/"&+

%当企业很相信它的合作伙伴时$会更愿意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同时$也更愿意主动承担合同规

定之外的责任$促进企业间的合作关系
*1+%#!

%因此$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渠道治理机制可以促进企业的

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

然而组织间信任是企业单方面的意愿$它只代表了合作一方企业对另一方的心理预期%在长期持续的

渠道关系中$如果只有经销商单方面的信任$恐怕并不能有效地促使经销商实施角色外利他行为%在这种

情况下$关系治理的团结性规范则是一个关于交易双方意愿的概念$双方在合作过程中考虑的是整个渠道

关系本身的利益$而非企业单方面的利益$这可以弥补组织间信任只能表现出单方面意愿的不足$即关系

治理机制与作为非正式治理机制的信任可以相互补充%在一个高团结性规范的环境下$双方合作的意愿都

很高$这时$企业越信任合作伙伴$越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实施更多的角色外利他行为%相反$当企业感觉

双方的团结性规范较低时$即使对对方企业比较信任$会因为对方对合作的低意愿而不愿意承担更多的责

任$而只是做好合同规定内的事情%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7"%在供应商与经销商关系中!团结性规范对经销商信任与经销商角色外利他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

有正向的调节作用"

#三$ 角色外利他行为的结果

企业实施角色外利他行为可以促进企业间的关系质量
*5+&4

$促使企业间合作更加密切$降低双方合作

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提高投资回报率$增加绩效%同时企业的角色外利他行为有助于增强企业的声誉
*0+0$5

$

从而增加合作伙伴对企业的信任和满意$这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由此$本文提

出以下假设&

70%经销商的角色外利他行为对其自身的绩效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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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一$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以品牌洁具供应商与其经销商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研究品牌洁具经销商的角色外利他行为%

洁具的渠道模式以代理渠道为主$即洁具生产企业通过全国各个城市的代理商在洁具商店等零售终端开

设品牌专卖店的形式进行销售%在这样的渠道关系中$洁具制造商一般要求经销商不能代理其他品牌$并

且全国的分销政策由制造商统一制定%

数据收集采取面对面访谈的形式$我们对大连市场上的洁具经销商的老板)经理)店长以及采购经理

等熟悉企业采购业务的关键信息人进行访问%本文的调查问卷有1页$大概需要%1/"$分钟完成%为了提升

受访者的响应率和数据质量$我们为受访者提供了一份价值%$元左右的小礼品%调查问卷共发放%!1份$收

回有效问卷%14份%其中$股份制企业约占04^$外资企业约占"!^$其他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以及

合资企业等%另外$样本中约有55^的经销商与其合作伙伴合作的年限在"到1年之间$约有"4^超过了1

年$"5^在%到"年之间$其余合作不到%年%

#二$ 变量测量

本文中采用的量表均来自前人研究中使用过的成熟量表$在将英文题项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们在不

改变原意的前提下$根据研究对象具体情况对其作了相应的修改%问卷均使用1点李克特量表形式!% c非

常不同意#1 c非常同意"%合同治理的测量题项来自于 Z.PRM 和 2?)TG$包含&个题项
*%!+01

#组织间信任的测

量题项来自于 a=MOO?等!%##4"$包含5个题项
*"5+%54

#柔性规范和团结性规范的测量来自于 7O;>O和 -)MG$

分别包含0个和"个题项
*%&+0!

#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的测量来自于 [.HSP!"$$!"$包含5个题项
*0+0$#

#对于

企业绩效$本文根据 <)UU)和 aOGIO?!"$$""设计的量表$包含5个题项
*4+!%1

%

本文同时控制了一些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的变量%我们首先控制了渠道关系中的依赖总量与相对

依赖%供应商依赖和经销商依赖量表来自 <=,V=S;O?等!"$$!"的量表$均包含0个题项
*"!+%#%

%根据 9.V=?等

!%##1"

*"4+

的做法$我们用供应商依赖与经销商依赖之和衡量企业间总依赖水平#参照 6G>O?P)G 和 (=?.P

!%##$"

*"#+

的做法$用经销商依赖减去供应商依赖的差衡量经销商的相对依赖水平%其次$我们控制了渠道

关系中的合作氛围%渠道合作指渠道成员之间为了共同目标而采取的互利行为和行为意愿$合作氛围即为

企业间合作的程度$本文采用的量表来自 <=,V=S;O?$等!"$$!"的量表$包含0个题项
*"!+%#"

%第三$我们控制

了企业间合作年限$用经销商与合作企业合作年限来测量%最后$我们控制了企业的销售收入$用经销商报

告的其上一年度销售收入来测量!% c小于%$$万元#1 c%$$$万元以上"%

#三$ 量表信度与效度检验

信度方面$本文所用量表的 K?)GQ=RMYP

$

值和量表的组合信度!K̀ "除团结性规范以外!超过了$*&的

最低可接受水平"均超过了$*!$说明量表内部一致性较高$具有较高的信度%我们采用 6V)P进行验证性

因子分析$KfF(i:@为%*551小于"$ f̀8b6等于$*$10在$*$1和$*$4之间$NZF)K@F和 F@F均大于$*#$这些

结果表明测量模型的结果具有较好的拟合度$即测量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度良好%效度方面$所有变量的因

子载荷均超过$*1的最低可接受水平$变量平均抽取方差!6+b"均大于$*1$说明量表中的变量具有较好

的聚敛效度%上述结果如表%所示%我们将测量每个变量的题项取均值后作为相应变量的取值$表"显示了

本研究中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其中$各个变量 6+b的平方根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

系数$表明变量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

#1

'第 ! 期 ''张'闯$周'晶$杜'楠& 合同治理)信任与经销商角色外利他行为



表%'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合作氛围

'

c$*!#5

<Vc$*!#41

XbHc$*1!%

Kee%我们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的)

Kee"我们的生意一直做得很好)

Kee0可以说!我们的买卖关系是合作性的)

$*&40

%

$*!"$

%

$*415

%

经销商依赖

'

c$*!!4

<Vc$*!!&!

XbHc$*15$

:̀%在本地区!我公司很难找到其他公司提供与该供应商相同的产品线)

:̀"在本地区!如果找其他公司代替该供应商!会给我公司带来损失)

:̀0在本地区!我们很难找到别的公司!像该供应商一样带给我们这么多销售额和利润)

$*40!

%

$*!%0

%

$*&5%

%

供应商依赖

'

c$*4%1

<Vc$*4%!&

XbHc$*&$$

8:%在本地区!该供应商很难找到其他公司提供与我们相同的销售服务)

8:"在本地区!如果该供应商找其他公司代替我们!会给他带来很大的损失)

8:0在本地区!该供应商很难找到别的公司!像我公司一样带给他们这么多销售额和利

润)

$*!5"

%

$*!"%

%

$*411

%

合同治理

'

c$*#"4

<Vc$*#"&!

XbHc$*&!#

bK%商业活动中!我公司和该供应商有非常具体详细的协议)

bK"我公司和该供应商的正式协议详述了我们双方的义务)

bK0我公司和该供应商有很详细的合同协议)

bK5当执行不能达到合同规定目标时!我们的合同有明确的如何处理的法律方案)

bK1我公司和该供应商的合同中!明确地陈述了当出现偶发事件时如何处理的方案)

bK&我公司和该供应商的合同明确地规定了当出现争议时如何解决)

$*401

%

$*4!#

%

$*#$1

%

$*!&!

%

$*!1%

%

$*!#&

%

组织间信任

'

c$*450

<Vc$*45&

XbHc$*1!#

Ǹ %该供应商在与我公司的谈判中总是公平无私的)

Ǹ "该供应商不会以牺牲我公司利益的方式去谋利)

Ǹ 0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完全相信该供应商会信守承诺)

Ǹ 5该供应商值得信任)

$*!$0

%

$*!4&

%

$*!&$

%

$*!#"

%

柔性规范

'

c$*!0"

<Vc$*!51&

6+bc$*5##

@Z%柔应对所需要的变化是我们和这个供应商买卖关系的重要特征)

@Z"我们双方都能够做出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Z0当意外情况发生时!我们双方会一起商量对策!而不是坚持最初的合作条件)

$*!"$

%

$*4$!

%

$*1!"

%

团结性规范

$

c$*&"4

K̀ c$*&44

6+bc$*15$

8e%当出现问题时!我们双方会共同解决!而不是由一方承担负责)

8e"我们双方都致力于改进关系使双方都受益)

$*10$

%

$*4#5

%

角色外利他行为

'

c$*4"#

<Vc$*40$!

XbHc$*11"

A2%虽然对方没有要求!但我们会经常做些对这个供应商和我们的合作关系有益的工作)

A2"我们所承担的责任和投入水平都远远超出这个供应商的最低要求)

A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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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

供应商的销售业绩)

A25当我们能为这个供应商提供帮助时!我们所做的往往超出他们的预期)

$*&!"

%

$*!$&

%

$*4"$

%

$*!&&

%

企业绩效

'

c$*411

<Vc$*41&4

XbHc$*&$$

<@%销售增长率

<@"经营利润

<@0投资回报

<@5市场份额

$*!15

%

$*!#5

%

$*451

%

$*&##

%

模型拟合指数 KfF(i:@c%*5!4! f̀8b6c$*$11!NZFc$*#$$!K@Fc$*#%1!F@Fc$*#%4

''注'

%表示 Bj$*$$%)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表"'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 " 0 5 1 & ! 4 # %$ %%

%销售收入 *

"合作年限
$*%!%

%%%

*

0合作氛围 $*$5" $*$#0 $*1!%

5依赖总量
$*"0!

%%%

$*$#& $*$0$ $*!01

1相对依赖
$*"%#

%%%

$*%$4 $*$""

$*4%"

%%%

$*!!1

&合同治理
$*%44

%%%

$*%"5

%%

$*%5%

%%

$*0%5

%%%

$*"#"

%%

$*4"5

!组织间信任 $*$0" $*$!"

$*"!0

%%%

$*$51 $*$0$

$*%51

%%

$*!&%

4柔性规范 $*$!& $*$##

$*"%4

%%%

$*%00

%%

$*$!%

$*"0%

%%%

$*0$!

%%%

$*!$&

#团结性规范 $*$%$ $*$&"

$*%#&

%%%

$*%$$ $*$15

$*%#4

%%%

$*"45

%%%

$*5&&

%%%

$*!01

%$角色外利他行为
$*%&1

%%

$*%!4

%%%

$*%"1

%%

$*"$&

%%%

$*%!4

%%%

$*"4&

%%%

$*%4%

%%%

$*"$$

%%%

$*%&5

%%%

$*!"0

%%经销商绩效
$*0%1

%%%

$*"$4

%%%

$*%"4

%%

$*%##

%%%

$*%5&

%%

$*%10

%%

$*$!1 $*$#1 $*$""

$*%##

%%%

$*!!1

均值 %*41$ !*%$$ 5*%1$ &*0#$ 5*"41 0*54$ 0*&01 0*4%$ 0*#0! 0*&$4 0*"0%

标准差 $*#1# 0*&!" $*&1% %*!&" %*"!$ $*444 $*!%5 $*&05 $*&00 $*&!5 $*&0#

''注'

%表示 Bj$*%!

%%表示 Bj$*$1!

%%%表示 Bj$*$%!表中对角线上标注为黑色字体的数据为变量 6+b的平方根)

#四$ 数据分析

本文使用 8<88软件$应用多元层次回归模型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在调节效应检验模型中$我们首先对自

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而后再构造交叉项$以避免多重共线性影响%表0为本研究回归结果%

从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模型可以看出$合同治理!

"

c$*"&!$Bj$*$%"与组织间信任!

"

c$*%#&$B

j$*$1"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与现有文献的研究结果一致
*0+0$!*1+%##

$即企业间制定的合约越详尽$对合作

企业越信任$企业越倾向于实施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合同治理 k柔性!

"

c$*%#"$Bj$*$1"和组织间

信任 k团结性!

"

c$*%1"$Bj$*$1"的结果均为正且显著$同时$加入两个调节变量的调整 V

"

均比未加入

时的大$说明柔性规范与团结性规范分别对两组关系产生正向的调节作用$即企业间柔性规范水平越高$

合同治理越能促进企业的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合作企业的团结性规范水平越高$组织间信任越能促进

企业的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因此$假设%和假设"得到支持%

在企业绩效模型中$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

"

c$*%4%$Bj$*$1"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调整 V

"

大于未

加入时的 V

"

$说明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对企业自身绩效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假设0得到支持%

表0'回归分析结果!标准系数

变量
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模型 经销商绩效模型

% & ' ( % &

销售收入 $*&%$ $*$"% $*$$$ $*$0%

$*""4

%%%

$*"%!

%%%

合作年限
$*%5&

%

$*%50

%

$*%55

%

$*%"0

$*%4"

%%

$*%11

%%

合作氛围 $*$&$ /$*$%" $*$%# /$*$%5 $*%$& $*$#&

依赖总量 $*00$ $*%#" $*%&4 $*%14

$*144

%%%

$*1"4

%%

相对依赖 /$*%$$ /$*$&$ /$*$10 /$*$"%

/$*55$

%%

/$*5""

%%

合同治理
$*"50

%%%

$*"55

%%%

$*"5!

%%%

组织间信任
$*%&&

%%

$*%14

%%

$*%$#

柔性规范 $*$#5

团结性规范 $*$4&

合同 k柔性
$*"$"

%%%

信任 k团结性
$*%&1

%%

角色外利他行为
$*%4%

%%

V

"

$*%%% $*%#$ $*"05 $*"%1 $*"%4 $*"5!

调整 V

"

$*$4" $*%1" $*%4! $*%&4 $*%#" $*"%!

i

0*4$1

%%%

1*$"&

%%%

1*$"5

%%%

5*1%%

%%%

4*5!%

%%%

4*"15

%%%

''注'

%表示 Bj$*%!

%%表示 Bj$*$1!

%%%表示 B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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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

本文以制造商和经销商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关系型治理中的柔性规范和团结性规范作为

调节因素在合同治理和信任对企业角色外利他行为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以及角色外利他行为对企业自身绩

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渠道关系中的柔性规范正向调节合同治理对经销商角色外利他行为的促进作用$其

作用机制是柔性规范弥补了合同治理刚性的不足$二者相互强化共同促进了经销商的角色外利他行为%同

时$团结性规范则正向调节信任对经销商角色外利他行为的促进作用$其作用机制是当合作企业双方合作

意向均高$双方都看重彼此的合作关系时$组织间信任会调动企业更高的积极性$促进其角色外利他行为%

而经销商实施角色外利他行为会提升其自身的绩效$因为角色外利他行为会提升企业的声誉$增强合作企

业间的关系质量
*5+&4

%

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虽然 [.HSP!"$$!"和 Z;!"$%$"发现合同治理和信任对企业

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有促进作用$但现有文献对关系规范这一重要治理机制的作用却没有关

注
*0+0$!*1+%##

%因此本文从复合治理理论出发$将关系规范引入企业角色外利他行为的研究框架$探讨复合

渠道治理机制如何影响经销商的角色外利他行为$丰富了组织角色外利他行为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在

现有文献中$学者们发现不同的渠道治理机制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
*4+!%#*#+0

$分别探讨了复合治理机制对

企业绩效和渠道投机行为的影响
*4+!%0*0$+

%而本文关注复合治理机制在对组织角色外利他行为时的交互作

用$因此$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渠道复合治理理论的研究%其次$企业的角色外利他行为被定义为是帮助企

业合作伙伴的行为
*0+0$"

$因此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合作伙伴的角色外利他行为对企业的绩效的促进作

用
*0+0$5*5+&&*1+%##

$但实施该行为的企业绩效是否会受到影响则尚未得到关注%本文探讨了实施组织角色外

利他行为对组织自身绩效的影响$拓展了组织角色外利他行为的研究%最后$现有关于组织间角色外利他

行为的文献大多是在西方市场背景下进行研究的$而西方背景与中国本土的背景有着很大的差异%我们在

中国市场中检验了经销商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的驱动因素$也进一步丰富了现有研究发现%

#二$ 管理启示

本文的研究发现可以为企业的渠道管理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首先$虽然正式的合同治理可以促进经

销商的角色外利他行为$但供应商有必要注重发展渠道关系中的柔性规范$以在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弥补

刚性合同的不足$促进经销商的角色外利他行为%其次$研究发现经销商的信任在高团结性规范的情况下

会促进更多的经销商角色外利他行为%因此供应商应在合作过程中既需要经销商信任自己$也要努力营造

高水平的团结性渠道氛围$使双方企业均愿意为企业间良好的合作关系而努力%最后$经销商的角色外利他

行为不仅可以提高供应商的绩效
*0+0$5*5+&&*1+%##

$增强企业间合作关系$也会对其自身企业的绩效产生正向影

响%因此在资源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经销商应当主动承担更多的渠道责任$这将有利于双方合作绩效的提升%

#三$ 局限与展望

本文存在以下几点局限&第一$本文使用的样本是截面数据$即无法确定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与企

业绩效的因果关系$可能是因为企业实施角色外利他行为促进企业绩效的增长$也有可能是因为企业绩效

增长$企业才更愿意实施角色外利他行为%因而未来的研究可以关注这一问题%第二$本文只从经销商的角

度收集数据%由于问卷中包含了团结性等关于双方意愿的变量$因此单边数据可能会有所偏差%在今后的

研究中$可以使用双边数据进行测量$使结果更加可信%第三$虽然本文提出两个调节变量$丰富了现有文

献对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前因变量的研究$但是$由于企业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日渐重要$学者们应

该探讨更多的有关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前因变量和调节变量$探讨渠道中角色外利他行为的作用机制%第

四$组织公民行为领域的研究已经发现组织公民行为的不同维度和类型
*%"+1%&*0%+

$然而到现在为止$并没有

文献讨论组织间角色外利他行为的维度和类型$这可能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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