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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Ｇ 2 Ｂ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ｏ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跨组织信息共享环境下 ， 信 息不对称主要表现为纵 向信息不

对称 ， 其 中 最具代表性 的是银行与 政府之 间 的企业信用信息不对称 ． 为应对这种纵 向信息不对称 ， 我

国构建 了 纳入政府大数据 的征信系统 ， 实现 了 政府与 银行间 的纵 向信息共享 ． 本研究 以征信系 统为

背景讨论 了小微信贷决策用 户 对 Ｇ 2Ｂ 共享信息 中介环境下异源信息信任 的形成过程 ， 采用 有 中介

的调 节效应检验对模型假设进行 了 实证验证 ． 研究发现 ， 对于信息源 的信任可传递给信息 中介中 的

异源信息质量感知 ，
同 时其又受到外部对于信息源声誉和信息源能力 判断 的影 响 ；

而共享 目 标和共

享交 流工具对于间 接判断和信息源信用 的关系 强度起到调 节作用 ．

关键词 跨组织信息共享 ； 信息 中介
； 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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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组织信息共享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是跨组织信息共享系统构建与运转的基础 ［

1
］

． 因为跨组织信息共享

关系的存在与完善能够减少机会主义行为 ［

2 ＿ 3
丨

，
从而有效促进组织间信任的形成 ． 然而 ， 在 Ｇ 2 Ｂ 跨组织共享

的环境中 ， 信息接收者和信息提供者的关系与商业环境下的跨组织信息共享关系又有所不同 ．

这些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

是
“

强制性
”

特征的不同 ， 本文研究的是
“

半强制
”

使用 ． 信息服从强

制共享 、 半强制使用的
“

2 ｘ 2 维度强制
＂

模式，

“

半强制
”

表现为 ： 在中小企业贷款决策使用中 ， 真正具体的决

策是由信贷员 、 信贷审批人员个人做出的 ，
组织共享和强制使用的意愿和动力并不

一

定最终能够转化为决策

主体的意愿和动力 ． 因此 ， 大部分解释跨组织信息共享和交换的理论到了强制的框架下往往是不适合的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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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多是基于组织或组织成员可 自 由选择的角度 二是非互惠 ． 互惠是电子商务环境下合作的动力和基

础 ， 而在行政性指令作用下的政府政务信息共享 （
Ｇ 2 Ｂ共享） ’ 信息共享的内容 、 流程 、 方式等通过规章制度

方式规范起来 ， 成为电子化信息中介
—— 征信系统接收 、 打包 、 处理 、 共享工作开展的依据 ． 这样的过程 ’

为信息的采集 、 校验和入库带来了效率 ， 但同时由于需求方和供给方缺少足够的相互沟通 、 协商 、 观察 、 反

馈过程 ， 影响到跨组织信任关系的形成 ．

根据 Ｏｌ ｉｖｅｒ 的研究 ， 强制性 、 不对称性 、 互惠 、 效能 、 稳定性 、 合法性作为跨组织共享关系的六大关键

因素 ， 任何
一

＾因素的变化都可能造成跨组织信息共享关系的差异 ， 从而影响跨组织信息共享系统的认可和

效用发挥 阆
， 最终影响信任的形成 ． 因此 ， 本文针对如下两个问题进行展开 ：

强制采集和半强制使用环境下 ， 外围传递的间接判断对于 Ｇ 2 Ｂ 共享信息评价产生怎样的影响？

缺乏互惠的前提和支撑 ， 信息中介作用下的共享 目标和共享交流工具将对组织间信息共享信任形成产生

怎样的影响 ？

1 相关研究

在信任初步形成的过程中 ， 声誉被认为是对消费者信任形成产生影响的关键要素
［

6
1

． 随着电子化市场的

兴起和发展 ， 声誉作为电子商务平台的重要因素之
一

被学者们广泛关注 ， 尤其是对于在线交易过程中的购买

行为的研究 ， 如文献 ［

7－ 8
］
的研究 ． 在早期的研究中 ，

ＭｃＫｎｉｇｈｔ 等 Ａ
Ｋｏｕｆａｒｉｓ 等 ［

7
1 均将网站质量和感知声

誉作为网络环境下客户对于供应商的信任形成的两个重要方面 ． 而 Ｄｏｎｅ
ｙ 等 ， Ｑｕｒ ｅｓｈ ｉ等 ＿ 则将感知能

力作为信任形成的重要因素 ．

在 Ｇ 2 Ｂ 信息共享环境下 ， 这些要素都会有不同的特质和表现 ． 首先 ， 政府政务信息的共享在信息源上具

有独占性和排他性 ， 且由于强制性 ， 不可 自 由选择和转移到其他平台 ， 网站质量不再成为关键变量 ， 而融入人

的
“

被动接受
”

行为中 ． 其次 ， 按照 Ｌｉｎ 等 ＿ 的划分， 声誉的形成可被分为广为宣传的外部声誉影响和个人

经验积累的私有声誉形成两个过程． 电子商务平台 、 在线交易环境下的声誉多是长期交互形成的私有声誉积

累过程， 而本文研究中的声誉主要是指受到周围人态度影响而形成的
＂

公信力
”

认知 ， 属于外部声誉范畴 ． 认

知形成的影响来 自于空间维度 （

一

定范围内彼此之间的传递） 而非时间维度 （长期的历史积累 ）

？ 最后 ，

Ｄ ｏｎｅｙ

等 ＫＱｕｒｅｓｈ ｉ 等 ＿ 研究中所表现出的感知能力过程均是基于交互过程中对于能力的观察实现的 ， 如 ： 对

于承诺的完成程度 丨

6 ’叫
． 而本文研究中的感知能力依赖于提供信息组织的能力

“

外显
”

以及据此对其资源整

合能力的推测 ， 从而影响
“

公信力
”

认知 ’
进而传导为个体的感知能力 ． 这些都是造成强制性环境下信任形成

区别于前人研究的关键 ， 也是本文研究可能的拓展之处 ．

早在 1 9 9 8 年 ，

Ｎａｈａｐｉｅｔ 等 Ｉ
1 2

］ 就发现了在战略领域共享语言的重要性 ． Ｃａｒｌｉｌｅ
［

1 3
丨 也于 2 0 0 4 年提出 ， 背

景信息的不充分 、 共享语言 （
ｓｈａｒｅ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和共同兴趣 （

ｃｏｍｍｏｎｉｎｔｅ ｒｅ ｓｔｓ） 的缺乏约束了知识的评价和

共享 ，
而 Ｙｌｉ

－Ｒｅｎｋｏ 等 ［

1 4
】

、
Ｉｎｋｐｅｎ 等 ［

1 5
丨 将其拓展到了虚拟社区和战略管理等领域的信息共享上 ？ 在共享价

值观方面 ， 有的学者又称之为
“

共享目标
”

，

Ｃｈｏｗ 等 州 对其在知识共享中的重要作用进行深入讨论 ． 但是 ，

这些研究多关注的是直接交互双方的共享语言和共享价值观
，
而且聚焦于知识的共享和交换 ， 较信息共享涵

盖了更多的信息附带特征元素 ， 如 ： 理解方式 、 知识形成过程等 ［
1 7

］

－ 而本研究中的共享语言和共享价值观均

是依赖于信息中介的接 口规范 、 采集指南等指导性文件来实现的 ；
双方无直接交互过程 ， 缺乏交流 、 沟通和

互惠合作的动机，
因而带有

一

定的特殊性 ． 这种情境下， 共享语言和共享价值观在信任形成和信息共享过程

中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 是本文研究的另
一

个重点 ．

2 研究模型与假设

2 ． 1 研究模型的提出

针对信任形成的研究 ， 本文重点讨论信息源信用的建立及其前置因素的影响过程 ．基于信任形成理论， 将

信息源信用作为一种信任 ， 观察感知声誉和感知能力对其的影响过程 ， 并讨论这种信任在感知声誉 、 感知能

力与感知信息质量之间的中介作用 ， 从而将信任的形成与转移过程串接起来
；
基于社会资本关系理论 ， 讨论

认知资本在信任形成中可能的调节作用 ． 基于信任形成和社会资本关系理论 ， 构建了综合信任形成模型 ，
见

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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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征信系统的综合信任形成模型

2 ． 2 研究假设的形成

信任不是承担风险本身 ，
而是一个承担风险的意愿 ． 信任决定着第三方在组织中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

8 ＿ 9
’

1 8
丨

？

在信息中介环境下 ，
信任可以实现从实体 （信息源组织的信用 ） 向实体产出 （信息 ） 的转移 ， 从而提高对于信

息质量的认知 ， 即假设 1 －

假设 1
（

Ｈ Ｉ
） 信息源信用对于感知信息质量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

感知声誉是指局外人对于组织过去行为的汇总看法和感知 ， 这种声誉可被分为人的声誉 、 公司声誉 、

么
、共管理声誉三种 ． 在此处 ， 感知声誉主要体现为银行对于提供信息的政府部门的看法和认知 ， 属于公共管

理声誉． 长期以来 ， 感知声誉在这里表现为受周边
“

公信力
”

认知的影响 ， 是信任形成中的重要因素之
一 冏

，

而 Ｂｅｌｌ
， 更为明确地提出要建立起信用 ， 首先要建立 良好的声誉 ，

只有这种声誉被有效传递 ， 才能促进信任

的形成 ， 从而更加明确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 在信息共享过程 ， 对于共享主体信息服务行为的前期认知会对于

当前其作为信息源的信用状况判断产生正向作用 ， 即假设 2 ．

假设 2 （
Ｈ 2

） 感知声誉对于信息源信用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

感知能力是指局外人对于组织能否胜任任务 ， 是否具备完成任务的知识和能力的
一种判断 … 大量的研

究表明 ， 感知能力对信任有积极的影响 Ｉ

2 1 — 2 2
】

．Ｄ ｏｎｅｙ 等 丨

9
】 提出感知能力的这种影响尤其体现在对于信用

的影响上 ． 在跨组织信息共享过程中 ， 要使信息使用方信任信息源 ， 首先需要其相信信息源具有足够的能力 、

知识和资源来完成信息采集和处理工作 信息源整合资源能力的认可成为信任形成的基础 ． 信息使用者对

于信息源的资质和能力推断结果越好， 其越信任信息源 ， 信息源信用程度越高 ， 即假设 3 ．

假设 3 （
Ｈ 3

）
感知能力对于信息源信用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

共享价值观 ， 有的研究又称之为
“

共享目标
”

丨
1 5
－

1 6
］

，
是指信息共享双方的共同 目 标和期望 ［

2 3
1 在信息共

享过程中 ， 相互间对于信息传递中的彼此认同感是必须的 共享价值观有助于帮助组织各部分结合相关

的集体 目标来有效整合资源 Ｐ 3
］

， 并产生彼此认同感 ． 这种彼此认同感有助于信用行为的准确传递和表达 ， 例

如 ： 在缺乏彼此认同感的情况下 ， 即使有着 良好的声誉也未必能够作为信息源的有效信用标识 ，
因为机会主

义的威胁成为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普遍考虑的另
一要素 ［

1
—

2
，

1 8
1

． 这样 ， 感知声誉和信息源信用的关系就会相对

减弱 ． 而彼此认同感的存在 ， 可以有效地杜绝这种情况 ， 从而在感知声誉和信息源信用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

用 ， 即假设 4 ．

假设 4（
Ｈ 4

） 共享价值观对于感知声誉和信息源信用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 随着共享价值观

的增进， 感知声誉和信息源信用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强 ．

共享语言不仅仅指语言本身 ， 还包括了缩写 、 细微差别 、 信息背后的基本假设等方面 1

2 4
1 有的研究中将

之称为
一种词表或领域知识 ． 共享语言的调节作用有两种非常不同的观点 ．

一

种观点认为 ， 共享语言作为认

知资本的
一

个方面 ， 对于信任关系的形成起到正向促进作用 ［

3 4
】

． 另外
一种观点认为 ， 共享语言在感知能力和

信息源信用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 其基本思路是， 共享语言可以有助于共同理解的形成， 引发对具体信息的

深入思考， 从而与最初基于间接判断的简单推断形成竞争关系 ［

2 5 —呼 因而 ， 在共享语言较低的情况下 ， 信息

接收者难以很好地理解信息 ， 其对于信息提供者的评价主要来 自于通过非正式社会网络取得的线索信息 ， 产

生利用间接判断替代 自身深入分析的
“

偷懒
”

行为 ． 此时 ， 感知能力和信息源信用之间的关系比较大． 而在

共享语言较高的情况下 ， 信息接收者可以基于其所观察和理解的信息提供方情况 （
正式渠道信息的分析） 来

修正信息源信用判断 Ｗ
， 导致感知能力线索起到的作用没有那么显著 ’ 感知能力和信息源信用的关系相对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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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 鉴于后一种假设更符合 Ｇ 2 Ｂ 共享情境
， 本研究中基于第二种观点 ， 提出假设 5 ．

假设 5
（
Ｈ 5

） 共享语言对于感知能力和信息源信用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 随着共享语言的增

强 ， 感知能力和信息源信用之间的关系变弱 ．

感知声誉与感知能力是通过信息源信用影响到感知信息质量的 （
Ｇ 2 Ｂ共享信息的质量 ，

以征信系统中的

政府政务信息为特例 ． Ｓ卩 ： 当感知声誉和感知能力较高时 ， 对于信息源信任程度越高 ， 从而对于该信息源的信

任又进
一

步转移到其所提供的具体信息上 最终， 可以认为信息源信用在感知声誉 、 感知能力与感知信息质

量之间具有中介效用 ， 即 ： 假设 6 和假设 7 ．

假设 6 （
Ｈ 6

） 信息源信用在感知声誉和感知信息质量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 ．

假设 7 （
Ｈ 7

） 信息源信用在感知能力和感知信息质量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 ．

3 研究设计

3 ． 1 量表设计

问卷包括封面和正文两部分 ． 封面卷首语主要介绍此次调査的意义 、 目的 、
基本概念 ’ 并涵盖了保密

＇

ｆｔ

承诺 、 联系方式等 ；
正文涵盖了 6 个构念 2 2 个题项 ， 问卷所有题 目均采用最适用的 Ｌｉｋｅｒｔ

－

5 点量表 ［

2 8
丨

． 量

表设计中 ， 考虑量表的内容效度问题 ， 采用了如下方式解决 ： ⑴ 对译 ； （
2

） 语义校正 ； （
3
） 内容效度的完善 ； （

4
）

环境适用性纠正 ． 邀请金融领域 、 管理信息系统专家以及银行信贷从业人员等对于测度题项进行讨论 、 分析 、

修正 ．


表 1 量表构念设计


构念构念定义


来源

信息源信用 信息来源可信性和能力被认可的程度［
2 9

］

̄

感知信息质量 使用者对政务共享信用信息满足其决策需要的整体评价与感知 ［
3 0

］

感知声誉体现外部对于组织产生的印象和感知的汇总［
3 1

，
1 0

］

感知能力体现外部对于组织的经验和能力认可的汇总［
3 2

，

1 0
］

共享价值观体现为不同组织组成的新系统中所具有的系统集合 目标［
3 3

］

共享语言体现为组织间联系过程中形成并拥有彼此可以理解 、 可准确表达意义的方式 ［
3 3

］

3 ． 2 预测试分析

因为本文的研究中涉及到新生构念， 共享语言添加了两个题项 ：

“

关于企业信用信息 ， 政府的术语 、 概

念定义方式与银行的很相似 （
ＳＬ 1

）

”

和
＂

在企业信用信息的采集和处理上 ， 政府和银行的工作流程很相似

（
ＳＬ 2

）

＂

，
因此需要进行相应的预测试 预测试阶段 ， 采用随机抽选银行 、 银行内随机确定问卷填答人的

方式进行发放 ， 共发放问卷 1 4 0 份 ， 收回 1 2 7 份， 去除无效问卷 1 9 份 ， 有效问卷合计 1 0 8 份 ， 能够达到预测

试对象数 目是题项数 3？ 5 倍的标准 ． 问卷有效回收率达 7 7 ． 1 4％ ． 收回后针对量表进行编码和分析 （
二维制

编码方式 ， 即 Ａ ｌ
，
Ａ 2

，


）
？

预测试结果的分析处理的具体步骤如下 ： 首先 ，
进行项 目分析 ， 确定题项的鉴别度

；
其次 ，

进行探索性因子

分析， 确定 问卷的结构效度
；

而后 ， 进行量表信度分析 ， 确定量表的信度水平． 根据项 目分析 ， 所有题项在相应

群体变异数相等 ／不相等假设下 ， 对应的 ｔ 检验显著 ， 说明各题项均具有较强的鉴别度 ， 不需删除任何题项
；

量表 6 个构念的 Ｃｒｏｎｂａｎｃｈ
＇

ｓａ 值均在 0 ． 8 以上
， 可通过内部

一

致性信度检验 ，
且各题项删除后 Ｃｒｏｎｂａｎｃｈ

＇

ｓ

ａ 值变小 ， 均需保留
；
结构效度分析中 ，

ＫＭＯ 为 0 ． 8 6 3
， 共同因素较多 ，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 6 个构念所对应

题项 自然归类 ，

6 个主因子可解释 8 4 ． 1 4％ 的变异量 ． 通过分析 ， 量表所有题项均可通过项目分析 、 信效度检

验 ， 包括
“

共享语言
”

新添加的两个题项 ＳＬ 1 和 ＳＬ 2
， 预测试支持量表设计 ．

3 ． 3 正式测试样本回收情况及其特征

将预测试通过的问卷用于正式发放 ． 正式问卷采用滚雪球的方式发放 ，
主要通过上海交通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巳毕业或在读的 ＭＢＡ
、
ＥＭＢＡ 学生发放 ． 具体方式为随机抽取银行的联系人 ，

而后由其在单位随机

选取中小企业贷款相关人员填写 ． 问卷发放期间为 2 0 1 0 年 5 月 ？ 6 月 ， 问卷全部在
一

个半月 内收回 ．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2 6 0 份 ， 收回 2Ｍ份
， 有效问卷为 2 0 9 份， 有效回收率为 8 0 ． 3 8％ ． 其中 ， 男性占 5 4 ． 0 7％

，

女性占 4 5 ． 9 3％
；
高中或大专占 1 9 ． 1 4 ％

， 本科占 6 6 ． 0 3 ％
， 硕士及以上占 1 4 ． 8 3％ ．

4 数傲析与结果

为了有效检验模型假设， 本文的数据分析被分为描述性统计 、 信效度分析和模型中假设检验三部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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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 最后给出总体模型的估计结果 ．

4 ． 1 政调査结果信效度分析

以 2 0 9 份有效调查问卷为基础 ， 针对感知信息质量 、 信息源信用 、 感知声誉 、 感知能力 、 共享语言 、 共享

价值观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 ， 具体结果见表 2 和表 3 ．



表 2 量表
一

致性信度与效度分難


变量题项 因子载荷ＴＣｒｏｎｂａｎｃｈ
＇

ｓａ
 ｜变量题项 因子载荷ＴＣｒｏｎｂａｎｃｈ

＇

ｓａ

ＳＣ Ｉ 0 ． 8 0 1 3 ． 4 0ＰＲ 1 0 ． 8 4 1 4 ． 8 0

户 自瓶待Ｍ ；

ＳＣ 2 0 ． 8 1 1 3 ． 6 8ＰＲ 2 0 ． 8 6 1 5 ． 1 8

（ ）

ＳＣ 3ｏ ． 8 5 1 4 ． 8 9
‘

感知声誉 （
ＰＲ

）ＰＲ 3 0
． 8 4 1 4 ． 8 6 0 ． 9 2 0

ＳＣ 40 ． 7 8 1 2 ． 9 3ＰＲ 40 ． 8 3 1 4 ． 5 0

ＳＬ 1 0 8 5 1 4 ． 8 0ＰＲ 5 0 ． 8 0 1 3 ． 7 7

ＳＬ 2 0 ． 8 2 1 4 ． 1 1ＳＶ 1

—￣

0 8 1 1 3 ． 6 9

（ ）ＳＬ 3ｏ ． 7 9 1 3 ． 1 5
‘

共享价值观 （ＳＶ）ＳＶ 2 0 ． 8 6 1 4 ． 9 0 0 ． 8 6 3



ＳＬ 4 0 ． 7 9 1 3 ． 2 4


ＳＶ 3 0 ． 7 9 1 3 ． 2 0


ＰＩＱ 1

￣

0 8 9

￣

1 5 ． 8 6ＰＣ Ｉ

￣

0 8 5 1 4 ． 8 6

感知信息质量 （
Ｐ ＩＱ ）ＰＩＱ 2 0 ． 8 8 1 5

． 6 0 0 ． 9 0 2感知能力 （
ＰＣ

）ＰＣ 2 0 ． 8 9 1 5
． 8 8 0 ． 8 7 9

ＰＩＱ 3 0 ． 8 4 1 4 ． 6 8ＰＣ 3 0 ． 8 1 1 3 ． 6 7

表 3 量表组合信度与平均变异抽取量

构念组合信度ＡＶＥ＼／ＡＶＥＰＩＱＳＣＰＲＰＣＳＬ

感知信息质量 0 ． 9 0 4 0 ． 7 5 7 0 ． 8 7 0

信息源信用 0 ． 8 8 4 0 ． 6 5 7 0 ． 8 1 1 0 ． 6 7
＊＊

感知声誉 0 ． 9 2 0 0 ． 6 9 6 0 ． 8 3 4 0 ． 6 2
＊ ＊ 0 ． 7 6

＊＊

感知能力 0 ． 8 8 7 0 ． 7 2 4 0 ． 8 5 1 0 ． 5 2
＊＊ 0 ． 6 5

＊＊ 0 ． 6 9
＊ ＊

共享语言 0 ． 8 8 6 0 ． 6 6 1 0 ． 8 1 3 0 ． 5 7
＊ ＊ 0 ． 5 2

＊＊ 0 ． 5 3
＊ ＊ 0 ． 5 1

＊ ＊

共享价徹见 0 ． 8 6 1 0 ． 6 7 3 0 ． 8 2 0 0 ． 4 9
＊＊ 0 ． 5 3

＊＊ 0 ． 5 7
＊ ＊ 0 ． 5 5

＊ ＊ 0 ． 7 1
＊ ＊

＊
注 ：

＊ ＊

ｐ＜ 0 ． 0 1
，
双尾Ｐｅａｒｓｏｎ检验 ．

根据聚合效度检验准则 ， 模型中的 6 个构念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 0 ． 7 且显著 ’
6 个构念的组合信

度均大于 0 ． 8
，

6 个构念的平均变异数抽取量 （ＡＶＥ） 均大于 0 ． 5 0
， 能够通过聚合效度检验 ，

ＳＰ ： 量表同
一

构念

间相关性较强 ． 同时 ， 根据区分效度的检验准则 ，

ＡＶＥ 的平方根均大于其与各个构念间的相关系数 ， 可以通

过区分效度检验 ＿ ， 即 ： 量表的不同构念间的相关性较弱 ．

4 ． 2 模型中假设的检验

本文结构模型检验分为两部分： 主效应模型检验 、 调节和中介效应整合检验 ［
3 5

］
－ 其中 ， 主效应检验对应

假设 1 － 3
， 调节和中介效应整合检验对应假设 4－ 7 ．

4 ． 2 ． 1 主效应模型的检验

假设 1 为关于信任在信息源信用到感知信息质量间的转移问题 ？ 检验结果显示 ，

Ｆ＝ 1 7 1 ． 8 6 8  （ｐ＜

0 ． 0 0 1
） ，
Ａｋａｉｋｅ 信息准则 （

ＡＩＣ 是考虑样本量大小的拟合结果检验方法） 为 2 ． 2 4 8
， 说明模型在整体上拟合较

好 ． 信息源信用 （
ＳＣ ） 的系数为 0 ． 6 7 4

（
ｔ
＝ 1 3

．
1 1 0

， ｐ
＜ 0 ． 0 0 1

） ， 对于感知信息质量 （
ＰＩＱ ） 有显著影响 ， 假设 1

成立．

感知声誉和感知能力对于信息源信用的回归结果显示 ， 假设 2 中 ，
炉＝ 0

． 6 0 4 且 ＡＩＣ＝ 1 ．
9 3 5

， 模型整体拟

合尚佳 Ｆ 二 1 5 7 ． 2 5 4
（ｐ

＜ 0 ． 0 0 1
） 感知声誉和感知能力对于信息源信用的共同作用显著 ；

感知声誉的系数的

／？！ 为
0 ． 6 0 0

（
ｔ
＝ 9 ． 9 1 0

， ｐ
＜ 0 ． 0 0 1

）
， 影响显著

；
感知能力的系数的 0 2 为

0 ． 2 3 1
 （

ｔ
＝ 3 ． 8 1 4

，ｐ
＜ 0 ． 0 0 1

） ， 影响显

著． 可见 ， 感知声誉 （

ＰＲ
） 和感知能力 （

ＰＣ
） 对于信息源信用 （ＳＣ） 的作用显著 ， 假设 2 和假设 3 成立．

4 ． 2 ． 2 调节和中介效应整合检验

模型要检验信息源信用在感知声誉 、 感知能力与感知信息质量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 同时， 还要检验共享

价值观对于感知声誉与信息源信用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 共享语言对于感知能力与信息源信用之间关系的调

节作用 ． 针对这种简单但是嵌套在中介中的调节作用模型检验，

Ｅｄｗａｒｄｓ 等 ［
3 5

】 提出 了
一种整合调节效应和

中介效应的方法 ，
Ｂ
Ｐ

：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 （
ｍ ｅｄ ｉａｔｅｄｍｏｄｅｒａｔ ｉｏｎ

）
．

1
） 依据 Ｅｄｗａｒｄｓ 等 ＿ 的方法论 ， 构建适用于本文研究的模型 ． 而后进行简单回归 ， 依据回归所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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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如下非线性回归语法 ．

Ｍ ｏｄｅｌ 1 ：Ｚｙ
＝

 ／

？ｍ ｉＺｍ＋Ｐｘｎ
Ｚｘ

1＋ Ｐｘ ｉ 2
Ｚｘ 2

＋＾ｒｉ（Ｘ ￣因变量 （

ＰＩＱ ） ，

Ｍ－ 中介变量 （
ＳＣ

） ，Ｘ ｉ 、
Ｘ

2
－

自变量 （

ＰＲ
、

Ｐ Ｃ
）

，

ＺＹ 、
ＺＭ 、

ＺＸ ｌ 、
Ｚ
ｘ 2 为标准化后的结果）

＊
ＣＮＬＲｓｙｎｔａｘｔｏ

ｐ ｒｏｄｕｃｅ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ｅ ｓｔ ｉｍａｔｅｓｆｏｒＭｏｄｅ ｌ 1 ．

ＳＥＴＲＮＧ＝ＭＴＭＴＩＮＤＥＸ＝ 5 4 3 2 1
／

＊ＭｅｒｓｅｅｒｉｅＴｗｉｓｔｅｒｒ ａｎｄｏｍ ｎｕｍｂ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

ｓｅｅｄｓｅ ｔ ａｔ 5 4 3 2 1
＊

／
．

ＭＯＤＥ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ｂＭｌ＝ 0
．
4 5 7 ｂＸｌ ｌ二 0 ． 2 2 7 ｂＸ 1 2＝ 0 ． 0 6 9

／

＊
Ｓ ｔａｒｔ 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ｒ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

／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ＰＲＥＤ＝ｂＭ ｌ
＊
Ｓ

＇

Ｃ＋ｂＸｌ ｌ
＊Ｐ＾＋ｂＸ 1 2

＊ＰＣ
／

＊Ｃｏ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ｔｓ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
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

／
．

ＣＮＬＲ ＰＩＱ／
＊
ＣＮＬＲ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 ｌｅ

＊

／

／ＯＵＴＦＩＬＥ＝ＭＭＦ ＩＬＥ 0 1 ．ＳＡＶ ／

＊
Ｆｉ ｌｅｆｏｒ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ｅｓｔ ｉｍａｔｅｓ
＊

／

／ＢＯＯＴ ＳＴＲＡＰ－ Ｉ ＯＯＯ
／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ｂｏｏｔ ｓｔｒ ａｐ
ｓａｍｐ

ｌｅｓ
＊

／
．

Ｍｏｄｅｌ 2 ：
Ｚｍ

＝ａｘ 2 ｌ
＾Ｘ

1


－

＼

－

＜^ Ｘ 2 2
＾Ｘ 2

－

＼

－

Ｏ ＬＺ 2 2
＾
Ｚ 2

￣

＼

￣

ＯＬ ＸＺ 2 ＼
＾Ｘ＾ Ｚ 1 

￣

＼

￣

Ｏ
Ｌ＾Ｚ 2 2

＾Ｘ 2 Ｚ 2 
＋ ＾Ｍ 2 （

Ｚ
ｉ 、

调节变量 （
ＳＬ 、 ＳＶ

） ，

Ｘ

ｉ
Ｚ

ｉ ，
Ｘ

2
Ｚ

2 为 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乘积 （
ＰＲ ＊

ＳＶ
，
ＰＣ

＊
ＳＬ ） ， 其他表达同上

）

＊
ＣＮＬＲ ｓｙｎｔａｘｔｏ

ｐｒｏ ｄｕｃｅ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ｅｓｔ ｉｍａｔ ｅｓｆｏｒＭ ｏｄｅ ｌ 2 ．

ＳＥＴＲＮＧ＝ＭＴＭＴＩＮＤＥＸ＝ 5 4 3 2 1
／

＊Ｍｅｒｓｅ ｅｎｅＴｗｉｓｔｅｒ ｒａｎｄｏｍ ｎｕｍｂ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 ｒ

，
ｓ ｅｅｄｓｅ ｔ ａｔ 5 4 3 2 1

＊

／
．

ＭＯＤＥ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Ｘ 2 1 

二 0 ． 6 0 7 ａＸ 2 2 ＝ 0 ． 1 4 0 ａＺ 2 1 ＝ 0 ． 0 4 3 ａＺ 2 2 ＝ 0 ． 1 0 1 ａＸＺ 2 1 ＝ 0 ． 1 1 6 ａＸＺ 2 2＝
－ 0 ． 1 1 1

／

＾
Ｓｔａｒｔ 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ｓｆｏｒｃｏ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ｔｓ
＊

／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ＰＲＥＤ＝ａＸ 2 1
＊ Ｐｉ＾＋ａＸ 2 2

＊ＰＣ＋ａＺ 2 1 Ｗ＋ａＺ 2 2
＊

5Ｌ＋ａＸＺ 2 1
＊Ｐｉ？

＿ 6
＇

Ｆ＋ａＸＺ 2 2
＊ＦＣ＿ 5 Ｌ

／

＾
Ｃｏｅｆｆｉｃ ｉｅｎｔｓ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 ｉａｂ ｌｅｓ

＊

／
．

ＣＮＬＲＳＣ
／

＊ＣＮＬＲｐ
ｒｏｃｅｄｕｒ ｅ

，
ｄｅ

ｐ
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

／

／ＯＵＴＦＩＬＥ＝ＭＭＦ ＩＬＥ 0 2 ． ＳＡＶ
／

＊
Ｆ ｉ

ｌｅ ｆｏｒ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ｅｓｔ ｉｍａｔｅ ｓ

＊

／

／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1 0 0 0

／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ｂｏｏｔｓｔ ｒａｐ
ｓａｍｐｌｅｓ

＊

／
．

2
） 通过 Ｍｏｄｅｌ 1 和 Ｍｏｄｅ ｌ 2 的估计 ， 采用 Ｂｏｏｔ ｓｔｒ ａｐｐｉ

ｎｇ 方法计算得出系数估计值 ， 见表 4
， 模型拟合

优度 Ｒ 2

为 0 ． 6 2 8
， 调整的 Ｒ 2

为 0 ． 6 1 7 ．



表 4 采用 Ｂｏｏｔ 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方法计算得出的系数估计值


参数估计值标准误￣
9 5 ％ 置信区

，限


下限上限

ａＸ 2 1 0
． 6 0 7

＊＊ ＊ 0 ． 0 6 6 0 ． 4 7 6 0 ． 7 3 7

ａＸ 2 2 0 ． 1 4 0
＊ 0 ． 0 6 5 0 ． 0 1 2 0 ． 2 6 8

ａＺ 2 1 0 ． 0 4 3 0 ． 0 6 6－

0 ． 0 8 8 0 ． 1 7 3

ａＺ 2 2 0 ． 1 0 1 0 ． 0 6 4－

0 ． 0 2 4 0 ． 2 2 7

ｇ 举法ａＸＺ 2 1 0 ． 1 0 2
＊ 0 ． 0 4 3 0 ． 0 1 8 0 ． 1 8 7

ａＸＺ 2 2－

0 ． 1 0 9
＊ 0 ． 0 4 6一

0 ． 2 0 0－

0 ． 0 1 8

ｂＭｌ 0 ． 4 5 7
＊＊ ＊ 0 ． 0 9 9 0 ． 2 6 1 0 ． 6 5 2

ｂＸ ｌ ｌ 0 ． 2 2 7
＊ ＊ 0 ． 1 0 2 0 ． 0 2 4 0 ． 4 3 0

ｂＸ 1 2 0
．

0 6 9 0 ． 0 7 9－

0 ． 0 8 8 0 ． 2 2 6

￣

注 ：

林 ＊ 表示参数在 0 ． 0 0 1 的水平上显著 ，

＊＊

表示参数在 0 ． 0 1 的水平上显著 ，

＊

表示参数

̄

在 0 ． 0 5 的水平上显著 ． 置信区间不包括 0 拒绝原假设
，
在 0 ． 0 5  7ＪＣ平显著 ．

因本文研究中包括两个调节变量 ， 因此其产生的影响呈 2 ｘ 2 组合方式 ． 结合其组合 ， 将两个调节变量的

高低分组值代入方程式 ， 写出不同情况下的简单效应估计式 ， 见表 5 ．

3
）
根据表 4 中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方法计算结果和表 5 做模型的简单效应分析 ． 将 Ｂｏ ｏｔｓｔ ｒａｐｐｉｎｇ 方法计

算得出的系数估计值作为参数代入表 5 公式并计算各项效应系数 ， 具体结果见表 6 ．

综合表 5 和表 6 的结果可以发现 ， 模型的第
一

阶段和第二阶段路径系数多数显著
（
见表 6 显著性） ， 模型

中的中介作用明显 ；
可见 ， 感知声誉对于感知信息质量产生影响 ， 这种影响既包括直接效应又包括间接效应 ，

而感知能力只在低水平下对感知信息质量有间接效应 ． 因此信息源信用 （
ＳＣ

） 在感知声誉 （

ＰＲ
） 与感知信息

质量 （
ＰＩＱ ） 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

而在感知能力 （
ＰＣ ） 与感知信息质量 （

ＰＩＱ ） 的关系中起到完全中

介作用 ． 假设 6 和 7 成立．

根据表 6
， 共享价值观 （

ＳＶ
） 对中介效应的第

一

阶段作用显著 ， 即 ： 能够有效调节感知声誉和信息源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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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 ； 共享语言 （ＳＬ ） 的第
一

阶段调节亦显著但符号为负 ，

Ｓ
卩

： 能够有效调节感知能力和信息源信用之

间的关系 ；
然而 ， 共享价值观造成的差异是正向的 ， 共享语言造成的差异是负 向的 ， 可见假设 4 成立 ， 假设 5

成立 ． 另外 ，
ＳＶ 和 ＳＬ 在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中的影响也都 比较显著 ． 利用表 5 中的公式 ， 采用 Ａ

ｉ
ｋｅｎ 等 ＿

的绘图方法 ， 做出共享价值观的第
一

阶段 、 总调节效应图
（
控制 Ｘ

2 ，
系数设为 0

）
见图 2

， 共享语言的第
一

阶

段 、 总调节效应图 （控制 系数设为 0
） 见图 3 ．

由 图 2 和图 3 可以看出共享价值观和共享语言的调节模式 ． 图 2 表明 ，
无论在低共享价值观下还是高共

享价值观下 ， 感知声誉的提高均会引起信息源信用和感知信息质量的提高 ，
只不过在高共享价值观情况下 ，



表 5 简单效应估计组合式


ｉ高低分组
＊

估计式

ＳＶ ／
ｉ
＋ ＣＴＺｍ

＝
 （Ｃ

ＨＺ 2 1＋ ＯＬＺＴｌ ）＋［Ｏ
ＬＸ 2 ｌ ＋  ＣＸｘ Ｚ 2 ｌ ）＋（？Ｘ 2 2＋ Ｏ ＩＸＺ 2 2

）
Ｚｘ 2

ＳＬ ／
ｉ
＋ （

7Ｚｙ

＝
／＾Ｍ 1

（
Ｑ！Ｚ 2 1 ＋ Ｑ：Ｚ 2 2

）

＋
 ［
／ 3ｍ 1

（
＾Ｘ 2 1 ＋？ＸＺ 2

）
＋

／
3ｘ ｉ ｌ

］ 
Ｚｘ

ｉ

￣

＼

￣

［
ｐＭｌ

（
ａＸ 2 2 ＋ Ｑ：ＸＺ 2 2

）
＋

／
＾Ｘ 1 2

］
Ｚｘ 2 ＾

－

ｐＭ ｌ ＾Ｍ 2

ＳＶ ／
ｉ
＋ 

ａＺＭ
＝

 （
ａｚ 2 ｉ

—

ＯＬＺ 2 2
）
＋

｛
0＾ｘ 2 1＋ ａｘ ｚ 2 ｉ ） 

Ｚｘ
ｘ
＋

（
ｃｔｘ 2 2

—

ＱＯＣＺ 2 2
）
Ｚｘ 2

ＳＬ
1
1 
—

ａＺｙ

＝

／
3 ｍ 1（

？Ｚ 2 1 

— Ｑ！Ｚ 2 2
）
＋

 ［ ／
？Ｍ ｌ（

ｏ^ Ｘ 2 ｌ 
＋Ｑ ；Ｘ Ｚ 2 ） ＋ ／

？Ｘ ｌ ｌ
］ 
Ｚｘ

ｉ

－

＼

￣

［
ｐＭｌ（

0 ＾ｘ 2 2
—Ｏ＾Ｘ Ｚ 2 2

）

－

＼

￣

Ｐｘ  1 2
］
Ｚｘ 2

－

＾Ｐｍ ｉ ＧＭ 2

ＳＶ
ｆ

ｉ
—

ａＺＭ
＝

 （

—

ａｚ 2 ｉ
＋ ｏｃｚ 2 2 ）

＋
（ｏ；ｘ 2 ｉ

一

ｏ；ｘ ｚ 2 ｉ ） 
Ｚｘｉ ＋（ 0 ＾ｘ 2 2 ＋ＱＯＣＺ 2 2 ） 

Ｚｘ 2

ＳＬ ／
ｉ
＋ ｃｒＺｙ ＝ｐＭ ｌ（

—

Ｏ＾ Ｚ 2 1

－

＼

－

ＯＬＺ 2 2
）

－

＼

－

［
ｐＭ ｌ （ 0＾ 2 1 

—

ＣＫＸＺ 2 ）＋卢Ｘ ｌ ｌ
］

Ｚｘ
ｘ＋ ［ ／

？Ｍ ｌ（Ｃ
＾Ｘ 2 2 ＋Ｏ ＪＸ Ｚ 2 2

）
＋ ／？Ｘ 1 2

］＋々Ｍｌ 6 Ｍ 2

ＳＶ 1
1 
—

ａＺｍ
＝一

｛ＯＬ Ｚ 2 Ｉ＋Ｃ
ＸＺ 2 2 ） ＋（ ｃ

ｘｘ 2 ｉ
—

？ｘｚ 2 ｉ ）Ｚｘ
ｉ＋ （ 0 1 ｘ 2 2 

—

ＣＫＸＺ 2 2 ）Ｚｘ 2

ＳＬ ［
ｌ—ＧＺｙ

＝ 
—

／
＾Ｍ ｌ ［ｏ

ＬＺ 2
＼

－

＼

－

ＯｉＺ 2 2 ）

－

＾
［
0Ｍ ｌ （ＯＣＸ 2 1 

￣

ＯｉＸＺ 2 ）Ｐｘ ｉ ｌ
］
Ｚｘ

ｉ＋ ［
／
＾Ｍ ｌ（？Ｘ 2 2 

￣

？Ｘ Ｚ 2 2 ）＋ ＾Ｘ 1 2
］ 
＾Ｘ 2 

＋ ／＾Ｍ ｉｅＭ 2

说明 ： 因 ＺＹ
＝

Ｐｍｉ Ｚｍ ＋ Ｐｘ ｉ ｉ ＺＸ
ｉ ＋ Ｐｘ ｉ 2ＺＸ

ｌ＋ ｅｙ ｉ
系数 中不含变量作为参数 ，

因此不发生变化 ， 每种情况下均相同 ，
在

̄

此不再赘述 ．

＊
因共享价值观 （

ＳＶ
）

、 共享语言 （ ＳＬ ）
均为连续变量 ，

因此采用均值加减
一

个标准差的方式表征其高低值 ［

3 6
】

．



表 6 简单效应分析


知声誉 ｐｐ￥ｆｒｎｙ…、

？二第
一

阶段第二阶段甘拔ｆ

＾ ——

ＳＶ ｘ ＳＬ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

（
1

，

1
） 0 ． 7 2 3

＊＊ 0 ．

4 5 7
＊ ＊ 0 ． 2 2 7

＊ 0 ． 3 3 0
＊ ＊ 0 ． 5 5 7

＊ ＊

（
1

，

－

1
） 0 ． 7 2 3

＊＊ 0 ． 4 5 7
＊ ＊ 0 ． 2 2 7

＊ 0 ． 3 3 0
＊ ＊ 0 ． 5 5 7

＊ ＊

（

－

1
，

1
） 0 ． 4 9 1

＊＊ 0 ． 4 5 7
＊ ＊ 0 ． 2 2 7

＊ 0 ． 2 2 4
＊ ＊ 0 ． 4 5 1

＊ ＊

（

－

1
，

－

1
） 0 ． 4 9 1

＊＊ 0 ． 4 5 7
＊ ＊ 0 ． 2 2 7

＊ 0 ． 2 2 4
＊ ＊ 0 ． 4 5 1

＊ ＊

ＳＶ造成差异 0 ． 2 3 2
＊ 0 ． 1 0 6

＊ 0 ． 1 0 6
＊

感知能力 ＰＣ

胃
一



ＳＶ ｘ ＳＬ所 以 丨 权币一叨权

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
＊

（ 1
，

1
） 0 ． 0 2 9 0 ． 4 5 7

＊ ＊ 0 ． 0 6 9 0 ． 0 1 3 0 ． 0 8 2

（
1

，

－

1 ） 0 ． 2 5 1

＊＊ 0 ． 4 5 7
＊ ＊ 0 ． 0 6 9 0 ． 1 1 5

＊ ＊ 0 ． 1 8 4
＊

（

－ 1
，

1
） 0 ． 0 2 9 0 ． 4 5 7

＊ ＊ 0 ． 0 6 9 0 ． 0 1 3 0 ． 0 8 2

（

－ 1
，

－

1
） 0 ． 2 5 1

＊＊ 0 ． 4 5 7
＊ ＊ 0 ． 0 6 9 0 ． 1 1 5

＊ ＊ 0 ． 1 8 4
＊

ＳＬ造成差异－

0 ． 2 2 2
＊

－

0 ． 1 0 2
＊—

0 ． 1 0 2
＊

＊
因直接效应不显著 ，

不计入总效应 ． 其中 ， 间接效应值 ＝ 第
一

阶段值 ＊ 第二阶段值 ；
总效

应 ＝ 直接效应 ＋ 间接效应 ．

＊

ｐ＜ 0 ． 0 5
＊＊

ｐ＜ 0 ． 0 1

1

＋ 低 几 价俏观 7 价 位观
1 ｜＋ 低共 享价他观Ａ共 享价值观

｜

■

0 ． 8 ■

 ／…－

／
。 ． 6．

0 ． 6
－

，／
0 4 ．／／

‘ 4

 ．／？／／
Ｉ

0 ＂ 2 ＂

 1 

0 ＇ 2 ＇

／
ｆｚ

0＾！彔 0於
－

0 ． 2＾低 Ｚ Ｉ簡低／^

ｏ．／
＿

。 ． 2
．

／／＂

0 ． 4－力
－

0 ． 6 ■

^

° ＇ 8

感知声誉
ａ 6

感知 声誉

图 2 共享价值观的第
一阶段调节 （左 ） 和总调节 （

右 ） 效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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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共

1

丫高共享语言 ｎ＋ 低共 弘 语 ，

Ｙｒｉ ｉ

＇

．

－

ｉ
Ｍ／ ｖ

，Ｙ
“

° － 2
■

 0 ． 0 5
－


－

一

旺
ｏ ． 1

．

Ｚ Ｉｇｏ


ｙ
＾－

｜ 0


＾
＾

＝



1Ｉ低／高

1 －

0 ． 1－

低高輕
－

0 ． 0 5
．

Ｚ
ｊ
ｒｎｉ＾ｙ／1

－

0 ． 2
－

Ｚ ｜適
－

0 ．

1
■Ｘ

－

0 ． 3
■Ｚ－

0 ．
1 5

？

° ＇ 4

感知能力
＿

ａ 2

感知能力

图 3 共享语言的第
一阶段调节 （左） 和总调节

（
右

）
效应图

正向作用效果更为 明显 ． 由此可见 ， 信息共享价值观的形成 ， 能够提升感知声誉的影响效果 ， 致使其在信息源

信用 、 感知信息质量中发挥的作用越发明显 ． 而且 ， 感知声誉在信息源信用上的作用效果较其在感知信息质

量上的作用效果更为明显 ， 可见在信任传递过程中 ， 声誉的功效会逐步减弱 ． 图 3 表明 ， 无论共享语言高还是

低 ， 感知能力均对信息源信用的认知起到促进作用 ， 即周边环境的能力推断总会影响其作为信息源的信用评

价 ． 同时 ， 在低共享语言水平下 ， 这种作用较高共享语言水平下的更为明显 ． 低共享语言水平下 ， 由 于缺乏足

够可理解的信息和知识 ， 对于信息源信息采集和处理能力的判断更依赖于外部信息形成能力推断结果 ．

4 ． 2 ． 3 总体模型估计结果

通过主效应分析 、 调节和
＾
介效应整合 ， 检验了模型中的 ＨＩ

？Ｈ 7
， 将检验结果进行汇总 ， 见图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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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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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丨

享
、 （ 共

丨

享
、

图 4 调节和 中介效应整合模型路径图

可见 ， 信息源信用在感知声誉和感知信息质量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 ， 在感知能力和感知信息质量之间的

中介效应显著 ． 共享价值观对于感知声誉和信息源信用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 ． 共享语言对于感知能力和

信息源信用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显著 ． 另外 ，
研究还发现感知声誉与感知信息质量间的系数显著 ， 即感知声

誉不仅通过信息源信用来影响感知信息质量 ， 其 自 身对于感知信息质量也有直接的作用 ．

5 讨论

通过本文的研究 ， 可以发现 ： 在跨组织信息共享环境下信任形成过程中 ， 感知声誉和感知能力的作用是

显著的 ． 这就将文献
［

9 － 1 0
］
在供应链领域有交互跨组织信息共享下的信任形成扩展到 了公共管理领域无交

互的强制性共享环境 ，

且扩展到了空间维度上的
“

感知声誉
”

和
“

感知能力
”

． 而在感知声誉影响信息源信用

的过程中 ， 共享价值观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 即 ： 增进共享价值观能够增加感知声誉与信息源信用的关系强度 ．

在感知能力影响信息源信用的过程中 ， 共享语言的调节作用显著 ’

且呈负 向 ． 这意味着 ， 共享语言的发展更有

助于获得接近真实的认知 ，
ＳＰ ： 共享语言削弱 了简单直觉的影响 ， 对于能力的辨识和认可起重要作用 ．

同时 ， 研究还发现 ， 感知声誉对于感知信息质量有直接作用 ． 这表明政府部门的声誉会影响信息使用者

对其所提供信息的评价 ，

§
卩

： 基于体制的信任转移 1
3 力

，
且这种转移较为显著 ． 从而 ， 外围感知声誉不仅仅影

响到对政府作为信息源的评价 ，
还影响到对其所提供信息的评价 ．

6 结论

本文基于信任形成理论和社会资本关系理论 ， 构建了基于征信系统的综合信任形成模型 ， 并通过对国 内

3 0 家银行的 2 0 9 位信贷员和信贷审批人员的调研 ，
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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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在强制采集和半强制使用环境下 ， 感知声誉和感知能力对于信息源信用的信任形成有显著影响 ， 进

而通过信息源信用影响到信息质量的评价． 这也视为
一

种信任形成与传递的作用 ，
只不过其传递过程中效用

递减 ． 即 ： 在强制采集和强制使用环境下 ， 间接判断
（
利用外部信息对于政府部门声誉 、 能力形成的先期判

断 ） 在 Ｇ 2 Ｂ 信息共享的信任形成中起到关键作用 ．

（

2
）
基于信息中介的跨组织信息共享环境下 ，

跨组织关系 由于中介平台的存在
，
使得原本供给方和需求方

的交易行为成为
一种规范和标准化的流程 由系统统

一

电子化处理． 同时在缺乏互惠支撑情况下 ，
共享语言和

共享价值观的影响呈现特殊性 ： 共享价值观在感知声誉与感知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上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 说

明共享价值形成的共同认知可以加速信任的形成 ． 共享语言在感知声誉与感知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上起到负

向调节作用 ， 说明共享语言促进了信息使用者接触了解信息源和信息 ， 为深入思考加工形成 自身的信息产品

质量判断提供了要件， 从而减弱了原本简单直觉的影响 ．

理论上， 通过本文的研究 ， 对了解强制采集 、 强制使用环境下感知声誉和感知能力对于信息源信用的影

响过程和方式提供了实证支持 ， 发现了信息共享平台相关要素在其间起到的重要调节作用 ． 前人多认为共享

语言和共享价值观直接影响信息共享效果或是对信任有正向作用 ， 具体影响方式并不很清楚
，
本文的研究提

出并验证了调节作用的存在 ，
以更好地解释二者的作用机理． 而且共享语言的加深在其间发挥出负向调节作

用 ， 说明共享语言会改变大家
“

人云亦云
＂

、 先期产生的直觉认识， 这是个意外的新发现 ．

实践上 ， 本文研究肯定了征信系统在银行和政府间信息共享中的重要中介作用 ， 并提出了系统建设的
“

催

化
”

过程： 应在采用新兴技术完善系统的同时 ， 加强参与各方
“

共享 目标
”

的沟通和统
一

， 促进不同部门间就
“

共享领域知识
”

进行广泛而长期的接触和交换 ． 同时 ， 研究还发现声誉和能力是 Ｇ 2 Ｂ 共享环境下信任形成

的关键影响要素 ． 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在于 ， 要充分利用正式或非正式渠道 ， 提升政府公信力 ， 加深银行对于

政府信息质量和信息采集加工流程的认知和了解 ， 形成并提高银行的信任程度 ， 使其从主观上更愿意接受和

使用征信系统提供的 Ｇｆｆｉ 共享信息 ， 充分发挥征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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