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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产品电子商务是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促进农业产业兴旺的重要力量ꎮ然而农产

品电子商务企业亏损经营、甚至倒闭正成为该行业面临的巨大挑战ꎮ如何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顺

利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并获得企业绩效ꎬ亟须引起产业界和学术界的重视ꎮ基于动态能力理论ꎬ
文章从组织敏捷性视角构建了环境不确定性下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型ꎬ讨
论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ꎮ实证结果表明ꎬ组织敏捷性对农产品电子商务能

力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中介作用ꎻ环境不确定性的三个维度环境敌意、环境动态性和环境

复杂性均阻碍了组织敏捷性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ꎬ但对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与组织敏捷性之

间的关系没有显著调节作用ꎮ因此在环境不确定性下企业应合理配置自身的农产品电子商务能

力ꎬ以此来提高组织敏捷性并获取竞争优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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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农产品电子商务是促进农业产业兴旺和推动乡村振兴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ꎮ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

有利于降低农业生产风险ꎬ实现农产品生产与市场需求的对接[１]ꎻ实现产业化带动下的农产品流通的规

模化、组织化ꎬ降低交易成本[２]ꎻ有利于减少农产品信息不对称ꎬ促进全产业链的可追溯信息体系构建[３]ꎮ
据农业部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３日发布的全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６年农产品网络零售交易额达２２００亿
元ꎬ同比增长４６％ ꎬ农产品电子商务正成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新亮点[４]ꎮ然而我国农产品电

子商务表面繁荣的背后潜伏着市场同质化严重、盈利难的困境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ꎬ
当前我国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中只有１％实现了盈利ꎬ４％持平ꎬ８８％亏损ꎬ且剩下的７％是巨额亏损[５]ꎮ如
何有效突破同质化ꎬ提高农产品电子商务的竞争优势ꎬ是企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ꎮ

农村电子商务企业与城市电子商务企业相比ꎬ二者既有相似之处ꎬ又存在显著差异ꎮ
共同之处是二者均通过运营电子商务平台ꎬ消除传统商务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ꎬ以拓展农产品的销售

渠道ꎮ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ꎬ从成长的环境来看ꎬ大多数农村电子商务企业发源于农村且扎

根于农村ꎬ与“三农”有着天然和密不可分的联系ꎬ对农业产业和农产品生产较为熟悉ꎻ而城市电子商务企

业往往起源于城市ꎬ与“三农”有着较远的距离ꎬ对农业产业和农产品生产的精通程度不高ꎮ其次ꎬ从企业

规模和发展阶段来看ꎬ农村电子商务企业以中小型的创业企业为主ꎬ处在成长阶段ꎬ面临较大的风险和不

确定性ꎻ而城市电子商务企业主要以阿里、京东等规模较大的企业为主ꎬ处在资本快速扩张阶段ꎬ面临的风

险和不确定性较小ꎮ最后ꎬ我国城乡之间长期存在二元结构ꎬ数字鸿沟大ꎬ以至农村电子商务企业在管理运

作、电子商务技术应用、人才水平等方面都普遍落后于城市电子商务企业ꎮ本文以农村电子商务企业为对

象ꎬ希望取得一些有价值的成果ꎬ不仅能给众多农村电子商务企业提供农产品电子商务经营的全方位决策

支持ꎬ也能让城市电子商务企业更好地理解农产品电子商务的特性与规律ꎮ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ꎬ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反映了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共享农产品信息ꎬ促进农产品交

易ꎬ改善客户关系ꎬ加强农产品供应链整合的战略举措ꎮ高水平的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有利于促进企业内

外部资源的配置和互补ꎬ发展更高阶的组织能力ꎬ以传递信息、感知市场状况和协调企业的运作ꎬ从而获取

区别于竞争对手的差异化优势[６－７]ꎮ虽然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有利于企业提高企业绩效、获取竞争优势ꎬ
但其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晰ꎬ有待进一步的研究ꎮ组织敏捷性有利于企业快速感知市场变化并作

出适当的响应ꎬ使自身获得竞争优势ꎮ随着组织敏捷性的增强ꎬ企业能够更好地在目标市场中感知进行竞

争行动的机会[８]ꎬ在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中重组和调整农产品电子商务业务流程[９]ꎬ增加农产品定制、缩
短反应时间ꎬ帮助农业企业提高农产品质量和电子商务服务水平[１０]ꎮ可见ꎬ组织敏捷性在农产品电子商务

能力和企业绩效之间可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ꎮ此外ꎬ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市场环境是动态变化的ꎬ农产

品电子商务能力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可能会受到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而产生变化[１１]ꎮ因此ꎬ本文从组织敏

捷性视角切入ꎬ来探究环境不确定性下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ꎬ以厘清农产品电子商

务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ꎮ本文的可能创新点主要包括:(１)基于动态能力理论ꎬ从组织敏捷性视角

构建了环境不确定性下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型ꎻ(２)发现了组织敏捷性在农产品电

子商务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ꎻ(３)揭示了环境不确定性是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影响企业绩效

的重要情景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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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论基础和文献回顾

(一) 动态能力理论

动态能力理论(ＤＣＴ)来源于企业的资源基础理论(ＲＢＶ)ꎮ资源基础理论主要用于解释企业在静态的

环境中如何利用资源获得竞争优势ꎬ却不足以解释企业如何在动态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１２]ꎮＤＣＴ 能够弥

补 ＲＢＶ 理论的不足ꎬ该理论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其动态能力[１３]ꎮ动态能力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帮

助企业在机会或需求出现时改变其资源配置或更新组织能力[１４]ꎮ尤其是在动荡的环境下ꎬ企业往往很难

及时获取新的市场或技术ꎬ动态能力可以帮助企业做到这一点ꎮ尽管动态能力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ꎬ但共

同之处在于它能够使企业更新、整合和重新配置资源ꎮ从动态能力的视角看ꎬ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是企业

利用农产品电子商务有效整合现有资源ꎬ同时通过农产品电子商务探索和挖掘业务创新的能力[１５]ꎮ组织

敏捷性是企业在不断变化经营环境中感知和响应市场需求的能力ꎬ它能帮助企业对可能面临的机遇或威

胁及时做出响应ꎬ并通过一定方式提高响应速度和效率ꎬ使自身获得竞争优势[１６－１７]ꎮ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

是企业基于功能层面的低阶动态能力ꎬ而组织敏捷性是企业基于战略层面的高阶动态能力ꎬ当低阶动态能

力能够不断向高阶动态能力转化时ꎬ会给农业企业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１８]ꎮ因此本文适合用动态能力理

论来解释环境不确定性下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影响组织敏捷性进而影响企业的内在逻辑规律ꎮ

(二) 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

组织能力指企业的整体能力ꎬ它能够有效协调企业各种复杂的资源ꎬ并提高企业绩效ꎮ虽然有研究关

注信息技术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ꎬ但很少有研究从组织敏捷性的视角探讨信息技术能力对企业绩效的

作用机制[１９]ꎮ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传统产业与互联网的不断融合ꎬ农产品电子商务正是“互联网 ＋ 农

业”的典型应用之一[２０]ꎮ与传统电子商务不同ꎬ农产品电子商务具有产品特性和产业特征情景下的特殊

性ꎮ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低ꎬ不同季节不同地域的同一品种农产品品质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ꎬ这给企业实

现生产标准化带来很大挑战ꎻ农产品保鲜性和易损性对企业的直供直销渠道带来了运输和配送难度ꎻ农产

品产业链长且参与主体多ꎬ企业只有对产业链有较好的控制能力才有可能实现农产品品质的稳定性和成

本的控制ꎮ因此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需要在人才、管理和技术三个关键要素上进行优化配置ꎬ才能解析农

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内涵与结构ꎮ基于 Ｋｉｍ 等(２０１２)对信息技术能力维度的划分[２１]ꎬ本文认为管理能

力、技术能力和人才能力构成了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关键维度ꎮ

(三) 组织敏捷性

组织敏捷性包含了企业在速度、灵活性和创新方面的能力ꎬ它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响应客户需求ꎬ捕捉

市场动态和选择新兴技术ꎮ相关研究提出ꎬ８８％的企业高管认为组织敏捷性是企业成功的关键[８]ꎮ组织敏

捷性强调了企业必须检测环境中的变化、机遇和威胁ꎬ并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和业务流程以向客户和利益相

关者提供快速有针对性的回应ꎬ除此之外组织敏捷性还是企业与市场环境相互作用的重要机制ꎬ它可以用

于解释企业绩效随时间变化这一现象[２２]ꎮ通过考虑企业对市场环境变化的反应速度ꎬ组织敏捷性还能够

帮助企业节约成本ꎬ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ꎬ同时还能促使企业利用创新和竞争行动的机会[２３]ꎮ组织敏捷性

作为一种独特的动态能力ꎬ它能允许企业重新设计现有流程并快速创建新流程ꎬ以便企业利用不确定的市

场条件提升绩效ꎮ组织敏捷性深深扎根于组织惯例的程序中ꎬ竞争者很难识别ꎬ因此难以模仿且不可替代ꎬ
也就是说组织敏捷性具有战略资源的特点ꎬ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获取、部署资源ꎬ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环

境ꎮ尽管企业越来越重视组织敏捷性的作用ꎬ但是并没有实证研究验证组织敏捷性承担的重要角色ꎮ因此

本文探究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是如何通过组织敏捷性来实现的ꎮ

(四) 企业绩效

对企业绩效的衡量大多数研究是采用财务指标ꎬ如 Ｃｈｅｎ 和 Ｗａｎｇ(２０１４) [２４]的研究将企业绩效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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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为利润率、投资回报率、市场份额占有率和销售增长率ꎬ这四个均为财务指标ꎮ尽管这些指标较为常见ꎬ
但是传统的财务指标不再被视为能够充分行使管理控制的有效手段ꎬＸｕ 等(２０１７) [２５]将 ＥＲＰ 价值分为财务

绩效和非财务绩效ꎮ财务绩效的指标通常指的是可量化的、过去已发生的ꎬ而非财务绩效包含的指标一般是

定性的、未来的ꎮ对企业绩效的评估一开始纯粹地以财务指标为重点ꎬ后来也开始关注非财务指标ꎬ如客户满

意度、员工流动率和新开发的产品数量等ꎮ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企业将战略有效地转化为指导业务行动的具体

目标不仅要采取财务措施ꎬ也需要采取非财务措施[２６]ꎮ因此本文为了评估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带来的企业绩

效ꎬ指标涵盖了财务绩效方面和非财务绩效两个方面ꎬ销售利润率、资产回报率、投资回报率、库存周转率、资
金周转率、销售成本率作为财务绩效的形成要素ꎬ而非财务绩效主要反映体现在产品、客户和员工上面[２７]ꎮ

三、 研究模型与假设

(一) 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与组织敏捷性

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有利于提高组织敏捷性ꎮ首先ꎬ组织敏捷性是决定企业能否做出快速决策的重要

方面ꎬ技术能力能够为企业提供雄厚的技术资源ꎬ从而使企业能够轻松地获得相关数据[７]ꎮ也就是说企业

的应用程序能够即时访问大量的管理信息ꎬ如资源、库存、产品等信息ꎬ有效的农产品电子商务技术能力不

仅能够帮助企业合理组织和有效管理资源ꎬ还有助于企业及时交流信息和进行沟通ꎮ相关研究表明ꎬ卓越

的信息技术能力能够强化企业硬件设施的兼容性、软件的模块化以及网络数据库的连接性[２８]ꎮ而缺乏技

术能力的企业则无法快速有效地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ꎮ其次ꎬ人才能力能够帮助实现农产品电子商务业务

人员之间的协调和知识共享ꎬ从而为企业营造高效的沟通、信息交流环境ꎬ以提高市场反应能力[２９]ꎮ最后ꎬ
卓越的管理能力能够促进企业持续地学习ꎬ包括利用最佳实践机会、获取战略实施的灵活性及商业伙伴的

信任ꎬ而且管理能力与企业业务流程的相互渗透有助于缩短响应变更、信息处理、策略实施的时间[３０]ꎮ具
有高效管理能力的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ꎬ将会更加高效地部署新的应用程序ꎬ并解决与旧系统相关的维护

障碍ꎮ基于以上分析ꎬ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对组织敏捷性有积极影响ꎮ

(二) 组织敏捷性与企业绩效

组织敏捷性描述了企业应对市场不确定性的能力ꎬ通常被认为是对企业发展有利的因素ꎬ由于它以企

业财务绩效的提升为目的ꎬ通过创新和快速反应将市场变化转化为机会ꎬ对企业的业务活动进行调整ꎮ快速

性和创新性是敏捷性的两个重要特征ꎬ其中ꎬ快速性是指组织及时的行动ꎬ对市场变化进行准确的反应ꎬ而创

新性集中体现为响应的质量[３１]ꎮ高水平的组织敏捷性意味着企业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ꎬ也就是企业

跟市场紧密联系的程度ꎬ具体主要表现为企业能够快速满足市场追加的产品定制、缩短反应时间ꎮ组织敏捷

性比较高的企业在合作伙伴的选择方面也被认为能够占据主动地位ꎬ并且对客户需求易于做出较快的响应ꎬ
同时也能提高其运营的灵活性以保留自身的客户ꎬ最终为企业增加收入并降低成本ꎮ根据动态能力理论ꎬ组
织敏捷性代表了企业的一种动态能力ꎬ它能够帮助企业获取更高的绩效ꎮ基于以上分析ꎬ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２:组织敏捷性对企业绩效有积极影响ꎮ

(三) 组织敏捷性的中介作用

组织敏捷性作为一种高阶的动态能力ꎬ可以帮助企业及时感知并响应客户的喜好和偏好以及竞争对

手的行为、政府法规的变化等[２４]ꎮ组织敏捷性通过精确快速地感知市场变化从而促进资源、知识和关系的

有效整合ꎬ并迅速向企业发出信号、响应信号ꎬ以进行必要的业务调整和资源整合[９]ꎬ组织敏捷性作为企

业的一种战略能力ꎬ它的强弱取决于企业实施和利用农产品电子商务资源的能力[８]ꎮ因此本文认为组织

敏捷性在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ꎮ如果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水平较高ꎬ企业将

会以更快速、稳健、灵活的方式与业务流程更好地融合ꎬ当企业的业务流程得到了改善ꎬ企业的盈利能力、
投资回报率、销售增长率和市场份额都会增长ꎬ最终带来企业绩效的提高[３２]ꎮ相反缺乏组织敏捷性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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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ꎬ则不太可能实现卓越的企业绩效ꎮ基于以上分析ꎬ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３:组织敏捷性对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有中介作用ꎮ

(四)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关于信息技术能力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大多基于 ＲＢＶ 理论ꎬ未将外部因素的影响纳入研究范畴ꎮ
Ｓｈｏｕｋ 等(２０１６) [３３]强调了环境因素对组织战略能力部署的调节作用ꎮ还有研究通过实证检验了环境因素

在信息技术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３４]ꎮ由于企业内部机制与外部因素之间会进行匹配ꎬ匹配的

程度可以调节企业内部业务流程并影响企业绩效ꎬ适当的匹配将有助于企业实现高的绩效ꎮ因此ꎬ外部环

境因素是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变量ꎮ参考以往研究将环境因素分为三个方面(环境敌意、环境动态性和环

境复杂性) [３５]ꎬ并考察环境不确定性对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 组织敏捷性 企业绩效的路径是否存在调节

作用ꎮ
１. 环境敌意ꎮ环境敌意指的是企业在商业环境中面临的对自身发展不利的外部环境因素ꎬ它的强弱反

映为企业业务增长率被削弱的程度[３６]ꎮ引起环境敌意的因素有很多ꎬ大多来自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ꎬ如
当行业内发生巨大调整时ꎬ企业不仅需面临对手带来的激烈竞争压力ꎬ还要承担政府施加的监管压力ꎬ包
括高税收负担、政府威慑、经济衰退、基础设施落后等ꎬ这些因素会阻碍企业获取开发更高的信息技术能力

所需的资源[３７]ꎮ一方面ꎬ在较恶劣的业务环境下ꎬ企业会受到来自通信、程序过度正式化以及战略决策过

于集中化的限制ꎬ而这些均可能会对企业提高组织敏捷性产生阻碍[３８]ꎮ即便企业具备了良好的信息技术

能力ꎬ但是由于在不太友好的业务环境下ꎬ企业很可能无法做出更好的决策ꎬ这将会降低企业开发组织敏

捷性的能力ꎮ另一方面ꎬ在充满不利因素的环境下ꎬ即使企业获得了敏捷性ꎬ也很难将其充分利用来为企业

增收实际效益ꎮ基于以上分析ꎬ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４ａ:环境敌意会消极影响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与组织敏捷性之间的关系ꎮ
Ｈ５ａ:环境敌意会消极影响组织敏捷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ꎮ
２. 环境动态性ꎮ环境动态性指的是环境变化的速度和不可预测性ꎬ如产品或服务的淘汰、技术变革以

及客户需求的转变等[３９]ꎮ在充满变化的环境下ꎬ高层管理人员在经历了高度的不确定性之后ꎬ对信息的处

理能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强ꎮ因此在动态的环境下ꎬ信息技术能力会变得更有价值ꎬ因为它使企业能够在比

较稳定的环境中更有效地动员各种类型的信息技术资源ꎮ冯长利等(２０１５) [４０]认为ꎬ随着环境的不断变化ꎬ
信息技术投资将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更大的积极影响ꎬＭｉｋａｌｅｆ 和 Ｐａｔｅｌｉ(２０１７) [４１] 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ꎬ即
在更具动态性的环境下ꎬ与信息技术能力相关的资源会变得更有价值ꎮ在这种动态的环境下ꎬ企业需要频

繁地重新部署各种信息技术资源ꎬ并不断地寻找新的机会ꎬ包括捕获市场信息、分析并转移客户和竞争对

手的数据、与合作者共享最新信息ꎮ总之ꎬ环境动态性越强就意味着对企业的信息处理能力要求的反应速

度更高ꎬ从而要求更高的信息技术能力ꎬ以实现有效的市场运作ꎮ基于以上分析ꎬ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４ｂ:环境动态性会积极影响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与组织敏捷性之间的关系ꎮ
Ｈ５ｂ:环境动态性会积极影响组织敏捷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ꎮ
３. 环境复杂性ꎮ环境复杂性是指组织中的环境要素数量和组织所拥有的与这些要素相关的知识的广

度ꎬ也就是行业或组织活动的异质性和范围ꎮ由于业务环境越复杂ꎬ管理者需要同时关注的因素就越多ꎬ也
就是说企业运营环境的复杂性会对企业的业务流程有直接、负面的影响[１１]ꎬ管理者面对复杂的环境ꎬ往往

很难做出重大的战略性的决策ꎬ所以他们倾向于采取小的举措或局部的调整ꎮ而对于信息技术应用程序的

决策往往是相反的ꎬ因为在他们做出决策之前ꎬ管理者需要收集和处理更多的信息ꎬ当高层管理者意识到

信息技术的重要性之后ꎬ便会将开发信息技术能力的业务与复杂的环境相融合[４２]ꎬ也有类似的观点支持

这一说法ꎬ如范志刚和吴晓波(２０１４) [４３]提出ꎬ反应灵活的信息系统加上强大的信息技术能力会有助于企

业在复杂的环境下更有效地管理业务ꎮ因而当面临复杂的环境时企业更有可能开发和应用信息技术能力ꎬ
以提高其运营效率和反应速度ꎬ而当企业具备了优越的信息技术能力ꎬ则反过来能够更好地处理环境复杂

性带来的流程复杂性和操作复杂性[４４]ꎮ总之ꎬ在复杂的环境中ꎬ信息技术能力较强的企业能够以更加协调

有效的方式处理问题ꎬ从而更有可能实现业务流程的敏捷性ꎻ另一方面管理者往往会做出更多的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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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的投资ꎬ以此获得灵活的组织响应ꎬ当企业具有了高的运营效率和客户响应ꎬ便能获得较好的收

益ꎮ基于以上分析ꎬ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４ｃ:环境复杂性会积极影响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与组织敏捷性之间的关系ꎮ
Ｈ５ｃ:环境复杂性会积极影响组织敏捷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ꎮ
基于以上分析ꎬ本文提出研究模型如图１所示ꎮ

图 １　 研究模型

四、 研究设计

(一) 量表设计

本文的变量主要参考了已有文献的测度项ꎬ将其与农产品电子商务环境相结合ꎬ做了一定的改编ꎬ其
中管理能力(ＭＣ)的测量参考 Ｃｈｅｎ 等(２０１５) [４５]的研究ꎬ技术能力(ＴＣ)的测量参考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等(２０１５) [４６]

的研究ꎬ人才能力(ＰＣ)的测量参考 Ａｋｔｅｒ 等(２０１６) [４７]的研究ꎬ组织敏捷性(ＯＡ)的测量参考 Ｌｕ 和 Ｒａｍａｍｕｒ￣
ｔｈｙ 等(２０１１) [４８]的研究ꎬ财务绩效(ＦＰ)和非财务绩效(ＮＦＰ)的测量参考 Ｘｕ 等(２０１７) [２５] 的研究ꎬ环境敌

意(ＥＨ)的测量参考 Ｎｅｗｋｉｒｋ 和 Ｌｅｄｅｒｅｒ(２００６) [３９]的研究ꎬ环境动态性(ＥＤ)的测量参考 Ｃｈｅｎ 等(２０１４) [２４]

的研究ꎬ环境复杂性(ＥＣ)的测量是参考 Ａｚａｄｅｇａｎ 等(２０１３) [４９]的研究ꎬ并形成了最初的问卷ꎮ利用五点李

克特量表来设计调查问卷ꎬ最初的问卷是英文版ꎬ随后将其翻译成中文版ꎬ以便让受访者容易理解ꎬ借鉴了

Ｂｈａｌｌａ 和 Ｌｉｎ[５０]的方法ꎬ采用反向翻译技术ꎬ以确保两个版本语言的一致性ꎮ对初步形成的中文问卷ꎬ本文

邀请了电子商务领域的３位教授和２０名大学生对问卷进行前测ꎬ并要求提供有关内容有效性和清晰度的意

见ꎬ根据他们的反馈ꎬ对问卷的有关措辞进行了修改ꎬ最后形成了问卷的最终版本ꎮ

(二) 数据收集

在农业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的协助下ꎬ本文获取了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的名单和联系信息ꎮ由于企业

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对企业资源和农产品电子商务的经营状况有相对全面的了解ꎬ故将其作为受访者ꎮ在提

前告知调查目的的情况下ꎬ本文于２０１７年６月份至８月份邀请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对问卷

进行答复ꎬ并确保答案的保密性ꎮ调查问卷做成网页链接ꎬ然后以邮件的方式发送给受访者ꎬ在随机发送的

１０００份调查问卷中ꎬ删除了无法匹配或失去回复的问卷ꎬ于２０１７年８月底最终获得了２９８份有效的问卷ꎬ问
卷回收率为２９. ８％ ꎮ受访者所在企业的基本信息包括两个方面:从企业规模来看ꎬ小于２００人的企业占２２.
１％ ꎬ２００－５００人的企业占４７. ７％ ꎬ５００－１０００人的企业占２０. ５％ ꎬ大于１０００人的企业占９. ７％ ꎬ大部分企业为

中小型企业ꎻ从开展电子商务年限来看ꎬ１－３年的企业占１８. １％ ꎬ３－５年的占４４. ３％ ꎬ５－１０年的占２９. ５％ ꎬ大
于１０年的占７. １％ ꎬ有８０. ９％的农产品企业开展电子商务年限超过了三年ꎮ受访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包括四个

方面:从性别来看ꎬ男性受访者占５７. ０％ꎬ女性受访者占４３. ０％ꎻ从年龄来看ꎬ２０－２９岁的占１７. ５％ꎬ３０－３５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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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５１. ３％ ꎬ３６－４０岁的占２３. ５％ꎬ大于４０岁的占７. ７％ꎻ从学历来看ꎬ高中及以下的占０. ７％ꎬ专科的占８. １％ꎬ本
科以上学历的占９１. ２％ꎻ从工作岗位来看ꎬ５. ０％的受访者是 ＣＥＯꎬ５１. ７％的是部门主管ꎬ４３. ３％的是部门经理ꎮ

五、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表１　 信度和收敛效度分析

因子
测度
项

标准因
子负载

ＡＶＥ ＣＲ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Ｔ 值

管理能力

(ＭＣ)

技术能力

(ＴＣ)

人才能力

(ＰＣ)

组织敏捷性

(ＯＡ)

财务绩效

(ＦＰ)

非财务绩效

(ＮＦＰ)

环境敌意

(ＥＨ)

环境动态性

(ＥＤ)

环境复杂性

(ＥＣ)

ＭＣ１ ０. ７１２
ＭＣ２ ０. ７８２
ＭＣ３ ０. ７１１
ＭＣ６ ０. ７７８
ＴＣ１ ０. ７６１
ＴＣ２ ０. ７２１
ＴＣ３ ０. ６８９
ＰＣ１ ０. ７２２
ＰＣ２ ０. ７１７
ＰＣ４ ０. ７１９
ＯＡ１ ０. ７５２
ＯＡ３ ０. ７５５
ＯＡ６ ０. ７２５
ＦＰ２ ０. ７２６
ＦＰ５ ０. ７４０
ＦＰ６ ０. ８３５
ＮＦＰ２ ０. ８０９
ＮＦＰ６ ０. ７６４
ＮＦＰ７ ０. ６９４
ＥＨ１ ０. ９０６
ＥＨ３ ０. ７３１
ＥＨ４ ０. ６６４
ＥＨ５ ０. ６４８
ＥＤ１ ０. ７６５
ＥＤ２ ０. ７４８
ＥＤ４ ０. ６５６
ＥＣ１ ０. ８３２
ＥＣ２ ０. ７７６

０. ５５８ ０. ８３４ ０. ７３５

０. ５２５ ０. ７６８ ０. ７４７

０. ５１７ ０. ７６３ ０. ８３５

０. ５５４ ０. ７８８ ０. ７９７

０. ５９１ ０. ８１２ ０. ７５１

０. ５７３ ０. ８００ ０. ８２５

０. ５５４ ０. ８３０ ０. ７７３

０. ５２５ ０. ７６８ ０. ７４５

０. ６４７ ０. ７８６ ０. ７５７

１８. ８１１∗∗∗

３２. ６４９∗∗∗

１９. ６４８∗∗∗

２３. ９８６∗∗∗

２２. ５６６∗∗∗

２３. ４２０∗∗∗

１３. ５９６∗∗∗

１８. １８８∗∗∗

２０. ４３６∗∗∗

１７. ３５３∗∗∗

２０. ５１４∗∗∗

２５. ９００∗∗∗

１６. ９７５∗∗∗

２１. ２５２∗∗∗

２１. ７６３∗∗∗

３８. ８０１∗∗∗

３０. ５７０∗∗∗

２４. ２１０∗∗∗

１５. １１１∗∗∗

２. ９５６∗∗

２. ８０９∗∗

２. ４９７∗

２. ３５９∗

１５. ５６９∗∗∗

１３. ６７３∗∗∗

８. ４９３∗∗∗

２３. １３２∗∗∗

１３. ９０８∗∗∗

　 　 注∗∗∗ｐ < ０. ００１ꎬ∗∗ｐ < ０. ０１ꎬ∗ｐ < ０. ０５ꎮ

(一) 验证性因子分析

收敛效度是通过每个变量的标准因

子负载来反映的ꎬ当测项对它们的潜变

量的标准因子负载高于门槛值０. ６００且
显著时ꎬ说明变量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ꎮ
使用 Ｓｍａｒｔ￣ＰＬＳ ２. ０进行验证性因子分

析ꎬ以检查每个变量的收敛效度ꎬ本文模

型的具体测项的标准因子负载见表１ꎬ剔
除标准因子负载不合格测项:管理能力

的测项ＭＣ４和ＭＣ５ꎬ人才能力 ＰＣ３ꎬ组织

敏捷性的测项 ＯＡ２、ＯＡ４和 ＯＡ５ꎬ财务绩

效的测项 ＦＰ１、ＦＰ３和 ＦＰ４ꎬ非财务绩效的

测项 ＮＦＰ１、ＮＦＰ３、ＮＦＰ４和 ＮＦＰ５ꎬ环境敌

意 ＥＨ２ꎬ环境动态性 ＥＤ３ꎬ环境复杂性

ＥＣ３ꎮ剩余测项的标准因子负载均大于

０. ６００ꎬ通过了收敛效度的检验ꎻ每个变量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 值均在０. ７６３－０. ８３４范围

内ꎬ且 ＣＲ 值也均大于０. ７６３ꎬ因此量表

具有较好的信度ꎮ
通过比较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和变量

的 ＡＶＥ 值平方根的大小来评估区别效

度ꎬ由于对角线上的值(ＡＶＥ 的平方根)
均显著高于任何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

数ꎬ说明本文提出的量表的区别效度良

好ꎬ具体可见表２ꎮ

表２　 区别效度分析

ＭＣ ＴＣ ＰＣ ＯＡ ＦＰ ＮＦＰ ＥＨ ＥＤ ＥＣ
ＭＣ ０. ７４７
ＴＣ ０. ５９１ ０. ７２５
ＰＣ ０. ５６９ ０. ６１７ ０. ７１９
ＯＡ ０. ５４６ ０. ５６８ ０. ６１１ ０. ７４４
ＦＰ ０. ５２０ ０. ５３１ ０. ５６５ ０. ５２４ ０. ７６９
ＮＦＰ ０. ４９５ ０. ５２３ ０. ５４９ ０. ５３２ ０. ６０６ ０. ７５７
ＥＨ － ０. ０５１ － ０. ０５２ － ０. ０４０ － ０. ０８４ － ０. １１６ － ０. ０９６ ０. ７４５
ＥＤ ０. ５２１ ０. ４４１ ０. ４５８ ０. ４７８ ０. ４２２ ０. ４４１ ０. ０２５ ０. ７２５
ＥＣ ０. ３５０ ０. ３８２ ０. ３９３ ０. ４７９ ０. ４０１ ０. ４５８ － ０. ０１６ ０. ４２０ ０. ８０４

　 　 注:对角线上的值表示 ＡＶＥ 值的平方根ꎬ非对角线上的值表示相关系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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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假设检验

图２是模型检验结果ꎬ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对组织敏捷性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β ＝ ０. ５２５ꎬｐ <
０. ００１)ꎬ假设 Ｈ１成立ꎻ组织敏捷性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β ＝ ０. ６７５ꎬｐ < ０. ００１)ꎬ假设 Ｈ２成立ꎮ
组织敏捷性和企业绩效的方差解释率分别为５０. ４％和３４. ７％ ꎬ说明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

能力ꎮ

图２　 模型结果图(∗∗∗ｐ < ０. ００１ꎬ∗∗ｐ < ０. ０１ꎬ∗ｐ < ０. ０５)

(三) 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探究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ꎬ本文对组织敏捷性的中介作用做了检验ꎮ中介

作用检验结果如表３所示ꎬ当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作用于因变量时ꎬ自变量的路径系数比自变量单独作

用于因变量时的路径系数减小ꎬ说明组织敏捷性对农产品电商能力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

作用ꎬ这一结果证实了假设 Ｈ３成立ꎮ

表３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ＩＶ Ｍ ＤＶ ①ＩＶ→ＤＶ ②ＩＶ→Ｍ
③ＩＶ ＋ Ｍ→ＤＶ

ＩＶ Ｍ
农产品电商能力 组织敏捷性 企业绩效 ０. ６９０∗∗∗ ０. ６７０∗∗∗ ０. ５４０∗∗∗ ０. ２２４∗∗∗

　 　 注:ＩＶ ＝ 自变量ꎻＭ ＝ 中介变量ꎻＤＶ ＝ 因变量ꎻ∗∗∗ｐ < ０. ００１ꎻ①②③对应三步回归检验ꎮ

(四) 调节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本文提出的环境不确定因素对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与组织敏捷性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ꎬ使
用 Ｓｍａｒｔ￣ＰＬＳ ２. 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ꎮ具体结果如表４所示ꎬ假设 Ｈ４ａꎬＨ４ｂꎬＨ４ｃ 均不支持ꎮ

表４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ＩＶ Ｍ ＩＶ × Ｍ ①ＩＶ→ＤＶ ②ＩＶ ＋ Ｍ→ＤＶ ③ＩＶ ＋ Ｍ ＋ ＩＶ × Ｍ→ＤＶ
农产品电商能力 环境敌意 ＡＥＣ × ＥＨ ０. ６７０∗∗∗ ０. ６６９∗∗∗ － ０. ０１９ ０. ６６７∗∗∗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７５
农产品电商能力 环境动态性 ＡＥＣ × ＥＤ ０. ６７０∗∗∗ ０. ５８７∗∗∗ ０. １５０∗∗∗ ０. ５８２∗∗∗ ０. １４６∗∗ － ０. ０２３
农产品电商能力 环境复杂性 ＡＥＣ × ＥＣ ０. ６７０∗∗∗ ０. ５６９∗∗∗ ０. ２３２∗∗∗ ０. ５６３∗∗∗ ０. ２０５∗∗∗ － ０. ０９７

　 　 注:ＩＶ ＝ 自变量ꎻＭ ＝ 调节变量ꎻＤＶ ＝ 因变量ꎻＩＶ × Ｍ 为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交叉项ꎻ∗∗∗ｐ < ０. ００１ꎬ∗∗ｐ < ０. ０１ꎬ∗ｐ < ０. ０５ꎮ

此外ꎬ还考虑了环境不确定性对组织敏捷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ꎬ分析结果如表５ꎬ环境不确定

性在组织敏捷性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ꎬ且环境敌意会阻碍组织敏捷性对企业绩效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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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ꎬ假设 Ｈ５ａ 得到支持ꎮ与本文的假设 Ｈ５ｂꎬＨ５ｃ 相反的是ꎬ环境动态性和环境复杂性会显著削弱组织敏

捷性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ꎮ
表５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ＩＶ Ｍ ＩＶ 检验 ①ＩＶ→ＤＶ ②ＩＶ ＋ Ｍ→ＤＶ ③ＩＶ ＋ Ｍ ＋ ＩＶ × Ｍ→ＤＶ

组织敏捷性 环境敌意 ＯＡ × ＥＨ ０. ５８６∗∗∗ ０. ５８２∗∗∗ － ０. ０６０ ０. ５７２∗∗∗ － ０. ０１３ － ０. １２２∗

组织敏捷性 环境动态性 ＯＡ × ＥＤ ０. ５８６∗∗∗ ０. ４６０∗∗∗ ０. ２６５∗∗∗ ０. ４１６∗∗∗ ０. ２６０∗∗∗ － ０. １２５∗∗

组织敏捷性 环境复杂性 ＯＡ × ＥＣ ０. ５８６∗∗∗ ０. ４６３∗∗∗ ０. ２５５∗∗∗ ０. ４２３∗∗∗ ０. ２３８∗∗∗ － ０. １２９∗∗

　 　 注:ＩＶ ＝ 自变量ꎻＭ ＝ 调节变量ꎻＤＶ ＝ 因变量ꎻＩＶ × Ｍ 为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交叉项ꎻ∗∗∗ｐ < ０. ００１ꎬ∗∗ｐ < ０. ０１ꎬ∗ｐ < ０. ０５ꎮ

图３　 环境敌意对组织敏捷性与企业绩效

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环境敌意、环境动态性和环境复杂性分别对组织敏捷

性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ꎮ环境敌意的调节

效应效果见图３ꎬ低水平的环境敌意相对于高水平的环境敌

意ꎬ组织敏捷性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更加显著ꎬ即当环境

敌意较低时ꎬ组织敏捷性更加能够帮助企业获得较高的企

业绩效ꎻ反之ꎬ当环境敌意较高时ꎬ组织敏捷性对企业绩效

的积极影响则会减弱ꎮ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效果见图４ꎬ组织敏捷性在环境

动态性较低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强烈ꎮ
环境复杂性的调节效应效果见图５ꎬ在低水平的环境复

杂性情景下组织敏捷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加显著ꎮ

图４　 环境动态性对组织敏捷性与企业绩效

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５　 环境复杂性对组织敏捷性与企业绩效

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六、 结论与启示

(一) 理论启示

本文的主要理论启示包括:首先ꎬ本文以农产品电子商务为研究对象ꎬ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从组织敏捷

性视角阐述了环境不确定性下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ꎬ拓展了传统电子商务理论研

究的范围ꎮ电子商务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ꎬ理论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５１]ꎬ但关于特定行业的电子商务问题

的研究比较缺乏ꎬ关于农业电子商务的研究更是少见ꎮ农业是“三农”问题的关键ꎬ农产品则是农业的核

心ꎬ农产品的特殊使用价值ꎬ使得其不可替代ꎬ是人民群众食物最主要、最根本的来源ꎮ鉴于农产品的基础

性、战略性地位ꎬ企业如何能持续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ꎬ不仅影响企业自身发展ꎬ对整个农业产业、农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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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ꎬ甚至国计民生都有着重要影响ꎮ其次ꎬ本文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组织敏捷性对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与

企业绩效之间关系存在部分中介作用ꎬ这有助于厘清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ꎬ即农产

品电子商务能力对企业绩效的提高有部分通过组织敏捷性来实现ꎮ尽管组织敏捷性可能在农产品电子商

务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了重要的角色ꎬ但缺乏研究进行实证验证[７]ꎬ本文为以往的研究提供了理论

支撑ꎮ最后ꎬ本文考虑了外部因素对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作用关系的调节作用ꎬ弥补了

以往研究忽视了外部因素(如环境不确定性)的不足[５１]ꎮ本文将环境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ꎬ实证结果表

明环境因素对组织敏捷性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ꎮ具体来说ꎬ环境不确定性分别从环

境敌意、环境动态性和环境复杂性这三个维度显著减弱了组织敏捷性对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ꎬ这阐明了环

境因素在组织敏捷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重要作用ꎬ为今后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研究提供了方向和理

论基础ꎮ

(二) 实践启示

本文对管理实践有几点启发ꎮ首先ꎬ本文发现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对组织敏捷性具有显著的积极影

响ꎬ且管理能力、技术能力和人才能力对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都有着显著重要的贡献ꎮ具体而言ꎬ技术能力

是最关键的因素ꎬ其次是人才能力ꎬ最后是管理能力ꎮ因而企业应该在管理能力、人才能力和技术能力三个

层面配置资源ꎬ以实现卓越的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ꎮ在技术能力方面ꎬ企业需要加强技术与基础设施的融

合ꎬ将农产品电子商务标准化ꎬ规范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ꎻ在人才能力方面ꎬ企业需要培养具备多技能的

农产品电子商务人才ꎬ不仅要擅长电子商务的运营管理ꎬ而且要对农业有深刻的认识ꎻ在管理能力方面ꎬ企
业要对资源进行合理、有效地整合和利用ꎮ其次ꎬ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组织敏捷性对企业绩效具有显

著的积极影响ꎬ所以企业需要加大对组织敏捷性的投资ꎮ基于企业的实际发展角度ꎬ具备敏捷性的组织往

往能够获得更好的绩效ꎬ这是由于随着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ꎬ企业只有依靠组织敏捷性这一动态能力才能

获得和维持竞争优势ꎬ具备敏捷性的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ꎬ抓住发展机遇并及时调整企业战略最终

带来绩效的提升[５２]ꎮ因而企业一方面需要利用外部变化ꎬ快速反应并改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不断变化的

客户需求ꎻ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内部业务流程的改造和升级ꎬ以提高对外部市场或需求变化的反应ꎮ最后ꎬ本
文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环境因素对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和组织敏捷性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的调节作

用ꎬ对组织敏捷性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ꎮ这可能是由于目前我国农产品电子商务企

业还处于“触电”探索阶段ꎬ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存在管理水平落后、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不完善、技术人才

短缺等问题ꎬ因而在高度敌对的环境下ꎬ企业面临着比较复杂、动荡的环境压力ꎬ无法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

以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进而提高组织敏捷性ꎬ而更多地关注了企业绩效的提升ꎮ企业虽然无法控制或

改变环境不确定性因素的大小ꎬ但需要关注环境不确性对企业绩效的调节作用ꎬ以更好地适应环境ꎬ从而

有效地管理和部署农产品电子商务的相关业务活动ꎮ

(三) 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ꎮ第一ꎬ本文主要基于当前中国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现实背景下ꎬ对农产

品电子商务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进行的实证分析ꎮ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其他国家或者文化ꎬ未来的研究

可以在其他文化背景下进行验证或进行跨文化的对比分析ꎬ以检验理论模型的效力ꎮ第二ꎬ受访者为企业

的中高层管理人员ꎬ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从整体上评估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影响ꎬ提高变量测量的准确

性ꎬ但也因此降低了样本的多样性ꎬ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将受访者扩大到普通员工ꎬ以提高样本的代表性ꎮ
第三ꎬ本文基于静态模型和横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ꎬ未来可以使用纵向数据来检验和扩展理论模型ꎮ第四ꎬ
本文验证了环境不确定性在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 组织敏捷性 企业绩效之间的显著调节作用ꎬ还可能存

在的其他环境因素并未考虑ꎬ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考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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