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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在渠道合作情境下"以制造商的合同监督和企业间联合行动为

工具测量合同治理的保障功能和协作功能"探讨二者对经销商主动投机行为和被动投机行为的

影响差异$通过对45%份问卷数据的统计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合同监督有助于抑制经销商

的主动投机行为"但对其被动投机行为的影响不显著&第二"企业间联合行动有助于抑制经销商

的被动投机行为"但对其主动投机行为的影响不显著&第三"经销商的主动投机行为和被动投机

行为均会负向影响合作绩效&第四"经销商的主动投机行为中介合同监督对合作绩效的正向影

响"被动投机行为中介企业间联合行动对合作绩效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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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J言

在营销渠道!以下简称渠道"的交易中)合作伙伴的投机行为通常难以避免!9/8P-,和 j,KU,)%&&&"

.5/

*



长期以来)理论界和实践界一直关注和研究渠道中的投机行为)并普遍认可其有一定的破坏性)不仅会损

害合作伙伴的利益)对合作关系的稳定带来挑战和威胁)还会增加渠道冲突&降低合作满意度)最终导致渠

道整体利益受损!T.)[- 等)%&&&(j/[JK-O等)%&&6"

.%3"/

*不过渠道投机行为是一个复杂的变量)有多种驱

动因素)表现形式各异*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渠道环境不断变化)这增加了渠道投机行为的复杂性)使

其更难以甄别和防范*

根据 9/8P-,和 j,KU,!%&&&"

.5/

的研究可知)投机行为可以被划分为主动投机行为和被动投机行为两

种)前者包含强制让步和侵害)后者包含逃避责任和拒绝调整*通常而言)主动投机行为和被动投机行为同

时存在于渠道合作关系中*但是此前绝大多数的研究都将投机行为看作一个单一维度的变量来进行分析)

少有研究将其分开)分别进行检验和提出不同的治理策略!任星耀等)%&5%"

.#/

*同时此前关于投机行为的

研究主要以交易成本为理论基础)探讨正式的合同治理机制的作用*尽管多数研究发现合同机制能够有效

地抑制渠道投机行为)但也有研究认为合同机制在抑制渠道投机行为上是无效的!T.)[- 等)%&&&(C-8K/

和 E./VK,.)%&&5(</--)- 等)%&&&"

.%)43;/

*这些不同的研究结果使得合同治理对投机行为的研究一直没有定

论*此外)前人的研究大多将合同视为一个单一维度的变量来进行分析!任星耀等)%&5%"

.#/

*实际上合同是一

个多维度的变量)具有不同的功能*遵循这样的思路)有学者提出应该针对合同机制的不同维度)或者将不同

性质的渠道投机行为区分开来)分别进行探讨!9/8P-,和 j,KU,)%&&&(AN))%&&%(AN))%&&;"

.5)$36/

*然而就目

前的文献而言)没有研究将这二者结合)探讨合同治理机制的不同维度如何影响性质不同的渠道投机行为*

为了弥补这一研究不足)本文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根据渠道投机行为的性质)将其划分为主动投机

行为和被动投机行为(并沿用 c,OdNK8/和 T.NOP!%&&6"

.!/

的观点)将合同细分为保障功能!合同监督"和协

作功能!企业间联合行动"两个维度*据此)本文将合同机制的不同维度与不同种类的投机行为相结合)探

讨合同的双元功能!保障功能和协作功能"如何影响经销商的主动投机行为和被动投机行为)继而影响渠

道合作绩效*本文以国内制造商与分销商的关系为研究情境)以制造商市场部或渠道部的负责人为调查对

象)在全国4个城市收集45%份有效样本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以合同监督和企业间联合行动将合同治理的保障功能和协作功能操作化)探讨二

者对不同性质渠道投机行为的影响差异*尽管合同治理的双元功能不是本文提出的)但是以合同监督和企

业间联合行动将其操作化)并将其与两种性质不同的渠道投机行为相联系&探讨其影响差异)则是此前所

没有的*这一研究及其结果在理论上不仅能为合同治理双元功能的理论观点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有助于

更深入地理解渠道投机行为的性质和类型)推动学术界关于渠道投机行为治理的探索(在实践上)能够帮

助企业根据不同性质的渠道投机行为)发挥合同治理的不同功能)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治理策略)提高

渠道合作绩效*

二" 理论基础与文献评析

#一$ 合同与合同治理机制

在跨组织交易研究中)交易成本理论是解释合同的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它由 <)/O,!5!"$"

.5&/

创

立)!9K00K/YO)-)5!$4(9K00K/YO)-)%&&%"

.5535%/

在新的人性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和发展了这个理论*交

易成本理论的目的是将交易的治理结构与其特性相匹配)并以交易成本的高低为标准)选择交易的治理结

构*具体而言)交易的治理结构主要包含三种+市场&层级!即企业"和介于二者之间的混合形式*而交易的

特性主要通过三个维度来描述+交易资产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等*其中交易资产的专有性是

指在渠道合作关系中)一个企业专门针对其合作伙伴的资产投入)包括设备&程序&培训或关系等方面

!S/-Q等)%&55(>)OPK和 18NY2)5!!!"

.5"35#/

*由于交易专有资产能够提高合作效率)因此只要一个企业与

其他企业开展持续性的交易或合作)该企业则无法避免会或多或少地投入交易专有资产*但是因为专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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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交易资产不能毫无成本地转移)以用于其他的合作关系)所以企业在专有性高的交易资产上的投入具

有抵押性质111企业一旦退出这段合作关系)就会产生损失!9K00K/YO)-)5!$4(9K00K/YO)-)%&&%"

.5535%/

*换

言之)一个企业在交易专有资产上的投入越大)交易专有资产的转移就越困难)在结束双方的合作关系时)

企业受到伤害则越大*此外合作伙伴的投机行为也会威胁企业的交易专有资产*因此为了保护交易专有资

产的安全)企业会采取措施!譬如签订合同"降低合作伙伴的渠道投机行为)维持合作关系的持续性*

迄今为止)关于合同对渠道投机行为的治理结果)学术界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主流研究认为合同为

渠道合作成员提供了合作基础和交易框架)能够有效地降低渠道成员的投机行为动机!C-8K/和 E./VK,.)

%&&5"

.4/

*一份详细的合同不仅会开列出合同执行的细节)如交易的数量&质量&期限和价格)交易双方的

权利&责任&义务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纠纷和解决方法等!庄贵军等)%&5!(D)22)和 R,-Q,.)%&&%(RP)N 等)

%&&6"

.5435$/

)还会包含违约责任条款&补充性或保障性条款!c,OdNK8/和 T.NOP)%&&6(1IPK0J,和 ANYK-,/N)

%&5;"

.!)56/

*合同条款越详尽)越能降低合作的不确定性!9NZ8O和 +,ZOJ,-O)%&&4"

.5!/

)并且会对渠道成员

发挥警示作用)约束合作双方的行为!C-8K/和 E./VK,.)%&&5"

.4/

*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合同并不能有

效地减少渠道投机行为)因为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有限理性使得交易双方无法事先预知未来可能发生的

所有问题并将其纳入合同内容中)所以一方或双方可能会利用合同中的一些漏洞)产生投机行为 !9K0?

0K/YO)-)%&&%"

.5%/

*还有学者认为)合同本身就意味着双方在某种程度上的互不信任)这会影响合作关系)

使合作氛围变得紧张)引发投机行为!</XNOQK0等)%&5"(RP/-Q等)%&5$"

.%&3%5/

*以上两种学术观点都有经

验证据的支持*例如 F/P0O8.)Y和 (ZQ//.U!5!!!"

.%%/

的研究表明正式治理负向影响经销商投机行为)而

>)P-!5!6#"

.%"/

则发现合同治理会加重而非减少经销商的投机行为*另外)</XNOQK等!%&5""

.%&/

也发现合

同治理机制对境外分销商投机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这些不同的研究结果使合同机制对渠道投机行为的作

用一直没有定论*

之所以出现上文所述的不同研究成果)可能的原因是之前的研究大多将合同视为一个单一维度的变

量来进行分析!任星耀等)%&5%"

.#/

*实际上合同是一个多维度的变量)具有不同的功能*c,OdNK8/和 T.NOP

!%&&6"

.!/

的实证研究发现)合同治理机制不仅具有保障功能)还兼具协作功能)能够提高企业之间协作的

效率!协作功能的结果")尤其是在合作的工作任务比较复杂时*1P,- 等!%&5$"

.%#/

以公平代表保障功能的

结果)以效率代表协作功能的结果)研究发现除了带来公平的结果!保障功能"以外)合同治理机制还导致

了效率提高)暗示合同治理机制确实兼有协作功能*ANYK-,/N 和 BN,0K-!%&5%"

.%4/

通过研究5$4份企业与其

经销商签订的合同发现)合同中不仅包含保障公司利益的控制条款)还包含促进双方相互合作的协作条

款*然而仔细阅读上述文献)本文发现 c,OdNK8/和 T.NOP!%&&6"

.!/

与 1P,- 等!%&5$"

.%#/

的研究是用治理结

果代替保障功能和协作功能而做出的推断)没有直接检验和测量合同治理机制的保障功能和协作功能(

ANYK-,/N 和 BN,0K-!%&5%"

.%4/

的研究是基于合同条款的内容)虽然能够比较客观地观察合同中两种功能的

语言表达)但是因为没有涉及合同条款的执行)所以并不能真实地体现合同治理两种功能的具体落实*这

里本文要特别强调合同内容并不等于合同执行(企业之间签订的合同只有转化为企业依据合同而执行的

行为才有意义*尤其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下)法律制度不够完善)仅依靠合同条款的约束是不够的)需要更多

地落实于具体行为!AN))%&&;(AN))%&&%"

.$36/

*

因此不同于 ANYK-,/N 和 BN,0K-!%&5%"

.%4/

以及 c,OdNK8/和 T.NOP!%&&6"

.!/

&1P,- 等!%&5$"

.%#/

的操作

方法)本文以合同监督和企业间联合行动来测量合同的保障功能和合同的协作功能*合同的保障功能通过

合同实施过程中对合同监督来实现)即在一段合同关系中)企业使用合同条款赋予的权利来约束和控制合

作方的行为)使其与合同条款的要求保持一致!庄贵军等)%&5;(ANOIP 和 T.)[-)5!!;"

.%;3%$/

*企业只有加

强对合同执行情况的监督)签订的合同才能更好地转换为合同执行)也才能有效地降低合作方可能发生的

投机行为)减少由此而给自己带来的损失!j),8J,.和 c,00,[KQ8)%&&!"

.%6/

*合同的协作功能通过企业间联

合行动来实现*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企业间联合行动在概念的外延上要大于合同的协作功能*因为企业

间联合行动既可能来自于合同的规定)此时它体现合同的协作功能(也可能来自于合作双方的关系规范)

此时它体现双方的互依&互信&团结和适应性等关系规范的内涵*因此要以企业间联合行动来体现合同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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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功能)必须对其有所限定)即合作双方是#根据合同的规定'所进行的联合行动*另一方面)合同的协

作功能如果不落实)就只是一些合同条款)就如同合同的保障功能没有合同监督去落实一样*因此加上

#根据合同的规定'这一限定以后)企业间联合行动就是合同协作功能的落实或体现*企业间联合行动又

分为共同制定计划和共同解决问题!<0/.)等)%&&;"

.%!/

*共同制定计划是事前和事中的联合行动)指针对未

来潜在可能发生的事件及其后果)合作双方讨论与协商&制定相应措施)明确彼此责任与义务的行为(共同解

决问题则是事中和事后的联合行动)指问题发生后企业之间就问题进行讨论与协商&提出解决方案的行为*

#二$ 渠道投机行为和分类

投机行为是指在交易的过程中)人们通过欺诈等不正当的手段损害对方的利益)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

的行为*比如)投机取巧&利用他人的被动处境施加压力&提供不准确的信息等!9/8P-,和 j,KU,)%&&&"

.5/

*在

渠道合作关系中)投机行为主要表现为违反合同的条款或关系规范&逃避或者不履行应尽职责&有目的地

隐瞒或歪曲事实等!S/-Q等)%&55(张闯和徐佳)%&56"

.5")"&/

*渠道中的投机行为不仅会损害合作伙伴的利

益)譬如交易专用资产)还会妨碍双方的共同目标&破坏渠道关系&降低合作效率&减少各个渠道成员的经

济收益!任星耀等)%&5%"

.#/

*

学术界关于投机行为的定义较为一致)但关于其表现形式或分类尚存分歧*最早对投机行为分类进行

探索的是 9K00K/YO)-!5!$4"

.55/

*他指出在交易中)不仅存在违反或侵害正式契约的投机行为!例如不履行

合同规定的成员责任&义务的行为")而且还存在违反或侵害非正式的关系契约的投机行为!例如违背关

系规范的行为"*他将前者定义为显性投机行为)后者定义为合法投机行为*此后)许多学者沿袭这一传统

的分类标准展开研究*例如)AN)!%&&;"

.6/

将投机行为分为强投机行为和弱投机行为)分别指违反或不履

行正式合同的行为和侵害或违背关系规范的行为*9/-Q和 S/-Q!%&5""

."5/

将投机行为划分为客观型和感

知型两大类)前者指明确违反合同条款的行为)后者指偏离合作预期的行为*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有学者

提出)只按照违反契约!合同或关系规范"的类型分类)而不考虑环境变化的影响)这只适用于静态环境下

的分析)无法满足管理实践在动态环境中的要求 !高维和等)%&&;"

."%/

*针对这一缺陷)9/8P-,和 j,KU,

!%&&&"

.5/

将环境和投机行为相结合)提出了投机行为的行为1环境范式)将投机行为分成四种+侵害)主动

投机和原有环境(强制让步)主动投机和新环境(逃避)被动投机和原有环境(拒绝调整)被动投机和新环境*

本文采用 9/8P,和 j,KU,!%&&&"

.5/

的观点)将渠道投机行为划分为主动投机行为和被动投机行为*其

中主动投机行为包括侵害和强制让步)指企业为了追求己方利益而公开违反合作关系中明确或暗含的规

定)或是通过歪曲信息&夸大困难&利用突发事件等方式在新环境下强制要求合作伙伴让步或重新进行谈

判以谋取私利*被动投机行为包括逃避和拒绝调整)指企业为了自身利益而逃避或不履行之前约定的明确

或暗含的责任)或者在新环境下拒绝调整的行为)如不守承诺&截留信息&不履行责任&不提供适时提醒等*

概括而言)主动投机行为是一种有为行为)目的在于追求更高的利益(而被动投机行为是一种不为行为)目

的在于降低成本和支出!1,QQK,等)%&5""

.""/

*

三" 研究假设

图 5'研究框架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的基本逻辑)结合本文的情

境111渠道中制造商与经销商之间的合作关系)构

建图5作为研究框架*

#一$ 合同监督与主动和被动投机行为

在制造商与经销商的合作关系中)制造商通过

发挥合同的保障功能)监督经销商的渠道行为*制造

商一旦发现经销商出现违背合同条款规定的行为)

则会根据合同的明确规定)使其承担合同违约责任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并遭受相应的法律制裁或惩罚*首先)制造商进行合同监督)意味着该企业十分重视合同的执行和完成)任

何针对本企业的渠道投机行为都会被发现并严厉处罚!庄贵军等)%&5;"

.%;/

)这会向经销商传达警戒的信

息)产生有效的震慑和吓阻*因此合同监督使得经销商慑于受到严苛的制裁而自发地降低主动投机行为的

动机)并会对履行合同规定和保持合作关系采取更谨慎的态度!任星耀等)%&5%"

.#/

*此外)合同监督还能降

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使制造商更容易发现经销商的投机行为!9/8P-,和 j,KU,)%&&&"

.5/

*而随着信息不对

称的程度不断下降)经销商的主动投机行为的倾向很可能在第一时间就被抑制!<,00Z和 E./VK,.)5!!;"

."#/

*在

监督的过程中)制造商也能够获取更多准确的信息)包括主动投机行为是否已经发生及具体发生情况*这些

信息都能帮助制造商实施惩罚)并有效地抑制经销商继续采取主动投机行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

研究假设+

j5/%合同监督负向影响经销商的主动投机行为$

相较于主动投机行为)经销商的被动投机行为更为隐秘)因此更不容易通过监督而被发现和被处罚*

不同于合同监督对主动投机行为的抑制作用)合同监督会增加经销商的被动投机行为*原因在于)制造商

的监督行为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会使经销商认为)他们的行为被监视且决策自由被侵犯)继而产生不满的情

绪或者抗拒的心理)导致渠道关系变得不愉快!</XNOQK0等)%&5""

.%&/

*此外)制造商对经销商进行监督)会

降低对方完成任务的内在驱动力)打击对方的自尊心(经销商还会认为监督是对其不信任的表现!FKIJK-?

O)- 和 bK00,X/0)%&&6"

."4/

*这些都可能会导致经销商的合作积极性下降)产生不尽全力合作&消极怠工&逃

避等被动投机行为!>/2 和 C-U,.O)-)%&&""

.";/

*因此合同监督反而会导致经销商产生被动投机行为*基于

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j5:%合同监督正向影响经销商的被动投机行为$

#二$ 企业间联合行动与主动和被动投机行为

在制造商与经销商的合作关系中)当双方根据合同规定发挥合同的协作功能时)他们会加强联合行

为)一方面共同制定计划)达成一致的合作目标)为可预见的突发事件或意外情况做预案!c))K和 +P)OP)

%&5""

."$/

(另一方面共同解决问题)克服合作中出现的困难)寻求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尽量减少损

失)促进合作目标的达成!E/,YO等)%&&6"

."6/

*制造商和经销商追求的目标从自身利益变为渠道整体绩

效)双方目标趋向一致)并看重互惠互利*此时双方各自的利益需求是由提升双方的总体收益来实现)这自

然会促使双方为了整体目标而努力协作)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因此企业间联合行动不仅能促使经销商遵守

合同规定)抑制自己追求己方利益而公开违反合同的主动投机行为)而且还能够提高双方在履行各自渠道

责任时的自觉性和自律性)互相协作&互助互利)从而抑制经销商的逃避和拒绝调整等被动投机行为!张

闯和徐佳)%&56"

."&/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j%%企业间联合行动负向影响经销商的'/(主动投机行为和':(被动投机行为$

#三$ 投机行为与合作绩效

合作绩效是渠道合作各方所追求的目的*良好的合作关系有助于提升制造商合作绩效!D/0Y/8K,.等)

%&&$"

."!/

*然而无论是经销商公开违反合同约定的主动投机行为)还是消极怠工&逃避等被动投机行为)都

会损害渠道的整体利益)降低制造商的渠道合作绩效!+.KLLK8P 和 RP/))%&54"

.#&/

*此外两种性质的投机行

为均会破坏制造商和经销商之间的合作氛围和关系质量)减少制造商对合作关系的满意度和合作绩效

!9NZ8O和 +,ZOJ,-O)%&&4"

.5!/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j"%经销商的'/(主动投机行为和':(被动投机行为负向影响合作绩效$

四" 研究方法

#一$ 样本

为检验上述提出的假设)本文以国内制造商与分销商的合作关系为研究情境)以制造商市场部或渠道

$"

'第 ! 期'李汝琦)庄贵军)丰'超+ 渠道合作情境下合同双元功能对主动和被动投机行为的影响差异研究



部的负责人为调查对象)委托一家专业市场调查公司对分布在4个城市!西安&北京&深圳&郑州和上海"的

制造商发放调查问卷*随机抽取当地工商企业名录中一定数量的制造企业作为备选对象*在排除不符合要

求的企业后)调查员首先通过电话联系符合要求的企业)然后将问卷送达)并请被访者当面填写问卷*被访

者必须是企业总经理或市场部门负责人等对企业渠道了解的人员*为保证问卷响应率和数据质量)提前告

知被访者调查问卷的学术用途)并承诺对其所提供的信息进行保密*被访者完成问卷填写并检验合格后)

会获得一笔问卷填写费*在调研过程中)被访者会留下联系方式(在问卷回收后)为了保证问卷信息的真实

性和可靠性)督导员会按一定比例进行电话复核*总共发放问卷;&&份)回收4;4份)剔除缺省值太多或题项

选择明显矛盾的问卷4"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4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64*"`*为确保数据录入的准确

性)所有数据均采取双录)即同一份问卷由不同的人分别录入数据)之后进行比对纠错*

样本企业中)制造商所属行业包括食品饮料制造业!"&*"`"&电器与电子制造业!5&*%`"&纺织服装

业!6*$`"&机械制造业!4*#`"以及其他制造业!#4*#`"(制造商的企业性质包含私营企业!4#*$`"&独资

企业!54*%`"&合资企业!5"*!`"&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其他类型企业!;*&`"(制

造商和经销商的合作时长包括两年以内!;*;`"&二至五年!"5*;`"&五至十年!#&*;`"和十年及以上

!%5*%`"(制造商销售规模!百万元"包括小于4!56*#`"&4至%#*!!!%%*"`"&%4至#!*!!!5%*4`"&4&至

!!*!!!54*6`"&5&&至%!!*!!!55*"`"和"&&及以上!5!*$`"(问卷填写人从事该工作的时长包括两年以

内!5*%`")二至五年!5#*5`"&五至十年!4&*;`"和十年及以上!"#*5`"*

#二$ 变量的测量

表5列举了主要变量及其测量题项*在调查时)被调查者从5到$!5 e非常不同意)$ e非常同意)其他

为中间状态"为每个题项打分)在需要时表达意见*本文共涉及;个变量)其测量题项分别来自于此前的研

究*本文对英文量表进行了中英对译)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根据研究情境对个别题项做了适应性修改*

表5'主要变量及其测量题项

变量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合同监督 <c

&

e&*6&;"Cb_e&*$%5"

<We&*66;

<c5我公司有完善的合同管理制度( &*6$&

<c%我公司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6"5

<c"我公司有很多途径了解该经销商的合同履行情况( &*6#4

共同制定计划 >D

&

e&*6"%"Cb_e&*$#!

<We&*6!!

>D5根据合同规定"该经销商经常帮助我公司进行产品销售预测( &*64#

>D%根据合同规定"我公司经常邀请该经销商参与我公司生产计划的制订( &*6!&

>D"根据合同规定"该经销商会让我公司了解他们的销售计划( &*645

共同解决问题 >D1

&

e&*6#&"Cb_e&*$4!

<We&*!&#

>D15当合作出现问题时"我公司和该经销商会根据合同规定本着互谅互让

的原则解决问题(

&*6$$

>D1%当合作出现问题时"我公司和该经销商会共同承担责任把问题处理好( &*6!#

>D1"我公司和该经销商有共同解决问题的机制"即使合作出现问题也不会

影响双方长期的合作关系(

&*6#%

经销商的主动投机行为 @DD

&

e&*6;4"Cb_e&*66&

<We&*!"$

@DD5该经销商为了自己的利益经常不遵守正式签订的协议( &*!&"

@DD%该经销商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利益"经常虚构或隐瞒事实( &*!&%

经销商的被动投机行为 @D(

&

e&*6"6"Cb_e&*6;&

<We&*!%4

@D(5该经销商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经常言过其实( &*!55

@D(%该经销商让人感觉不诚实( &*!&!

合作绩效 DE

&

e&*6%""Cb_e&*$#%

<We&*6!;

DE5我们对该经销商在产品促销方面很满意( &*6$6

DE%我们对该经销商在产品广告宣传方面很满意( &*6$"

DE"我们对该经销商在处理顾客产品投诉的解决方面很满意( &*6""

6"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合同的保障功能用合同监督!<c"来测量)三个题项均来源于 ANOIP 和 T.)[-!5!!;"

.%$/

*合同的协作功

能!>C"根据 <0/.)等!%&&;"

.%!/

的量表分共同制定计划!>D"和共同解决问题!>D1"两个因子来测量)协作功

能是由这两个因子构成的二阶因子)两个因子各有"个题项*经销商的主动投机行为!@DD"和被动投机行为

!@D("从制造商的角度测量其感知的经销商主动和被动投机行为)#个题项来自 j,KU,等!%&&$"

.#5/

&AN)

!%&&;"

.6/

&9/8P-,和 j,KU,!%&&&"

.5/

的研究*合作绩效!DE"用一方对另一方在销售额&利润额以及适应能力

等方面的满意度来测量)共有"个题项)来自 E./VK,.!5!6""

.#%/

与 W):KIP,/N 和̂ _0/-O/.Z!5!$4"

.#"/

的研究*

#三$ 信度与效度检验

信度检验如表5所示*探测性因子分析所得各量表的
&

值均超过&*6(验证性因子分析所得各量表的

组合信度!<W"均接近或大于&*!*说明各量表的测量结果具有较高的信度!E).-,00和 A/.IJ,.)5!65"

.##/

*

效度检验方面)首先)量表内的各个测量题项均来源于前人的研究)反映相关变量的内涵)具有较好的

表面和内容效度*其次)测量结果的聚敛效度令人满意*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拟合参数为 <c7(G

FEe%*#%6!介于理想标准53"")Wc1_Ce&*&44 h&*&6&!较理想标准")<E7e&*!#;)7E7e&*!"$)+E7e

&*!54)(E7e&*!%& l&*&!&!理想标准"*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在&*&4的水平上显著)且大于&*6(各变量平

均方差抽取量!Cb_"都大于&*$!见表5"*再次)如表%所示);个变量 Cb_的平方根都大于其他因子相关

系数的绝对值)因此各变量之间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 !T/Q)VVK和 SK) 5!66 "

.#4/

*最后)根据 ]ONK等

!5!!4"

.#;/

的观点)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的相关水平临界值一般超过&*$4&*因此本文的样本数据不

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及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

均值 标准差 <c >D >D1 @DD @D( DE

合同监督 <c 4*4%& &*!6$ R*SNT &*4&; &*;;$

3&*%&#

##

3&*5$;

##

&*4&&

##

共同制定计划 >D 4*&6" 5*54"

&*4&$

##

R*SUV &*4!4

3&*5#%

##

3&*%%4

##

&*4"5

##

共同解决问题 >D1 4*"6& &*!!&

&*;;$

##

&*4!;

##

R*SWK

3&*54!

##

3&*5$6

##

&*44&

##

主动投机行为 @DD %*&&& 5*&64

3&*%&"

##

3&*5#5

##

3&*546

##

R*TMS

&*$%5

##

3&*%4&

##

被动投机行为 @D( %*5"& 5*5$!

3&*5$4

##

3&*%%#

##

3&*5$$

##

&*$%&

##

R*TLW

3&*%$!

##

合作绩效 DE 4*"%5 &*!"%

&*4&5

##

&*4"5

##

&*44&

##

3&*%#!

##

3&*%$6

##

R*SUK

分离标签 c*b* %*&!# 5*&6!

&*%54

##

&*5;#

##

&*%4&

##

&*&&5 &*&%&

3&*56&

##

''注'对角线的数字#加粗字体%是各变量平均方差抽取量#Cb_%的平方根$

#表示相关系数在 Qh&*&4的水平显著#双尾

检验%"

##表示相关系数在 Qh&*&5的水平显著#双尾检验%

#四$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从同一数据源收集数据)所以调研结果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为了了解偏差的程度)首先)进行

j/.Y/- 单因子检验*将所有题项并入一个变量)进行无旋转主成分分析(共分解出;个初始特征值大于5的

因子)第一个因子占总方差的 %"*%5"`)这说明共同偏差问题不严重*其次)采用 AK-U,00和 9PK8-,Z

!%&&5"

.#$/

分离标签!c/.J,.b/.K/:0,"的方法进行进一步检验*由于#销售占比!分销商在区域内对制造商

的销售占比"'这个变量在模型中未涉及)且与模型中至少一个变量不相关)因此本文将#销售占比'与模

型中所有的变量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其中最低的相关系数绝对值是&*&&5*采用此值剔除分离标签的影

响)如表%所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在加入分离标签之后没有显著变化*这进一步说明共同方法偏差问

题不会对分析结果造成严重的影响*

五"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为了检验前文提出的假设)本文采用结构方程! 1_c"的路径模型对数据进行拟合*在分析时)本文控

制了制造商的企业性质!三个哑变量+私营企业 e5)其他 e&(国有企业 e5)其他 e&(集体企业 e5)其他

e&"&制造商所属行业!三个哑变量+机械 e5)其他 e&(电器 e5)其他 e&(软件 e5)其他 e&"&员工数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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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表示相关系数在 Qh&*&5 的水平显著!双尾检验"

图 %'结构方程的路径模型

!5 e

$

5&人)% e55 34&人)" e45 3

5&&人)# e5&5 3%&&人)4 e%&5 3

4&&人); e4&5 35&&&人)$ e

%

5&&5

人" 等变量*拟合结果的参数为

<c7(GFEe%*&4!)Wc1_Ce&*&#;)

<E7e&*!"&) 7E7e&*!5") +E7e

&*!5%)(E7e&*!5;*拟合结果如图%

所示*

其中#合同监督
&

主动投机行

为' 的路径系数为 3&*%"" !Qh

&*&5")与 j5/的预测一致)因此数

据分析结果支持 j5/)即制造商加

强对合同执行情况的监督)能够抑制经销商的主动投机行为*#合同监督
&

被动投机行为'的路径系数为

3&*5%!!Ql&*5")与 j5: 的预测不一致)数据分析结果不支持 j5:)即合同监督对被动投机行为没有显

著的影响*#企业间联合行动
&

主动投机行为'的路径系数为 3&*&$$!Ql&*5")与 j%/的预测不一致)数

据分析结果不支持 j%/)即企业间联合行动对经销商的主动投机行为没有显著的影响*#企业间联合行动

&

被动投机行为'的路径系数是 3&*%&;!Qh&*&5")与 j%: 的预测一致)因此数据分析结果支持 j%:)即

制造商加强双方的联合行动)能够抑制经销商的被动投机行为*#主动投机行为
&

合作绩效'与#被动投机

行为
&

合作绩效'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3&*55"!Qh&*&5"和 3&*"&#!Qh&*&5")与 j"/和 j": 的预测一

致)即经销商的主动投机行为和被动投机行为均会降低合作绩效*

此外本文还做了两项事后检验*第一)采用 c/IJK--)-!%&5%"

.#6/

推荐的 T))8O8./2 程序)检验主动投机

行为和被动投机行为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如表"所示*由表"可见)两条中介效应!间接影响"路径!4`的

置信区间都没有包含&)且 R值大于5*!;)说明主动投机行为和被动投机行为均有显著的中介效应*由于合

同监督和企业间联合行动对绩效的间接影响&直接影响和总影响均显著)可以推断在本文所考虑的变量

中)主动投机部分中介了合同监督对绩效的正向影响)被动投机部分中介了企业间联合行动对绩效的正向

影响*

表"'间接影响"标准误和置信区间

结构路

径估计

#_O8*%

标准误

#1_%

R值

#_O8*G1_%

T))8O8./2 !4`置信区间

偏差校正百分位法 百分位法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c对 DE的间接影响 &*&#5 &*&56 %*%$6 &*&5" &*&66 &*&5% &*&6"

<c对 DE的直接影响 &*44% &*&;" 6*$;5 &*#"5 &*;$$ &*#"& &*;$4

<c对 DE的总影响 &*4!# &*&;5 !*$"$ &*#$6 &*$%5 &*#$4 &*$5;

>C对 DE的间接影响 &*&#! &*&&% %*#4& &*&5& &*&!% &*&&$ &*&6;

>C对 DE的直接影响 &*$55 &*&6; 6*%;$ &*44& &*664 &*44" &*6!;

>C对 DE的总影响 &*$45 &*&65 !*%$5 &*;&" &*!5# &*;&4 &*!5!

第二)采用 k0K-,!%&5!"

.#!/

推荐的卡方差异值检验!<PK?OdN/.,FKLL,.,-I,],O8")比较主动投机行为和

被动投机行为对渠道合作绩效影响的大小*本文将主动投机行为和被动投机行为与合作绩效的路径系数

分别设置为 /和 :)且令 /e:)然后将拟合结果与原模型进行比较*结果显示)<c7(e5&*"!$)FEe5)Qh

&*&5*这说明主动投机行为和被动投机行为与合作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因为#主动投机行为
&

合

作绩效'的路径系数! 3&*5"""小于#被动投机行为
&

合作绩效'的路径系数! 3&*"&#")所以在本文所考

虑的变量中)主动投机行为对合作绩效的抑制作用小于被动投机行为对合作绩效的抑制作用*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六" 结论"启示与展望

#一$ 结J论

本文以交易成本理论为逻辑主线)以营销渠道中制造商与经销商的合作关系为研究情境)以制造商市

场部或渠道部的负责人为调研对象)得到45%份针对制造商1经销商渠道关系的有效问卷)探讨合同的双

元功能对经销商的主动投机行为和被动投机行为的影响差异*本文检验了;个假设)其中#个假设得到了数

据支持*此外还做了两项事后检验*本文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合同监督有助于抑制经销商的主动投机行

为)但对其被动投机行为的影响不显著(第二)企业间协作有助于抑制经销商的被动投机行为)但对其主动

投机行为的影响不显著(第三)经销商的主动投机行为和被动投机行为均负向影响合作绩效(两项事后检

验的结果是+其一)经销商的主动投机行为中介合同监督对合作绩效的正向影响)其被动投机行为中介企

业间联合行动对合作绩效的正向影响(其二)经销商的主动投机行为对合作绩效的抑制作用小于其被动投

机行为对合作绩效的抑制作用*

关于不显著的两条路径)本文有如下解释+首先)合同监督对经销商被动投机行为的影响不显著!j5:"*

这可能是由于双方事先签订的合同中包含有关监督的条款)所以当制造商执行合同监督时)经销商容易理

解111监督行为本身并非#找茬')而是照章办事*这不会引起经销商的逆反情绪而导致消极怠工)增加被

动投机行为*其次)关于企业间联合行动对经销商主动投机行为的影响不显著!j%/"*尽管制造商和经销

商的协作行为可能会驱使经销商因追求整体利益而降低主动投机行为)但是由于双方在共同制定计划的

过程中)经销商可能会发现一些漏洞)而在随后的合作过程中)主动利用这些漏洞)谋取己方利益(或者在

共同解决问题时)问题的暴露也可能为经销商采取主动投机行为提供可乘之机*二者都可能促使经销商采

取主动投机行为*

#二$ 启J示

本文有下述几点理论贡献+第一)将合同治理的保障功能和协作功能操作化)分别由合同监督和企业

间联合行动来体现和测量*尽管合同治理保障功能和协作功能的区分不是本文提出的)但是以合同监督和

企业间联合行动将其操作化)则是之前研究所没有的*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关注合同治理的不同维度*比如

c,OdNK8/和 T.NOP!%&&6"

.!/

与 1P,- 等!%&5$"

.%#/

在研究中采用治理结果代替合同的两种功能)推断合同兼

具保障和协作两种功能*ANYK-,/N 和 BN,0K-!%&5%"

.%4/

则通过分析合同文本的具体条款)区分出合同的不

同功能*基于这些文献并针对其不足)本文以合同监督和企业间#根据合同规定'的联合行动来测量合同

的保障功能和协作功能)直接检验两种功能的治理效果*这一方面能够弥补此前研究以治理结果代替合同双

元功能的缺陷!c,OdNK8/和 T.NOP)%&&6(1P,- 等)%&5$"

.!)%#/

(另一方面弥补 ANYK-,/N 和 BN,0K-!%&5%"

.%4/

的研

究以合同条款而不以合同条款的落实测量合同双元功能的缺陷*

第二)将合同治理的两个维度与两种不同类型的投机行为相联系)探讨二者对不同表现形式的渠道投

机行为的影响差异*这也是此前的研究所没有的*本文研究发现)合同监督能够抑制经销商的主动投机行

为)但对其被动投机行为的影响不显著(企业间联合行动能够抑制经销商的被动投机行为)但对其主动投

机行为的作用不显著(此外)经销商的主动投机行为中介合同监督对合作绩效的影响)其被动投机行为中

介企业间联合行动对合作绩效的影响*这一研究结果不仅具有新意)有助于学术界更深入地理解渠道投机

行为的性质和类型)而且为合同治理双元功能的理论观点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推动学术界关于合同治

理的探索*

第三)本文有助于解释此前关于合同治理影响渠道投机行为的研究结果不一致的现象*如前所述)此

前的一些研究发现)合同治理能够有效地降低渠道成员的投机行为(而另一些研究则发现)合同并不能减

少渠道投机行为)甚至还可能引发投机行为!T.)[- 等)%&&&(C-8K/和 E./VK,.)%&&5(</--)- 等)%&&&"

.%)43;/

*这

些不一致的研究结果)原因可能在于)之前学者没有特别区分合同的不同功能或投机行为的不同表现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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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将其分开来进行研究*比如此前多数学者将合同视为一个单一维度的变量来进行研究)更多关注的是

其保障功能)忽略其协作功能(此时如果研究中测量的投机行为更多的是主动投机行为)则会得到#合同

治理能够抑制投机行为'的结论(然而如果此时研究中测量的投机行为更多地偏向被动投机行为)则可能

会有不同的发现111合同治理对投机行为的抑制作用不显著*这说明后续的相关研究需要区分不同性质

的投机行为和合同治理功能*

从企业实践的角度来说)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渠道合作情境下的制造商具有重要的启示*首先)制造

商需要针对不同环境下渠道合作关系的实际情况)辨别分析渠道中投机行为的类型)明晰每类渠道投机行

为背后所隐藏的不同动机和原因)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治理策略*根据本研究的结果)合同的

双元功能对于不同性质的投机行为有着不同的作用方式*因此制造商可以根据期望实现的目标有选择性

地发挥合同的不同功能*当制造商致力于重点防范&降低经销商的主动投机行为时)可以更多地发挥合同

的保障功能)适当加大监督的力度)对经销商起到威慑&警示的作用)使其更认真&严肃地对待合同条款(当

制造商的目标是降低经销商的被动投机行为时)则更应发挥合同的协作功能)通过企业间联合行动与对方

建立共享的目标)强调采取互惠行为)从而降低对方的被动投机行为动机*通过外部的强制和内在的自我

控制)双管齐下来治理经销商的主动和被动投机行为)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各类渠道投机行为)实现合作

共赢*

另外在渠道合作中)制造商应当警惕经销商在合作关系持续期间的多种渠道投机行为表现*除了昭然

若揭的主动投机行为之外)制造商还需关注更隐蔽的被动投机行为)如不按承诺行事&隐藏信息&告知不完

备事实&忽视对责任的履行&不提供适时提醒等*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相较于主动投机行为)这些被动投

机行为更不易察觉)却会给制造商带来更高的交易成本)危害甚至大于主动投机行为*

#三$ 展J望

本文还存在一些局限*仅从制造商一边获取调查数据)研究结果虽然能够反映制造商对合同治理&企

业间协作等的感知)但不一定代表经销商的感知情况*今后可以考虑从制造商和经销商两边获取数据)以

便了解更真实的双边互动情况*另外)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数据)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

业合同治理的情况)但是数据不够客观)有可能受被调查者主观感知的影响*未来可以结合合作中使用的

真实合同文本)提炼和区分出合同中的保障性条款和协作性条款)以获得更加客观的研究结果*未来的研

究可以延续本文的思路)关注其他治理方式的保障功能和协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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